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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小满天，节序焕新篇。
紫燕衔泥紧，蜩蝉叙语甜。
耕夫千粒汗，稻作一方田。
但愿粮丰廪，农家乃笑颜。

咏小满

我早已成熟透
春天到我家做过客
夏天来了
我又一次领略到日光浴的温馨
我知道
成熟是我最庄严的节日
冬天以后
我更需要阳光
你为何不来收割我

那一次分手的车站
用红绿灯告诉过你
在你即将动身去南方的时候
我是家乡土岗上的一串红葡萄
已经熟透
呈现多梦的日子
许多牛羊经过
我以归人的目光询问他们
可曾在某个城市见到您
他们奇怪的念头让我心悸
每时每刻，我都渴望皈依
正如孤独的枕头
被弃于街角

去年冬天，在土岗上的背风处
我们用冻红的手指
埋下几粒等待的种子
如今整个村庄都在议论
那片疯长的麦浪
你迟迟不来
我已在穗尖上
结满锋利的倒钩

我很惧怕黑夜
我很担忧冬天没有阳光
那成片待丰收的麦田
早已生长在大街小巷

失约的麦田

□ 莫章海

□ 陈雪村

德国山城弗莱堡的春天，比老家来得要晚一些。
清晨 6 点，薄雾轻笼，街边的路灯散发着柔和

的光晕，空气中带着湿冷的寒气，混合着青草与露
水的气息。

我套上薄外套，穿着那双磨得发白的运动鞋
出门，开始了今天的晨跑。

今年 4 月初，我和老伴跨越重洋来到德国，探
望在弗莱堡工作的女儿。尽管身在异国他乡，德
语招牌与陌生的钟楼取代了熟悉的街景，但我依
然保持着多年的习惯，每天清晨，迎着第一缕曙
光晨跑。

这跑步的习惯，我已坚持了整整 16 年，从国内
到国外，从年轻到现在，几乎未曾间断过。

说起跑步，这里面还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
缘由。

我是一名文字工作者，过去常年蜷缩在办公
室敲键盘，一坐就是一整天，平时也懒得运动，体
重一路飙升到了 80 公斤。

更糟糕的是，当时我还患上了严重的腰椎间盘
突出症，走路不到半小时，腰部就疼得直不起来，每
次爬上5楼的家，都得扶着楼梯歇上两三次。

直到有次体检，拿到报告一看，满是向上的红
箭头，诸多指标都不正常。医生一脸严肃地告诫
我，要是再如此下去，身体会出大状况。

这话像一记重锤敲醒了我。第二天清晨，我
穿上运动服，硬着头皮推开家门，迎着第一缕晨
光，迈开了人生第一次跑步的脚步。

最初的日子着实难熬。没跑几步，就气喘吁
吁，腰疼得厉害。

然而，随着时光的流逝，我的身体愈发轻盈，
体能也在不知不觉中增强，越跑越远，里程不断刷

新。三个月后，我居然能围着从江老城跑一圈。
四季更迭，我在奔跑中与自然相拥。
春天，我跑过开满鲜花的小路，感受着万物复

苏的活力；夏天，我跑过蒸腾暑气的街巷，挥洒着
酣畅淋漓的汗水；秋天，我跑过铺满金叶的长街，
聆听着簌簌作响的秋声；冬天，我跑过银装素裹的
旷野，追逐着纷扬飘落的雪花。

这 16 年里，我始终坚守这份热爱，风雨无阻。
当细雨轻垂时，我披着朦胧雨幕向前；当白雪

纷扬时，我踏着松软的积雪奔跑。唯有下大雨、上
夜班睡觉太晚和头晚醉酒时，我才会短暂停歇，稍
作休整。

跑步为我注入了生命活力。十多年来，我几
乎没有生过病，就连寻常的感冒发烧，也成了难得
一见的“稀客”。而且，随着体重从 80 公斤降到 70
公斤，以前的牛仔裤穿上居然合身了，人瘦了，腰
上的肉却紧实了。

最神奇的是，折磨我多年的腰椎间盘突出，不
知不觉就好了。

你说，这跑步健身是不是比吃药还管用？
今年清明，我回小城从江扫墓，不小心手被镰

刀划了道口子，鲜血直流。去医院处理，大夫给缝
了三针。缴费时，侄儿帮我刷医保卡，看到账户里
5 万多元的余额，惊讶得合不拢嘴：“叔，我们的医
保卡月月见底，你咋存下这么多？”

看着医保卡账单，我心里豁然开朗。原来这
些年风雨无阻的晨跑，就是在给自己的健康开“活
期存折”！每天流的汗、跑的路，都成了一笔笔“健
康存款”。日积月累下，竟悄无声息存下了这么厚
实的“老本”。

还有一件事，至今我都觉得不可思议。

八年前的一个清晨，我在山城凯里晨跑，经过
斑马线时，一辆面包车突然失控，飞速冲了过来。

“砰”的一声闷响，我被撞得踉跄几步，司机吓得脸
色煞白。到医院检查后，医生说我只是轻微擦伤，
反倒是面包车的前灯碎了一地。兄弟阿宁得知此
事，拍着我的肩膀大笑：“哥，你这天天跑步，身子
骨比车子还结实！”

身为一名日报编辑，夜班宛如永不停转的旋
转木马。凌晨两三点的编辑部里，同事们都挂着
浓重的黑眼圈，靠着浓茶与咖啡强撑，而我却能在
通宵达旦后依旧精力充沛。同事们满脸诧异，纷
纷问我：“你哪来这么多精力？”

实际上，跑步就如同给身体拧紧发条，跑着跑
着，生物钟就变得稳定了。

细想来，新闻和晨跑何尝不是同一种修行？两
者都在与时间赛跑，一个追逐真相，一个追逐朝阳。

在德国的这段日子，晨跑如同一把钥匙，悄然
开启了我与这座城市对话的大门，成为我了解这
里的最佳方式。

每天清晨，我总会踏着第一缕晨曦启程，沿着
不同的路线穿梭在大街小巷。

古老的石板路、爬满藤蔓的古建筑，还有街角
尚未苏醒的面包房，都在我的脚步下渐次舒展，诉
说着这座城市独有的故事。

跑到弗莱堡大学，仰头望着高耸的钟楼，思绪
瞬间飘回了老家的凯里学院。两座学府远隔重
洋，模样大相径庭，可一踏入校园，闻到的书香味
却一模一样。

跑到多瑙河畔，听着河水哗啦啦地流，记忆里
都柳江的浪花也跟着翻涌起来。一条在异国他乡
激荡，一条在家乡故土流淌。

跑到蒂蒂湖畔，粼粼波光在阳光下起舞，仿佛
又看见了老家金泉湖的影子。这边的湖光，那边
的水色，景致各有千秋。

德国人特别喜欢运动，尤其是跑步和骑单
车。街道上随处可见骑行的人，还有专门的自行
车道。刚开始我不知道，有一次误走了自行车道，
后面的骑手不仅没按铃催促，还耐心地减速避
让。女儿知道后，提醒我：“爸，那是自行车专用
道，可不能随便占道。”后来我才知道，在德国，自
行车道就像机动车道一样重要，是专门为骑行者
设计的。

这里的人们都很有礼貌，每次遇到其他晨跑的
人，他们都会微笑着打招呼，说一声“Guten Morgen”
（早上好）。有时候，我还会和他们聊上几句，虽然语
言不太流利，但笑容和热情是最好的沟通方式。

前些天，去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国旅游
时，我也保持着这一习惯。

每一次奔跑，都让我离一座城市的灵魂更近
一步。

在米兰的古街道上奔跑，仿佛能触摸到历史
的脉搏，聆听文艺复兴的低吟；在巴塞罗那的海边
奔跑，仿佛能拥抱自由的海风，感受高迪建筑的奇
幻韵律；在法鲁的小巷里奔跑，仿佛能邂逅岁月的
故事，品味葡萄牙古城的浪漫遗韵。

其实，在国内我就养成了“用脚步丈量城市”
的习惯，用跑步的方式探索陌生的城市，朋友们都
说我是“跑遍全国，现在还跑出了国门”。

我也喜欢在朋友圈分享跑步时的所见所闻，
有人问我：“天天晒跑步，不觉得腻吗？”我笑着回
答：“我晒跑步，总比光晒美食‘拉仇恨’强吧！”

此刻，太阳已完全升起，金色的阳光洒在弗莱
堡大教堂的塔尖上。

我拍了拍运动鞋上的露水，往家的方向跑，晨
风掀起衣角，带着面包店的香气飘来。女儿应该
已经煮好咖啡，等着听我讲今早遇见的风景——
而我知道，明天的晨光里，还有新的路，在等着我
的脚步。

我愿让这双奔跑的脚步，继续踏碎晨露，拥抱
每一个崭新的黎明。

踏 碎 晨 露

“锦鸡翅膀凤凰尾，
比不上侗家鼓楼美。”这
首侗族民歌描绘出侗家
鼓楼的独特风姿。

鼓楼源于古代的“罗
汉楼”，也叫花桥，灵感源
于杉树的形态，只用榫卯
衔接，十分牢固。对于侗
族人来说，看到鼓楼就能
看到家乡。肇兴侗寨以鼓
楼群最为著名，其鼓楼在
全国侗寨中绝无仅有，被
誉为“鼓楼文化艺术之乡”
并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
在清朝时期，侗乡人民吸
纳了儒家文化，五座鼓楼
分别取名“仁团鼓楼”“义
团鼓楼”“礼团鼓楼”“智团
鼓楼”“信团鼓楼”，它们的
外观、高低、大小、风格各
异，从取名上不难看出，

“仁、义、礼、智、信”为儒家“五常”，每个团各有一
个鼓楼、一座花桥、一个戏台，贯穿侗族发展史。
肇兴侗寨的五座鼓楼，见证肇兴侗族同胞的悲欢
离合。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象征性建筑。鼓楼是
侗族人民集中议事、评断是非的公共场所，在侗
族人的心里，有着不可替代的位置。

清晨，爬上观景台，往肇兴侗寨俯瞰，整个侗
寨宛如一幅水墨画。五座鼓楼分别点缀其间，仁
团鼓楼和信团鼓楼分立两端，礼团鼓楼和义团鼓
楼分立左右两翼，智团鼓楼位于中间，它们的存
在，给这幅画增色不少。

2025 年 3 月 17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两会
后首次地方考察，来到了贵州黎平县肇兴侗寨。
总书记看了传统村落、鼓楼、侗族文化展示中心，
与村民在鼓楼下座谈时指出，少数民族文化是中
华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既要保护有形的村
落、民居、特色建筑风貌，传承无形的非物质文化
遗产，又要推动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民
族特色在利用中更加鲜亮，不断焕发新的光彩。

保护和传承是留住文脉的“根”与“魂”。一
直以来，肇兴侗寨在对鼓楼、风雨桥和侗族大歌
等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中，生动诠释着“很古朴
也很时尚”的文化密码。在保护传承中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
力，侗族“三宝”跨越时空界限，在现代语境中找
到新的生长点，焕发新的光彩。

这次，习近平总书记与村民座谈的就是五座鼓
楼中最为雄伟的一座——信团鼓楼。侗族同胞选
择肇兴这个地方，一定看重肇兴像一艘像乘风破浪
的帆船。当年修建信团鼓楼，就是给这座帆船加一
个风帆，寓意扬帆起航。我在鼓楼下与村民交流，
他们信心满满，这一次总书记到来，给侗乡带来砥
砺前行的力量，肇兴这艘帆船一定能行稳致远。

我在信团鼓楼的木牌上看到出自《论语·学
而篇》的一句话：“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普天之
下，唯有符合道义的承诺才能被兑现，更能理解

“诺以载道”的深刻含义。
侗族鼓楼将亭、阁、塔融于一体，挑檐逐层内

收，形成下大上小的锥形立面。通体为木质结构
的侗族鼓楼形式多样，有“卡房”厅堂式、楼阁式、
门阙式及密檐式等。其中，密檐式的鼓楼最为常
见，其立面以单数重檐构筑，象征“天”；平面以双
数布局，象征“地”，体现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与
中华传统文化中的自然观和宇宙观高度契合。
侗族建筑的吊脚楼因山就势而建，最大限度地保
留着地形地貌的建筑理念，不仅是对自然的尊重
和善待，也符合现代科学原理。

在肇兴侗寨，有位叫陆文礼的老人，是侗乡
远近闻名的掌墨师。一辈子就凭着一把直角尺、
一个墨斗盒，带领 30 多位木匠，走南闯北，在北
京、深圳、日本等地建了 600 多座侗式风格的鼓楼
和风雨桥。侗寨的木楼围绕鼓楼四周层层辐射
而建，像太阳光芒四射。细心的人会发现，鼓楼

坪中央的图案构筑呈日晕状，在浅浅的阳光下，
仿佛一只蜘蛛正在织网。

这一只侗语叫“萨天巴”的小蜘蛛，成了侗族
同胞灵魂的庇护。如果有兴趣再探究一下，你会
发现更有趣的现象，太阳在侗语也叫“萨天巴”，
这只蜘蛛也许是巧合，有着和太阳一样的名字，
像我们生命中的某些暗喻。仰望鼓楼，木柱上的
对联，历经无数风雨之后已经变色，鼓楼旁边有
一只猎狗安静地躺着，阳光照在它身上，悠闲自
乐，这在黔东南的村落随处可见。

人无信不立，讲究信誉也是在强调契约精
神。以前讲“款”（侗族民间的村规民约）在鼓楼
里，现在村里大事小事都在鼓楼里商议。大家共
同推动文旅融合，培育传统手工艺企业，带动村民
就业创业。鼓楼里，正焕发乡村全面振兴的活力。

侗族人历来重视信誉，款约制度是侗族社
会的“古老宪法”，涵盖了生产、生活、婚姻、财
产等各方面。远古时候，官方对侗族地区的管
理薄弱，但侗族人民自觉遵守社会秩序，特别
讲信誉。我在肇兴侗寨采风那天晚上，村民围
在信团鼓楼下开会，我特意翻看了他们的《肇
兴鼓楼公约》，里面列有诸如“严禁核心区建房
数量”“严查乱排污水”“严禁出现超限经营”

“严禁在寨内销售生鲜产品”“严禁违规乱养禽
类和狗”“严禁欺客宰客行为”……这种“款”制
度，“信”贯穿侗族人一生。如果违反规定的村
民会受到相应的惩罚，轻则赔礼道歉、罚款，最
严 重 时 犯 错 之 人 会 被 逐 出 村 寨 ，成 为 村 里 的

“黑户”。
鼓楼榫卯咬合、严丝合缝，凝聚着古代建筑

的营造智慧，如今焕发出新的光彩。2008 年，侗
族木构建筑营造技艺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

五座鼓楼，在群山映照之下，像慈祥的老人
在默默守候着侗寨的安详。鼓楼作为宝塔式的
高层建筑，其顶端的木鼓如同古老的“广播”，一
旦敲响，声音远播，清晰可闻，成为传递信息的重
要工具。鼓楼也是侗族文化传承的重要集散地，
老年人在这里教歌，成年人唱歌，小孩听歌学歌，
村民们也会时常到鼓楼里聊天、交流。

鼓楼下，除了议事、传承文化之外，还是谈恋
爱的场所，肇兴侗寨妇女主任陆艳玉就是在鼓楼
里与她爱人相识、相爱，他们的婚礼就在鼓楼坪
上办的。这位爱笑的姑娘告诉我，结婚十五年，
她俩在闲暇时会到鼓楼里坐一会、聊一下，重温
爱情的甜蜜。

现在，陆艳玉是侗族大歌非遗传承人，担任肇
兴村布谷催春侗歌队队长，带领着近35名队员，让
这些业余的歌手们，白天在家干活，晚上在鼓楼下
唱歌，实现创收。她告诉我，一年下来，可以收入3
万多元。“能照顾家里老人和小孩，哪个还外出打
工？”陆艳玉坦言：“我们对侗族大歌的热爱发自内
心，无论唱得好坏，我们都乐于歌唱。村寨的每一
个角落，甚至山间，都是我们的舞台。”

肇兴侗寨距贵广高铁从江站仅 5 公里，黎
平机场和厦蓉高速公路、三黎高速公路等快速
连通景区……现在的肇兴，正利用“泛珠三角
四小时经济圈”“黔中三小时经济圈”辐射区域
优势，围绕“小而精、小而美、小而富、小而特”
建设思路，把村民的耕地等自然资源，鼓楼、戏
台等公共文化资源，以及村民的自有民居、掌
握的文化传承技艺等等，均通过管理建账，作
为资源入股，整个景区与村民形成了利益共同
体。通过以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非遗+”为切
入点，对核心景区周边进行功能定位，因地制
宜发展民族文化、生态康养、农业观光等产业，
蓝靛种植、侗布生产、织染绣等十多个产业示
范基地应运而生。

鼓楼下，声声嘱托忘不了。隔壁的榕江“村
超”火爆出圈，更是带动了肇兴侗寨的乡村旅
游。肇兴侗寨推出“看‘村超’，逛侗寨，听大歌”
侗寨主题旅游产品，引流“村超”游客到肇兴侗寨
体验旅游。从田野吹来的风，吹皱了古老侗寨无
数流年往事、沧海桑田……肇兴侗寨在变与不变
中呈现着它的无穷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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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
瑶

□ 吴德军

□ 李田清

菖蒲摇曳夏风凉，
艾草倚门气韵扬。
炉火熊熊人接运，
炊烟袅袅粽飘香。
雄黄润酒深更醉，
壮鼓惊天秀水长。
又是一年端午至，
普天同庆祈安康。

思屈原
艾草盈盈忆古贤，
悠悠汨罗壮碧川。
苍天有泪为谁泣，
屈子流芳千万年。

端午吟（外一首）

□ 刘刚

2023 年的一个秋日，在往洞镇人大原主
席丁邦明先生的热心引领下，我怀揣着满心
的热忱，踏入了魂牵梦萦的龙王潭瀑布胜
境。彼时，连绵不绝的秋雨恰似大自然的魔
术手，将瀑布推向了丰水的巅峰。那河水仿
若脱缰的野马，自峭壁之巅呼啸而下，发出
震耳欲聋的轰鸣，其声回荡于山谷之间，余
音袅袅，令人顿感大自然的磅礴之力与无尽
威严，景象之壮美令人窒息。

我身背沉重的相机包，沿着山间狭窄崎
岖的羊肠小道步步向前。小道弯弯曲曲，似
一条飘带在山间肆意舒展。尽管背负重物，
但我步伐稳健，内心深处有一股坚定的信念
在支撑，深知前方有一场无与伦比的视觉盛
宴静候多时。

终于，龙王潭瀑布那震撼人心的身姿映
入眼帘。瀑布恰似银河决堤，汹涌澎湃地倾
泻而下，狠狠撞击在嶙峋的岩石之上，瞬间
水花四溅，那飞溅的水花如同烟霞漫卷、薄
雾弥漫、细尘纷飞，交织出一幅梦幻般的画
卷。水雾在空气中肆意弥散，轻柔地拂过脸
颊，带来丝丝清凉与沁人心脾的舒爽。阳光
恰到好处地穿透云层，洒落在瀑布之上，刹
那间，一道绚丽的彩虹凌空而现，横跨于瀑
布之前，宛如大自然馈赠的无价珍宝，为这
壮美之景增添了几分灵动与神秘。

迫不及待地取出相机，我全身心地投入
拍摄之中。我小心翼翼地调整着焦距与光
圈，目光在取景框内外反复探寻，只为寻得那

最佳的拍摄角度。每一次按下快门，相机捕
捉的瞬间都让我心跳加速，仿佛能与瀑布的
轰鸣声合而为一。我既拍摄了瀑布的磅礴全
景，又聚焦于水花飞溅的细微之处，试图将这
稍纵即逝的美好永久封存于方寸之间。

为全方位展现龙王潭瀑布的壮丽雄姿，
无人机派上了用场。随着无人机缓缓升起，
一幅更为壮观的画面徐徐展开。瀑布宛如
一条巨龙，蜿蜒盘踞于山峦之间，那磅礴的
气势扑面而来，令人震撼得无以复加。我熟
练地操控着无人机，任它在瀑布上空时而盘
旋、时而俯冲、时而攀升，捕捉到一幅幅令人
叹为观止的画面，这些画面从不同角度诠释
了龙王潭瀑布的震撼之美。

拍摄间隙，我不禁沉浸于清光绪《黎平府
志・艺文志》中对龙王潭瀑布细腻入微的描
写：“龙王滩在九洞贡寨，哄寨河合流下，漕
滴洞上，距城约 70 公里，府辖地。两岸环拱，
滩口直泻，如飞云密雨，晓雾迷漫；斜阳照
处，又如蝀虹腾曳，滩下阴气惨冽，寒浸肌
肤，下流一石，形如釜，阔数丈。石下即深
潭，水色澄碧，静而不动。土人常见有龙出
没其间，因以名之。岸上突起石峰，巉岩剑
削，隆耸巍峨，高数仞，人迹不能至，猿猱千
许，穴之如安乐窝，漕滴洞寨，山水环集，四
面峰峦，河水曲抱，上下仅有条路入其中，形
势可战可守。龙王滩及其外势，若论山川险
要，此为渠魁。”古人笔下之景与眼前所见相
互交融，那份精准的观察力与非凡的文学造

诣，令人由衷钦佩，仿佛跨越时空与古人达
成了一场心灵的共鸣。

据《从江县志》记载，龙王潭瀑布总高 68
米，分为三级，错落有致。第一级高 36 米，宽
20 米；第二级高 16 米，宽 30 米；第三级高 16
米，宽 34 米。每级瀑布跌落之处，均有深潭
承接。第一级瀑布底端的深潭尤为壮观，面
积达 1000 平方米，平均水深 6 米，最深处竟可
达 27 米。此地对于当地的侗族人民而言，意
义非凡。

龙王潭瀑布，它绝非仅仅是一处供人观
赏的自然景观，更是侗族人民世代崇敬的圣
地。它默默伫立，见证了侗族人民在岁月长
河中的辛勤耕耘与非凡智慧，承载着他们对
生活的美好期许与笃定信仰。置身于瀑布
之下，仰望着那从天而降的水流，我深切地
感受到了大自然的磅礴伟力，以及人类在自
然面前的渺小与微不足道，内心油然而生一
股要珍惜眼前每一处美好、尊重自然的强烈
情感。

当拍摄圆满结束，我寻得瀑布旁一块平
坦的石头，悠然坐下，静静沉浸于这片绝美
之景。回溯整个拍摄历程，那为之付出的诸
多心血、洒下的无数汗水，都在此刻化作了
满心的充实与满足。我感恩于那些在我拍
摄过程中伸出援手的人们，是他们的热心帮
助，让我有机会目睹如此震撼人心的风景，
更有幸用相机将这稍纵即逝的美好瞬间定
格为永恒。

夕阳渐渐西沉，余晖为龙王潭瀑布披上
了一层金色的薄纱，增添了几分静谧与祥
和。我恋恋不舍地背起相机包，沿着蜿蜒小
道缓缓上行。不时回望，龙王潭瀑布仍矗立
于山间，它的壮美、它的神秘、它的灵动，已
然深深刻印在我的心底，成为我生命中一段
无比珍贵、永不磨灭的记忆。

龙王潭瀑布游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