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嫂住在宜章县的莽山深处，因为嫁给刘家老三，

我们就叫她“三嫂”。去年年末我们去莽山采访，访

的人就是三嫂的公公刘老爹。

车子出了宜章县城，渐渐进入

无边林海，初冬灰暗的地平线上，

忽然出现漫山遍野的绿色，山势跌

宕起伏，绵延不绝。这里是宜章县

莽山乡，沿途一片灰扑扑的农舍和

小镇，最多的是狗，冷不妨就窜到

路中间。司机陈鬼子说 ：“千万别

撞了这狗，那些乡下人会拿锄头索

赔的！”

开到山林深处的刘老爹家，一

个中年女人带着一只大黑狗在村头

迎接。女人身板结实，头发朝后梳

着农村最普通的把把辫，黑狗亦步

亦趋地跟着。她迎上来，黝黑的脸

上露出两排洁白的牙齿：“这么远，

你们辛苦了哦！快点进屋，我是老

三家的。”

我们与刘老爹聊天，三嫂径自

在堂屋忙碌，一会儿工夫桌上架起火锅。三嫂把现

杀的土鸡斩块入锅，堂屋里鸡香四溢。三嫂的大黑

狗仿佛通人性，围着老何和鬼子转，一会儿嗅嗅老何

的皮鞋，一会儿碰碰鬼子的裤脚。

午饭时，刘老爹的五个儿子都到齐了，老三夫妇

忙完灶台又上酒桌，推杯换盏敬个不停，土屋都被

笑声掀翻了。

下午去莽山采风，三哥三嫂请缨作陪。走出不到

20 米，车子突然“咣”地被什么撞了，慌忙刹车，只

见一只黑影嗷嗷大叫着向刘老爹家狂奔而去。

“怕是撞到大黑了！”陈鬼子面色土灰。“不要紧

吧？”我们迟疑着要下车。“走吧走吧，不用管了！”

昏暗的车里只听到三嫂不容二话的声音。

一路忐忑着向莽山深处走，三嫂不时介绍沿途

风景，想消除我们的不安。

莽山在湘粤交界处，山势险峻，延袤六十余里，

九十九峰如寒芦宿于莽中。其山粗犷原始、不修边幅，

却能让人臣服在那雄壮威武的气势中。登山要穿越

羊肠小道，路陡且长，中途无处休息，一会工夫就

汗流浃背。

我不敢往下看，羡慕着三嫂矫健的身影在前面如

履平地。三嫂回头笑 ：“这点路算不得什么哟 , 今天

又没挑东西。平常我天天挑豆腐花到万寿塔卖哟！两

桶豆腐花四五十斤，加上杯子板凳一起不少于七八十

斤咯！”

我暗想，万寿塔海拔 1500 米，这八十斤的重担

三嫂是怎么挑上去的？三嫂好像猜到我的想法，捂嘴

偷乐：“我们要讨生活呀！不到山上卖豆腐花，我的儿

子怎么上得到大学哦！”

“丁丁当当”，一队骡帮从山脚来，每匹骡子负着

100 块砖头，一步一颤。汗水打湿了骡子的鬃毛，它

们喘着粗气，在寒冷的山上显得格外苦累，我不禁自

觉地让路。听说郴州古时有骡马古道连通岭南岭北

的商贸往来，此番亲眼看到，却没料到这些骡马现

在还如此辛劳。

三嫂说，莽山的骡马自古就这样生活，莽山的人

也是一样的。

一路上遇到不少莽山妇女，都挑着重重的扁担

上山摆摊。吃苦耐劳已经成为山里女人的习惯，却从

不懂叫苦叫累。

猴王寨的九叠亭在九重瀑布的最顶端，亭子里有

个女贩，见我们爬上来，她热情地招呼 ：“来来来，

坐下来喝口茶！这里太高，实在难爬哟……”

亭子里摆满茶叶、山货和瑶服，她也不张罗生意，

只是给我们敬茶。陌生女贩毫无芥蒂的真诚，顿时

让城里那些势利的商贩相形见绌，我们也乐得照顾

她的生意。不知不觉到了下午 5 点，先期回家的三嫂

打来电话，催我们天黑前下山，说有好菜。

回到刘老爹的土屋时已经天黑，鼻子尖的老何很

远闻到一股异香。我们跑到灶台边一看，直径一米的

大锅里烹着满满一锅狗肉，正哧哧地冒着油。

刘老大的孩子往灶膛里添柴，边扯闲谈 ：“我们

过年才吃狗肉，乡下杀狗跟杀猪一样隆重呢！”鬼子

追问 ：“这是哪条狗？”“就是你撞的那条狗子嘛！”

我们面面相觑。晚饭开席，三嫂端上一大盆狗肉：

“山里也没什么好招待，杀狗请贵客！”

我们羞愧万分。三嫂不仅宽恕了鬼子的过错，还

把最心爱的大黑献给我们，世间无限的宽容和真诚，

竟然就藏在莽山深处；一辈子围着大山的宜章女子，

有大山一样宽厚朴实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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莽山三嫂待客记细读湘女

都说湘女多情，可如果仅仅用这样的印象来形容湘女，估计我大湖南都不会答应，因为她们还可能多才、多艺、多金、
多福……但是，在这里，我们不想刻意美化湘女，我们试图用平民视角贴近14个市州的女子，看看不同地域的湘女
有着怎样不同的魅力。在这里，她们可能是美丽的、聪颖的、温柔的，也可能是火辣的、彪悍的、柔中带刚的；在这
里，她们都是一个个带着烟火气息的邻家小妹，隔壁大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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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在海那边
认识安妮时，我在教会做义工教新移民英文，

她是我班上的学生，高挑的个头，秀丽的外表，气

质与众不同。记得我问她 ：“你是不是模特儿？”她

闲闲一笑，回答 ：“那是我在上海

时的本行！”

慢慢我们熟了，她请大伙儿去

她家玩。她家很大，还有个专门的

电影小剧场，她的父母也在美国为

她照看一双儿女。我们看到她家里

以及她自身的优越条件，又从不见

她丈夫——她说她老公在中国做生

意——大家背后猜测她有可能是被

哪个大款包养在美国的“二奶”。

我第一次见到安妮的丈夫是在

一家中国超市门口，她为我们介绍：

“这是我丈夫，这是我教会的英文

老师……”话还没说完，男人脸一

沉，对我不客气地说 :“我们安妮

以后哪里都不去了，她不用学英文！”

说完，他拉着一脸尴尬的安妮就走了，我一口气堵

在那里，好半天反应不过来怎么回事儿。

后来我知道，这个男人并不是个怪胎，而是个事

业很成功的男人。安妮也不是他的“二奶”，而是他

明媒正娶的太太。他可能是最早一批来美留学的留学

生，学成就回国做生意，利用曾经的国内关系网，成

为一名成功的“海归”。生意做大后，他在上海认识

了当模特儿的安妮。安妮二十出头就嫁他为妻，为他

生儿育女，又带着一对儿女来美国。他仍在国内做生

意，时常来美探望妻儿。

从某种程度上说，他是个好丈夫，家里的一切费

用都是他一人承担，包括安妮的父母亲在美国的花费。

他疼爱比他年轻十六岁的太太，真可谓“捧在手心怕

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但他不喜欢她美丽的妻子抛

头露面，不喜欢他“圈养”在家的女人去外面读书交友，

他觉得他的女人就应该像他母亲那样，没事做时就在

家里打打麻将，多生几个孩子，如此而已。

但安妮来美国后，却让他特别担心。初次见面时，

他对我说的那句话，并不是开玩笑，也不是在胡闹。

记得有一次，我和他们夫妻熟了以后，一天晚上，我

正和几个朋友在外用餐，他拨通我的手机，十万分

紧急地让我立刻赶到他家去，说担心安妮出事，因为

打她的手机没人接，他快发疯了，觉得老婆要跟别

的男人跑了。

我便开车往他家赶。到了那里，安妮正好刚回来，

我告诉她她丈夫急得快发疯了，安妮却不在乎地说：

“别理他，他发神经病呢！”原来，她只是出去跳舞了。

她丈夫人在中国，得知妻子出外找乐子，就胡思乱想。

我劝安妮，这样会影响夫妻感情。但她说，如果在

美国还像在中国一样生活，有什么意思？这样的事情

越来越频繁，到最后我也懒得管他们的事了。

后来，我又回到学校读我的企管硕士。安妮却

忙着恋爱，她给我来电，询问有关离婚夫妻资产如何

分配、或是再结婚如何处理上次婚姻中的资产等等。

那时她仍在第一次婚姻中，我对她说，这样做是很

不道德的，如果是在中国，她就会被骂成是潘金莲。

但她说，这是在美国，离婚很正常，人与人之间也

互相尊重，只要追求自己的生活时不影响他人就行。

我不知道怎么说，感觉她还是高估了美国的个性自由。

后来，她离婚了，两个孩子，女儿判给了她，儿

子由前夫带回上海。

她获得了自由！从她嘴里，我得知她现在爱着的

是个非常优秀的男人，美籍华人，斯坦福大学博士，

在一家规模很大的电脑公司任职。她与前夫离婚不久，

就怀上了这个博士的孩子，但博士一直没有结婚的打

算。她一开始也不太着急，认为这在美国也很正常，

直到她肚子大到像个圆球，这才有点着急了，开始逼

婚。他们终于结婚了。安妮又生了个儿子，我去看望

她时，她长发披肩躺在床上，刚出生的婴孩睡在身旁，

阳光暖暖地照着，那情景一直留存在我脑海中。岁月

似乎并没有在她的身上留下太重的痕迹，她依然那么

出众！

可后来，安妮又离婚了。原来，在和博士恋爱时，

判给安妮的女儿便被送回了上海。如今，女儿想念

母亲，安妮便决定回去看望女儿。临上飞机前，博士

对她说，最好放弃这趟上海之行，否则就不必再回

来了。安妮还是走了，她以为等她回来时，这个男人

的气应该消了。 

安妮带着女儿从上海回到美国，没想到，博士

的话是当真的。他让她们母女搬出去。“我记得美国

人都当孩子是上帝的礼物，他为什么不能接受我女儿

呢？”安妮问。我也无法回答。我自认为，要改变一

个中国男人根深蒂固的想法，起码得在美国生活三代

以上吧。

第二次离了婚的安妮好几年都没恢复元气。即

使她仍是个美丽动人的女子，即使她的追求者可能

从没间断过……她还是尝到过分追求自由带来的苦

果，她生在中国，并不十分适合美国的自由。

被美国的自由撞了一下腰

这是一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时代。如今，中国有越来越多的女性因为留学、工作或婚嫁等原因而远赴他国。在异国他
乡，她们的生活如何？是开启了新的人生大门，还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为此，本报开设专栏《她在海那边》，讲述
中国女性，尤其是湘妹子在海外的欢喜与忧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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