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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莲池

黄连德老师离我们而去已有几年了，
总想写点纪念他的文章，可每次提起笔，
总会触碰到心底的隐痛。也许，我至今还
没有完全接受他已离世这个现实。他方正
的脸庞，“悬胆”型的鼻，含蓄而有神的目
光，优雅而诙谐的谈吐，缓慢而稳重的举
止，平实而诚笃的性格，一直定格在我的
记忆里。

先生与我同村。我读小学三年级时，他
当班主任，教语文。除了讲授课本外，他每
周要我们背一首唐诗、写一篇文章，每月带
我们到野外体验，办一期“学习园地”，展览
经他点评为“优”的习作。一年过后，一群懵
懂少年，仿佛变成了一群“文人”，班上有四
位学生的散文、诗歌先后被拿到黄荆中学
给高中生当范文。我的散文《春满山村》、诗
歌《黄荆梯田》，还被省级儿童文学刊物《小
溪流》刊发。当时有人戏称我是“神童”。天
下哪有这么多神童，是先生早早将我强烈
求知的火苗点燃了。我读小学五年级时，先
生以“作文满分”的成绩被湖南师范学院录
取。全班同学一度心里失落。先生把大伙叫
到一块，勉励我们说：“我现在和你们一样
去当学生了，让我们一起成长吧。”先生上
大学后，还给我们写过几回信，寄来他发表
在《湖南日报》《湖南文学》上的文章。寒暑
假还到我家“家访”，检查我的作业。我常
想，在自己人生启蒙的关键阶段，能够遇上
这样的老师，真是上天的恩赐。

先生留给我念想的故事个个温暖。小
时候，父亲每次训导我时，总会拿先生做
范本：黄连德老师看见老人、盲人走路时
总会去搀扶，做人就要做这样的好人。在
我懂事的时候，我感到先生总会不遗余力
地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能帮则帮，
几乎是先生心底不可抗拒的声音。记得我
十岁那年的一个冬天，上学路上风雪交
加，瘦弱的个子经不起北风的折腾，跌了
几跤，走进教室时已是满身泥雪。先生见
状，用手拂去我身上的泥雪，褪去我脚上
湿透的袜子，找来两块干布包裹我的双
脚，并将自己房间的火盆端到我的课桌下
面。那一刻，我感到全身特别温暖。寒冬里
的那盆火，温暖了我整个冬季，也温暖了
我整个人生。

先生爱才惜才的故事广为流传。对那
些身处逆境的有志青年，先生总是鼎力相
助。先生当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的时候，
有个酷爱文学的农村青年李青松，创办了
全国发行的《哲理诗刊》。来自全国各地的
投稿一时雪片般飞来，这个“穷酸乡里伢
子”哪里应付得来？先生从省社科院知名
学者陈望衡的推荐信中得知这一情况后，
立马设法给他弄了个简陋的编辑工作室
……李青松也没有辜负先生的栽培，后来
获得湖南省自学成才奖，成为中国作协会

员，出版了《灵魂的飞鸟》等10余部诗集。
期间，先生组织全县文化系统开展“墩苗
行动”，并向县委提出招录一批有高质量
作品、有培养前途的优秀人才作为农村文
化专干的建议，得到采纳。自此，夫夷河畔
文运大开，一批文艺人才脱颖而出，一批
优秀作品蜂拥面世。

先生一生，执教其实只有五年，大多时
间是在从政，可称他为“老师”的人不计其
数。其中重要的原因，是他爱才如命，喜欢
以文会友，加之为人淳朴，表里澄澈，知识
面广，不管何人有疑问向他请教，他总是诲
人不倦、言出行随；他自己每有读书写作心
得，也愿与人交流分享……久而久之，好学
者、有志者纷纷来到“墙门”，自然而然称他

“老师”的人越来越多。
先生的励志故事亦让人感奋。先生常

常自谦“本人一介书生”。的确，先生终生与
书为伴，读书、写书，家庭物什最多的是书，
搬家住房安排考虑的优先项是书房。我刚
进县城工作的时候，与先生一家同室住过
三年多。一室三厅，晚上最后熄灯的总是他
的书房，“深宵犹见一灯红”。即便到了晚
年，先生仍然笔耕不辍，一直处于精进状
态。退休以后，还出版了散文集《霞山四友》
（合著）、诗歌集《清溪雅韵》等著作。与先生
闲聊畅谈，是人生一大快事。我在人生的每
个拐弯处，每有疑题去请教，先生总能正经
八本，安排时间与我彻谈。先是耐心倾听，
然后慢条斯理、娓娓道来，解开思想疙瘩，
帮我修通通向正直、坚韧、博爱、仁厚的心
路。有时还会用一些富有哲理、富有诗意的
语言，诠释深刻的道理。即便是我当上了县
委书记之后，他也时常不忘嘱咐“莫忘本
哟，人间正道是沧桑”。正是他这些叨语，如
雨露滋润着我的岁岁月月。

先生是“一汪清溪”“一座大山”。2020
年正月初三，我打电话给先生拜年。师母
接的电话，说黄老师最近状况不好。从师
母的语气，感觉先生一定病得不轻，便连
夜赶到先生家。果然，大事不妙。只见先生
斜躺在藤椅上，已经略显消瘦，面无色泽，
招呼我入座的发声有若游丝。我的心一下
子掉入冰窖。先生似乎看出了我情绪的变
化，反过来安慰我。聊着聊着，先生的状况
竟然慢慢地强了一些。接着，跟我聊了三
桩心愿：第一，决战脱贫攻坚，利国利民，
你身在其中，要有亮眼表现；第二，半年前
回了趟老家，村民希望把双井头通往湾塘
的断头路打通；第三，待病好转，计划把最
后一部诗集整理出版。我听着，一边点头
认同，一边在心里感叹：我敬重的先生啊，
您在生命弥留之际，心里装着的还是“国
之大者”“百姓所盼”“千古文章”。

（黎仁寅，邵阳县人，现任湖南省乡村
振兴局副局长）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追忆恩师黄连德先生

黎仁寅

在这个桅子花渐次开放的季
节，我们几个“游手好闲，不务正
业”的文友，在隆回七江富家村岔
路口有预谋地相遇了。我们今天
要访的是梅树寺。

山路蛇行，渐入草木深处。僻
野处时有梯田出现，提醒我们附
近有人居住。田中种的是少见的
旱稻，郁郁葱葱。车至牛仔田，硬
化路突然消失。巧的是，我们居然
遇到了寺院负责人赵达云先生。
他亦是我的老朋友，很乐意为我
们带路。我们拐入一条羊肠小道，
攀爬之间，云翻雾涌，颇似仙境，
我们宛如蓬莱中人。

既为梅树寺来，自然一路的
话题都绕不开梅树寺——关于它
的前世今生，和它有关的人，以及
它的现状。既说到人，就绕不开一
个大和尚——“雪梅禅师”。据说
他自四川峨眉山来，一路拖钵化
缘，其间不知游历多少名山大川。
偶然见这里梅树漫山遍野，堪可
为结庐修行之所，于是他住了下

来。他的住处就是梅树寺的前身。
北宋初年，当地善男信女扩

建庵院，取名梅树寺。梅树寺最兴
盛的时候，坐拥良田千顷、僧房二
百余间、和尚百零八个……赵先
生说，那时候，朝拜者络绎不绝，
供奉的粮米都要用大斛桶盛装，
所以有了“斛桶坳”；上供的斋粑
多得无法摆放，只好摊在晒簟里，
放到寺右的一块大坪去晒，所以
有了“晒粑坪”。

到了清咸丰九年（1859），太
平天国石达开拥兵30万，意欲攻
克宝庆府，取道湖北入川。围城二
月余，相持不下，最后被清兵大
败。一些散兵游勇逃至梅树寺，一
把大火将梅树寺化为灰烬。20世
纪 80 年代初，当地人阳锡朋、阳
冬财、刘述龙、赵达云等筹集钱
粮，易址重修了梅树寺。现此寺已
被批准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我们似乎走了很久，梅树寺
忽然矗立眼前，大门上的对联叙
述了它的毁灭与重生。入得大厅，

香烟袅袅，锣鼓铿锵，颇有几分热
闹。我见到了“雪梅禅师”的雕塑，
红光满面，神采奕奕。两边的罗汉
们或怒目圆睁、凶神恶煞，或笑容
可掬、慈眉善目。

清康熙《宝庆府志》载：“古台
山，钟灵毓秀……北瞻望云山，宛
若图画。金子、黄花、元姑峙右，天
堂、白马、西山屏左。俯视溪流如
带，中有梅树寺，供雪梅仙师，为宋
元遗址……”这里所述的古台山，
亦叫天台山，即梅树寺所在之山。

正环顾左右，心旷神怡间，赵
达云先生却说老庵院另有遗址，
愿意带我们去一看真迹。我们自
然求之不得。赵先生这样一个年
近八旬的人，上坡下坡身形矫健，
我们几个却早已经是气喘如牛
了。还有两位文友摔得四脚朝天，
逗得我们捧腹大笑。

新庵院红墙绿瓦，飞檐斗拱，
但我还是打心眼里更喜欢老庵
院，尽管它只剩断瓦残砖，尽管这
里杂树、乱草、荆棘丛生。老庵院
是顺着山势而建的，横直数百丈，
可见当年之鼎盛。

在每一块石头下面，在每一
道缝隙里，谁知道有多少当年的
事呢？

（刘期桂，隆回县作协会员）

踏 访 梅 树 寺
刘期桂

今年清明回家，突然感觉母亲虽然
文化不高，但通俗的话语里却含有很深
的道理。回单位后，我老在咀嚼母亲说过
的一些话。

“帮别人做事，莫把心眼别在肋
巴骨上”

回家前，妈妈说去年的红薯很好吃、
很甜，家里还有一些放在地窖里熬过了冬
天，没烂，反倒更好吃。于是，我就跟几个
朋友说我帮他们带些红薯来吃。

回家尝了尝，发现真的好吃，小孩也
很喜欢吃，有点舍不得给朋友拿了。于是
我对母亲说：“要不少拿点，再去网上买
些，把它搀和在一起，这样就可以了。”母
亲说：“那怎么行，做人不能这么不厚道。
你答应给人家带的，却到网上买，那人家
不知道到网上买呀，别人要你带就是想
吃吃我们这里的。帮别人做事，莫把心眼

别在肋巴骨上。”说得我好惭愧。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聊到母亲住院的事，我跟母亲说：
“你出院的前一天，你和老爸把我和老公
喊到面前，拿出200块钱，硬是要我们去
买些高档的糖和几个西瓜给为你做手术
的医生和护士。那天爸爸搀扶着你走在
前面，我和老公提着糖和西瓜跟在后面，
我生怕旁边的病人误以为我们是去给医
生送礼。当时我站在那儿别扭死了，觉得
你们老土。”

母亲严肃地说：“那怎么叫老土呢？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们还只是买了
点糖和西瓜。你们两口子一定要记住，别
把别人对你的好当成理所当然，做人要
懂得感恩。”

以前，或许是没长大，又或许还没成
熟，很少去注意母亲的话。如今回想起和母
亲聊天的点点滴滴，突然发现，原来朴实平
凡的母亲有着那么多淳朴的做人道理。

言传身教是父母给孩子最好的教
育，今后我也要给我的孩子这般最好的
教育。（刘华，任职于市委老干部局）

母 亲 的 话
刘 华

北宋时期，邵州紫阳山一带
(今邵阳县塘田市一带)，传奇般
出了周氏一门三代四进士，名扬
天下。他们是父亲周仪、儿子周
湛、孙子周钦和周朝，祖孙四人先
后考中进士，为官清廉，为臣忠
勇，被世人传为美谈。

周仪在宋太宗雍熙二年（985）
中乙酉梁灏榜进士。同治《武冈州
志》云：“邵州进士自仪始也。”

周仪官谏议大夫，拜参知政
事，“风骨峭厉，遇事敢言”，史称

“嘉佑直臣”。晚年辞官后，他不在
京城享清福，回到故乡建立石室
书院，每日讲学其中，门徒数百，
湖南名士多受其学。周仪生活清
廉，又好施舍，言行必依礼法，乡
人都喜欢和他交游。特别是他将
祖遗田产，悉数分赡族人，深得人
心。他还在其宅下叠修山心、石
洞、马头三座石桥，今马头桥即以
其所修之一桥命名。

周仪之子周湛，周湛的儿子
周钦、周朝皆为进士，时称“宋三
周”，但影响最大的要数周湛。周
湛年幼时非常聪明，读书亦很上
进，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中甲
科进士。周湛从小跟随父亲南北
闯荡，见过很多世面，了解到许多
地方的民俗风情，增长了不少见
识，为从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
在中央和地方为官，性格洒脱，平
易近人，没有半点官员的架子和
威风；并且勤勉清廉，工作扎实，
政绩显著，颇得皇帝器重和百姓

拥戴。担任京西路盐铁判官期间，
周湛察觉到三司衙门内账目不
清，典籍散乱，办事手续繁琐，官
吏差役相互猜疑作弊。针对以上
弊病，周湛设立了“勘同法”，凡钱
物出纳及人员差遣，均用符契，每
年可减少民间计账费用七千。

调任江南西路转运使后，周
湛发现所属州县的簿领案牍，十
分混乱，记载保存无先后次序，很
多重要档案丢失；胥吏办事拖沓，
互相推诿塞责。周湛到任后，严厉
整顿了衙门的风气，创立了“千文
架阁法”管理文书档案，严格督促
胥吏将档案文件重新进行清理，
逐年逐月依次编号。整理后的案
牍文件条目清楚，查考起来十分
方便，极大地提高了胥吏们的办
事效率。周湛的这一做法被朝廷
知道后，宋仁宗便下诏敕令全国
各地仿照实行。“千文架阁法”的
发明，使周湛在中国文化史上留
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以后，周湛又被调任江淮制
置使。宋代时，江淮是富庶之区，
京城权贵喜欢向江淮地方官索
贿，江淮地方官也喜欢向朝廷政
要行贿，以谋进身之道。周湛向宋
仁宗辞行时，皇帝告诫他到江淮

任上后，千万不要像以往的江淮
地方官们一样去向朝廷的显贵们
输金送银，赠钱纳物。周湛非常激
动地回答皇帝说：“我蒙圣上的教
诲，决不敢以私忘公，去攀附巴结
朝廷显要，来为自己谋取进身之
路。”上任后，周湛不负皇恩，廉洁
正派，一心为民。当时，长江流经
舒州长风沙地段时，水势凶险，船
毁人亡的事故时有发生。周湛组
织动员民工三十万人，凿河十里，
以避其害，使沿河百姓和过往船
只皆受其利。

周氏家风绵延流长，周湛长
子周钦，宋徽宗宣和六年（1124）
登进士，亦文亦武，终武功大夫、德
州刺史。任德州刺史未几，金人南
犯，周钦率师勤王，血染河山，为国
捐躯。周湛次子周朝，苦攻经史，博
学多才，宋徽宗崇宁二年（1104）登
进士。官至户部尚书，人称尚书公。
当时皇上懦弱，时政混浊，奸臣当
道，志士仁人不顺。周朝性情耿直，
不乐仕进，宣和年间解甲归田，偕
同宗兄弟五人，卜居隆回高坪石
脚，乐游山水，讲学于里，并遗训
后裔：“书可读，官不可作。”

（陈湘林，任职于邵阳市纪委
监委宣传部）

“四周”进士
陈湘林

◆六岭杂谈

◆岁月回眸

◆漫游湘西南

云海 刘玉松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