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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和儿子的西文庙坪
撰文/杜介眉   摄影/赵周舟

因为儿子，我走近西文庙坪。2015年夏天，儿子考上长郡中学，我急着在学校附近租房，就此踏上西文庙坪。

这天，中介推荐了一套房子，我觉得不错，约了去看房。人还在路上，便接到中介电话：“姐，真不好意思啊。你看中的

房子刚才被人抢走了。”

我心急火燎赶过去，中介妹子一个劲解释，现在很多新生家长都守在出租楼里，前面的租户刚搬出，他们紧跟着搬进去，

现场全额交租金给房东。中介也没办法干涉。刚才那套房子，就是这样子被“抢”走的。

好在中介敬业，继续带我看房子。7月的长沙如烤箱，我举着遮阳伞，仍被晒得满脸通红、一身汗流。跟着中介妹子，我

走过西文庙坪的学院街、上黎家坡巷、西文庙坪巷……天气太热，小巷的商铺没什么生意，店主吹着风扇，坐在门口聊天，遇

见行人，偶尔会吆喝一句，招揽生意。这悠闲情景，仿佛做买卖是副业，聊天才是正事。

终于租到一套房子。儿子把自家养的金鱼和小乌龟都带过来了。他常站在那里，安静地看着小乌龟。小乌龟怯怯地伸出

头，四处张望。小金鱼则活泼多了，整天在水中窜来窜去。熟悉的小伙伴依然在身旁，儿子很快适应了陌生的环境。

我们在西文庙坪的生活，就这么开始了。

西文庙坪的文气

高一的学习，儿子似乎应付自如，我也相对放

松，有时便去西文庙坪一带闲逛。

从杜甫江阁正对面的西湖路以北，人民西路以

南，东至黄兴路，西至湘江中路，这片交错纵横的

街巷，是西文庙坪片区。

西文庙坪曾是长沙最高学府——长沙府学宫所

在地。文庙是供奉孔子的地方。古代中国，文庙与

官学相结合，“左庙右学”，百姓也习惯称学宫为

文庙。文庙坪名称即来源于此。

长沙府学宫在宋朝进行过扩修，后因多次战火

毁损，在清朝时由湖南巡抚李瀚章重建。1938年

“文夕大火”，学宫再次被毁，目前仅遗留“道冠

古今”的花岗岩牌坊。

在文庙坪巷西边，我看到了这座“道冠古今”

的牌坊。牌坊厚重端庄，雕刻细腻精致。“道冠古

今”，用以盛赞孔子的学说与品德。此牌坊如今是

西文庙坪的地标性建筑。

牌坊东面的文化墙，刻有《潭州大成殿记》，

是真德秀留在湖湘的著名诗文之一，描述了宋代长

沙府学宫重建后的恢宏景象：“宫墙外内，巍然焕

然……”真德秀是南宋大理学家，潭州知府，在长

沙任上十余年，“廉仁公勤”，深受百姓拥戴。他

还是一位教育家，多次亲临岳麓书院督学，十分赞

赏张栻、朱熹的学说，为岳麓书院理学在南宋末叶

的复兴起了重要作用。

西文庙坪之文脉，源远流长，至今令人啧啧

称奇。可能没有哪条古街，如西文庙坪一般得天独

厚，至今还拥有三所著名的学校。

在西文庙坪巷2号，建于1912年的文庙坪小

学，已有百余年历史。每逢周末经过学校，校园很

安静。白墙青瓦的校舍，粗壮坚韧的古树，如同一

幅水墨画在眼前展开。蓬蓬勃勃的竹林，枝条已漫

出围墙。在校门口，文庙坪小学的校训赫然入目：

承文尚德，诚实坚毅。

我仿佛看到稚童们齐刷刷地捧着书本，朗朗书

声隐隐飘来。

在文庙坪小学，有两尊石象，是当年长沙府学

宫的遗物。石象五六十厘米高，历经风雨侵蚀，面

目已有些模糊。这些沾满灵气与文气的石头，百余

年来依然被求学的孩童攀爬、抚摸，也算是彼此的

福气。

长沙最早的一所民办完全中学——湘郡培粹实

验中学，位于西文庙坪的上黎家坡巷，创办于1989

年。这里有来自全省各地的学霸。我侄儿曾在此读

初中三年，他变得自律、勤奋，之后考上了隔壁的

长郡中学。

当然，西文庙坪最著名的学校，当属学院街

的长郡中学。长郡中学由长沙知府颜钟骥创建于

1904年，称“长沙府中学堂”，是当时唯一的府

立中学堂。1912年，府制废除，建立湖南长郡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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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疫情影响，很多线下经济活动受到影响。中国各大电商、社交平台则各显神通，纷纷推出

“战疫助农”活动，直播带货成了热词。

直播间的流量，不像往常仅仅属于娱乐明星或网红主播，也属于新近走红的一个特殊群体——

县长。

针对疫情导致的农产品滞销问题，电商启动“爱心助农”计划，中国的县市长们纷纷走进直播

间。仅在3月15日，作为淘宝直播“春播月”的高潮，有超过100位县市长直播，为数千款特色农货

代言促销。

数月以来，湖南多位县长、副县长为推介家乡文旅特产，打开农产品销路，组团直播“带

货”，活跃在镜头前“引流”，网络语言freestyle说来就来。

面对这些有趣又有料的主播们，你，被圈粉了吗？

——湖南网红县长带货，你pick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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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餐垫卷起自然百味
撰文/本刊记者 冯晓雅 供图/受访者

阳光透过树叶间的缝隙，在餐布上洒满大小不一的亮片。

咔嚓！手起刀落，愉快的声音随着剖开的西瓜一起传来，镜头拉近，艳红的瓜瓤将粉白的瓷盘装

点得干净可爱。这时候，彭心薏拿过一小块西瓜递给孩子们，沁人心脾的甜意唤醒了长沙的初夏，而

这场野餐活动，才刚刚进入正题。

在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员攻读传媒专业研究生，有着6年电视制作经验的彭心薏不是一个安于现状

的女子。两年前，热爱烘焙、花艺和摄影她将“自然餐桌”纳入人生计划，野餐从此成了她生活的一

部分，她说：“以自然为景，以大地为席，享受食物的味道和自然的美好。”

美好的周末，从一场富有仪式感的野餐开始。

四月，从太平洋西岸吹来的风开始有了暖意，

伦敦在绿意渐浓的节气里恢复了热闹的模样。最

是一年春好处，耐不住寂寞的人们开始活络起

来，这个季节，与踏春最美好的搭档，无疑是约

上三五好友来一次野餐之行。

彭心薏和她的好友潇禁不住春光的诱惑，第一

次野餐时，连常规的野餐篮子都来不及准备，就

迫不及待地想要与市中心的“伦敦之肺”——海

德公园来一次亲密接触。

“都说春天到了，海德公园就会长满英国人，

果不其然。”彭心薏笑着打趣道，“当然，我们

也是其中之二。”记忆回到那年伦敦的春天，海

德公园的樱花在暖阳下探出了头，浅淡的青色逐

渐铺满了草坪，三俩成群的人们有说有笑，不远

处的鸽子扑扇扑扇翅膀，很快从这头飞到了那

海德公园，小松鼠也忍不住讨要美味

头。这厢，彭心薏和潇铺上了野餐垫，正准备摆

上准备好的美食。“潇做了一整盒迷你三明治，

可以说是英国人在野餐最常吃的美味。时间仓

促，我只来得及准备了一份中东调味料烹制的凉

面。” 彭心薏说：“看似简单，但味道还挺正

宗。”

一起享受公园春色，不仅是野餐中的人们，

海德公园的另一位“主人”——松鼠，此时也寻

味而来。“这帮小可爱时不时凑过来要吃的，它

们多半不怕人，给一个小蛋糕就能贡献出它肥嘟

嘟的小身躯，让你拿着手机怼，在脸上拍照。”

即便是当年的对话已经消散在四月的微风里，但

回忆还是让她身心愉悦。

“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我喜欢上了野餐这件

美好的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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