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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乡村

从桑植县城沿桑官线向东北行驶
约 34 公里，到达桑植县官地坪镇东流
坪村村口，进村约 300 米便是远近闻名
的萝洞书院遗址。

近日，在东流坪村党支部书记庹
绍 国 的 盛 情 邀 约 下 ， 记 者 来 到 了 这
里，探访萝洞书院遗址，感知当地厚
重的文脉。

据 《罗氏族谱》 记载，书院为当
地处士罗祖纲所建。咸丰末年至同治
初年，罗退隐官场，用三年时间建成
了书院，初名为“萝洞别墅”，同治十
年 （1871 年） 更名为“萝洞书院”。

罗 祖 纲 后 人 罗 万 众 曾 听 长 辈 提
及，书院鼎盛时期的某一年，书院参
加科举考试的 30 余名学子都考出了较
为出色的成绩，书院名震八方，自此
与岳麓书院等齐名，传为后世佳话。

在罗万众的指引下，记者一行便
循着前人的足迹探访书院遗址。从村
道 往 里 走 约 200 余 米 ， 可 见 一 羊 肠 小
道 ， 路 旁 杂 草 树 木 密 布 。 罗 万 众 说 ，

这 条 通 往 书 院 遗 址 的 路 ， 少 有 人 走 ，
容易被草木覆盖，所以他隔一段时间
就会来斩草，以方便参观的人前行。

沿路再往里走数十米，一处 3 米多
高、约 10 米进深的天然岩洞出现在眼
前，洞口下方两侧各有一个石墩，石
墩各有一凹陷的口，洞口上方则横放
着一个大石条。“这里就是萝洞书院的
入口，这个石墩和石条就是以前门墩
和门楹。”罗万众一边讲解一边用手势
比划着推门的姿势，那一幕仿佛古时
的书生再现。

洞口为中间低两侧高，现存有近
30 级 石 阶 ， 长 条 形 、 扇 形 的 石 阶 都
有，人工凿的痕迹依旧清晰如初。拾
级前行当心存敬畏。靠近书院一侧的
洞口右侧为一高台，有凿好的石阶可
到台上，台上视野开阔，曾是书院书
生独自读书的好去处。洞口左侧有向
内凹陷的小洞，小洞石壁上又有荷花
浮雕，所以这小洞又被当地人唤作荷
花洞。走近细看，那荷花、荷叶、莲

蓬 都 是 根 据 石 壁 的 天 然 模 样 加 工 而
成，栩栩如生、仿若天成。

伫立在这洞口前，已经可见书院
正厅遗址的轮廓，再往里走数十米就
能一览遗址风貌。还没到目的地，这
路上的故事早已让人万分敬仰。洞口
到书院的小路都是由前人一抔泥土一
块石头垒就。繁盛时期，小路旁还建
有三层吊脚楼供客人住宿休憩。路旁
还摆放有十二个花钵，花钵一大一小
和石条一起间隔摆放，象征着一年十
二个月。而今，来者只能看到一两个
花钵，剩下的便要去想象了。

看罢路上的风景，终于来到书院
正厅遗址。眼前，一块两米多高的石
牌是书院的标志，石牌与书院历经数
百年沧桑，如今虽是藤萝密布，却依

旧屹立不倒。
石 牌 前 是 天 然 形 成 的 椭 圆 洼 地 ，

石牌后则是正厅，正厅处视野最为开
阔。此处遗址也只留下人工凿出和大
火焚烧后的黑斑。石壁上凿进去的书
柜、间隙和一条浮雕的盘旋的龙留给
了后人无尽的想象空间。书院虽只留
残垣断壁，其繁盛时期的模样却能从
中窥探一二。罗氏后人谨记着那段历
史，扎根在村里，守护着书院遗址。

庹绍国表示，书院遗址是东流坪
的光辉荣耀所在，书院传承数百年的
文脉精神激励着后人奋发进取。多年
来，村里一直注重保护书院遗址、弘
扬书院精神，今后将进一步做好保护
传承工作。

金秋的季节，八大公山的棓子
花，散发出自然的花香，吸引着八
大公山的养蜂人。笔者一行就在
这时节，走进海拔 1800 多米的八大
公山，来到了养蜂女肖金枚的取蜜
体验活动现场。

当车子行驶进一个山凹，大片
植被扑面而来，郁郁葱葱。抵达肖
金枚的养蜂基地，眼前是摆放有序
的蜂桶，四周弥漫着蜂蜜的清香！

到了养蜂场，许多村民和游客
都在围观肖金枚取蜜。不善言语
的 肖 金 枚 ，脸 上 洋 溢 着 灿 烂 的 笑
容。她和她的帮手们将一桶桶蜂
片 放 到 摇 蜜 机 中 ，蜜 很 快 就 流 出
来，带着一股清甜，惹得许多群众
嘴馋。“大家来尝尝!八大公山的棓
子蜜——甜得你心痒痒！”肖金枚
用小刀将一块块蜂片切割，送给在
场的人们。大家都说：“真香！真
甜！”

肖金枚是个土生土长的八大
公山农民，一个地道的土家村姑。
她出生在八大公山镇一个叫毛坡
村的大山沟里，从小跟随父母在山
里劳作。初中毕业后，为了减轻家
里的负担，不满 16 岁的她只身踏上
了南下广东的列车，在一家食品袋
生产加工厂打工，一干就是五年。
由于她那好强的性格和出色才干
得到老板的赏识，被任命为车间主
任。但由于思念家乡，她还是谢绝
了老板和工人们的挽留，回到了生
她养她的大山里。

回到家乡，她用打工的钱买了

10 多头牛，成为当地第一个养牛大
户。有一天，她与丈夫商量，想发
展养蜂事业，八大公山有丰富的自
然资源，特别是满山的棓子花，那
是流金的财富啊！她与丈夫多次
进行资源考察，又了解了养蜂大户
情况。为了学到真本事，她前往上
河溪乡养蜂大户赵师傅家里跟班
学习了半年。不知被蜂蛰了多少
次 ，就 连 师 傅 都 叫 她 不 要 做 这 个
事，那是男人们做的，可她就是不
信邪。师傅也被她这股子倔劲折
服 ，将 自 已 的 全 部 技 术 传 授 给 了
她。

学成归来，她购进 40 箱蜜蜂，
当起了养蜂人，并经常与同行们在
大山里转，寻找蜜源，居无定所，喝
山泉水，吃山野菜，睡露天床。她
克服种种困难，与蜂为伴，与花为
媒，成为八大公山镇第一个女养蜂
人。

今年，为了扩大养蜂产业，肖
金枚动员老公放弃了在外的工程
项目，在八大公山老家注册了“甜
蜜蜂养殖家庭农场”，带领 30 多户
贫困户养蜂 1000 余箱。预计今年
可收入百万元。

取蜜现场，八大公山的 6 个村，
表示准备聘请肖金枚当技术员，养
蜂 5000 多箱，共同致富。

在棓子花开的季节，肖金枚带
着她的养蜂户，忙碌在花海丛中，
迎着太阳出，随着月亮归，迎来又
一个丰收的大好季节。

八大公山养蜂女
田克清

到东流坪村，访萝洞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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