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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改革开放 45 周年，我心潮
澎湃，有一种不吐不快的感觉。因为沐
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我才圆了人生

“三梦”。

教师梦

2000年，刚出校门的我成为代课教
师。由于在偏荒之地工作，我感于前程迷
茫。直到被单位订的《邵阳日报》吸引，枯
燥的日子有了些许亮色。因职业的缘故，
当翻到上面所介绍的教育智慧正是我苦
苦求索未果的，阅读报纸就成了我寻求精
神寄托的方式。于是，我边教学，边细读报
刊，边写作。2002年4月，我一笔一画写出
一篇500多字的“豆腐块”。没料到在《邵阳
日报》上登了出来，让我高兴了好些日子。

乘着公开招考的东风，我顺利成为
一名有编制的乡村教师。此后，我读写更
勤勉，发表的文章日渐多起来。2013年，
我从县里考入市区。这一年，我新添一台
笔记本电脑，用它码字发表10多篇教育
随笔。

不忘来时路，方知向何行。回首 23
年教育路，我不禁眼角有点潮红。近年
来，教育领域改革大刀阔斧，芙蓉学校、
徐特立项目学校等惠泽三湘大地。气势

恢弘的教学楼、绿意盎然的校园、窗明几
净的教室，现代化的一体机、多媒体……
学生们在和谐的环境里激扬文字、求索
创新。作为一名教师，可以尽情享受丰富
的教学改革成果，线上线下互动，如临其
境倾听优秀教师的经验解惑。

“一滴水，可以折射出太阳的光辉。”
是改革开放好政策给了我“胆”，让我圆
了教师梦。

党员梦

转眼，我就是一名有着13年党龄的
“老党员”了。在党的教诲下，在恩师亲人
的激励下，我一路成长。

从小学起，我既爱读《红岩》《青春之
歌》《红星照耀中国》等书，也爱看《开国
大典》《小兵张嘎》等革命片。日久生情，
我对党旗充满仰慕，梦想自己有一天能
加入中国共产党。“要是我的乖孙女能像
我一样，我就更高兴了。”爷爷对我充满
了期许。

后来我上班后，看到同事入党，心中
不禁泛起涟漪。

因为爱与执着，2010年7月，我圆了
入党梦。那天，正好是爷爷80岁生日。对着
鲜红的党旗，我庄严宣誓，泪水轻轻滑落！

我终于成为爷爷可亲可爱的“同
志”了。

新房梦

我家的老房子在郊区，是父亲母亲
齐心打拼的幸福结晶。

2011 年，因为孩子在市区上小学，
我暂时狠心“抛下”父母，在外租房过“小
日子”。我进入市区学校后，我和老公的

“野心”大了起来，竟动了买房的念头。
我们一有空就到处跑，找能承受的

房源。“面试”十几家后，最后“胆大包天”
交了15万元首付，用上公积金贷款，新
房如期搞定。如今，住自己的房子，我不
再忍受两地分居之苦，出出进进、迎亲会
客，“我的地盘我做主”。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
改革开放，我的三个人生梦想就无法实
现。一条条金光大道在眼前徐徐铺开、延
伸，我满脑子想的是“感激、感悟、感动、
感恩”。

（肖芳苞，任职于大祥区方圆学校）

改革开放圆我人生“三梦”
肖芳苞

案头摆放着一本非常特
别的“书”。

这是一本诗文集。说它
特别，是因为它并不像其他
的书那样，由出版社出版，有
前言后记，有漂亮的封面和
精美的包装。它是用我们平
时办公用的普通的 A4 纸打
印而成，与我们在单位里看
到的一大本文件汇编或资料
手册并无区别。

文集名《老年童心》，很有
些“老顽童”的随意。我收到的
几乎所有个人文集，大都取名
考究，如此随心所欲的，并不
多见。题好文一半，书好名一
半。古往今来，每一位写书的
人，莫不为自己的书名精雕细
琢、煞费苦心，意图使人过目
不忘，成为“爆款”。但眼前这
本书，素面朝天，不事雕琢，就
如一杯纯净、通透的“凉白
开”，清华其外，淡泊如水，让
人心中油然生出几个字来：浮
白载笔，清水文章。

这一切，足见作者的随性
与豁达。然而出乎意料的是，
当翻看这本看似平淡无奇的
书，读到书中那些娓娓道来、
意趣盎然的篇什，便会深深地
感到它厚重的内涵与它粗糙
外表之间的强烈反差。

全书共有五个部分。其
一是“生活小照”，收录了寥
寥几幅作者近年来工作、生
活的留影。其二是“调研报
告、学习心得”，占的篇幅最
多。这可能与作者的职业生

涯有关，文集作者李晓红先
生，是一位从基层摸爬滚打
出来的领导干部，退休前曾
任邵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至今仍退而不休，在市关
工委主任的岗位上发挥余
热。所以，由于工作的关系，
他撰写了大量关于乡村振
兴、民生民情、家庭教育、关
心下一代工作等方面的调研
报告。这些调研报告，深入细
致，很接地气，始终站在普通
百姓和家长、孩子的角度看
问题想问题，具有很好的资
政、参考价值，其中大部分有
各级领导作出的批示。在全
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当
下，这些文章，可称得上是调
研报告的典范。

文集的其余三个部分，分
别是“小品文、杂说”“诗词、对
联”和“习字、印章”。单从这些
品类来看，也足见作者兴趣广
泛、多才多艺。尤其是“小品
文、杂说”，大都是记录生活的
点点滴滴，平凡中透着幽默，
细微处蕴涵哲理，如清水泡过
的文字，淡而有味，沁人心脾。
应该说，它们都是非常经典的
美文，相比现今一些所谓名家
之作，毫不逊色。我建议改为

“散文、札记”，并将书正式出
版、公开发行。但作者却摆摆
手说：“登不得大雅之堂，还是
不改了，也不用正式出版，就
这样，聊以自娱吧。”

平平淡淡的话语，道出了
一种超然物外的坦荡与襟怀。

清 水 文 章 写 襟 怀
——品读李晓红先生文集

羊长发

掩上《曾国藩家训》一书，
我的内心久久无法平静。

“养活一团春意思；撑起
两根穷骨头。”这是曾国藩在
48岁时写下的一副对联。他以
此来勉励自己，无论处于何种
境地，都要像春天般充满生机，
都要时刻保持傲骨。很多人以
为曾国藩在官场上屹立不倒，
并能善始善终，是因为他有左
右逢源的为官技巧。其实，这种
想法只看到了表面。曾国藩在
他的家训里多次提到了他做
官的根本技巧，那就是“穷”。

那么，曾国藩为什么这么
看重这个“穷”字呢，甚至还把
它当作是做官的根本之道呢？
从曾国藩的一生来看，他之所
以这么看重这个“穷”字，总的
来说，有三个原因。

第一，在官场上，“穷”是
保身之道。要知道曾国藩是汉
人，他当的却是清朝的官儿。
在整个清代，朝廷对汉人为官
是非常提防的。所以，只有守
住穷，证明你不贪，才能说明
你没有太大的野心和欲望，才
不会有落人口实的把柄。

第二，“穷”是出于他个人
的信仰所在。“仁爱忠恕、礼义
廉耻”这种儒家信念，让他立
志要做个清廉的官。曾国藩在
家书中还说过：“受不得穷，立
不得品；受不得屈，做不得
事。”当然，安贫乐道说起来容
易，做起来困难。

在曾国藩为官之初，他爹
给了他三个忠告，让他要“节
欲、节劳、节饮食”。曾国藩在
接到父亲的来信后，深刻反省

了自身的毛病，并根据父亲所
说的“三节”，给自己提出了

“戒多言、戒怒、戒忮求”的三
戒要求。

为了实现“三戒”，曾国藩
找到两个好方法。第一个方法
是每天写日记自省，第二个方
法是时刻提醒自己要敬畏、要
慎独。除了这两个方法之外，
曾国藩还有一个更好的方法，
那就是“静”，也就是临事淡泊
守志、淡定守静。他曾在日记
里反思说：“日内不敬不静，常
致劳乏。以后须从‘心正气顺’
四字上体验。”就是说碰到事
儿的时候，心中不静，不仅事
儿做不好，而且还不养生，容
易导致困乏。

“能甘淡泊，便有几分真
学问。”这是曾国藩在家训里
说过的另一句名言。那意思是
说，一个人临事能做到淡定、
冷静、从容，不要问他看过多
少书、上过多少学，这个人一
定是有学问的人。心中不藏万
卷书，没有很深的见识，断难
养成临事不躁的从容气质。正
是靠这个“静”字，曾国藩改掉
了一身浮夸的毛病，在修身之
道上跨出了坚实的一步。

在眼下这个多元而快节
奏的时代，很多人的心态日渐
浮躁，做到一个“静”字实属难
能可贵。

我想，只有真正领悟了
“穷”的含义，让自己真正“静”
下来以后，才会心地空明，看
问题便能看得更加真切。

（谢丽英，任职于国网新
邵县供电公司）

“穷”能修身，“静”能养性
——读《曾国藩家训》有感

谢丽英

黄亭市镇，地处邵阳县西部，东接塘
渡口镇，南依金称市镇，西南邻蔡桥乡，
西搭长乐乡，西北界隆回县北山乡，东北
连霞塘云乡。明清时属武冈州长溪乡溪
北里王亭团，1949年属武冈惟一乡，1950
年划入邵阳县。

黄亭市，古多作“王亭市”。据传，
明岷王藩封武冈，此地为武冈至邵阳
的王家邮亭，故称“王家亭”。后成集
市，为“王家亭市”，简称“王亭市”。当
地王、黄音同，后讹作黄亭市。从字面
看，王家亭也可能是指王姓人家之亭，
但到底是指明岷王王家专用之亭，还
是指当地王姓人所造之亭，今已不可
考。假如是指前者，那么王字作黄也算
不上讹误，因为皇家王侯专用的颜色
也正是明黄色。不过，康熙《武冈州志》
等载，武冈州东至邵阳的“铺舍·急递
铺”有十五铺，并无王家亭。这似乎说
明王家亭要么并非驿邮之亭，而仅仅
只是道旁凉亭；要么实为邮亭，但并非
民用，而确实曾为岷王王家专用之亭，
但荒废已久，故而州志失载。又据载，
黄亭市原老上街有清咸丰九年（1859）
修建的凉亭，旁有建亭碑记，云是遵照

朝廷的驿传制度，咸丰五年在此立址
开道建驿亭。这时候的黄亭市之亭，既
是凉亭，更是邮亭驿站。

乾隆《武冈州志》载，黄亭市是武
冈州东北路两处“僻汛”之一（另一处
在高沙市），有汛兵各五名。“汛”为古
时基层驻军单位。此地虽为“僻汛”，但
并不偏僻。从武冈州城东达邵阳府城，
其位置居中，周边驿邮铺舍五峰铺、长
阳铺、白羊铺、雨山铺、邓家铺，都只与
黄亭市相隔不过一两站的路程。北为
赧水，通水路，内有紫溪及紫溪码头；
东南为夫夷水，两水相夹，水利较便，
因此这里很早就形成了较大的集市。

《邵阳县志（1978—2002）》载，二十世
纪六十年代县内发现有清光绪间抄本

《风水手记》，上载明正德年间有一个
名叫申法千的道人，在黄亭市的清风
坳建白云庵堂；第二年，有一肖姓寡妇
在附近建多间商铺，辟为集市，此为黄
亭集市之始。乾隆《武冈州志》载武冈
州除州城外有“市集”十二处，“王家亭
市”正是其中之一，而清末武冈州东更
为繁荣的大集市如白仓市、塘田市却
不见其名。这说明黄亭市形成较早，在

清早中期及以前或较繁荣，但之后被
后两市反超了。

黄亭市有阳乌山，传为汉代夫夷侯
国与都梁侯国的分界岭，一峰独秀于众
丘陵之上。上建寺院，为境内名胜，古来
文人墨客颇多题咏。清吕章典有七律

《登阳乌岭》：“万壑群山断复连，一峰奇
耸碧云边。路如蚓曲悬千仞，人似鹏抟
上九天。槛竹当空多拂日，崖松合抱几
经年。到来自觉尘心远，何必钟声午夜
传。”清武冈州人张鸣珂有记，云阳乌山
高数百丈，“缭绕奇矣”，为“东三乡之
镇”。清武冈州东三乡指紫阳乡、长溪乡
与永丰乡。山上有古寺，绕寺的古杉木
围有八九尺，“殆数百年物也”。寺后被
辟为学堂。吴苏章在《阳乌岭读书记》中
称此山高拔奇伟：“海拔千公尺，高出群
峰。由麓及巅，石磴数千。古木参天，奇
石星散……武冈云山遥远可见，白仓尖
峰举目在望。”

阳乌山出阳乌水，合蔡家水，东流
数里过水津团（今属塘渡口镇），注入
夫夷江。

（阿旧，新宁人，学者）

史海钩沉

黄 亭 市 漫 话
阿 旧

家 园 罗哲明 摄

思 想 者 营 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