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疖疤冲
丁大成

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
映入眼帘的是界巴冲景点，我心里一

动。 以本人对地方文化的理解，“界巴冲”
应为“疖疤冲”。 山里人为使树木成材，定
期、不定期地砍掉一部分树枝，把砍掉的
树枝挨近树干的部分叫“树疖疤”。

如果说，把绿色的黄柏山比作一棵
枝繁叶茂的大树，“疖疤冲”就是这棵大
树上的第一个疖疤。

山里人依树而生，把过日子的酸甜
苦辣形容为“疖疖疤疤”。 黄柏山精神的
凝练过程无不如此。

“你分析的对头！ ”在疖疤冲景点，
一位精神矍铄的鹤发老人称赞道。 我
请问：“那为何写成界巴冲？ ”老人说，
以前山里人文化浅啊 ，你说 “疖疤”二
字怎样写？

老人是第一代林工， 人们亲切地喊
他老张。 老张退休了， 不愿意回达权店
（打船店）老家，说林区蹲习惯了，听不到
林涛、鸟叫睡不着觉。 老张知道我们为黄
柏山精神而来， 爽朗地笑道：“你们也采
访采访俺们一家！ ”忙着给我们端茶倒水
的窈窕淑女嗔怪老人 “您又在发人来

疯”。 女子是老人的儿媳妇，是老林工的
后代。 大山的灵气、森林氧吧的滋养，使
女子貌美肤白，比实际年龄年轻许多。 有
人叫来老张的儿子大张。 大张说，最遗憾
的是没读几句书。 从小跟父亲转场，这里
读几天， 那里读几天， 山上教学条件又
差，16岁父亲就叫他当了林工，蹲遍了林
区所有林点。 类似的情况，在林区很多。

疖疤冲景点原为黄柏山林场界巴

冲林点，是最早的育苗基地。 当第一代
林工们劳心费力地把从山外挑上山的

树苗精心栽种后，老张说，“几乎全死光
了”。 他们发现山上的土著油松生长旺
盛，于是在悬崖峭壁采摘松球，在这里
建立育苗基地。 那为何在这里建立育苗
基地呢？ “黄柏山山高气候寒啊。 ”老张
介绍，疖疤冲相对避风暖和，土肉较深，
利于种子发芽生长。 通过几代林工的努
力，过去的荒山已蔚然成林。 如今黄柏
山森林覆盖率高达 97.4%， 飞子成林，
再不需要专门育苗，曾经的苗田成一道
景观。 加上山民外出打工的多，植树造
林、防火防盗的压力减小，搭乘旅游开
发的列车，大张夫妇兼营餐饮，为游客

提供服务。
怀揣一颗崇敬之心，行走在林荫小

道上，满眼的苍翠，还有红叶黄花、高山
响杜鹃、满目沉醉的游客……“你站在
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这里真是个旅游休闲的好地方。

林道两边的松林、水杉林里，间或
有锯倒的树木。 苗木长到一定程度，要
让一部分“下岗”，给“在岗”的留下充分
的生长成材空间，叫“抚育”“间划”。 “砍
小留大，砍弯留直，砍稠留稀”，黄柏山

的林业技工们把“三砍三留”的抚育间
划经验，化为科研成果，为全国林场甚
至整个植树造林提供经验。

爬过一山又一山 ， 走过一坳又一
坳，柳暗花明又一景。 遇到一棵树，挂满
野生猕猴桃般的果实， 经辨认为水梨
“朝天啃”。 山下的“朝天啃”足有茶碗
大，这里却很小。 高处不胜寒，足以改变
植物的性状。

界巴冲，疖疤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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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山又见司马光（中）

“司马光砸缸”的故事虽然流传千
古，但司马光本人却从不提起，他最念
念不忘的童年经历是另一桩事。

宋·邵博 《闻见后录》：“光年五六
岁 ，弄青胡桃 ，女兄欲为脱其皮 ，不得
去，一婢子以汤脱之。 女兄复来问脱胡
桃皮者，光曰：‘自脱也。 ’先公适见，诃
之曰：‘小子何得谩语。 ’光自是不敢谩
语。 ”司马光小的时候，偶然与姐姐得到
一些青皮胡桃，可两人不知道怎么给胡
桃去皮，试了许多办法都没有成功。 姐
姐有事暂时离开，路过的婢女看见司马
光对着青胡桃伤脑筋， 便端来一盆热
水，把青胡桃放在水里浸泡，烫过后的
青胡桃很容易就去了皮，司马光高兴地
吃了。 姐姐回来，就问他胡桃皮是谁去
的？ 司马光随口回答说是他自己去掉
的。 可谁知，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将整
个过程都看在眼里， 见司马光撒谎，便
严厉地教训了他。

从那以后，“诚”这个字便成了司马
光信奉一生的准则。

司马光 50 多岁时定居洛阳， 专心
编写《资治通鉴》，生活简朴。 家里有头
马得了肺病要卖掉，他特意叮嘱家奴卖
马时要将实情告知买家， 不得隐瞒，连
家奴都笑他迂腐。 司马光是生于光山的
文士，他虽不经商，但他会做人，“诚”这

一品德也成了精于实干的光山人信奉

百年的准则。
得天独厚的地形气候与伶俐勤劳

的双手，让光山人在新中国成立后迅速
成就家乡的两大产业———茶叶和羽绒。
每年，外出卖茶与充绒的两支大军是光
山县特有的风景，也成为光山县的两大
支柱型产业。

不管是精明能干的企业老板，还是
大字不识一斗的个体户，在这些光山人
的心里，做生意说难很难，说简单也再
简单不过，那就是一个“诚”字。 不缺斤
少两，不以次充好，愣是将司马光那份
“迂腐”原原本本学到肚子里。

司马光苦于古史卷帙浩繁，体例雷
同，下决心倾自己所能，重编一部编年
体史书。 在司马光看来，“诚”的极致并
非迂腐，而在于求变。

近些年，电子商务逐渐取代原来的
线下售卖，光山现场充绒的效益逐渐放
大。 光山人在政府的带领下，建起了自
己的电子商务产业园，让“互联网+”走
进传统羽绒。 238 个遍布乡村的“农村
淘宝”服务点使光山人不需要再风餐露
宿奔波于大城市与家乡之间，而是坐在
家门口，鼠标一点，财源滚滚。

电子商务平台既已被搭建起来，与
司马光同饮淮河水长大的光山人，又怎
么会止步于眼前呢？

于是，脱贫攻坚关键时期，“光山十

宝”应运而生，“互联网+”也从光山羽绒
走向光山更广阔的农副产品。

“观五玫”鲜桃、青虾、甜米酒、黑猪
腊肉、山茶油、油挂面、砖桥月饼、咸麻
鸭蛋、糍粑、红薯粉条，这是光山人从小
到大习以为常的美食，是在羽绒及茶叶
之外，光山人最为骄傲的饮食文化。 从
前，光山人以此待客，客人走时往往还
要带走一些回家慢慢品尝。 如今，光山
人将它们保鲜、打包，通过淘宝售往世
界各地。 “买全球、卖全球”也成了光山
人一句时髦的口头禅。

司马光自幼好学，据《宋史》载，“光
生七岁，凛然如成人，闻讲《左氏春秋》，
爱之，退为家人讲，即了其大指。自是手
不释书。 ”司马光七岁时听先生讲《左氏
春秋》，回家就能为家人讲出大概。他手
不释书，读起来不知道饥渴寒暑，达到
废寝忘食的地步。 后来，他为了节约时
间，便以圆木为枕，每逢读书困乏，就枕
着圆木休息，圆木滚开即醒，醒后继续
读书，可以说是争分夺秒。

司马府位于光山县正大街中段，原
为四合院落，屋北檐外有照壁，有前厅、
厢房、书斋、后堂等，院内植柏树、胡桃、
梧桐，院中置有一井。 规模不大，但格局
紧凑，尽显徽派建筑的秀丽素雅。幼年的
司马光在此求学苦读，屋檐下、水井旁、
假山边，他抑扬顿挫的读书声萦绕不绝。

与司马府一墙之隔的便是现在的

光山县第一小学。朗朗书声每天从教室
里传出，童声清脆整齐、字正腔圆，像是
听见千年前司马府中回荡的读书声。

身处司马府，竟让人生出穿越时空
之感，误以为遇到了童年的司马光。 可
谁又能说，他们不是小小司马光呢？ 重
视教育，一直是光山县不变的传统。

一座城市的精神内核展露于那些

英才名人，更内化于那些平凡的人们。
司马光给世人留下一部史学巨著

《资治通鉴》， 给光山留下的却远远不止
于此。司马光留下的到底是什么？校园里
伏案苦读的学生们， 三闯火海救人的李
道洲，勇斗歹徒的陈涛，田间厂里干劲十
足的农民， 脱贫攻坚中砥砺奋进的党员
干部……他们不用开口， 却已经说得明
明白白。

坐落于槐店乡槐香园的司马光文化

传播学院， 以司马光这一史学巨匠为载
体，建起司马光文化教育基地，用系统专
业的形式讲解他的高尚品德与丰富著

作，弘扬国学精粹，从而让司马光文化深
根固本于光山、枝繁叶茂于世界。

城市的文化精神就是城市的灵魂。
司马光的智慧之乡正以他为起源，辐射
出完整的司马光文化圈。

司马光说：“求之空言，不若验之实
事。 ”或许我们无法企及他的学问，但敏
而好学、务实勤勉却将扎扎实实地一代
代传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