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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作者的个人文集，包括小说、散文、诗歌及楹联作品等，主要写自己的人生经历，讲述一些陈
年往事，如革命历史、战友之情、逸闻趣事、乡情、亲情等。
对于新时代，则主要叙述家庭和谐、代际仁爱和人伦道德等新风尚、新风气、新面貌，这是亲情的颂
歌，也体现了湖南农村的湖湘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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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尧根 
    1934年10月生，湖南湘乡市人，1951年志愿入伍参加抗美援朝，曾任汽车驾驶员、副班长、坦克连
文书兼文教、坦克学校学员等。
1957年转业至湘乡人民银行，曾任农行营业所主任等职，系副主任科员退休。
曾担任过部队和地方报刊通讯员，有80多篇(首)通讯和诗词发表。
现为湘乡市老龄书画协会和湘乡市诗词楹联家协会会员，积极参加书画、诗词和对联创作活动，常有
新作问世。
2006年著有文集《阿爸情》，获得读者的广泛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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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韶峰下的沉默　　“怎么没有一个人在家呢？
”儿子的发问否定了我原来认为堂弟嫂可能在家的猜想。
我们吃过早餐，在县城大女儿家稍作休息便出发，小车走过40公里的路程，时针已快指向11点钟了。
这5户人家的门却都紧闭着，车子的喇叭声也未引起任何反应。
按理说，这里是韶峰下的山区，年过半百的人仍然喜欢烧明火取暖，且一般是关着门在家烤火，多少
会有些炊烟缭绕；有人在家，起码有鸡犬相伴，犬吠鸡鸣也会增加一些生气的。
　　儿子把小车拐进屋场的桥上停了下来，我随后下车。
车外是寒气袭人的毛毛雨天，仰望韶峰，它依然巍巍耸立，大片的松林释放着青春的气息，只是落叶
乔木和秃树还未苏醒，在朔风瑟瑟中摇动，它们在欢呼着春天的到来。
我们父子俩一前一后，向大坟山攀登，开始给先祖的陵园拜年。
　　儿子是个大忙人，但他忘不了春节来拜年，这次就是特地从广州开车回来履行这个礼节的。
早两天，他刚刚给市里有关党政领导祝贺春节，还去了双峰岳母家给舅兄拜年，给本地城乡的亲戚长
辈和邻友拜年。
今天给老家的长辈和老祖宗拜年，我这个老头儿也跟来了，因为我还寄托老祖宗以厚望，指望他们能
够施以恩德，保佑我们健康长寿，保佑后代子孙个个身体健壮。
因此，只要我还能走得动，我就要去拜谒老祖宗的陵园，期望他们降福于人间。
今天，我来到先祖父母的坟前拜年。
“请神”也比往年增添了新的内容，最为突出的景色是，今年韶峰下的细坝咀已经成了“空城”，连
最后坚守房子的一个嫂子也到她那在湘潭经商的儿女家过年了。
甚至后来搬人此屋场的堂弟嫂，因她的丈夫不幸被癌症夺去生命，今天也没有在家。
若是遵循古训，放弃祖业乃是极大的失职。
追溯到明朝初期，传说朱元璋称帝后，他还未忘记其士兵在湖南山区打仗拉屎时曾被丝芒草刺破屁股
的仇恨，在火烧庆功楼一举消灭开国功臣之前，早已下令要血洗湖南（疑是洪武29年2月间，征虏前将
军胡冕讨伐湖南郴州蛮人时期镇压百姓的扩大化——据刘修铁著：《毛泽东妙评帝王将相鉴赏》，124
页），扬言要把湖南人斩草除根。
但湖南人的生命力强，怎么也不会被杀绝的。
那“只有跑到三亩大蚯的人才得了救”的传说，反映的不过是当年其残害无辜老百姓的局部现象。
从我们的祖先在同治年间所修族谱对迁湘始祖“首创陈家冲”的记载中得知，至少在韶峰下正冲的农
民是深受其害的，是我们的迁湘始祖从江西乐安县迁来搞开发才逐渐恢复其元气的。
　　早在380年前，迁湘始祖只身一人来到这里，此地原有四五户人家，都被无辜杀害。
当时处处一片狼藉，尸骨遍野，飞鹰低空觅食，乌鸦枝头哀鸣，村落像死人一般的寂静，这一切莫不
让人胆战心寒，自然忌讳往日的地名称谓，更不愿意居住旧屋。
于是，老祖宗将韶峰下的正冲改为陈家冲，选择冲口搭了两间茅棚安居下来。
后来，老祖宗从三公里外的舒家山娶了个贺氏女子为妻，因贺氏多年没有生育，无从传宗接代，在取
得妻子的同意后，又纳王氏为妾。
幸好王氏很为陈家争气，结婚一年后就为老祖宗生了一个儿子，前后共生有两个儿子。
过去讲究传宗接代，只要有生育也就扎稳了根。
贺氏晓得做人，从此王氏也就同贺氏以姐妹相称。
贺氏把王氏两个儿子视同己出，协助其把小孩培养长大。
随后开枝散叶繁衍了一大群人，他们分居后，在冲里又开辟了陈家上屋和陈家下屋。
后来，随着朝代的变迁、社会的进步、手工业的发达，山区有柴火作燃料，有人开始学会做瓦，子孙
们也就逐渐将茅屋改造成瓦屋。
1911年，陈家冲族长发动大家募捐，在细坝咀建筑了三间瓦屋作为陈氏享堂。
至1921年，陈某迁往沅江草尾谋生，我父亲才租住了几间公屋。
父亲和母亲结合后，不顾别人讥笑，陆续在左右两旁又加盖了四间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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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共产党领导贫苦农民翻身求解放，父母才分得了三间公祠房屋和四亩水田等财产。
在那少数地主垄断大部分土地的旧社会，父母历尽艰辛为地主耕田，为谋生养猪卖柴、纺纱织麻。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又积极为改善居住条件谋划着，老大参加土改后，老四参军，老二和老三在家种
田，利用老五寒暑假爱好参加体力劳动的机会，他们用土车子从韶峰山上运回片石，将横屋的地基夯
实，把两旁的茅屋改成瓦屋，他们希望后代子孙在这里扎根、开花、结果。
然而，形势发展令人难以预料，时至21世纪的今天，他们的子孙和曾孙子女已经起飞了，他们飞到了
韶山、湘潭，有的还飞到了广州，飞到了祖国的四面八方，有的还飞到了“亚洲四小龙”之一的新加
坡求发展。
　　回眸往事，因为改造危房、加宽道路或兑换空坪隙地，坚持“寸土必争”的亲叔伯兄弟争得面红
耳赤，几乎积恶成仇，严重到要发生械斗的地步。
这就给我这个健在的长辈出了难题：明显不合理的一方，你不能纠正他，倘若开口就怪你“偏袒”；
你若不发言，别人又说，你们未分祖传的任何财产，只有你们最有发言权。
这是十几年来一直困扰我的问题。
因为我是健在的长辈，又是历史的见证人，也是与其房屋田土不相连的外埠人，还当过军官和地方干
部，面对侄子们过激的行为，我忍不住总要讲几句。
但当面讲会受到另一方的顶撞，背后劝说的效果也不是那么理想。
所以我除了在他们情绪激昂的时候发出必要的劝告或警告外，最后还是让他们去找当地的村组领导协
商解决。
这就是我最不愿意回忆的那些令人担惊受累的场面，有一次最激烈的争吵，差点把过路的行人都惹烦
了，他们也为这里的扯皮吵架感到厌倦。
　　当我想起这些，就陷入了沉思，跪拜在先父母的坟前，差一点不知不觉地打盹了。
幸有儿子陪同，及时提醒我：“爸，还有十几座祖坟要拜，我们还得抓紧时间！
”我才起立，在儿子的挽扶下，分别给附近的祖坟拜了年。
路过涟侄的楼房，他夫妇俩已去广州儿子那里过年，其大门也是紧闭着。
走上狭窄的土路，继续乘车从其他村庄或丛居的屋场经过，都未见到屋外有人，但是从烤火和炊烟的
迹象看，大都还是有人在家的。
不过，整个韶峰正冲的中青年人大多数外出了，年轻的正在攻读大学和研究生，中青年已去韶山、湘
潭、长沙和广州等地经商打工，只留下几个老人仍然坚守着几亩责任田。
因为儿子就要赶回大学去，时间有限，本想与几个堂弟夫妇会会面，因未见到人，也就都省了。
反正我每年要回老家转转的，下次再说吧。
儿子将小车开到陈家冲水库，唯恐泥路打滑，没有向前开了。
我们拜过迁湘始祖的陵园后，又去拜马颈坳和檀山坪的祖先。
由于天气寒冷，细雨霏霏，难得进入荆棘丛生的檀山坪，我和儿子在曾祖的坟前燃放了几挂鞭炮，点
燃了几沓纸钱和几支焙烛，请祖先宽恕我这个年事已高的嗣孙不能逐坟致礼，要他们都来满堂“家”
里接受我们的春节敬意，相信他们会同样显灵保佑远方子孙们的平安。
　　由于我年轻时就在朝鲜前线开汽车，有注重安全的意识，从来不大与开车的司机讲话，也就很少
与儿子交谈。
返回途中再过细坝咀，联想这些都是近十年内建起的新楼房却无人住，旧事便又涌上了心头。
　　1958年国庆节，农村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同时也进入了公共食堂的生活集体化。
管理区为动员哥哥们搬出细坝咀，让他们选择“投亲靠友”的形式，除了老二搬去岳家的食堂，老大
、老三和一个妹妹都搬去陈家上屋与六代的堂兄弟们共用一个食堂。
每逢佳节，细坝咀的房子空荡荡的，几乎荒无人烟了，令当时在外工作尚未成家的我和在湘潭读大学
的弟弟回来时有无家可归之感。
连续三年，我不是在修铁路的工地过革命化的春节，就是在县委工作队同社员群众同甘共苦过大年。
有时我偶尔请假给哥嫂们拜年，除了和回家休假的弟弟会一会面，也只能去陈家上屋食堂就餐。
嫂嫂们能够煮两只鸡蛋再加一份荤菜，就是最热情的招待了。
平时，让我们两个小兄弟多吃一顿饱饭，就是最好的享受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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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二十岁的妹妹将节余的粮食蒸成大钵的米饭或磨成粉子做粑粑，为了撇开小侄子、侄女们，特地
将我们关到房里去独食。
他们的粮食还是从“刮子米”里省下和从结交姐妹那里借来的呀！
　　我们兄弟虽然几次从细坝咀路过，却很少去参观，总认为以后难得返回这里了，便没有寄托多大
的希望。
不过庆幸的是，因为当时被管理区挂上了幼儿园的牌子，房屋才未被拆掉。
因此，我们一家人还存有一线希望，还能沉住气，我们总是默默地祈祷：韶峰呀韶峰，您那顶峰从清
朝起就立了圣帝庙，毛泽东和我们都是您这座大山的儿子，您可要保佑您的大儿子永远坚持为人民服
务的宗旨，体贴群众的疾苦，食堂办不好就不要再坚持了，让我们这些大山的小儿子能够早日重返家
园，自力更生，共享天伦之乐呀！
后来，据说还是毛泽东派他的秘书胡乔木带领工作组深人韶峰下的另一条冲（邹家冲）的沙田公社作
调查研究，充分倾听毛主席表兄的后裔和当地群众的意见之后，于1961年5月1日正式宣布解散公共食
堂的，这时，我的哥嫂和妹妹们也都欢天喜地搬回旧居，开始了有较多自由的小家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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