
季秋的一个大晴天，我和友人李君去寻
访一段古驿道，它坐落在洞口县黄桥镇潮水
村山塘坳山坡上。我们走下公路，踏上田埂，
行约五分钟，就见一条青石板路顺着山势攀
爬而上，穿越在石崖下或草丛中，直到山塘
坝基下。路面相对平坦，由錾子雕凿过的片
石镶嵌铺砌而成，几经岁月打磨、风雨剥蚀、
人畜踩踏，显得越发光洁平滑。路基宽窄视
地势而定，逼仄处七十厘米左右，平缓处达
一米多，牢固沉稳，没有一处崩塌剥离，历数
百年沧桑反倒越发夯实，仿佛原本就是山体
的一部分。

这就是以前武冈州大东路的一段，孑遗
般隐逸在荒山丛林之中，得以让世人见证一
段难忘的历史。昔日的大武冈除了辖现今的
武冈市，还包括洞口县全域、隆回县、邵阳县
的部分区域。隆回、邵阳这些区域都在武冈
城东面，往返州城有水路和陆路，水路从紫
阳河渡口沿资江溯流而上，经黄桥铺（今洞
口县黄桥镇）过荆竹铺（今武冈市荆竹镇），
到达州城济川渡口；陆路则主要是大东路和
小东路。大东路的主体路段从黄桥铺往西，
经马蹄街（今武冈市马坪乡）上荆竹铺，过石
羊桥抵达州城……

农耕文明时代，这些羊肠般蜿蜒在田间
村边、荒郊野岭的石板路，成为城乡交流、官
民互动甚至州府上传下达的主要交通载体，
号称驿道或官路。据老辈人说，大东路一年
四季繁忙，务工的、经商的、行军的、肩挑背
驮运输的、邮差信使跑腿的，各色人丁，应有
尽有，以徒步出行的居多，也有骑马坐轿子
的。偶尔还有政府官员出巡，坐一顶四椅轿
子，前呼后拥，浩浩荡荡，轰动一路。这条“通
衢大道”，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逐渐被公
路替代，退出历史舞台。于是一条曾经造福
一方的石板路淡出人们的视野，有的被公路
掩埋，有的被垦为耕地。山塘坳上这段，因地
势陡峭，公路只能从对面平缓的山坡绕道，
又因当地村民常年要上山耕管庄稼和林木，
才得以幸存。

我和李君拾级而上，徐步而行，漫话着
曾经在这面坡路上行走过的岁月。当年我们

主要是去黄桥铺街上卖柴禾、红薯和麦秆。
从家里到街上，虽然只有十五里，可对于年
少的我们来说，却称得上长途跋涉了，何况
挑着担子爬这山塘坳，没有一身蛮力是很难
胜任的。好在我们不乏男儿血性，少年时要
为父母分担忧愁，成年后要支撑家庭，心目
中没有走不到的路，没有爬不上的坡。

李君说，他有一次挑着一担柴上街，掂
量着至少要卖一块五毛钱。人家见他年纪
小，横竖只出八角的价。他不信“货到街上
止，货到街上死”这句经商信条的邪，竟然一
气之下挑着柴打道回府，争的就是“值价”这
口气。就凭着这股精气神，当年的我们倔强
的身影经常出没在这古道上。我的目光在石
板上、两旁的石壁和草木间逡巡，仿佛要寻
觅出曾经在这里甩下过汗水的痕迹，希图辨
认出脚趾头曾踢到的那块石棱。其时我们嫌
草鞋或烂布鞋硌脚，索性打赤脚，骄阳下负
重爬坡，往往一滴汗水摔八瓣，一不留神踢
破脚趾，血流如注，钻心地痛。为了分散痛
苦，反而蹦跶得更快。

爬上一段陡坡，来到马鞍形山坳平地
上。这里曾经有座凉亭和伴着亭子的山神
庙，庙门口的小水缸里盛着茶水，木叉上挂
着个长柄竹勺。当年有句俗话说：“爬上山塘
坳，担子轻一‘炮’（十斤）。”是说坐在亭子板
凳上歇息一阵，喝上一勺凉茶，蓄足精力后
继续赶路，自然会轻松很多。可如今凉亭、庙
宇早已荡然无存，空地只有一摊油麻草在秋
风中摇曳。

爬上山塘大坝，居高临下，右侧的古驿
道和左边硬化水泥公路尽收眼底，耳畔犹响
起数公里外高速公路上车流奔腾和铁轨上
复兴号飞驰的声息，让人感受出古代交通和
近代、现代交通多维叠现的画面。故地重游，
我被勾起乡愁，却没有伤感，有的是释怀与
欣慰。正如人生一站有一站的风景，一岁有
一岁的味道，道路一个时代也有一个时代的
模式和气韵。人们是从逼仄、坎坷一步步走
向康庄、平坦的，眼下这条古驿道，是交通史
上的一枚勋章，而不是伤感的理由。

（黄三丛，武冈市退休教师）

◆漫游湘西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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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海 郑国华 摄

近几年，我们老家出现了一个怪现象：家家都
有自来水，有的还自家打了水井，以备突然停水救
急。但是，这一带的人家几乎每隔几天就要进到雪
峰山的里仁大峡谷里去，用水桶装回山泉，用于煮
饭、炒菜、烧开水等。而且，还有人做起了“无本生
意”：每天用电动三轮车把山泉水运到山外去卖，
两元一桶，生意好得很，有时竟供不应求。

今年中元节前，我回了老家一趟。刚进家门，就
听侄儿说：“你回来的正是时候，我们正要去里仁大
峡谷里打水，我们一起去。”汽车在水泥路上行驶，
伴随在车旁的是清澈见底的潺潺溪水。一路风景用

“溪水绕青山，风景美如画”来概括，一点也不夸张。
进山大约四五里地了，路旁看到断断续续有停下来
的车子，有人分别在好几个接水口用桶子接水。再
往前开了半里地，侄儿的车子才在一处接水口停了
下来：这是一片茂密森林下的一个小山谷的下端，
有热心人在路边的坎上砌了一道水泥墙，墙上有两
个孔，每个孔里塞进一根塑料管子，那清清的冰凉
冰凉的泉水就是从管子里流出来的。

我们正准备接水，不巧来了一男一女两个揉凉
粉的。看他们的年轻打扮和亲昵程度，我猜他们一
定是两口子。他们麻利地在水管下将一个铝水桶洗
干净，再装上半桶冰凉泉水，然后就使劲搓揉用医
用纱布包着的一大把木瓜子。他们入神地搓揉了一
阵，才歉意地笑了笑，让我们接水。过了好大一会
儿，我们的水桶差不多都接满了，他们才将搓揉好
的木瓜子从铝桶里提出来，然后用一个木盖将桶子
盖好，放到泉水下，任泉水淅淅沥沥淋着铝桶。

“凉粉都搓揉好了，为什么还要到这里淋水
呢？”我问。“放到凉水里冰着，它们才凝聚成块。”
那个男的回答说。“要冰的话，你不可以在家里搓
揉好，放进冰箱里不更省事吗？”我更疑惑了。“揉
凉粉没有冰凉的水是成不了块的，况且这里的山
泉水揉出来的凉粉柔顺嫩滑，口感更好些。”说着，
年轻人轻轻地把铝桶从泉水下挪出来，揭开盖子
一看，半桶透亮的、水晶般的凉粉就呈现在我们的
面前。“可惜这里没有黄砂糖，也没有醋，要不，你
也来一碗尝尝？”年轻人很豪爽。“不不，谢谢你，以
后一定到你那里去品尝这山泉水搓揉出来的冰凉
粉。”我连忙感谢年轻人的好意。

我们把装好山泉水的桶子装上车，准备往家
里走的时候，突然有个女人开一辆三轮车从山里
头出来，车上装有两个保温桶子。她一边开车，一
边用喇叭喊：“‘神仙豆腐’，一块钱一碗，冰凉爽口
……”我连忙叫停了车子，要去尝尝这神奇的“神
仙豆腐”。我端着一碗碧绿如翡翠，还散发出阵阵
清香的“豆腐”，顿时来了食欲，也让她给我们同来
的每人都来一碗。先试一口，顿觉沁人心脾；再试
一口，仿佛就进入了一个梦幻的清凉世界。

“这是什么制成的啊，这么好吃！”我像是自言
自语，又像是在问对方。“就是这山里的‘神仙树’
上的叶子，洗干净了，放到这冰凉冰凉的山泉水里
搓揉，然后再把叶子的渣滓滤出来，放到泉水里冰
一会儿，‘神仙豆腐’就成块了。和揉冰凉粉的过程
差不多，只是‘神仙豆腐’更有营养些。”卖豆腐的
女人回答得非常平静。

“看来我能吃到这碗‘神仙豆腐’，全是这山泉
水的功劳了。”我感叹。

告别“神仙豆腐”，我们开着车往回走，虽然大
峡谷里比山外凉爽，但禁不住毒辣的太阳暴晒，水
泥路面还是滚烫滚烫的。突然我发现山下的水潭
处有人在洗澡，我也萌生了去泉水里清凉清凉的
念头。泡在这既熟悉又陌生的泉水里，我的思绪飞
快地回到了四五十年前。那时我是这个大峡谷的
常客——因为隔三岔五就要进山砍柴。就这一片
山岭，也禁不住庞大砍柴队伍的“修缮”，不久，这
些山岭就变得光秃秃的了，莫说没泉水喝，就连洗
个手也要跑到很远的山下小溪里去……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经过近些年的生
态建设，整个大峡谷、整个雪峰山都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如今，我们生活在一个生态美、产业兴、
百姓富的国度里。

我们开车悠然出了山口——带着清清山泉
水，带着满满的幸福感……

（易祥茸，邵阳市二中退休教师）

清 清 山 泉 水
易祥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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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2版)
红十字志愿者李秀华在道路卡点协助

扫码时发现一位迷路老人，于是上前询问情
况，积极帮助老人联系其家人。

10月31日上午，市红十字水上救援志
愿者协会会长曾庆雄在转运抗疫物资时，得
知和谐小区有一位患病的九旬老者需要就
医，可是没有车辆接送。他主动请缨，完成物
资转运后，驱车将行动不便的老人送至市中
医院，待老人检查完毕后，又将其送回小区。

谢露玲是市红十字医院（邵阳市第二人
民医院）支援邵阳县抗疫队伍中的一员，独

自一人负责邵阳县特殊学校40多个残障及
心理障碍孩子的核酸采样。她用温柔细心帮
助孩子们克服恐惧，顺利完成采样。

红十字志愿者廖志祥在开展志愿服务
时，得知有人情绪失控，及时对其进行心理
疏导。北塔区红十字志愿者周良根帮助大祥
区居民采购奶粉，并辗转送至其手中。“90
后”小伙海旭克服疫情带来的困难，前往长
沙市湘雅医院为白血病患者捐献造血干细
胞……还有无数像他们一样平凡的红十字
志愿者，为我市疫情防控贡献着红十字力
量，用行动告诉群众：众志成城，抗疫必胜！

(上接1版)
10月31日，由于连续劳累，加之没有睡

好，凌晨4时我终于有点支撑不住了。醒来
后我感到胸闷不适，呼吸困难，不能平卧。一
直坐在窗前，大口呼气，怕惊醒吵到大家。一
直忍到5时实在有点受不了了，我才与杨四
元老师报告了自己的不适。通过一系列检
查，还好我只是窦性心律不齐。大家看我生

病了，都很关心我。特别是杨四元老师，每天
最后一个睡，最先一个起床，每天操心着队
里的每一个人的安危。

逆行，只因心系人民安危；坚守，源于胸
怀责任担当。也祝愿所有用实际行动守一方
平安、护万家团圆的抗疫工作者健康平安！相
信我们一定能早日战胜病毒，胜利就在前方！

（邵阳日报记者 陈红云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