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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雨轻抚乌英寨，
小桥流水诗意浓。
两省苗家齐聚首，
民族团结乐融融。

雨游乌英

举头三尺有神明，
六大纪律贵遵循。
政治忠诚须筑牢，
组织决定重执行。
群众路线传家宝，
廉洁用权铭于心。
履职尽责勇担当，

恪守“三德”为人民。

六大纪律贵遵循

清明踏青，立夏吃笋
人文和美食为这些明星节气锦上添花
小满却很少有人关注
几场雨水
将日子拉入黄梅时节
默默的将自己写在春粒渐满、夏果新熟上
江河渐满，悄无声息
所有的春心和邂逅融进水墨烟雨
然后，为爱情灌浆
简单有力
表达着夏的爱意

花未全开，月未全圆
不满，空留遗憾
过爱，盈满则亏
在极致和极端间
用自己的方式享受着最好的爱情
从容淡定，进退自如

小 满

题环金泉湖步道
折花清夜月，蝉碎晚来香。
花作青山被，灯添碧水裳。
亭闲缘客远，松影透疏窗。
谁共滨湖柳，凭风带袖凉。

谒下司阳明书院
慕读阳明语，捧书悟意谆。
功名皆可忘，生死遣于心。
道法求胸内，枯荣身外尘。
花随风讯去，流水一归人

东湖晚行
暮云烟柳醉晴川，听罢蝉声不肯眠。
月色悄藏堤岸外，一人占尽满池莲。

遥望香炉山
云中画障隔轻尘，护定东南一邑春。
闻说香炉烟雨静，闲情莫遣世间人。

春登小高山
花闲风静燕栖身，云舞烟村不见人。
伫立山巅城郭小，浮生一世一微尘。

香炉山远眺
何如横笛向斜阳，吹尽黄昏万里荒。
云断月明天欲晚，杜鹃婉唱雁成行。

凯里抒怀（六首）

在凯里这座繁忙都市的东南角落，
昔日繁华的棉纺厂工业小区已化作回
忆。昔日车水马龙、机器轰鸣、工人们
挥汗如雨的景象，如今已成为城市发展
的历史注脚。随着城市的演变，这片曾
经的工厂小区已被规划为崭新的住宅
区，“未来城”的高楼如雨后春笋般崛
起，替代了昔日工厂的红砖筒子楼。然
而，在这些光鲜亮丽的建筑间，仍有些
许角落，被城市更新的浪潮遗忘。

我的住所紧邻原棉纺厂小区，闲暇
之余，喜欢漫步于四周。在原棉纺厂拆
迁楼房后的一些坑洼不平的角落，除了
茂盛的芳草，还有人们勤劳开垦的巴掌
大小的菜地。我不禁好奇，是谁种下了
这些数不清的茄子、辣椒、豇豆、南瓜、
大白菜？你看看它们，都从一块块砖石

瓦砾中争相探出头来展露勃勃生机。
我被这眼前的翠绿和葱茏深深吸

引，惊叹于生命的顽强与坚韧。这些勤
劳的人们，难道真的缺吃少穿吗？这些
小小的菜地，又能为他们带来多少物质
上的收获呢？不，这更是对生命的敬
畏、对劳动的赞美、对灵魂净化的追求。

置身于这片静静的废墟之中，我陷
入了沉思。我觉得我也应该为这片废
墟做点什么。经过仔细观察，我选择了
一块十多平方米的瓦砾地作为我的“小
天地”。我想在这片废墟上，播撒我心
中的愿望，让它开出美丽的花朵。

第二天清晨，当第一缕阳光穿透城
市的尘埃，我迎着微风，带上工具踏上
了这片废墟。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只
有鸟儿的歌唱和微风的轻抚。我费尽

心力地清理表层的砖石瓦砾，下面渐渐
露出了稀薄板结的泥土。泥土太少了，
我又花了两天时间，用蛇皮口袋从远处
背了十多袋黑土倾倒在我新开的土地
上。为防止下大雨把来之不易的泥土
冲走，我还用石头为这块“小天地”垒起
了结实的挡坎。

花了差不多一个星期，我的“小天
地 ”被 打 扮 得 格 外 漂 亮 ，十 分 引 人 注
目。不时来废墟地里种植、管护蔬菜的
那些“农户”们，也大都是我们小区高楼
里的邻居。有熟识的向我打着招呼：

“王老师，你这块土打整得比哪个的都
漂亮，你到底要种什么宝贝蔬菜啊！”

我心里这几天一直在想，是种菜
吗？我都觉得有点可惜这块地了呢，能
不能种些花卉啊？让这不引人注目的
城市废墟也增添一抹艳色。于是，我抬
头向那邻居回道：“我还没有想好呢，反
正不能辜负了我辛苦开垦出的这片土
地吧！”。

几天后，我从花卉市场买来了月季、
菊花、百合、郁金香、鸡冠花等花卉幼苗
和种子，小心翼翼地栽种在“小天地”

里。同时，我也在四角移栽了几棵南瓜
苗，期待它们开出金黄色的花朵。我定
期为它们浇水、施肥、除草，守护着这些
幼小的生命。看着它们在我的呵护下茁
壮成长，我心中充满了喜悦和期待。

大半年过去了，这片被人们遗忘的
废墟上，除了绿意盎然的蔬菜地外，还
多了许多争奇斗艳的鲜花。我的鲜花

“小天地”在这片幽静中格外显眼，吸引
了许多邻居和路人驻足观赏。

有人称赞道：“在废墟里种鲜花，真
是把不可能变成了现实。大家只知道种
菜收获瓜豆，而王老师却种下了生活的
美丽和精神的财富。”每每听到这些夸
赞，我内心都充满了喜悦和自豪。在这
片废墟上种植鲜花，让我深刻领悟到挖
掘美的意义，并感谢自然的一份恩赐。

其实，生活中的每一处废墟都可能
成为我们心灵的净土。只要我们用心
去感受、去珍惜、去付出，就能在喧嚣的
都 市 中 找 到 属 于 自 己 的 一 片 宁 静 之
地。让我们在废墟之上种上鲜花和梦
想吧！让生命在废墟中绽放出最美丽
的花朵！

废墟之上种鲜花

秋阳橘红，看着寨脚那坡梯田已是橙黄，好
一幅丰收画卷，踏着夕照赶到父亲守护一生的
这丘大田。

难得回家一次，便又站在这丘大田的田埂
上，一丘金黄的稻穗沉甸甸的勾着头，我不禁蹲
下来捋上几穗，思绪飞扬，一幅幅熟悉的画面又
浮了上来。

儿时，跟在爸爸的后面赶着耕牛来这儿春
耕，先是随着爸爸修整田埂，填补裂痕和土狗崽
（蝼蛄）挖出的洞穴。父亲查的很细，每一寸都
没有放过，父亲总是说“水稻水稻缺水不妙”，总
不能漏水干田了。确实不易呀！寨上的这一坝
子田都得靠几公里外的山涧开渠引来的水，大
有滴水如金的感觉。遇上旱期，还得分班按时

灌水呢！接下来便是引水耕田，我便跟在后面
捉土狗崽，有时还可以抓上翻浪的鱼、蝌蚪儿
玩。弄得一身泥水，却是欢笑声与吆喝黄牛声
相映成趣。完了，黄牛自由地啃食春草，爸爸在
田埂的石墩坐下。看着这水汪汪的田地，似有
所思。

耕地是最累的，也是最讲究的环节。父亲
每一年插秧前，他总是反复将地翻上三次。让
泥松软成浆，形成胶状一般，说的是“这样子，
秧苗长得更壮实，也更留得住水。”确实如此
啊，每逢持续久旱，我家的田总是比别人家的
耐干几天。

该插秧了，父亲总是让母亲和姐姐们要放
大行距和株距，不要密插。邻居总在上一丘田

埂上说：“太稀了，浪费田地还要少收几袋。”父
亲直了直腰板，笑了笑说：“备的秧苗少了，插不
满咋整？只能这样喽！”随后便是“秧苗稀，粒儿
肥，粒粒压肩担儿沉”的哼唱。妈妈有时也埋汰
爸爸的做法，但终究还是依照爸爸的话干着活
儿。插完了，爸爸又到石墩上坐下，微微笑着，
环顾着刚插好秧苗的田地。

接下来便是照看田水，秧苗在自行定根，分
蔸长新苗，秧苗在即将拔节抽穗时父亲总是又
要比大部分人多出一道工序。他总是扛着秧耙
去薅秧，目的是让过密的水草离地浮于水面，让
久沉的泥浆再次浑浊。当然那时的我也不懂得
也不会去问其缘由的。这时才知道，父亲的做
法是有一定道理的，过多的水草抢食养料，让它
们离地浮于水面还会腐烂化作肥料养分供给正
在需要养分的秧苗。再次将沉积的泥浆搅动，
可增强秧苗根部的呼吸。

秋收时节，梯田一片橙黄，整坝田热闹起来
了，一寨子人大都集中到这来。我们一家也到
地里收割，父亲总是先蹲下来轻捋几穗在手心，
脸上堆满笑容。“好啊，不负一年光景！”确实我
家的稻穗株株挺立，粒粒饱满，色泽金黄，稻穗

沉甸甸的，妈妈飞舞镰刀，爸爸轮甩双臂将一抱
又一抱的稻禾拍打在稻桶上。我站在自家的田
埂上看去，他们家收稻桶上空如浓烟似尘暴，而
我家的却没有这样的景象。细看他们家的稻穗
上都长着些黑色的大颗粒，说是“灰包”，稻叶枯
朽脱落，说是“毛叶、毛脚”，所以在拍打时激起
那如烟似尘的飞灰。将收割的叔伯一脸熏黑，
双臂积尘，犹如从炭窑和沙尘暴中出来。如今
我终于明白了父亲历来所做的所说的。

真无愧于年青闯荡过来。父亲中等个儿，
很壮实，腿脚灵便，常穿粗布制服，一张黑里透
红的脸显得有点粗糙，年至五十仍然是家中的
全劳力，父亲闲暇时常给我们讲故事和他在外
面那些年的见闻。这一切也许是他十八岁参加
志愿军服役几年的缘故吧！

时隔二十余年，每每回家一次，都要到父亲守
护了几十年的那丘大田去看看。就会看到石墩上
满面笑容的父亲正望着这丘一片金黄的大田。

父亲对农田守望，就是中国农耕精神的传
承，父亲的这种精神传承到我们这一代身上，这
便是血脉。父亲认真执着农田，就是农耕社会
父亲们的勤劳执着的精神。

父亲的稻田

陆景川先生是我的师长，在他退休时，我发表
文章《勤劳一生的侗家人——陆景川先生评记》
（《贵州都市报》2015年9月7日），对他的文学创作
进行述评，其中写道：“退休而不能闲下来的景川
先生，还将创造更多的文化成果，积淀更多的精神
财富，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景川先生新近出
版大著《贵州侗族当代文学史》，就给我们带来了
很大的惊喜。捧着厚重的新书，既折服于内容博
大，又感动于景川先生的执著。从这本民族文学
史书上，观照到当今社会的成功与繁华。

观察一个社会发展，古人大致提供了两个参考
角度：一者史学文化：盛世治史，以资国治；厚德修
志，引为镜相。一者诗教传统：从诗歌音乐建筑等
文化表象，观察一个社会是否成熟稳定。在诗教
文化土壤的基础上，各种文化种类相继得以生长、
发展和传承，特别是富于史传情结的国人，形成盛
世治史、隆德修志的深厚的史志文化土壤，催生了
根深叶茂的史志类型：编年史、断代史，构成规模
宏大内容浩瀚的二十四史等主流传统；省志府志县
志村志，行业志专业志，构成种类繁多内容丰富的
立体志书文化，构建了中华民族重要精神家园。

治史修志，对于社会或个人来说，都是需要花
费巨大财物、时间和精力的浩大工程，只有和平安
静的环境和富足的物质条件，才能静下心来，费心
用情地整理前人留下的资料，心平气和地对前朝人
事进行相对客观公正的评价。专司史志行业有成
就的人，大体都是文章大家，或德高望重的专业人
才。景川先生长期从事史传文学的钻研和耕耘，在
黔东南文化界，德高望重。《贵州侗族当代文学史》
的编成出版，既是对传统史志文化的传承与发扬，
亦是多年研究侗族文化和侗族作家的集大成果。
除此，还得益于几个方面的现实要件：

一、文化视野的社会宽度。从事文化史的专
家，需要有较宽阔的文化视野，能够对发生于当代
社会的文化现象，保持敏锐的自觉观察，并进行深

入分析和研判，对重要的作家和作品，有较准确的研究和把握。景川先生
的学习和工作年代，涵盖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各种新文学活动时期。他是
当代新文学发展的受益者，又是其中的实践者。既以一个学者的身份，观
察和研究贵州尤其是侗族作家的文学创作，又积极参与各种不同的文学
活动。散文作品《勤劳一生的侗家人》等还在全国的文学大赛中获奖，拥
有一定的文学地位。他熟悉当代侗族作家的文学创作，对有影响的作品
及文学现象，能够进行较为系统客观的总结评价。

二、史志研修的时间长度。修志治史和一般文学创作不同，是一项具
有较强专业性的工作，需要通过严格的专业训练，方能具备相当的专业能
力。景川先生司职的单位多与文字打交道，参与或担纲县志、州人事志、
各门类的文化志书等编撰任务，具有编史志的文化自觉，对文史、人物志
等资料的收集工作相当专业。为给革命志士龙大道树碑立传，曾经赴龙
大道工作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广泛收集资料，通过《龙大道传》，使出身于
黔东南锦屏、为中国革命做出重要贡献的龙大道烈士，以鲜活的形象展现
于读者面前，受到史学界广泛好评。以此为契机，景川先生又撰写了革命
志士杨和钧的史实材料和诗歌研究，延展到《伟人名家与黔东南》等系列
重要史实的编撰、收集与宣传，为黔东南与传统文明、与伟人名家、与主流
文化的对接融入搭建了桥梁。景川先生专门从事史志研究与人物志传的
编撰，成就了行业名家的地位，为黔东南地方志和人物传记文学的发展，
为民族民间文化的宣传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民族研究的理论深度。出身于歌舞之乡的黔东南人，“会开口就
会唱歌，会走路就会跳舞”。心灵根植于民族文化土壤，思想精神浸染于
浓郁的民族文化，每一个细胞流淌着自然的韵律，跳动着音乐的节奏。景
川先生成长于森林之乡九寨，生活环境贴近大山自然，桃红柳绿，鸟语花
香，是为日常。侗族大歌那幽远且经典的蝉鸣，犹如来自天庭的乐音，开
化了侗乡人的心智，培育人们对美好事物的感悟与追求。记录带着森林
泥土芳香的自然声音，成为侗族学者的文化使命与责任。民族学者就是
从民族文化学习、挖掘整理和传播走上文学之路。景川先生早期主要以
民族文化研究为主。他的散文，散发着九寨侗族文化的气味与芬芳。所
谓民族的，也是世界的。这种观点深深地鼓励和影响着偏远或弱小民族
的文化学者，成为民族学者的一种文化自觉。景川先生出于对民族文化
发展与传承的历史自觉，数十年如一日，挖掘整理和研究民族民间文化，
记录有代表性的文化现象，积极宣传推介于社会进步有贡献的重要人
物。从与景川先生的交流中，他对《贵州侗族当代作家史》中的多数作家
和重要作品，都有相当深入的了解和研究，对某些作家作品的研究已著文
发表，这对他著书立说，提供了充分的条件。当然，作为一个文史作家，他
能够做到，在现场，又疏离于现场。没有生存于现场的作家们的感情纠
葛、艾艾怨怨，因而能保持客观独立和公正的立场。从史学的角度来看，
更能彰显著作的重要史学价值。

四、文化思想的站位高度。纵览《中国侗族当代文学史》，对作家的评
价主要依据作品和文化史料，具有较高的思想站位和客观的文化立场。体
现了三个重要的评判标准：一是史学的评判标准。在“小说”章节，将滕树
嵩《侗家人》放在开篇，体现了作者严格遵循史实的治学态度。二是文学的
标准。作者并不严格按照作家年龄和身份顺序排位，而是按照对文学，尤
其是对侗族文学的贡献和影响力收录和排序，在尊重史实的同时，坚持了
文学标准和类别区分；三是将人类文化学作为重要依据，将对侗族文学的
开创和启蒙，对侗族文化的发展繁荣有重要贡献的人物，皆收录书中。将
侗族医师吴定元的医歌收入，顾久先生于序言中评：“当是侗族歌谣之经

典”，“把‘吴定元的医歌’作为诗歌篇目之首予以评价，
首次拓宽了侗族诗歌的题材领域”。同时还将“侗族大
歌”这一重要的传统文化类型单设章节，体现了作家对
民族文化的重视和偏好，表明本书在为侗族作家立传、
宣传弘扬民族民间文化方面的开放态度。

《中国侗族当代文学史》固化了侗族当代作家作
品和文化现象，是对侗族文学的重要贡献，也丰富了
中国当代文学史，对于宣传侗族作家及作品，弘扬民
族文化，提供了一个可供资鉴的重要文化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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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春天，我买了两盆绣球花，品
种叫无尽夏。好美的名字，寓意也很
好，感觉听到这个名字这两盆花可以
盛开一整个夏天。事实却是如此，去
年夏天我的阳台因为这两盆花，增光
添彩。

冬季到来，由于懒，我没有把两盆
绣球花拿进家里养护，历经寒冬，它们
只剩下光秃秃的秆子。

今年春天，看着朋友圈里大家到
处赏花踏春，我忽然想起了阳台上
的那两盆绣球花。它们今年还会开
花吗？

养花人都喜欢春天，植株从冬眠
醒来，晒一点太阳，浇一点水，迎着万
物复苏的气运，结苞开花，就在不远的
夏天。

于是，我开始对阳台上的两盆绣
球花上起心来。修剪枯枝枯叶、施肥、
浇水，还在社交媒体上跟着养花博主
学习养护知识，信心满满。

等了一天又一天，叶子怎么还没
长出来，花秆怎么还没长高……这样
下去，今年绣球花还会再开吗？心情
开始慢慢低落。

我安慰自己，生命需要新的开始，

剪掉枯枝枯叶，人生好像也是这样，不
断修补自己，去掉不好的，才能长出好
的，自救、自愈、自治，慢慢来。

“一个冬天不管了，你看现在花盆
里都还是秃秃的，开不出花了。”“你又
不是专业养花的，什么都不懂，不要瞎
搞了，我再给你买两盆新的。”心情低
落的时候，爱人也总是向我泼冷水。

我说服自己，我是喜欢养花的，我
可以让绣球花再次绽放的。但是，每
次根据自己的喜好侍弄花草，花草牺
牲了一批又一批。后来经过一段时间
的磨合，我开始慢慢尊重我的花草，由
它们的特性来决定土壤、肥力、干湿、
摆放位置，光照时间。结果，有的花草
活得很好，有的花草蔫巴没了生气。
总结、复盘，我已经很悉心了，所以这
是个概率问题吗？

不管了，手机静音，大睡一觉。一
天只有 24 小时，睡醒又是新的一天。

万物皆有灵，遵循自然规律，顺
应人性多元，生命的宽度或许会更为
宽广。期待自己黎明即起，努力至深
夜再入眠。精神也高度紧张，一旦一
点事情没落实，就极为焦虑，压力也
很大。长此以往，整个人也显得无精

打采，事情似乎也没有明确的收获和
结果。

醒来，是个久违的晴天。站在阳
台上，看着我的绣球花的枝叶似乎更
加健壮了，每一片新叶都在努力接受
着阳光的沐浴。这个瞬间，我突然想
明白，并不是所有努力的模式都是千
篇一律，除了勤奋、方法、效率、执行时
机或许更为重要。我也有我的特性，
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发挥所长，肯定
会事半功倍的。这样一想，好像不焦
虑了。

养花向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养
好一盆植物，是在温度、光照、水分、土
壤、施肥诸多综合因素下的结果。我
们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把植物养活，
而是把一盆植物养好。我在植物身上
注入了心力、情感，见证了一段生命的
成长并参与其中，感受植物全周期的
生命变化之美。

老舍先生在他的散文《养花》中写
道：有喜有忧，有笑有泪，有花有果，有
香有色，既须劳动，又长见识，这就是
养花的乐趣。

“妈妈，妈妈，你的绣球花长出花
苞了！”小满这天，女儿在阳台呼唤
我。我兴奋地跑到阳台，看到长出花
苞的绣球花，开心得像个孩子。

是啊，我的两盆绣球都长了那么
多叶子出来了，也有了小花苞，美丽绽
放指日可待。只要绣球花再开，我就
高兴。每一个清晨或是傍晚，等一个
花开。

等一个花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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