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居民在白沙井取水。

东北大爷长沙生活20年常喝“白沙水”
白沙井，被誉为“长沙第一泉”，现存4口水井，北左井最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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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沙古井：它是“长沙第一泉”

白沙井位于长沙城南的回龙山下西侧，天
心阁东南方约一公里处， 自古以来便是江南名
泉之一，旧时长沙市民的主要饮用水源之一，至
今仍在使用中。

古井静静地躺在一片绿意盎然之中， 仿佛
一位历经沧桑的老者， 见证着岁月的变迁。清
晨，当第一缕阳光穿透薄雾，轻轻拂过那斑驳的
井栏，古井仿佛被唤醒，开始了一天的故事。井
栏由青石砌成，岁月在它们身上刻下了深深的
痕迹，每一块石头都显得古朴而庄重。井水清
澈见底，不用触摸，就让人能感到它的清凉。每
当有人前来取水，那水瓢落入水中的声音，清脆
悦耳。

“您身体真好，提得动这么大两桶水啊！”“刘
姐，上次给我的茶叶就用这白沙井的水泡的，真
的好喝！”11月17日上午8时，长沙市白沙古井公
园，周末的上午围着打水的市民。井边的闲聊是
很多爹爹娭毑们一天的开始。

白沙古井现存4口水井，南北各2口，北左井
是最受欢迎的一口。一把红水瓢，两个塑料桶，
或推着小推车，或骑着摩托车，前来打水的人络
绎不绝。

正在打水的张大爷花白头发，今年78岁，喜
欢喝井水泡的茶，“我黑龙江的， 来长沙生活20
年了，已经成了‘老长沙’啦。”

张大爷住得远， 但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专程
来打水，“这个井水泡的茶和自来水真是不一
样，我们一家人喝这个井水。”

“孙子要考试，我专门打了水回去给他煮鸡
蛋吃。”徐娭毑说，孙子刚上小学时，有一次考试
前吃了白沙井水煮的鸡蛋就考了满分， 后来家
人就习惯在考试前给他用井水煮蛋，讨个彩头。

白沙井水这么受欢迎，能直接喝吗？
面对记者的询问，大家赶紧提醒：最好是带

回家烧开再喝。
白沙井左侧有一块告示牌，上书长沙市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对白沙井水质进行检测的结果，在今年
7月的采样检测中，北左井各项检测结果均合格。

长沙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食品安全与环境卫
生科的工作人员表示，北左井的水在烧开后可以饮
用，“受到天气影响和取水时可能会造成的污染等
因素，提醒大家一定不要饮用生水”。

如今的白沙井已升级成为文化公园，是附近居
民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偶有外地游客慕名来打卡，
在长沙印象中添上了“清新沁甜”的一笔。

古井前世：泉脉不断，汲之不竭

湖南省文史专家陈先枢介绍，白沙古井以民谚
“长沙沙水水无沙”而得名。白沙井在锡山西坳，山
基底为板岩，上部覆盖很厚的红土砾石层，地下水
有承压性，泉脉甚旺，原老龙潭即为泉水所汇集。

虽然白沙井的具体始凿时间已无法考证，但是
明代崇祯《长沙府志》已经有记载：“白沙井，县东南
二里,�井仅尺许，清香甘美，通城官民汲之不竭，长
沙第一泉。”

据记载，白沙井自古以来便水质极佳。清乾隆
间学者张九思《白沙泉记》描述：其泉清香甘美，夏
凉而冬温。煮为茗，芳洁不变；为酒，不醉不滓，浆者
不腐；为药剂，不变其气味。三伏日饮者，霍乱、呕
吐、泄泻，病良也。

清代古井建设较为完备， 背靠山侧树有石碑，
上刻“白沙古井”四字。清光绪年间，善化知县曾在
井后立碑，并订立用水章程。

1950年，市人民政府为保护古井，特拨款维修
古井，使白沙古井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长沙
市最早得到修复的名胜古迹。1983年市政府拨款，
由南区人民政府主持维修古井，后公布为湖南省文
物保护单位。2001年，在此基础上修建了白沙古井
公园。 永州蓝山林业部门给救助归来的猴面鹰幼

鸟检查身体。 受访者 供图

“常德德山山有
德， 长沙沙水水无
沙。”这句话中无沙的
水，来自于一口井；还

有一句著名的诗词，“才饮长沙水，又
食武昌鱼。”词中所指的长沙水同样也
来自这口井。一口古井，成为千年古城
的代名词，是长沙人共有的城市记忆。

它，就是白沙井。 ■文/图/视频
三湘都市报全媒体记者 高煜棋

拥有3000年历史
的长沙城，曾有古井3000

多口，它们不仅是昔日居民生
活的命脉，更是城市记忆中不可
或缺的篇章。随着时代变迁，目前
可用的仅有十余口。 都说一方山
水养一方人，即日起，本报通过
《寻井记》系列报道，带您探访

那些镌刻着时光印记的
长沙古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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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沙古井。

三湘都市报11月17日
讯 “开始还以为是小鸡，仔
细一看， 它们长得很奇怪，
脸跟猴子似的，看起来又萌
又凶猛。”前几天，永州蓝山
县楠市镇的朱宣斌上山摘
菜籽，意外与“萌”禽邂逅。

这群看似温顺实则凶猛的小生命，正是国家二级
野生保护动物———猴面鹰的幼崽。

“我当时心里很激动，赶紧给林业部门打了
电话。”朱宣斌回忆说。随着他的求助电话，一场
关于生命守护的接力赛在蓝山县悄然展开。17
日，蓝山传来好消息，小家伙们被照顾得很好，大
家可以放心了。

当时，不仅是朱宣斌，蓝山县林业部门还陆
续接到了其他村民的类似报告。原来，在楠市、土
市等乡镇的山林间，共有十只猴面鹰幼鸟亟待救
援。这些幼鸟，个头大、心形脸、圆眼炯炯有神，一
身奶黄色绒毛让人忍俊不禁，但一靠近就会发出

“呼呼呼”的稚嫩叫声。因幼鸟无野外生存能力，
县林业部门工作人员随即将它们装入纸箱中，带
回野生动植物保护站救护。

“我们镇里、 村里对于保护动物的宣传还是
很到位的，我平时也经常看手机上的宣传，所以
这次能第一时间反应过来，给林业部门打电话。”
朱宣斌在接受采访时自豪地说，“以后遇到类似
情况，我还会这么做，因为保护它们，就是保护我
们自己的家园。”

蓝山县林业局野生动植物保护站工程师范
波介绍，猴面鹰，学名草鸮，是中型猛禽中的“萌”
担当，以鼠类为食，对维护生态平衡有着不可替
代的作用。在保护站内，工作人员化身“临时爸
妈”，精心照料这些猴面鹰幼鸟。它们为幼鸟准备
了特制的食物， 并时刻关注着它们的健康状况。
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原本警惕怕生的猴面鹰宝
宝们逐渐放下了戒备心，开始主动进食，身体状
况也日渐好转。

随着猴面鹰宝宝们的茁壮成长，网络上关于
它们的消息也迅速传播开来，吸引了众多市民的
关注。不少网友留言“希望它们能健康长大，早日
回归大自然。”

范波透露， 经过一段时间的投喂和照料，它
们的体重已经平均达到了300多克。等过了换毛
期， 它们就能自由飞翔了。“我们预计在明年春
季，将它们放飞回大自然。” ■文/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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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与落难“萌”禽邂逅
蓝山救助10只猴面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