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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莲池

小时候，我认为只有两座山最巍
峨，一座是皇帝岭，一座是佘湖山。皇
帝岭隐隐约约就在我家对面。闻名遐
迩的佘湖山是南岳七十二峰之一，山
上有一很有名气的庵堂云霖寺。

我和佘湖山的最初情缘得从高
中时说起。1982年，我在佘湖山脚下
的邵东四中就读高中。当年国庆节前
夕学校组织了一次登山活动，这是我
平生第一次登临佘湖山。那时青春年
少，没出过远门，除了曾随大人们到
皇帝岭林场捡柴见过大山外，此乃第
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爬山。我格外兴
奋，和几个同学一道，沿着青石板台
阶一路小跑，不多时就到了山顶。尽
管已跑得热汗淋漓，气喘吁吁，但飒
飒秋风迎面拂来，令人倍感神清气
爽。举目四望，佘湖山下，丘陵起伏，
田畴纵横，屋舍俨然，错落有致。正值
晚稻成熟时节，艳阳高照，田野一片
金黄。白色的蒸水河穿山而过，如一
条蜿蜒的玉带。山上丹枫如火，点缀
在墨绿的苍松和青翠的修竹之间，生
机盎然，令人心旷神怡。

云霖寺年久失修，显得十分破
旧，寺内更看不到几个香客。作为不
谙世事的学生，这些丝毫未影响我们
游玩的情绪。游览归来，我乘着余兴，
在次日的课堂作文里，一气呵成写下

了《秋游佘湖山》。语文老师闵弘鑫对
这篇文章大加赞赏，在作文讲评时作
为范文在班上宣读，后又推荐参加校
团委举行的“国庆”作文比赛，得了一
等奖。我记得当时的邵东四中校团委
书记申新群给我颁了奖，奖品是一张
奖状、一个大笔记本、一本书。

这是我第一次游佘湖山的经历，
事隔多年仍记忆犹新。后来便与佘湖
山有了经常性的零距离接触：春季里
和同学一道登山踏青，夏日里与文友
一起观光采风……冬日里邀三五好
友踏雪揽胜。于是“犹抱琵笆半遮面”
的佘湖山，渐渐向我揭开了她神秘的
面纱。

据《宝庆府志》记载，公元前333
年，汉帝子胄封疆昭阳侯国之时，在
佘湖山凤凰峰顶修建“雷祖岩祠”。唐
朝，河南洛阳人申泰芝到邵阳市东郊
一个岩洞修身栖居，称为洛阳洞。随
后申泰芝迁居佘田桥莲荷山立丹炉，
采药济世，名达京师。之后，唐玄宗御
笔钦赐了“云霖祠庭”大横匾。于是，
云霖寺就取代了雷祖岩祠。

随着旅游开发进程的加快，佘湖
山的基础设施建设也在不断完善之
中。先是20世纪90年代初，因修建电
视差转台的需要，在佘湖山修通了简
易的盘山公路，后来又将公路拓宽并

水泥硬化，还在“山门”修建了牌楼，
在上山的小道上搭建了几处小凉亭。
进入 21 世纪后，在省佛教协会的指
导下，由有识之士和善男信女筹资相
继兴建了观音殿、天王殿、大雄宝殿
和居士楼。绿荫丛中，三殿矗立，金碧
辉煌，气势宏伟。目前，去年开张的佘
湖山生态农家饭庄生意非常红火，紧
挨着的素食一条街正在紧锣密鼓地
建设之中，湖山书画院的建设也在筹
划之中。

佘湖山生态旅游的开发，自然带
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早已闻名三湘
的“佘田桥三宝”销量大增：去年冬
天，当地的慈姑（学名“荸荠”）每市斤
卖到5元还供不应求；赫赫有名的佘
田桥豆腐，在邵东市区大小餐馆都成
了一道招牌菜；有“炒菜不用油，筷子
夹起两头流”的佘田桥萝卜，也是畅
销省内外。人们都说这得益于佘田桥
的“水好”。佘田桥的水，其实就是佘
湖山脚下那一泓并不宽阔且名不见
经传的悠悠蒸水。发源于邵东的蒸水
河，是湘江一条较大的支流，全长约
200公里。

相信，未来佘湖山将焕发更加迷
人的风采，引得四面八方的游人纷至
沓来！

（唐志平，邵东市作协主席）

佘 湖 山 揽 胜
唐志平

一年寒假，我一进家门，母亲
就告诉我：村里装自来水了。听到
这个消息，我喜上眉梢，高兴得立
即蹦了起来。

我的老家坐落在一个海拔四
百多米的山窝里，以前这里用水艰
难。全村喝的水，都是从一公里外
的一口老井里取出的。老井井水虽
然清澈，但水量不大，且属于“硬
水”，含碳酸钙多，喝了容易得结
石。过去，从早晨到傍晚，来担水的
人排成一条龙。夏天，有的人甚至
凌晨四五点就起来挑水了。

水井地处山窝，春汛到来，井水
就由清变浊。这时，村长便一个劲地
唠叨：“该淘井了，泉眼被堵住了，淤
泥怕有几尺厚了。”每当这个时候，
几个组长就立在村头巷尾大声吆
喝：“小伙子，淘井咯，每家出一个劳
动力。”支起木架，装上滑轮，体能最
好的小伙子便顺滑车缓缓而下。井
口的人们则把一个个盛满淤泥的木
桶拉上来，直到将井里的淤泥清理
完毕为止。清理老井往往需要一两
天，每次都耽误了村民很多时间。

20 世纪末，政府特意拨了一
笔专款，鼓励村民打摇水井，每个
井补助 500 元。一天晚上，我们开
了家庭会，决心也打一口摇水井。
那个摇井我家里用了很多年，取水
确实方便了很多。可因水质问题，
父亲还是患结石了。肾脏、胆囊都

有结石，这让他痛苦不堪。
之后，为彻底解决饮水卫生问

题，政府决定实施城乡供水一体
化，那可是一个巨大的工程！我们
村的饮用水，由云山脚下的威溪水
库统一供应。村民终于喝到了高标
准、高质量的自来水。水通了、路畅
了、房子修好了，村里老百姓的生
活水平就更高了。有些脑瓜子灵活
的人，还在家里办了“农家乐”。“山
上栽果子，家里开馆子”，村民的口
袋鼓了起来。

如今的那口老井，已变成“文
物”，周边建了一米高的水泥护栏，
井旁那棵百年古柏也被保护起来。
井台的北端立着一块石碑，上面刻
着“思源井”三个字，有茶盘那般
大，涂着黑漆，很是显眼。听说这都
是扶贫工作组帮助村民修复的，而

“思源井”却是村民为了感谢党和
政府而特意起的名字。

写到这里，我的心里不禁感慨
万千。我想起一年春节时，小侄子
永健在我面前唱的歌谣：“共产党，
扶贫忙；老百姓，有人帮；喝水难，
不再慌；好日子，赛蜜糖。”当时我
没怎么在意这些话的含义，现在仔
细地品味，还真像看到了一股清清
的泉水流进了家乡人们的心坎里，
那泉水比蜜还甜呐！

（刘凯，武冈人，任职于长沙市
东雅中学）

清清泉水进家门
刘 凯

“生在土坯房，用的四方桌。吃
的是母乳，牛奶没见过。席子炕上
铺，兄弟同被窝。卫生不太好，虱子
特别多。那时没有电，油灯来凑合
……”这是一首曾广泛流传的“六
零后”歌谣，概括了我们这些“六零
后”的童年生活。

我家乡地处雪峰山东麓，20
世纪80年代中期才通电。1985年，
我要结婚了，父亲托我教书的姑父
到城里买了一台 14 英寸的“韶峰
牌”黑白电视机。这是我们那个院
子里第一台电视机。那天中午，姑
父把电视机摆在堂屋里的桌子上，
全院子的人都来看热闹。堂屋里挤
满了人，但没一个敢伸手去摸，生
怕电视机就像花一样谢了。中餐
时，母亲杀了一只鸡，炒了几个菜，
并买了一瓶“邵阳大曲”款待姑父。
父亲担心自己不会操作，硬是把姑
父留下来，让他把电视怎样拉天
线、定方向，如何拨台演示几遍。

傍晚时分，我家堂屋里和走廊
中坐满了人，热闹得如过年时。七
点整，姑父打开电视。大伙屏声静
气，院子里鸦雀无声……一阵“沙
沙”声后，电视机里出现一大片雪
花。姑父调整天线的方向，屏幕上
出现了闪烁、跳跃的图像。随后，姑
父拨动旋纽，找到湖南台，电视里
正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
播》。有小孩惊喜得叫了一声，大人
赶紧用手势制止了他。这一晚，在

场的人一直看到屏幕上出现“谢谢
收看”，才依依不舍地回去。

三年后，村里有人买了彩膜，
让黑白电视有了彩色效果。我发现
把彩膜罩在电视机屏幕上，看到的
图像有些失真，就没有跟风购买。

五年后的冬天，大哥从广东打
工回家，带回来一个四四方方的纸
箱，里面是一台 17 英寸的长虹彩
电！这可是院里的第一台彩电。晚
上，院里的人纷纷与自家的黑白电
视机告别，来到我家的堂屋里看彩
色电视节目……这年过春节时，村
里人便从城里买回了十台彩电。于
是，除夕夜，全院的人第一次看到
了色彩斑斓的春晚。

2012年，儿子要结婚了，我陪
他到超市选购彩电。其时，电视品
牌多得让人眼花缭乱。最后，我给
他选了一台29英寸的平板电视。

去年，我退休了，就把旧屋拆
了，改修了一座两层小别墅。儿子
提议买一套视听效果特佳的家庭
影院。于是，电脑和宽带网络便引
入我家。从此，我便过起了“秀才不
出门，能知天下事”的幸福生活。

悠悠电视情，恍如一梦中。从
无到有，从黑白到彩电，从模糊到
高清，我从中感受到的不只是电视
机尺寸和画质的变化，还有改革开
放40多年来人民群众生活条件的
步步提高。（林日新，武冈人，武冈
市作协副主席）

悠悠电视情
林日新

清晨，我在露天菜市场闲逛，看
到一位老婆婆提着满篮的萝卜在售
卖。萝卜圆滚滚的，淡红的外皮，青翠
的缨子，很是可爱，像电影《捉妖记》
里的小妖。买了半篮回家，站在阳光
里慢慢切成丝。趁着温暖的秋阳，摊
开晒在竹匾里。竹匾是从湘西带回来
的，数年的时光将原本坚硬的竹篾磨
得光润如玉。连续数天，我将萝卜丝
放在楼顶暴晒，夜里也不收，让它们
吃足露水与清霜。露，是寒露；霜，是
薄霜，都能让它们变甜。

小时候，母亲经常趁着晴好的天
气，将萝卜一个个扯出来，在塘里洗
净。沥干水后，在案板上切成细长的
丝。早晨，我把后山的大岩石扫净，把
萝卜丝一把把均匀地晾好。每隔两三
个小时，我便将萝卜丝翻一翻。白天
阳光晒着，夜里星星看着，五六日后，
萝卜丝蜷成一条线，带着阳光暖暖的
清香，还有一丝丝清冷的霜气。放到
嘴里嚼，微辣，清甜，夹心里的那一层
甜是霜赋予的神来之笔。

这些萝卜丝用来拌剁椒，两者混
合密封，数天后，萝卜丝饱满起来，口
感清脆，令人胃口大开。萝卜丝用来
蒸肉，肉香软，而萝卜丝有嚼劲。泡发
的萝卜丝用来炒腊肉，那是冬日特有
的馈赠。也可以用来炒蒜叶，炒鱿鱼
丝，皆别有风味。

这些年，城里很少有霜了。冬日
的清晨，枯草败叶间偶见轻霜，闪着
璀璨的光芒。霜的气质里，有文气，有
古气，有清气，与俗世保持相当的距
离。城市如此喧嚣，它自然不肯来。而

山林郊野，它是青眼有加。
早些天，母亲炒了一盘冬寒菜。

我尝了一根，皱眉说，没甜味，像嚼蜡
一样。母亲说，等过些日子打了霜，会
好吃的。天下的蔬果经霜后，为何一
下子变甜了呢？大自然有很多秘密，
美好而神秘，不经历，就不会懂得。比
如柿子，从枝头摘下来，刮去外皮，一
个个用绳子串起来，在阳光里暴晒，
就会慢慢地覆上糖霜，那种甜美是无
法用文字来形容的。我很喜欢“糖霜”
两个字，甜如糖，轻如霜。霜本身无
味，但经霜的蔬果却变甜了。就像世
间有的人，本身经历了种种苦难，却
坚持带给他人甜蜜与力量。

记得年轻的时候，刚进乡镇工
作，住在单位的小房间里。房子在堤
脚下，推开窗户就是北去的湘江。冬
天的夜晚，北风一阵阵从江边吹来，
庭院里的桂花树呼呼作响。稀稀几颗
星子，镶嵌在深海般的天空里，闪烁
着冷冷的光芒。同事说要下霜了。果
然，清晨起床，有薄薄的冷气扑面而
来，田野里白霜一片。一片片芦苇顶
着雪白的霜，像戴着银冠的仙子，在
阳光里翩翩起舞。青菜的菜心里和叶
片上铺着轻薄的霜，像散落野外的钻
石，发出夺目的光色……这么好的景
色，当时我却茫然不知，因为青春是
浮躁的，没法静心思考。多年后想起
此情此景，只能长叹一声：要懂得霜
的美，还得阅沧桑，经磨难，没有一定
的年纪是难体会到的。

我的家乡在大山里，为无穷无尽
的树木所包围。我曾在秋天听过松

涛。松涛带着清霜的气息，浩浩汤汤，
像大江大河一样流淌，无边无际。多
年以后，当听到阿炳的《二泉映月》，
山间的松涛，枯藤的紫花，生命里刻
骨铭心的往事，一去不复返的人，一
齐涌上心头。《二泉映月》要反复听，
才能听出阿炳的颠沛流离，听出离人
的失落寂寞。我觉得二胡与霜最配，
都是清贵的气质，都有曲高和寡的寂
寥。我想，阿炳坎坷的人生，定然追求
过爱情友情亲情，只是求而不得。最
后他的一切希冀，只能隐藏于二胡悲
怆的音调里；他的万般心事，终是掩
盖在清晨的薄霜之中。

有霜意的诗词也是有的，比如
《古诗十九首》中的“明月何皎皎，照
我罗床帏。忧愁不能寐，揽衣起徘
徊”。自古，游子与思妇是相对的，明
月与清霜是绝配。“床前明月光，疑是
地上霜”，月亮是清亮的，霜也是清亮
的，都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美好物事。

有霜气的人自然是有了一定阅
历，历经了多年的沉浮起落。活着不
易，人生实苦，但能慢慢地从苦中体
会到一点点甜。那点甜，就像茶叶的
回甘，苦亦是值得的。

霜气，其实是草木在寒冷里生出
的萧飒之气，也是江河在北风里吹出
来的凛冽之音。霜的升级版就是雾凇
和冰凌吧。家乡的冬天常见冰凌，它
们把大山装扮成银装素裹的童话世
界。草木的一枝一叶上都悬挂着冰
凌，轻轻一碰便泠泠作响，声音像从
遥远的天边传来。

这个冬阳正好的时节，我陪着母
亲把雪里蕻从地里一棵棵拔出来，有
的晒在石头上，有的晾在竹竿上，只等
阳光与清霜把它们慢慢变甜。那清苦
里的微甜，足以慰藉半生的艰辛，就像
雪夜里的一堆篝火，温暖又明亮。

（蔡英，湖南省作协会员）

打 霜
蔡 英

◆漫游湘西南

◆六岭杂谈

田园

叶京红 摄

(上接2版）

锚定目标，开拓创新促落地

我市锚定“全国提升行动先进
市”目标，积极转变观念，优化激活服
务，推动养老惠民工程落实落好。

6月13日，武冈市湾头桥镇龙泉
村龙冬瑞老人的家中热闹非凡。当
天，“村级关爱老人专员”殷海云带着
志愿者，上门来为她提供理发、做饭、
搞卫生志愿服务。今年，77岁的她被
纳入武冈市居家养老上门服务项目
对象，享受政府免费提供的助餐、助

洁等5项服务。这也是今年我市探索
“村级老年人关爱专员+五助（助餐、
助洁、助行、助浴、助医）”农村居家养
老新模式的一个生动实践。

创新举措优环境。我市制定推进
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十三条措施”，
采取建设补贴、品牌补贴、连锁运营
补贴等方式，优化养老行业发展环
境，积极引进底子深厚、经验丰富的
企业参与项目，激活我市养老市场的

“一池春水”，不断满足老年人多样
化、多层次养老服务需求，努力使养
老服务从“有保障”到“有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