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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西州古丈县岩头寨镇洞溪村是一个写
在大地上的“丰”字，百余户民居鳞次栉
比，依山而建。主要的村巷老街三横一纵，
刚好组成“丰”字的四笔。

“丰”在这里，不仅是形，也是意。千
百年农耕文化，对“丰收”的祈愿与信仰，
在古丈县岩头寨镇洞溪村，积淀体现得淋漓
尽致。

穿缀在村寨中的几十栋明清古宅，数十
棵百年古树，延续村民珍爱山水、和谐共生、
守望相助的乡风乡俗。还有村里传唱至今且
广为流传的辰州高腔、傩言山歌，讲述洞溪村
自己的故事与历史，承载回忆与乡愁。

洞溪村是光绪年间贵州提督马承宗的家
乡。马承宗年轻时加入曾国藩湘军，屡立战
功，后擢升提督，官一品。告老还乡的马承
宗，广置田地，大修宅院，在村里办私塾、
修庙宇，还请来高腔师傅演戏，对当地文化
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2016 年，洞溪村被列入第四批中国传统
村落名录。

漫步洞溪村会感慨岁月如歌，光滑的石
板路，褪色的木板房，斑驳的门窗，残缺的
土墙⋯⋯这是时光留下的印记，缓慢绵长却
坚韧有力。

雨中村寨，劳作归来。
坐在村口烂漫的野花旁，80 岁的贾祖培

唱起酉水船调。时光与生命，也藏在洞溪老
人们传唱的歌谣里。

贾祖培是村里公认声音最嘹亮的歌手，
虽已 80 岁高龄，也丝毫不影响他“歌王”的
地位。从十五六岁在酉水河上放排开始唱
歌，贾祖培不仅能唱辰州高腔、傩言山歌，
还会唱酉水船调。

听他唱歌是一种很特别的感受。唱到高
音时，他会闭上眼，偏过头，合拢双手，脚
踩节奏，完全沉浸其中。你能从那粗犷豪迈
的歌词里，读出时光的故事，从那高亢悠长
的曲调中，感受生命的力量。村民却说，喝
过二两酒的他，还能唱得更好。

时 和 年 丰 ， 岁 月 如 歌 ， 悄 然 蔓 延 的 苔
藓，肆意生长的青草，俏皮招摇的野花，攀
援伸展的藤蔓⋯⋯这是生命奋斗的姿态，于
不动声色中绵延盛放。

主要看点：
梯田景观，百年古树，传统古建筑，民

俗文化。

天朗气清，惠风和畅。笔者
一行驱车从市区出发，沿着长张
高速行驶，来到慈利县溪口镇樟
树村，到此寻一处红色旧址。

樟树村因千年古樟而得名。在村外
的澧水河边，傲然挺立着历经沧桑，几
度起死回生的千年古樟。树高 28 米，冠
幅 30 平方米，有“亚洲第一樟”的美
誉。在这里有着一座古旧的建筑，其背
后藏着一段光辉的革命历史。由讲解员
带路，笔者一行人紧随其后，“到了！”
这座名为“苏维埃溪口区政府旧址”的
建 筑 随 之 呈 现 在 众 人 眼 前 ， 庄 严 而 肃
穆，古旧而深沉，不禁令人感到震撼、
敬畏。

从不远处看，旧址坐西朝东，为全
木 建 筑 ， 主 建 筑 为 一 正 两 横 的 “ 撮 箕
形”，南北方向为一栋正屋，东西方向
为两栋横屋，以堂屋为中心轴线对称。
整座院落布局严峻，是一座典型的吊脚
楼院落建筑。

走进其中，旧址正屋开九间房，五
柱四瓜穿斗式构架，从正门进入，屋内
摆放了桌椅，四周墙壁上陈列着相关战
役和英雄先烈的图片文字资料。再踏入
横屋，其为吊脚楼设计，两横屋之间的
前 面 还 建 有 半 月 形 围 墙 ， 围 墙 左 侧 设
门，院内还铺设了石板，种一些花木植
被。随着时代进步发展，这种设计逐渐
淡出了人们的生活，湮没于时光长河之
中，在此见到，倒显得尤其独特。

整体参观了一番，笔者被主屋所陈
列的图片、文字所吸引，细细浏览了起
来，历史的面纱便由此揭开：1934 年 7
月，贺龙红二军团和萧克红六军团在溪
口的王家坪开辟红色革命根据地，成立
了苏维埃区政府，建立了红色政权，轰
轰烈烈地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
活动。他们还通过土地革命和收编当地
的一些散兵游勇，吸纳了一些当地先进
分子扩充红军队伍。1935 年，红二、六
军团在棉花山打响了红军反“围剿”的
第一次狙击战，此战成功牵制敌人，为
中央红军主力长征赢得时间发挥了重要
作用。

一处红色旧址，与先烈英雄们经历
了风霜雨雪，枪林弹雨，它如今依然矗
立于此，已成了革命时代的一个缩影，
也是前人留给后人的寄托与文化。

建筑已旧，但其承载的精神却历久
弥新。革命先烈艰苦奋斗、奋勇向前、
不惧险阻的精神，是这座红色旧址留下
的最重要的精神财富，让后来者能更好
地缅怀历史、珍惜当下、展望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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