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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爱明月，今人也如此。我喜欢在月盈
月圆的夜晚，到户外城边去走走，静静地凝视那
轮悬挂于天边的明月。我常常在想，万达小镇
的飞檐翘角，如挂上一轮明月，会是怎样的一种
景象呢？高高的云上丹寨县城，天边挂着一个
万达小镇，小镇上方再挂着一轮明月，绝对是诗
画中的精品。是的，当十五的月亮高悬于万达
小镇上空时，整个世界仿佛被点亮了。

夜幕徐徐铺开，点点星星闪烁起来，似在为
那即将登场的主角做着铺垫。渐渐地，那一轮
皎洁的明月从山峦背后怯生生地探出头来，宛
如一个羞涩的少女，一点一点地露出她那绝美
的容颜。月光似水银般倾洒而下，瞬间让整个
小镇沐浴在一片银白的光辉之中。

沿着石板街漫步，月光如流水般洒落在身
上。抬头望去，月亮宛如一轮银盘，圆润而饱
满，散发着柔和而明亮的光芒。“小时不识月，呼
作白玉盘。”此刻，这诗句便是对眼前这轮明月
最恰当的写照。

月光下的小镇，建筑风格独特而古朴。街
道两旁那些飞檐斗拱、雕花门窗，在月色的映衬
下显得越发典雅精致。墙壁上的斑驳痕迹，仿
佛在诉说着岁月的沧桑与变迁，而那轮明月的
光辉，则为这些古老的建筑增添了一份神秘的
韵味。它们就像是沉睡在时光中的老者，虽历
经风雨，却依然散发着独特的魅力。“江畔何人
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这一轮月亮，自古以
来便与这世间的一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小镇虽然不大，街道不长，也不算宽阔，但
却充满了生机与活力。月光洒在石板街上，泛
着清幽的光芒，仿佛是一条通往历史深处的时
光隧道。街道两旁的店铺灯火通明，商家们的
吆喝声此起彼伏，与那静谧的月光形成了鲜明
的对比。在这里，传统与现代相互交融，碰撞出
灿烂的火花。

走进一家小店，店主正忙碌地整理着货
品。月光透过窗棂，柔和地洒在他的脸上，让他
的轮廓显得格外分明。他抬起头，微笑着和我

打招呼，那笑容在月光下显得格外温暖。店里
摆放着各种精美的手工艺品，银饰、蜡染、苗绣
……每一件都散发着独特的魅力。银饰在月光
下闪烁着耀眼的光芒，仿佛在诉说着苗族人民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蜡染的图案在月光下显得
更加清晰，那一抹抹蓝色、红色、黄色，交织成了
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苗绣则用它那细腻的针
法和鲜艳的色彩，展现着苗族女子的心灵手
巧。在月光的映衬下，这些手工艺品仿佛都被
赋予了生命，它们的色彩更加鲜艳，纹理更加清
晰，仿佛在向人们展示着苗乡人民美好的未来。

尤公广场、苗年广场、鼓楼广场、锦鸡广场，
都聚集了许多人。苗族女孩在月下翩翩跳起锦
鸡舞、芦笙舞，身姿轻盈优美，与月光融为一体；
老人们坐在长椅上，静静地欣赏着月亮，脸上洋
溢着幸福的笑容；孩童们在月光下追逐嬉戏，笑
声回荡整个小镇。而那轮明月，依旧静静地悬
挂在那里，宛如长者慈祥的眼睛，默默地注视着
这些快乐的人们，也在为人们的快乐而快乐
着。“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此时，无论你身
处何方，都能共赏这一轮明月。

穿过广场，来到湖边。湖水波光粼粼，宛如
一面巨大的镜子，清晰地倒映着这轮明月。微
风拂过，湖水泛起层层涟漪，那月影也随之摇曳
起来，破碎了又重合。湖边的垂柳在月光下轻
轻地摇曳，仿佛是在与月影共舞。月光穿过那
摇曳的柳枝缝隙，洒落在地上，形成了一片片斑

斑驳驳的摇动的光影。我静静地坐在湖边，感
受着月光的轻抚，听着湖水轻轻拍打着岸边的
声音，心中一片宁静。我静静地坐着，微风轻轻
地吹着，任那银色的月光倾洒在身上。“露从今
夜白，月是故乡明。”一阵微风，一轮月亮，一片
月光，一种久违的亲切感回到身边。

月色下，远处的山峦连绵起伏，轮廓分明。
山顶上的树木在月光下影影绰绰。月光穿过云
层，洒在山峦上，形成了一道道明暗相间的光
影，犹如一幅天然的水墨画。那月光似乎与山
峦有着某种默契，它们相互映衬，共同守望着这
片宁静与祥和的大地。

夜色渐深，人们渐渐散去，小镇的灯火逐渐
熄灭，只剩下那轮明月依然高高地悬挂在天
际。月光如流水般洒在小镇的每一个角落，小
镇显得格外静谧。当整个小镇都静默下来的时
候，只有那一轮月亮和我在互动了。“月亮走我
也走，我送阿哥到村口……”我不知道是否有一
个阿妹在身后默默地送我，但我感觉今晚的月
亮好像特别痴情，我走它也走，我跑它也跑，我
停它也停。我站在广场中央，它就坐在房顶上；
我站屋檐下，它就挂在屋檐上。这样的一轮明
月，这样的一个小镇，这样的一个梦幻的世界，
让人不忍离去。

夜深人静，皓月当空。我想，日月轮回，当
黎明到来的时候，这轮明月也将渐行渐远。我
默默地祝福：“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万达小镇的月光
青山一道同云推，
村晚四季斗芳菲。
非遗百项进万达，
锦鸡千姿弄几回。
水龙狂欢云台舞，
峽谷夜漂消夏随。
高峽平湖瀑水挂，
龙神嫁妹虾蟹陪。
活力四射村超起，
球王独霸村 BA。
万人长桌宴南北，
九州合唱响风雷。
有展有演有争斗，
无怨无悔无尘追。
半诗半意半烟火，
三千三村三里归。

消夏暑天任我飞

（一）
原生本是大山族，移步新居看邑都。
伫立路旁观世事，赤橙黄绿艳妆出。

（二）
露宿街边路两旁，参差不齐立成行。
世间冷暖先知晓，守住尘埃净四方。

行道树

热血顺潮流，涌向山沟。夜郎锅底舞
锄头。茅舍孤灯扬意气，震撼神州。

玄鸟险中求，风雨同舟。而今含笑共
筹谋。助力腾飞文学梦，功在千秋。

浪淘沙·临叶辛先生丹寨
文创专题讲座现场感赋

□ 孙雪慧

停车驻足，看都柳江水悠悠南流
穿过岁月，向着珠江，向着南海奔走
曾经的八洛码头，繁华如绸
物资聚散，商贾的谈笑在时空盈留

热闹的场景，如鲜活的画轴
船舶靠岸，号子声穿透晨雾与昏昼
寒来暑往，希望与梦想在此装卸不休
那可是一处繁忙的港口

而今，繁华已溜走
荒凉占据曾经的风流
只留下古榕和岸柳，守望着空荡的渡口
风在诉说，往昔的故事不堪回眸

码头的兴衰，如同人生的春秋
辉煌与落寞，在时光中轮流
挑夫已远走，历史的回声消瘦
八洛码头，你是迷失在岁月长河的轻舟

江水悠悠，流淌着思念的愁
繁忙的景象，于记忆里永囚
寂静的码头，是时光的褶皱
感伤是短暂的叩首，作别才是永恒的前奏

凭吊八洛码头
□ 石秀昌

本报讯（记者 顾慧明）我州作家、中
医诗人刘燮明诗集《通韵新吟》最近由贵
州人民社出版发行。该诗集收录了作者
近年创作的400余首诗词，另附录州内外
评论家、作家对该作品的评论及作者自
序、跋6篇。

刘燮明是黔东南州中医医院退休主
任医师，曾任该院党委委员、副院长兼州
中医卫生职业技术学校校长，几十年来在
医务管理、临床诊治、医学教育工作中积
累了宝贵经验，是黔东南州管专家。其一
生对文学创作情有独钟，在古体诗词的研
究和创作上取得丰厚成果，公开出版过四
部医学专著和三部诗文集，系中华诗词学
会会员。在近日出版的诗集《通韵新吟》
中，作者以医师的眼光对当代事物做了细
腻的观察，以饱满的激情和清新的笔调讴
歌了多彩的民族风情和祖国的锦绣河
山。诗作中有他对故乡的眷恋、人生的感
悟，有对新时代的歌颂，有对革命先烈和
英雄模范的崇敬，也有对大自然的赞美，
以及朋友之间的酬唱答谢。

他的诗作内容真实具体，语言生动活
泼，意境清新，格调自然，贴近生活，无论
是绝句、律诗，还是词，都把医德、医术与
诗境、诗情有机融合在一起，贯穿着他悬
壶济世、救死扶伤的医德仁心。

刘燮明诗集
《通韵新吟》出版发行

初夏的阳光，柔和
而温暖，它轻轻地洒在
车窗上，仿佛带着些许
诗意。这个周末，我决
定带着家人，驱车前往
锦屏县敦寨镇的雷屯
村，去体验那传说中的
田园牧歌生活，去感受
那份久违的慢时光。

车 窗 外 的 风 景 在
不断地倒退，而车内的
气 氛 却 越 来 越 欢 快 。
五岁的女儿“妤儿”坐
在后排，她的双眼闪烁
着期待和好奇，不停地
问着：“爸爸，我们还有
多 久 才 能 到 雷 屯 村
啊？”她的声音里充满
了对未知的渴望。

“快了，妤儿，再过
一会儿，我们就能到达
那个美丽的地方。”我
微笑着回答，同时加快
了车速。

终于，车子驶入了
雷屯村。映入眼帘的
是一片令人心旷神怡

的田园风光。江清岸绿，波光粼粼的水田与
青瓦白墙的农家小楼相映成趣，仿佛一幅动
人的田园画卷。妤儿看到这一切，兴奋地跳
了起来，“哇！这里好美啊！爸爸，你看那些
水田，像不像一块块镜子？”

雷屯村的沙洲，仿佛是一幅流动的田园
画卷。阳光透过乌桕密叶的缝隙，斑驳地洒
在翠绿的草地上，那些历经风霜的古木，叶子
在微风中低语，为这片宁静的土地增添了几
分古老的诗意。

健壮的牛儿，步履从容，它们或低头吃
草，或抬头凝望远方，仿佛在思考着生活的哲
理。不远处，一群鸭子在水中畅游，偶尔发出
欢快的叫声，打破了水面的宁静，为这夏日的
午后增添了几分生动与活力。

游客们在这片美景中流连忘返。有的选
择了湖边一隅，搭起了帐篷，享受午后的悠
闲；有的则挥动钓竿，试图捕捉湖中的鱼儿，
寻找那一份宁静与成就感；还有的忙着合影，
想要留下这难忘的瞬间。在这青山绿水间，
人们暂时忘却了尘世的烦恼，沉醉于这份夏
日的“慢时光”。

我们选择了一处靠近水边的草地安营扎
寨。这片草地翠绿如茵，与周围的绿树和清
澈的江水构成了一幅和谐的画面。妻子忙着
搭建帐篷，而妤儿则迫不及待地脱下鞋子，赤
足在草地上奔跑，她的笑声和欢呼声在空气
中回荡。

“妈妈，你看！我可以踩到自己的影子！”
妤儿兴奋地喊着，一边在草地上追逐着自己
的影子。她的笑声清脆悦耳，给这片宁静的
乡村增添了几分生机与活力。

帐篷终于搭好了，我们决定在附近走走，
更好地感受这片美丽的土地。妤儿拉着我的
手，蹦蹦跳跳地走在前面。她好奇地观察着
周围的一切，不时地发出惊叹声。

“爸爸，你看那些鸭子！它们在水里游得
好开心啊！”妤儿指着不远处的河水中喊道。

我顺着她手指的方向望去，只见另一群
不知从哪冒出来的鸭子在水中快乐地嬉戏
着，平静的江面溅起一片片水花。这和谐的
画面让我感受到了乡村的宁静与美好。

我们漫步在沙洲上，妤儿像个小探险家
一样，仔细地观察着周围的一切。她捡起一
块奇特的石头，兴奋地展示给我看，“爸爸，你
看这块石头像不像一个小船？”

我笑着点点头，称赞她的想象力。这时，
妻子也拿出了她的手机，开始捕捉这些美好
的瞬间。她不仅拍摄了美丽的风景，还拍下
了妤儿欢快的身影和笑脸。

午后，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在地面上，
形成斑驳的光影。我们坐在帐篷下，享受着
美味的午餐。妤儿一边吃着三明治，一边叽
叽喳喳地说着她早上的探险经历。她的语言
充满了童真和想象力，让我们不禁捧腹大笑。

午餐过后，妤儿看到江边垂钓的人群，充
满了好奇和期待地想要去看钓鱼。人群中，
她坐在钓友的旁边，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们挥
竿垂钓，脸上写满了认真和期待。每当鱼儿
上钩时，她都会欢呼雀跃，仿佛垂钓的就是
她自己。这种简单的快乐让我们感受到了
生活的美好与纯真。

夕阳西下时分，天空被染成了金黄色，映
照在江面上，波光粼粼的，仿佛无数颗金色
星星在跳跃。远处的山峦也被晚霞染上了
一层金辉，剪影般的天际线显得更加分明，
如同精心勾勒的水墨画。江边的垂柳，在夕
阳的余晖中轻轻摇曳，似乎在低语，向着即
将落幕的太阳依依惜别。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但这份美丽却
足以让人铭记于心，成为夏日中最珍贵的回
忆。我们收起餐具和露营装备，准备踏上归
途。妤儿依依不舍地告别了这片美丽的土
地，在回家的路上依然兴奋地讲述着她的探
险经历。

这次雷屯之旅让我深刻体会到了乡村的
宁静与美好，也让我重新审视了生活的意义
和价值。在忙碌的生活中，我们常常被琐事
所困扰，忽略了身边的美好与诗意。而这次
旅行让我意识到，生活不仅仅是工作和责任，
还有与家人共度的美好时光和感受大自然的
馈赠。

同时，我也感受到了现代人对诗意慢时
光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在雷屯村，我看到了
许多游客在享受这份宁静与悠闲。他们或憩
息或垂钓或拍照留念，仿佛想将这份美好永
远定格在心中。

妤儿回家后仍陶醉在雷屯美景中。此次
旅行不仅让我们享受了愉快的周末，更感受
到生活的诗意与美好，体验了宁静悠闲的慢
时光。

雷
屯
的
慢
时
光

时值暑天，天干地燥，酷热难当，我们一行
顶着烈日，来到甘溪，寻找夏日里的一片清凉。

刚下车，一条明净的小溪扑入我的眼帘，同
行的驻村干部介绍：“别看这条溪小，但溪水清
澈甘甜，四季长流，从不干旱。”我不假思索脱口
而出：这个村名曰甘溪，名副其实。这个因溪得
名的村寨，是天柱县渡马镇共和村一个古朴的
侗寨。

这条小溪，从深山峡谷中蜿蜒东下，到了甘
溪盆地，故作姿态扭了一下腰，呈 S 形，优雅地
穿坝而过。逆明亮纯净的溪流而上，两岸是层
叠错落的梯田，右边的梯田，刚出穗的稻谷，带
着几分羞涩，几分喜悦，轻轻地在微风中摇曳，
呢喃细语。左边的梯田，栽有各种菊花，已是绿
意盎然，待到深秋，就会怒放，在流年岁月里，绽
放出五彩的生命之花。

前方，绿意葱茏的一壁山崖上，丛林茂密，
潺潺流水声不绝于耳。待走近，一条浅溪已欢
快地奔到脚边。我们猝不及防，纷纷尖叫着踮
起脚尖跳跃而过。正感慨，冷不丁，从田间地
角，伸出一竹筒，一管清亮的水，从竹筒里哗哗
哗地流下，溅起银白的水花。我欢喜地伸出手，
掬一捧清水洗把脸，忽如清凉的风拂过脸颊，人
顿时清爽起来。溪水中，成群的鱼儿在惬意地
戏水，鸭子在悠闲扎猛子。小溪上游有一段较
为宽敞，地势平坦的地方是游泳区，有好多大人
和小孩在游泳。水虽然浅了点，但水是流动的，

水质洁净，大人在教小孩游泳，小孩学得很认
真，游姿五花八门，但都欢天喜地。在游泳区上
坎，有一口从山涧里滴淌下来的水井。这井水如
一面光洁的镜子，映照着蓝天上的朵朵白云，直
到把竹筒放进井里，泛起阵阵涟漪，打破了蓝天，
朵朵白云碎了一井。这井里的水，清凉甘甜，胜
过任何一款瓶装矿泉水。来甘溪旅游，根本不用
带水，因为这里到处都有纯天然的矿泉水。

甘溪除了有纵横交错的小溪，还有秀丽的
塘车瀑布、羊跳塘瀑布，神秘幽静的龙王洞峡
谷、盈沯峡谷和镶嵌在松林中的阳幼盆，有碧波
荡漾的生态养鱼基地。

站在高处俯瞰甘溪，八座山峰像八瓣桃花，
层叠相拥着甘溪。六百年前，有一陆姓人家来
到了位于湘黔边界天柱县的甘溪，看到这地方
山美水美，地势偏僻，又是深山老林，官兵不易
发现，于是就在这里定居下来，开荒造田。几年
后，江西吉安，又有陈、陶、杨、袁、宋五户人家陆
续迁居此地。六姓人家在这里和睦相处，休养
生息，共同开发了甘溪，至今有二十余世六百多
年的历史了。

甘溪的民居有 91 栋，清一色木楼，木楼结构
干栏式的，也有吊脚木楼，具有一百多年历史的
木楼还有 30 多栋，是目前天柱县境内保存古木
楼最多的侗寨。这些木楼，依山傍水，坐东朝
西，错落散居在山顶上，半山腰，山脚下，溪水
旁。房前屋后，种有瓜果蔬菜，或绿竹依依，或
杉木挺拔。甘溪，水甜，山美，森林覆盖率高，有
天然氧吧之称。

漫步在甘溪的水泥路上，我惊讶地发现，甘
溪除了水质格外洁净，花草树木也像水洗过一
般一尘不染，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村寨里看不
到任何的白色垃圾和生活垃圾，也没闻到鸡鸭
猪狗散发出的特有味道，这与印象中传统农村
的脏乱差大相径庭，一个崭新的新农村展现我
们的面前。

甘溪还是闻名四乡八寨的功夫村。甘溪村
民素有习武传统。在农闲时节，村民们练习武
术，常用的兵器有棍、锏、铁尺、镗、箭、刀等，主
要功夫以“六家拳”“洪门棍”“月牙镗”见长，甚
至能以布为棍以一敌十，先辈更有“驱狼”“擒
虎”之壮举。旧社会习武是为了护寨和强身健

体，现在习武除强身健体外，还成为甘溪的文化
特色，因而甘溪被誉为功夫村庄。如今在甘溪盆
地一隅，辟有功夫体验园，游客如果喜欢，可以拿
起刀、镗、锏、棍、棒、箭，在体验园里，亲自体验一
下练武人的精气神；可以在高低错落的梅花桩上
翻腾跳跃；还可以随意的拍照，臭美一下。

小溪下游，依着小溪建有一栋漆得明黄的
造型别致的木楼，这栋木楼就是甘溪的合约食
堂。合约食堂有一特色美食，叫侗家养生美食
煳米鸡，做法把粘米文火炒得焦黄后，倒入适量
的清水，再把当地土鸡放进锅里一起煮，大火烧
开后，再文火慢慢地煮，待到粘米煮膨胀开花，
鸡也就熟了，这时候煳米的清香混合着鸡的美
味，一股脑儿往鼻子里钻。这种煳米鸡，有营
养，不油腻，又养胃、润肠、通便，很受游客喜
欢。在合约食堂，还可吃到天柱醇厚香味的“血
酱鸭”，又可手捧一杯清香扑鼻，令人回味无穷
的侗家独有的功夫菊花茶。此外，合约食堂还
有各种各样的农家绿色蔬菜，让你吃得放心，吃
得舒心。

夜幕降临，登上别具特色的功夫客栈，或山
间民宿楼阁，一幅“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
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七八个
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
转溪桥忽见”的恬静自然、生动逼真的优美画
卷，就活灵活现呈现在眼前，顿感一片清凉沁
人心脾。

行走甘溪

□ 高俊华

□ 莫章海

□ 王明清

□
龙
珍
锋

□ 潘银梅

在这个炽烈的夏日，州庆假期中的大暑节
气显得尤为炎热。阳光如同火炉，热浪滚滚，但
在这样的天气里，我有幸与妻子一同前往好友
丽的家，那里就像一片都市中的绿洲，为我们带
来一丝清凉。

丽的迎接热情而周到，她的客厅宽敞明亮，
设计简约而不失高雅，每一处都流露出主人的
品位和修养。墙上挂饰的字画，更增添了一份
文艺的气息。

我们到来时，丽的家已经迎来了尊贵的客
人刘阿姨。刘阿姨虽已年近古稀，但精神矍铄，
眼眸中闪烁着智慧和慈祥。她年轻时支援三线
建设，把最美的青春留在了凯里，现在虽然生活
在上海，但每年都会回来探望老朋友们。

主人的款待丰盛而周到，美食美酒让人陶
醉。刘阿姨的亲和力如同夏日的阳光，温暖而
动人。晚宴在欢声笑语中结束，女士们移步至
牌桌，男士们则选择在后花园享受片刻的宁静。

在后花园，微风轻拂，月色如水，鲜花和清新
的空气交织成一幅和谐的画卷。我和男主人围
坐在假山旁的石桌旁，品着清香的茶水，谈论着
家庭、工作和人生，感受着生活的宁静和美好。

夜色渐深，星光璀璨，我们在花园里给花草

树木浇水，虫鸣和我们的对话交织在一起，构成
了一幅生动的夜景。

这时，女主人为我们端来了自制的冰粉。
那晶莹剔透的胶状物，撒上葡萄干、山楂片、花
生碎，淋上红糖冰水，看起来诱人无比。我舀了
一勺放入口中，那冰凉的口感让我瞬间感受到
了清凉，仿佛置身于一个清凉的世界。

刘阿姨和几位女士也尝了尝，纷纷称赞美
味无比。男主人也点头赞同，我们都非常感激
丽的心意。这炎炎夏夜，丽用她的爱心和巧手，
为我们带来了清凉和欢愉。

聚会结束后，我和妻子踏上归途，夜风拂
面，冰粉的余味仍在唇齿间萦绕。我回想起丽
制作冰粉的过程，从精选食材到调味，再到细心
分装，这一切的努力都是为了给我们带来清凉
和喜悦。

这份清凉和喜悦，不仅来自于冰粉本身，更
来自于丽的心意。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能够
拥有这样一段的时光，与朋友们共享生活的宁
静和美好，实属不易。而丽的为人，让我重新认
识到了人间真情的重要性。也许，这就是生活
的真谛——在平凡中寻找不平凡，在简单中品
味幸福。

一碗冰粉，一夏清凉
□ 王承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