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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下田畴俨然的白塔村

几年前深秋的一天，我们忽

生游兴，都说桃源洞是个好去处，

一下便直奔炎陵。

阳光灿烂，清风徐来，乘着满

怀兴致，踏着脚底石阶，循着黄菊

浓香，醉听流响飞鸣，真是一种绝

妙的享受。

曾记得到贵州赏天仙桥瀑布，

是从源头出发，沿水下行，随瀑而

走，瀑流愈来愈壮观；桃源洞之行，

则是逆瀑而溯，随山路而进，愈进

愈奇特，景致格外吸引眼球。

入目即为珠帘瀑布，一水从

高山凹处倾泻而出，扯开十丈白

练，抖落一山珍珠，遇石而激而

碎，一波而三折，有如三叠泉，飞

花溅玉，层次清晰，让人不禁神

往，欲穷其源。

路转神移，但见山高林密，异

鸟歌鸣，怪花竞放，流水潺潺。突

然哗声大起，人已在桃花桥上，桃

花桥横贯激流之上，最是观景佳

地。其上流瀑水冲刷涌滚，破山而

走，两岸水激，时有巢洞，类似乐

器的共鸣箱，演奏出不同风格的

山水清籁，悦人耳目，不得不佩服

自然的神工妙理。正面而视，瀑流

飞荡高歌，激情四溅，仿佛是好客

仙子奔涌来迎，我们心中不禁自

生一种感动。或是我们的造访激

活了它的神经，集千万年的活力

一朝散发，有如风赶白云，齐来桃

花桥下，与我们直面而谈世间的

潮起潮落，人间的缘去缘来。

我久久驻立于桥上，感觉到自

己真的缘分不浅，得见了桃源洞的

魂——那就是山的奇伟，水的灵

动。水到桥下集结，蓄力盘旋，跌入

深深的黑龙潭，传说潭乃龙池，内

隐黑龙，每到干旱时节，即作持行

云布雨的壮举。对潭注目良久，发

现潭面宽阔，夹于两山之间，却不

显瘦小；潭水墨绿，乃知水深幽处

得韬光养晦之机，真是受用无穷。

不由得诗从心来：“水喊山呼号令

来，千军万马将军台；四面埋伏声

浪起，清幽深处隐雄才。”

桥边立有叠字诗碑，饶有兴

味，人来人往，揣度沉吟，各有所

得，诗云：“牛郎织女会佳期，月下

弹琴又赋诗；寺静惟闻钟鼓響，音

停始觉星斗移；多少黄冠归道观，

见机而作不忘机；几时得到桃源

洞 ，同 彼 仙 人 下 象 棋 。”诗 碑 以

“牛”字逢中，顺时针方向回环而

读，诗的下一句开首之字皆取上

一句最后一字的半边，形式新颖，

妙趣横生，乐趣自有。诗亦可看作

桃源洞的活招牌，真是不入实境，

焉知诗境？一入诗境，俨然自己就

是桃源中人。

过桥即入山径，崎岖蜿蜒，瀑

在脚下约五丈开外，訇然砉然，隆

隆作响，震耳欲聋，摄人心魂，人行

道路上，肃然不已。峰回瀑转，各有

奇观，时见水激石穿的洞中瀑；山

石阻道而成的分叉瀑；溶洞中释然

而出的冲天瀑；三水齐注的天女散

花瀑；更有神龙飞瀑凌空而降，坠

入千丈深崖，水花溅处，青山着色，

崖底水雾腾漫，实乃仙家之居。一

路看来，真个是“峰回路转飞流景，

目眩神迷动地诗；一水欢歌轻世

界，山中冷暖我先知。”

山，难登其极；水，难穷其源；

人，难尽其兴。始信山外青山楼外

楼，人生永远有追求。归来多日，犹

自梦桃源，与友频语，明年约再游。

正是人间四月天，各种深浅不一的绿点染在大路

两旁、村前屋后、田间地头和不远处一座接一座的山

上，满眼都是绿意葱茏，清新灵秀。东南风带着饱满的

水分子，带着花草香，一阵一阵地拂过来，叫人无处不

妥帖，无处不舒爽。

茶陵县火田镇白塔村一角，人们坐在自家院子里，

忙着家务或闲聊。他们说着三八区方言，眼睛里满是淳

朴和实在。看到游人，他们会热情地邀对方进屋，献上

一碗本地特有的芝麻茶。院子里有树有草，有花有果，

鸟雀在檐下叽叽喳喳闹得很欢，花蝴蝶翩翩而来又翩

翩而去，鸡在墙边觅食，猫儿狗儿在身边嬉戏玩耍，好

不惬意的一幅农家闲适图……

相比“白塔村”这个田园味十足的地名，当地人更

喜欢称这里为红色农场，开国将军龙开富就从这里走

出，用自己的英勇和智慧，为国家和人民立下了赫赫战

功。在这个初夏的晴好日子里，我们一行走进将军故

里，探寻这一方热土的历史和文化，以及凝聚在数千年

时光里的点滴变化。

（一）

白塔村位于茶陵县东北部，历史悠久，建制可以追

溯到秦。汉武帝元朔四年（前 125 年），长沙定王刘向之

子刘欣被封茶陵侯立国时，就选在村西部矮山地带建

立茶王城。与茶王城一山之隔的矮山上曾有一座白塔，

传说白塔是茶王城的风水镇守之塔。因茶王城建好后

诸事不顺，尤其是无嗣之事让茶王忧心烦恼，后听信风

水先生“西山太高东山太远”的言论，设塔弥补以求平

衡。此外塔身设计为白色，旭日东升时能够映其辉光，

图求吉祥。但茶王无嗣之事未能避免，最终因为无嗣，

侯国降格为县。也有一说认为白塔与南边一经堂里一

个叫尹真玄的道士有关，尹真玄的故事在本地流传甚

广，几乎无人不知，而白塔即是尹真玄为茶乡民众祈福

做法的神坛。白塔村也由此而得名。

白塔村地理位置优越，正处茶乡中心区域。炎帝神

农氏在罗霄山脉景阳山尝百草时发现茶叶，因而景阳

山又叫茶山，发源茶山之水谓之茶水，茶水流经的区域

谓之茶乡。茶乡四周林立着皇雩仙、邓阜仙、泰和仙、霹

雳仙和卧龙、大龙、白龙、岩子龙等四大仙四大龙，好山

好水把这块区域氤氲得清俊毓秀，灵气十足。铸就了茶

乡人“其性决烈而劲直”、“直而不屈”的个性特征。这里

与江西接壤，从江西移民过来的居民带来先进的中原

文化和闽赣文化，与本土文化相互交流渗透，促进了本

土文化和农耕技术的繁荣发展，进而酝酿成“农勤于

耕，士勤于学”的吃苦耐劳、坚韧不拔、勇于担当的“茶

陵牛”精神。科举制度下茶乡共有进士七十多人，其中

不乏状元、榜眼、会元。他们怀着“修身、齐家、治国、平

天下”之心，勤政为民、廉洁奉公、刚正不阿、洁身自好，

如同群星闪烁，光耀茶乡，激励后来者前行。

九十多年前，白塔村一个叫龙开富的青年，为了信

仰和大义，参加了工农革命军，上井冈山后成为毛泽东

的警卫员，并在他身边工作了 18年。除了保卫毛主席的

安全，龙开富还有一项重要工作——当挑夫。当其他战

士背着枪、拿着刀与敌人斗争时，一对皮箩、一根扁担

成为龙开富的标配。皮箩一头装着前委的文件、印章和

底稿，另一头装着毛泽东的文稿和书籍，可以说是当时

前委的全部家当。龙开富深知这副担子的重要，无论情

况多么危急，急行军多少里路，哪怕是最为艰苦的长

征，他始终与这两个皮箩形影不离。最终他以忠诚、勇

敢、担当的“挑夫”精神，从一名“挑夫”逐步成长为开国

将军，赋予了这块土地别样的色彩和意义。从此，红色

就根植于白塔村的血肉和灵魂，成为白塔村的生命色

和文化色。

如今，这对皮箩被安置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

馆里，接受后人的瞻仰。但龙开富后代心中的那根扁

担、那对皮箩一直扛在肩上，从没放下，长征“挑夫”精

神激励他们无论在什么岗位上，都要努力挑好重担。

龙开富将军的故居就在离村部500米的地方。这是一

栋砖瓦结构的两层民居，简朴宁静而不乏庄严。室内墙上

以图片和文字回忆的方式展示了龙开富将军的生平事

迹，以及“挑夫”精神对后代的激励和影响。如今，将军故居

已成为全县青少年重温历史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二）

如果说龙开富将军用“挑夫”精神谱写了一位开国

将军的壮丽篇章，村支书刘水龙则用行动书写了一位

村干部的改革佳话。

1958 年，由王震将军命名的国营红色农场建在白

塔村这一带，农场下辖四个分场，白塔村属于一分场。

农场自建立以来，在上级农垦部门的支持下，加上职工

勤劳艰辛的付出，一直保持农业典范的领先地位，从一

个以畜牧业为主向种养加多种领域渗透的综合性农

场，许多农业先进技术都是在农场先行试点推广的。上

世纪六十年代养过羊喂过马，七十年代种过甘蔗熬过

糖。八十年代开发“万亩橘园”，成为南方水果市场上的

重要品牌，后因树龄老化，市场疲软，多次更换品种，甜

橙、脐橙、沃柑。九十年代在“大包干”环境影响下，农场

的整体发展速度减缓，许多基础设施逐渐废弃。

2005年，红色农场撤并到了火田镇，一分场白塔村

成为镇内一个自然村。农场与省市农垦系统的联系少

了，村“两委”又像一盘散沙，年轻人早已辞别家人开启

了南下打工的寻梦之旅，万亩橘园缺乏系统的管理，白

塔村失去了往日的光彩，从一个先进村变成了毫不起

眼的普通村。

眼看着别的村旧貌换新颜，眼看着别的村民过上

幸福日子，村民们着急了，村里急需一个致富带头人。

大家想到了出生本土在外创业的刘水龙，一个凭着勤

劳、敢闯敢拼敢干的精神而功成业就的人士，希望他能

回来带着白塔村走向富裕之路。

站在生他养他的故土上，面对镇领导几番邀请，面

对父老乡亲淳朴真挚的眼神，刘水龙毅然挑起了这副

重担。

2014年，刘水龙成为白塔村的村支书。趁着脱贫攻

坚与乡村振兴的春风，他带领着村干部攻坚克难，夯实

农场基础设施。将闲置的土地、山林、房屋等资源整合

流转给村集体，入股筹资建立公司。让资源变资产，资

金变股金，农民变股民，这样村集体和村民都有了稳定

的收入。

作为将军故里的村支书，刘水龙没有忘记自己是

一名光荣的党员，为了让龙开富将军的“挑夫”精神代

代相传，他四处奔波，向上争取资金，完善将军故居设

施，将故居打造成全县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同时，依托

村里红色文化及柑橘产业独特的资源优势，把红色文

化、历史文化与乡村产业、自然生态环境等元素充分融

合起来，推进柑橘、油茶基地建设。

培育文明乡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刻不

容缓。村里打造了乡村文化广场，组建了文艺队，开展

喜闻乐见的文体活动。遇上春节、清明节、重阳节等重

大节日，歌舞、小品、三句半等本土自编自演的节目，轮

番上场，歌扶贫、颂党恩、赞生活。此外，篮球队、腰鼓

队、老年文化娱乐宣传队等也相继成立，既提高了文化

软实力，又让农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2022 年，为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做好

2022 年“三农”工作扎实推进乡村振兴的意见》等文件

精神，白塔村积极响应县委、县政府政策，大力推进幸

福屋场创建工作。

为村民办事，刘水龙无私也无畏，但没人知道他面

临的难题，那便是资金问题。

资金从哪里来？思来想去，他决定发动大家为家乡

出资出力。他又一次带头捐款，并说服在外创业的、工

作的白塔村人纷纷捐款，留守村民或捐款或出劳力。创

建工作一启动，村支两委迅速成立领导小组、建设管委

会和义工队，采取多渠道多方式进行宣传和引导，如召

开村民动员大会和走访村民等工作，通过讲解政策、解

疑答问等方式获得群众的参与和支持，在村里集中连

片清垃圾、清淤泥、清杂物，并在房前屋后建成小庭院、

小菜园、小果园（三清三小）。

功夫不负有心人，旧房子拆的拆修的修了，垃圾

分理了，自来水进屋了，污水处理了，菜园子生机勃勃

了，白塔村又脱胎换骨，傲然走在了时代舞台的前列。

“黄发垂髫，并怡然自得”，它焕然一新的面貌让久别

在外的游子欣慰不已，也让我们这些游客们赞叹和羡

慕不已。

离开将军故居，我们去往百亩柑橘生态园基地。一

路上，只觉视野开阔，古树成群成荫，油菜地成片成林

成气势。山冈上，矮坡间依然能见到上个世纪常见的两

层红砖青瓦房，这是红色农场留下来的建筑，点点滴滴

都是年代感和沧桑感，仿佛在向我们诉说着农场当年

的辉煌岁月。

转过几道弯，来到柑橘生态园基地。蓝天下，满山

满坳的柑橘正开着星星点点的花，新鲜的泥土气息混

合着馥郁的花香，随风四处游荡，深深吸几口，醒脑提

神，只觉天地清明，万物洁齐。村支书指着一棵棵柑橘

树，如数家珍，向我们描绘着产业发展的前景。这位白

塔村的汉子，站在这块他从小就熟悉的土地上，目光笃

定，精气神里有种昂扬向上的姿态，这是一名村干部应

该有的风度和姿态。这种姿态让我们对白塔村更美好

的未来满怀希望和信心。

忆桃源洞之行
李 安

白塔村
将军故里的前世今生

张冬娇

▲位于白塔村内的龙开富将军旧居

▲山上重修的白塔

奶奶去世前的下午，我清清

楚楚地看见了她的布袋。以前奶

奶一直把布袋拴在腰间，偶尔从

里面掏一颗糖亦或给我点零花

钱时，我偷偷瞄过几眼，袋子用

灰色的布缝制，袋口穿了一根红

线。从我记事起，就固执地认为，

袋子有神奇的魔力，做梦都想拥

有它。

那天我家小院人异常多。我

站在坝子中间，瞧见远处的红玫

瑰低垂着头，枝干蔫耷着脑袋，零

落的花瓣翻卷在泥地里，我心里

低沉地隐隐作痛。前两天我在学

校上课，总感觉心里慌，下课后赶

紧到邮局给父亲打电话，父亲支

支吾吾告诉我奶奶生病了。我不

顾父亲的反对，请假连夜乘车赶

回家。

母亲在奶奶房间进进出出，父

亲面色凝重地在门前徘徊，我的心

怦怦直跳。直到父亲向我招招手，

我迈着沉重的脚步走到房檐下：

“进去看看吧。”父亲的声音像一把

重锤敲得我难受，跨进门槛，我惊

呆了。床已立在墙边，奶奶斜躺在

地铺上，母亲把手指放在嘴边，向

我努努嘴，我瞬间明白了她的意

思。我蹲下身子，奶奶半睁着眼，手

抖抖擞擞地从怀里掏出布袋，布面

反射出油光，父亲从奶奶手里接过

来，在里面抽出一叠零碎纸票，父

亲转过身交给我：“这是给你的。”

我眼里盈满泪光，拼命地摇摇头，

父亲愁容满面，嚅嗫道：“拿着吧，

我们都有，你婆几天前就分好了。”

我转身冲出房间，望着蔚蓝

的天，眼角的泪顺流而下。这时奶

奶好像笑吟吟地翻着布袋，站在

我面前：“来来小芳，想吃什么给

婆婆说，我给你买。”奶奶性格温

和，虽然裹着小脚，牙齿几乎落

光，但并不影响她每天乐哈哈地

在小院子忙里忙外，每次放假回

家，奶奶总会亲自下厨给我做最

喜欢的粉丝炖白菜。

想到这儿，我又跑进奶奶房

间，我轻轻地靠近她，在她耳旁

说：“奶奶，你自己练下腿劲，我给

你买了一个佛坠，放到袋子里，你

加油，等身体好了，我带你到县城

去逛逛。”奶奶的手青筋凸现，把

布袋放在胸前，使用全部的力量，

抬起双腿。我拉着奶奶的手，久久

不愿放下。

许多年过去了，奶奶的布袋

挂在遗像前，每次回乡下小院，用

手轻柔地擦着蒙在上面的灰尘，

想起前几日有个新郎念起给外婆

的信，希望外婆来参加婚礼，现场

真的飞来一只蝴蝶。此时我在布

袋里种下心愿：让布袋里的神奇

力量伴随我跨越千山万水，克服

生活中的重重磨难。

真情 奶奶神奇的布袋
刘 茜

旧事

我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学校新来了一位年轻的

音乐老师。她教全校的音乐课，是刚从师范学校毕业

的，十八九岁的年纪。学校的老师和学生都叫她“小小

老师”，我不知道是因为她的名字叫“小小”，还是因为

她看起来小小的，像个学生似的，总之大家都叫她“小

小老师”。那时候，学生不敢问老师的名字。

小小老师看上去年纪小，可她教音乐课很有一套，

歌也唱得特别好听，学生都很喜欢她。那次的音乐课

上，她教我们唱《小螺号》：“小螺号，嘀嘀嘀吹，海鸥听

了展翅飞……”没有任何乐器伴奏，小小老师的歌声足

以把我们征服。她范唱的时候，我们个个听得入了迷，

我同桌的男生脖子伸得老长。

有个调皮的男生突然问：“小小老师，什么叫小螺

号？小螺号是什么样子的？”小小老师笑眯眯地说：“小

螺号就是用海螺做成的号角，海边的孩子都见过，它发

出的声音特别响亮。小螺号跟小喇叭似的，它的样子有

点像一只拉长的蜗牛壳，上面还有颜色呢，很漂亮的

……”说着，她还做出吹小螺号的样子，嘴巴里发出一

种好听的声音。我们喜欢的这位音乐老师，不仅歌唱得

好，模拟声音也妙趣横生。我们这些生活在平原的孩

子，从来没见过海，不知道大平原之外还有江河湖海。

在小小老师生动地描述中，我的心仿佛长了翅膀一样，

飞到了幻想中的海边：小螺号的声音清亮动听，海滩、

海水、浪花、海鸥，这些遥远而神秘的事物，在我脑海中

有了雏形。

我在跟小小老师学唱《小螺号》的时候，想象着自

己站在海风吹拂的海边，吹响了一只漂亮的小螺号。我

唱得特别努力，老师还夸我的表情特别好，说唱这首歌

的时候要笑微微的，很开心很幸福的样子。我被老师夸

了，唱得更起劲了。

让我们没想到的是，几天后小小老师把一只真正

的小螺号带到了课堂上。那只小螺号果真像她说的那

样，像小喇叭和蜗牛壳，不过比小喇叭和蜗牛壳好看多

了，上面还有浅褐色的斑点，真漂亮。老师吹响了小螺

号，教室里立即回荡起响亮的号音。我们兴奋极了，都

跃跃欲试，想要吹一下小螺号。小小老师把小螺号的

“嘴巴”在水里洗了一下，给我试吹。不承想我吹得太用

力，发出的声音太大，把自己吓了一大跳。不过我是真

激动啊！我按捺住激动，缓缓吹响小海螺。那声音，简直

让我陶醉了。我吹过之后，老师再洗一下小螺号，让下

一个同学吹。我们班 16个同学，每个人都吹了一次小螺

号。最后，老师把小螺号吹得有了节奏和曲调，真好听。

那堂课，班里成了欢乐的海洋。老师告诉我们，小螺号

是用真正的海螺做的。原来，海螺的样子那么漂亮呢，

海边一定更漂亮吧？大海是什么样子呢？

六一儿童节的时候，我们班表演的小合唱就是《小

螺号》。所有的同学都按照小小老师教的那样，笑微微

地唱，很开心很幸福的样子。《小螺号》从此牢牢地在我

心里扎下了根。

当年的小螺号，是小小老师在我们心中种下的“诗

和远方”的种子。因为老师的引领，我有了探寻外面世

界的愿望。在大平原的尽头，是山吗？山的那边，是海

吗？海边一定有不计其数的漂亮海螺吧？吹响小螺号，

世界就大了，心也就开阔起来了……

岁月深处的《小螺号》
马 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