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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回县黄皮岭声名远播，《清实录》中就
有记载。此地古代“有坳必有亭，有界必有
亭”，最著名的是“佑善亭”。

“吾乡黄皮岭，距膝头坳十五里许，为郡
城西北通衢，而土地界横截其中，菁深林密，
山径险阻，行旅视为畏途。”光绪甲辰（1904），
黄皮岭欧阳氏、张氏两大姓氏商议在土地界
修建茶亭，秋季付诸行动。大家推举张以成为
头首，捐钱施田出力。张君招工备料，殚精竭
虑；工匠运斤成风，疏泉凿石。经过大家的努
力，1905年茶亭落成，命名为“佑善亭”。

茶亭坐西朝东，有两扇石拱门，掩映在青
山翠竹间。东边的青石门口有一眼井，泉水清
冽。亭内供奉关公，两侧有长木凳，可容纳20
多人。石门两边刻有两副对联，一联为：“莫愁
前路无知己；须识于斯仰圣人。”此圣人指民
间尊称的关圣帝，人们敬仰他的人格，崇拜他
的忠、义、仁、勇精神。一联为：“泉水长流能止
渴；石门少住便为佳。”亭中过道边竖有一块

石碑，欧阳保邦、欧阳玉贵、欧阳日新等百余
捐款人名刻于其上。宣统元年（1909）春，乡人
欧阳兆仑撰写《修亭碑记》，记载了这一盛举，
刻石勒功。

茶亭建成后，成了乡民出行的驿站。佑善
亭雇请守亭人，在炎热的夏天煮茶，在寒冷天
烧开水，让过客消暑和御寒，下雪天烧柴火让
大家取暖。久而久之，茶亭渐渐地成为南来北
往的过客结交朋友、交流感情、互通信息的一
个场所，成为乡民解除旅途疲惫的温馨港湾。

之后，随着交通运输业的快速发展，佑善
亭日趋寂寞。她孤零零地立在土地界，由于没
人维护，屋瓦寥落，墙体斑驳，逐渐变成了一
座危房。

近年来，黄皮岭人重新修缮佑善亭，古老
的茶亭焕发新机。土地界伫立的佑善亭，不管
风吹雨打，寒来暑往，她依然傍着青山，静静
地延续着这生生不息的佑善精神。

（易立军，中国屈原学会会员）

风 雨 佑 善 亭
易立军

白水洞景区白水古院正前方，棠溪之畔，田
田荷叶之中矗立着一座古亭——清风亭，沿溪
一字排着两座长廊，即暖照廊和廉溪廊。这里就
是廉政广场所在了。

作为国家4A级风景名胜区，白水洞的风景
无疑是美的。如果说青山是它魁伟的躯干，岩石
是它坚强的骨骼，清溪是它流淌的血液，瀑水是
它闪动的眸光，那么，我认为，白水古院和这个
廉政广场就是它高洁的灵魂所在了。

白水古院的第二代主人李维翰，历署临江、
南康知府以及淮扬海兵备道，诰授资政大夫。他
曾因慕老莱子而“孝思感发”，筑“慕莱堂”以孝
亲，又能“修吏治”而“慰邦人之望”，得到湘军名
将郭嵩焘的大力推崇。这种忠孝清廉之风，与白
水峡谷的奇山异水相表里，共同构成了白水洞
独特的清廉文化。

现在，地方政府在古院前修建清廉广场，种
得数亩芙蕖，筑有一亭两廊，将清廉文化发扬光
大，可谓神来之笔。

在白水古院的抢救性修复和清廉广场的筹
建时期，我曾多次与县内的文化名人来这儿，但
那时关注的大都是一些细节，而没有静下心来细
细品味这清溪白水。今天，趁着单位来白水洞廉
政教育基地开展主题党日活动的机会，我得以静
静地领悟这山这水这里的人所释放的“清廉味”。

清廉广场，弥望的是摇风碧玉，拂面的是怡
神清气。徜徉在这里，伴着缕缕荷香，听着泠泠溪
韵，心，似乎一下子沉入太古时代，澄净到极致。

在清风亭小坐片刻，看碧荷飐水，听鸟语穿
云；远望白水古院后山，青松长矗，翠竹满坡。此
情此景，与亭上所悬谢卫民所撰楹联“品如修竹
长存节；心似清莲不染尘”极相契合，不由人不
佩服撰联者体悟之切。

清风亭对面，立一石，其面光洁如镜，右上
题“镜石”二篆字。“镜石”本白水洞十二景之一，
可谓“如琢如磨崖畔石；亦真亦幻镜中花”。立镜
石于此，是希望站在镜前的人，既凭石以正衣
冠，更藉古院古人而思清廉吧？

暖照廊和廉溪廊沿棠溪而建，长达数百米。
说是廊，除了两头各一小间有顶，中间部分却上
无顶下无槛，两排数十根立柱顶上用木头横竖
相连而成。然上有藤蔓摇缀，旁有高树阴翳，漫

步廊中，却也惬意可心。
暖照廊头第一联为邹宗德撰、李炯峰书，

曰：“清如峡谷溪中水；廉是荷塘岸上风。”
长廊每间隔一立柱挂一楹联。我一边走，一

边欣赏着这些楹联，如邹宗德撰、曾伟子书的
“白水一溪堪濯俗；清风盈谷最宜人”，鲁晓川撰
书的“隐谷出山无改白；经天行地永流清”。可
见，说白水古院和清廉广场是白水洞的灵魂所
在，并非妄言。联家们正是抓住这一实质立意。
这里的一山一水，一竹一松，出水芙蓉，盈耳清
风，无不是清廉的象征，无不用它们万古不变的
清廉内蕴昭示人们，唯有清廉，方能不朽。

暖照廊的尾端，是夏亦中撰、李炯峰书的楹
联：“清水白云，知足心常惬；寡名薄利，唯廉品
自高。”它化用清人纪晓岚联，却因“廉”一字，让
这里的水比别处更清，云比别处更白。

廉溪廊迎面第一联是周玉清撰、龙开胜书，
云：“君子之交宜白水；政坛之道敬青天。”这一
溪白水，诚不简单。

廊中所悬对联，多是前人名联，如魏源的
“读古人书求修身道；友天下士谋救时方”，蔡锷
的“淡泊明志；夙夜在公”，戴远山的“诗堪入画
方称妙；官到能贫乃是清”等。这些联，都是极妙
官箴，官场诸君如能置诸座右，时时品读，定可
少吃很多后悔药。

长廊楹联皆名家手书，字美意丰，目不暇
接。我缓缓地行，细细地品，不知不觉，已是太阳
偏西。太阳的光辉洒在潺潺的棠溪中，激起金色
的涟漪。我在溪边阴凉处小憩。习习凉风拂过草
丛，直扑脸颊；细碎的阳光穿过树隙，洒在身上，
人仿佛进入了一个真如世界。

良久，我回过神来，走上马路。旅游大巴和
景区观光车不时从身边驶过，没有人在此下车。
廉政广场一如太古般清静……

（钟九胜，新邵县人，中华诗词学会会员）

旅人手记

白 水 清 溪 细 品 廉
钟九胜

1954 年秋，我从西北贸易学校毕业后，
被分配到陕北工作。1958 年春，我到绥德县
四十里铺区雷家岔乡周家沟村参加劳动锻
炼。除了参加劳动，我还协助乡政府做了一些
宣传工作，写材料，写标语，令我最难忘的是
画了一个月壁画。

壁画大多是我自己创作的漫画，也有一
些是临摹报刊上发表的漫画。

有一幅报刊上发表的漫画，给我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这幅漫画画的是一个村民家里
第一次亮起了电灯，一家人喜气洋洋。老爷
爷非常好奇，他用一根长烟斗装了烟后，对
着电灯泡去借“火”抽烟。这一举动，引起一

家人哄堂大笑。当年，全国正在开展增产节
约运动。我画了一幅题为《油水》的讽刺漫
画，批评某些人认为节约是没有什么“油水”
的小事。我还画了一幅气势恢宏的宣传画，
表现当年在全国如火如荼开展的劳动竞赛
热潮。在画的两边，配了对联。上联是：比先
进，学先进，赶先进，先进更先进。下联是：插
红旗，爱红旗，赞红旗，红旗映红旗。横批是：
力争上游。

《油水》，是我的漫画处女作，于1956 年
在《陕西工人报》发表。自此，算是开启了我的
漫画创作生涯。

(李化球，邵阳人，湖南省美术家协会会员)

我 在 陕 北 画 壁 画
李化球

乘兴闲聊近五更，心花庭叶暮蝉鸣。
长空雁去秋山远，明月宵来步履轻。
几首新诗吟国事，一壶美酒话乡情。
开门三点毛毛雨，又听街坊笑语声。

观杭州亚运会开幕式

帆桨水蒙蒙，新潮逐势雄。
江南如画展，歌舞起台中。
灿灿星光远，团团气志鸿。
高科火炬手，数字点东风。

（杨焕湘，邵阳县诗词协会副主席）

秋 夜
（外一首）

杨焕湘

乡村巨变遍新房，掩映楼台尽菊香。
少妇城东花鼓戏，老翁树下象棋将。
谁知昔日穷山水，正是今朝富竹冈。
更有鸢追飞雁趣，吟诗仰笑话荣昌。

秋日放歌

气爽怡神上土丘，一汪碧水映高楼。
焦黄荷叶紫鸾远，繁茂松枝青雀悠。
秀色无边歌故里，清香不尽醉新秋。
偏怜趣味孩童事，共唱吟诗颂九州。
（吕建云，新邵人，湖南省诗词协会会员）

乡 村 趣 事
（外一首）

吕建云

孙子出生后不久，我
就退休了。除了第一个月
请了月嫂外，其余就是我
和妻子担当起保姆的责
任。儿子、儿媳都是工作
非常负责的人，单位实在
是离不开他们。但他们知道，有我们老两口
在，小孩子的吃喝拉撒乃至文化教育就绝对不
是问题。

从此，我和妻子大致分工：妻子主要负责
生活方面，我则负责教育方面，理所当然地当
起了孙子的陪读。

我知道，我就是一个平凡人，估计孙子也
不是神童。所以，我没有给孙子制订一个开发

“超智力”的“识字计划”，而是一切顺其自然。
从孙子牙牙学语开始，我们抱不动，就用童车
推着他逛超市，逛农贸市场，但也不忘让他去
书店看看——推着他在书店一排排的书架间
来回走动，不时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来，让他
对五颜六色的封面有一个色彩的感知。看得
多了，有时孙子会用肉嘟嘟的手在书上指指点
点，甚至还咿咿呀呀，仿佛是在书上看懂了什
么。我不知道，这算不算启蒙教育的开始。

推着童车回到我住的学校，妻子要回家做
饭，我却不马上回去，而是推着孙子在学校路旁
的各个宣传栏边转悠，看看彩图。有时也情不
自禁读一读上面的文章，不求他听懂，只希望他
对这样的文化环境有一个初步感知。然后，趁
着上午学校图书馆人少的机会，我们爷孙两个
去那里坐一坐。那幽静的环境，那里人们认真
读书的态度，我想，孙子一定是会受到感染的。

孙子读小学了。每天放学我去接他回家
的路上要经过一个大型书店，一路上他不像有
些孩子那样嚷着要买这样那样的零食，但一定
要去书店看至少半个小时的书。我同意了，毕
竟“腹有诗书气自华”，喜欢书是一件好事啊。
为了鼓励他读书，我有时或买一个烤饼，或一
个棒棒糖，让他边吃边看——有人笑我是让孙
子物质和精神的享受两不耽误。

有一天，孙子正坐在书店的柜台旁津津有
味地看书。我一时内急，就和孙子说了声，爷爷
出去有点事，过一会儿就回来，你不要乱跑。孙
子眼睛盯着书，“嗯嗯”两声，心不在焉地答应
了。我从公共厕所回来时，只在半途中碰到一
个老同事，随便聊了几句。再回到书店的时候，
柜台旁边已经没有孙子的身影。我不着急，心
想就这么十多二十分钟的时间，他不可能跑到
哪里去。于是，一边叫着孙儿的名字，一边寻找
起来。但是，喊，没有人应答；找遍书店，不见孙

儿人影，我急了。在书店
周围又急急忙忙找了一
遍，还是一无所获。于是
赶紧打电话给儿子：“你儿
子丢了，赶快来找！”打完
电话，我又仔细回想一下：

他会到哪里去呢？猛然想起，我曾经带他到红
旗路新华书店去过，是不是到新华书店去了？
来不及多想，拔腿就往新华书店跑。

快到红旗路了，儿子打来电话说找到了。
我如释重负，一边抹汗，一边喘着粗气回到原
来的书店。原来是孙子在柜台旁看书的时候，
来来往往的人多，觉得不安静，于是就干脆躲
进柜台里面靠窗子边的一个角落里，前有射进
的阳光，后有柜台及板壁遮挡行人，非常安静，
确实是个读书的好去处。当儿子去询问售货
员的时候，售货员往柜台里一指：“诺，你看那
个是不是？”儿子立刻从柜台的隔板里钻进去，
抚摸着孩子的脑袋，孩子竟毫不理会。他正捧
着一本《童话故事》，或许是书里某个情节感动
了他，正在“哧哧”发笑呢！

以后，进书店成为了孙子的习惯。我们去
旅游，在北京，我们去过天安门、爬过八达岭长
城，但他仍然坚持要去王府井书店；去上海，我
们去外滩、去东方明珠，但他还坚持要去朵云
书院，光去看看还不行，还要抱回一大摞一大
摞的“战利品”。

孙子读高中了，我这个“陪读”的作用可以
稍微削弱一点了，但大方向还是要把握一下
的。入学不久，学校建议他竞选校团委副书
记。他来征求我的意见。我说，你读高中了，
许多主意还是要根据实际情况自己去拿。选
举结果出来了，孙子成了学校广播站站长。我
问他竞选站长的缘由。他说，站长每天要从报
纸杂志和来稿中选出广播文章，能够提高归纳
和选编的能力；好的稿件还可以提高自己的审
美水平；有些稿件需要修改，可以提高纠错和
写作能力。我还有什么说的呢？当选什么职
位不重要，关键是他已经学会思考、学会把提
高“能力”放在人生的重要位置上了。

三年后，孙子考上了一所全国有名的重点
大学，我不知道是不是中间也有我的“陪读”的
一份功劳。

（易祥茸，邵阳市二中退休教师）

陪 读
易祥茸

樟树垅茶座

美丽乡村 刘玉松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