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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莲池

我常常不由自主地怀念故乡
——邵阳县九公桥镇东桥向家，
怀念那里的山，怀念那里的河，怀
念纯朴善良的父老乡亲。

东桥向家是个只有几十户人
家的小村子，由老院子、新院子和
铺里三个村落组成。一条清澈深
幽的小河迂回在呈“品”字形的村
落之间，过去常有村民在此挑水。
河里游鱼成群，常有一米多长的
大鱼游来游去，有时还跃出水面。
至于几斤或十几斤的草鱼，则常
有人捕获。那时几乎家家户户都
有捕鱼的工具，想吃鱼不是奢侈
的事。还有一种小野鸭常独自浮
在水面，一会儿潜入水底，一会儿
又钻了出来，很是逍遥自在。

小河东边有一座弧形高水
坝，终日流水淙淙。往上约百米处
有一孔大拱桥，是老院子乡亲们
上山打柴、下地耕种的便道。南边
有三孔石板桥，则是通向村外的
交通要道。每个院子在河边都有
用青石板铺就、用于挑水和洗衣
的小台子。台子的两旁，种植着遮
天蔽日的乌桕树，为洗衣挑水的
人们撑起一片阴凉。小河两岸错
落有致地种植着四季常青的棕榈
树及无数灌木，它们深深地扎根
河堤，像两列庄严的卫兵，替游子
守护着故乡的土地。

整个村子古木参天，飞鸟成
群。清晨，有雄鸡引项报晓。傍晚，
有虫鸣应和蛙鼓。伴着东桥坝水
的协奏，像一支永不停歇的田园

交响曲，永远荡漾在游子思乡的
心湖！几十年的时光匆匆而逝，如
今的东桥向家，早已“换了人间”。
村子里洋房林立，小车成群。院里
有树有花，院后有菜有瓜。东边是
车库，西边有鸡鸭。三五之夜，赏
清风明月，聆乡村天籁。

东桥向家虽然只有几十户人
家，但读书人不少。父亲曾被晚辈
称为“活字典”，我和小弟喜欢文
学，可能是受父亲的熏陶。曾祖父
在建铺面的同时，也建有学校，学
校终日书声琅琅。后改为新学堂，
我和村里二十几个小伙伴就是在
这里启蒙的。王祜先生教学严厉而
细心，很受学生和家长们的尊敬。
为了改善学习环境，日本鬼子投降
以后，在新院子左边盖了一栋两层
楼的新学校，由毕业于武冈师范学
校的向自明先生担任老师。新中国
成立后，人民政府办起了飞云小
学，才结束村办学校的历史。此后
村里学习之风更为浓郁，小小的东
桥向家竟然先后走出6名博士、3
名硕士、83名大学生，为建设新中
国输送了一拨又一拨人才。

村里民风纯朴，邻里和睦。东
桥向家人凭本事吃饭，靠双手赚
钱。村里除种地的农民外，能工巧
匠也数不胜数，如篾匠、木匠、石
匠、裁缝、理发匠等等。东桥向家
有着良好的乡风，各家各户种植
的水果蔬菜，大家可以共享；谁家
有红白喜事，大家共同帮助，提菜
拿刀，不取分文。

我是“少小离家老大回”。过去
在我家做工的阳叔，自幼左眼失
明，很少与人聊天。小时我分外调
皮，犯了错只要躲在他的身后就安
全了。他见我回来，不知从什么地
方买了两斤米糖招待我。我因能吃
到小时最喜欢的美食而特别高兴。
可惭愧的是，我大老远回家居然没
有给他老人家带半点礼物，与他比
我是多么不谙世事。而最令我想不
到的是，我们竟缘尽于此。等我再
回家时，他已驾鹤西去。在伤心之
余，米糖的美味，伴着丝丝缕缕的
遗憾，永远铭刻于心。

我在“抗美援朝”的伟大号召
中考上军校，后来随中国人民志
愿军开赴朝鲜前线。一个女孩子
参军到朝鲜前线打仗，在我们村
绝无仅有的，充满了传奇色彩，这
让乡亲们茶余饭后多了些谈资。
传来传去，我竟成了“双枪老太
婆”，让人啼笑皆非。虽然我也曾
和战友全副武装，深更半夜站在
冰冷的山头，为防空洞里的战友
站岗、放哨，但毕竟是在前线的后
方，哪能与浴血奋战在前方的将
士相比？乡亲们以我为荣的深情
可见一斑。

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故
乡人。千言万语道不尽家乡的美
丽，万语千言诉不尽对家乡的眷
恋。作为一名漂泊在外的游子，故
乡，永远是魂牵梦萦而又回不去
的地方。

（向彩麟，邵阳县人）

我可爱的故乡
向彩麟

前些日子，因办事匆匆返邵。
承蒙龙国武先生和杨国安先生热
情接待，重游了市内几处三国遗迹
和水府庙。我虽然曾在邵阳师范、
邵阳师专先后几度求学，且在邵阳
市二中工作数年，但对于邵阳的了
解也只是皮毛而已。“生于斯长于
斯”的龙兄对家乡充满热爱，对宝
庆古迹如数家珍。在他的讲解下，
我得以对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家乡
古城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资江邵水泛碧波，水府临城
桥头角。琼阁画栏添诗意，满楼春
色映山河。”水府庙真是名不虚
传。因其坐落在邵水与资江汇合
处，又名曰“双江楼”。水府庙东可
眺双清美景，北可与北塔魅影媲
美。每当夕阳西下，江面波光霞
影，一片瑰丽迷人景象。入夜，万
家灯火交相辉映，蔚为壮观。

重建后的水府庙，我在邵阳
求学时曾与同学们去过多次，当
时只是消遣，欣赏其奇雕异刻而
已，并未细细观察。几十年之后，
水府庙又经多次修葺。故地重游，
自然多了几分注意。

最先映入眼帘的是那直插云
天的八角翘檐，玲珑剔透，五彩缤
纷。飞龙含白玉、凤凰引颈欢歌、
雄狮张开大口、孔雀炫耀羽毛、黄
莺啼啭、鱼虾戏水……一件件巧
夺天工的雕刻，栩栩如生，给人以
亲临动物园之感。

翘檐之下——天空中白云缭
绕，孙大圣正在追打白骨精；七仙
女驾着云头缓缓降落；野猪林里，
鲁提辖手提阔斧。这时，耳旁似乎
响起孙行者“妖怪哪里逃”的叫声
……一切刻画得那样逼真，不知
不觉把人们带入到那有趣的故事

情节中。画栏下面，便是骚客游人
所题之诗赋了。其中一诗云：“资
江河畔邵水口，风雨飘摇水府楼。
闹市声中传笑语，帆樯如林泊万
舟。玲珑雕刻放异彩，名人诗画刻
满楼。登高放眼极目眺，碧波尽涤
古今愁。”旁边一位来自武汉大学
的留学生，边念边喝起彩来。

像这样的好诗、好楹联在水
府庙里比比皆是，难以备述。诗壁
的再下一层，便是水府庙的根基
了。“双江酒楼”几个潇洒遒劲的
字体更是引人入胜。工作之余，邀
三五挚友，游水府庙，把酒临江，

“其喜洋洋者矣”——极目远眺，
漫江碧透，天水相连。

看着眼前熙熙攘攘的游人，
我不禁又想起诗壁上的几行题
诗。诗曰：“水府颓垣数百秋，尧天
舜日又复修……若非明主光宇
宙，安得旧阁换新楼。”

家乡宝庆，这座千年古城，和
祖国万里山河一样，正舒展着她的
英姿，焕发着她的青春。水府庙，只
不过是其中的一个缩影罢了。
（陈荣荣，中国散文学会会员）

水府庙游记
陈荣荣

一个周六，长沙的天气格外晴朗。
于是，我决定带着读小学二年级的儿子
扬扬去世界之窗游玩。小家伙闻讯后高
兴得不得了，又是跳又是蹦的。

我带着扬扬早早地出了门。公交车
抵达先锋厅站时，上来两个人，一位老
人和一位年轻的小伙。小年轻仗着身强
力壮占有了车上仅剩的一个座位。老人
家无奈地摇了摇头。我见状刚准备起身
让坐，只见坐在我前面座位上的扬扬早
已站了起来，朝着那位老人亲切地喊
道：“老奶奶，你过来坐我这里啰。”

老人坐下以后，高兴地摸着扬扬的
小脑袋，激动地说：“小朋友，谢谢你呀!”

“老奶奶，你不用谢谢我，是我爸爸
教我要我给有白头发的老爷爷老奶奶
让座位来的。你要谢谢的话，你就谢谢
我的爸爸。”扬扬说。

周围的乘客都被小家伙这充满童
趣的话语逗乐了。我也不由自主地笑了
起来。

下了车，我问扬扬：“爸爸刚才在车
上并没有要你给那为老奶奶让坐呀！”
小家伙眨巴眨巴眼睛对我讲：“爸爸，你
忘记了？上次我们和妈妈一起去动物园

玩，在车上你就给一位白头发的老奶奶
让座位来的。还有上次我和妈妈……”

哦，原来如此。由于小家伙经常见
到我们两口子在公交车上给老人让座，
因此便不知不觉地受到了影响。于是
乎，那天也学着主动地给老人家让起座
位来。好样的，扬扬！

这时，小家伙用力拉着我的手朝垃
圾桶方向走去。哦，原来他准备把手里
的空汽水罐扔进垃圾桶。扬扬能主动给
老人让座，并能把空汽水罐扔进垃圾
桶，我想，这应该是我和妻子长期言传
身教的结果吧。

很多家长都知道“养不教，父之过”
的道理，可是要怎样教育孩子，一些家
长往往感到无所适从。笔者经常听到身
边一个同事抱怨:“唉!我家的小孩总是
沉迷网络，不知道要怎么教育才好！”其
实，我这位同事自己就是一个“大网
虫”，他可以坐在电脑面前玩好几个小
时的游戏。

孔老夫子有云：“不能正其身，如正
人何?”是呀，你不能端正自身，那又如
何能端正别人呢?我认为在教育孩子方
面，更是如此。

榜样的力量
黄显耀

◆漫游湘西南

晨曦初露 罗哲明 摄

◆六岭杂谈

◆岁月回眸

都说成年人的世界没有轻松可言。对
这句话有真切的感受还是在最近几年。在
难捱的时光里，我有时会情不自禁地想起
一些儿时的事情。

在那懵懂无知的童年里，脑壳里没有
什么条条框框，不知敬畏。我每天和同伴
们无忧无虑地玩耍，常常忘记了吃饭睡
觉，害得母亲四处寻找。那时，生活水平不
高。我们几个孩子在外面玩的时候，看到
成熟的瓜果就想吃。吃的时候也不需要用
水洗，讲究点的用手擦一擦即可。

我们村里有个大爷叫“光满老子”，年
纪比较大，眼睛也不太好。他孤家独院住在
一个山沟里。他家旁边有一口水塘，他在水
塘边、屋前屋后种了许多果树。有一年热
天，我们发现他塘边梨子树上的梨子很诱
人，让我们垂涎欲滴。大伙侦察发现他家屋
门口没有人，而且梨树离他家门口比较远，
他眼睛也不好，应该不会发现我们的行动。
于是，有两个小伙伴呼啦一下就爬上了梨
子树。正在我们得意大功告成的时候，光满
老子突然扯着嗓子大骂起来，同时将一把
梭镖朝梨子树方向投掷过来。树上的伙伴
吓得魂飞魄散，一下就跳到塘里去了。好在
水不深，大家又都是水里泡大的，一下就从
塘里爬上来，逃离了那个是非之地。躲过

“刀枪”灾难后，大家惊魂未定，跑了好远，
还听见光满老子站在梨子树下大着舌头口
齿不清地骂骂咧咧了好久。

劫后余生，我们提心吊胆地过了几天，
然而并没有什么动静。大伙庆幸光满老子
眼睛不好，没有发现我们是谁，否则被他告
诉父母，我们会被打骂个半死。每当想起当
年惊心动魄的羞愧一幕，仍然心有余悸。

都说爸爸妈妈疼满崽，爷爷奶奶疼头
孙。我是家里兄弟姐妹中最小的一个，但
是我并没有察觉到父母对我的特殊关爱。
也许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吧。有一次，在
外地工作的父亲回来了，一家人吃过晚
饭，高高兴兴地聚集在柴火灶边烤火聊
天。父亲说，现在开一个家庭会。他习惯于
像他上作文讲评课一样，对自己的孩子进
行讲评。他说了些什么，我不记得了，也听
不懂。但是他说完后，哥哥姐姐都看着我
笑。我感到很难为情，心想，肯定是爸爸在
说我的坏话，导致大家笑话我。于是，我愤
怒地从火塘里抓一把灰向大家撒去。后来
听母亲说，当时父亲确实是不点名地说了
我的缺点，提出批评。但是我当时年纪小
听不懂他的话，只觉得大家在嘲笑，我难

为情，就做出了那样的荒唐事。这个事后
来被家人们拿来笑话了我好多年。我也为
自己的无知愧疚了好久。

有一年快过年的时候，生产队组织一
些劳动力干塘。这可是村里难得的热闹时
刻，塘坝上布满了看热闹的男女老少。村
里有一个在外地煤矿工作的人，姓胡，也
回来过年了。闲得没事，他也来看热闹了。
胡工人发现了我，笑眯眯地走到我身边，
蹲下身，悄悄地和我说话，要我叫他“像老
子”（方言，岳父老子的意思）。这不是要我
做他的女婿吗？我羞得不知所措。见我不
吭声，他就搞物质刺激，说：这样好不好，
你叫我一声“像老子”，我就给你布票，可
以用来买布做新衣服。我还是不搭理他。
旁边的大人听见了就笑着怂恿我：这样的
好事还不叫，有了老婆，又有了新衣服穿，
快叫。我更加害羞，马上就跑开了。

母亲后来告诉我，那个胡工人看我逗
爱，但是身上的棉衣破旧了，想给我一些
布票做个新棉衣过新年。要我叫他“像老
子”，也就是找个噱头罢了。现在想来，这
是多么心地善良的人啊！

那时，各家各户都会喂养几只鸡鸭和
一头猪。有一次，我的邻居在屋后喂养的
一只鸭子死了，就告诉我的母亲，说她的
鸭子应该是我弄死的，因为她前几天看到
我在捉她的鸭子玩。母亲把我叫到邻居的
面前，问我，鸭子是不是我弄死的。我说我
没有弄死鸭子，我只是赶着它走了一下。
但是，邻居却说：“你承认，我就不怪你。你
不承认，我就会怪你，我就要剁草骂人（拿
一捆稻草放在砧板上，一边用刀子砍草，
一边骂人）。”母亲为了息事宁人，赶快叫
我承认算了。我当时懵懵懂懂，似懂非懂，
就点头承认了。

现在想来，邻居那是什么逻辑。我承
认了，我就应该赔偿她的损失啊，怎么会
算了？我不承认，和我无关，随她怎么大呼
小叫骂得昏天黑地，与我何干？她这么诱
导我，无非是要我上当承认错误。然后按
照人之常情，我的母亲自然会给她赔偿。
这就是她的小九九。可惜当时，我不懂人
世间这些道道，懵懵懂懂地入了她的坑。
母亲后来是不是给她赔偿，我不知道。但
是这个冤枉事我一直留在心底，促使我对
一些问题的处理会多加思考，不敢随便人
云亦云、亦步亦趋。同时，我对那些玩手
段、耍花样的人特别痛恨。

（敬东东，任职于邵东市政协）

懵懂童年的懵懂事
敬东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