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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绣中华，绿水青山，霞蔚云蒸。看
乡村美丽，田园如画；高楼林立，市井繁
荣。高铁飞驰，高速通畅，南北东西任畅
行。脱贫胜，喜民生富足，笑语欢声。

千秋伟业传承，忆往昔、历朝梦未
兴。叹晚清积弱，列强肆虐；民国纷乱，
黎庶伶仃。幸有锤镰，红旗漫卷，引领
中华向复兴。“七一”至，颂党恩浩荡，伟
业功成。

沁园春·庆“七一”
—— 贺中国共产党

成立103周年

仲夏都柳江，泾渭分明长。
一边清若空，一边浊如浆。
暴雨倾盆至，洪流滚滚狂。
自然有神力，天地画卷张。

都柳江奇景

黛瓦飞檐吊脚重，水光山色映晴空。
红旗坝坎凝罡气，合约餐堂易俗风。
人气旺，号声雄，大山深处隐愚公。

修渠筑路随村绕，诗意农家锦绣中。

鹧鸪天·印象南皋大寨村

那些被无数次打卡的
树的家族
在洪流的怒吼声中
不得不东倒西歪，无处安放
洪水撤退后
它们静静地躺成一本生锈的书
刻录了
这百年一遇的洪流
这明目张胆的浩劫

6 月的天水，直泻而下
一步一抬头的浪花，拒绝了
拒绝了
灵动嬉戏的鱼群
和勤劳勇敢的人民
没有哭泣
没有助长你无情的泪液

长辈说过，宁欺山莫欺水
可是我们
我们没有欺你啊
静静的氵舞阳河，无数人向往的氵舞阳河
云贵高原上会眨眼的氵舞阳河

因你慕名而来的人们
浸润在千年的历史缝隙
将你的温暖与包容
厚重与魅力
带向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疲惫之后的氵舞水
阵痛之后的古城
镇远，我们铭记你的痛——

数千人的救援队，迅速集结
将一个个温暖的时间
抬出冰冷的水面
生命之光正在从八方汇聚
镇远魅力必将在掌中延伸

镇 远 ，我 们 铭 记 你 的 痛

□ 龙飞宇

心仪已久与朝思暮想
终于在这个激情的午月
试学着当年那些桑梓志士
怀抱家国情怀与倾心梦想
不畏数千旅途远遥
也要风雨无阻与昼夜兼行

只不过那时的他们
用的是最原始的方式
含辛茹苦历经数月
拖着累累血泡与浮肿的双脚
而我却选择的是
现代最便捷的途径与工具
只用了一个白天和一个夜晚

此时的他们
心里一定充满了羡慕与疑惑
但对于我来说
也只能是采取最善意的保密

延安行

□ 池剑平

第一次来到凯里东湖湿地公园，大约还是
三年前，当时是慕名而来。

不曾想，有了这个“第一次”之后，三年多
来，我每次来凯里，都会兴趣盎然地去造访这
颗镶嵌凯里城中的“湿地明珠。”

说句实话，过去因为工作等等原因，我也
去过很多湖泊与湿地公园，不仅是忙里偷闲的
游山赏水，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为了在忙碌
了一天后，能在公园堤边的柳树下找了一张靠
椅坐下，静静地放松自己，然后好好地在晚霞
编织的秀色中，梳理归拢、调整安抚自己的漂
浮不定思绪。

每每这时，当清风徐来，带着远山、田野和
湖泊的独特气息，我仿佛是找到了归属，工作
生活中所有疲惫和忙乱的情绪，感觉要一下从
自己身上赫然褪去。

我暗自庆幸，在夕阳辉映下这公园世界的
清闲和人生的悠然；白天那个被诸事缠身，还
抱怨太忙的我，也随着这时的良好心情，遗忘
并沉浸在这些个碧波荡漾，郁郁葱葱的湿地公
园的湖面上。

也许，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对湿地公园的
“情有独钟”吧，使我对凯里东湖自然而然就有

了这种情不自禁的亲切感。
这里的一切对我来说，是那样的新鲜又似

曾相识：虹桥湖水、柳树繁花，石径草地、浮萍
荷影；除了轻轻地唱歌跳舞健身外，这里湖光
秀然、静谧旖旎；远山近岸，景色宜人，如同一
副精美的画卷；漫步之中，湖中的水鸟、荷花，
岸边的垂柳、盛开的樱花等，风光景色让人目
不暇接，赞不绝口。

“这里真好！”我不禁赞叹起来，同时也认
真搜寻自己开始喜欢这里的理由。

从我居住的小区，沿博南路经过行政中心，
约十分钟左右就可以从东湖的西面来到东湖。

此时，最先映入眼帘的就是橫绕东湖宛如
苍龙狂舞的彩虹桥和波光粼粼的湖面以及湖
泊后面的大厦与旁边烟雾缭绕的山峦。

继续顺着彩虹桥缓缓而下，又微微向前方
坡处走上十多米，便来到彩虹桥的分叉点；往
左就会到达彩虹桥的最高处。这里也是鸟瞰
整个东湖的最佳观景点，视野开阔，扶栏眺望，
东湖的隽美和灵气瞬间就会尽收眼底涌上心
头，让人心旷神怡并陶醉其中。

而向右沿彩虹桥顺势而下，就自然而然地
来到东湖沿岸的环湖步道上，步道大都簇拥在

高高的柳树或柏树下，或缓坡徐徐，或以廊桥
形式越过湖面；更有一处步道，由“桃心”钢梁
和鲜花编织起来，每当傍晚灯光开启，散步到
这里，就犹如穿越一条“时光隧道”，这也是无
数游人每天早晚必须打卡留影的地方；然后再
顺着环湖步道，经过揽蝶湖、桃花岛、水上栈
道、游方坡、彩虹桥、对歌台等，围着东湖走上
三两圈，便会精神抖擞，一天的困乏自然就迎
刃而解。

退休后的我，一直就想找个清静舒雅的
“世外桃源”来颐养天年，以避开这喧嚣繁忙和
被互联网充斥的世界。

幸运的是，在凯里我遇见了东湖，并爱上
了 它 的 独 具 魅 力 与 不 一 样 的 亲 近 感 。 从 此
以 后 ，我 整 个 人 就 像 是 找 到 了 灵 魂 的 归 属 ；
既有了入乡随俗的精气神，也再没有了古人
那 种“西 出 阳 关 无 故 人 ”的 不 食 人 间 烟 火 的
游离心境。

自从三年前第一次来到这婆娑美丽、水
天一色的东湖湿地公园，先前的种种不快就
早已被眼前东湖自成一体、“小巧玲珑”的风
景所替代。

小住凯里的我，似乎对东湖相见恨晚、“爱
不释手”；早也东湖，晚也东湖；写的是东湖，拍
照也是东湖；仿佛东湖这个并不起眼的小小的
湿地公园，从此就给了我莫大的灵感：这里莫
不是“缩小的仙境，放大的盆景？”抑或是“神的
故乡，人间仙境？”哈哈，林林总总的奇思妙想，
大有东湖“你若不离不弃，我便生死相随”的信
誓旦旦。

三年来，我听说了东湖太多的故事，也以

自己的亲临，见证了东湖四季不同的美：
春天的东湖，各种花儿争奇斗艳，多彩多

姿；夏天的东湖，荷叶翠绿，月色撩人；秋天的
东湖，垂柳弯挂，山水交融；冬天的东湖，则是
白雪皑皑，银装素裹，悠然自得，且欲与天公试
比高。

也许正是这些，积攒了东湖美丽相拥四
季，未来厚积薄发的自信和信心。

如今，东湖亦然已成为凯里市民最喜闻乐
道、最方便打卡、最爱去休息散步与休憩身心
的必选之地。

写到这里，我觉得该是需要认真为自己找
一个爱上东湖的理由了。正如一个广告说：

“人生就像是一次旅行，重要的不在于沿途的
风景，而在于看风景的心情。”

诚然，对于我这个外乡人来说，东湖却是
两者皆有，不仅四季风景绝佳，重要的是好风
景也带来了好心情。

孔老夫子云：“忙而作，息而思”。我本是
平常之人，就应该按照圣人的教诲来诠释自己
的人生，一切随其自然，一切随遇而安；忙过
了，就该歇息了，不用找任何冠冕堂皇的借口
来遮掩自己心中的茫然与不悦。人啊，本该从
哪里来，就回哪里去；正如东湖，年年岁岁，景
色依然，携手这座城，美美与共。

我暂时离开了东湖湿地公园，把一个似
乎更加理性的自我，簇拥在明天又要来东湖
的路上。

哲人说：“因为一个人，爱上一座城”。而
我却是“因为一处景，爱上这座城”。

“东湖，爱你不需要理由！”

东湖，爱你不需要理由

《谁与共饮》是宋尧平的驻村随笔诗体语
录集子。写作时间在 2023 年至 2024 年上半
年。这段时间宋尧平在贵州省黔东南州从江
县洛香镇塘洞村任第一书记，勤政为民之余，
及时把自己驻村的感悟记录下来，积少成多，
等到他卸任返程后，一整理便成了这个集
子。集子总共辑录了 370 多条诗体语录。既
然结集于驻村结束返程之后，就不难看到作
者这个集子的侧重点：驻村到塘洞，工作在塘
洞，卸任离开塘洞，心永远离不开塘洞。作品
主要写出了作者在塘洞任职锻炼获得的收
获，表达了宋尧平热爱塘洞那片土地以及土
地上人民的深情厚意。

这些诗体语录，行文形式有诗行，但每篇
首无定行，行无定句，句无定字，不讲平仄，不
讲押韵，简直就像有意跟诗坛过不去，完全颠
覆了习以为常的正规诗体形式。可以这样定
义宋尧平的这种随笔诗体语录作品：它是作
者自由自在表达思想感情的分行字文。其
实，也不乏最初现代白话诗“我手写我口”的
艺术造诣，师承胡适、郭沫若、刘大白和刘半
农等人，我看也说得过去。如果那些正统诗
派与追求阳春白雪的诗家看到了这“满纸贱

货”，就要喷饭，或不屑一顾，也许还要口诛笔
伐才解气。所谓“下里巴人的东西！”注定免
不了被裁定。其实，这些随笔诗体语录，压根
儿不想与高脚派诗家争地盘，也不想在高雅
诗词艺术之宫出彩，它自有自己草根遍地的
生存空间，是作者一刹那的小感触，小彻悟，
触觉灵须感念产生于田间地头，村里村外，民
居公所，车上船中，办事路途，是实实在在的
纪实，有啥写啥，朴素自然，有时代风雨，有体
会认知，有哲理顿悟，有亲友情思，有乡村野
趣，也有城忧乡愁。

学术希望百家争鸣，贵在提供新知。文
艺希望百花齐放，贵在文质履新。我觉得宋
尧平的随笔诗体语录完全可以算是我国文艺
百花园里的一种花，这种花根植于现实生活
的泥土，深受信息时代手
机交际中表情达意新形式
的影响，色彩有当今生活
的影像，芳香有当今生活
的味道，灵性有当今生活
的精神。品花可以品出我
们新时代社会人生的韵
味。因此，愿意为之作序。

《谁与共饮》序

置身于锦屏偶里，我
仿佛被一壶甘醇的美酒环
绕，这里的山水、人情，都
如诗如画，让我如痴如醉。

在寨麻的腹地，我听
闻了一个英雄传说，那是
关于李太宗，不，是李天保
的传说。小时候，我曾误
以为这里的李太宗就是那
位威震四方的唐太宗李世
民，但当我深入了解后，才
知道这是位反抗压迫、揭
竿而起的苗族英雄。

我顺着小溪，漫步在
文昌阁的旧址。新楼中传
来书声琅琅，那是孩子们
的 读 书 声 ，清 脆 而 悠 扬 。
我站在合秀桥上，看着年
代久远的桥身，在秋风的
吹拂下，仿佛能听到它诉
说着历史的故事。桥下流
水潺潺，别样的声音像是
在低语，向我讲述着过去
的辉煌与沧桑。

走进寨霞，新式房屋
的别致让我眼前一亮。屋
舍新颖，庭院深深，每一处
都显得那么精致而富有风
情。我穿梭在巷道间，高
处 的 枫 树 群 让 我 感 到 震
撼。那一片片的红叶，如
同烈火般燃烧，仿佛在诉
说着历史的热血与激情。

沿着青石板路继续前
行，我看到了境内最大的闵楠树，它参天耸立，
枝干挺拔笔直，像一位不屈的战士，守护着这片
土地。我穿行在稻田中的青石长街上，放眼望
去，寨霞田坝的旖旎风光尽收眼底。

夕阳西下，我来到了新的风雨桥上。这里
的岁月安然，让人心旷神怡。我回想起李天保
的英雄事迹，他的反抗精神在这片土地上留下
了深刻的烙印。虽然历史已经远去，但那种精
神却永远流传。

在文昌阁前驻足，我思绪万千。这座始建
于清乾隆三十七年的古老建筑，经历了多少风
雨，又承载了多少代人的期望和梦想。阁内的
壁画装饰，仿佛诉说着古人们的求学之路，那些
大成至圣先师孔子的牌位，更是彰显了古人对
学问的尊重和崇敬。

凝视着文昌阁遗址前的碑刻，那些字迹已
经模糊，但依旧能感受到古人们对教育的执着
和热情。我想起了那段历史，文昌阁几经风波，
在修建与重修间不断地重复，每一次的重建都
是乡绅仕贤们对教育事业的慷慨解囊和齐心协
力的见证。

我环顾四周，红枫衬托着常青藤蔓，春夏时
节，树叶婆娑，仿佛能听到历史的回声。那时，
文昌阁后置身于枫香林中，站在楼上，放眼望
去，尽是藕洞的田园风光。鼎盛时期，游人们络
绎不绝，他们或许也像我一样，被这里的美景和
历史所吸引。

继续在文昌阁的遗址上徘徊，我想象着当
年学子们在这里勤奋苦读的场景。

我走出文昌阁遗址，漫步在偶里的大坝
上。这里的每一块青石板路，每一座古老的建
筑，都仿佛在诉说着偶里的历史和文化。我想
起了明永乐四年吴朝隆从天柱远口前来藕洞设
馆办学的故事，那是偶里发展教育的先声。从
那时起，偶里就兴文化、重教育，无论贫富，都崇
尚耕读并举。

如今，偶里的教育事业已经得到了空前的
发展。我看着校园里新颖的教学楼和宽阔的运
动场，听着孩子们的琅琅书声和欢笑声，心中充
满了感慨。这些孩子们是偶里的未来和希望，
他们将在知识的海洋中畅游，为偶里的发展贡
献自己的力量。

走出校门，我拾级而上，深入寨霞的腹地。
眼前突然一亮，一座古老的石拱桥映入眼帘，那
便是始建于清嘉庆二十四年的合秀桥，又名荷
秀桥。此桥坐落于“上塘”与“中塘”之间，仿佛
一位岁月沧桑的守望者，静默地注视着这片土
地的历史变迁。

我站在桥上，远眺寨霞的田坝，一片绿意盎

然，下望则是“中塘”“下塘”的旖旎风光，如诗如
画。合秀，这个名字，既蕴含着聚合藕洞境内的
秀丽景色的意思，又因原先藕洞大坝上那“接天
莲叶无穷碧”的荷花而得名荷秀，与“藕”字相映
成趣。

桥的四角翘檐，仿佛在向天空诉说着什么，
顶上的宝塔直指苍穹，亭内的长廊静静地等待
着行人的休憩。曾经，这座桥因年久失修而显
得破败，但在 2005 年，得益于省民委的资金支
持和偶里乡贤的慷慨解囊，它又恢复了往日的
秀美。

沿着石板路继续前行，我沉浸在偶里尚武
的传统中。这里的青壮年，在农忙时勤劳耕作，
闲暇时则习武强身。房前屋后，都是他们挥洒
汗水的练武场。

我想起了那位武举龙汝骧，他的故事在这
里传为佳话。他出生于一个普通的苗族农家，
却凭借着天资和努力，在四十四岁那年考中武
举，名震一方。他力大无穷，能轻易举起石凳，
凌空旋转，落地时面色如常，令人敬服。

中举后的他并未追求仕途，而是选择回到
家乡，投身于教育和建设事业。他鼓励青年人
学习文化、练习武术，还亲自参与修路，方便乡
民往来。他的事迹深深感动了我，这位“武魁”
不仅武艺高强，更有着一颗为民服务的心。

我来到龙汝骧的旧居，屋后一株参天的楠
木引起了我的注意。那株楠木枝叶繁茂，青翠
欲滴，与他魁梧的身材、端正的品貌相得益彰。
我站在这里，感受着这位武魁留下的精神力量，
心中充满了敬意和感慨。

行走在偶里的土地上，每一步都似乎能踩
到历史的印记。这里，每一片田地、每一座山
坳，都承载着深厚的故事。

我来到寨霞畜牧场，这个曾经热闹非凡，如
今却已变为层层梯田和散落的人家。遥想当
年，这里可是畜牧业的繁荣之地。1966 年，党中
央的“关于发展养猪业的一封信”激发了村民们
的热情，于是这片土地便承载了无数的期待与
希望，养猪业在这里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那
时，寨霞畜牧场名声在外，人们从四面八方赶
来，交流养殖经验，共同推动畜牧业的繁荣。如
今，虽然畜牧场已不复存在，但那些激情燃烧的
岁月，依然在我心中激荡。

我又来到土地坳，这里曾是信仰的聚集
地。数座土地庙曾屹立于此，十里八乡的村民
在时至节日都会来此祭拜，祈求风调雨顺、五
谷丰登。而其中最大的一座土地庙，更是吸引
了无数人的目光。我仿佛能看到，那时烟雾缭
绕，人声鼎沸，热闹非凡。长征时期，工农红军
也曾踏足这片土地，留下了红色的印迹。他们
宣扬革命，与村民交流，使得这片土地更加厚
重与神圣。

我继续前行，来到偶里寨霞村新寨门口的
一片田坝。这里曾是“占县”的旧址。民国初
年，这里曾有望成为新的县城。那时，偶里的人
们满怀希望，期待着能在这里建设一个新的家
园。他们取出油茶山内的肥土，希望能赢得这
场选址的竞争。然而，命运却与他们开了个玩
笑，锦屏新县城最终定在了三江。但偶里人并
未因此气馁，他们依然在这片土地上辛勤耕耘，
留下了“占县”“布县”的美称。

我站在这片充满故事的土地上，心中充满
了感慨。这些历史故事不仅见证了偶里的变
迁，更体现了人们的坚韧与奋斗精神。无论是
畜牧场的繁荣，还是土地庙的信仰，抑或是“占
县”的遗憾，都是偶里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这
些故事将永远流传在人们的心中，激励着后代
不断前行。

站在田埂上，目光被一根屹立的青石方柱
吸引。那石柱，据说是旧时武举人用来拴马
的。我抚摸着石柱上的凿痕，那是工匠们取石
凿制拴马桩留下的痕迹，仿佛能感受到那个武
举人的英姿。他或许曾在此地驰骋马场，练习
武艺，而后牵马回桩，解绳又牵出，日复一日地
操练。

我想象着那时石柱周围的坪地上，马儿悠
闲地吃草，而武举人在一旁擦拭汗水，准备下一
次的驰骋。然而岁月流转，如今的石柱孤零零
地立在田间，那些意气风发的日子已成为回忆。

我漫步在藕洞的古道上，思索着这片土地
的古今故事。尹氏族人，作为这里最早的原住
民，他们最能讲述这片土地的历史。我想象着
南宋嘉定年间的尹才鑫，他游历至此，被这片荷

花池吸引，便决定在此安家落户。他的选择，开
启了藕洞千户苗寨的传奇序幕。

我踏上寨霞风雨桥，这座风雨桥是苗侗族
地区的传统建筑，它横跨在田坝上，静卧在溪水
边。我站在桥上，感受着四季的更替。春风拂
面时，我沐浴在清风中；夏日炎炎时，我闻着稻

香；秋高气爽时，我赏月圆之夜；寒冬腊月时，我
听着溪水潺潺。

在这片充满故事的土地上，我感受到了历
史的厚重和人民的坚韧。无论是青石方柱的孤
独守望还是风雨桥的岁月留痕都诉说着这片土
地的过去与未来，我沉浸在这些历史故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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