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型以无声的动力、无言的激励启

发孩童们孝父母、勤读书、厚邻

里。“我儿子和儿媳是听着杨柳

村‘文化人’的事迹长大的，他

们也将这些故事讲给了自己的孩

子听。”邵子莲说。

06 2024年9月22日  本版编辑／李诗韵   美编／王蕾
E－mail：lishiyun@fengone.com 新闻·特别报道

24位博士、52位硕士、419名大学生……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周雅婷

行走在校园里，刚开学不久的肖宇忙碌而充实。两个月前，他拿到了中南大学数
学与统计学院的博士录取通知书，成了杨柳村的第 24 位博士。

坐落在长沙浏阳市淳口镇的杨柳村，是闻名一方的“博士村”。这里家风淳厚、人
才辈出，从恢复高考至今，培养了 24 位博士、52 位硕士、419 名大学生，其中，24
位博士中有 10 位是女性，博士夫妻就有 3 对。

“崇文重教、学无止境的家风是我们村最宝贵的精神财富，而女性撑起了杨柳家风
建设的‘半边天’。”杨柳村妇联主席邵子莲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她们用独有的
细腻、柔和与坚韧，培育着崇德尚善、文明美好的家庭氛围，为当地发展贡献了不一
样的“巾帼力量”。

一个小山村为何能培育出这么多高材生？近日，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走进杨柳村，
探寻其中的答案。

“知识改变命运！”这句话，

在距离长沙市近 70 公里的杨柳

村，有了最好的印证。

北大学子肖庆成、自学成才

的博士赵优平……通过高考走出

村子的孩子们，一路考研、考博，

成为各行各业的顶尖人才。村民

们告诉记者，这个“博士村”考

出的孩子们，就是“知识改变命

运”鲜明的写照。

“我们杨柳人历来重视教

育。”邵子莲说，在勤劳朴实的

村民们眼中，读书是改变命运的

最好途径，是一个家庭的希望，

也是农家孩子走出家门，走向更

广阔世界的机会。“杨柳村的教

育背后，是代代相传的耕读理

想和对知识的无比渴望。”在杨

柳村，家训与书香气息融合在一

起，营造出了浓厚的教育和学术

氛围。“诗书不可不学，礼义不

可不知，子孙不可不教”“重学”

“耕读为本”，翻开杨柳村主要姓

氏的族谱，这些词句饱含着祖辈

对后代的期望。

早在明代初期，杨柳村的先

杨柳树下“博士村”：人才辈出背后有“她”密码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
员 邓力菲）“今日我离开湘西，

但未来的我终将回归这里。”

近日，网络博主杨涛晒出一

则写在动车清洁袋上的留言，

引发关注。

清洁袋上写着：“亲爱的

旅人，见字如面！不知您是

何种原因乘坐此次列车。我

是一个去新疆上大学的‘05

后’小女孩，很庆幸十几年

苦读，我走出了湘西的大山。

今日我离开湘西，但未来的

我终将回归这里。湘西很好，

有机会希望您去看看！湘西

人民热烈欢迎！”  

有网友认为，这是平凡生

活的浪漫时刻。杨涛表示自

己感触挺深，并说：“当年我

也是怀揣梦想，我只是遇到

了当年的我。”

杨涛是在从长沙到张家界

西的城际动车上看到这则留

言的，同是旅途游子，杨涛说：

“人生总是在不停地流浪，想

去远方，通过努力实现自己

年少的凌云之志。”杨涛还表

示，不知道这位小妹妹能不

能看见这条视频，希望她可

以看到大家对她的祝福。

此外，女孩还向看到这段

文字的陌生人留言：“欲买桂

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

“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无

论你是一群人也好，几个人

也罢。内心丰盈者，独行也

如众。”最后不忘写下“祝您

旅途愉快”。许多看了这则留

言的网友留下祝福，祝这个

孩子前程似锦，祝女孩的故

乡湘西越来越好。

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

优秀女性在“敏而好学”的杨

柳村家风的传承中影响深远。

“儿时慈母手中针，纺纱

织布到夜深。一盏油灯伴双

影，每逢忆起泪沾襟。”昏暗

的灯光下，母亲手中响起吱

吱呀呀的纺纱声，孩子在一

边埋头苦读，这是杨柳村几

代人的记忆。

“杨柳的女子、媳妇出了名

的能干贤惠、任劳任怨。”邵

子莲说，20 世纪，纺一个纱

锭才二角钱，而纺一个纱锭需

要 6—8 个小时。“寒冬腊月，

搓手呵气；炎热的夏天，汗流

浃背。女人们不喜欢走家串户，

也不爱谈家长里短。那些特

别勤快能干的女人，更是靠着

一台纺纱机，把儿女养大，送

进了一所所大学。”

“我们村里有一名考上北

大的学子肖庆成，在读小学

初中时，住在他母亲聂美英

单位上一个两室一厅的职工

宿舍。”聂美英是当地中学的

一名数学老师，村里人广为

流传的是她曾说过的一句话：

“学习是生活的必修课，我在

家里的样子，就是我孩子未

来的样子。”于是，聂美英边

工作边学习，先后完成函授

本科学历的学习，并获得“浏

阳市十佳教师”“优秀教研组

长”等多项荣誉。“在母亲的

影响下，肖庆成学习也很努

力，在全国性的数学竞赛里，

都拿过很多奖，今年还考上

了北京大学的硕士研究生。”

“不比家境比家风，好家

风是我们杨柳村一张引以为傲

的名片、一笔代代相传的财富、

一盏照亮梦想的明灯。”杨柳

村党总支部书记、村主任肖敏

生说，未来，这个小乡村还将

为国家培育更多人才。

国际知名科学家萧加奇与妻

子吕爱英，师从诺贝尔奖得主的

萧辉与赵丹芸，青年学者萧江与

李敏捷……

进村的一条路上，有一面显

眼的墙，上面都是村里的“文化

人”，最引人注目的是 3 对博士

夫妻。回顾这三对博士夫妻的成

长历程，他们的母亲感慨万千。

“那个时候条件不好，村里

家家户户都是普通农民。”村民

朱招香今年已经 90 岁，她的大

儿子萧加奇和妻子吕爱英一样，

是国际知名的科学家。朱招香

告诉记者，儿子年幼时自己不会

辅导作业，没开过家长会，更不

会判断孩子是不是学习的料。“我

们只知道，作为父母，只要娃们

肯念书、愿念书，砸锅卖铁都要

供他们念书。”

但更多时候，母亲教育杨柳

村的孩子们向学，是一种润物无

声、潜移默化的引导。这一点从

年轻博士夫妻萧辉和赵丹芸身上

可见一斑。

“孩子读小学时，就有极强

的自律性，一放学回家便立即投

入到学习中。”萧辉母亲于素芹

回忆，遇到难题时，自己会尝

试指导他，但孩子担心老师责

备，变得越来越急躁。“面对我

自身的知识局限，我建议他可以

先放下困惑和焦虑，主动向老师

请教。”第二天，孩子鼓起勇气，

还叫上了两位同学一同前往老师

办公室。出乎意料的是，老师在

课堂上就表扬了他的积极态度。

“从那以后，他更加自信，学会了

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也

开始更积极向学，毕业后，还将

自己积攒的 500 元零花钱捐给了

村小。”

在这些博士夫妻的家庭教育

中，杨柳村一代又一代的榜样典

杨柳树下“博士村”

祖们就着手开办族学，追求普及

教育，这一理念在后代得以延

续，并逐渐形成了重视教育的

村风——红色资本家萧伯修写下

“穷不读书，穷根难断；富不读书，

富不长久”的 16 字家训，解放

初期，他的子女中就有 3 个大学

生，孙辈培养了6 名博士，成为

杨柳村第一个书香大家庭；92

岁的村民肖宜男是浏阳一中的退

休教师，他的家庭传承与书香氛

围，让他的后代们都在教育事业

中发光发热，孙子孙女均考上了

重点大学。

“不仅如此，我们村还定期

举办文化活动。”在杨柳村的文

化馆，每年都会组织全村中小学

生、高考学子来这里参观学习，

邀请博士和优秀学子回乡授课，

对金榜题名的高考学子进行表彰

奖励。“村支两委从 2017 年起启

动了奖学助学行动，针对优秀学

子每年给予 5000 元 -20000 元

不等的奖励。”

邵子莲说，正是通过这些“言

传身教”的方式，增强了村民的

求知欲望。统计显示，恢复高考

至今，杨柳村培养了24 位博士、

52 位硕士、419 名大学生。这个

只有 3228 人户籍人口的小村，

博士比例已经达到每135人中就

有一位。

3 对博士夫妻的家庭教育

于素芹展示儿子萧辉获得的荣誉。

北大学子肖庆成（左一）获 2023 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一等奖表彰现场。

支持向学的一代代女性

■资讯

湘西女孩在动车清洁袋上的留言
感动全国网友

杨柳村里的博士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