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孟溪大垸我的家》出版了，这是孟溪大垸历史和现实
的鲜活演义，是乡土生活与乡土风情的生动展示。孟溪大
垸，乃非凡之地，她诞生过晚明公安派三袁兄弟袁宗道、袁
宏道、袁中道。三位兄弟来自蕞尔乡村，却在晚明搅动了整
个文坛，他们提出的“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文学革新主
张，深刻影响了上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

所谓垸者，即是挽土围垸，垸是堤垸之意。在公安县，
带“垸”字的地名颇多，表明公安先民在这片云梦古泽中，
垒土挽垸而成村庄，繁衍生息。这种筚路蓝缕，以启山林
的历史，由荒湖而成人烟稠密的富庶之地，再至人文荟萃
之乡，则经历了数代人寝苫枕块、披荆斩棘的奋斗过程。

一般此类文集，因作者为普通亲历者，笔下随意，且无
章法，多是片断或流水账式的记录。但孟溪文化积淀深
厚，文风炽盛，此书文字生动优美，细腻隽永，有的实为锦
绣美篇，文采斐然。我手写我心，信腕信口，皆成律度，得
三袁灵气，有三袁余韵。读罢此书，真如畅游孟溪山水与
历史，作者们的美文为我们还原了一个过去时代的孟溪古
镇与福地，也清晰记录了那些年月的美好与荒唐。尤其撩
动心扉的是乡情的留恋与纠缠，亲情的怀念与咀嚼，是逝
去岁月的浩叹，苦难年代的感慨，如饮甘饴醇醪，不觉自
醉；如品公安美食，口齿生香。真正的原生态，真正的家乡
味，人情世故，村俗俚语，熟风故景，殷殷相识，一方厚土，
万般乡愁。

说起来，《孟溪大垸我的家》应算是乡村野史，是史海
钩沉。没有这样的记录，孟溪几代人的记忆，就将湮埋进
时间的废墟中，这块土地的历史就将坍塌为沉默和遗忘的
一段。虽然有《孟溪志》，但那是历史的梗概，不是历史的
血肉；是时间表面的真相，不是时间深处的褶皱。而这本
书是个人记忆和民间叙事真实结合的文本，因为有葳蕤丰
沛的细节和情感的代入，而弥足珍贵。

这本书就是孟溪大垸的民间记忆史，是对正史的重要
补充文字，是乡土教育的教科书。我特别感兴趣的部分，
是对孟溪大垸旧时生活的细致描写，里面不经意地呈现出
许多属于公安特有的东西，无论是村庄风俗还是水乡植
物，是生活情调还是土语称谓。

公安是一块浸透革命先烈鲜血的红色土地，孟溪因处
湘鄂边地，更是当年革命者活动的圣地。马华的《苏维埃
政府在大垸里浴火弥坚》，文良杰追忆祖父、革命烈士文裕
富革命业绩的《黄花开灿烂，英雄骨亦芳》，甘朝晖的《怀念
我的祖父甘其元烈士》，以及邹银享的《不倒的丰碑》，浓墨
重彩地写出了公安先烈英勇不屈、视死如归的英雄群像。

关于孟溪大垸的历史叙事，弥漫着只有公安人才懂的
人间烟火气息，讲述的是一些小人物在大历史中被无情裹
挟的遭遇，是时光深处的斑驳记忆。但回想起来，岁月薄
凉处，温馨犹似春。所谓乡愁，就是温暖；所谓乡情，就是
眷念。

邹永棂写的甘厂的小吃，杂烩炉子——十锦火锅、茶
馆，都是人间留下的暖热。谭训章的回忆中，那么多植物，
那么多动物，那么神奇的接骨草药医生，正是孟溪大垸的
风土与人情奇观。周承楠的《大庙内外忧与乐》，关于逃难
躲日本鬼子的经历，生动别致，是独此一家的另类叙事。

谭云章、陈仁斌、易先浩、易先杰、王爱灵、牟成文、陕
声祥、邹敦享、蒋亚平、聂耀文等作者的文章，书写的那些
老屋小巷、乡亲村舍，笔端无限眷意，字字心生涟漪。洪玉
清的《童年偷瓜记》生动有味，章登享的《土砖墙·稻草房》
《向耕牛致敬》真情盎然；陈晓蓉的《我是孟小“小铁梅”》活
泼灵巧；丰川的《黄山头的山水桥人》，则是他在黄山头山
区的别样童趣。

彭霞的《古老孟家溪的匾额轶事》，李光勤的《孟溪大
垸的部分礼仪家规》，萧文厚写的铁匠师傅，张献政写的水
车（木匠）师傅，给后代留下了历史佳话和农耕时代的美好
家规礼仪，以及能工巧匠们的故事。邹银享的《人民公社
高级大食堂》中刘光培试验食堂的兴衰，喻明华的《双抢实
录》中关于栽秧割谷的回忆，则是我们这代人都曾有过的
难忘经历。金涌的《袁宏道墓碑轶事》，讲述的是袁宏道墓
碑被发现的奇闻，这也许是袁宏道在天之灵的暗示吧。

邱德林、吴友典《孟溪大垸路的飞跃》，细捋了孟溪大
垸几十年道路的变化，这些变化就是我们国家乡村巨变的
缩影。易先斌的《一九九八鳝鱼垱抢险纪实》，安文、书文
记述九八孟溪溃口之后的抗洪救灾往事，陕大鑫的《甘家
厂乡防大汛》，都有相当重要的、独特的史料价值。

书中有一篇文良础的《永远的银杏树》，写的是三袁文
中曾提到过的那棵银杏树，怎样历经八百七十年风雨后，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被愚昧无知和迷信所剐皮而死的遭
遇。这棵三袁故里地标式的参天大树已经悲壮地走进了
历史，但它深深刻在了公安人的记忆中。吴丕中写的《白
鹤园记》，叹惋那个古木森森的白鹤园的消失，奇章瑰句，
文情并茂，有三袁遗风。

三袁之后的公安人和孟溪人，也有辉煌的传奇故事，
如王世新回忆伯父王竹溪的文章《难忘的教诲》，我们看到
了王竹溪对公安家族后人叮嘱读书的谆谆教诲，以及在北
京居家简朴的生活，都让人肃然起敬。

教育是孟溪引以为傲的一大亮点，如翁心诚、文良础的
《关宏荣校长的故事》，可以管中窥豹，看到孟溪这个地方的
兴学传统。在那个年代，学风之好，教育水平之高，实属罕

见，也所以，三袁在孟溪大垸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孟溪高级
中学在地处偏僻、交通不便的三袁故里车台湖存在了二十
年时间，这所看似不起眼的学校，却培育了许多享有盛誉的
栋梁之才。有国际知名学者专家如刘皓、柳保全、吴爱华等
十余人，有博导教授如徐东升、陈刚、杨宜树等十余人，有高
等院校校长、院长十余人，如王恩科、萧文精、张勇、何名珂、
毕丁仁等，长江学者有五人……作者将这称之为“人才密集
现象”。

祝方胜的《从“水中凤凰”到科研新星》，让我们领略了
在九八洪水中闻名全国的十八岁孟溪农家女陈凤，从洪水
中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后，不负众望，刻苦学习，后来成长
为国家重要的科技人才。这是孟溪人自强不息、崇文重教
的一个典型事例。

《孟家溪小镇轶事》，是邱德森先生生前对孟溪小镇上
世纪生活的真实记录，从中可以体会出他为什么要编这本
书的初衷，并由他出资出版印刷。这份对家乡的感情，念
兹在兹，实在深厚浓烈。好在，他在有生之年圆满完成了
这个任务，了却了一桩心愿，这应该是他对家乡的一种情
怀、责任和使命，也是对历史的一个交代。

李寿和纪念熊永的《一个“死了”“还活着”的人》，回忆
了他和熊永在孟溪村野小店的雪夜里，整理机智人物魏国
贞故事的难忘往昔，是对熊永的深切追念。他们二人都曾
是我文化馆的同事，他们为公安县的文化事业作出过巨大
的贡献。张艾梅和王书文的文章，是对李寿和几十年来为
三袁和公安派文学的研究与传承所付出的心血，发出的由
衷赞美。

乡土、乡情、乡恋、乡愁，这些字眼串起了这本书的内
容与旨意，也接续了历史与现实，过去与今天，并指向未
来，昭示后人。

孟溪大垸的记忆，曾经在三袁兄弟的笔下，幻现出仙境
之态。袁宗道有诗：“家傍青山曲，门当绿水斜。长峦通畎
浍，古木间桑麻。”袁宏道的诗文中，孟溪优美至极，摇曳生
辉：“古木攒幽壑，丛篁蔽小祠。篮舆村犬吠，罗服野人疑。
稻熟家家酿，山香处处诗。田家强解事，款款具威仪。”“深
院竹编墙，丛梢若个长。入门溪雨溅，满路麦风香。”“孱陵
一万家，家家立生翠。”“蔽日荷花盛，遮天粳稻丰。”“新笋俄
然过醉时，长成拂雨带云枝。更芟老竹千千个，编作花蹊曲
曲篱。”“梨花雨涨春流疾，柳絮风飘画桨轻。”袁中道在《游
荷叶山记》里有“山之苍苍，水之晶晶，树之森森，自少至
长，习而安之，不见有异。今偶游焉，而觉其幽静蓊郁，爱
玩不能舍去……”的记载，他在《荷叶山房销夏记》中这样
写道：“叔兰泽，有十亩地，白莲盛开，荷叶皆数丈余。予帅
诸弟共架一浮梁于万花中，可容十余人。日取碧筒饮酒，
佐以莲房，荷柄皆出人头如盖。入夜香愈炽，殆非人境。”
这种人间仙境，如今依然是公安水乡和孟溪大垸的寻常景
色。锦绣文章，必生于锦绣之地。

诚如吴丕中在《孟溪赋》中所写：“孟溪灵地，山水聚
秀，豢龙栖凤，墨韵留香，与世传承，代代风流。其雅士鸿
儒，遗韵酬唱，莘莘学子，人文荟萃，历数无尽，不胜枚举。”
孟溪大垸，确是一块神奇的沃土。随着《孟溪大垸我的家》
的出版，它的价值会随着时间长河的不断流逝而更加凸
显。

一条公路以十分霸气的姿态，横跨英山东
西两河，在雷店镇过路滩村和石头咀镇的群山
之巅舞动着他那迷人的彩虹。因其穿山越谷，
并游走于众山脊顶，被人称之为英山的“川藏
线”。外号毕竟是外号，自然是当不得真的，它
的真名叫作“过石公路”。过石公路的贯通，不
仅大大地方便了人民群众，还成为鄂东特色公
路景观，吸引了众多网红不惧千山万水纷纷前
来打卡。

好路的沿途若有好的看点，则更是添色不
少。过石公路就是这样一条让你眼界大开的
阳光路。

首先，在石头咀镇旁即将上山路段，引颈
东望，便是著名的“毛公山”，大自然的神奇排
列组合，让一众山脉形成了神形兼具的伟人仰
卧姿态，越看越像，栩栩如生。

沿彩虹路上至山顶，不远即是蔡家畈红色
革命遗址，也是革命烈士萧伯唐的故居。萧伯
唐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留学苏联，回国
后参加北伐，任第三军教导团（团长朱德）连指
导员。如果不是1934年牺牲，必将前程远大。

中途，还可前往英山八景之一的篓子石景
区，那里的五彩杜鹃不知迷倒了多少“花痴”！

过路滩上行不过数公里，便是活字印刷术
发明家毕昇故里。刚刚建成的气势恢宏的毕
昇纪念园，就坐落于此。东行十余里，又是红
二十五军长征出发地——陶家河，新建的长征
国家公园以崭新的姿态迎接八方宾朋。

一条路能够贯穿起这么多自然、历史、人
文景观，足以让其身价不菲了。偏偏，以“英山
川藏线上的明珠”著称的冷家山横空出世，又
为其增添了无限光彩。

说冷家山横空出世，并不是否认它先前的
存在。相反，千百年来，不管你在意还是不在
意，它，一直都在那里！

只是过去，冷家山却是个不毛之地，是雷
家店镇为数不多的几个最贫困的村子之一。

高寒之地，不利农耕；偏远山区，交通闭
塞。除了贫困，谁会钟情于此？冷家山，一字
道破天机：“冷”！而且，一冷就是几千年！

说起昔日的冷家山，人们就会把它跟一个
段子结合起来：“通讯，基本靠吼；御寒，基本靠
抖；治安，基本靠狗；交通，基本靠走。”虽然有
点言过其实，但并非没有真实存在过。山里人
最怕的两件事，老怕生病：大病拖，小病挨，病
危才往医院抬！少怕上学：山道弯，山路远，走
到学校腿发软！

谁也没有想到，这么一个鸟不拉屎的地方
竟然会火？

当美丽乡村建设的春风拂过英山大地，冷
家山人就早早嗅到了那一丝丝温暖的气息。

一村一品，一村一魂，都具备。要的是，重
新给他们注入新的活力。

品牌，就是冷家山的秀美山水。别看此前
她其貌不扬，那是因为她“养在深闺人未识”。
你看这高山之巅有这样一汪明净的水面，而
且，曲线优美，婀娜多姿，就像大地美丽的眼
睛，稍加修饰，略施粉黛，一定会绽放异彩。

村魂，非流传两百余年的孝善文化莫属。
清朝乾隆年间，村妇姜余氏“割股熬汤伺婆母”

“剜肝入药救夫君”，孝行感天动地，传颂至今，
《英山县志》都有记载。

好东西远不止这些。那保存或遗忘于深
山的古民居，那成片或散布在山间村头的古树
名木，一一被岁月重新拎起，开启了他们辉煌
的壮丽历程……

要想富，先修路。县里、镇上在修建“过石
公路”时，不忘把冷家山村列入总体规划，3.8公
里的彩虹路，沿着新整修的水库岸线，七弯八
拐、曲径通幽地走了一个回环。水库，好像还
没有名字，叫水库，似乎也不雅致，还是唤作湖
吧，一说湖，她便生动灵活起来。没有名字也
不要紧，在我心中，已经将其视为“仙女湖”

了。孝感天地的姜余氏，在人们心中就是一位
仙女，她的家乡湖泊，不作仙女之名，别处焉敢
道哉？

仙女湖边最亮眼的就是“冷山客栈”，砖墙
黑瓦，竹篱木檐，让我们这个年代的人颇有亲
切感。灰黑色的门窗和古色古香的门楼，似乎
在那里昭示着历史的沧桑。室内，八仙桌长板
凳澄明瓦亮，竹灯台铁吊锅一应俱全，一股浓
浓的乡愁扑面而来。

客栈前后各有古枫一棵，大约两三百个年
轮，它们的存在更为客栈增加了古朴和厚重。

客栈颇具年代感，但它的主人却是一位明
眸皓齿的年轻女性。女主人名叫姜扬，虽说是
个山里孩子，但独具慧眼的她，早就看中了湖
边这片老宅子。2017年，她开始投资建设，修
旧如旧，将之打造为“冷山客栈”。她还依托仙
女湖的自然优势，造了五六条乌篷船，既可在
船上饮酒品茗，亦可泛舟赏景，游客至此，莫不
心旷神怡。因而，这里也成了众多网红的打卡
地。

让人过目不忘的还有冷山客栈的特色美
食。清一色的山货，地地道道的绿色食品，在
城里是绝对品尝不到的。两次陪同友人上冷
家山，兴之所至，我们都是大醉而归……

与冷山客栈隔湖遥对的是冷山民居。大
场院，小洋楼，依山而建，错落有致，被那条黑
得有些瓷实的马路一线穿珠，直接带往孝善广
场。

广场位于仙女湖堤坝旁边，一尊塑像高
耸，亭亭玉立，远远望去，犹似仙女下凡。不用
问，这便是人人景仰的姜余氏了。围墙上不仅
有着姜余氏的事迹介绍，还满布着孝善文化的
诗文，人们驻足于此，定会受到一次极大的心
灵震撼。

冷家山最灵动的：是路，那路就像彩练把
这方精灵的山水紧紧缠绕；是水，微风一起，泛
万千波澜，千娇百媚，风情万种；是炊烟，尽管
从为数不多的人家房顶上飘出，但那缥缥缈缈
升腾的白色烟雾，着实让我们勾起了儿时的乡
愁……

人说，冷家山四季都是看点。
春天，是冷家山生机勃勃的季节。山花烂

漫，犹如五彩斑斓的锦缎，铺满了山坡。桃花、
梨花、杜鹃花竞相开放，争奇斗艳。置身花海，
仿佛处于仙境之中。微风吹过，花香扑鼻，令
人心旷神怡……

夏日，这里便是人们避暑纳凉的绝佳胜
地。山风习习，松涛阵阵，仙女湖散发的湿润
气息，凉爽宜人。白天漫步、赏景，抑或参与冷
山客栈的视频制作；夜晚，举酒邀月，倾听蛙声
虫鸣，那份宁静而神秘，定会让人忘却尘世的
喧嚣，让你觉得不虚此行。

秋时，冷家山换上了金黄色的外衣。漫山
红叶如霞似火，层林尽染，美不胜收。人们在
此登高望远，感受大自然的壮丽与辽阔。看落
叶翩翩起舞，听秋风低吟浅唱……

冬季，冷家山银装素裹，白雪皑皑，装扮得
如同童话世界一般。人们在此打雪仗、堆雪
人，甚至上山寻着脚印追赶猎物，那份野趣简
直有些无与伦比……

四上冷家山，次次都不同。感觉冷家山的
变化不是以年、月在变，而是时时刻刻在变
化。由此及彼，和美乡村建设，真的让中国农
村大地脱胎换骨，变了模样！

冷家山不再“冷”了，它已经成为英山旅游
的热门景点，有人说是人称英山“川藏线”的过
石公路成全了它，或说是千千万万的网红打卡
捧出了它。都有道理。但我似乎又觉得，冷家
山独特的地理风貌和不断赓续的孝善文化，以
及他们骨子里那份不服输的拼搏精神，才是他
们真正“火”起来的资本，不知是也不是？

冷家山，你是一个让人到过就终生不会忘
记的地方！

唐代玄奘从印度回国，途经天山南麓，他记
述和田产“白玉、翳玉（被五彩皮色遮蔽的玉）”、
莎车“多出杂玉”。

宋代这样记载和田玉的输入途径和分类分
等：大抵今世所宝，多出西北……于阗国，玉分
五色，为青碧一色高下最多……带白色者浆水
又分九等……

自古以来说到对玉的所见所闻，大家都会
对白玉重点强调一下，仿佛是心上一明，眼前一
亮。王祥夫先生收藏有几块三代（夏商周）白，
是高古时候的羊脂玉件，他说：滑腻洁白，爱不
释手，不舍佩戴。

玉以白为贵。但“十白九松”。达到最缜密
最细腻、会如丝绸如脂皂，淡淡青的玉在脂腻感
上来得更彻底。白玉籽料里若有顶级缜密细腻
的，就是天价的羊脂玉了，我见过羊脂玉么，应
该见过，那块羊脂白玉有一层浓浓洒金。羊脂
玉闪什么光泽？淡淡黄、淡淡粉、淡淡灰，表示
这块白玉已经修炼到老熟。高白的玉反而会看
着生而冷，打光结构明显，就是松的意思。

白玉籽料的结构通常是均匀的薄薄云絮模
样。有了这结构倒是放心的。为什么呢？优质
白玉山料通常却是打灯无结构的。无结构就一
定好吗？有结构的籽料和无结构的山料对比，一
块即使显得松的有结构的白玉籽料，终究还是比
无结构的山料白玉更有脂感。后者是一块紧密
的雪团的话，前者是知冷知热的醍醐。《大般涅槃
经·圣行品》：从牛出乳，从乳出酪，从酪出生稣，从
生稣出熟稣，从熟稣出醍醐。醍醐最上。

玉界里还有一语，“十籽九裂”。一块白玉
籽料，看见了白云絮的结构，又发现玉肉里沧桑
的老裂，于是就更放心了。这个逻辑，不大懂得
辨别玉的人能够懂得吗？其实就是更证明了一
块玉的来路——它用数亿年时间修得真身，细
密毛孔披覆。只有这样的玉怀着隐秘的心和
灵。人和玉相遇，互为滋养。玉来潜移默化修
正人，人来呵护保养玉。

这是一块闪着淡淡黄光的白玉籽。细细
看，它的周身有淡淡的些微的洒金。摩挲在手，
玉皮的油脂感觉清晰，温润陈厚。掂之如坠。
它的样子是小籽玉最好的形态：水滴状。25

克，正好是一个挂件。玉下部有一条水线。水
线附近的玉肉会格外细腻。这是玉常识。玉籽
从遥远的新疆来到我手边，打开它，看见它一点
儿也没有干燥的貌样，它自然的样子就是油润
的，虽然它的玉肉结构是云絮的纹。又一句玉
语，“无纹不成玉”。完全无纹无裂无疵无水线
无棉点的，或者是山料白玉，或者是人工材料合
成的假玉。我不去盘摩它，它自个儿待着也是
脂润的。我把它戴起来，它的脂皮，毛孔，淡淡
金色，碰口老裂水线，完整簇拥着一个小小的呼
吸。我能听见那个小呼吸，它怀着宇宙的秘密。

老和田玉的佳处就在于它的温润脂腻。一
块坚固的肥油在手心。更缜密的白玉籽料的纹
路是怎样的呢？是那种细细蚕丝密密拉开的
样子，比云纹谨微很多，不会是颗粒盐镶嵌状，
它的色泽比松的白玉籽更有硬脂感，油厚感，白
浊感。所以会有宋代之记载：玉分五色……带
白色者浆水又分九等……

完全没有结构的玉存在吗？其实存在。大
多在青白玉籽料中，若一面活水，钢板料的清
澈，而且没有一丝一毫的“生”感，活的熟的玉分
子在玉肉里似有微动，精光内蕴，缜密温润，这
样的玉就是最上乘的。

山料里没有结构的料子，总是或呆板或水
透生冷，显得单薄，不令人欢喜。有结构的山
料，尤其俄料结构粗大，呈现盐粒镶嵌状，或者
萝卜纹。

2020年遇见一个山流水羊脂白玉籽，29
克大，名曰油膏料，上有水波纹，有碰口，有毛
孔。说水波纹需十万年的冲刷，毛孔的形成则
千万年，一块籽料的年龄是要上亿岁的。这就
是真玉的珍贵处——亿万年真身不坏，愈发美
轮美奂。这块鲜洁如白石郎的油膏料天然形状
如一枚厚实的银锁，包白银，佩戴起来有十二分
的清洁气。何谓山流水，就是山体里的玉石原
矿跌进河里，冲刷滚动，不知过了多少万年，脱
胎成了独立生命体，残留山料体时的棱角，并已
圆润，还奇异地修炼出了籽料的皮肤毛孔。
2023年春天，我和祥夫先生等人在汉口高雄路
小聚时就佩戴的它，祥夫先生左看右看，他说，
这个白度和脂感是一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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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时无家，我喜欢游访

左手持矛右手持盾，东奔西走

双脚的铁锤在路面敲击出火花

远方的歌声在黑夜摇曳着星光

早已倦游归来，不再有奢望

现将最后一张旅行地图摊开来

我认真寻找起来时的故乡

我是城里长大的孩子

哪里有农田和坟堆环绕的故乡

如今老了，只有家——

同一门进同一门出的小小的家

是我今生最后生命的故乡

写下这首诗，两行浊泪

打湿我不再有春天的心园

生命的故乡
□ 袁利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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