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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记忆深处，家乡的泉水潺
潺流淌，如同一条晶莹剔透的丝带。
泉水来自青龙湾，青龙湾地势呈扇形
展开，上宽下窄，成片的灌木林郁郁
葱葱，绿意盎然，特别是刺竹生长其
间，枝叶繁茂。踏入竹林，空气中弥
漫着竹子特有的淡淡清香，令人心旷
神怡。家乡的泉水俗称“竹根水”，又
名“天麻水”，其水质甘甜、清冽，喝上
一口，凉爽至极，让人回味无穷。泉
水流过那片熟悉而温暖的土地，编织
出无数动人的故事和美好的回忆。

我的家乡坐落在永善县黄华镇
一个宁静的小山村，四周青山环抱，
绿树成荫。源自青龙湾的泉水，恰似
大自然镶嵌在这里的一颗璀璨明珠，
散发着独特的魅力。

家乡的泉水是灵动的。它从大
山深处悄然涌出，沿着山间的石缝潺
潺流下，形成了一条条欢快的小溪，
一路奔腾而下。溪水清澈见底，水底
的沙石和游动的小虾清晰可见。阳
光洒在水面上，波光粼粼，仿佛无数
颗细碎的宝石在闪烁。流淌于山间
的泉水，还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石头和
树枝，它们时而跳跃，时而迂回，发出
清脆悦耳的声响，仿佛是大自然演奏
的美妙乐章。

家乡的泉水还会汇聚成一汪汪
碧绿的池水。这些池水宛如一面面
巨大的镜子，倒映着蓝天白云、青山
绿树。微风拂过，水面泛起层层涟
漪，那倒影也随之摇曳生姿，如梦如
幻。池水中常常可以看到水鸟在嬉
戏，它们时而潜入水中觅食，时而振
翅高飞，为宁静的泉水增添了一份生
机与活力。

家乡的泉水是甘甜的。小时候，
我们常常提着水壶或者水桶，来到沟
边的笕槽处接水、挑水。那清凉的泉
水一入口，顿时让人感到神清气爽。
泉水的甘甜，仿佛是大自然馈赠给我
们的珍贵礼物。无论是在炎热的夏
天，还是在寒冷的冬天，喝上一口家
乡的泉水，都能让人感到无比满足和
幸福。大人们常常用这泉水泡茶、做
饭，优质的泉水在煮沸时不会产生半
点水垢，用它泡出来的茶，香气四溢，
口感醇厚；用它煮出来的饭，也格外
香甜可口。尤其是用泉水煮出的豆
花，口感极佳，入口鲜嫩，豆香浓郁，

是招待客人的美味佳肴。
家乡的泉水是无私的。它不仅

滋养着我们的生活，还滋润着这片
土地上的一草一木。在泉水的润泽
下，家乡的田野变得更加肥沃，庄稼
也长得更加茁壮。春天，泉水流过
的地方，小草探出嫩绿的脑袋，花儿
绽放绚丽的色彩；夏天，泉水为人们
带来清凉，也为庄稼送去生机；秋
天，泉水见证丰收的喜悦，金黄的稻
谷、香甜的水果都离不开它的滋养；
冬天，泉水依然默默流淌，为来年春
天积蓄力量。

家乡的泉水承载着我满满的回
忆和情感。在我的童年时光里，泉水
是我最好的玩伴。我常常在泉水边
徜徉，或在溪水中嬉戏玩耍。炎炎夏
日，我会一头扎进泉水汇聚而成的水
池，尽情享受清凉。那时的我，无忧
无虑，快乐无比。长大后，虽然离开
了家乡，但每当想起那清澈的泉水，
心中便会涌起一股浓浓的思念之情。

记得有一次，我回到家乡，再次

来到了那熟悉的泉水边。看着那依
然清澈的泉水，我的心中感慨万千。
岁月虽然在流逝，但家乡的泉水却始
终如一，它见证了我的成长，也见证
了家乡的变迁。如今，家乡的人们依
然享受着泉水带来的福祉，他们用泉
水洗衣、做饭、灌溉农田，过着简单而
幸福的生活。

家乡的泉水，是大自然的杰作，
是我们心中永远的瑰宝。它不仅给
我们带来了美的享受，更教会了我们
感恩和珍惜。在这个喧嚣的世界里，
家乡的泉水宛如一方净土，让我们的
心灵得到慰藉和洗礼。无论我走到
哪里，无论岁月如何变迁，家乡的泉
水都将永远留在我的心中，成为我生
命中最美好的回忆。

愿家乡的泉水永远清澈、甘甜、
灵动，继续滋养着那片土地，滋养着
那里的人们，为家乡带来更多的生机
与活力。让我们共同守护这份珍贵
的自然馈赠，让家乡的泉水永远流
淌，为子孙后代留下宝贵的财富。

炊烟袅袅，溪水欢歌，群山葱郁。
熊家溪古围墙旁边那棵古老的银杏
树，在夏日微风中犹显生机盎然、青翠
挺拔。随风摇曳的枝条左右摆动，片
片绿叶翩跹起舞，仿佛在诉说着鲜为
人知的尘封故事，又或是在展示着绿
水青山间的宁静与祥和。

说起银杏树，就不得不提到古银
杏树。在我的家乡水富，银杏树比较
常见，田边地角、房前屋后都有它们的
身影。然而，拥有上百年树龄的银杏
树却只有一棵，它生长在与轿顶山遥
相呼应的熊家溪，是当地树干最高、树
冠最阔、树径最大、树龄最老的树，也
是当地唯一一棵“孪生双叉”树，被人
们称为“千年银杏树”，其树干上挂有
林草部门制作的“珍贵树种”保护牌。

这棵古老的银杏树，大家都习惯
称它为“千年银杏树”，在一些文章里
也有所提及。那么，它到底有多少年
树龄呢？是一百年、几百年，还是上千
年？几年前，我们几个“探秘者”带着
这个疑问走进了熊家溪，仔细观察了
这棵古银杏树，拜访了薛家大院的几
位高龄老人，并翻阅了熊家溪薛氏族
谱。根据几位高龄老人的叙述以及薛
氏族谱中与这棵银杏树有关的记载，
我们推算出这棵银杏树种植于清道光
十五年（1835 年）前后，距今大约有
190年。

据薛氏族谱记载，这棵银杏树是
一位薛氏家族的女性先祖种植的。她
在煎熬的中药包中发现了白果树种子
（当地人把银杏称为白果），便挑选了
几粒种在自家地里。后来，其中一粒
种子发芽成活，长成了如今这棵参天
大树。

相传，自那粒银杏籽破土而出后，
薛氏家族的这位先祖便奇迹般地痊愈
了。虽然这只是一个传说，但银杏果
作为中药材确实具有一定的药用价
值。李时珍曾说：“白果可入肺经、益
脾气、定喘咳、缩小便。”《本经逢源》中

也提到白果有降痰、清毒、杀虫之功
效，可治疗疮疥疽瘤、乳痈溃烂、慢性
淋浊等病症。相传，薛氏先祖病愈后，
认为是银杏果发挥了重要疗效，于是
便把已成活的那棵银杏树视为“救命
树”，并精心管护，希望它早日开花结
果，好让更多的人“药到病除”。渐渐
地，这棵银杏树越长越大、越长越高。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它成了熊家溪
薛氏族人心中的“图腾树”和薛家大院
的“风水树”，严禁任何人破坏，这才成
就了如今这样一棵参天古银杏树。

近看这棵银杏树，其树根深深扎
进土里，并向四周延伸。主干直径达
3米，需5个成年人手牵手才能勉强环
抱。树高近 40 米，站在树下仰望，必
须使劲后仰才能看到树梢。树干在距
离地面约 5 米高的位置一分为二，形
成了“孪生双叉”树。其中一枝树丫斜
向薛家大院，宛如一只巨大的“手”紧
紧呵护着大院；另一枝树丫斜指水富
市最高峰的轿顶山，仿佛要与远山一
较高下。这两枝树丫在大小、形状、倾
角、高度基本相似。

从远处眺望，这棵银杏树的主干
和两枝粗壮的树丫构成了一个“Y”
字，既像夫妻手挽手，又像情侣紧紧相
拥，还像雄鹰振翅，欲飞向苍穹。若忽
略 5 米高的主干部分，两枝粗壮的树
丫便形成了一个“V”字。这棵银杏树
的形态就是这样自然天成、枝繁叶茂、
奇特壮观、寓意美好。

多少年来，这棵银杏树的两枝树
丫虽在四季的更迭中各自向阳生长，
却始终紧密相连、不离不弃，共同守护
着薛家大院，共同见证着熊家溪的岁
月变迁。

薛家大院位于银杏树的右侧，是
水富市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相传明
末清初“湖广填四川”时期，薛氏先祖
来到熊家溪，择地而居，垦荒种粮，繁
衍生息。经过几代人的努力，薛家不
但人丁兴旺，还建起了大院，兴起了产

业，富甲一方，过上了令人羡慕的生
活。如今，在距离薛家大院左侧约一
公里的地方，有一个叫“纸厂”或“纸厂
湾”的地方，据说这里就是当年薛氏先
祖开办纸厂的作坊基地。

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大富大
贵之家也有烦恼，他们时常担心家中
的财产被土匪、强盗抢夺。薛氏先祖
为了保护自家财产，组织族人在大院
外围建造了一堵又厚又高的石砌围
墙，并修建了几座可供射击的碉楼。

据薛氏家谱记载，薛家大院及其
围墙始建于清乾隆年间。薛家大院一
部分是木瓦结构，一部分是石木结
构。在建筑的基石、梁橼、檐口、木质
门窗以及屋内香案上，都装饰有精美
的雕刻图案。这些图案均为手工雕
刻，有花鸟鱼虫、飞禽走兽等，线条流
畅，做工精细，栩栩如生，具有一定的
研究价值。

薛家大院的围墙全部用几百斤重
的石条砌成，最高处约8米，平均高度
4米，平均厚度 1米。如今，残存的围
墙约有 80米长，墙体上仍可见多处用
于自卫的射击孔。在围墙的东南面有
一通道，宽约2米，高约2.5米，应该是
当时出入宅院的大门。在大院的西南
侧，有一座用石块砌成的、高约 15 米
的碉楼，碉楼四面设有多个瞭望口和
射击孔，至今保存得较为完好。大院
围墙建成后，有效保护了薛氏家族的
财产安全，为薛氏家族的发展壮大奠
定了坚实基础。大院和围墙构成了

“回”字形，既相互独立又紧密相连。
后来，人们和薛氏后人便将薛家大院
及其围墙统称为“薛家围墙”，这一专
属称呼一直沿用至今。

山河无恙，古树长青。围墙外的
银杏树就像一个不知疲倦的钢铁卫
士，日夜守护着薛家大院。这棵银杏
树宛如一处随四季交替而变化的多
彩画廊。春天，新芽初绽，嫩绿的叶
片竞相生长、舒展；夏日，绿叶遮天蔽

日，树下成了大家乘凉的好去处，孩
子们围着树干嬉戏、追逐，大人们则
盘坐在树下拉家常、话发展；秋天，翠
绿变金黄，风起时片片黄叶纷纷飘
落，铺出一层金灿灿的“地毯”，有的
则随风四处飘散，像是在告诉人们秋
天来了；隆冬时节，树上还会挂满雾
凇或雪花，洁白如银。

熊家溪的薛家大院和古围墙是薛
氏先祖从无到有、逐步走向辉煌的历
史见证，对于研究本地发展历史和传
承本土文化具有重要的参考和研究价
值。2017 年 6月，“薛家围墙”被列为
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年光与物随流水，世事如花落晓
风。”昔日的薛家围墙，历经数百年的
风雨洗礼，见证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接
续奋斗，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辉煌。虽
然这些辉煌随着历史的车轮渐行渐
远，但当我们远望银杏树、近观古围
墙、细看薛家大院时，仿佛又听见了历
史的诉说，窥见了兵荒马乱中的不屈
不挠，感受到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
精神。

如今的熊家溪，正沐浴着新时代
的东风踏浪前行。一条连接庙铜公路
主干道的水泥公路从薛家大院下方横
穿而过，环绕整个熊家溪，让村民的山
货药材、土特产品能够快速走向市
场。清澈的熊家溪溪水沿着沟渠奔腾
而下，汇入中滩溪后，一路向东，流入
横江。大院四周，新建的房屋错落有
致，绿树成荫，鸟语花香。

熊家溪的这棵古老银杏树，用它
那厚重的年轮记录着薛家大院鲜为人
知的过往，守护着熊家溪人民对美好
未来的向往。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
向大地时，薛家大院里炊烟袅袅升起，
熊家溪畔山欢水笑，绿树丛中蜂飞蝶
舞，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乡村美
景正徐徐展开。而那棵高大无比、青
翠挺拔、寓意美好的古老银杏树，定会
让你文思泉涌、遐想无边。

家乡的泉水
粟明全

好大一棵银杏树
杨长亲

端午之殇
汨罗江一路高歌
溅起的音符飘荡在历史的琴键上
仁人志士的情怀
穿越时代的长河
触摸历史的脉搏
粽香在大地回荡
龙舟飞奔在沸腾的血液中
一个可歌可泣的形象 荡气回肠

腰间挂鞘的剑客
纵身一跃 竟成千古
世人的哀叹与怀念
不会被江水带走
投入的祈愿 能否唤回一条生命

手中握紧橹棹
把龙舟划进历史的港湾
饱含着米粒
咀嚼出一个时代的酸甜苦辣
一个人的信仰理念
无法装进政治的书签
纵然拔剑出鞘
也难以雕刻出滚烫的文字

终归
赤子之情遥寄江水
翻腾的浪花
泼墨成永不褪色的重彩
静静地沐浴在血泪凝固的江水里

端午抒怀
一个个粽子在开水中跳跃
哪知和汨罗江的波浪一起翻滚
一丛丛菖蒲在水边摇摆
哪知水底忠魂拔剑的声音仍在隐隐作痛
悬挂在门头的艾草
归还给剑客
让龙舟在鼓点声中
划进港湾

每一个动作
都让泪水漫过五月的天空
随着人群的涌动刻在心窝
吟诵着《离骚》《九歌》……
去追忆一段不可磨灭的历史
把楚国的天空擦亮
真实地映出一个诗人
站在江边的身影和水花飞溅的故事

汨罗江的水
在五月慢慢地流淌吧
让颗颗泪珠化作思念
让缕缕粽香绕过江边
串起赤诚和忠贞的肝胆
沿着千年的时光隧道一路走来

五月
我们在大地上播种诗行

一群水鸟迎着江面低飞
翅膀拍打着两岸不时发出哀鸣声
艾草和菖蒲也低下头来
朝着江水努力伸延
长出串串悲伤的文字

一年一度的鼓点在江上拉开序幕
寻找着英雄的足迹继续向前
听到两千多年前那一次怀恨的跳水声
再次把滚烫的文字铺洒在江面
还原成爱国的诗篇

翻腾的水里粽香四溢
人们蒸煮着一个时代的辛酸
端坐在火炉旁眼含泪水
为一个伟大的诗人祈祷
谈论着家国情怀的英雄气概

完成一切活动之后完成一切活动之后
正如正如《《怀沙怀沙》》的最后一笔的最后一笔
似乎在雷鸣声中石沉江底似乎在雷鸣声中石沉江底
世人从此穿越火与流水世人从此穿越火与流水
在大地上播种着诗行在大地上播种着诗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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