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双清
审稿：邱少兵 责编：刘振华 版式：肖丽娟 总检：魏谦2023年4月17日 星期一

几声清脆的鸟鸣，叩醒了三角塘的
春天。

金色的油菜花，铺满狭长的田垄；
嫩绿的小草，恣意在山坡蔓延；摇曳的
映山红，张着红彤彤的笑脸；绿油油的
豌豆苗，爬满了架子……

初升的太阳像一个灿烂而又耀眼
的圆盘子，悬挂在远处层层叠叠淡墨似
的山峦上面。层层叠叠的云，被染成火
红、紫红、金黄、橘黄各种色彩，层层叠叠
落到三角塘一栋栋新建的楼房上。

一条平整的水泥马路，像蛇一样在
山岭和田野游走，时而翻过一座山，时
而穿过一个坳，时而又转一个弯。马路
系着三角塘，一头连接邵东，一头通向
远方。

早就听说邵东市散文学会会长王
燕在三角塘村搞了一个生态旅游项目，
也早就想一睹这个项目的“芳容”。刚
好，“臭味相投”的文友佘华荣老师也有
此意。于是，我们俩一拍即合，相约择一
晴天去三角塘。无奈春无三日晴，等了
三四天，才等来今天这样一个有阳光又
有云彩的好日子。

王会长有事要去隆回，陈国军先生
给我们当起了导游。

“旧石器时代生态旅游项目”位于新
邵县和邵东市毗邻的山区，占地面积1320
亩，总投资约10亿元，计划8年完成。

许是落了很久的雨，山里的空气特

别清新。吸一口，鼻子立马有了反应。再
吸一口，全身每个器官都舒坦起来。

入口即是玫瑰花基地。一排排玫瑰
花从山脚排到山顶，随着山势延伸，一
眼望不到头。花“身上”都盖着白色塑料
布，只露出绿茸茸的“小脑袋”。陈先生
告诉我们，这些玫瑰花早的四月份就会
开花，晚的五六月份也会开花，可以观
赏，也可以出售，观赏价值和经济价值
都很高。我的乖乖，等到这山上的玫瑰
花都开时，会是怎样一幅姹紫嫣红的景
象啊！

紧靠玫瑰花基地的是桃园。我们来
晚了几天，桃花谢了很多，但桃枝上依
然缀满了粉红色的花，羞答答地摇曳
着，妖娆动人。若是早几天，这一百多棵
树上的桃花开得如火如荼，开成一片片
云、一片片霞，只怕神仙都会闻香而至，
流连忘返。

桃园旁边又种了葡萄。杜鹃花、樱
花、紫薇、无忧草、银杏、枫树、玉竹、茯
苓、艾叶……这些花花草草，有些成了
林，有些还是幼苗，有些等待栽种。

山的另一边，有一片石林。奇形怪
状的石头散布在山坡上，有的像羊、有
的像狗、有的像乌龟、有的像生姜……
其中有一块大石头，约五六米高，像一
个盘腿而坐的人。这块大石头其实是由
四五块小一点的石头组成，上面的石头
架在下面的石头上，没有“根”，也互不

连接，看起来摇摇欲坠，却历经百年都
没坠落，堪称奇迹。

山顶已被推平——就算推平了，站
在上面也有“一览众山小”之感。三角塘
周围是一层一层的山，山下是星星点点
的房舍。站在山顶，陈先生豪情万丈，开
始“指点江山”：这里要建天池、休闲民
宿、康养中心，那里是科普教育基地、农
产品加工中心……对面有一个大溶洞，
要建“龙宫”，建成后比桂林的七星岩还
大，还好玩。

陈先生讲得眉飞色舞，我听得心醉
神迷，不由插嘴道：“王燕真是个了不起
的女子，在山区搞这么大的项目，给当
地老百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陈先生马上接口说：“是啊，王燕这
人做事高调，做人却非常低调。她在三
角塘搞这个生态旅游项目，往小处说，
是做好事，回报家乡；往大处讲，就是为
了巩固本地脱贫攻坚成果，对接乡村振
兴大局——去年，我们就为村里创收
200多万元，还解决了80多个农民的就
业问题。”

群山静静地听着，花草静静地听
着，我们也静静地听着。

这时，山下的屋顶上升起了袅袅炊
烟，像有一支神奇的画笔在尽情挥洒。
于是，三角塘的天空和群山鲜活起来，
生动起来。

（申云贵，邵东市作协会员）

◆乡土视野

浓妆淡抹三角塘
申云贵

2012年正月初一，我带正
在上中学的孙辈齐子、牛牛、秋
秋拜谒了岳麓书院。

书院大门白墙青瓦，风格
威仪大方。门额“岳麓书院”是
宋真宗字迹。真宗闻书院山长
周式以德行著称，拜为国子监
主簿，请他留京城做官。但周
式仍请归院，皇帝就赐“岳麓
书院”，并赐经书等物。大门两
旁挂有对联“惟楚有材，于斯
为盛”，表现了岳麓书院英才
辈出的历史事实。

我们来到二门，这是礼殿所
在，门额正上方悬有“名山坛席”
匾。两旁有对联“纳于大麓，藏之
名山”，意为岳麓书院被浩瀚的
林木所掩映，藏在地阔物博的岳
麓山中。二门过厅两边有清代山
长罗典所撰的对联：“地接衡湘，
大泽深山龙虎气；学宗邹鲁，礼
门义路圣贤心。”随后，我们进入
讲堂，这是教学重地和举行重大
活动的场所，有讲堂五间。南宋
的理学家张栻、朱熹曾在此举行

“会讲”。檐前悬有“实事求是”
匾，是湖南工专校长宾步程撰，
教育学生崇尚科学、追求真理。

“实事求是”对当时寓居于书院
的毛泽东影响很大，后来成为毛
泽东思想的核心组成部分。

大厅中央悬挂两块鎏金木
匾：一边为“学达性天”，由康熙
皇帝御赐，意在勉励张扬理学，
加强自身修养。二为“道南正

脉”，由乾隆皇帝御赐。讲堂壁
上还嵌有许多极有价值的碑刻
文物，如朱熹手书的“忠孝廉
节”、清代山长欧阳正焕所书的

“整齐严肃”，以及清代山长王
文清撰文的《岳麓书院学规碑》

《读书法》等十数方。讲堂屏壁
下面刻有理学家张栻所作《岳
麓书院记》。接着我们来到藏书
楼，楼内藏书逾五万册。

我们还参观了祭祀建筑，
有祀孔子的文庙，有祀周敦颐的
濂溪祠，有祀朱熹、张栻的崇道
祀，有祀主持书院二十七年的山
长罗典的慎斋祠，有祀程颢、程
颐的四箴亭，还有祀王夫之的船
山祠等等。我们还了解了从书院
走出来的知名人物和学子，主要
有太学博士吏部侍郎彭龟年、刑
部侍郎游九功、哲学家思想家王
夫之、近代思想家魏源、湘军的
创立者和统帅曾国藩等等。

我的三位孙辈学习了岳麓
书院丰厚的中国传统文化，被深
触心灵，决心以从岳麓书院走出
来的湖湘名人为楷模，刻苦求学
长知，做建设祖国的有用之材。
后来，齐子考上美国加州大学，
学影视专业，研究生毕业后到深
圳工作；牛牛考上西南政法大
学，法学研究生即将毕业；秋秋
考上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现
正在香港大学攻读研究生。

（伍想德，原市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

带孙辈游学岳麓书院
伍想德

身处特殊教育学校，常会
遇到一些特殊的故事。

故事一：老师，你吃

学生小红（化名）正在吃干
红薯片。张老师忍不住多看了
两眼，因为这个场景，让张老师
想起了自己的童年，于是嘴唇
多翕动了两下。但张老师想绕
过去，因为小红的吃相太“粗
鲁”了。小红流着两股鼻涕，还
有满嘴的哈喇子……但偏偏小
红又是个多情的学生，她把红
薯片举到了张老师的嘴边，说：

“老师，你吃。”因发音不清晰，
她将“吃”说成了“ci”。

“吃还是不吃呢？”张老师
想，如果不吃，小红一定会伤心
难过。上一次小红拿瓜子给刘
老师吃，刘老师看着她黑漆漆
的手，没伸手去接。小红为此哭
闹了三天三夜，她说刘老师偏
心眼。张老师向来有洁癖，但还
是张嘴把红薯片吃了，看着小
红笑了，她才走开。

张老师说：“一个孤独症孩
子能给你东西吃，这是多么大的
信任啊！我能辜负这份信任吗？”

故事二：老师，没纸

小莫（化名）看起来眉清目
秀，但他却有智力障碍。

“老师，我忘记带纸了。”
“不带纸你上什么厕所？”

我只得到办公室扯了卫生纸，
再恭恭敬敬地送到厕所。

后来又一个早晨，见小莫
蹲在同一个蹲位上。他说：“老
师，我又没有带纸，我的记性真
的太差了。”

还有什么话说呢？他的记
性确实是太差了，不然他怎么
会成为大家公认的“臭宝宝”？

从此，我嘱咐两个同学特别关
注他，自己也坚持天天早晨提
醒他，我要让他学会干干净净
做人。

渐渐地，小莫的“臭臭”绰
号没有人叫了。

故事三：老师，你背

终于教完了《大青树下的
小学》一文，赵老师对三位同学
提出要求：“下周背完这篇课
文。”没想到班长口无遮拦：“老
师，您先背。”这给老师出了个难
题。若是二十年前，这样的课文，
四五百字，他备完课，就能背。若
是十年前，教完了课文，他也能
背。但现在，五十多岁了，他的记
忆力已经明显差了很多，背到后
面，往往忘记了前面。

赵老师决定接受挑战，并
提出了要求：“我先背，你们也
要背。”赵老师与同学们拉了
钩。晚上睡觉前读读，清早起来
读读……十几遍之后，赵老师
终于大功告成。

第二天的语文课上，赵老师
背得很流利，赢得了热烈的掌声。

故事四：老师，妈妈

小张（化名）患多重残疾，
言语不清，走路不稳。李老师送
教上门时，将小张“挖掘”了出
来，实现了他的上学梦。小张的
衣、食、住、行，成了李老师的牵
挂。在李老师的关照下，小张脸
上渐渐有了笑意。

有一天，小张当着全班同学
的面，喊了李老师一声“妈”。一个
是泪如滂沱，一个是笑脸如花。

有人笑李老师傻。李老师
却说：“雷锋也是‘傻子’。”

（王振华，任职于邵东市
特殊教育学校）

身边的小故事
王振华

孔 融 让 梨 的 故 事 ，读 书 人 都 知
道。4岁就知道把梨子让给兄长吃，见
识的确不同凡响。他也是一个大孝
子，13 岁那年，他父亲死了，他表现得
悲痛欲绝。

据说孔融书读得非常不错，是一个
神童，少年就因为会读书成名。10岁随
父亲到京城，师从大师蔡邕。16 岁那
年，因为收留被宦官打压的名士张俭获
罪。他和兄长、母亲都愿意因此承担罪
责，郡县不能决。硬骨头的孔融因此成
名。他是东汉末年的大儒，当时天下读
书人的偶像。他在诗歌、散文方面的成
就非常突出，是“建安七子”之一。

因为太有个性，孔融最后被爱惜人

才的曹操杀了。曹操当权，求贤若渴，
看到许攸来了，连鞋子都来不及穿，立
即出门迎接。曹操诗歌也写得非常不
错，按理说，曹操、孔融两人兴趣一
致，应该是好朋友。然而，事实恰恰相
反，孔融和曹操是大冤家。主要原因
是孔融个性太强，处处挑衅曹操，羞辱
曹操。孔融被杀，是他不识时务。

孔融喜欢乱说话，被曹操抓住了把
柄。他与祢衡交流时说道：“父之于子，
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
这种不孝的言论被曹操知道了，以此为
借口，杀了他全家。

其实，孔融被杀不是因为他说了过
头的话，真实的原因是他羞辱了曹操。

曹操原本不想杀他的，还想重用他，树
立自己重才的形象。可是，孔融不买
账。当然，东汉末年，名士都以不畏权
贵为荣，以不怕死为骄傲。所以，作为
天下名士榜样的孔融，内心是不怕得罪
曹操的。曹操进攻乌桓，他认为这不值
得兴师动众，竭力反对；同时，还在城内
说曹操会大败而归，要老百姓逃命。曹
操禁酒，他写书嘲讽。曹操要称王，他
全力上书反对，主张尊崇天子，扩大汉
室实权，这明显是要和“挟天子以令诸
侯”的曹操对着干。所以，曹操找了一
个孔融不孝顺的理由杀了他全家。

孔融被杀，他自己是无憾的，因为
实现了名士不畏权贵的理想。可是，他
满腹的才华无法彰显，两个幼儿因他而
死，实在是一个悲剧。

孔融的可悲在于过于任性，口无遮
拦。要知道祸从口出，因言获罪之人，
在古代比比皆是。

（晓宇，邵阳媒体人）

◆樟树垅茶座

口无遮拦的孔融
晓 宇

车马辚辚过大街，清风阵阵拂香槐。
景观旖旎道旁树，色彩缤纷广告牌。
境美但凭勤有策，天蓝自必净无霾。
东南西北乡村客，也共新城逐梦来。

西苑公园

西苑平湖一色开，天光楼影共徘徊。
幽幽曲径连亭榭，灼灼芳华映阁台。
碧树枝头留鸟韵，蓬莱岛上净尘埃。

清风拂得忧烦去，绿柳红花入梦来。

爱莲池公园

爱莲旧迹信难求，湿地公园好景留。
树掩凉亭阴翳翳，荷遮碧水浪悠悠。
回廊栈道还新梦，护岸长堤固陇丘。
周子情怀千古在，喜看宝府续风流。
（简方杰，邵阳县九公桥镇中学退休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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