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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乡子·金泉湖
秋上叶初红，
满岭云霞似画工。
笔墨健时梅竹秀，
浓浓。
潋滟湖光展丽容。

怡冶静清中，
淡淡烟波映露丛。
柳弄夭姿云弄影，
融融。
燕语啭将风入松。

风入松·凯里东湖
湿地公园

城东湿地好清幽，
湖景画鱼游。
花蹊烟树随风转，
更听了、岸上笙讴。
但见明霞似锦，
消停岁月如流。

芳畦曲径彩檐钩，
静静听箜篌。
晨明风动播名曲，
相伴那、姐舞霓绸。
苇荡花飞堤岸，
莺啼水调歌头。

水调歌头·小高山
峦峭多高峻，
耸立市城南。
曾经多少风雨，
烽火小高山。

“慷炸巴丢”遗恨，
血雨腥风往事，
历历在眉端。
荡荡英魂绕，
尽付一鸿笺。

流光转，
尘埃定，
是华年。
清晨云霭缠雾，
夕下笼晴烟。
满岭萋萋林木，
更听动车穿隧，
轰然一瞬间。
袅袅笙歌起，
齐奏鹧鸪天。

鹧鸪天·金山大道
风雨长廊

画栋雕梁降福祥，
金山大道有鸿彰。
两厢楼宇高山下，
三里长廊金水旁。

檐瓦亮，柱椽光，
精修步道最堂皇。
休闲健体情怡处，
清肺更闻秋蕊香。

秋蕊香·苹果山

闹市山中藏艳，
林木堆成青殿。
浓荫深处云头燕，
相和圆头莺啭。

忽闻阵阵箫笙管，
情迷乱。
朱楼馆内声声唤，
消却夕光别怨。

凯里风物词接力
□ 罗国刚

仲夏时日，石榴于浓绿中开起凝红欲滴
的花朵来，那一朵朵红艳的花儿，好像红丝绒
一般，光彩夺目，又仿似一团小小的火焰在枝
头燃烧，给人以激情，难怪诗人会留下诸如

“万绿丛中一点红，却人春色不须多”“游蜂错
认枝头火，忙驾熏冈过短墙”“春花开尽见深
红，夏叶始繁明浅绿”“绿叶裁烟翠，红英动日
华”“新枝含浅绿，晚萼带深红”的佳句。

石榴又有安石榴、丹若、沃丹、金罂的别
名，是石榴科的落叶乔木，出自伊朗、阿富汗
等中亚地区。据说是汉朝的张骞出使西域
时，将其引进中原的，诗句有云：“何年安石
国，万里贡榴花。”

中国传统文化视红色为吉祥，它是喜庆、
吉祥、热闹的象征。满枝头盛开的石榴花，以
它的红红火火营造出一份国人的喜爱。秋季
果实累累，晶莹剔透的籽粒汁水饱满且不计
其数，被赋予了多子多福的美好寓意，自古以
来，在乡下人家的庭前院后，你常可见到石榴
树的身影。花开时节，一树树红艳艳的花朵，
将寻常乡村衬托出别样的风情。

文人墨客咏石榴也多从“红”处着笔，妙
喻迭出，有喻红颊的：“可羡瑶池碧桃树，碧桃
红颊一千年”（唐·李商隐）；有喻红霞的：“晚
霞犹在绿荫中”（宋·吴琚）；有喻灯火的：“风

翻一树火”（唐·元稹）；有喻红蜡的：“红蜡缕
成香萼润”（宋·杜安世）；有喻红巾的：“石榴
半吐红巾蹙”（宋·苏轼）。现代诗人郭沫若对
石榴格外珍爱，他在《丁冬草·石榴》中写道：

“最可爱处是它的花，那对于炎阳的直射毫不
邂易的深红的花，单瓣的已够陆离，双瓣的更
加华雍，那可不是夏季的心脏吗？”把石榴花
比作夏天的心脏，如此去看石榴花，我们分明
看到了一颗颗热烈的心跳，活力而激情。

榴花美艳醉人，哪怕是深得古人赞美的山
茶、桃花、杜鹃也相形见绌，难怪历代诗人会争
相吟诵。金人元德明诗曰：“山茶赤黄桃绛白，
戎葵米囊不入格。庭中忽见安石榴，叹息花中

真有色。”唐人杜牧《山石榴》更是想象奇特，隽
永清新，“似火山榴映小山，繁中能薄艳中闲。
一朵佳人玉钗上，只疑烧却翠云鬟”。唐人韩
愈最是赏识石榴，他的《题榴花》广为传诵，“五
月榴花照眼明，枝间时见子初成。可怜此地无
车马，颠倒苍苔落绛英”，诗人对那一树榴花红
艳似火、子结、花落的景象描写注入了满腔热
情，借榴花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心境，他又在
另一首诗中写道：“一丛千朵压栏杆，翦碎红绡
却作团。风袅舞腰看不尽，露销妆脸泪成干。
蔷薇带刺攀常懒，菡萏生泥玩亦难。不及此花
牗户下，任人攀折尽人看。”

白居易有一首《题山石榴花》这样写道：
“一丛千朵压阑干，翦碎红绡却作团。风袅舞
腰香不尽，露销妆脸泪新干。蔷薇带刺攀应
懒，菡萏生泥玩亦难。争及此花檐户下，任人
采弄尽人看。”在诗人的眼里，石榴花宛如红
绸剪扎而成，又如美人泪后展颜。它不像蔷
薇带刺、莲花生于泥池难以把玩，它生长在寻
常人家的檐户下，任人采撷任人赏。真好似
那在乡野村舍间出没的青春女子，不矫情，不
做作，落落大方，淳朴自然。

石榴秀丽多姿，花瓣如绢，具有丝绸的光
泽与质感，南北朝时就成了女子的装饰品。
明人魏鹏描写女子晨妆后摘石榴花的欣喜，

“红棉拭镜照宫纱，阶前笑摘石榴花”。人们
认为，石榴之色与罗裙之色相似，且看苏轼

《石榴》诗：“风流意不尽，独自送残芳。色作
裙腰染，名随酒盏狂。”诗人以石榴裙色喻榴
花之艳，韵味深厚。梁元帝的《乌栖曲》中有

“芙蓉为带石榴裙”之句，据说，石榴裙的典故
即由此而来。于是，女子的裙子便被称为石
榴裙，进而千百年来演绎出了众多风流人物

拜倒在“石榴裙下”的故事。至唐时，石榴裙
已成为一种流行服饰，尤其年轻的女子特别
喜欢穿着。唐诗中对此有许多描写，如李白
的“移舟木兰棹，行酒石榴裙”，白居易的“眉
欺杨柳叶，裙妒石榴花”，杜审言的“桃花马上
石榴裙”，万楚的“红裙妒杀石榴花”，武则天
的“不信比来长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等。

石榴给人以热情、奔放和美的感觉，石榴
因房中籽实众多，自古就有把它喻为繁荣昌
盛、和睦、团结、富贵、吉庆、多子、多福、多寿
的象征。 据《北史·魏妆传》载，北齐安德王、
高延宗娶李祖收之女为妃，高延宗到李家赴
宴，妃母宋氏便于席间献上两个石榴，预祝他
们和睦相爱，子孙满堂，富贵吉祥，这个习俗
民间一直流传着，特别是男女结婚时，石榴便
是一种吉祥礼物。

农 历 五 月 ，是 石 榴 花 开 得 最 热 闹 的 季
节。荫荫绿叶间，石榴花燃起一片灼灼的火
红，灿若烟霞，因此，五月又有“榴月”的雅
称。相传，石榴花的花神是传说中驱邪镇鬼
的钟馗。开始莫名其故，后来得知，钟馗生于
五月初五，正值石榴花开得浓艳，又因为钟馗
性格刚正如烈火，与火红的石榴花相近，因
此，古人便尊钟馗为“石榴花神”。因着钟馗
是西安人的缘故，石榴花也是西安的市花。

元代的刘铉在一首词中写道：“垂杨影里残
红。甚匆匆。只有榴花、全不怨东风。”春将尽，
花尽残，只有榴花迎风绽放如火。虽然“石榴花
发街欲焚，蟠枝屈朵皆崩云。千门万户买不尽，
剩将女儿染红裙”的炫丽之景我们难以一睹，但
一树灼灼榴火耀眼红的美色还是寻常可见。且
趁石榴花开，让我们在那枝头一朵朵跳动的火
焰中，感受一下季节的心跳、生活的热力吧。

榴火灼灼耀眼红
□ 靳小倡

越是唾手可得的，越是满不在乎。这大
约是人类普遍存在的心态吧。台盘村的“村
BA”火了那么久，我一次也没去现场观过
赛。外地朋友纷纷来电，言语中满是羡慕之
情。连久不联系的从小学到大学的同学也不落
下。可是他们哪里知道，我自己都没看过呢。

也许因为懒，也许因为不爱凑热闹，“村
BA”那么近，路那么好走，几乎就在家门口
了，偏就没去。其实，何尝不想去呢，毕竟都
成央视“常客”了。须有一个契机，或者顺
路，或者约上几个谈得来的好友，或者领着
老婆孩子。

机会总算来了。作协的朋友来电，邀我
去台盘——

“生意忙吗？”
“还好。指示！”
“ 出 版 社 约 稿 ，写 台 盘‘ 村 BA’，纪 实

类。有几个问题，需要去现场了解实际情
况。一起去？”

“好！时间，地点。”
事 关 文 学 的 ，轻 易 不 拒 绝 ，即 使 再 忙

碌。由是成行了。作协朋友联系采访的对
象是台盘村的张正彪副书记。张书记家住
台盘村第三组，定位显示为“台江县台盘乡
澳炅”。张书记很热情，车在途中，来了三四
个电话，不为别的，只为落实中午“吃什么”
的问题。这是招待问题。招待是黔东南苗
族同胞尊重外来友人的表现方式。最好的

米酒，最好的食物，只要家里有，悉数端上桌，假使客人运气不佳，
只要肯开口提出，主人家四处去借也要借来。

车到台盘，过红绿灯立即左拐，就是台盘村三组，也就是苗语音
译后的“澳炅”。三组有八十三户人家，密密麻麻地坐落在小山坳里，
一条小溪穿插而过，绿树成荫，凉风习习。车辆左拐后，两分钟的车
程，其实就是下一个陡坡，就到了张书记家门口。靠边停车，挨着马
路的，正是一个篮球场。后来才知道，像这样的篮球场，光是台盘村
的三组，就有两个。黔东南多险山少平地，连房子也是以吊脚楼的形
式悬挂在半山腰上，似这样的标准球场，只能见缝插针式地挤在山缝
里。来不及细看，张书记早就迎了上来，拉进屋里去了。

这是一栋三层楼的小洋房，结构有点老化，装修却没几年，看上去
崭新崭新的。走进堂屋，两堵墙壁上，挂满了锦旗，仔细一瞧，全是获
奖的。其中除了两幅长跑比赛的锦旗，其余是清一色的篮球比赛。

“还有很多，墙壁太小，懒得挂了！”
张书记五十出头，虎背熊腰，皮肤黝黑，一眼看上去，就知道是体

格健硕的那种。他自幼喜爱运动，尤其喜欢篮球。年轻时候，是球队
的主力。曾经以一个组的球队对抗一个镇的球队，并且取得胜利。

“我们才是台盘村里的一个组呢，人家可是整个三棵树镇倾巢出动。”
说到这里，张书记的目光愈发间炯炯有神起来，整个人也就眉

飞色舞，难掩激动。
“你儿子呢？我有几个问题想跟他了解了解。”作协朋友问道。
“小崽忙得很。一哈中央电视台采访嘞，一哈跟撒贝宁打球呢，

一哈村里拉去搞联防嘞……”
张书记说到这里，眉目间简直妩媚起来。我们都知道，那是他

自豪的另一种表达。我们都替他感到高兴。他的儿子是大学生，
暑假期间，恰好赶上“村 BA”盛世，他的球技正好可以展露一下。

“我们组当兵的有很多，去年就有三个，轰动了整个台江县呢。
这事你们知道吗？”这时候，张书记的侄子开口了：“我儿子就是当兵
的，现在还在部队嘞。他的球技好得很，自小就打球，可是部队上不
是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这次“村BA”，可惜他的球技了。”

张书记只比他的侄子大两三岁，由于血缘关系，看起来更像是
兄弟。中午吃饭，吃的是鱼，正宗农家酸汤，配着两个辣椒蘸水。
请来做陪的，正是他的侄子。他的侄子老实巴交，话不多，基本上
属于问一句说一句，不问不吭声的那种。话题到了他的优势处，忍
不住也会插上几嘴。

“中午少喝点，就喝三杯。”
大家一致同意。米酒搭配酸汤鱼，真是人间至美事。大家相

谈甚欢。
“七月十二号，我们这里过‘六月六’节，我现在正式邀请你们

三位作家来家里做客。”
“是吃晚饭吗？”
“‘六月六’嘛，主餐当然是中午啦！”
“如果不忙，一定赶来！”
“不！忙不忙，都要来！”
几两酒下肚，我们爽快答应了。张书记问我们，吃完饭去“村

BA”篮球场吗，走路也就几分钟。我们都说去。并且表示，虽然太
阳那么毒，可是既然来了，就应该去现场感受感受气氛嘛。可是酒
过三巡，放下碗筷，摸了摸被酸汤鱼和台盘米酒填满了的肚子，望
着门外的太阳光，忍不住泄了气：

“要不，下次再去感受？”
我们仨一致同意。就这样，家门口的“村 BA”，又一次被我完美错过

了。突然想起作协朋友饭后在水龙头下洗脸时，用手抹头发的情形——
“头发还打了摩丝，这是想要上央视镜头的节奏吗。”
“咦，这个说不清楚哩，万一小撒硬要拉着我合影呢。”
——唉，别了，央视的记者们，别了，撒贝宁。终有一天，我会

认认真真去台盘村看一场“村 BA”的。

家
门
口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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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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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个贵州人来说，这个夏天
最火热的，不是阳光，不是温度，不是
火辣辣的恋爱，而是在激情七月，火爆
全网的贵州榕江村超。从来没有想过
我的家乡会因为村超而一“战”成名。
那人流如织的喧哗热闹，那多姿多彩
的文化呈现，那万千球迷的呐喊激动，
还有那榕江上下的群策群力，都让我
置身于一个充满了激情与爱，充满了
希望与期待的梦幻时空。我几乎潸然
泪下，我们的大美贵州，如今迎来了这
样一个美好又欣欣向荣的景象。

在榕江，目之所及，皆是美好，美
丽的彝族姑娘，挑着特产的老乡，穿着
球衣的球迷，还有不辞辛苦维持秩序、
守护安全的武警、消防人员，老人孩子
中年人，学生老板打工仔，我们在这个
夏天一起赴一场时代之约，我的语言
几乎贫瘠到我不能描摹出我当时的心
情。这是榕江足球带来的盛事，也是
历史和现实给予我们的美好。这份难
得，足以让我感动，甚至潸然泪下。

在贵州大地上，榕江足球历史由
来已久，1940 年，国立贵州师范学校从
贵阳迁入榕江，并在榕江建立了国立
贵州师范学校附属小学，该附小开始

将足球纳入学校体育课程内容之一。
为后来榕江发展和推广足球运动项目
播下了“足球运动的种子”。1944 年，
广西大学于迁到榕江，将足球这项运
动正式带进榕江广大民众的视野。它
开创了榕江足球赛的先例，大学生们
在校园内踢足球，老百姓们看着并模
仿，而后“一发不可收拾”，在榕江大
坝上掀起了“足球热”。多年的积淀，
足球的“基因”一直在榕江人血脉里流
淌。如今，我们再度看到了榕江足球
的强大生命力，甚至成为走出榕江、走
出贵州、走向全国的伟大盛事。

在黔东南州的这片土地上，大美
贵州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元素而展现出
了不一样的色彩。虽然我的家在离这
里不远的凯里，但是榕江为黔东南州、
为贵州增光填色，就是为我的家乡增
光填色。这份主人翁的荣耀是久久留
在心里的。

榕江“村超”留在我心里的是五光
十色，是异彩纷呈，是家乡人民写在脸
上的积极向上与喜悦昂扬。而这一切
的背后，还有许许多多令人感动的小
细节，都绘制在这幅美丽的画卷里。
榕江的球队里，没有身份显赫的明星，

没有技艺高强的专业球员，他们是眼
科医生、快递小哥，青年创业者、基层
民警，他们用一颗执着而至爱的心，让
榕江焕发出了不一样的光彩。

这个夏天，榕江因为“村超”而火
热。网络上、朋友圈里，处处都在有人

“晒”着榕江的“村超”，我心中的这份
自豪是不言而喻的。如今，党和国家把
乡村振兴的春风吹到了这里，焕然一新
的榕江呈现出来。而榕江人心中的自
信自强自立，积极向上奋进的精神状
态，也从历史的深处被激发出来了。这
对于我们大美贵州展现美好形象，丰富
贵州大地的文化，激发贵州人民的自豪
感，涵养我们对生活而热爱之情，都有
重要的意义。我们对于足球的执着，更
是对于生活、对于人生的永不言败、永
不言弃。历史上，足球是榕江的精神

“内核”，也成为贵州人民的骄傲。如
今，随着一场场“村超”，更多人纷至沓
来，旅游消费更带火了“超经济”。如
今的榕江“村超”，已经不再仅仅是一
隅之内的兴趣爱好，也不再仅仅是榕江
的文化底蕴，它更承载着贵州大地的经
济发展、谋求新业态的昂扬向上之心。

乘势而上，起而行之。今夏，我们看
到了光彩卓然的榕江“村超”，我们参与
到这繁华盛世中来。明朝，我们更会让

“村超”成为文化品牌，走出贵州，走向全
国，让健康运动蔚然成风，让乡村振兴星
火燎原，让人民的期待灼灼其华，汇聚成
贵州高质量发展的星辰大海。

榕江“村超”，我以你为荣。

火热“村超”点亮多彩贵州

这本随笔诗体录《与书共饮》结
集于 2023 年 7 月，是宋尧平获得评
聘媒体正高职称以后的第一个文学
作品结集。

这个集子收录的作品，内容比
较丰富多彩。由于此时作者步入了
不惑之年，集子里的作品对各种现
象和问题的思考已经趋于成熟。

这个结集里的作品，涉及社会人
生的方方面面，主要有如下的内容：

有对季节时令自然景色的感
怀，如《只能等到下一个秋》《想起河
边的月夜》《赏花人已憔悴》《下雨
了》等。

有对亲情应酬、天伦之乐、空巢

和祭祖的抒写，如《家里家外》《堂弟
来拜年》《贺奖》《你奋不顾身找爸
爸》《记忆都美好》《采桑子·生日》
《何来烦恼》《此生追求》《牵着小情
人》《二妞的话》《我的光荣》《只剩这
样的孤单》《寝食难安》《幸福》《花开
的时候》等。

有对同学、良师益友和亲戚长
辈的眷恋、情思、感激、崇拜、抚慰与
怀念，如《梦中已半醉》《我人生的刻
骨铭心》《你是一本书》等。

有对领导的抒写，期盼好领导
是领路人，给职工带来福音，如《领
导》；有对领导败类则给予严厉抨
击，如《你虽是领导》等。

有对文学创作、搞学问的热爱
与对艺术的感悟，如《灵魂到不了
的地方》《我此生的出路》《谁与共
饮》等。

有对人生的探索与思考，提倡
冷静、低调、善待他人、和为贵、修
炼大度宽怀豁达的品格境界，以及
框定无止境的奋斗目标，如《若靠
衣 着 取 悦 于 人》《如 履 薄 冰》《眼
界》等。

有对所从事职业的热爱，敢于
担当和承担责任，如《我没那个本
事》《我的十六个记者节》《公平》等。

有对奋斗所得到的回报表示由
衷的喜悦，并对享受幸福生活表示
感恩、献爱心与作出贡献来报答，如
《第二套房》《幸运》《爱心》《先之》
《走到哪贡献到哪》等。

有对三年新冠疫情共克时艰的记
录，如《有那么一次瘟疫》《起来又痛》
《人间处处是泪》《不抛弃人民》等。

《与书共饮》集子里的作品，都

是思想感情的火花，或抒写一个小
感触，或记录一个小彻悟，或总结一
个小真知，或表达一个小心情，或排
解一个小担忧，或痛骂一个小丑人，
都有《论语》学派的影响，有现实生
活体验的刻骨铭心，有投入大自然
怀抱的触景生情。这些作品饱含着
作者对客观世界、对现实人生和文
化艺术的较深理解，彰显作者的真
知灼见。

俗话说，好书“开卷有益”，是
精神食粮。《与书共饮》这个集子，
我觉得是一本好书，因为字里行间
具有满满的正能量，吐真情，写真
意，充满人生智慧。读一读这本
书 ，能 够 使 人
受 到 启 迪 ，积
极 向 上 ，朝 着
真善美的方向
努 力 ，尤 其 是
可以修炼美好
的人生。

《与书共饮》序

□ 傅安辉

□ 文 静

台盘网红氛围浓，
慕名纷至老幼从。
唢呐齐奏迎贵客，
芦笙伴舞美酒捧。
期盼劲旅赛一场，
翘首故友酌三盅。
苗乡侗寨流新颂，
和谐城乡庆岁丰。

贺台江“村BA”出圈周年
□ 吴中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