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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全球限量版衣服”
◎符 烨

情绪低落时或者激情昂扬时，稍显无聊时或者忽然自恋时，我都会打开我的一个

个衣柜，一一巡视我的衣衣们，并“宠幸”部分当季的。

并非我“老夫聊发少年狂”，硬要装嫩将衣服说成衣衣，这只是我表达对她们喜爱的一种方式。

无须否认，我从小就是一个爱吃更爱穿的主，好在长大后好吃而不懒做，好“衣”而不恶劳。

感觉我的性格随我爸多一点，虽然我一岁半时，他就远赴黄泉，可基因就是这么神奇。我

从五六岁起就开始指导我妈穿衣搭配，我妈总对我说，这方面我太像我爸；从七八岁起，我对

漂亮的衣服的迷恋就达到依依不舍的程度；十岁后更是爱“作”且会“作”，十三岁那年，我设计

出一款漂亮的蛋糕连衣裙，从供销社买回一段翠蓝色乔其纱零头布，请裁缝师傅做好，供销社

的姐姐帮我卖了三十五元，而布钱和裁缝费才十五元，那时候，二十元是我妈半个月的工资。

步入中老年后，似乎“平常心”了许多，但毕竟有“童子功”作祟，我本性难改。经常被闺蜜们称作“时尚教

母”，时不时被她们免费咨询新买的衣服该如何搭配。其实，窃以为，搭配之前还有个最重要的环节：挑选。

以夏装为例，我的衣服里最贵的是一件“巴宝莉”白衬衣，但也有不少两三百元的心爱之物，价位不高的衣

服有时候也可以穿出远远物超所值的效果。有诀窍么？当然有。重要的是要会淘，加上心灵手巧。

2013年去广州时，在某大型服装市场觅得一条打3折的黑色“哥弟”仔裤，穿了几年后因为其微喇的款

式有点过时而被我束之高阁了。前年五月份的一天，我心血来潮，把它找出来，按照当年夏季的一款最IN的

“范思哲”为样板，将其剪短，拿到干洗店花六块钱缝好，然后自己用剪刀磨出几个洞，再从一件淘汰的衣

服上拆下5颗做旧的扣子钉上，于是，一条颇为时尚的五分洞洞牛仔裤就出炉了。有女友问我：“这条裤

子要一千多吧。”我笑着卖了个关子：“这可是全球限量版噢，孤品，价格嘛，是——两千多——除以——十。”

诸如此类的“创举”还有不少。再说我的那件“巴宝莉”长袖衬衫吧，我不太喜欢袖口上有点

招摇的巴宝莉格子，某天福至心灵，“咔擦”一下改成短袖，我甚是欢喜，上身率更高了。前年花五

百多元淘来的一条“娜尔思”超长袖连衣裙，我将其袖子剪掉五寸，自己缝好，便成了十分方便的

八分袖，她去年跟着我背包走西藏，立下了汗马功劳。

这样的推陈出新既节约了自己的银子，又节省了世界的资源，还能催生一种成就

感，可谓一举三得了。

最近三年，被动保志愿者“带偏”，加入救助流浪狗流浪猫的队列后，我的“改编

风”愈演愈烈了。三年里虽然不至于节衣缩食，但在逐步减少购衣开支，没有买过一件

过千元的衣服。今年快过年时，本想奖励一下自己，买了一件“玛丝菲尔”大衣，可衣服

到的那天，几个群里，这里流浪狗被撞了，那里流浪猫生重病了，不伸出援助之手，我过

不了自己心里这道坎。到转钟一点，我发了这样一个朋友圈：“真是贱吧，要睡了还要

去‘岳阳萌猫爱猫猫领馆’群瞄一眼，终于捡到了一大坨金子——群里的高智慧在说，

她刚下班回家时发现有流浪狗子在八字门那被车撞了。我赶紧到处联系人，让高姑娘

送狗子到鹏程宠物医院。22岁的高姑娘真是个有爱心的好女孩，半夜三更穿过半个岳

阳城送狗子去医院。狗子也超级乖巧听话，尽力配合。高姑娘，青山常在，绿水长流！”

第二天赶紧将衣服退了，因为我承诺了狗子今后归我负责，心想：被车撞了，这医疗费不得几

千元？好在小家伙受伤不严重，出院结账时，志愿者罗晓晓告诉我，才用了几百元，让我有一种赚大

了的感觉。感谢晓晓不但替我省钱，还常常代我去“一朵阳光”照顾狗子。

还是回到衣服上来吧，前不久，朋友妖妖的朋友圈发现了时尚苗头，裙子短了。我

年纪一大把，可还是爱穿短裙，因为浑身上下，只有腿还对得起观众。那晚，我将一条

长牛仔裙剪到膝上，扯出两厘米流苏，一条新裙子横空出世了！

小时候，一年最企盼的就是过年！时至今日，

几十年过去了，那种难忘的喜庆、祥和、欢乐、热闹的

气氛是长大以后再感受不到的了。

我老家在湖南平江。原住城里，一九三八年日

本轰炸后，合家搬迁到乡下老屋。老屋有两三百年历

史了，名称却是——新屋里。

新屋里是我上数代祖宗置下的产业，横竖都是几进院子。当我们从城里回去

时，已经是几十户人家群居的一个大屋场，大小几百口人都是一个祖宗的后裔。

平时按辈分称呼，只是小孩在一块就不分那么清楚了。

快过年了，几位长者开始筹备过年的事。专人到各家各户去凑份子钱，按家庭

情况不定数目分摊过年的费用，这是整个老屋的集体行动。

大年三十上午，老屋正厅用厅堂大门板和厅两旁的大长板凳搭起一个平台。台宽约三

米，长五至六米，供祭祀家神及祖先用。正午时分，各家女主人把过年做好主菜，一般是三

四样，用调盘装着放在平台上。鸡是整只煮的，猪头也是整个炖的，还有肘子，有鱼。过年

吃鸡，是一件很认真的事情。春天养小鸡，长到一斤左右，挑出一只小公鸡来，请专门的手

艺人做一个小手术。这鸡长大后不打鸣，性格特别温顺，羽毛特别漂亮，味道特别鲜美，比

公鸡、母鸡都好吃，是专门养着过年的。女孩们留下漂亮的羽毛做毽子。

等到满满当当摆满一平台热气腾腾的食品时，祭祀就开始了：锣鼓喧天，鞭炮齐鸣，还有

铳。铳是一杆铁柄安装一个约二十厘米长的四方铳头，铳头上部有四眼孔，孔底部横穿一小孔，

是装引线用的。铳手们把四孔眼装上火销，用黄泥封紧口，点燃后一连四响。几杆铳一起放，场

面很是壮观。鞭炮不以百、千计，而是用长竹竿卷起来竖在天井旁，一杆挨一杆。

仪式开始了，一位长者领头，各家男主人随后排成数行，随着长者向祖先礼

拜。焚香、奠酒、行礼、祝祷，十分隆重热烈。

灯，又是年的一大特色。除了家家户户各色灯外，正厅过道两端的灯，每年花样翻新。最具特

色的要算走马灯了。“八仙过海”“刘海砍樵”“大闹天宫”“哪吒闹海”等等，栩栩如生的人物围在灯笼

四周。灯点亮了，人物转动起来，述说着不同时代的故事，给热闹的年更添一层喜庆。

除了吊灯，最热烈的要算孩子们的手提灯笼了。上百孩子，人手一灯，有买来的四方油纸

灯，有自制的兔子灯、老虎灯、飞机灯……我做的是鼓灯：一个扁平的立体鼓形，糊上半透明的

白纸就算做好了。但最重要的是鼓面要绘画。每年，我都央求母亲帮忙。有时是莲，有时是

菊、松竹牡丹、飞鸟虫等等。提在手上，总觉与众不同，心中不知有多少得意！

晚餐后，孩子们就该辞年了。这是一年中最快乐的时刻。手提灯笼，三五成群地挨家挨户去

“辞年”。每到一家前厅，就都大喊大叫：“请辞年咯！贺喜你们家过了热闹年咯！”这时，女主人就将

预先准备好的小挂鞭炮分给每一个孩子。灯笼队伍往来穿梭，从一家转到另一家，洒下串串欢笑。

年辞完了，小口袋也装满了，找个地方把灯笼挂起来，把挂鞭拆成一个个散鞭，点燃一枝香就开始放

爆竹了。“嘣”“啪”，此起彼伏，火星点点。大厅里，天井里，过道里，到处都有断断续续的炸响。

除夕夜的另一个主角是火。“三十夜的火，月半晚的灯”，这是习俗。过年，各家都得

准备好一个大树兜，放在火塘里，从除夕烧到年初，叫“压岁兜”。周围是旺旺的木柴，整

个火屋暖烘烘的。大人们围坐一圈，稀奇古怪的故事，海阔天空的奇闻，胡吹海侃。辞年

的人一帮帮出出进进，喝着热茶，吃着果品，这年味酽得就像陈年的酒。

年夜饭该登场了，这是一年中最丰盛的一顿晚宴。各家各户极尽欢乐地享用着团年饭。饭

后，老人孩子困倦就去睡了。年轻人和一帮半大孩子聚在一起硬撑着到天色微明才意犹未尽地

散去，这就是守岁。这时，鞭炮又响起来了。晚上紧闭的大门洞开，这叫作“开财门”。不用说，三

十晚上关大门就是“闭财门”了。平时，我们屋场的大门是整年不关的。鞭炮从正厅穿过过道，过

二厅，过大天井一直到大门外噼里啪啦一路炸将出门去，叫作“出行”。四乡八邻也此起彼伏响起

了鞭炮声。新的一年开始了。人们又开始家家户户互相拜年。小孩子也和辞年一样挨家挨户

拜年，同样大喊大叫：“请拜年咯！贺喜你们家过了热闹年！”

初一的早餐很随便的，一般都要吃一小碗面条，叫“长寿面”。如果没有客人，饭菜都是现

成的，也就是年三十要做出许多饭菜供年初吃几天。夜宵是年糕。年高，图个吉利。

年初的活动也很多：耍狮的来了，舞龙的也来了。有一种叫草龙的是用稻草扎成一个个把子，

十几个人高举着一条用黄色布做成的龙身，到各家大厅忽前忽后、忽左忽右地扭来扭去。不论舞狮

舞龙，来到谁家，鞭炮是不可少的。把短鞭点燃往舞龙（狮）人周围扔过去，鞭炮炸得越欢，龙就舞得

越带劲。最后，主人送上一个红包，一群观众拥着狮、龙热热闹闹地往下一家玩去了。

影子戏也是年初娱乐的一个内容。“一个担子台戏”，皮影一般由三人组成。在厅堂搭起

一块幕，打上灯光，戏就开始了。一人主演。操作皮影人物连说带唱几乎全由一人完成，音响

布景及一些幕后杂事则由副手担任。人员简单，故事却也齐全。什么“唐僧取经”“董永行孝”

“杏元和番”之类的故事都会绘声绘色表演出来，服饰及场景布置也各有特色。

在鞭炮、锣鼓及各种杂耍声中，从除夕一直玩到正月十二算是“年满”。紧接着又是元宵。

“三十夜的火，月半晚的灯”。到了元宵，鞭炮又响起来了。除了房间、厅堂、院

子的各色灯火外，牛栏、猪圈、厕所以及一些附屋都点上蜡烛。小孩们的灯笼又亮起

来了，到处是一片光明！夜晚，家家煮元宵清夜，这年才真正过完了。

这就是小时候在老家过年的热闹情景。六十多年过去了，多么想再回家过一把年！

几声春雷几阵春雨过后，大地上的花事便一场紧跟着一

场，紧锣密鼓地上演了。那些记忆中的花事便也纷至沓来，

一次次奔赴花朵的盛宴。

兰 花
妈妈是被农活和家务耽误的爱花人。六七岁时，跟着妈

妈去拔猪草，我吵着要回家。妈妈神秘兮兮地说：“拔好猪草，我带你去采兰花。我早看中了，上

次没带锄头，拔回去会伤根。你看，我今天特意带了锄头出来，我数过，有九个花苞呢……”

用我爸的话说，兰花又不能吃，磨洋工！但我还是耐心地等妈妈干完所有的农活，

雀跃地跟在妈妈后面，看她小心翼翼地拨开松针，选择好下锄的角度，麻利地开挖。挑

回的兰花其实并没地方可种。种在破脸盆、破瓦罐上，或种在后门头防空洞门口。不

出几天，就被我家会跳栏的猪拱了，被会飞的鸡扒了。没有一棵兰花过得了一季。

现在，家中的房子大了，院子也大。妈妈的兰花像青菜一样一茬茬种在池塘边。妈妈还

是养了几只鸡，它们有时候把兰花撞得东倒西歪，但会拉下鸡粪报答兰花。

凤仙花
乡间最亲民的花，当属凤仙花。家家户户，门前屋后，几乎都可以看到她的芳踪。

据说，可用来驱蛇。

我喜欢凤仙花，是为了染指甲。我总在村子里转悠，物色好颜色最红的凤仙花，早

早地为七夕做准备。邻家姐姐要我莫着急，说保管我的指甲会染得红红的。她叫东

娅。她爸好吃懒做，她妈是一个心灵手巧的哑巴，上头有两个哥哥。她很早辍学，在家

放羊。我是她的小跟班，我对美的启蒙多来自于她。比如她带我去看小巷里的女子穿

耳洞，她还用碎布给我做了一个大红色的发箍，可漂亮了……

每年七夕那天，一大早，邻家姐姐就带着我采来一小篮大红的凤仙花，然后领我去林子里找知了

壳换钱，到药店买明矾。捣碎的凤仙花加上明矾，每年的七夕我的指甲都如愿染得格外美丽，还持久。

月季花
人生中第一次收到的花，是月季。

小学三年级的班主任王老师五十多岁，头发花白，梳刘胡兰的发型，常穿白底碎米

花的确良衬衫。我对王老师又敬又怕。她待我很好，开学第一天送我两个鸡蛋，还有

铅笔和本子。也常带我去她家玩。但也总留我下来背课文。

王老师要上一堂全镇的作文公开课。凹凸不平的讲台铺上了红底大牡丹花的床单，两个红色

塑料花瓶上插了王老师从自家门口剪来的月季花。一束大红，一束粉红。按我那时的成绩，王老师

并未把我列入作文展示的名单。可不知怎的，名单上的同学读完了，铃声还未响起。王老师叫到了

我，我拿着本子硬着头皮，尽量声情并茂地读。分明从听课老师的眼睛里读到了赞许，还把我的作

文本拿过去看。放学后，王老师在爸爸面前表扬了我，并把讲台上那束粉红的月季花送给了我。

这束月季永远开在了儿时的记忆里。

花 事
◎金海珍

论年龄，“岳阳日报副刊微信公众号”还是一

个不满三岁的小儿。然而，由于她的接地气、聚人

气，可谓成长茁壮，社会关注度之高也是可圈可

点,在短短的时间里就受到了无数粉丝的追捧，成

了“网红”公众号,点击量在岳阳一万多个公众号

中名列前茅是家常便饭，折桂夺冠也不时有，实在

可喜可贺，我更是为之开心不已。

从行政岗位退居二线继而退休以后之后，我开始用文字打发时间，觉得这种方式让

我很充实。这期间，通过写稿、投稿，邂逅、结识了“岳阳日报副刊公众号”，通过她，我领

略了文艺“岳家军”不少大咖的绝妙风采；也认识了很多的文学同道者，读了他们的不少

美文。不计其数的读者、粉丝在这个平台坦诚相见，激扬文字，以文会友，其乐融融。

我也是通过副刊公众号认识符主任的。她科班出身，功底过硬，文字灵动鲜活，性格非常

直爽，她自己的作品中还常常流淌出湖南妹子的辣味，让人看得过瘾。为了办好这个公众号，

她也是蛮拼的。她主要是负责报纸版面，公众号纯粹是做志愿者做义工。副刊公众号是没有

经费的，按她的说法是常常贴钱在做，因为阅读量达不到两千的，她就得贴四五十元制作费。

符主任常说她不是在上班，就是在去加班的路上。我们想请她出来喝个茶都请不到。

每期的副刊公众号总是带着馥郁的芬芳与文化的厚重，带着读者的期待与盼望款款走来如

约而至时，让人欣喜，有时像一位婀娜多姿的少女，会让人一睹其仙子般的风华；有时像一

位深沉思索的老者，能让人理性冷静；有时又像一位创业奋斗的中年，直让人自醒图强。

伟人孙中山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这本是说国际事务，但

时至今日，对于媒体也特别契合。如今手机已然成为人们离不开的随身宝物，阅读也

好，写作也罢，还有娱乐休闲，大都转移到了手机上。于是，给传统媒体带来了生死的

考验，媒体只有“顺势而为”，走高度融合之路，才能焕发出生机。我不是媒体人，但是

有很多媒体朋友，瞟学了一点，也不知说得对不对。

岳阳日报副刊人及时同步时代潮流，副刊公众号便应运而生，生机勃勃，我真心真意点赞！

这几年里，在“岳阳日报副刊微信公众号”这个所在，我有幸地遇见了老师，邂逅了

朋友，找到了知己。我在这里还遇见了生活，遇见了诗和远方。有的朋友未曾谋面，却

已心有灵犀。公众号中那些娓娓道来的古老故事，神奇传说，以及那些徐徐展开的精

美的时代画卷、辉煌的人生华章，让人大饱眼福。

无论是知名度很高的大咖，还是崭露头角的新人，

我都认真读他们的文章，读他们的人生。

从步老张步真的《这一方水土有灵气》里我读

懂了情义，从甘老甘征文的《胆大包天写长篇》里我

读懂了奋斗，从段华先生《壮哉，武汉》里读懂了大

气，从黄军建所长的《<岳阳楼记>到底是什么》里我读懂了忧乐，从梅实老师的《过年更念

桃林菜》里，我读到了乡恋，从万岳斌主任的《等你在纯溪》里读到了灵动，从老同学老朋

友卢宗仁的《我的三句茶话》里读到了生活，从刘衍清先生的《南湖有个无名岛》里读到了

严谨，从符烨主任的《情义无价》里读到了大爱，从赵萍的《美国巧遇岳阳老乡》里读到了

乡愁……他们是我的良师益友，他们的作品色彩缤纷，各具特色,让人受益匪浅。这些美

妙的文字，或撩开记忆，或见证追求，或镌刻信仰，犹如一泓泓清泉，濯我心田。

特别有意思的事情是，我和喻子英曾都是“人大人”，我们在“行业”会议上应该多次相遇

过，但是一直陌生着，通过读他的《温故知春》《从金山到绿水青山》等一系列美文，我记住了他。

而我在这个平台也取得了一点小小的成绩。我写空心房整治的报告文学经过符主任

修改润色，成了十万加的爆款，确实让我激动了一把；写十六中高考神话的文章，阅读量也

达到了四万多，影响力不俗。通过给副刊写稿，我的创作瘾被撩起来了。这两年也写出了

一些有点分量的稿子，有的在国家级、省级刊物上发表了，也有的获得了一等奖、二等奖。

我还发现，符主任特别爱才、惜才，像平江的方玳老师，与符主任素不相识，符主任

偶然看到她的《小不点》后甚是喜欢，便给她刊发了；还有小才女张韶涵在副刊上发表

的《深爱你啊，我的岳阳》，确实非常见才气，符主任为了鼓励培养这棵文学新苗，本来

五十元的稿费，每次自己贴钱加到八十、九十，发红包给这个家境极其贫困的小姑娘。

另外，岳阳日报副刊公众号编辑与作者、编辑与读者、读者与读者一直在保持着很好的互

动。有朋友对我说，文章后的留言特别有意思，看留言都是一种享受。符主任分分秒秒关注

着每篇刊发的文章后的读者留言，有时还给予特别有趣的回复，让这个公众号始终充满活力。

前不久的一天，有朋友对我说：副刊公众号的阅读量绝大多数都是大几千甚至大几万，只

怕在全国地市级报纸中，可以排到前一二十位吧？我呵呵一笑：你只管去掉“地市级”三个字。

祝“岳阳日报副刊公众号”越办越好，长风破浪，云帆济海！

仿佛一株无名的庄稼，我喜欢太阳高高挂在

天上的晴日，更喜欢将日子落亮的雨。

小时候，有一段时间，家住一处称为龙王庙的坡

地，是那种黄黄的堆积亿万年的土坡，一旦被太阳晒

久了，土地开始渗出一层盐碱，屋顶的瓦蓝会变为苍

灰。云被风快速地扯走，像电影里的快镜头。放眼坡

上，刚种下不久的地瓜秧挣扎在白晃晃的日头底下，

远远看去，笼罩着一层似有如无的青烟。

坡上人家都说，如果春天再不下雨，今年的

收成恐怕无望了。

那是我一生都无法忘怀的黄昏。呈砖红的打

谷场，裂出细细密密的鱼网纹，地气几乎跑光了，只剩下默默的喘

息，就在这时，从南天飘来了一片乌云，那云越来越大，紧接着，风来

了——起初，风小小的，随着云越来越近，那风开始狂乱起来。那云

变幻着，一会儿站起，一会儿匍匐，仿佛《西游记》里的天篷元帅大闹

高老庄的那一刻，最后，天黑了，风扬长而去，雨，就猛扑了下来。

那是一个沸腾的时刻，不亚于乡村节日。鸡鸭猫狗被雨赶进了窝，

我随一群小伙伴光着身子赤着脚板奔进了雨里，又跳又叫又笑，任雨水

“嗒哒嗒哒”击在每一寸皮肤、每一个毛孔，任大地绽放出无数洁白的雨

花。那是雨的滂沱，也是赤子的狂欢。天地，被雨越落越亮，让夜幕迟了

半个时辰拉下。雨下了整整一晚，躺在屋瓦下，聆听夜雨的弹奏，我第一

次见识了雨竟能诞生如此美妙的音乐。它，让远方安宁，让人心沉静，获

得一隅的平等与自由。从此，让多年后走出乡关的游子们再也无法寻觅。

天亮了，红似蜻蜓的旭日从坡上钻出，照得挂着宿露的一切植物闪

闪发光，漫山遍野的映山红恰似杜鹃鸟啼出的血，田鸡的鸣唱是那么的甜

润，野雉的互答是那样的幸福。一场雨，掀开了迟来的春天。父母拎着竹

筐，背着锄头，仿佛一对勤劳的燕子，开始了新的忙碌，雨水，让他们看到

了不久将要到手的孩子的学费、老人们一年的赡养，以及依稀的希望。

——是的，希望。那是从前的雨，从此给我一生的定义！

若干年后，长大后的我，一丝一毫也不畏风雨，我认为，那是上

苍给予人类最好的馈赠。甚至，人到中年，在异乡的一次次抗洪斗

争中，我多么希望这滔天的洪水掉转头，去滋润那些干硬的土地，甚

至沙漠，救活那一口口被烟尘覆盖的枯井，与涸澈。

如今的我，虽然远离了农村，却仍需要雨的滋养。在如一根刺一样挤

入城市的那些年，一身乡村土气的我，与周围一切是那样的格格不入，痛苦

时分，我喜欢在雨天沿着附近的铁轨行走，明知回不了故乡，但我仍要面朝

来时路，淋一场雨，让雨唤醒我的初心，让我珍惜一切，也包括苦难与卑微。

“如果不能改变眼前这一切，就改变自己吧！”在被雨水隔绝的夜

晚，内心总有这样的一个声音提醒我。蹲在城市的角落，手不释卷的

我，不歇地从书中汲取能量，让读书成为证明自己的必由之路。雨，让

我沉浸其中，让我学会思考，更让我赢得了时间，赢得了张力，让汇聚

的点点滴滴终有一日举起一朵小小的火焰，奋不顾身地照亮前程。

从
前
的
雨

◎
刘

峰

春光明媚的周六，漫步于屈原三号

路，只见玉树吐翠，杨柳飘绿，不时飞

花绕肩，亦闻众鸟争鸣。粼粼水渠

里，春水涌动，鱼儿欢跳；广袤的田

野 ，犁 翻 了 的 春 泥 吐 露 草 叶 清

香。多情的天鹅结队盘旋在天

空，含情回眸栖息四个余月诗意盎

然的栖居地，喃喃谢别。三号路正

是一年春好处，春景春画醉游人。

三号路位于屈原区偏西的位置，纵穿营

田镇、凤凰乡全境，将近十八公里长，笔直平

坦，是一条纵穿屈原南北，连接城乡的路。

这是一条创业之路。1958年，数十万

大军从洞庭湖东汊围垦建成屈原农场，修筑

了三十多公里的一线防洪大堤，二十公里的

一道撇洪堤。垸内两百多平方公里，遍地湖

州河汊、湿地沼泽，没有一条像样的公路，垸

内居民生活生产，出入大多靠木划子走水

路，十分不便。屈原垸一时成了四面环水的

孤岛。后来，垸内先后修筑了五纵三横的泥

土道路，再后来逐渐提质改造为简易砂石

路、水泥路、柏油路。三号路就是五纵之一。

当年修筑三号路时的重重困难，常人

难以想象:要跨越垸内东古湖、荞麦湖几大

湖泊，屈原人一一搬走了暗沙涌动，芦苇遍

地，杂草丛生，钉螺密布等等拦路虎。夏秋

季节，湖泊水满，无法施工。等到枯水期，

却又是冰天雪地,但只能抢抓冬季。吃苦耐

劳的屈原人用羊角铁镐，撬开桐油凌冰层，

迎着怒号的北风，凛冽的雨雪，挽起裤脚，

光着赤脚，置身于淤泥齐腰的湖中，挥铁

锹，递水桶，拖草包，推竹板，土法上马筑起

路。他们不管什么天气下湖一干就是一整

天，早晚不见天，因为上下湖太难，只有人不上岸一干一天。三餐饭用木

划子拖到湖中都冻成了冰棍。有的人因劳累寒冷而倒在泥潭中献出了生

命，牺牲时双手紧握着铁锹，口里含着湖泥，睁着双眼……屈原的第一代

农垦人，就是这样拼着命，苦干了两个严冬，修筑了一条南北通道。

这是一条生态之路，三号路两边各栽种了三排或四排水杉树，

它们生长了 30 多年，树的胸径有三四十公分粗，大的达五十公

分。树林稠密路段，挤挤挨挨，形成一个自然绿色拱棚，小雨天淋

不湿衣服，大晴天晒不着太阳，树林稍稀疏的路段，晴天像把筛子，

透射的阳光，形似碎银，散落一地，随风移动，斑驳陆离。

三号路水杉树非常有特色，春夏秋冬一年四季别有一番情趣。

春天的水杉树，刚长出嫩绿碎叶，在和煦春风吹拂下，优哉游哉，扭动

着腰肢，像情窦初开，清纯可爱的少女，舞动着浅绿色的衣裙。夏天

的水杉树披上一条深绿色长裙，恰似风情万种的女子，格外迷人。鸟

儿在树上赛着歌，水杉树成了它们演唱场所。秋天的水杉树有特别

神韵，披挂一身金色的外衣，抖擞精神稳重深沉地站立秋风中，就像

成熟中年汉子。时至深秋，满地的落叶铺成了一条独特的金色地毯，

让人仿佛置身于一个童话般的世界。寒冬里的水杉树则是银装素

裹，玉树临风，神采高傲，刚强不屈，好一幅仙风道骨的派头。

三号路，东边是数万亩的东古湖、荞麦湖，大多保持着原生态

环境，水质优良，水生植物丰富，自然资源丰厚。去年十月底十一

月初，稀罕的天鹅，不远千万里，情有独钟东古湖。三号路西边是

十里荷塘，万顷良田，风吹稻花千重浪，十里荷花满垸香。三号路

的自然天成的田园风光，吸引了省内外游客慕名而来，屈原区先后

举办了三次全省全国自行车大赛，三号路是主赛道。

这是一条诗意之路。三号路的南端位于营田镇城区水域，淌

着楚辞诗韵的汨水入洞庭之处——古塘岔。近些年，屈原区对古

塘岔水、林、路、草、景整合整治，使之成为了屈原人民心中风景如

画的南湖。古塘岔的东南边是刚建成的屈子诗园，诗园由屈原塑

像、舞台、《楚辞》碑林、香草地、诗仙亭若干亭阁组成，集中浓缩展

现了屈原区域历史文化。屈子诗园，近万平米的宽阔的广场，广场

两侧屈子诗词碑林若 200 米，由屈原、湘阴、汨罗三地书法名流书

写，碑刻了《离骚》《国殇》《九章》等26篇屈原诗歌，屈子诗园成为

了屈原人休闲、健身的最佳场所，屈原人的精神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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