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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大院龟龙窝的“奇”
黄湘玲

第二次到云上大院的时候，我惊异于龟龙窝的奇。

龟龙窝是一个高山茶园，同时还是避暑胜地，位于罗霄山

脉东南边陲，和井冈山一脉相连，海拔约 1650—1800米之间，

夏季最高温仅29摄氏度。7月10日，我和甜姐等一行4人，自市

内出发一路驱车到了这里，住在“良宇农家”。第二天是头伏，

我和甜姐就近到街上逛逛，路过知青印记后，见到一制茶厂，

抬头一看，门口贴有“龟龙窝制茶厂”招牌，我们大模大样地走

进门，只见室内有工人在忙着制茶，便轻声问：“我们想买你们

刚做的茶，卖吗？”马上有人回应：“卖！我这就请老板过来。”不

到几分钟，来了位憨厚的大汉，他便是茶厂的总经理龚总。龚

总引着我们到了对面的茶室，仔仔细细地为我们泡上红茶、乌

龙茶等，我们认认真真的一边品着，一边听他介绍着，同时斗

胆邀请他第二天凌晨领我们到茶场看日出，想不到龚总很爽

快地应承了我们，并建议我们清晨4:30出发。

回去午餐时，我们正兴致勃勃地讨论着看日出计划，邻

桌的白云夫妇听到后异口同声地说：“我们为看日出跑了 3

回，回回都没看到，建议你们还是取消看日出计划为好。”我

回道：“都已经约好了，哪能爽约啊，得按原计划进行才好。”

就这样，为观日出，我们起了个大早，车灯在黑夜里闪耀着，

一路向东，车行十多分钟后，黎明前的曙光渐渐显现，尤其是

那抹淡淡的粉红很是迷人，我们一路听着龚总介绍茶场，一

路看着车窗外淡淡的云彩，不知不觉便到了玄天台。自清晨

5:12 开始，我们一边细细地观赏着日出，一边认真地抓拍着

彩霞。此时，晨光渐显，万物沉浸在宁静的氛围里，彩云穿梭

于山水之间；只见那高山茶园披着云裳，与绵延的群山一道

迎接朝霞；云霞越来越美，时而是万里霞光，时而是曙光辉

耀，慢慢地慢慢地太阳爬上了东边的茶山，刚露了大半张脸，

不到一分钟天便已大亮，此时才 5:46 分，这会儿方明白龚总

坚持请我们早点出发的缘由。回程时，路遇一对年轻夫妇，年

轻小伙有些失望地对我们说：“你们这就看完日出了？我们赶

不上了吗？”甜姐俏皮地回应：“能看到早上的大太阳！”回顾

观日出全程，回想白云夫妇几回都看不到日出，细细推敲，主

要是因为东面的茶山太高，遮挡了部分阳光所致，古语云日

出东方，有高山在前，我们在山后观日出自然不太方便；同

时，经反复推敲，深知高山日出转瞬即逝，顿觉时光之匆匆，

半点也不等人，这是龟龙窝的第一奇。

龟龙窝里有个大大的池塘，池塘附近大大小小有三栋

房子，我们的车在附近的路边停了下来。龚总带我们近距离

观看他们的茶园时，只见他总是低头在茶叶上寻觅着什么，

我们好奇地问：“你这是在找什么宝贝吗？”他神秘地笑着

说：“让你们说对了，我真的在找宝呢。”甜姐兴奋地问：“什

么宝？找到了吗？”龚总高兴地喊着：“找到了，找到了，快看，

这片茶叶上有个小绿叶蝉。”我们异口同声道：“小绿叶蝉，

还是第一次听说，我得看看。”顺着龚总的手势，我们见到了

绿绿的茶叶上，趴着一个如芝麻大小的绿绿的蝉，小模小样

甚是迷人，甜姐又问：“小绿叶蝉有什么用呢？”龚总耐心地

解释：“小绿叶蝉因啃咬茶树嫩叶，一方面会导致茶叶减产，

另一方面，被它啃咬过的茶叶，采摘自然阴干后会有微微的

甜香，经晒青、萎凋、摇青、揉捻、发酵等工艺，将其制成乌龙

和红茶后，成品有股淡淡的蜜香味，和现在市面上的‘东方

美人’质地相当。”说罢，龚总摘了一小把茶叶放进上衣口

袋，我们也学他摘了一小把放在防晒衣袋里，随后，我们也

觅到了小绿叶蝉。回去后，我和甜姐继续兴奋地谈论着小绿

叶蝉，那迷你的小模样令人喜爱，那淡淡的清香令人回味无

穷，这是龟龙窝的第二奇。

龟龙窝全景怎样？为何取名龟龙窝？龟龙窝有什么来历

和传说？我三问龚总，龚总一脸茫然地回答：“这些我还不知

道呢。”我很惊讶，接着提示和提问着：“既然名为龟龙窝，里

面肯定有像龙如龟的山体，像龙的山在哪儿？如龟的山又在

哪里？这些可是龟龙窝的灵魂啊？我们得设法找到才好。”龚

总认真地思索了一会儿后说：“想起来了，三年前有个朋友发

了卫星图给我，有几座山很像乌龟。”说罢，不一会儿他便找

到了卫星图，我们仔细研究后决定再探龟龙窝。7 月 14 日傍

晚，龚总同时还邀请了万总和小赖两位朋友，他们拿专业相

机，带无人摄像机，和我们一起再访龟龙窝。

按图索骥，我们很快到了最佳观赏地，找好位置后，只见

四面群山环绕，抬头望天，浓密的白云层层叠叠，洁白纯净，

宛如白色的云海，低头探龟，只见一大一小两座山相连着，为

驱虫，山上插满了金光闪闪的小黄板，远望像极了一只巨大

的金龟，静静地趴在池塘边。我一边掏手机一边想，这么妙的

景色，要是山上再来点白雾那该多美，打开手机拍照时，想不

到茶山上真的开始起白雾了。随后，我一边兴致勃勃地欣赏

着茶园美景，一边认认真真地拍摄“金龟”。只见绿绿的茶梯

在山上盘踞着，一层又一层，首尾相接，宛如群龙牵手，还有

那远处池塘边，似有只大金龟慢慢地在爬着，心想，如此美妙

的情景该取个什么名好呢？我想起用“神龟探水”来形容很是

贴切，高兴地对他们说：“池塘边连着的一大一小两座山，特

别像神龟探水，是吗？”龚总欣喜地说：“神龟探水，太像了！”

万总思索了一会儿说：“是像神龟在探水，但没有体现茶园和

茶叶特色，结合我们昨晚查阅的很多相关资料，据说，在康乾

盛世，这里曾经是‘天堂贡茶’的原产地，我看用‘神龟上的贡

茶’是不是更理想？”

回程的车上，我们兴高采烈地继续探讨着水边的金龟，

最后大家一致认同从景观的角度思维，用“神龟探水茶园中”

来形容此时此地此景更为贴切。那“神龟探水”美景着实令人

惊喜，这是龟龙窝的第三奇。

三代人的
泡泡乐

庄艺瑾

阳光正好，微风不燥。朋友精

心挑选的一把西洋剑造型的泡泡

棒，以其别致的外形很快就俘获

了女儿的芳心。一岁多的她像极

了一只追逐彩蝶的小鹿，在门前

的空地上欢快地奔跑着，去追赶、

去触碰一个又一个绚丽的泡泡。

“哇！”女儿兴奋地叫着，小脸

蛋泛起了红晕，眼里闪烁着好奇

与快乐。她时不时把泡泡棒拿在

手上挥舞、转动，那模样，活脱脱

一个手持金箍棒准备大闹天宫的

孙猴子，真是顽皮又可爱。

没一会儿，一瓶泡泡液就见

底了。眼见她对泡泡如此痴迷，我

便尝试用家里的洗洁精和清水自

制泡泡液，希望能延续这份快乐。

结果，事与愿违，一甩，水滴四溅，

却不见一个泡泡的踪影。我皱了

皱眉头，正懊恼着，爸爸走了过

来。他接过我手中的“失败品”，再

次踏入厨房。

不一会儿，爸爸带着一瓶新

调的泡泡液归来，脸上洋溢着孩

童般的得意与期待：“再试试！”我

半信半疑地甩动泡泡棒。这一次，

结果截然不同。风一吹，一个个硕

大的泡泡便仿佛得到了命令，排

着队优雅地飞向了蓝天。女儿的

小脸上洋溢着惊喜与满足，她拍

手欢呼，我也忍不住跟着鼓掌。爸

爸得意极了：“泡泡水啊，要加点

醋才更容易成形。吹泡泡嘛，简单

得 很 ！你 小 时 候 我 不 也 常 陪 你

玩。”爸爸的话语如同一把钥匙，

轻轻打开了记忆的大门，那些关

于泡泡的温馨画面如潮水般涌

来。

那时候可没有风车泡泡机、

泡泡风扇等这么多花样百出的泡

泡玩具，只有一根短小的吹泡杆，

有时甚至就是一个自制的小圆

环。我们鼓着腮帮子，撅着嘴使劲

吹，比赛谁吹的泡泡大。那时的

我，常常因为掌握不好技巧而沮

丧，但爸爸总是耐心地在一旁指

导：“吐气放缓，吹得轻柔一些。不

要凑太近，试试调整跟吹泡杆的

距离。”他的鼓励和陪伴，让我度

过了一个又一个快乐的下午。

如今，记忆中的画面和眼前

的一幕重合在一起。只是主人公

从我变成了女儿。爸爸依然像当

年那样耐心地教着女儿。他弯下

腰，轻轻地握住女儿的小手：“来，

宝贝，像这样甩动泡泡棒。”教她

如何让泡泡飞得更高、更远。女儿

模仿着阿公的动作，虽然笨拙，却

充满了乐趣。她的笑声清脆悦耳，

如同银铃般在空气中回荡。爸爸

的脸上也洋溢着满足与幸福。

看着爸爸和女儿玩得如此开

心，我的心中涌起一股暖流。这些

泡泡不仅承载着女儿的快乐，也

承载着我童年的温情，更承载着

爸爸对我们的爱。它们就像一座

无形的桥梁，连接着三代人的情

感，传承着这份浓浓的亲情。在泡

泡的海洋中，我们共同编织着属

于这个家庭的幸福与美好。

香水渡，现在看来也许就是一个普普

通通的小地方。可是，穿越历史的烟云，

可以发现，这里曾经是一个很有知名度

的古渡口。千百年间，湘赣周边区域和南

来北往的人们都见证过它曾经的荣耀。

“醴陵有个香水渡”，多少人曾经对它津

津乐道，慕名神往。这不仅仅是因为它有

一个好听的名字，更因为这里有着悠久

的历史传说，同时还曾经是一个区域性

的交通枢纽。

香水渡，位于醴陵东部王仙镇香水

村。渌水的第二大支流澄潭江在这里缓缓

流淌。曾几何时，人们挑着货担，推着土

车，将夏布、鞭炮、粮食，以及各种农产品

源源不断地运送到这里，然后装到帆船

上，再发送到遥远的地方。外地各种商品

通过船只也不断进入这里，造就了这个古

渡口的热闹喧哗。

岁月虽然带走了沧桑过往，却也留下

那一串串难忘的记忆。

春秋时期，五霸之一的楚国遭吴国攻

伐，国君楚昭王弃都逃难，相传途经醴陵

香水渡，打捞到一种水中的植物——萍

实，发现其个头大，味道甜美，于是用来果

腹充饥，度过了艰难时光。孔子知道后说，

此物有复兴之兆，大吉。不久楚昭王便率

领楚军打回郢都（今湖北荆州市），成功复

国。后来想起此事，楚昭王令人每年正月

十五煮此为食，以此怀念捞萍实的往事。

汉代刘向在《说苑·辨物》说：“楚昭王渡

江，有物大如斗，直触王舟，止于舟中。”昭

王大怪之，使聘问孔子。孔子曰：“此名萍

实，令剖而食之，惟霸者能获之，此吉祥

也。”后遂以“萍实”谓甘美的水果。清代地

理著作《方舆纪要》卷 87 记载说，“醴陵香

水渡，为楚昭王渡江得萍实处”，正是这段

往事的佐证。清代诗人曹国彦《香水渡》诗

云：“萍实今何在，名留古渡长。霸图无处

觅，风雨哭昭王。”也是说的这个故事。

岁月流转，唐宋以后，以农耕为本的

醴陵东乡居民在农闲时又多了一门制造

鞭炮的活计——自爆竹祖师李畋发明创

造鞭炮以后，邻近的白兔潭、浦口、王仙等

地逐渐形成一定规模的鞭炮产业制造。然

而，大量的手工产品不能只是自产自销。

当走南闯北的人们发现了商业秘密以后，

便开始有意识地组织货物进行对外交流。

众所周知，古时交通主要依托水路。于是，

澄潭江沿线便出现了白兔潭、普口市（今

浦口老街）等多个渡口，而位于澄潭江下

游的香水渡则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显赫

一时。这里离醴陵城仅仅 30 里，距离澄潭

江与渌江汇合处的双江口也只有 10里。于

是，商人们更加青睐这种离产地近、且行

船方便的渡口了。彼时，香水渡总是熙熙

攘攘，热闹繁忙。江面帆船穿梭，迎来送

往，展示着古渡口的特殊魅力。

到了明朝，香水渡的名气更盛了。社

会生活稳定，经济恢复发展，使渡口的功

能作用进一步显现。除了日益频繁的人流

物流外，这里还增加了一些慕名而来的文

人墨客。一座颇有气势的飞云阁临江而

立，分外显眼，更是吸引了各地人们前来

观赏。伴随着日夜奔流的澄潭江水，飞云

阁见证了香水渡的一段历史。翻开典籍，

诗人们歌咏香水渡飞云阁的诗文还真不

少。随意抄录几首，便是余韵绵绵：

《香水渡飞云阁》
（明）赵士贤

极目湘云一片飞，欲随孤影落庭闱。

长天积水情无限，彩服霞觞愿久违。

南国老亲方远梦，燕山游子立斜晖。

梁公盛绩何人继，粉署高风百世稀。

《题香水渡飞云阁》
（明）罗钦顺

湘水遥遥路几千，宦情常被白云牵。

悠扬绿树青山外，怅望高台落照边。

秋影淡分离菊艳，晴光浓映背萱妍。

双亲寿考应无极，况有封章下九天。

《香水渡飞云阁》
（明）秦 舍

白发高堂万里家，孤云南望楚天涯。

江含暮色烟中树，山叠秋光雨后花。

感遇梁公惊客梦，赋归陶令惜年华。

凭君缩取称觞地，五色斑衣照紫霞。

而今，随着陆路交通的全面发展，河

运和渡口的功能性作用已经是风光不再，

甚至逐步淡出人们的视野。如今的香水渡

完全恢复了宁静的田园风光，往来穿梭的

帆船早已没有了踪影，熙熙攘攘的人流也

成了遥远的记忆，飞云阁则被历史的风雨

毁弃，了无痕迹。

当然，没有了往日的喧闹，但这里却

拥有今日的安适与富足。这里的粮食、蔬

菜、鞭炮等地方特产依然享有盛誉。一个

全新的香水农庄展示了现代农业的风貌。

当地居民早已迈向小康富裕的生活。而且

这里交通更加便利，随着醴陵城市的东

扩，香水渡与醴陵市的距离由之前的 30里

缩短了一半，距沪昆高铁醴陵东站、沪昆

高速醴陵东互通口也仅仅十多分钟车程。

澄潭江水清澈澄碧，不舍昼夜，奔涌

向前。经过华丽的转身，香水渡由一个知

名的古渡口变成了山清水秀、环境优美、

安居乐业的现代村落。

小时候要找一个不爱看电影的人就

如现在要找一个不爱玩手机的人一样难。

我第一次“触电”时间是 1975 年 10 月

左右，那时我刚上小学一年级。

大概是秋收假过后的某个下午，学校

组织我们观看《闪闪的红星》。当时，小礼

堂的门窗上挂着附近学生带来的用来遮

光的草席。电影结束时，已是夕阳在山。从

电影中走进现实，我们仿佛完成了一次穿

越。从此，潘冬子成了我们共同的偶像，小

木枪、小皮带、红缨枪成了我们的标配。我

们还用红色的语录壳子剪成红五星、红领

章。

“红星闪闪放光彩，红星灿灿暖胸怀。

红 星 是 咱 工 农 的 心 ，党 的 光 辉 照 万 代

……”周末，我们几个发小打扮成潘冬子

的样子，手持红缨枪，唱着《红星歌》，乐此

不疲地玩着站岗放哨抓特务的游戏。

“双抢”结束后，大队会联系公社放映

队到各屋场放电影。湖头屋场放电影固定

在盐铺队的大晒场上。大晒场东高西低，

是个天然的阶梯放映场。

下午三四点左右，当大银幕在斑驳的

西墙上用竹钉钉好的时候，孩子们便搬来

各式各样的凳子椅子抢占黄金位置，大家

以放置放映机的八仙桌为圆心向四周展

开……太阳还没下山，大人们还未收工，

晒场上的孩子们便多起来了。孩子们的目

光全在“圆心”里名叫新娇、小莲的两个漂

亮小姐姐身上：看着她们从箱子里搬出放

映机，看着她们打开大灯反复调试灯光，

看着她们从方形铁盒子里取出片子，看着

她们把片子固定在支架上开始倒带……

太阳终于下山了，天色越来越暗了，

在放映机边上那盏电灯熄灭的时候，电影

开始了。现场安静了下来，只是偶尔有大

人呼唤小孩的叫喊声。

短短的新闻简报结束之后，看着那伴

随着雄壮军乐的红五星放光芒出现在银

幕上，现场顿时沸腾起来了。

有时看到一半碰到下大雨，只好搬到

我们家住的那个老厅屋里继续放映。

鸾山水泥厂建成之后，几乎每个周末

都放电影。傍晚担水时远远看到水泥厂挂

上了银幕，我们便会早早地吃完饭去看电

影，风雨无阻。有一次，我披了块薄膜冒雨

去看电影。回来时，自制的手电筒烧了灯

泡，伸手不见五指，我加快速度往前赶，薄

膜被弄得哗哗响，总以为有什么跟着自己。

《决裂》《青春之歌》《打击侵略者》

是我们在洲家屋看的几部电影，电影情

节完全没记住，只记得《决裂》中那句经

典台词：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讲马尾巴

的功能。

《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是在公社前面

那块草坪里看的。因为去得晚，正面没有

好位置，我们只好站在银幕背面的菜园子

里将就着看。因为要等酒埠江送片子过

来，电影直到晚上十点才开始。深秋时节，

晚上冷得厉害，一场电影下来，孙悟空打

完了白骨精，观众也烧光了菜园四周的竹

篱笆。

我们有时步行七八里，赶到东边铁厂

看电影。那时，东边铁厂很奢侈：冬天放电

影，室内温暖如春。

那时，我们不管哪里有电影都赶，不

管什么电影都追。

我们看《地雷战》《地道战》《南征北

战》，我们看《红色娘子军》《渡江侦察记》

《狼牙山五壮士》，我们看《永不消逝的电

波》《野火春风斗古城》《开枪为他送行》，

我们看《小兵张嘎》《戴手铐的旅客》《冰山

上的来客》，我们也看《野鸭洲》《早春二

月》《青春之歌》，我们还看《追鱼》《画皮》

《李慧娘》《傲蕾·一兰》……

平时几个发小聚在一起，谈论得最多

的也是电影。我们崇拜董存瑞李向阳洪常

青韩英嘎子哥，我们仇恨胡汉三南霸天彭

霸天还有《黑三角》里边的特务婆，我们唱

《洪湖水浪打浪》《边疆的泉水清又纯》，唱

《红星送我去战斗》《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唱《啊朋友再见》《送战友》……

后来，屋场里某人结个婚、某家建个

房子、某某过个生日，也时兴放电影。

读师范时，学校每周组织到电影院看

一次电影。三年下来百来部电影，现在只

记得《老枪》《第一滴血》《火烧圆明园》了。

几十年过去了，至今还记得老厅屋里

放电影两个壮汉奋力踩发电机的样子，还

记得每次换片间隙镜头前的观众投到银

幕上的那些手影，还记得文娱委员发电影

票时，那些春心荡漾的红男绿女们急着换

票的情形……

醴陵有个香水渡
汤鹏天

旧事 看电影
谭光辉

龟龙窝茶园一角龟龙窝茶园一角

真情

香水渡附近，清澈澄碧澄潭江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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