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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协办

踢 金 岭 位 于 田
心，是包括周边的踢
金岭广场、踢金岭公
园 、踢 金 岭 汉 文 化
街、踢金岭汉墓等在

内的一片区域，因为距离我家不远，
所以是我和家人常去的场所。但对
于“踢金岭”这个名字，像我这种在
田心土生土长的人念起来总有些不
习惯，毕竟从我记事开始，田心人都
称其为“炮台山”。

一
听我爷爷说，“炮台山”的名字

由来是和历史紧密相连的。这处高
地的地形十分险要，山顶平整开阔，
四周曾修筑多个炮位工事和高射机
枪射击壕。炮位工事是由土砖水泥
筑成的环形矮墙，起着防弹和固定
炮架的作用。高射机枪射击壕则是

“T”字 形 水 泥 坑 ，用 来 架 设 高 射 机
枪。在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里，炮台
山是田心人不畏强敌，全民备战的
见证，铭刻下了属于祖辈、父辈们的
红色记忆与热血荣光。

作为一名“80 后”，我生活在经
济快速增长的和平年代，炮台山虽
然早已失去最初的作用，但却是我
儿时的游戏天地。由于外婆家住在
炮台山的旁边，每到放假都要去外
婆家的我，便将这里视作了和小朋
友开心玩耍的乐园。

小时候田心的高楼不多，我和
小伙伴喜欢站在炮台山炮位工事矮
墙上举目眺望，这样可以把整个田
心尽收眼底。目光所及最远处，整齐
排列着密密麻麻的厂房和办公楼，
我知道那里就是父母辛勤劳作的场
所。近处的红砖平房和低矮楼房是
厂里职工们的宿舍，每到下班时，伴
随着广播里响起的风笛声，工人们

骑着自行车从厂里赶往家中。每当
此时，我们这群小娃儿都会特别开
心，因为亲爱的爸爸妈妈要回家了。

二
站在炮台山，美景是不可忽略

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四季的景色却
各有千秋。

每至阳春，炮台山鲜花遍地，芳
草丛生。农历三月初三之际，我和哥
哥会去炮台山附近采摘一些地菜回
家，外婆将其洗净后做成地菜煮鸡
蛋。地菜的清新、红糖的甘甜、鸡蛋
的醇香交织在一起，组成了我童年
对美食最初的记忆。暑假来临，我最
喜欢和小伙伴们一起趴在被梧桐树
荫 笼 罩 着 的 环 形 矮 墙 上 写 暑 假 作
业。翡翠般的大肚蝈蝈、长腿蚂蚱追
逐嬉戏，捉着迷藏，偶尔还会调皮地
跳到我们的作业本上。金秋时节，炮
台山的树叶黄了，凉风拂过，落叶纷
飞 ，洒 向 大 地 。放 学 路 上 拾 一 枚 秋
叶 ，夹 入 日 记 本 ，将 金 色 的 童 年 珍
藏。年少的我们常常在炮台山中央
找一块空地，滚铁环、赛足球。入冬，
冰雪覆盖下的炮台山，洁白一片，孩
子们最爱在这里与父母打雪仗。

对我来说，炮台山还是收集故
事的最佳场所，因为哥哥最爱在这
里讲故事。那时哥哥也不过 12 岁，还
是个半大的孩子，但已经看过不少
书，记住了很多故事，在我们这些同
龄人里，是绝对的孩子王。《西游记》

《三国演义》《水浒传》……一个又一
个曲折离奇的故事，常常让我们这
群小家伙听得入了迷。这些故事里，
哥哥最爱讲的是《水浒传》，而大家
最爱听的则是《武松打虎》，毕竟在
孩子的眼里，能将老虎打死的人，勇
敢又聪明，力气还超级大，绝对是个
顶厉害的高手。

三
传说田心塅本是一块不知名的

小平地，人烟稀少，地块荒凉，少人
问津。当年刘伯温游历山水来到石
峰山登高远眺时，被田心的风水和
美景深深吸引，信手题词：田心塅、
石峰山，滔滔江水向东南；若是有人
葬此穴，胜过前朝沈万三。也恰恰是
这首诗，引得许多后人寻踪览胜。这
其中最有名的要数乾隆皇帝了，传
言乾隆当年游江南时专程来到田心
塅，立于山岭高处俯瞰，见田心塅山
水环线，紫气东来，心旷神怡。当他
下山时，在山坡上偶然踢了一脚，竟
踢出一块金子，乾隆龙心大悦，赐名

“踢金坡”，故此岭亦被人们称为“踢
金岭”。2014 年，炮台山在升级改造
时发掘出了一座东汉古墓，将田心
地区的历史追溯至 2000 年前，炮台
山也更名为了踢金岭。

改 造 后 的 踢 金 岭 公 园 四 季 如
春，鸟语花香。儿童乐园、健身设施、
避雨长廊、电子阅览器一应俱全，厕
所干净整洁，还有配套的直饮水设
备。现代化的专业篮球场上，身姿矫
健 的 阳 光 少 年 正 围 着 篮 板 激 烈 拼
抢。这里不仅是孩子们的乐园，更是
老人们的锻炼和休闲的去处，大家
在这里练太极拳、跳广场舞、做健身
操……

就像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
姆雷特一样，每个人眼里的田心也
都各不相同。对我而言，踢金岭永远
都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它记载着我
的童年时光，也将继续记录着我的
生活。我曾经认真想过，如果把那段
曾经的往事讲给女儿听的话，她会
问我一些什么问题呢？直到我真的
将这段回忆讲述出来，才发现，情感
可以跨越时光，而那些往事也将永
远留在我心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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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班长
贺为民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们班 50 个同学作为工农兵学
员从全国各地来到了文明古城长沙。大家相聚在岳麓
山下的美丽校园，共同度过了 3年美好的学习时光。

第一次开班会，大家互不相识，班主任老师介绍
班干部时，坐在中排后面的一位中年男子站了起来。
我回头望去，只见他高高的个儿，黝黑的脸膛，国字脸
上镶着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一对剑眉显得十分威
武。那态势足可以震住我们齐刷刷投向他的目光。他
就是班长兼党支部书记王求林。由于他年纪比我们大
了 10多岁，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为老班长。

后来我们才知道，老班长来自醴陵潘家冲铅锌
矿，妻子是矿上子弟学校的教师，36 岁的他已是 3 个
孩子的爸爸。当然，我们听得更多的是老班长在矿里
的逸事。听说老班长 16 岁就参加工作，在矿里任机修
钳工时搞了 10 多项技术革新，年纪轻轻就升了 6 级钳
工，还以工代干当上了机修车间的主任。

老班长年纪虽然比我们大，但他总是以身作则，
在严格要求自己的同时，严格管束我们这些调皮鬼，
每天早晨 6 点就准时起床带我们出早操。他学习起来
也很认真，由于基础差，所以总是虚心向读过高中的
同学请教。有一次语文老师把我写的作文在班上读了
一遍，下课后老班长就对我说：“你小子写文章还不错
嘛！有时间教教我咯。”后来一有机会，我们就在一起
讨论怎样写文章，而“你小子”三个字也成了老班长对
我的专有称呼。

一晃 10 年过去了，当年的同学大多去了工厂和矿
山，除了偶尔出差能见一面，平日极少有联系。但我与
老班长挺有缘分。他从潘家冲铅锌矿调到株洲水泥机
械厂任工程师，从事液压传动研究，后来还当上了厂
研究所所长。不久，我也从湘东铁矿矿务局调到株洲
市广播电视局工作。同在一个城市，我会偶尔去看看
老班长，聊聊家常。

有次见面时，老班长提出想把当年的同学都找来
聚一聚，我知道这是他的心愿，决定试试看。回家后我
把同学名录发到了网上，还附了说明和联系电话，期
待着能有同学看见，可惜几乎没有反馈信息。后来，好
不容易找到了几个同学，老班长喜出望外，决定把找
到的同学请来株洲聚会。虽是一次小聚会，但老班长
看得很重，叫儿子订了宾馆，还为大家准备了精美的
礼物。聚会那天，大家谈笑风生，回首青涩往事，忍不
住开怀畅饮。宴席上，老班长又一次叮嘱我，尽量把同
学都找齐，大家再聚一聚。

后来又陆续找到几个同学，包括在长沙工作的副
班长立培。老班长见到我俩很高兴，临别时又再次叮
嘱：“一定要把全班同学找齐，大家聚一次。”我点头应
允，相约多找些同学后再聚会。同学春生在公安部门
工作，经过他的努力，我们又找到了一部分同学。高兴
之余，我想把这个消息告诉老班长，接电话的却是他儿
子王平，他哽咽着告诉我，老班长在几个月前仙逝了，
慌乱着急中忘了告诉我。听到这一噩耗，想起老班长的
历历往事和他的再三叮嘱，我的眼泪簌然而下。没想到
那次我和立培一起去看望他，竟成了最后诀别。

我知道，老班长是带着遗憾走的。为了实现他的
遗愿，2017 年 10 月，我们在长沙组织了第一次同学聚
会。那时虽只找到 20 多个同学，但大家久别重逢，有说
不完的话儿、叙不完的家常，有的甚至抱头相拥而哭。
我们又回到了亲爱的母校，漫步在学校的林荫大道，
百感交集。为了老班长的嘱托，我们还在继续寻找同
窗，争取把班上健在的同学都找齐，以告慰老班长的
在天之灵。

我说的守夜，有别于为逝者守灵、
寄托哀思的习俗，也有别于年三十守
岁、看春晚等压岁钱的习俗，而是我老
家农村对一种专门活动的专属称谓。

在各家各户把早稻稻谷从田间收
回来之后，下一道工序便是晒干 、入
库，然后交了公粮，留下全家口粮。稻
谷湿漉漉的从稻田中被担到晒谷坪上
晒干，这可不是一两天就能完成的工
作，假若遇是连续晴天，三五天即可晒
干，要是遇上时雨时晴，那就不能保证
这些稻谷何时能完全晒干了。晒干的
概念，即是把稻谷用鞋子一挪，谷粒壳
肉完整分离，放在嘴里一嚼，嘎崩脆。
从第一担谷子来到晒谷坪到最后一担
谷子晒干，时间往往要持续一周到十
天。稻谷在晒谷坪上的这些日子，不管
白天晚上都得有专人守护、管理。这项
工作，白天一般是由妇女或是女孩承
担，到了晚上，就非男人莫属了。于是
我们把晚上守护、管理稻谷这项任务，
叫做“守夜”。

那时已经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
任制，晒谷坪也成了农民的重要生产
资料。有的是一家一个晒谷坪，有的则
是两家或是三家合用一个晒谷坪。说
是晒谷坪，其实也不仅仅只用于晒稻
谷，农家生产的花生、豆角、玉米、黄
豆、红薯之类的，都在晒谷坪上晒。只
是晒稻谷的时间持续最长，量最大，晒
稻谷成了主要用途，故被大家称晒谷
坪。打造晒谷坪是很有讲究的，这地方
的选择可马虎不得，当阳、通风为首要
考虑，符合这两个条件之处为最佳，意
即 这 个 地 方 从 太 阳 出 山 直 至 太 阳 落
岭，都能晒到太阳，360 度无死角，而且
要处于风口，风力大。在这样的地方打

造晒谷坪，有利于稻谷的干燥通风，节
省时间。我家的晒谷坪正处于这样一
个佳处。这是一个有一定坡度的开阔
地，位于村后三四百米处，面积有七八
亩，集中了村上十多户人家的晒谷坪。
我家的晒谷坪面积在 7、80 平方米上
下，略呈正方形，以碎石、水泥灌注而
成。由于劳动强度大，小孩子体谅家里
大人的辛苦，于是主动请缨，承担守夜
的任务。其实，这些稻谷放在晒谷坪
上，除了鸟儿、老鼠损耗一些外，并不
担心有坏分子在夜深人静、无人看守
时搞破坏、行偷盗。小屁孩之所以要自
告奋勇来守夜，更重要的因素是借着
守夜的时机，好奇、好玩，小伙伴们一
起来图个快乐、开心。

日没西山之后，太阳收住了它的
光芒和炙热，家家户户也把稻谷收拢
成堆了，用塑料薄膜覆盖，四周以石块
或是砖头压实，防止风吹鼠咬。待夜幕
降临，守夜的主角陆续到位，守夜的节
目就算正式开幕了。经过一个白天的
曝晒，即便太阳已然下山，但余热仍是
强烈，一股股热流从地下冒出来，将人
紧紧包围，感觉呼吸都困难，这时候的
晒谷坪上压根不能落座。我们就从附
近的水沟打来冷水，洒在坪上降温。水
泼洒在坪上，嗞嗞作响，一会儿便化作
青烟不见了踪影，人踩在刚刚泼过水
的地方，觉得愈发地热，像是水被烫开
了一样。过不了一会儿，水洒处的深色
又恢复成了灰白的水泥色，于是再泼
水，如此反复多次。

晒谷坪左侧方向是一片乱坟岗，
大大小小的坟墓少说也有三四十座，
埋葬着因生孩子难产死的、喝农药死

的、吊颈死的，不一而足，令人望而生
畏。此时，清明节插在坟头的花幡七零
八落，在风中凌乱。有狐狸、野猫在这
做窝或是游荡，时不时有吓人的听闻
从这里传出来。俊俊山高说，他母亲与
村上另外两个女人，有年春天去山上
扯笋子，想到禾亭墟去赶个早市卖个
好价钱。三人天不亮时经过这块坟地，
平时再熟悉不过的那条路，那次竟然
走到天大亮仍是原地打转。“碰到倒路
鬼了！”从此之后，村上人再也不敢在
天亮前从这经过了。俊俊山高说得声
音颤动，我们听得毛骨悚然。

我们几个小伙伴，在守夜的那些
日子里，有时是集聚一排紧挨着睡在
一起，说是方便聊天，壮胆才是目的。
有时则是睡在各自晒谷坪的一角。因
为距离很近，丝毫不影响我们谈天说
地、嬉笑闹腾。待折腾够了，人也累了，
困意袭头，不知不觉就进入了梦乡。有
趣的是，前一会儿小伙伴还在说着话，
过一会就听不到小伙伴的声音了，转
头一瞅，他已经沉沉睡去。有时，头天
晚上我们明明是分开睡的，待天亮时
醒来睁开眼一看，怎么又睡在一块儿
了？洪崽婆说他听见边上树林里不知
名的叫声，嘶哑又揪心，断断续续毫无
节奏，扰得他心乱如麻一身鸡
皮疙瘩，久久无法入睡，搬起草
席就过来了，迷迷糊糊直到天
蒙蒙亮才睡着。那些日子小伙
伴们经常聊天到很晚，因为睡
得晚，睡得沉，自然就不去想那
些妖魔鬼怪的事情。清早被周
边树林的鸟鸣声吵醒，起来伸
一个懒腰，迎接霞光万道。又是
一个艳阳天啊！

母亲的谚语
易裕厚

母亲读书不多，文化水平不高，但爱讲
谚语，而且张口即来。

在农村，靠天吃饭的日子多，自然对天
气情况十分关注。但以前科技没这么发达，
天气预报也没现在准确，还只能收听广播才
知道，有时没收听到广播就得靠查看天色和
经验来判断了。

温暖的春天，早上去上学时阳光明媚，
母亲总是喊我带一把雨伞。我嘟着嘴，老大
不乐意的样子。“春雨无常，背伞过墙”，母亲
说带把雨伞“有备无患”。放学时，天空飘起
了小雨，看到其他同学站在学校门口不知所
措，我得意地撑起雨伞，在雨中大摇大摆地
向家里走去。炎热的夏天，总渴盼能来一场
及时雨降温。“燕子低飞，天将雨”“蚯蚓地上
爬，雨点天上飘”“蚂蚁搬家，风雨交加”，母
亲总是观察动物的表现来预言下雨的可能，
有时还以“午前的雨，时间不长”“直雷雨小，
横雷雨大”来估计着雨情。凉爽的秋天，“立
秋下雨人欢乐，处暑下雨万人愁”，让我们对
雨是既爱又愁。寒冷的冬天，母亲一句句“霜
前冷，雪后寒”“下雪不冷化雪冷”“大寒大
寒，无风也寒”，追着喊我们添衣加裤。

“牛要耕，马要骑，孩子不教就调皮。”母
亲总是教导我们要孝敬老人，上学放学碰到
熟人时要喊人，打招呼，做一个有礼貌的孩
子。母亲在教育子女方面也有许多谚语，比
如，为了孩子安全，她经常会说“日要归家，
夜要落户”，要求我们没有经过允许不准在
外面过夜；还经常提起“小时偷针，大来偷
金”，告诫不要有小偷小摸的行为，有一次得
知我悄悄摘了邻居家的几个桃子后，硬是拖
着我到邻居家赔礼道歉。“学懒三日，学好三
年”“让人一寸，得理一尺”“有借有还，再借
不难”“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等许多处世的
道理，至今我仍然熟记于心。

在外求学和工作，远离故土，母亲常说
“儿行千里母担忧，母行千里儿不愁”，总是
对我牵挂和思念。每通电话，每次回家，她总
是叮嘱“吃人嘴软，拿人手短”，要坚守正直，
管住自己的手脚，不要有贪念；“吃饭要让，
干活要抢”，工作中要抢着干，不争功不争
利；“做人要正正派派，做事要实实在在”“人
争一口气，佛争一炷香”“人敬你一尺，你敬
人一丈”……这些朴素的语言，教我怎样处
世做人，给我不断前行的力量。

母亲总是说自己不会讲大道理，但坚信
那些“老话不会错”，还说“不听老人言，吃亏
在眼前”。

母亲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妇女，一生
为家庭操劳，为子女操心，自己勤劳肯干，勤
俭节约，没有出过很远的门，也没有见过很
大的世面，但在那个时代背景下，她却用谚
语传送给子女们许多好的家风和传统习惯。

老舍说过：“失去了慈母便像花插在瓶
子里，虽然还有色有香，却失去了根。”母亲
虽然在二十二年前的那个春天就已经安静
地走了，但她给我讲过的这些“至理名言”仍
然时刻在耳边响起，已溶入我的血液，润泽
我的人生，让我受益终生。

二排左三为班长王求林，右一为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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踢金岭汉文化街。

踢金岭广场一角。炮台山后山当年的平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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