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双清
审稿：朱长青 责编：刘振华 版式：肖丽娟 总检：尹一冰2020年5月25日 星期一

1
那天回到我农村那座“青堂瓦舍”

的时候，已经很晚了，有点累，所以第
二天早晨起床有点迟。当我还在床上
迷迷糊糊的时候，突然窗外传来一阵
久违了的叽叽喳喳的麻雀叫声。我连
忙跳下床，拉开窗帘，就见几只家雀在
禾堂里跳来跳去，像是在互相呼唤，又
像是在觅食，反正是高兴欢快的样子。

家雀是在屋檐的瓦槽下做窝的。
我赶快从楼上下来，站在禾堂里朝堂
屋前的瓦槽看去，果然，一溜有好几个
麻雀窝呢。这个时候的麻雀，全都

“呼”的一声飞开了，有的落在禾堂旁
边那棵大树的树枝上，有的干脆就回
到窝边，但都有一个相同的动作：不停
地歪着头，打量我这个房子的主人。

小时候我们也淘气，常常在傍晚
等麻雀进窝后，就搬个楼梯架在屋檐
口掏麻雀窝。有时会掏到麻雀蛋，或

干脆掏到肉乳乳的刚出壳的小麻雀，
如果手脚稍快一点，连老麻雀也可以
逮得到。但要是让母亲看到了，就会
挨一顿臭骂，说是“这世耍鸟，来世爷
娘死得早”。我们只好老老实实将蛋
和雏鸟放进窝里，再也不去破坏麻雀
的安定生活了。

上世纪50年代，全国开展了一场
轰轰烈烈的“除四害”（老鼠、苍蝇、蚊
子、麻雀）运动，麻雀也在其中，原因是
麻雀常常吃掉农民种的粮食。当时限
定每人每天要交几个麻雀嘴巴、几个
老鼠尾巴。老百姓想尽办法，用弹弓
打，像闰土、迅哥儿那样撒下瘪谷用筛
子诱捕，但无济于事，麻雀仍然自由自
在在低空中飞翔。后来生产集体化
了，生产队动不动就在庄稼地里喷洒
666、DDT等农药，地里的虫子是没有
了，随后，吃虫子的麻雀也消失了将近
半个世纪。

大约是本世纪初的一个暑假，我
去湖南师大参加高考阅卷，在学生食
堂门口我又发现了一群麻雀。啊，麻
雀为了远离农药，竟然躲到大城市来
了。

今天，在我家门前又发现了麻雀，
这也许是标志着农村生态环境恢复得
比较好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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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来几天了，每天也就去院子里

转转，我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每家
的禾堂边沿都种有一排或两排芍药，
像公园里的花带一样用矮矮的塑料网
拦着，长得挺茂盛的。我感到很欣慰，
原来每天在家里愁柴米油盐的农民兄
弟现在也开始来点“风花雪月”、也每
天生活在“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的诗意之中了。

对于芍药我不陌生。在学校我就
见过：每到四五月，硕大的紫红色花盘

光彩照人，离它老远就能闻到一股沁
人心脾的香味。有人评价牡丹是花中
之王，而芍药则是花中丞相。它除了
能美化环境，具有观赏性外，还有不可
小觑的药用价值。

邻居们告诉我：前年县里有一家
药材企业找到村里，他们愿意提供种
苗，让各家各户在禾堂边种植，秋后
公司按高价回收。这中间有几层意
思：第一，我们村是这个企业的帮扶
对象，种芍药赚钱是措施之一；第二，
分散给各家种植，有点“有钱大家赚”
的意味，省得因租地不匀而产生矛
盾，当然还省下了一笔土地租金；第
三，栽种芍药需要肥沃土地，不能施
化肥，而禾堂边上正是一个家庭地皮
肥堆积的地方，阳光也充足；第四，屋
场边种芍药，无形中美化了环境，和
当前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节奏完
全是合拍的。

这两年老乡们在芍药上都赚了一
笔。有的家庭在公司来收购的时候还
舍不得全部卖掉，总还要留下一点，用
来制作“芍药茶”。

“念桥边红药，年年知为谁生？”我
在这里找到了答案。

（易祥茸，邵阳市二中退休教师）

●乡土视野

回乡偶记（上）

易祥茸

南湖连浩月，碧水露亭寺。
两岸千丝绿，滩头万顷迷。
层层鱼戏水，处处鸟鸣笛。
一曲斑竹泪，吹流到岸堤。

夜夜 雨雨

山隐残阳暗无光，春风拂
面夜微凉。

朦胧淡月云飘处，数点雨

声暗渡香。

夜夜 渡渡

东风又恨春江水，夜渡轻
舟桨自横。

浅滩茅草寻路处，隐约遥
村露晓红。

（曹国华，任职于邵阳市中
级人民法院）

●古韵轩

春游洞庭（外二首）
曹国华

龙龙 潭潭

当年有汗有泪，有悲愤
汇聚成瀑，倾泻
而今，有感动，有自豪
多过潭中水，默默流淌

树木把庄重和肃穆
传递给我们
收起一惯的嬉笑打闹
一曲红歌
献给那些当年的红军服

上山的索道
像这个前进的时代

小井红军第四军医院旧址小井红军第四军医院旧址

高大挺拔的树木，护立周围
竹木削制的消毒盆、镊

子、探针
在硝烟散去的岁月里想

起故人
和手术室、病房一起沉默

从屋外的雕塑
读到一段自力更生、英勇

不屈的往事
依依惜别的脚步
多了沉重

黄洋界黄洋界

对浓密的、风吹不散的雾
有怨，有爱
怨它遮住了山的秀美、雄奇
更爱它封山封路的心意
怕打扰了长眠于此的英灵

轻轻地穿过林木间
找到当年伏着战士的壕沟
有勇气灌满胸腔

井冈翠竹井冈翠竹

在袁鹰的散文中相识
初中时便“胸有成竹”
在百竹园中亲密接触
我知你爱着风，爱着雨
爱这脚下厚实的泥土

你用形态各异的外表
掩饰坚毅挺拔的内心

不管初中课文里有没有
《井冈翠竹》

井冈山精神 在我的心中
会依然长存

火火 炬炬

夜晚，到挹翠湖
会看到一个大火炬
在远处熊熊燃烧

这时，你看不见霓虹的炫丽
黑夜的狰狞
心里只有那束红红的火苗
跳动，跳动

如同九十年前
从这里燎原开去

（唐志平，湖南省作家协
会会员，邵东市文联副主席）

●湘西南诗会

拜谒井冈山
（组诗）

唐志平

童年的故乡生态环境特别
优美，山青水又绿，四时有花
香，蛙鸣鸟欢唱，鱼虾游田塘。
村童们最感兴趣的是捉鱼。满
叔教给我很多捉鱼的方法，还
教我制做一些简单的渔具。满
叔名叫伍智风，大我十多岁，后
来成为村里的“农把式”，当了
一二十年的生产队长。

首先是捞鱼。满叔把一个
直径一米的半圆形的“捞斗”固
定在长竹竿上，只见他举起“捞
斗”抛向池塘中，待“捞斗”沉底
后慢慢拖上来，什么小鱼小虾都
捞上来了。他叫我把鱼虾捉到
小桶里，捞上几把一餐好菜就够
了。由此，我也学会了捞鱼。

其次是“罾鱼”。满叔用一
块三尺见方的麻纱布，四角固
定在成“十字架”的两块竹片
上，再系上几米长的绳索……
他叫我在麻纱布里放些枯饼一
类的诱饵，然后把“罾子”慢慢
沉入池塘，几分钟后轻轻起上
来，只见鱼和小龙虾等乱蹿乱
跳。有三五副“罾子”，半天就

可以沉上一二斤小鱼虾，不仅
自己做菜吃，还可以晒干出售，
换来油盐钱和学杂费。

再其次是钓鱼。满叔砍一
根小竹子做成钓竿，系上小麻绳，
套上小鱼钩和高粱杆浮标，钩上
蚯蚓，摔向池塘就可钓鱼了。满
叔说选钓位很要紧，最好选在流
水处，特别是有茅草的地方，草
鱼、鲤鱼和鲫鱼都可以钓上来。

第四是照鱼。那时水田里
的泥鳅多，可是藏在泥里很难
捉。满叔说最好的办法是“照
桃花鱼”。春来桃花盛开的夜
晚，皓月给田野铺上了银光，水
田里被南风吹来淡淡的泥香，
泥鳅悠闲地躺在泥表上。只见
满叔左手提着燃着松脂的铁网
兜，右手举着梳子似的铁叉，一
照见泥鳅突然叉去，并叫我赶
快把叉上的泥鳅取下放进鱼
篓。有时照见一个泥鳅洞口，
满叔说泥鳅靠哄不能急，他把
食指和中指并拢轻轻插入洞
里，夹住泥鳅头慢慢提上来放
入篓中，泥鳅如梦初醒在篓里

乱蹦乱跳。我也学会了照鱼，
有时一个晚上能照上几斤泥
鳅，还可以送些给亲朋好友。

最后是摸鱼，这是最过瘾
的事。每到夏天中午，我们五
六个顽童在满叔的带领下，光
溜溜地跳进门前的水港里，用
最笨的“狗刨式”泳姿排着前
游，边游边拍打水面。清清的
溪水变得浑浊了，受惊的鲫鱼
躲进了石洞和柳根须里，我们
一 条 条 摸 出 来 用 细 柳 枝 串
起。一个中午既游了泳又摸
了鱼，提回去还得到了父母的
表扬。

童年鱼趣至今令我魂牵梦
绕。可是现在小港被水库坝基
堵断干枯了，池塘被泥沙淤死
荒废了，水田变成旱地种上了
玉米，有的甚至抛荒长满了蒿
草，年轻人外出打工进城了，村
里只留下老人和残疾人。稻菽
翻波浪，鱼虾满田塘的景象何
时再回来？

（伍想德，曾任邵阳市委常
委、宣传部部长）

●樟树垅茶座

童年鱼趣
伍想德

银鑫在乡下扶贫，第一天去扶贫点时，看见一位
老汉背着一位老妇，在村道上艰难地行走。银鑫停
车问老汉去哪里，老汉说老伴得了急病，儿女都不在
家，他背老伴去乡医院看病。银鑫连忙让老汉和病
人坐到他的车上，把他们送到乡医院。那老汉家里
很穷，村里人都叫他怀山爷。

后来，怀山爷成了银鑫的帮扶对象。银鑫帮助怀
山爷搞起了大棚蔬菜，一年后，怀山爷一家彻底脱贫。

滴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每逢星期六，怀山爷
就去自家的菜地里采上一蛇皮袋蔬菜，坐班车给银
鑫送去，白菜菠菜，冬瓜南瓜，什么都有。银鑫过意
不去，说怀山爷您不要再给我来送菜了，您再送我真
的不好意思了。怀山爷说你怎么能这样说话呢，没
有你的帮助，我至今还没脱贫，蔬菜又不是什么贵重
货，值不了几个钱。银鑫没办法，只好每次给怀山爷
一点钱，不给钱时，就给礼物，一包木耳，一袋红枣，
或是一瓶白酒。怀山爷坚辞不受，趁银鑫没注意，将
蔬菜放在门口就跑了。

银鑫对妻子说，这样下去不行，要想个办法，阻
止怀山爷再来送菜。妻子说，要不，我们两人把年薪
假休了，去外面旅游，叫爸妈来这边住几天，怀山爷
来送菜时，就说我们搬家了，这样，怀山爷就不会再
来送菜了。

这不是骗老人家吗？银鑫有点犹豫。
这不是骗他，这是善意的谎言。妻子说。
也只能这样了，两人请了年薪假外出旅游。那

天，怀山爷又去送菜，见屋里住着两位陌生老人，奇怪
地说，我没走错门吧，这不是银同志的家？银鑫的爸
妈说，银鑫搬家了，这房子卖给了我们。怀山爷问银
鑫一家搬到哪里去了。银鑫的爸妈说不知道。怀山
爷万分失望，把菜留给了银鑫的爸妈，给他钱，也不
要。从此，怀山爷再也没去银鑫家送菜。

银鑫和妻子旅游归来，爸妈说起这事，眼睛都红
红的。妈说，看见老人那失望的神情，我真想对他讲
实话，告诉他你们旅游去了，想起你们的吩咐，我又
只好说假话。银鑫也觉得对不住怀山爷，可是不这
样，又没有别的办法阻止老人送菜。好在过了不久，
银鑫一家真的搬走了，他们住的地方成了开发区，旧
房要拆迁。住进了新房，银鑫对怀山爷的愧疚，才慢
慢地得以化解。

时间不觉来到了2020年春节。这个春节很不寻
常，因为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人们都不敢出门，成天待
在家里，万不得已时，才去市场买点菜。受疫情的影响，
平时两三块钱一斤的蔬菜，现在卖十来块钱。

那天，银鑫带着口罩去菜市场买菜，只见小区大门
口就有卖菜的，卖菜人戴着帽子和口罩，只露出一双眼
睛。银鑫问那菜怎么卖，那人正低着头搬菜，一边搬一
边说白菜一元五、菠菜二元、花菜二元五。银鑫惊讶地
说你的菜卖得这么便宜！那人说我的菜是国家扶贫扶
出来的，价钱要公道，不能在这个时期哄抬物价。那人
说着，抬头看银鑫，突然叫起来，是你呀，终于找到你了。

原来是怀山爷。
怀山爷，你怎么卖起菜来了？银鑫奇怪地问。
为了找你啊。怀山爷说着，两眼有点潮红。他说

他为了寻找银鑫，叫儿子儿媳打理蔬菜大棚，他每天坐
公共汽车来城里卖菜，一个小区一个小区地转，他相信
总有一天会找到银鑫。银同志，你为什么不把你的新
住址告诉我？怀山爷的语气里透着不满。

银鑫的眼眶里闪烁着泪花，面对这位善良正直
的怀山爷，他不知道此时该怎么说。

（龙会吟，隆回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百味斋

怀山爷（小小说）
龙会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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