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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克邦

湘江，像一条晶莹闪烁的银链，挂在

湖 湘 大 地 上 ，从 南 至 北 ，串 起 了 颗 颗 明

珠。

湘潭窑湾，就是众多明珠中的一颗。

执着的湘江，也有顽皮的时候，它到

了湘潭，突发奇想，折转身躯，改流向西，

优哉游哉，拐了一个三百六十度的大弯

后，再由西往东，扭头而去。

这一拐弯，非同小可，它吞噬了兴致

勃勃奔腾不息迎面而来的涟水河，改造

了月牙形钉在江心势似欲飞却稳如磐石

的杨梅洲，在北岸江畔孕育、滋养出一个

玲珑剔透、典雅清秀的千年古镇——窑

湾来。

窑湾，携滔滔江水，牵幽幽老城，从

历史深处走来，焕发出勃勃生机。

古时，这里商贾云集，帆樯林立，人

流、货物汇集，来往车辆如织，市景繁花

似锦，故称为锦湾。“人摩肩，夫担争，行

者不遑趾，居者不暇餐……言贸货者，码

头、口岸、装口，举世无比。”从晚清名士

王闿运的笔墨中，可见一斑。后来，人们

发现，此处坯泥优质，运输便利，纷纷在

此 烧 砖 制 瓦 ，一 时 间 窑 厂 林 立 ，炉 火 旺

盛，烟雾缭绕，老百姓竟淡忘了“锦湾”之

名，叫起“窑湾”来。

“天上瑶池，人间窑湾。”不经意间在

网上看见这句话，半信半疑，是真的吗？

走进窑湾，名不虚传，如同走进一座

博大、深邃、厚重的历史文化殿堂，展现

在你面前的是一幅精彩纷呈的人文风景

画 卷 。古 香 古 色 的 街 巷 、亭 桥 、寺 庙 、宅

院、码头，新潮时尚的铺面、灯笼、彩旗、

牌 匾 、门 联 ，生 机 盎 然 的 香 樟 、垂 柳 、花

园、绿地、盆景，风味十足的糖油粑粑、烤

羊肉串、铁板鱿鱼、臭豆腐、刮凉粉……

美景、美色、美食，让你目不暇接，口齿生

津，叹为观止！

历史无情，岁月多舛。曾几何时，窑

湾繁华不再，逐渐萧条、冷落起来。

20 世纪 80 年代初，我刚从学校毕业，

分 配 在 离 此 不 远 的 湘 潭 地 区 财 税 局 工

作，闲暇之时与同事一道，常来这里观赏

江景。见到的是，江面江岸截然不同的景

象：江面波澜壮阔，波光粼粼，舟楫漂移，

鸢飞鱼跃；而临江的窑湾，却杂草丛生，

乱石成堆，垃圾遍地，污水横流，臭气熏

天，一片狼藉与破败。此时的窑湾，孤独

无助，在呻吟，在哭泣……

窑湾的衰落，成了湘潭人心中的痛。

决不许“小南京”灰飞烟灭，决不让

“金湘潭”黯然失色！一张建设窑湾、恢复

窑湾昔日风采的蓝图贴上了街头。人们

喜形于色，奔走相告，为决策部门的英明

举措拍手称赞。

政府、企业、市民齐心合力，谋划、设

计、拆迁、施工，紧锣密鼓，东起新马路与

沿江路、西至杨梅洲大桥、南临湘江、北

抵十万垄大堤，总面积 600 多亩的窑湾历

史文化街区初步建成。

想不到，四十年后，我见到的窑湾，

已经脱胎换骨，完全变了个样，原来的荒

凉与萧条荡然无存，“丑姑娘”成了“俏美

人 ”，精 神 多 了 ，亮 丽 多 了 。窑 湾 笑 了 起

来！

窑湾东头有座山，临江而立，山形如

壶，叫壶山。晋代著名将领陶侃曾屯兵于

此，故又称陶公山。陶公山上，有一座寺

庙，叫石头寺。唐朝宰相褚遂良被贬潭州

都督，登陶公山游石头寺时，触景生情，

悲愤之中挥笔写下“大唐兴寺”，石头寺

遂改称大唐兴寺。

大唐兴寺，依山势而建，瑰丽庄严，

气 势 恢 宏 。寺 前 广 场 宽 阔 整 洁 ，正 中 竖

一大型浮雕碑墙，六根佛门石柱分立两

旁 。正 中 门 额 ，“ 大 唐 兴 寺 ”牌 匾 蓝 底 金

字，气韵不凡；左右两厢，钟楼与鼓楼高

高 在 上 ，遥 相 呼 应 。寺 院 内 ，天 王 殿 、大

雄宝殿、藏经楼依次递进，庄重威严；禅

堂 、讲 经 堂 、弥 陀 殿 、药 师 殿 排 列 有 序 ，

清幽玄妙。钟鼓和鸣，梵音起伏，香烟缭

绕 ，法 事 不 断 ，吸 引 着 四 方 香 客 来 此 朝

拜 。我 不 信 佛 ，对 出 家 人 奉 行 的 那 些 清

规戒律也不置可否，但我对佛家奉行的

“众生平等”“止恶从善”，还是十分欣赏

和赞佩的。

红砂岩峭壁上，望衡亭迎风屹立，直

顶蓝天，像披盔戴甲威风凛凛的武士，守

护着这千年小镇的古风古韵；又似饱读

诗书满腹经纶的儒者，在探究着这江湾

胜迹的奥秘悬疑。我沿着回转曲折的石

阶拾级而上，登上廊柱、壁板、盖顶全由

花 岗 岩 垒 砌 的 亭 子 ，凭 栏 眺 望 ，风 光 无

限，蔚为壮观，层峦叠翠、浩渺江水、工厂

雄姿、新城万象尽收眼底。感叹之中，思

亲、念友、怀乡之情交织缠绵，如潮水般

涌上心头。

潭宝汽车站遗址，是窑湾的一张亮

丽名片。它始建于 1925 年，是我国第一个

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汽车站，第一个人车

分流的汽车站，湖南曾经最大的汽车站，

目前也是我国唯一保存完整的早期汽车

站。整个建筑呈圆形，站台是大圆，候车

室是小圆，大圆围绕小圆旋转，小圆立于

大圆之上，造型优美，层次分明，既利于

车辆有序出进，又方便乘客快捷上下车。

我在圆的图案中，仔细辨认青砖麻石上

留下的历史印痕，感叹之下，由衷佩服设

计者与施工者的智慧与技艺，将圆的美

学与功能运用得如此奇绝与神妙。

缀 有 狮 、猴 、象 、鹿 、兔 等 动 物 石 雕

古老沧桑的唐兴桥，翠竹绿树掩映下幽

静肃穆的陶侃墓、何腾姣墓，写有“江山

胜迹”四个苍劲大字气势恢宏的摩崖石

刻，造型独特古朴典雅的商铺老宅李柳

染堂……窑湾古迹让你看不尽，也赏不

完。

我 恋 恋 不 舍 ，与 窑 湾 道 别 。回 首 相

望，阳光下，窑湾古色不减，古韵愈浓，生

机盎然，姹紫嫣红！

窑湾在笑！我也开怀大笑！

张声仁

央视龙年春晚，长沙分会场有

一个令人眼前一亮的歌舞节目《潇

湘齐鸣唱幸福》，洞口县罗溪乡瑶

族歌手阳韶芝率领一群瑶家姑娘

唱瑶歌：从前旺公旺婆来到这里，

用勤劳双手建起层层屋。这里山好

水甜美，这里生态宜居住……

看着瑶家姑娘边唱边舞，听着

动听的瑶歌，我的思绪又回到了去

年在宝瑶村参加首届熬茶节，听阳

韶 芝 在 舞 台 上 唱《大 美 罗 溪 等 你

来》的动人场面。

宝瑶村是雪峰山腹地一个风

景如画的古村落，从洞口县城的雪

峰天险洞口塘往西，沿着雪峰山里

蜿 蜒 的 草 砂 路 ，一 个 多 小 时 的 车

程，便可抵达。穿过宝瑶村古色古

香飞檐翘角三层的牌楼，在古寨里

徜徉，悠远的诗意，扑面而来。

清一色的灰色屋瓦清漆木屋，

依山傍水，在古寨里错落有致地排

列。以村广场高高耸立的钟楼为中

心，民居在宝瑶河两岸向东向西蔓

延。

钟楼右侧，可以看到古驿站的残垣断壁，勒

刻在驿站石门柱上的字迹，已模糊不清。从古驿

站西行，沿着青石板小道向西，可以领略古人行

路难的艰辛。这条古驿道，是湘黔古道的重要地

段，曾经有过车辚辚马萧萧的热闹。潇湘电影制

片厂根据作家屈国新的小说改编的电影《古道西

风》，就是在这里拍摄的。古道像一条蚯蚓，在雪

峰山腰上爬行。一边是万丈深渊，一边是望不到

顶的高山。朽烂的油杉木护栏，见证了这条崎岖

不平弯弯山道的沧桑。

古道上的思义亭，位于湘黔古道要隘——宝

瑶与仙人桥村交界的鸬鹚岭。它始建于唐天宝年

间，清时重修。建筑面积六十六平方米，砖木结

构，四面青砖齐檐，抬梁式构架，两端设拱门出

入。亭内两边，左右有十余米长的实木条凳，凳面

宽四十余厘米，可卧可坐。亭内地面用河中不同

色的圆形鹅卵石铺成奇趣盎然的铜钱花、鼓锣

旋、莲花等图案，十分精美。坐在思义亭里，细细

品味拱门两边的楹联：莫忙喝一杯茶去，且缓待

几阵风来，真是妙不可言。

相传大诗人王昌龄在被贬龙标尉时，送好友

柴侍御去武冈上任，路过思义亭。他品着芳香扑

鼻的清茶，见青山隐隐，不觉诗兴大发，写下了名

篇《送柴侍御》：沅水通波接武冈，送君不觉有离

伤。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同为京官

又同贬为身处江湖之远的小吏，王昌龄却抱着乐

观的心态，一扫送别诗的离愁别绪，写下了鼓励

好友的佳作。

宝瑶广场旁边，有两株千年银杏树，它们一

雌一雄，相互守望，当地瑶民称它们为鸳鸯树。雌

树年年硕果累累，成熟之时，远近游客，争相前来

采摘，希望得到福报。这两株树“夫妻”恩爱，情深

似海。宝瑶村民，就像这两株千年银杏，世世代代

和睦相处，互敬互爱。

村谚有“上五里喝熬茶，下五里讲瑶话”，说

的是宝瑶村里喝熬茶的淳朴民风。春天里，村民

从高山上采回野茶树的嫩叶，手工加工制作成茶

叶，打包后，放在火塘屋灶上头悬挂的炕筛里备

用。这看上去乌漆麻黑的茶叶，放进架在三角架

上铁锅里的山泉水中，用柴火熬，熬成黄亮亮的

汁液，用勺子舀出来，筛进小小的茶盏，然后慢慢

品味。

喝熬茶是有讲究的。千百年来，寨里有了喝

迎宾茶、孝亲茶、和气茶、相亲茶等的习俗，形成

了独一无二的熬茶文化。熬出浓茶后，用精致的

茶盘，把装满茶水的小盏子端出来，客人依次取

茶，喝完后依次放进茶盘。记性极好的主人，又去

铁锅中舀出第二道茶，茶盏的位置绝对不会弄

错。反反复复，直喝到客人芬芳满颊、舌齿生香、

头有微醺而止。子女孝敬父母，不用言语表达，一

切尽在敬献父母的一盏熬茶之中。邻里有了纠

纷，管事的长辈，把双方喊拢，坐在火塘里，几盏

熬茶喝后，便可握手言和。

去年在村里举办的首届熬茶节，得到了村民

的热烈拥护和积极参与。省、市、县的文艺名家，

相聚在宝瑶古寨，把一个七百来人的小山寨，搞

得热火朝天。精彩纷呈的文艺节目，把底蕴深厚

的乡村文化展示出来了，唤醒了村民的文化自

信。

谁曾想到，这个繁华古寨，因湘黔古道的废

弃，曾经沦落为穷乡僻壤。2013 年精准扶贫的春

风吹来，山里来了扶贫人，省、市、县诸多单位，把

目光聚焦在这里，伸出热情的手，修公路，清河

道，筑堤坝，建新房，使它成为了农业农村部授牌

的美丽乡村。在乡村振兴的进行曲中，宝瑶又展

现了无穷魅力，它成了三星级的旅游胜地，每天

来这里观光的游客络绎不绝。村里接待游客的农

家客栈，从仅此一家的咚咚农家乐，发展到二十

多家各具瑶家风味的客栈。旅游经济，让宝瑶富

起来了，活起来了。

看着穿着瑶家服装的村民在古寨忙忙碌碌

的身影，听着他们发自肺腑的欢快瑶歌，我欣喜

地看到大山深处的宝瑶古寨，焕发出青春的容

颜，它正迈着欢快的步伐，走向美好的未来。

古村新貌
云海（组诗）

陈惠芳

枯枝

季节越深，颜色越浅

除了基础的绿

只有红与黄

枫叶红，银杏黄

只有你瘦了

瘦成了数不清的鸡爪

年年都瘦

年年都从枝繁叶茂中

抽出线条来

像一个老人

越活越干净

土墙上的藤

这所美术学院，办在墙上

只招一次生

招一次，读几十年

读了本科，读博士

读了博士，读本科

课程只有一项：铅笔写生

画完，慢慢擦掉

留下消瘦的痕迹

熬，熬，熬

熬过枯燥的时段，添加枝枝叶叶

然后，再擦掉

周而复始

所有的学生，趴在画里

成了画

云海

山野的云，才是云

山野的云，才是匠心独具的布局谋篇

当一个人

被云淹没

是什么样的滋味

被云淹没到脚背

这个人，是脚夫

被云淹没到腰间

这个人，是更夫

被云淹没到脖子

这个人，是车夫

被云淹没到头顶

这个人，是丈夫

云啊，淹没时空

还会一次一次吐故纳新

远方若隐若现

那是故乡

也是异乡

故乡的冰凌

从前，屋檐像草帽

压得很低

茅屋，瓦屋

一楼，平房

故乡的标高

从前，天总是冷

雪总是大，人总是兴奋

池塘结冰之后

屋檐也要挂起冰凌

很高的冰凌，仰望

很低的冰凌，品尝

很尖的冰凌，折断

尖尖的针，凉凉的刺

拿在手里

童年的刺客，奔跑在雪地之上

惊飞了不怕冷的鸟雀

哦！这场雪大了，持久了

久违的冰凌，是倒挂的春笋

从故乡回城里

依稀听得见，冰凌消融的滴答

仿佛，一辈子

还在剥故乡的那一层笋壳

楚江的早晨

谁把牛放得这么早？

我走到河滩上，牛已经吃了十几米的草，

吃得那么津津有味。

啧啧的声音，比鸟鸣还清晰。

这是故乡的楚江。

下雨的时候浑浊，不下雨的时候清澈。

吃草的黄牛身边，停落着三只白鹭。

这寂静的早晨，

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惊飞它们。

这青色的田野，

也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打断供应链。

我远远地走过。

更远的屋舍里，95 岁的母亲还在酣睡。

那一头白发，散落在枕头上，

也像一只白鹭。

龙建雄

曾 经 想 仗 剑 走 天 涯 ，做 一 个 剑 胆 琴 心

的 人 ，这 兴 许 是 很 多 人 藏 在 心 中 的 梦 想 ，

因 为“ 男 人 至 死 是 少 年 ”。在 读 过 的 书 里 ，

我 自 以 为 有 一 个 人 是 真 正 做 到 过 ，他 ，就

是国人心目中的完美偶像苏东坡。

苏 东 坡 一 生 坎 坷 跌 宕 ，从 政 40 年 ，朝

廷 任 职 7 年 、地 方 做 官 33 年 ，被 贬 谪 12

年 ，他 是 一 个 典 型 的 能 上 能 下 的“ 交 流 型

干 部 ”。苏 东 坡 先 后 当 过 密 州 、徐 州 、湖

州、登 州、杭 州、颍 州、扬 州、定 州 8 个 州 的

太 守 ，在 密 州 、徐 州 、杭 州 的 任 期 稍 长 ，各

两 年 左 右 ，最 短 任 期 是 登 州 5 天 ，其 他 地

方任职皆为几个月。

苏 东 坡 被 人 们 称 为 著 名 文 学 家 、书 法

家 、画 家 、美 食 家 ，一 系 列 头 衔 之 前 ，他 首

先 是 北 宋 一 名 有 理 想 有 抱 负 的 官 员 。“ 高

考 ”作 文《刑 赏 忠 厚 之 至 论》阐 述 了 他“ 施

仁 政 ，帮 民 富 ”的 民 本 思 想 ，只 有 民 众 富

了 ，国 家 才 会 强 。因 此 ，尽 管 有“ 团 团 如 磨

牛”的感慨，“步步踏陈迹”的郁闷，但苏东

坡 无 论 走 到 哪 里 ，实 事 就 办 到 哪 里 ，一 如

既往地在自己平凡的岗位上做着不寻常的

贡 献 。除 了 大 家 熟 知 的 杭 州 西 湖“ 综 合 整

治 工 程 ”，他 还 在 写《水 调 歌 头·明 月 几 时

有》的密州除蝗灾，在徐州城里抗洪抢险、

带领民众萧县挖煤、北山找铁矿……

苏 东 坡 的 政 治 信 念 发 自 内 心 ，即 便 被

贬也初心不改。他在黄州留有“拯救溺婴”

的 美 名 ，当 时 北 宋 黄 州 、鄂 州 一 带 有 溺 婴

恶 习 ，苏 东 坡 因 是 被 贬 之 身 没 有“ 签 署 公

事”权力，他就组织救助活动，自己带头和

动员社会捐款捐物。在惠州，他倡导教育，

治理水患，监建桥梁，收葬暴骨，施药造屋

等民生工程，实实在在为惠州的“惠”字增

加 更 为 宽 广 的 含 义 。虽 说 人 在 惠 州 ，苏 东

坡致信被贬广州任知州的王古，建议他用

竹 筒 把 城 外 二 十 里 半 山 上 的 泉 水 引 入 城

里 ，以 解 决 普 通 百 姓 吃 咸 水 问 题 。王 古 遵

照 办 妥 了 这 件 事 ，复 信 苏 东 坡 并 调 侃“ 你

把闲事管到了广州”。初到海南儋州，苏东

坡“ 食 无 肉 ，病 无 药 ，居 无 室 ，出 无 友 ，冬

无炭，夏无寒泉”，但他依然帮助疗救百姓

疾病，带领当地居民弃旧习、务农桑，开辟

学 府 、讲 学 明 道 ，在 海 南 文 化 发 展 史 上 留

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说 苏 东 坡 的 剑 胆 琴 心 、侠 骨 柔 肠 ，除

了说他在宦海浮沉中依然廉政惠民之外，

自 然 一 定 要 说 到 他 与 众 不 同 的 才 华 以 及

灵魂有趣的日常。

苏 东 坡 擅 长 诗 词 歌 赋 、琴 棋 书 画 。现

实生活中，苏东坡好酒，也喜欢酿酒，却称

自 己“ 不 解 饮 ”；他 下 得 一 手 好 棋 ，却 也 称

“ 不 解 棋 ”；他 作 词 谱 曲 ，善 于 弹 奏 ，却 又

称 自 己“ 不 解 琴 ”。苏 东 坡 在《行 香 子·述

怀》中 写 道 ：“ 几 时 归 去 ，作 个 闲 人 。对 一

张 琴 ，一 壶 酒 ，一 溪 云 。”这 足 以 见 他 对

琴，对酒，对自由的喜爱与渴望。王朝云死

于 惠 州 后 ，苏 东 坡 就 再 也 不 去 西 湖 散 步 ，

只因不愿睹物思人，他曾经说过：“不合时

宜，只有朝云能识我；独弹古调，每逢暮雨

倍思卿。”这话被后人镌刻在惠州西湖“六

如亭”。

苏 东 坡 在 黄 州 时 写 过 一 首 十 分 有 禅

意 的《琴 诗》：“ 若 言 琴 上 有 琴 声 ，放 在 匣

中 何 不 鸣 ？若 言 声 在 指 头 上 ，何 不 于 君 指

上听？”清代才子纪晓岚认为，苏东坡这首

《琴 诗》是 随 手 而 写 ，不 属 于 诗 的 范 畴 。宋

史 有 记 载 ，苏 东 坡 说《琴 诗》是“ 试 着 以 一

偈 问 之 ”。偈 ，是 指 佛 经 中 的 唱 词 。以 我 们

现 代 人 的 学 识 来 理 解 苏 东 坡 的《琴 诗》其

实 一 点 也 不 难 ，无 非 是 多 串 反 问 句 。我 从

中顿悟到，苏东坡是在向大家开悟一个哲

学 命 题 ，这 世 间 的 许 多 事 都 不 是 孤 立 的 ，

事情的产生必有它产生之道，凡事皆有因

缘 ，相 互 而 生 ，相 互 接 纳 ，相 互 赠 予 ，相 互

加持，相互成就。

这 些 年 ，我 读 了 很 多 写 苏 东 坡 的 书

籍，随着对他在人世间六十六载的渐入式

熟悉，那些流传较广的碎片化传奇故事慢

慢清晰起来，包括前因后果、人物关联、地

理位置、时间先后等等，一个形象立体的、

情感丰富的、生命永恒的苏东坡在我脑海

里活灵活现。我从林语堂、李一冰、张炜等

大家们写的“苏东坡”中，慢慢勾勒出我心

目中的“苏东坡”。

每当我想起“仗剑走天涯 ”这件事 ，我

就会想起苏东坡这个人，我心里住着一个

剑胆琴心的苏东坡。

汉诗新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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窑湾在笑

“交流型干部”苏东坡

湘潭窑湾古街。 通讯员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