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常宁当属秘境之地吧？ 哪怕是从未

涉足此地的人，单听名字也能感受到其

内蕴的静谧来———自唐天宝元年（公元

742

年 ）改名 “常宁 ”，至今一千两百多

年的光阴里，这里都不动声色地任凭光

阴流转着。天宝元年，大唐仍是盛世，唐

玄宗与杨贵妃正如胶似漆，诗仙李太白

正如日中天，挟着大唐遗风的名字———

常宁，就此确定，千余年来都未曾改变。

在她的版图上，北面的湘江与东面的舂

陵水形同天堑，南面的屏藩五岭更是古

人难以逾越的天险，貌似坦途的西面则

毗邻盛产异蛇 、瘴雨蛮烟 、古时流放之

地的永州。 所以，此处命中注定会是宁

静的一隅。 即便是秦皇汉武南征百越，

黄巢全国转战 ，徐霞客孤身楚游 ，洪秀

全北上建立太平天国，他们全都对此地

无暇顾及，都只会借湘江的舟楫之便匆

匆而过 。 倒是大儒王夫之乐得隐居于

此，闲看花开花落、静观云卷云舒……

从北往南，常宁越来越高。南面的崇

山峻岭都属于南岭山系的阳明山余脉。

阳明山论面积要远大于五岭之一的骑田

岭，偏偏却未能跻身南岭五岭之列。常宁

南部山系距南岳如此之近， 也偏偏不是

衡山山系而划为阳明山余脉。如此地势，

倒是让此处江河多浩荡南来、逶迤北去，

只因不能冲破南岭的阻隔， 而不得不舍

弃离自己更近的南海， 汇入长江后再奔

东海而去。 这是一方山水的宿命， 一如

历史中幸运而又尴尬的常宁城———战国

时的楚地、三国时属吴国，说是南方的百

越文明，却又被中原文明所主宰。身处湖

湘文化圈，却又站在南越文化的边缘。湘

楚文化、吴越文化、中原文化都在这里交

融碰撞，似乎谁都像，似乎又谁都不像！

南部的群山让此地文人多了很多遐

想空间，历史上的“常宁八景”中，竟有两

处与南部山系有关，一为“南岭霁雪”，一

为“泉峰夕照”。 清初时石鼓书院山长李

继圣曾写诗《泉峰夕照》称，“矗起西南亘

碧空，馀光低遇万山红。 ”如今站在常宁

城中远望， 仍可见南面横亘着的座座山

峰连绵不绝，且越远的山越高，全都融入

了天空的蓝色里。 近年来空气质量越来

越好， 很多日子里都能望见山顶风力发

电机的绰约身姿。 傍晚时分若有夕阳返

照，群山都沐浴在夕阳的红光里，完全是

一个多彩的世界。 反倒是近处的山越发

没了个性，要么浑圆的一团，要么平直的

一列。山与山之间高高低低的稻田，轮回

着葱茏和金黄， 之间的日子则泛着粼粼

的波光。

从冬到春，常宁的色彩越来越丰富。

冬日里， 天堂山巅的皑皑白雪在飘渺的

云雾里闪耀， 偶尔映入眼帘的几点或红

或黄的帐篷， 定是赏雪人躲风避雪的宁

静港湾。 春天里，罗桥的樱花、塔山的杜

鹃、水口山的黄桃次第而开，与零散的桃

李交相辉映，或粉、或白、或红、或紫，装

点着常宁的青山绿水。 西岭和白沙的牡

丹、芍药也紧随其后，在舂陵水畔的湿润

气流中、 在大义山脉的石灰岩山地悄然

绽放，直至入夏。紧接着，洋泉、蓬塘的荷

花又开了，清香扑鼻、绵延壮观的场景一

直保持到夏意渐浓、秋意伊始。秋冬交汇

时节， 蔚为大观的油茶花漫山遍岭地怒

放着，如同被雪花覆盖一般，树上白花花

一片，地面一片白花花，与悄然更换了脸

谱、或红或黄的枫、桕、梧桐，深深浅浅地

为油茶林平添了几许生动的颜色。

小城被两条平静的河流环抱， 一为宜

水、一为潭水，二水切开南部的重峦叠嶂，

带着南岭的湿热气息婉约南来， 沿途左一

条溪，右一条汊，常宁话称之为“小港子”，

像根须一样植入了常宁的体内， 繁衍出一

个个村落城镇，滋养着常宁的春夏秋冬。乡

亲们的祖上大多由江西、四川等地迁来，因

身处古郴州、永州、衡州的接合部，融合日

久的赣言方、湘方言、蜀方言，以及土著瑶

语一道， 都在常宁大地上吆喝着， 南腔北

调———与耒阳、桂阳接壤就带着耒阳、桂阳

腔，他们可都是三国名城啊，说不定就是汉

之遗风呢！ 与祁东、祁阳毗邻就带着祁东、

祁阳腔，那也是大唐气象吧，浯溪碑林的大

唐风流还在啊！与衡南隔江相望的地方，则

自然会染上一点衡南腔，那也不错的，古衡

州官方话语遗存呢，妥妥的湘方言活化石！

从远古到现在， 常宁的人文都是兴盛

的。毕竟“代不乏学士文人踵生期间”，可“及

考其生平撰述，传者十无一二焉……”有感

于此，常宁人、清代“咸同中兴”时期安徽巡

抚唐训方遂“采之郡县志、访其亲友及其子

孙”“先后搜罗纂集成书”， 编纂 《常宁诗文

存》一书十二卷，整理收录了常宁自北宋至

清道光年间的大量诗文，其中不少作品都是

从当时的孤本、残本上得来，让先人的作品

在几近消亡的时刻终又重见天日，得以启迪

后生———这是前无古人的壮举，解决了我们

从何处来、向何处去的问题，“俾后之学者开

卷恍接其言”。某种意义上讲，常宁的鼎盛人

文，源自训方，又始于训方……

夜晚，我沿宜、潭二水防洪堤散步，心

潮澎湃间记下此文。银汉遥遥宇宙洪荒，一

轮明月已悄然挂在天上！

茉莉花开

阳台上有一盆茉莉，是妻子春节时买的。春夏交替之际，湘南一带的天气温暖湿润，阳

光充足，虽然早就有了绿叶，但她的心事似乎只有在这个时节才苏醒过来。 在我每天的观

察中，那翠绿的叶子中开始是冒出米粒般的白点来，然后渐渐长大成雪花般，再开放成一

朵朵洁白的茉莉花，不卑不亢，纤细狭长，而且香气浓郁，沁人心脾。

在茉莉花开的过程中，我仿佛看见了她的前生今世。 中国民间有十二花神的传说，但

茉莉花不在其中，因为她是舶来品。 据汉朝文献记载：茉莉花最早起源于古罗马帝国，汉

朝时期，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到达古波斯、天竺，之后随印度佛教传到中国南海（今广州）。

历代咏茉莉花的诗词甚多，我独爱南宋江奎的《茉莉》诗。江奎一生穷困潦倒，曾浪迹

于苏州、杭州、金陵、南昌等地，但他多才多艺，精通音律，诗词俱佳。 江奎曾写过好几首

关于茉莉的诗词，其中一首是：灵种传闻出越裳，何人提挈上蛮航。 他年我若修花史，列

作人间第一香。 ”读了他的这首诗，我脑海里就出现了一个可爱的人物形象：一个落魄的

诗人，在苏杭一带的园林游览，当他闻到茉莉花香时，忍不住驻足陶醉，不再离开，并且

吟出了上述诗句。

其实，无论是茉莉花，还是茉莉花茶，都是我的所爱。 茉莉花，我读书时就已熟悉。 而

首次品尝茉莉花茶，却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那时候我在湘南家乡经商，有一次去长

沙九如斋进货，该公司业务经理给我泡了一杯茶，我还没有接过茶杯，就闻到了一股花

香，沁人心脾。 问对方是什么茶，对方说是茉莉花茶。 待茶稍凉，慢慢品尝，真是妙不可

言。 于是，马上进了一点货。 而且从那以后，我就爱上了茉莉花茶。 后来，到珠三角一带

谋生，我也经常喝茉莉花茶。那时候我搞管理，有独立卧室，特别喜欢一个人一边读书，

一边喝茶。 每次，我都是先把茉莉花茶倒在玻璃杯子里，再用开水轻轻一浇，接下来就

是静静地欣赏，看那茉莉花苞在开水中慢慢地丰盈、绽放，并焕发出一种青春气息，

小小的杯中也因此产生了一种美，一种赏心悦目的美。 在这种心境下再去阅读

那些美妙的散文和诗歌，简直就是一种神仙般的享受。

妻子是我在南方漂泊时结识的，可能是爱屋及乌 ，她也爱花 ，爱

花茶。 我们婚后回湘，在家里养了不少花，多为茉莉与茶花。 在养花

的过程中，我们也时常研究花，于是慢慢有了一种发现：无论是傲雪

的红梅、富贵的牡丹，还是淡雅的茉莉 ，每一种花 ，都有属于自己的

独特芳香。 而我等凡夫俗子，更近似淡淡的茉莉。 我想，不管自己的

一生过得多么坎坷或者平淡，只想像茉莉一样不卑不亢，与世无争，

无论从事什么职业，都要恪守良知 ，力争在熟人中间留下一个好印

象，如同茉莉在人间留下一缕淡淡的清香。

三年的同窗啊

五十年的别离

六十四班的魂牵梦绕啊

历久弥新，如痴如醉

一九六五年初秋

我们从全县各地来到衡南二中

来到六十四班

赶在“文革”前最后也是最好的时机

那时候

老师讲得有声有色

学生听得有滋有味

师生之间，如鱼在水

好老师啊

无论是健在还是作古

我们永远怀念您

永远不会忘记您

三年的初中生活，一去不回

五十年再回首，还残留多少断片陈迹

还是否记得

我的上铺下铺

他的前排后座左右隔壁

以及同桌递过来的橡皮

我的名字

他的外貌

连同篮球乒乓球球技

以及六十四班这个班级

还是否记得

餐桌上的南瓜汤

操场上的运动会

挫折中的相互安慰

考试前的相互鼓励

以及六十四班这个整体

还是否记得

为一道难题夜不能寐

为一个公式死记呆背

为一篇佳作沾沾自喜

为一次高分激动不已

为鲁智深倒拔杨柳叫好

为诸葛亮出师未捷叹息

为林黛玉被掉包流泪

为孙悟空七十二变称奇

还有

六十四班的生活趣事

六十四班的好学风气

还是否记得

水渠上的漫步嬉戏

渡河口的三五结队

以及湘江河岸的冬日余晖

那时候

天总是很蓝，湘江真的很美

回首当年，最无法抹去的是

关于“文革”的惨痛记忆

正是那场浩劫

你我直线人生多了曲线经历

六十四班的历史，伤痕累累

五十年前，我们

曾经幻想多多

曾经信心满满

曾经迷迷茫茫

曾经冒冒失失

曾经误会

曾经嫉妒

曾经争得面红耳赤

你说我“白专”，我说你思想有问题

如今，相逢一笑

在这鬓发斑白之际

同窗三年是缘分啊

五十年一聚又分别在即

道一声保重

道一声珍惜

难说再见

难说后会有期

六十四班的岁月

六十四班的情谊

六十四班的精粹

不一定在史册

在心里，在梦里

在你我的心里，在你我的梦里

小城常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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