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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莲池

今年，是《邵阳日报》创刊 40
周年。我至今保存着《邵阳日报》
的试刊号和创刊号。

1984 年春节期间，我回邵阳
市探亲，并到市委宣传部看望老
朋友、新闻组长曾广信老师。广信
老师告诉我，市委正在筹办《邵阳
日报》，他和《湖南日报》邵阳记者
站的陈伯寿都调去负责筹备，问
我是否想调回家乡来办报。

广信老师为什么这样问我
呢？因为他比较了解我，知道我喜
爱新闻事业。我当时在涟邵矿务
局党委办工作，1978 年至 1981 年
曾担任过桥头河煤矿新闻专干，
在《湖南日报》常有新闻稿件见
报。1981年，我的一篇3000字的人
物通讯《她爱上了井下工》被评为

《湖南日报》好新闻一等奖。1981
年11月，《工人日报》在涟邵矿务
局召开全省新闻报道现场经验交
流会。我在会上作了《题材准，角
度新，小小煤矿出新闻》的脱稿发
言，介绍了桥头河煤矿连续三年
在全局新闻报道中获第一名的做
法和经验，获得了全场喝彩。主持
会议的工人日报社副社长郭国
涌，在总结中专门表扬了我。这次
现场会，全省各地州市新闻科长
和省总工会宣传科长都参加了。
我的发言给曾广信老师留下了深
刻印象。因此，在未见我之前，他
已经向负责筹备办报的成希长、
刘目卿、陈伯寿等报社筹备领导
小组成员热情推荐了我。

广信老师问我是否愿回家乡

来办报，我当然很愿意。因为我父
母都已年近古稀，夫人也是邵阳
市人，也想调回家乡工作。就这
样，筹备领导小组确定调我来担
任经济部主任，并由市委组织部
直接向涟邵矿务局党委组织部发
了商调函。

事不凑巧，当年娄底地委宣
传部已报请地委同意筹办娄底电
视台，并决定调我任娄底地区广
播电视新闻站站长兼娄底地区新
闻联播节目主编。几乎同时，娄底
地委组织部向涟邵矿务局下了调
令。在此情况下，矿务局党委以党
的关系属娄底地委管理为由，没
有同意我调邵阳市。当年7月，我
向娄底地委组织部报到，8月就上
任娄底广播电视新闻站站长一
职。1988 年，我被调去筹办《娄底
日报》。当年6月，我被提拔为第一
副总编辑。

我和《邵阳日报》似乎“有缘
无份”，这给我留下了深深的遗
憾。然而，这40年来，我和《邵阳日
报》联系不断，情谊日深。

1990 年 10 月，我在娄底组织
了一次全国部分城市报纸广告工
作经验交流会，特邀《邵阳日报》
总编辑陈伯寿参加。

1991 年 10 月，我和《邵阳日
报》副总编辑曾广信、广告部主任
肖祥海一起在怀化参加全省地州
市党报广告工作会议，并
同游张家界，同登天子山。

1992年10月，我和邵
阳日报社副社长刘目卿

一起在湖北襄樊参加中南六省地
州市党报群工会议，然后应《南京
日报》邀请到南京瞻仰中山陵、游
览夫子庙、泛舟秦淮河。

1994 年 10 月，我应邀参加
《邵阳日报》创刊10周年座谈会。
在发言中我即兴朗诵了一首《踏
莎行》贺词：“风爽金秋，花香桂
树，喜逢报庆欢相聚。党政喉舌誉
三湘，十年硕果无重数。社正兴
旺，人更抖擞，坚持两为迈新步。
高扬改革主旋律，报魂自有党性
铸。”后此词登在《邵阳日报》报庆
10周年专版上。

2010 年 12 月，我的新闻散文
诗歌选《涛声依旧》由大众文艺出
版社出版。我专门开车到邵阳市，
在白公城宾馆请陈伯寿、刘目卿、
刘雄成等10多位老朋友吃饭，签
名赠书。

2023 年 6 月，刘目卿老社长
90华诞。我远在北京，就专门写了
一篇祝寿词，微信传给老朋友杨
可可，请他代为在寿宴上宣读。

……
《邵阳日报》，我家乡的党政

喉舌，三湘报苑的绚丽奇葩。我怀
念报社已故的老朋友。我赞美报
社今天的新发展。无论何时，无论
何地，你总是我床前的明月光！

（朱鹏涛，现任娄底市慈善志
愿者协会党委书记、会长）

我与《邵阳日报》的温馨故事
朱鹏涛

1977年10月的一天傍晚，在
村办红砖厂劳作了一天的哥哥，
正一身水一身泥地往家赶。在路
上，他迎面遇见了小学的班主任
钟老师。钟老师说：“梯清，恢复高
考了啊，你也去考大学吧！”

“我去考大学，钟老师您不是
开玩笑吧？”哥哥知道在校读书
时，钟老师一向看好自己并寄与
厚望，可自己毕竟初中都没毕业
啊，去报考大学，不是做梦吗？然
而，哥哥的心还是被打动了。

1965年，哥哥以优异的成绩
从村小考上邵阳市二中，后因故
辍学回家。为了利用农闲时间搞
副业赚点钱，农历腊月二十六，在
别人匆匆从外地往家赶的时候，
哥哥一行四人却反其道而行之，
在村里一年长的“老江湖”带领下，坐上了
去湖北的火车，去一个集体农场打工。农
场距离火车站还有很远一段路程。他们下
车后便马不停蹄地步行赶往农场。路上遭
遇暴雨，四个人全身湿透，冷得瑟瑟发抖。
幸而遇见一对好心的老农夫妇，听了他们
的来由后，不仅烧了一堆红彤彤的柴火，
让几个人烤干了衣服，而且还让他们吃了
一顿咸菜饭。对于饥寒交迫的他们来说，
这简直是及时雨、雪中炭，让哥哥一辈子
都无法忘怀。

春节刚过，哥哥他们便开始工作。他
们的工作是“砍山”，即砍山上齐人高的灌
木。砍山很简单，但也非常辛苦。这工作他
们整整做了近三个月。只是好景不长，后
四个人只好乖乖地回到了老家……

过了些天，恢复高考的消息像长了翅
膀似的，传遍了所有村村落落。村里越来
越多的人说要去参加高考，很多没读过几
天书的也嚷嚷着要去考大学。哥哥心动
了，在最后一天报了名。

1977 年的高考是在 12 月进行，留给
考生们复习的时间只有一个多月。哥哥白
天搬砖，晚上复习。很快高考来了！走近考
场，三道森严的警戒线，着实让哥哥心里
发了毛。

第一场考语文。第一道题是读拼音拼
句子，考场里很多考生拿到试卷蒙了：“老
师，怎么考语文都是些英语！”历史考试，
有道关于郑成功的名词解释。后来很多走
出考场的考生说，郑成功就是郑州的铁路
成功了嘛！1977年的高考，考虑到实际情
况，考题不难。但是当年大多数考生的基
础很差，农村考生更是教辅资料稀缺。哥
哥坐在久违的课桌椅上，在书写题为《心
中有话对党说》的作文时，十年的艰辛与
渴望，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都化为了
考场上的奋笔疾书。

等通知的时光是一种折磨。终于，一个
多月后，村里的广播突然播发了一条大新
闻：“现在，公布1977年高考上线人员名单
……”哥哥放下手中的砖坯，竖着耳朵生怕

漏掉一个字。全公社上线15人，其
中有哥哥李梯清的名字。哥哥欣喜
若狂，放工后一路小跑回家。家里
已经围了10多个道贺的乡亲。母
亲特别欣喜，但是家里真的太穷
了，奔走了几户邻居，借回了几个
鸡蛋，招呼这些贺喜的乡亲。

1977年的高考，是一群人命
运的拐点。那一年，570多万出身
不同、年龄悬殊、身份迥异的人涌
进考场。那一年，570万人只录取
了27万人，可谓是千军万马争过
独木桥。但是，此后尊重知识、尊
重人才成为社会新风尚，成千上
万的人重新拿起书本，加入到读
书求学的大军中。

那年高考，哥哥报的志愿是
华中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但

是并没有如愿等来录取通知书。因为一些
原因，哥哥错失了这次走出“农门”的机
会。顾不上沮丧，为了生计，哥哥还得继续
搬砖。不久，乡文教办特意捎信：磨石村李
梯青，今年继续报考，请你去复习。那个年
代，高考能上线就是十里八乡的名人了，
乡镇都很重视。哥哥又重新振作投入到紧
张的复习当中。白天辛勤劳作，夜晚挑灯
苦读，寒来暑往，其中的艰辛自不必说。

1978年，再次走进考场的哥哥信心满
满。终考铃声响起，监考老师指着哥哥说：

“这个考室里，这个考生一定能考上。”不
久后，成绩公布，哥哥离重本分数线差 5
分，和他一直并肩作战的好友李建民超过
重本线20多分。接近重本线，已经是很不
错的成绩。华中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
哥哥再一次向心中梦想的大学殿堂进发。

很快，他的朋友李建民收到了四川大
学的录取通知书。哥哥羡慕不已，心想湖
南师大应该有希望。那时并没有填报志愿
的指导，大家都是在自己的认知范围内填
报。这次，哥哥又没有等来好消息。

1979年，哥哥跟着父亲回城里复习。
他一边在校办工厂打工，一边自学。当年，
各个学科考题的难度大大增加。哥哥只记
得那时的英语感觉很简单，考场的人走光
了，他还在津津有味地做题。监考老师看
不下去了，说：“你别做了，英语只做参考，
不计入总分。”这时候哥哥才恍然大悟，原
来自己刻苦攻读的英语，并不计入成绩。
那年高考，英语哥哥考了67分，比英语专
业设置的分数线还高出几分。

之后，哥哥又在厂里一边干活一边等
通知。终于，报喜的电话来了，高考再次上
线！经历了前两次的失败，这次哥哥谨慎地
填报了娄底师专。功夫不负有心人，29岁的
哥哥终于如愿以偿，成为娄底师专第一届
中文系的学生，也是班上年纪最大的学生！

参加工作后，哥哥利用工作之余自
学，考入了华中师大函授班。函授班 120
多人，只有8人英语合格拿到了学士学位
证书，哥哥就是其中之一。

哥
哥
的
高
考

李
毅
青

“江南别院”，是依山傍水的一个山庄。
休闲、垂钓、品茗、聚餐，此处是时光里一处
画意的山水，是山水间一段悠闲的慢时光。

遇见别院，纯属偶然。去酉阳桃花源
的路上，到了饭点，寻思下高速找一地儿
解决温饱。搜索附近的美食，一眼就相中
了这个“别院”。从重庆秀山南下高速，前
行 2 公里后，就来到一弯流水潺潺的河
口，就到了隐在山水之间的江南别院。

但要去到别院，还得过河。河上没有
桥，只有一座坝。半尺多深的水流漫过坝
顶倾泻而下，形成丈余高的飞瀑。过河以
后，沿着一段曲曲折折的竹栏篱笆墙前
行，便到了别院的“院门”。门上有联：“绿
水弹琴且与青山共舞；茅屋迎客还邀明月
同行。”门头“江南别院”的牌匾上，有行小
字：“早知有别院，何必下江南。”有点“小
张狂”，自信又自恋。

车不能开进“院子”，里面不通车，自
然也无法泊车。“院门”内映入眼帘的是高
高低低的台阶和游步道，曲径通幽。方知
江南别院原来不是“院”，是诗情画意的一
方山水。“盲选”点餐无意中选到了这样一
处别致的地方，真是奇遇。

下了台阶，里面别有天地。峡谷中流
水哗哗，不时被截成小流瀑，七拐八弯、分
流弄巧。有的倾泻奔放，浪花击石，飞珠溅
玉，发出激荡的鸣响……两岸青山叠翠，
绿树如盖，偶有红枫点缀其间。

水岸凡有宽阔台地处，便错落有致地
分布着一座座“茅草房”，有的是包房，有
的是亭阁，有的是凉棚，有的居然是小庭
院。房前的空坪，临水之滨，零散地布置些
低矮的露天条桌竹椅，可餐、可茶、可观
景，可歌、可吟、可垂钓。

水边那一棵棵冠如华盖的大树，枝叶
一直延伸到餐茶吧的上空。透过枝叶间的
缝隙，可看到蓝天白云。

南来北往的游客顾不得卸下一路风
尘，纷纷扰扰四处奔波着选景。身着唐装
汉服的小姐姐们，一个个如仙女般飘过，
在笼着薄雾罩着轻纱的水边、小桥边打
卡。原来这江南别院可不仅仅是“餐饮”之
所，竟是重庆秀山小有名气的网红之地。

岸边那些高大的枫杨和柳树，是天然
的唐诗宋词条幅幕墙：“碧玉妆成一树高”

“霜叶红于二月花”“桃花潭水深千尺”“二
月春风似剪刀”。不仅非常应景，千古绝唱
的光芒更是与闪烁的霓虹交相辉映。置身
期间，仿佛能满足关于旅行的所有期待与
遐想：风景与梦想、诗与远方……人生易
老，而旅行，能让我们最为生动地感受着
光阴的故事。

这时，我终于读懂了，江南别院真是
“院”，是山水庭院、心灵小院。旅途中，歇
上一肩、栖息一程，静一静，又可以重整行
装、再出发。

（陈梦琪，任职于市文化执法支队）

邂 逅 江 南 别 院
陈梦琪

前不久，有一亲戚带了一个
一岁多的孩子来我家。我这亲戚
要外出办点事，便把孩子放在家
中由我照看。亲戚刚出门，孩子
就开始不老实了，身上像有虱子
一样，骚动不安。先是小声哭闹，
然后便大声哭叫起来，小脸蛋绯
红，哄也哄不住，弄得我束手无
策。我的心情被他的哭声搅得
一团糟，不知如何是好。等他妈
妈回来，把乳头塞进他的小嘴巴，
他的哭声才戛然而止，转而破涕
为笑了。

由此，我记起了小时候的一
件事。有一年冬天，大雪飘飞，大
地像覆盖着一件羽绒大被。此
后，我再也没见过这么大的雪

了。村边的一口水塘结着厚厚的
冰，我们小孩子便推着凳子在冰
面滑行，好不快乐。有一天，不知
什么原因，冰面上忽然出现了裂
缝，我和木凳一起掉入水塘中。
等爬上岸，我瑟瑟发抖，嘴呈紫
色，面色苍白。听说有孩子掉入
水塘中，大人们赶了过来。我一
眼看见人群中的母亲，便嚎啕大
哭，扑向母亲怀抱。母亲紧紧抱
着我，一股暖流涌上我的心头。
母亲的怀抱真像北方的炕床。只
要有了母亲的怀抱，孩子就不会
觉得寒冷。

我忽然想起乌鸦与小鸡的故
事。它说的是一只乌鸦闯进鸡
棚，准备对小鸡实施扑杀。母鸡

为了保护孩子果断挺身而出，与
乌鸦展开了殊死搏斗。在母鸡的
穷追猛打之下，乌鸦落荒而逃。
在孩子遇到危险的时候，母亲所
能展示出来的勇猛，真让人刮目
相看。

母 亲 的 怀 抱 是 孩 子 的 港
湾。在港湾里，孩子无忧无虑，
无惧无畏。吴官正在《难忘那夜
的秋雨》一文中写道——快到西
北边山脚下时，看到一大片坟
墓。大大小小的坟墓，好像大大
小小的土馒头。母亲说：“再走一
会儿就出山了，有我在，你不要
怕。”当一个人面临饥饿、遭受寒
冷、身陷危险的时候，首先想到
的就是母亲的怀抱。

母 亲 的 怀 抱
刘立新

◆岁月回眸

◆旅人手记

◆六岭杂谈

荷塘 郑国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