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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到过路街的最北端，眼前赫然出
现一截建筑遗址。仔细一瞧，原来是一
所学校的校门，门楣上清晰可见“城关
中学”4 个字。墙壁上色彩斑驳，重叠着
模糊不清的对联和标语，留下属于那个
年代的印记。城关中学的右边，并排有
几座同年代民居，它们待在一起，相互
陪伴着，以一种慈祥的姿态淡然老去。
这样原汁原味的画面，总让人惊喜并心
怀感恩。

当地人称呼这里为关帝庙。与关帝
庙（即武庙）并排一起的，还有龙王庙、
宜公讲堂、节孝祠。《茶陵州志》中记载，
关帝庙在明朝洪武年间由指挥使郑质
修建，此后迭经兴衰，毁建多次。每年春
秋仲月，官府选定日期到关帝庙祭祀，
且由最高行政长官主祭。此外，在关帝
的诞辰之日也要进行祭祀，对参与的人
员、仪式、祭品、祝文等都有详细规定。

后来，茶陵在“废科举、兴学堂”的
改革声中开始创立学堂。由于财力和时
间上不允许新建校舍，因此校舍便占用
了孔庙、土地庙、龙王庙及各族姓祠堂。
例如，陈家祠的私立洣云小学，七总街
罗家祠的县立中学，刘家祠的县立第一
区高级小学，江西会馆的豫章小学……

五四运动后，在民主、科学、自由、
平等的口号声中，茶陵的妇女运动也蓬
勃兴起。茶陵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谭道
瑛以关帝庙为校址，创办了茶陵女子学
校，招收了两个小学班，一个普通班，一
个成人班。从此，香火鼎盛的关帝庙便
活跃着一群渴求知识、追求进步、积极
向上的妇女。从当时留下的照片来看，
绿树掩映下的关帝庙，显得静谧幽深，
神圣庄严，也是办学的理想境地。

由于风气初开，入学的女子不到
100人，但是社会影响极大。她们不仅学
文化、学缝纫、学刺绣，还勇于接受新思

想，敢于冒着风险支持革命、参与革命，
不少学生成了当年茶陵妇女运动的骨
干。在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中，她们以
身作则，带动全县妇女剪发髻、放缠足、
学文化、斗土豪，有力地打击了封建势
力，在茶陵革命史上留下了光辉一页。
可惜 1927年“马日事变”后，这所学校被
迫停办，仅存在一年多。

1949 年 8 月，茶陵和平解放，各类
学校照常开学。1951 年，由首善镇中心
学校和正本小学合并成立的民主小学，
地址就设在关帝庙。于是，沉寂多年的
关帝庙又飘荡起琅琅读书声。1952 年，
民主小学改为第一完小，也称民主完
小，成为茶陵县重点完小。1968年，民主
完小划归城关公社管理，改称前进学
校。上世纪 80年代，前进学校并入星星
学校。

现在的城关中学遗址，便是由原民
主完小改建的一所初级中学。招收的学
生主要为未考上中学但有入学要求的
青少年，他们学习成绩较差且大多为农
村户口。但学校加强学生的政治思想教
育，努力开展教学改革与研究，尽量做
到不嫌弃、不放弃、不抛弃每一个学生，
为学生的生存和发展奠基。从这里走出
去的孩子，大都有明显转变，有的继续
取得高学历，有的参了军，成为国家的
有用之才。上世纪 90年代，为改善教学
条件，城关中学搬到十八丘新址。

光阴荏苒，岁月更替，历史的车轮
还在滚滚向前。如今，数次改建的关帝
庙已不见踪影，随之消失的还有曾经的
袅袅香火和琅琅书声。当文明驶入高速
快车道时，当城市处于日新月异的变迁
中，幸好这里还存有一截城关中学校门
遗址，以及与之陪伴一起的古民居，让
人们飘浮的心灵沉静下来，穿越时间的
隧道，去追寻、探索历史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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攸县师范是 1930年创建的学校，地处攸县
县城珍珠巷。1955 年，攸县师范隶属湘潭地区
管辖，当时在攸县师范读书的浏阳籍学子陈云
是毛泽东战友——陈昌烈士之女，她两次给毛
主席写信。毛主席回信时，信封上手书的“湖南
攸县师范”几个字，被学校制成校牌。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国提出干部队伍要革
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株洲市委组织
部决定用办班的形式，提高干部的文化知识水
平，攸县师范行政干部班由此应运而生。

当时，由株洲市内相关单位推荐，经过考
试，最终录取了 40名学员，我是其中之一。我们
这批学员中年龄最小的 21岁，最大的 39岁，与
正常的攸县师范生在年龄上有较大差距，形成
了校园里一道独特的风景。

此前，班上的学员们大都只有初中或小学
文化，在工作中也曾吃过文化底子薄的苦头。
来到攸县师范，大家有如久旱遇甘霖，学习起
来十分努力，我也暗暗告诫自己：不能辜负组
织的期望，不能浪费用知识武装充实自己的机

会。
由于师生年龄相差不大，甚至有的老师比

学生的年龄还小，所以我们这个班的师生关系
更像兄弟姊妹，加上师生都有一定的社会阅
历，因此谈论的话题极为广泛。在班上，学生甚
至可以拿老师调侃，但这并不意味着学生对老
师不尊重，而是双方亲密无间所致。老师为学
生们花费的心血、教授的知识，大家永生难忘。

攸县师范是行政干部班学员的加油站，两
年的学习时间虽短，但给我们留下了终身难忘
的回忆，更积聚了宝贵的能量，为今后的工作、
深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现在，攸县师范已不复存在，但攸县师范
行政干部班师生们的那份情谊却被我们珍藏
在心底，大家虽然忙忙碌碌，但总是盼望相聚
的时机。如今，青春不再、容颜已改，但同学谊、
师生情经过了时间的沉淀，变得越发浓烈，大
家对在攸县师范求学的那段时光更加怀念。每
次聚会我们都会来到学校，仰望“湖南攸县师
范”的校牌，回顾那段青春的岁月。

电波中绽放的青春
雷良标

我的二姐叫雷良为，曾参加抗美援朝战
争。1953 年，她从朝鲜战场平安归国，但那时
我们全家人都不知道，她是在中国人民志愿
军司令部担任机要秘书。

1949 年南昌解放时，二姐刚从南昌女中
高中毕业。当年只有 20 岁的她，积极报名参
军，投身到了革命队伍的洪流之中。那时部队
人才奇缺，高中毕业算是“稀缺人才”，组织上
安排她到武汉学习。由于表现优异、成绩突
出，结业后她被分配到北京，安排在中共中央
办公厅机要处工作。

1951 年初，二姐被派往朝鲜从事机要工
作，很多加密电报都是由她翻译，有时她还要
破译敌方的电报密码。母亲从二姐的来信中
得知她已毅然奔赴朝鲜战场后，整日提心吊
胆，经常一边念叨一边掉眼泪。她对女儿有着
最深的牵挂，心中一直默默地祈祷着女儿平
安。母亲的思念，只有通过写信来传递，而写
信的任务则是由我来完成，这也算是我的一
项“家庭作业”。母亲念一句，我照样写一句，
可母亲喋喋不休，常常让我无法下笔。信写好
后，母亲总是不放心，生怕我有遗漏，没有写
出她的心里话，要我反复念给她听，再反复修
改，直到她点头满意，才让我把信装入信封寄
走。

1953年冬，二姐终于从朝鲜凯旋。她穿着
一身黄绿色的军装，头戴遮耳的军帽，胸前佩
戴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徽章和金光闪闪的
军功奖章。尽管过去多年，但她英姿飒爽的模
样，深深刻在了我的脑海里。母亲看见思念多
年的女儿忽然出现在面前，不禁热泪涟涟，拉
着二姐的手不肯放开，两人有说不完的话。二
姐告诉我们，她在朝鲜战场上多次遭遇美军
飞机的狂轰滥炸，每天坚守在潮湿寒冷的防
空洞中，但胜利的信念从未动摇。

当年父亲疾病缠身，患有高血压、心脏
病、胃溃疡，多次住院治疗。眼见女儿终于平
安归来，高兴之余，他提议拍张全家福留作纪
念，并得到全家一致同意。在当地最有名的

“美光”照相馆，我们拍摄了一张珍贵的合影。
此后二姐返回北京，再与我们相聚已是多年
之后。

真情

朝鲜战场凯旋归来的二姐

黄獭嘴镇改名为枫林镇有六年之久了，一旦
提及，我还是叫它的原名。只因这是我的家乡，我
绕山绕水走过童年少年的地方。它的拙与秀，都是
记忆中最亲切的一段。

从醴陵城往北出发，沿着弯曲而光滑的道路，
青山、田野交错着相迎、退后，不过半小时车程就
到了黄獭嘴镇。当然，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可没这么
快，四十里的路得用一个多小时。坑坑洼洼的土马
路，雨天一路烂泥汤，天晴一路尘土飞扬。这不怕，
乡下的大人小孩都结实，颠簸一个来回，不但不觉
骨头散架，倒有种骑马的快乐。去城里嘛，开心。

我的爷爷奶奶在城里的一家瓷厂上班，酷暑
天厂里发的冰票对儿时的我有着无穷吸引力。每
当此时，我和妹妹就盼着暑假的到来，挤上那辆蓝
白色的破旧班车。对，必须用挤。那时候，醴陵的东
南西北四片区里，北乡的经济最欠发达，汽车站考
虑到出行的人少，每天只排出三四趟班车，而且车
子是最旧的，路烂损车。要搭车的人，早早就站在
乡政府左侧的街道旁眺望，只要望见四五百米远
的叫香炉山的长陡坡上晃下个车影，人群就嚷嚷
着“车来了，快快快”，随即纷纷提起布袋蛇皮袋雨
伞等随身物品，全力以赴做好准备。我是最怕这个
时刻的，车未至，人已紧张得不行。当沾满灰尘的
班车停在固定的位置，车门“哐当”一声打开，等不
及车内的乘客下完，围堵在门口的人群就迫不及
待地向上挤。我也拼命往车上挤，总感觉正要挤上
去时却又被挤下，刚要搭上车的脚又被挤开，夹在
人群中那种害怕和失望让我一次又一次证实自己
是多么的滞和笨。幸好妹妹特别麻溜，每次她都能
如泥鳅一般早早钻进车，并替我占好座位。

车门口挤成一团时，车窗口也没闲着。有大人

直接爬窗翻入车内，有小孩和行旅被人托举着塞
进车厢。坐在车门口第一个位置的售票员从挎包
里掏出小镜子，放在厚厚的票夹子上，仔细照看一
路风尘后容颜是否有损，车上挤成一团糟的场面
她早已司空见惯，故完全无改她的悠闲范。任众人
挤破头，她的位子永远稳如泰山。记得老师让我们
写作文“长大后我想当……”我脑子里浮现出的就
是班车售票员的样子。

黄獭嘴镇通往城里的路是起伏跌宕了些，不
过镇上从头到尾的街道都很平坦。我家曾住在镇
上，是一栋房子的三楼。家里的阳台正对着一个很
大的预制场，长条形的水泥板不断被做出来，又不
断有拖拉机拖走，预制场总是满的。单调的风景我
不关心，我喜欢趴在窗台看镇上的人来来往往。碰
上下雨天，街道上是没什么行人的，而店面的老板
都还在坚守。对面是一家理发店和一家钟表电器
修理店，分别叫“海兰理发店”和“红波电子”。

理发店老板叫海兰婶，个子矮，年龄和我妈差
不多，镇上的人都夸她手艺好：光灯泡剃得亮，西
瓜皮剪得圆，卷发烫得不散圈。她一个人洗剪吹烫
全包，不紧不慢带着笑容忙活，到最后，除了刮光
灯泡的，不论男女，她都会给喷上一团白沫，叫摩
丝，一梳，柔软的头发根根挺立，纹丝不动。从她店
里走出来的人，个个精神倍增。

隔壁“红波电子”的老板个子高，浓眉大眼的，
似乎整天没什么事做，那时的黑白电视机和天仙
牌风扇极耐用，只有几个收音机和手表闹钟由他
拾掇。有一天，他的小店多了两个十六七岁的男
孩，妈妈说是店老板带的徒弟，还说，“读不进书，
学门手艺也是好的。阳花的缝纫店的徒弟也没断
过，尽是比你大不了多少的妹子。”

我知道阳花，一个漂亮的裁缝，长马尾、大酒
窝，她最小的妹妹还是我同学呢。听说她的生意比
镇上另一个老裁缝师傅的生意都好，款式新颖、布
料时尚，还做得快。

镇上的店面虽然多，但我都有印象。初中、高
中，每天在绿树夹道的小街最少走两遍，三四层楼
的房子每栋的颜色我都记得。我住的楼是粮站的，
一楼门面经营粮油饲料，往北走，经过名洪酒家、
集贸市场、春风商店、新华书店、工商所、税务所、
银行、邮局、铁匠铺、花圈店、自行车修配店，最尾
右拐上坡走一段，就到了镇卫生院。功能齐全，算
得上是宜居小镇。

我最喜欢赶集的镇上，逢“5”和“10”的日子就
是黄獭嘴镇的集日，平日安静的小镇一早开始热
闹，中午达到沸腾。这一日，上学的我必选择中午
回家吃饭，预谋一次与油货的相约，金黄金黄的油
圈子，裏着一层甜豆粉的油饺子，拌上芝麻的空心
油砣子，还有内软外焦的糯米饭团，它们的香味飘
过整条街，学校的大操场似乎都闻得到。

黄獭嘴中学就在镇中央左拐五十米的地方。
说到学校，望望镜中那个细纹饰眼角的人，那个回
忆满满的地方是多久没去了？我认真回想，毕业
后，仅去过一次。

如今的镇上我没细逛，但每年都会途经一二
回，匆匆一瞥间也感知到它多了很多美丽新元素。

选个时间，踱步烟火气满满的小镇，再去书声
琅琅的学校转转。听说，学校大变样了，更宽阔美
丽了，还有寄宿生了，只是它还叫黄獭嘴中学。当
然，我要选逢“5”逢“10”的日子，一路嚼着喷香的
油货去。

油货摊一定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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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茶陵古城墙迎湘门进入，
到二总街的直角拐弯处，再往北
到达关帝庙的这条街即过路街。
老街坊说，这里以前的居民以郭
姓和王姓为主，曾叫郭王街，后来
便习惯叫过路街。这条街不长，约
200 米的样子，但古民居和遗迹
不少，引来不少游客。

（一）
湖南省银行茶陵办事处就坐落在

过路街的西边。这是一栋上世纪 30年
代极为普通的民居，砖木结构的两层
楼房，青砖黛瓦，古朴端庄。

创建于 1650年、在当时颇具规模
的药店——劳九芝堂在“文夕大火”
中损失惨重，大量的鹿茸、麝香、灵
芝、人参等名贵中药材在大火中化为
乌有。劳家的后代劳绍矶是一位银行
家，为了抗日救国，租借此房创办了
湖南省银行茶陵办事处。同时，成立
于 1939年 7月的湖南第二保育院，也
收容了长沙“文夕大火”后以及岳
阳、临湘两个沦陷区的难童 300多名。

为确保儿童安全，湖南第二保育
院决定将院址从长沙迁往茶陵下东乡
一位乡绅的私人住宅里。在河干水浅
的深秋十月，老师冒着日军的轰炸，
带着难童乘坐几十艘民船，经湘江到
洣江，一路颠簸，历时 18天终于到达
目的地。

新院址虽然设备简陋、条件艰
苦，但为孩子赢得了 4 年多的受教育
机会。在这段时间里，湖南第二保育
院在茶陵对孩子开展了爱国主义教
育、知识文化教育、战备教育及生活
自理教育，让这些离乡背井、饱经战
争忧患的难童感受到家庭的温暖与关
爱。虽然学生年龄不同，文化层次不
一，但因为难童特殊的身世和经历，
他们学习的积极性和自觉性很高，加
上老师因材施教，教学取得了很好的
成效。1941年，第一批学生 18人全部
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位于茶陵的湖南省
立第二中学 （今茶陵一中）。他们中
不少人后来考上了大学，成为国家的
栋梁之材。1944年湘北会战，湖南第
二保育院开始了第二次转移，离开茶
陵向酃县 （今炎陵县） 出发。

春去秋来，转眼多年过去了，这
座民宅依然保存完好。房子无人居
住，门窗陈旧、粉墙斑驳，门前丛生
的杂草仿佛在向来来往往的人们讲述
着并不遥远的故事。

（二）

过路街

城关中学遗址

湖南省银行茶陵办事处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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