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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篱落疏疏一径深，树头花落未

成阴。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

处寻。”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这首《宿新市

徐公店》以其清新别致、隽永秀丽、诗

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独有风格脍炙人

口，更因曾选入语文课本而广为中国

人所知。诗题中的所谓新市，新版《语

文》教材是这样注解的：“地名，在今

攸县北”，由此可见，新市早在八百多

年前便因大诗人杨万里的一首写景

的诗而变得名扬天下，享誉四海了。

新市镇自古便是攸县一个经济

繁荣、物产富饶的地方。发源于江西

武功山麓的攸水由北而南，纵贯攸县

全境。万千年的攸水滔滔不息，在攸

县境内冲击成无数个平原农业区。新

市 处 于 它 的 中 下 游 地 区 ，是 攸 水 流

域，也是攸县境内最大的一个平原农

业区，因而农耕文明年代，新市一直

主导着全县的经济，在攸县的经济发

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今，它

仍是攸县一个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

老街沧桑
新市有座老街，历千年风雨而不

衰，曾是攸县五大农村集市之一，是

一个享誉湘东南地区乃至湘赣边区

的千年古镇。老街依攸水而建，在水

运事业十分发达，主要替人类承担起

货物转运任务的年代，它的富庶与繁

华自是顺理成章之事。八百多年前的

大诗人杨万里诗中所提到的徐公店，

其遗址就在这座老街上。许多写新市

老街的文章都提到，老街上新市徐公

店遗址直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仍存

在，但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后来遗址

竟被毁了，使得现在老街上再也觅不

到其踪影，不免让人平添几分惆怅与

惘然。

“地因人始重，河东而外，江山永

柳各千秋”这是清代诗人杨季鸾题柳

州柳侯祠对联的下联，意思是说湖南

永州与广西柳州这两个地方因柳宗元

这个人的名气而扬名天下，被世人所

推崇。这对联道出了世人崇拜名人的

心理，而新市镇又何尝不是如此呢？近

千年以来，它便是凭着宋代大诗人杨

万里那首诗的名气而被人知晓的。

上世纪 80 年代后，新市老街集市

随着公路运输的迅猛崛起与水上运

输的日趋衰减而被迁址，老街也随之

变得车马人稀、门可罗雀，但这倒使

得老街露出几分平静淡雅的真容，彰

显出深厚的历史和文化的底蕴。大概

半年前，我曾慕名偕同师范学友易君

前往新市这座古镇访胜探奇，寻访古

人遗迹。徜徉古镇，徘徊街道，小镇古

韵依然风采依旧。

小镇幽深静谧，街道窄小狭长，

一丈来宽，长约千米，呈弧形布局，如

一轮弯月静卧翠野间。小镇保存下来

的古建筑不多，仅一两处而已，其余

全是现代民居。小镇街道全用水泥筑

成，显得洁净美观、光亮清新。据一曾

在镇上生活多年的读书人考证，古镇

清末毁于战火，大部分建筑为民国初

年所建。老式房子大部分青砖青瓦，

有马头墙，为徽派建筑，也有小部分

为土木结构。老街当年很有名气的建

筑有徐公店、两座天主大教堂（两教

堂牧师一为高大的俄罗斯人，一为美

国人）、关帝庙（龙昇观）及永灵寺，而

龙昇观与永灵寺都为乾隆时期建筑，

有数百年历史。另老街还有一座有千

年历史的石拱桥，它是用青砖红石砌

成，形如拱月，桥身布满青苔与藤蔓。

老街分上街、中街、下街三部分，

街面一律用整齐划一的长方形麻石

砌成。街道两边都修有排水沟，水沟

用红石铺就，上面长满了青苔，给人

一 种 年 代 久 远 的 感 觉 。路 面 光 洁 干

净，显得肃穆凝重。晴天，亮丽洁净，

一尘不沾；雨天，雨水滴落路面，向四

处飞溅起水粒，泛出幽幽的光亮，显

出一种温馨如梦的情调。小镇旧时设

一驿站，传递公文的马儿常飞驰在街

道上。马蹄嗒嗒敲击着路面，发出清

脆的金属撞击声，有如谁在弹奏着一

首古老动听的歌谣。有时，富贵人家

坐 车 出 行 ，车 轱 辘 吱 吱 呀 呀 晃 荡 街

道，其声音徐缓悠长，飘荡在狭长的

街道，弥漫在楼宇间。

老街中上街的人主要从事农业

生产，但也有人从事手工业劳动。中

街是商铺集中分布的地方，居者多为

外地经商户。他们是来自异地他乡的

商贾人士，广东、江西、福建与本省衡

东人都有，以本省衡东人居多。他们

说话口音不一，南腔北调，各种方言

汇聚到一块，给这里增添了一种特有

的情韵。这里有名号的商铺有数十家

之多，什么丁家裁缝铺、周家米店、曾

师傅娘接生店、陈皮匠鞋店、肖家雨

伞店、邓金吾烟店、贻昌和药店、二巴

乃肉店等等，数不胜数，它们共同撑

起了这里往昔的富庶与繁荣局面，给

古镇带来了空前活力。下街居民则以

手工业者和从事饮食加工销售的居

多。千百年来，每逢集日，四里八乡百

姓都来此赶集。街头车来人往，喧嚣

无比。贩夫走卒 、南北商贾 、工匠游

医、杂耍艺人，竞艺献技，售卖奇货。

古镇舟车往来，熙熙攘攘，如鼎水沸

腾，极具赫赫扬扬之声势。

上世纪 50 年代中期，社会主义改

造完成，许多私人作坊和私人商行实

行公私合营，成立了各种生产合作社

和工商合作社，老街的繁荣程度达到

了一个新的高峰。小镇上的手工业劳

动者和工商个体人员成为合作社的

工作人员或干部，吃上了皇粮。这时，

社会安定，人民安居乐业，古镇焕发

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活力。后来，小镇

又出现了邮局、供销社、电影院、人寿

保险公司、国营饭店、百货商店、生资

公司、船厂、农具厂、食品加工厂等。

有文章回忆，那时镇内机器轰鸣，镇

外货运码头上劳动号子声声，镇内镇

外，一片繁忙景象。老街有个戏台，县

城剧团和各种草台班子不时来这里

演出，给小镇民众生活带来快乐。

旧貌新颜
逡巡千年古镇，时过境迁，物是

人非，展现在眼前的是沉寂无语的狭

巷老街。徐公店故址无觅处，内心不

免生出些许惆怅与失落感。真是斗转

星移、沧海桑田啊！值得庆幸的是，古

镇永灵寺这座乾隆时期的古老建筑

历经风雨剥蚀与时代风云变化，仍傲

然如故，独自兀立于此，向往来人员

诉说着此处的荣衰兴亡事。永灵寺里

面供奉着许多神像，这座古老建筑因

民国十六年有幸成为攸县第一个农

民协会新市分会的会址而被列为县

级文物保护单位得以保存下来。愿它

早日被修葺一新，供人凭吊缅怀！

老街北面入口处有一东西向的

宽阔乡道直通新市大桥。新市大桥建

于上世纪 60 年代中叶，离老街不过二

百来米距离。大桥所在处原为一古渡

口，渡口常年泊一舟船，供两岸来往

人员摆渡之用。“春潮带雨晚来急，野

渡无人舟自横。”暮春时节，天空春雨

霏霏，绵绵不断；河中水流汹涌湍急，

奔腾不已；野外沉寂，空无一人。一只

渡船孤零零横靠在古渡旁，意境显得

那么恬淡空远。大家想想此情此景，

能不让人心情怡然，温馨如梦吗？

伫立桥头，极目远望：水悠悠，地

遥遥，奔流不息的攸河水从北面绿色

的田畴穿行而来，打着漩，扬着浪花，

哗哗地流淌着，快活地唱着歌，然后

向南而去。河的两岸是平阔的原野，

原野里翠林遍地、绿草萋萋、阡陌纵

横、水渠交错、民居密布、农田无涯。

好一派美丽的田园风光！遥想当年，

诗心盎然，对山水情有独钟的大诗人

杨万里，在一个暮春时节，他从零陵

县丞的位置上卸下任来，暂时摆脱了

公堂上繁文缛节的困扰。于是，他像

一 只 被 放 飞 的 鸟 从 零 陵 经 衡 阳 、衡

东、过攸邑，直往他江西的老家赶去。

一路上，天遥遥路迢迢，春风伴游，水

笑山欢，蓦然间来到这么一个美丽迷

人 的 古 镇 上 ，他 心 情 能 不 无 比 快 活

吗？尤其是那天他从徐公店一觉醒来

后，信步来到这古渡口，放眼望去，只

见天空云彩飞扬、湛蓝无比，江心处

白帆点点、渔人高歌，攸水两岸的油

菜花正开得金黄一片，孩童们在春风

里嬉戏追逐。此情此景，能不让他诗

兴大发，高歌咏叹吗？

眼前的攸水从前水势滔大，常年

可通舟船行木排。1958 年，上游由于

修酒埠江水库，筑坝截流，才让它的

中、下游变得水流锐减了，但直到上

世纪 70 年代，这里的水路运输仍十分

繁 忙 ，附 近 河 岸 边 还 建 造 了 卸 货 码

头、造船厂等。如今，所有这些却都已

寻不到踪影了。河岸两边大片临水房

子被拆除后，其遗址上正在修筑一条

坚实宽大的防水大堤。于是，那所有

的酒肆坊店现在都化为了乌有。现在

的江岸上再也看不到了渔歌唱晚、云

影逐帆的景象，闻不到牧童吹笛、笛

歌如诉的悠扬曲调。真是古今多少兴

亡事，都付烟云笑谈中！

不过，历史赋予人的总是感动，

不应是唏嘘、失落与忘怀。为了再现

历史，让游客在心灵上寻到慰藉，前

些年当地一个肖姓老板在新市新联

村左家冲这个地方按徐公店原有格

局复制了一个景观供游人凭吊。新建

的徐公店景区面积达 3000 余亩，其内

气势恢宏、景象万千。一到春日，景区

内便桃红柳绿、草木扶疏、花开田野、

鸟翔蓝空、蝶飞蜂舞、碧水荡漾，好一

派田园风光。景区内建有 30 余亩精品

建筑群，亭台楼榭环水而建。玉栏环

绕，曲径通幽。白的墙、青的瓦、雕花

窗棂、红漆门框、楼宇比肩、飞檐凌空

…… 所 有 这 些 ，都 显 出 一 种 诗 的 韵

味，给人以厚重的历史感！来此参观，

你一定会感觉正在穿越，仿佛重回到

八百多年前的大宋时期，凭栏临风，

抚琴而歌，观大千世界之雄奇景象，

叹人世万象之雄浑与瑰丽……

恋那旧物与时光
青衫

衣不如新，人不如旧，而有些衣物跟了我很多

年，有种情同手足的依恋感，即使不穿，仍然不舍

得丢弃。细细想来，皆因旧衣物承载着过往的岁

月，上面有我难忘的旧时光。

每到换季的时候，总要整理衣柜，衣物在季节

交替中拿出收起，岁月便也在这一刻无声地滑落

过去。每次大动干戈的整理后，都要淘汰一些旧衣

物，俗话说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扔掉旧的，才能留

出空间承接新衣物，可是也并不是所有的旧物都

能扔得掉。它们像相知多年的老友，那么贴心贴肺

地温暖过我，失散了，会心痛、失落、牵肠挂肚。

多次搬家，那件蓝色的 T 恤一直跟着我，是我

2002 年买的，样子很普通。奇怪的是用它搭配什么

衣服都好看，我很喜欢，就断断续续穿了六年之

久。其实现在我已经好多年不穿它了，也几次将它

打入被淘汰之列，可真要往外扔的时候，还真犹

豫。想想它伴我走过的那些艰难岁月，走过那么多

地方，见证了我那么多的喜怒哀乐，我对它就有一

种特殊的感情。看到它就回想起自己当年的不易，

那是我生命中最深的低谷期，它就是另一个我，真

的难舍这份相依相偎的情。

衣柜里还有一条乳白色的大摆蕾丝连衣纱

裙，那是他第一次送我的礼物。在美丽的凤凰山

下，杏花盛开，落英缤纷的草地上，一袭白裙的我

在他的镜头下明媚地笑。那是属于我俩的记忆，单

纯的恋爱似清溪，没有过多的俗念，内心里满是笃

定的温暖与幸福，哪怕风雨兼程，也发誓彼此共同

承受。

那双婚礼上穿过的红色高跟鞋，是先生给我

买的，我穿着它在婚礼上美丽无比。可谁又能想得

到，我这个新娘子竟然穿的是双“赝品鞋”，只有四

十块钱，和真品相差不止十倍。以他的经济条件，

只能如此，单纯的我一点都不计较，只相信未来一

定是美好的。如今我的鞋子，各色各样，而这双“赝

品鞋”，一直无法狠心抛弃。

身边的朋友来来走走，好些人走着走着就不

见了，而这些旧物，只要我们不舍弃它，它们一定

不离不弃，只要是我们喜欢和愿意保留的东西，就

有一万个理由留住它。世间每一样东西都有它的

生命，跟你久了自然产生感情，那些伤感、清愁、快

乐、幸福，总有一些物在和你一起印证，扔掉了东

西，也扔不掉过去的点点滴滴。

生命如流水奔流不息，谁也无法回头看，可看

到这些东西，也就看到了那些令我们难忘的过去，

看到了我们曾经的清风白露，夜晚黄昏。

记事本

如今难觅“蚂蚱笼”
王增林

放学了，一大群孩子围着街角一个小摊，迟迟不

肯离开。近前一看，原来是一个小贩，在卖竹皮蚂蚱。

这些手工做的蚂蚱，颜色碧绿，振翅欲飞，形态生动，

栩栩如生。

上前买下了一个给孙女，孙女玩得爱不释手。我

告诉她：“我们小时候，在地里抓的蚂蚱，个个活蹦乱

跳。那时候我们不光捉蚂蚱，还会做蚂蚱笼子。”我这

一说，使孩子充满了羡慕和向往。

看到孩子手中的“蚂蚱”，我便想起小时候跟着

父亲下地捉蚂蚱的经历。

那一次，父亲扛着一把铁锹到玉米地翻地，让我

跟着。时值初夏，地气上升，百虫萌动，草丛中蚂蚱横

行。宋人舒岳祥《十虫吟》里说：“秋田蚱蜢横，暗野如

飞蝗。”其实不要等到秋天，初夏时节，地里已经满是

蚂蚱了。

父亲忙着翻地，我则奔前跑后，四下里捕捉蚂

蚱。捉到一只，就送给父亲辨认，然后用“巴地草”扎

起来。父亲一边挖地，一边告诉我这些蚂蚱的不同名

称。身子粗短、腿上毛刺坚硬的，是“油葫芦”；身体颀

长匀称、蹦跳得最远的，是“磕磕香”；还有扛着两把

大刀，整天忙着干架的，是“砟螂”；一种触须老长、个

头扁圆的，叫“破竹子”。这“破竹子”最特别，晚上天

黑以后，能发出响亮的“吱吱、吱吱”的叫声。

不大一会儿，我便捉到了好几只“俘虏”，父亲抬

头看看太阳，说道：“现在我们就收工回家，帮你做蚂

蚱笼子，把这些东西养起来。”

到家后，父亲从草堆上抽出一把柔软的小麦秸

秆，又找来一段芦柴。他先把芦柴剪出一拃长的两

段，用棉线绳绑扎成十字，然后编织笼底。接着，他把

一根根剪下的麦秸末梢，分别插进芦柴棍顶端的孔

洞，逆着时针方向折转，一根压着一根，最后在顶端

收口。不大一会儿工夫，一只蚂蚱笼子就做好了。仔

细看看，这笼子下粗上细，旋转着上收，活像一只麦

草做成的海螺。笼子非常精巧，在任何一个位置，推

开相邻的两根麦秸，笼身都会咧开一道口子。把蚂蚱

放进去，再轻轻一合，蚂蚱就关牢了。

接下来，他便让我试着自己做笼子。他在一旁手

把手地教，我则一步一步地学。尽管比他慢了许多，

最终还是顺利地收口。不过，我做的笼子，经不起细

看，麦秸的接头处，比他做的粗糙很多，海螺状的造

型，也不如他做的周正。

一切停当以后，父亲便将蚂蚱装进笼子。蚂蚱装

进笼子后，在里面跳跃腾挪，发出“扑扑啦啦”的声

音。到了晚上，“破竹子”不甘寂寞，发出连续不断的

“吱吱、吱吱”的叫声，引来了邻居家几个孩子围观。

那时候，乡下孩子没有什么玩具，父亲教我做蚂蚱笼

子，表现出从未有过的仔细和耐心，也许他觉得，田

里活计再忙，也不比孩子的快乐更重要。

现在的孩子，只能在图片上认识蚂蚱，只能在玩

具店里买一些塑料蚂蚱了。生活一天天精致，玩具也

多得目不暇接，但乡下的田野之趣，却与孩子们渐行

渐远。仔细想想，生活就是这样，有得有失，难得两

全。当然，有机会时利用假期，带着孩子到老家多呆

上几天，还是能好好补上接触乡野、接触大自然这一

课的。

SHI GUANG

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协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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