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乡下，什么都好看
红薯，玉米，土豆，花生
各种碧绿的叶。高过人头
或匍匐在地
让我想起古代的各种兵器
开花的时候可以看花
土豆花淡紫，花生花金黄
香味也很好闻
她们都极低调，悄悄地

把最好的成果藏在地里
在乡下，没有什么事物多余
五谷杂粮，放心吃
人吃不了的给鸡鸭，及猫狗
它们从不拒绝人的好意
日出月落，万物皆有归宿

（陈芙蓉，新邵人，湖南省
作协会员）

万物皆有归宿
陈芙蓉

砌房子不能马虎
砌房子要喊老师傅
母亲的担忧总是藏不住

石匠来了
最年轻的59岁
砌匠来了
最年轻的57岁
木匠来了
最年轻的51岁
泥工来了
最年轻的53岁

钢筋工来了
最年轻的58岁
和灰浆挑河砂码红砖的都

来了
没有低于50岁的
来的都是老师傅

颤颤巍巍围着屋场地绕了
三圈

母亲的担忧还是藏不住

（宁文彬，邵东市作协会员）

老师傅
宁文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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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9月，我由音乐大师贺绿汀
家族办的循程中学（今邵阳市六中）保
送到邵阳市一中高39班。市一中位于
马鞍山下，邵水之畔，面对“宝庆八景”
之一的“佘湖雪霁”，三面环水，环境幽
雅。学校始建于1941 年3月，原名“湖
南省立第六中学”，1952年12月更名为

“邵阳市第一中学”。这是一所毛泽东
主席的老师张干任首任校长的名校，这
是周恩来总理曾题词的全国“先进集
体”，这是载入国家《教育大辞典》的三
湘名校。我能来到这么一所历史悠久、
绿荫如盖、书卷飘香、名师荟萃的学校
深造，这是一生中的大幸。

学校党组织对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
抓得很紧，科任老师都会见缝插针给我
们讲些革命故事。校团委书记周进儒经
常在上团课时讲战斗故事，特别是在北
京上过大学的老校长刘星堂经常在全校
师生大会上讲“五四”爱国运动、五卅运
动和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故事，尤其讲到

“火烧赵家楼”的匡互生、新四军政治部
主任袁国平的英勇事迹时，我们更是热
血沸腾，下决心为祖国强盛而读书。

记得最深的是校领导请了“狼牙山五
壮士”之一的葛振林来校作报告。1959年
5月23日，阳光明媚，邵水欢唱，校园的白

杨欣欣向荣，学校组织了30多人的欢迎
葛振林的队伍，我是其中之一。大家手持
鲜花，操着洋鼓洋号，到汽车站把大英雄
葛振林接进学校。市一中的师生加上兄
弟学校来的共8000余人，齐坐在东操坪
上，歌声嘹亮。只见校领导陪着葛振林走
上主席台，全场掌声雷动。

葛振林身着崭新的军装，胸戴大红
花和军功章，不断向大家招手并致军礼，
接着讲起了狼牙山五壮士的英雄故事，
一下子把我们带进了烽火连天的抗日
战场狼牙山上。那是1941年8月，日寇
集中兵力向我北岳根据地进行大“扫
荡”，9月25日，3000多名鬼子向狼牙山
围过来。我八路军团长邱蔚带着部队
撤到狼牙山下待命，叫七连六班抢占棋
盘陀掩护主力转移，第二天十二点钟以
前不准敌人越过棋盘陀。六班只有五
个人：班长马宝玉，副班长葛振林，战士
胡德林、胡福才和宋学玉。他们把手榴
弹从山底直埋到半山腰。刚天亮几百
鬼子就向棋盘陀移动了，突然天崩地裂
的巨响，不少鬼子随着硝烟飞上了天。
过后，鬼子又向山上爬，离六班只有二三
十米了，全班的手榴弹飞向敌群，敌人便
用二三百发炮弹向狼牙山轰击……

六班战斗一天一夜滴水未沾，直打

到太阳挂到正空，敌人未能爬上棋盘
陀。六班完成了任务正当要“走”的时
候，班长看到前面有两条路：一条走主
力转移的路，敌人会死跟不放；一条是
通往三面都是悬崖的棋盘陀顶峰。班
长带着四人攀上了顶峰，鬼子像疯狗似
的跟了上来。全班只剩下一颗手榴弹，
只得一齐举起石头向敌人砸去。鬼子
越来越近了，班长把最后一颗手榴弹甩
向敌人。敌人还是步步逼近，五个人只
渴求着英雄的一生，流着泪把枪砸了，
跟着班长一齐纵身飞向深谷。

这时一团已经安全地跳出包围
圈。葛振林和宋学玉挂在半山一棵树
上，被老乡救起送进了医院。马宝玉和
胡德林、胡福才光荣牺牲。听完葛振林
的报告，学子们掌声不断。

从那以后，狼牙山五壮士的故事一
直激励着我。我当师政治部主任的陆
军第 87 师，师长陈永顺恰好于 1959 年
在“狼牙山五壮士连”当连长。在百万
大裁军中我师被裁，陈师长领着副政委
程有元和我等五人完成善后工作时，合
影留下最后一张军人照。三十多年了，
这幅照片一直挂在我家的客厅中。

（伍想德，原邵阳市委常委、宣传部
部长）

●樟树垅茶座

聆听英雄的故事
伍想德

要从莫斯科飞往罗马尼亚首都布加
勒斯特了。

我庆幸我又一次如愿选择到了靠窗
的座位。

我喜欢甚至是热衷于在乘坐飞机时
观看机窗外的风景。每次乘机，我都要
特意选择靠窗的座位。安坐之后，便将
目光投向机窗外，并拿出像素不错的数
码相机一路拍照，心无旁骛了。我总是
被窗外云霞万丈的早晨或落日金晖，或
大地上壮美的群山河流、蔚蓝色宝石一
样的海洋诱惑得如痴如醉，不知疲倦。

从莫斯科飞往布加勒斯特，所飞行
区域是在东欧的一方领空。

天空飘着凌乱的雪花，但初冬的空
气清透，丝毫不影响能见度。一升到高
空，更完全是另一番景象，阳光朗照，天
蓝如洗。从飞机上俯瞰，白云一团一团
地堆积，沉静得像摆放整齐的巨型棋盘，
又仿佛“一群白色的绵羊，团团睡在天
上”。转眼间，却又变得薄如蝉翼，只见
云下的村庄显出轮廓，道路刀刻一般地
嵌在土地上，河流弯曲如千回百结的柔
肠。目光所及，从容静美。

云层突然大面积地聚集起来，铺天
盖地，棉絮似的轻柔，将天与地隔开了。
机翼下有一大团金红与柠黄相间的圆形
光环久久挂着，那是太阳光反射的绚丽
色彩。此时的云仿佛成了机械化的产
物，规则得如一垄垄茶园，延向天边，有
阳光直射的部分形成赭黄的拼图，连成
一片时又成了漫天的冰雪映像。

终于云不见了，山地平缓开阔起来，
间或现出一片片密集的房屋，当是自然的
村庄或小镇。原来天上的云掉下去了，羊
群般散落在田野、村舍、菜地，几缕炊烟从
村舍袅袅而出，天地和谐，宁静安详。

飞机平稳地飞行，而大地上却出现
波浪形的云朵，以为是海洋，细看，却是
云彩幻化成的一道又一道白色花朵，形
成后浪推前浪的潮水之势，蔚为壮观。
我这才恍然，飞机应该正在飞越乌克兰
上空。乌克兰自古就是一块“流奶与蜜
之地”，水草丰美。白浪翻飞的地方，大
概就是它广阔的平原农地。

渐渐地，机窗下的大地已变化成紫
红色山地丘陵，耕地盘旋在山腰，云显出
各种各样的形状，若蛟龙，若花朵，若人
像，若舰船。正想找寻奇形怪状的云块
抓拍，阵阵浓雾升腾上来，从机下漫过
去。不过，雾虽浓，却并不凶猛，没有影
响飞机的平衡，倒是机翼上阳光正好，照
耀出一个横摆着的小小的旗杆大小的造
型，旗杆顶部涂着蓝白红三种颜色的色
块。这微小的细节让我感动。

正午的阳光迎着机头，闪着白金般的
光泽。晴空万里，万米高空之下，现代化
的农业耕地规模不小，分不清是水田还是
大棚，土黄色相间其中，只觉得异常美观。

该是进入罗马尼亚国境了吧。漫天
明霞之下，山峦迭起，丘陵错落，湖泊河
流密布。湖泊仿佛镶嵌在平原或山地中
的碧蓝或翠绿的镜子，奇幻绮丽。那一
眼看不到尽头、时而深壑巨壁时而厚土

密林、峰峰相连绵亘到天边的山脉是不是
就是有“罗马尼亚脊梁”之称的喀尔巴阡
山？那条闪着波光的河流是不是就是自
西北向东南流、要汇入多瑙河然后注入黑
海的锡雷特河？远处，地面发着蓝光，是
幽密森林的反光还是映着天光的海洋？

之后又是云的世界。或浓厚或轻
薄，浓厚的如磐石，轻薄的如随手弹出的
棉花糖，无边无际。极目处，太阳光将大
半个天空的云彩和天际线镶上了美丽的
金边。啊，如此柔美，又如此壮美！

邻座的乘客正在观看一部童话片。
一个小男孩站立在白云之上，说，这里有
着丰富的资源。我觉得那小男孩说的，
就是我所望见的这片土地，山岭河川纵
横，辽阔深邃，青绿的植被、奔腾的水流
之下，是无尽的宝藏。

右前方出现几条平行移动的白色喷
雾，直线伸展，像有人拉起云的飘带在
飞，越飞越远，云的飘带越来越轻盈柔
媚，呈现出虚幻空灵的美。

我想起了徐志摩的《云游》：
那天你翩翩的在空际云游，
自在，轻盈，你本不想停留
在天的那方或地的那角，
你的愉快是无拦阻的逍遥，
你更不经意在卑微的地面，
有一流涧水，虽则你的明艳
在过路时点染了他的空灵，
……
诗人描写的云的翩翩、自在、轻盈、

明艳的状态，正是我飞越东欧天空的美
的形象，象征生命的一种自由与美的意
境。这让我对东欧、对即将抵达的罗马
尼亚和它的首都布加勒斯特充满了浪漫
的想象和美好的期待。

（王子君，新宁人，任职于中国文字
著作权协会）

●旅人手记

云上的东欧
王子君

年少时，我经常跟小伙伴
们一起，到处去捉泥鳅。

夏日中午，悄悄地溜出家
门，找一个田坝凼（水洼地）或一
段平缓的溪流，用泥巴和石头等
截住流水。然后脱光衣服，在里
面乱打一阵“狗刨式”。然后大家
便用双手或带来的盆瓢等，一齐
用力往外拂水……等田坝凼或
溪流中的水拂得差不多时，大伙
只要用手或捞篼之类的工具轻
轻一捞，泥鳅就到手了。

捉完泥鳅后，最开心的当
然是到水库里洗个澡。争先恐
后地跳进水里后，或故意把双
脚抬得老高，急促地来几个“狗
刨式”，击起老高的浪花，溅得
身边的同伴们睁不开眼睛；或
潜到水里，然后突然从水下面
伸出手来拉住一个胆小的同伴
的脚，把人吓得一阵尖叫，连呼

“救命”……尽情嬉戏后，在几
个会唱歌的同伴的带领下，大
家一齐故意哼着洋腔小调，提
着一串串用草串好的鱼和泥
鳅，满脸自豪地往家里走去。

乐极生悲。因拂水损害了
别人的庄稼遭投诉、私自到水库
里洗澡等缘由，回家后不久或当
天夜晚，整个院子里不时传来大
人的打骂声和我们的讨饶声：

“哎呦！痛死我了！”“您莫打了，
我保证下回再也不去了！”

“涸泽而渔”不行，那就直
接到水田里去捉。晚稻收割完
后，打一双赤脚，提一个木桶或
背一个鱼篓，就开始去捉泥鳅。
下到水田后，大家都不由自主
地停止笑闹，一个个低下头，猫
着腰，轻轻地把脚提起又慢慢
放下，仔细地搜寻着泥鳅在水
田里留下的洞眼。找到后，用力
把衣袖挽到肩部，屏住呼吸，双
手在离洞眼不远处慢慢往田泥
巴里面插。待双手成包抄状插
到底后，用力把泥巴快速往上
拱起，一条活蹦乱跳的泥鳅很
快就出现在眼前。此时如果双

手反应稍微慢点，泥鳅就会一
溜烟钻进泥巴里不见了。

一身泥水地忙到天黑收工
时，手脚麻利的，能捉到一两斤
泥鳅。不里手的，往往是三五几
条泥鳅在鱼篓里，耷拉着头跟
在后面走。

相对于白天捉泥鳅而言，
夜晚照泥鳅，更为有趣。盛夏的
夜晚，扛一把泥鳅叉子，背一个
鱼篓，点一个松脂油做的火把或
打一个手电筒，动身去照泥鳅。

“嘿！”“咚！”就在我们低着
头专注地在水田里搜寻浮头的
泥鳅时，同伴突然大喊一声。随
着泥鳅叉子沉闷的入水声，一
条被叉住的泥鳅拼命地在水里
挣扎着。提起叉子把泥鳅轻轻
取下后，叉到者往往会情不自
禁地大喊一句：“我照到一条好
大的泥鳅！”叉泥鳅的命中率不
高。有时使劲一叉子叉下去，泥
鳅却机灵地一个转身就溜走
了，惹得心急的同伴马上丢下
泥鳅叉子，手忙脚乱地在田泥
里一阵好找，才把它抓到。

夜晚照泥鳅，容易发生意
外。被杂刺和尖锐的石头等戳
出血或弄伤脚，是家常便饭的
事。叉泥鳅时一不小心叉到自
己的脚的，大有人在。最怕的是
冷不丁一脚踩到毒蛇或误入沼
泽田，后果真不堪设想。

照完泥鳅后，我们照例一
窝蜂似的赶到同四爷家，开始

“打平伙（聚餐）”。同四爷六十多
岁，是个孤寡老人，人很和善，待
我们一直如自己的亲孙子。见我
们到来，他语气严厉地问：“你们
今天没有去偷别人家的小菜吧？
如果还偷，你们以后不要来了！”

洗菜、煮饭、煎泥鳅、下面
条……待同四爷把两大碗金黄
发亮、香喷喷的辣椒炒泥鳅端上
饭桌时，大伙便迫不及待地抓起
碗筷，夹起泥鳅就往嘴里送。

（周志辉，任职于邵东市堡
面前乡政府）

●乡土视野

捉 泥 鳅
周志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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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西南诗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