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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我参加工作，分配到长江岸边的一
所学校。学校和长江隔着一道江堤，白天耳
畔响着江上轮船汽笛浑厚地长吼，夜晚可以
卧听江涛有力地拍岸。开学了，老校长拿来
两瓶墨水和两支新钢笔放到我办公桌上，语
重心长地说：“一瓶蓝墨水，一瓶红墨水，你可
以用它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听了这话，我
骤然感到肩上的担子沉甸甸的。

曾经，上学时，我看到老师用蓝墨水笔书
写的工整的教案，用红墨水笔认真批改的作
业。工整的教案里，那一行行文字无不流淌
着老师苦心孤诣的心血；批改的作业里，那一
个个鲜红的“√”让人兴高采烈，一个个“×”
却又令人沮丧或者警醒；而试卷上方双横线
上的红色数字更能牵动人心，它可以是个

“100”，也可以是一个不忍卒睹的数字。这些
都取决于老师那支有着裁判对错大权的红水
钢笔。所以，我一向对老师案头的蓝水钢笔
和红水钢笔充满着羡慕和敬畏。

不敢辜负老校长的期望，我郑重地给一
支钢笔吸饱蓝墨水，给另一支钢笔吸饱红墨
水，开始了工作。我认真钻研教材，潜心思谋
着教学的步骤和方法，像我曾经的老师一样，
用蓝水笔工工整整地书写着教案。登上三尺
讲台，诚惶诚恐地望着台下那一张张充满稚
气的小脸，看着那一双双清澈明亮的眼睛，我
开始了对自己职业生涯的描画。

课堂上，我教孩子们识字认词，朗读课
文，感悟道理，也遥指下游不远处的东梁山、
西梁山，教他们诵读李白登临此地写下的名
诗：“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两
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我给他们
解读“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也
给他们讲述“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历史……课
后，我认真地批改每一本作业和每一张试卷，
用一个个“√”筑起孩子们成长向上的台阶，
用一个个“×”树起一道阻止他们再次迈向错
误的栅篱。一天，一个小女孩拿着考了 100 分
的试卷像小鸟一样飞向妈妈，她的妈妈看过
试卷，高兴得脸上像绽开的花朵一般，她由衷
地对我说：“老师，谢谢你！”那一刻，我的心里
仿佛吃了蜜。

后来，不管是辗转到淮河岸边，还是调到
青龙山下，乃至最后回到故乡，我还时常想起
那位老校长的话，并用它不断地鞭策自己。
三十多年来，我不敢说桃李满天下，也可以说
是学生遍布江淮了，他们有的成为科研人才，
有的成了机关干部，还有许多是普通的劳动
者。每当听到曾经的学生一声“老师你好”的
问候，我心里就暖暖的，洋溢着满足和自得。

而今，新学期伊始，我的案头又摆上了两
瓶墨水，一瓶蓝墨水，一瓶红墨水，用那位老
校长的话说，我要继续用它们描绘最新最美
的图画。

蓝墨水 红墨水

□ 李运明

夏天的那个渡口已成回眸
你们曾以磅礴的心跳
酝酿了秋日的意象
打开一纸通知书
打开了花期的缺口
在你们最美的时光里
我收下了五十双灼热的眼
和你们成长的期盼

蝉声沉落下去了
草地上的新绿
展开你们青春的笑
夜晚在星光下隐没
拨动一根琴弦
迎来指尖上的黎明

成长是一种美丽的疼痛
你们蹙紧或释然的眉头里
挤满了拔节的声音
心胸有多宽广
你们的舞台有多宽大
每一声吟哦
都抒发诗歌的坚强

花瓣上滴着时间的墨汁
向着朝阳吐放成长的歌谣
失意或痛苦
快乐或欢唱
浸泡着我们的天空
为一个花满枝头的春天

青青的碧草漫过季节
宛若春天的火焰
点燃了一日同风的愿望
给每一个温暖的名字
添加生命的旺盛和吉祥

花期里有青春的畅想
诗歌是属于春天的
笑声是属于春天的
美好的记忆也是属于春天的
囊萤夜读的光亮没有熄灭
你们把挑灯苦学的典故
拼成风华正茂的点点回忆
在光影里留下
刹那 永恒
永恒 刹那

我用诗歌
剪下你们最美的时光

—— 致新生

□ 杨南平

云台 水千仞峰，滴水岩涧一黑冲。
红六军团布奇阵，黔桂湘匪进迷宫。
大坡垴上佯攻势，小径密林遁阵容。
布滕百丈挂崖璧，紫荆关出又向东。

仰黑冲
—— 瞻仰红六军团

黑冲战斗遗址有感

凯城添一景，名曰东湖园；
楼映水中央，光照彩云间；
晨练身心健，夕辉消疲倦；
家事闲时聊，国强诸君盼。

荷 花
独秀一枝不知孤，含苞已放等到秋；
谁知夏季欲将去，炎热难耐众人愁？

观《扫黑风暴》电视剧有感
警遭陷害情不白，恶人逞凶商护黑。
民怨堆积终成瘤，群情疾呼正压邪。
破网专盯恶势力，打伞定要贪官折。
朗朗乾坤彰正义，巍巍华夏众和谐。

东湖湿地公园
（外二首）

□ 高俊华

□ 吴中峰

沿着长长的山腰，在蜿蜒的
公路上一弯一弯地往上爬，爬到
山顶，路面忽然平缓起来。再绕
过几道弯，忽然豁然开朗，眼前出
现一片村庄来。在村口的山坳
处，几棵巨大的银杏树直插云霄，
枝繁叶茂，斑驳的树干上贴满了
红纸条，纸上大多是祈祷庇佑后
人的吉祥语。古树下一条条石板
凳上坐满了前来乘凉的老人孩
子，他们悠然、自得。

这就是富荣村，地处天柱县
高酿集镇的东部，距集镇约四公
里，共一百六十多户六百多人，属
侗族聚集地。

闲时，我喜好翻阅地方史志，
在《高酿镇志》我了解到富荣村的
前世今生：明洪武年间，龙氏祖先
龙大臣率领族人从江西吉安搬
来，就此安营扎寨，开荒种地。经
年后，蝗虫肆虐，村民围山放火烧
虫，把方圆五里内的蝗虫、野豹赶

尽杀绝，为让后人永记灭虫之壮
举，族人把这里取名富虫寨。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勤劳
聪明的富虫村人很快走出了两条
分别通向坌处镇和锦屏茅坪镇的
通道。渐渐地，客人不断穿流于
此，周边村寨上花、邦寨、坐寨、皎
环等村民也常聚于此，自然而然，
这里便成了一个边贸集市，鼎盛
时期，人口两千多人，酒楼茶馆与
各种商铺林立，村民日子慢慢好

起来，甚至家家富足。村民遂将
富虫寨改名为富荣寨，意为边贸
富庶之地，寨名一直沿用至今。

富荣是龙氏祖先开基的，至
今，龙姓仍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九
十七，此外还有吴、陶、林、陆等
姓。在历史悠久的富荣村，古树、
古井、古桥、古碑随处可见，他们
用自己独特的存在方式默默诉说
着悠悠远古。

富荣分为上寨和下寨。上寨
处在连绵不断的山脉顶部的一个
山凹处，苍苍茫茫的南竹杉树将
富荣装扮成了一个巨大的绿盘，
四周的山脉树木像一道天然的绿
屏风，安然地环抱着整个村庄。

而下寨则处于整个山脉脚下，
呈盆地状，放眼望去，满目苍翠，一
片硕大的墨绿稻田生机盎然，一条
小溪弯弯曲曲地从田野间穿插而
过，微风吹拂，淡淡的稻花香伴着
山风扑鼻而来。青山脚下依山傍

水地散落着不少的侗族人家，清一
色的黑瓦木楼，三扇两层，屋檐下
一排排金灿灿的玉米棒子和一串
串红通通的辣椒粒子，缀着满满的
丰收与浓浓的乡愁。

忽然，我惊奇地发现寨子中
间有一棵高大的粉红色的花，我
很好奇，这个季节居然有如此娇
艳的满树繁花。

顶着热日，沐着骄阳，迎着山
风，我急切地朝那树花开奔去。

顺着山，我来到下寨村口的
花树下，这才发现，原来这是一棵
紫薇花，两人才能合抱过来的粗
糙树干泛白斑驳甚至蜕皮断裂，
默默印证着历史的沧桑与古老。
然而，历经岁月洗礼的紫薇依然
繁花似锦，一些细细的枝条正从
断裂处努力地向上生长着，每一
条枝丫上都开满簇簇繁花，嫩嫩
的粉粉的，一朵朵，一串串，她红
而不浓，艳而不妖，媚而不俗，犹
如少女般的可爱，亦如文艺人的
清新。就这样，这满树的花开，温
暖地点缀着整个村庄，如果说富
荣是一个少女，那这满树的花开
便是山女头上的发簪。

盛夏之际，春花褪尽残红，大
地到处是一片墨绿，唯独这紫薇
绽放花蕾，热烈而奔放，不管是红

配绿，还是绿配红，无疑，那都是
绝配，越看越惹人心醉。 难怪清
代汪灏《广群芳谱》曾赞紫薇：“一
枝数颖，一颖数花，每微风至，夭
娇颤动，舞燕惊鸿，未足为喻。”

如此令人心醉的花儿，忍不
住探究她的花语，原来紫薇的花
语是甜蜜、沉迷的爱、好运，难怪
紫薇有“独占芳菲当夏景，不将颜
色托春风”的自信。

见我恋恋不舍，老乡便告诉
我，这棵紫薇花已有两百多年的
历史，曾有人意欲出巨资买走，但
村民怎舍得呢？

村民习惯叫紫薇花为“保饭
花”，说是以前吃不饱饭，有了保
饭花，村民日子才渐渐好了起来
了，所以，富荣的村民特别珍爱紫
薇花。放眼望去，原来富荣许多
农户家门前都有紫薇花，只是都
没这棵大，但，每一处花红，无疑
都是最美的装扮。在这，我看到
了富荣人对紫薇花及家乡的那份
珍爱，因为这份珍爱，漂泊再远，
家乡都是魂牵梦萦的地方。

站在古老的紫薇花下，我满心
欢喜之余还多了一分肃然起敬，护
佑村民衣食无忧的不仅是紫薇花，
更是党的好政策，村民的日子好
了，这，便是风景中的风景。

富荣的寨 富荣的花

□ 龙春兰

小时候，我对白露节有着美好
的印象。

每 到 白 露 节 ，大 地 一 片 丰

收景象。谷子黄了，棉花白了，

枣 儿 红 了 ，葡 萄 紫 了 ，梨 子 熟

了，风搬运着各种花香果香，深

吸 一 口 ，心 都 醉 了 。 这 些 站 在

田 野 上 的 庄 稼 ，散 落 在 村 头 路

尾的果实，都赶着节气而来，满

山 遍 野 ，感 恩 似 地 献 出 最 美 的

结 晶 。 也 许 ，他 们 也 是 知 道 物

候的？

父 亲 行 走 在 丰 收 的 图 画

里 ，心 中 惦 记 着 种 萝 卜 点 白

菜 。 一 大 早 他 就 带 着 萝 卜 籽 ，

扛 着 锄 头 ，走 向 田 地 。 秋 冬 两

季 ，萝 卜 是 餐 桌 上 的 主 力 军 。

父亲把种萝卜点白菜当作每年

的 一 件 大 事 ，早 早 念 叨 着 。 父

亲翻新了一大块田地，点穴、播

种 、培 土 、浇 水 ，一 道 道 工 序 ，

完 整 有 序 ，忙 得 满 头 大 汗 。 不

过，对于常年劳作的父亲而言，

这 点 累 算 不 得 什 么 。 种 完 萝

卜，父亲点上一根烟，深情地看

着 自 己 的 劳 动 成 果 ，心 里 美 滋

滋 的 。 他 知 道 ，这 些 种 子 睡 在

肥 沃 的 土 层 里 ，等 待 着 时 节 的

召唤，便会破土而出，长出生活

的希望。有时候，抽完烟，父亲

兴之所至，哼起歌，在田地里转

悠，仿佛凯旋的将军，眼中充满

了对生活的满足和快乐！

“ 白 露 秋 分 夜 ，一 夜 凉 一

夜 。”“ 喝 了 白 露 水 ，蚊 子 闭 了

嘴 。”白 露 是 秋 季 第 三 个 节 气 ，

白 天 与 晚 上 的 温 差 越 来 越 大 ，

夜晚空气中的水汽接触到地面

或 草 木 时 ，迅 速 凝 结 为 细 小 的

露珠，晶莹剔透，太阳光照在上

面 发 出 洁 白 的 光 芒 ，所 以 被 称

为“ 白 露 ”。 此 时 秋 高 气 爽 、月

色 分 明 ，是 一 年 中 昼 夜 温 差 最

大 的 时 候 。 父 亲 每 到 白 露 ，总

是提醒我，白露不露身。此时，

他 还 会 舀 出 半 碗 糯 米 酒 ，兑 上

半 碗 水 ，美 滋 滋 品 尝 着 农 家 的

收获。这个习惯父亲一直保持

着 。 我 不 解 ，父 亲 伸 出 宽 大 的

手摸着我的额头，说“米酒醇厚

香甜，可以温暖身子，白露喝最

合适！”

空 闲 之 际 ，父 亲 常 常 泡 一

杯 清 茶 ，捧 一 本 书 阅 读 。 沐 浴

在 书 香 中 ，父 亲 显 得 平 静 优

雅 。 父 亲 对 我 说 ，白 露 是 一 个

富 有 灵 气 的 名 字 ，也 是 秋 天 最

美 的 时 节 ，古 今 中 外 留 下 了 大

量的诗歌。其中他最喜欢的是

《诗 经》的“ 蒹 葭 苍 苍 ，白 露 为

霜”。他曾买了一本线装的《诗

经》，常在农闲时阅读。岁月流

逝 ，父 亲 老 了 ，书 页 泛 黄 翻 卷 ，

满 是 手 渍 ，斑 驳 得 如 他 的 沧 桑

面 容 。 不 过 ，这 本 同 他 一 起 老

去 的《诗 经》一 直 陪 伴 着 他 ，生

动 记 载 了 父 亲 阅 读 的 美 好 时

光 。 父 亲 有 时 一 边 翻 看 ，一 边

朗 读 ，声 情 并 茂 ，浅 吟 低 唱 ，仿

佛一位饱读诗书的秀才。我深

受 感 染 ，对 白 露 诗 歌 也 是 情 有

独 钟 。 我 知 道 ，在 平 平 仄 仄 的

诗 歌 中 ，留 下 了 父 亲 奋 斗 的 痕

迹，打开了父亲的诗和远方！

父 亲 眼 里 的 白 露 是 不 一 样

的 ，“ 凉 风 至 ，白 露 降 ，寒 蝉 鸣 ”

是 一 种 ；“ 谷 至 白 露 遍 地 黄 ”是

一种；“蒹葭苍苍，白露为霜”也

是 一 种 。 不 论 是 那 一 种 白 露 ，

都 是 他 对 生 活 的 热 爱 和 追 求 ，

都是他心中最美的精神图腾！

故
乡
的
白
露

□
王
晓
阳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
风物是大自然的语言，默默地倾
诉着季节的流转！

清晨，一片梧桐叶轻飘而下，
犹犹豫豫，终还是在微微的晨风
里转了一个圈，迈出了一个优美
的华尔兹舞步，戛然而止，落于眼
前。看一眼那落叶微黄的脸，似
怀万千眷恋。从“新桐初引”到

“一叶落而知秋”，再到“正红叶漫
山”，经历了春天的萌动、夏天的
躁动，叶儿在秋天回归初心。原

来，每一次经历都是一种美，每一
回行走也是一种美！

接天荷叶正在慢慢地枯萎，
盛满果实的莲蓬已被采去。一池
残荷，删繁就简，有着秋的静美诗
意。李商隐曾作“留得枯荷听雨
声”一句，黛玉甚为喜爱，引用时
改为“留得残荷听雨声”，说的其
实是曹公的心境，历经繁华的人
才能真正懂得繁华散尽的失落，
才 能 看 通 透 荣 华 富 贵 ，利 益 得
失。世上并不存在绝对好坏的事

物和境况，只是看问题的角度和
心境不同而已。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各种瓜
果迫不及待争先恐后展示她们丰
盈的身姿，让秋天的空气香气四
溢。金灿灿的稻谷，在夏天喝饱
了阳光的乳汁，满足地低下了头，
铺就遍地金黄。葡萄穿上了紫
袍，一粒粒圆滚滚的；辣椒披上了
红红的新娘服，一颗颗亮晶晶的；
香梨换上了黄衣，一个个沉甸甸
的。最动人的是火红的石榴，开
心地咧着嘴欢笑，露出颗颗晶莹
剔透的牙齿。还有红薯、花生、豆
子……农民伯伯忙着采摘，忙着
晒收，忙着贮藏，脸上洋溢着甜蜜
蜜的笑容。春天播种，夏天耕耘，
秋天收获，顺应自然，顺从规律，
顺服内心，一切都将过去，一切都
将到来！

秋天的动物也发生了变化，
一些要飞向温暖的南方，一些准
备忙于准备过冬的食物，一些从
春到秋长大后就成了其他动物和
人类的美食。如老鹰，大自然里
的猛禽，感受到暑去鸟稀的气候，
会在秋天加紧捕食猎物，为自身
积蓄和储备能量。它们目光敏
锐、气势威猛，瞅准猎物，迅疾俯
冲而来，用利爪瞬间擒住鸟尾，绝
尘而去。如此强者，却在杀生之
前告慰天地神明：吃掉猎物之前，
会在地上排开，做祭祀状，以人性
角度审视，似在悔过，似在感恩。

老鹰都那么有情有义，何况
人乎？在这个收获的季节，人类
更要感谢大自然的恩赐。秋天，
沿海的人们会举行盛大的“开渔
节”：焚香献礼，拜祖祭海，为渔民
出海送行。现在的开渔节在承袭

传统习俗的基础上，更赋予了新
的内涵：以感恩海洋、保护海洋为
主题，以渔文化为主线的海洋民
俗文化类节庆。

感 恩 成 为 秋 季 节 日 的 主 题
词 。 七 夕 感 恩 爱 情 ，中 元 感 恩
祖先，中秋感恩家人，重阳感恩
前辈……

细听秋之万物悠长漫语，人
们思索着感悟着成长着，勇敢地
走向冬天，迎来春天！

秋 之 物 语

□ 周亮红

幼时不觉人间苦，晚来才知野菜
香。上了大学，读王绩的诗“相顾无
相识，长歌怀采薇”，才知道被我们把
玩了十来年，陪伴我们走过童年和少
年时光的野豌豆，竟是薇。

《本草纲目》载：“薇生于麦田
中”。入夏后，家乡的麦地里，薇与
麦苗一起噌噌蹿高。我们等待着它
们变得荚实肥盈，然后摘豆角，剥豆
子，包一嘴，一根竹管当枪使，野豌
豆就是子弹，打得女生哇哇叫。

读《史记·伯夷列传》，发现薇和
采薇而食的伯夷、叔齐，都成了孤高
耿介的代名词。伯夷和叔齐本是商
王朝之附属小国孤竹国的王子，两
人双双拒绝接受王位让国出逃。后
投靠文王，文王死，武王欲伐纣，二
人叩马而谏。等到天下宗周，二人
又耻食周粟，采薇而食，终一起饿死
于首阳山。二人死前还作歌以明
志：“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

公元1279年，文天祥被俘后写《南

安军》——“山河千古在，城郭一时非。
饿死真吾志，梦中行采薇。”文天祥立志仿
效伯夷叔齐不食元粟，采薇而食，饿死殉
国。《南安军》刚入选最新版人教社九年级
下册语文教材。给学生讲这首诗时，文
天祥和伯夷叔齐的形象在我的脑海里重
叠漫漶——采薇采薇，舍生取义，决绝毅
然，从殷商至南宋，民族忠诚薪火相传。

我生活的小城开了一家野菜馆，
春天去过一次，惊奇地发现有薇。近
乎虔诚地从菜架上捧下一篮，望着篮
子里根根清爽的它们，如见伯夷叔齐
和文天祥们之嶙嶙风骨。薇毕竟与
豌豆苗同宗，在清汤锅里涮吃，味亦
清爽。问父亲，除了野豌豆苗，吃过
野豌豆没？父亲嘴一撇，有啥野豌
豆？那些年过粮食关，等得及它们长
出豌豆？还是苗苗就被扯来吃了！

夏天，我们再去那家野菜馆，部分
野菜还有，但薇没了。老板解释，说只
有春天的野豌豆苗才可以吃，老了的
野豌豆苗和野豌豆都有毒。又想起了
文天祥和伯夷叔齐，原来，薇把最好的
时光留在人间，又以带毒的方式拒绝
了其整个人生轨迹都被人间左右。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唉，看已
入秋，无薇可食的遗憾，只能留待明
春弥补了。

采薇采薇
□ 宋 扬

氵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