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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莲池

三溪桥位于新邵、涟源、冷
水江交界之地，拥有丰厚的红色
资源。此地曾是大阳乡、大同团、
大同镇等行政治理机关所在地，
1952年划归新组建的新邵县，也
是该县第七区区公所所在地。百
年名校新邵二中处在该村的中
心地带。资江支流三溪河穿村而
过。依山伴水的三溪桥古街长约
六百来米，繁荣时期街上店铺、
小手工业制作坊多达几十家。

从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开
始，在一波接一波革命洪流的冲
击下，在一批接一批革命志士的
带领和组织下，伴随中国革命的
每一个重要历史阶段，三溪桥总
会发生与之相呼应的革命行动。

三溪桥有一处培训同
盟会骨干的“基地”

当地著名乡贤周叔川、肖竹
雯于1902年创建的大同高小学
堂（系新邵二中前身），开初依靠
临时借用的周氏宗祠、唐氏宗祠
办学三年。1906 年初，该校最终
落户在经扩建改建的三溪桥上
街的文昌宫内。该校陆续为孙中
山先生创立的中国同盟会输送
了一大批骨干分子。他们为“推
翻帝制、创建共和”竭力奋斗，其
中以周叔川、谢介僧、苏鹏、唐星
等为代表。

1904年，周叔川组织会党，策
划反清斗争，遭官府追捕，出走日
本。经黄兴介绍加入同盟会，并被
孙中山委任为长江上游宣抚使。
在即将返回国内履职时，他身染
重病含愤而殁，时年50岁。

唐星，1906 年大同高小毕
业，赴日本留学，加入同盟会。
1924年任黄埔军校总教官、学生
总队长，与周恩来、恽代英、叶剑
英等中共领导人关系密切。1949
年 8 月，他协助程潜、陈明仁举
行长沙起义，为湖南和平解放做
出了重要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他任中南军区军政委员
会委员，武汉市、天津市副市长，
1964年病逝于武汉。

其他从大同高小毕业加入同
盟会的志士，在斗争中，一个个都
表现出视死如归的献身精神。

湘中地区最早的基层
党组织诞生在三溪桥

1925年夏天，在北京求学时
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颜霁、钟毓
华、刘荫仁、周维渥、李日章和在
长沙读书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周
琨等人，相约回到家乡大同镇。
他们在大同镇治机关所在地的
三溪桥，创建了湘中地区（含邵
阳、娄底）最早的中国共产党农
村基层组织一一中共三溪桥党
小组，由颜霁担任党小组长。

1927 年 11 月，中共湘中特
委书记陈历坤来到三溪桥，召集
钟毓华、周维渥、颜霁、李日章、
罗崇灏、刘荫仁等中共党员开
会，确定将中共三溪桥党小组改
建为中国共产党三溪桥支部，选
举钟毓华为支部书记、周维渥为
组织委员……1928年4月，陈历
坤再次来到三溪桥，明确将中共
湘中特委机关设在三溪桥的大

同高小学堂。三溪桥党支部直属
湘中特委领导。

此后，在湘中特委的直接领
导下，三溪桥党支部积极开展各
项活动。他们创立了中共新化县
大同镇苏维埃政府，成为湘中地
区第一个镇、区级红色政权；建
立了新化县大同镇农民协会，组
织农会会员开展反帝、反封建等
斗争；开展破除迷信、查禁鸦片、
发展平民教育等革命活动。同
时，注重发展革命武装。在中共
湘中特委指示下，他们积极主动
改造了板子山的土匪武装。

三溪桥人民支援红军长征

1935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
红三、红六军团，在贺龙、任弼时
等率领下进行长征。11月28日，
萧克、王震率领的红六军团进驻
新化县，司令部设于锡矿山的宝
大兴公司，并派出红十六师两个
连的兵力进驻三溪桥。中共三溪
桥党支部，在支部书记周维渥的
带领下，组织欢迎红军进驻大同
镇。王震在警卫员的陪同下，从
锡矿山来到三溪桥，并在群众大
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王震用朴
实易懂的语言，宣传了共产党、
红军的性质和政策，号召穷苦大
众要起来革命、要支持红军。

三溪桥党支部号召三溪桥
街上的工商业者及周边较富裕
农民，给红军献粮、捐款，三天内
筹集银元1万多块、布鞋2000多
双，还赶制了一批军服给红军。

在红军的宣传鼓动下，随即
有一批有志青年从这里出发，加
入红军队伍。从大同高小毕业、时
在三溪桥街上帮助父亲经营书店
的女青年刘新莲，就是其中之一。
长征路上，她改名石芝，到达陕北
延安后，在中央秘书处工作。石芝
2009年辞世，享年93岁。

（晏胜利，邵阳市人大常委
会原党组副书记、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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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去公园晨跑。
这个公园依着几座小山而

建，有修整得整整齐齐的花花草
草，有假山，有凉亭，有人工湖。
而公园最好的去处就是那几座
小山，山上树木葱郁，鸟语花香。
尤其是空气，清新得像刚从井水
里捞出来似的。

山顶，是我晨跑的终点。山顶
有一个亭子，还有几个石凳子。

在山顶，我常常会遇到早起
的太阳，她从远处的山后面冒出
来，羞赧地笑着，像一朵胖胖的
向日葵。我还常常会遇到一个人
——不，确切地说，应该是两个
人，要么是一个小男孩和一个老
人，要么是一个妇女和一个老
人。老人每次都比我晚来，拄着
拐杖，由小男孩或妇女牵着。老
人身材高大，戴一副墨镜，头上
寸草不生，还有几个醒目的疤
痕，面部没被墨镜遮住的地方也
有疤痕。老人到了山顶，就会自
顾自扯着嗓子唱歌，有时唱老
歌，什么《军港之夜》啊，《送别》
啊；有时唱新歌，什么《拉萨夜

雨》啊，《人到中年》啊。说实话，
老人唱得很不好，公鸭嗓子，五
音不全。可老人却兴致很高，咧
着大嘴，旁若无人地唱，唱得摇
头晃脑。

老人每次大约唱半小时，时
间一到，小男孩或妇女就会把他
牵下山。可老人似乎意犹未尽，
一边走还一边轻轻地哼。看得出
来，老人是个盲人。

时间长了，我从小男孩和妇
女的称呼中，得知小男孩是老人
的孙子，妇女则是老人的妻子。

一个久雨初晴的早晨，老人
在山顶唱《忘情水》，唱得忘乎所
以，把墨镜“唱”掉了。老人的面
容毫无保留地暴露在新鲜的阳
光下。我差点失声惊叫……

老人蹲下身子，在地上摸他
的墨镜。我忙走过去，从地上捡起
墨镜递到他的手上。坐在亭子里

的妇女也察觉到了，几步跨过来，
双手扶着老人，满眼关怀之色。

老人一个劲地道谢：“谢谢
你，谢谢你！我晓得你每天在这
里晨练，我爱瞎唱，打扰你了。可
是，我如果在山下唱，人更多，也
会影响别人的。”

我只觉脸上微微发烧，嘴
里含糊不清地说：“老人家，我、
我……”

妇女一边用纸巾为老人擦
汗，一边说：“他的脸是被火烧
坏的……好在大家都不嫌弃
他，都帮他。他自己也争气，不
放弃，已经二十一年了，现在呷
穿不愁……”

妇女说得轻描淡写，我却听
得心潮起伏。

从此，每次和老人在山顶相
遇，他唱歌时，我都会用心聆听。

（申云贵，邵东市作协会员）

山 顶 的的 歌 声
申云贵

下班回到家，就听到儿子的哭声，接着
就是先生很气愤的吼叫声。不知道发生什
么事，我赶紧放下包，搂着哭泣的儿子，问
先生到底怎么了。先生断断续续地告诉我，
儿子在学校不小心弄破了教室里的花盆，
回家直接要钱以便赔偿……

看着满脸眼泪的儿子，我真是又爱又恨。
儿子在学校是出了名的顽皮，上个星期刚弄
坏教室的玻璃，赔了二十块钱了事，想不到没
过几天又弄坏花盆，要赔十五元钱，也难怪先
生生气。看来得好好治治他，免得他整天搞破
坏，也要让他知道大人赚钱的辛苦。

我对儿子说：“弄坏公物确实应该赔
偿。可每次都问我们要钱，你是不是觉得理
所当然啊？”

儿子小声抽泣着：“你们是我的爸爸妈
妈，不问你们要钱，我还能问谁要钱去啊？”

我严肃地说：“这样吧，这次赔偿的十五
块钱，我可以先借给你，可你要还的！”我帮他
擦擦眼泪，接着说：“虽然你现在还没有到工
作的年纪，可我相信你也有办法的，对吧？”

儿子疑惑：“借钱还要还？我能有什么
办法还钱给你啊？”

我提示他说：“每个月，我和你爸爸都
会给你钱买一些文具用品，你爷爷奶奶也
经常给你一些零花钱，如果你每次省着点
花，肯定会有结余的。等你存到十五块钱，
再一并还给妈妈，可以吧？”

儿子停止了抽泣，想了一会儿，很认真
地点点头：“好，我答应你！”

于是，我拿出了十五元递给儿子，可他

拿了钱转身走了。我叫住他：“你是不是忘
了一件事？”

儿子盯着我：“什么事呀？”
我认真地说：“借别人的钱，最起码要

写一张借条吧，而且写上借款事由和还款
日期！”

儿子“哦”了一下，似乎明白了。他主动
拿来了纸笔，很认真地写下：今天借妈妈十
五元钱，赔偿学校的花盆，一个月后归还。
最后署上自己的名字，并写下当天的日期。

我满意地收起“借条”，静静地等待着
儿子兑现他的承诺。

儿子“借”钱之后，忽然变得有些乖巧
了，不再像以前那般动来动去，到某个地方
就爬上爬下的。他是担心自己再把东西弄
坏，又得“借”钱赔偿。儿子也变得爱惜零花
钱了，不再随便买一些玩具和零食了。而且
他还准备了一个旧茶杯，每天放点钱在里
面。他似乎也期待着早日还上欠款。

一个月还没有到，儿子就将一大把钱放
到了桌子上，虽然都是零零碎碎的，可十五
元钱却是一分不少。我很高兴地表扬了儿
子，把借条还给了他，并让他继续将这些来
之不易的钱放起来，作为他的第一份存款。

儿子很开心，抱着我又亲又吻。我相
信，他已经体会到节约用钱带来的快乐，也
体味到了我对他的良苦用心。

儿子“借”钱
陈芳

对我来说，《邵阳日报》一直都是温暖
的存在。

1981 年高中毕业后，我放弃了考取
的南宁市卫校，穿上了军装，成为一名飒
爽英姿的女兵。那是我从小的梦想。我觉
得，我是要在部队干一辈子、成为一名女
将军的。1983年，我如愿考取了吉林军医
学校，却不幸患上了肝炎未能入校，后又
不得不因病退伍。当时，南宁市安置办的
工作人员对我说：你想进哪个部门随便选
择。但这一年我爸爸转业了，他一定要将
一家人带回邵东老家。

那时我才十八岁。我拿起笔开始写
作，选择与这个世界对话，努力去寻找希
望之光。

1988 年，我将自己的第一篇小小说
《耗子不该死》投给了《邵阳日报》。结果不

但发表了，还被评了奖。这个鼓励对我是
巨大的，我觉得自己终于被这个世界拥抱
和认可了。三十几年来，《邵阳日报》给予
了我特别的关爱，陆续发表了我的《不谈
过去》《朋友，请给我写信》等五十几篇作
品。从《邵阳日报》出发，我的作品陆续登
上了更大的平台。截至目前，我已发表了
800万字的文学作品。由我的长篇小说改
编拍摄的25集影视短剧《跨越时光只爱
你》在腾讯视频上播出后，广受赞誉。我也
出版了自己的文学专著，成为北塔区第一
个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可以说，没有《邵阳日报》当年的慧眼
识珠，或许就没有我的现在。《邵阳日报》，
于我是有知遇之恩的。在我心目中，她的
位置是无可取代的。

（魏文娟，北塔区作协主席）

知 遇 之 恩
魏文娟

这天，我又一次收到了《邵阳日报》编
辑老师邮寄来的报纸，心里涌出难以言说
的感动。蓦然回首，我与《邵阳日报》结缘
竟然已长达二十六年了。

年少时，我就一直在做着一个与文字
有关的梦。那时，因为爱好文学，蓝天白
云、星光灿烂，在我眼里都是诗情、都是画
意。我觉得自己就是执笔走天涯的剑客。
1998年，我读高三，随着越来越多的文字
变成铅字，渐渐地也收获了一些掌声与赞
美。我的《窗外》《两条白裙子》《无法同行》
等散文，上了《邵阳日报》《初中生》《散文
诗》等刊物。能在《邵阳日报》发表文章，让
我信心十足。我整日编织着文字美梦，以
为梦想触手可及。我忘记了自己现实生活
中的身份，那年的高考，我落榜了。

现实的残酷让我不得不开始人生的
一段无梦旅程。

2012年，结束多年的漂泊，我回到了
家乡。许是家乡独特的气息感染，我的心
有了多年来从未有过的安宁平静。我又有
了年少时期涂鸦的冲动，开始读报写字。
我捧着《邵阳日报》，一篇篇文章读下来。
当在报上看到当年我所熟悉的一些作者
名字时，不禁心潮澎湃。

2013年9月的一天，《新邵信息》编辑
部的杨主任打电话告诉我，有个到编辑部
工作的机会，问我愿不愿意来。彼时，为了

生计，我正经营着一个小店，生意刚好步
入正轨，但我几乎没有权衡任何利弊得
失，毫不犹豫答应了。我想，这就是梦想的
力量吧。10月，我就正式成为《新邵信息》
编辑部的一员。每个星期三，我们编辑部
工作人员都必须到邵阳日报社排版编辑
我们自己的报纸。当第一次踏进邵阳日报
社的大门，我有那么一瞬间的恍惚，仿佛
我还是当年那个追梦女孩。可时间无情，
从结缘《邵阳日报》到如今走近它，已是整
整隔了十五年光阴。

每周在邵阳日报社工作一天，这对我
而言真是一件幸福的事。在那里，我们可
以看到最新出版的《邵阳日报》。每次捧着
散发着油墨清香的报纸，看着上面最新的
文章，我心里都会莫名激动。内心深处那
个一直被时光掩埋的梦想，慢慢被唤醒，
在心里重新破土发芽。我又重新拿起了
笔，开始写作。2016年1月4日，我的散文

《父亲的秋天》刊发在《邵阳日报》“双清”
头条，这给了我莫大的鼓励和信心。

近些年，每年我都会有几篇散文在
《邵阳日报》发表。此外，在报社举办的
一场征文活动中，我的作品还获得了一
等奖。

我庆幸自己还有追求梦想的勇气。我
庆幸自己遇到了《邵阳日报》。

（吴艳红，新邵县作协副主席）

与 梦 想 有 约
吴艳红

◆昭陵史话

◆六岭杂谈

丹霞人家 郑国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