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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初五，正值仲
夏，到处浓荫匝地，草木
葳蕤。蜿蜒的小溪两
岸，弥漫着一片水泊的
青碧之色，野花随风轻
舞，艾草茸茸淡着衣。
家乡的小溪边，不少人
在弓腰采药草，为兰汤
药浴做准备。

“浴兰汤兮沐芳，
华采衣兮若英。”少年
时读到《楚辞·九歌·云
中君》里这句诗，我想
当然地以为，浴兰汤是
士大夫才享受得起的
奢侈品。后来才知端
午节又叫浴兰节，这一
日的药浴源自先秦，雅
名“浴兰汤”。而我因
着父亲，早就享受这兰
汤的呵护好多年了。

每年端午，父亲总
是天还不亮，便割好两
大捆沾着露水的野艾
和菖蒲到家，一边说着
祈福语，一边在门前插

一小把艾叶和菖蒲；再往邻居家各送一把，
提醒大家晚上给孩子们煮药汤；然后才叫醒
我，一起沿着小溪两岸采其他药草。

父亲对每样药草如数家珍，还告诉我端
午这天，“百草是药”，别怕采错，但若把药草
与药性都记熟了，就更好。整个竹器作坊
里，能以草木治人的，只有父亲一人，这无疑
是做儿女的骄傲。

一年端午的一天，当父亲正将手伸向一
丛长满密刺的细藤时，我惊叫起来：“爸爸，
那么多刺也能洗澡吗？”“傻丫头，这长满猫
耳朵一样小叶的细藤，叫猫耳刺，治皮肤病
很厉害的。药汤煮开以后，这些药草都会捞
走的，不会刺到人。”父亲笑着跟我解释，随
即皱眉低头吮了一下手指。原来说话间，他
被无情的尖刺给刺到了，殷红的血正一滴滴
冒出，像粒粒朱砂般醒目。我这才知道，每
一年的药汤里，有父亲从未提及的刺痛。

父亲带着我，花了约摸三个小时，才采
满一大筐药草。来不及歇息，他又坐在一大
桶浸得鼓胀的糯米前，手脚麻利地帮母亲包
粽子。午后领我们看完龙舟，晒得一脸通红
的他，又忙着在作坊里提刀破竹篾，紧张地
赶着被耽搁的手艺活。一个充满欢笑的日
子，父亲却忙得像陀螺，比平日更多几分辛
苦劳碌。

傍晚时分，家中超大的铁鼎罐盛满了水
和十几种药草，架在熊熊柴火上烧。父亲一
次次掀开铁盖，看一看药草和药汤的成色，
直到他认为闻着的气味和看到的汤色俱佳
时，才撤去柴火。

天色已暮，村里各家都在院子里进行药
浴，到处冒着腾腾的药气，奇异的芳香带着
安康的祈福四处飘散。顾不得药汤的滚烫，
父亲淌着热汗，伸手在药汤里仔细打捞着药
草，生怕有刺留在汤里。看着父亲被烫得通
红的手，我默默搬了小凳子排队等候。

进行药浴的人，先坐在澡盆正中的小板
凳上熏；水不烫了，才撤掉凳子，坐进澡盆，
擦洗全身。彼时，头顶是一圈闪烁的星空，
鼻尖有奇香萦绕。我们泡得一身发红，才肯
出去。浴后的我们，带上母亲编的彩线手
链，个个面色红润，都自信有了父亲的药汤
庇佑，一年到头再不会被小虫欺负，且也不
会被邪气所侵。这一幕，正是苏轼词里“轻
汗微微透碧纨，明朝端午浴芳兰”“彩线轻缠
红玉臂，小符斜挂绿云鬟”的场景。

直到深夜，父亲方能安然坐下，点燃一
根烟，心满意足地深吸一口。看着一家子容
光焕发的脸，笑意顺着他眯缝的眼睛蔓延。
他额头的几道深纹像飞翔的燕子，翅尖溢着
藏不住的自豪。

一年一年，父母对孩子的爱在悠悠兰汤
香里绵延。正如《诗经·小雅·蓼莪》里所言：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抚我畜我，长我育
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又是一年端午至，
浴兰汤时的童声笑语又响在耳畔，父亲饱含
在腾腾药香里的深情又萦绕在心头……

（黄小秋，新宁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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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自然每一季节每一时
段都是美的，只看你有没有发
现美的慧眼，有没有欣赏美的
心情。初夏，是一年中最美的
时节之一。绿草蓬勃。树叶初
长成，稚嫩而润泽。风是真正
的和风，拂在脸上，无凉飕之
意，亦无热敷之感。古语曰，

“南风之熏兮，可以解吾民之
愠兮”，说的应该就是初夏的
风。自然界的其他事物，譬如
鸟雀的叫声，也蕴含着异于春
天的韵味。

当然，诗人们因境遇不
同，心情不同，笔下初夏的情
景也就各具特色。

先看唐代贾龠的《状江南·
孟夏》：“江南孟夏天，慈竹笋如
编。蜃气为楼阁，蛙声作管弦。”
江南初夏，慈竹林里的笋子长得
又多又整齐，整齐得像被人编排
起来的一样。阳光映照下，远处
的蜃气演绎着奇异的海市蜃楼。
而近处的蛙鸣，真如管弦之乐
啊。慈竹笋、蜃气、蛙声，虚实相
生，声色俱佳，这是美丽的初夏。

北宋司马光的《客中初
夏》是这样的：“四月清和雨乍
晴，南山当户转分明。更无柳
絮因风起，惟有葵花向日倾。”
农历四月的一天，雨后初晴，
诗人推开客居房间的窗户，遥
望南山。但见南山已退去或浓
或淡的雾霭的幕幛，转为明净
清晰，绿意可掬。哪里还在屋
子里待得下啊，于是走出屋
子。好，柳树只有绿油油的柳
叶了，那些四处飘飞张扬的柳
絮已无踪迹。哦，葵花，园子里
的葵花已初张笑脸，纯情地迎
向太阳。望着葵花，人的心情
变得更加美好了。

再看北宋王安石的《初夏
即事》：“石梁茅屋有弯碕，流水
溅溅度西陂。晴日暖风生麦气，
绿阴幽草胜花时。”石桥横架河
两岸，河面上映着它的身影；水
从西陂流过，那是初夏的水，格
外有活力。天气晴朗，和风带来
将熟的麦子的香味。翠绿的树
荫，青幽的绿草，远远胜过春天
的百花烂漫。在王安石看来，这
乡野的初夏确比逝去的春天美。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晓出
净慈寺送林子方》，写西湖六
月的“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
荷花别样红”，画面意境开阔。
他的《初夏睡起》，则情境“迷
你”：“梅子流酸软齿牙，芭蕉
分绿上窗纱。日长睡起无情
思，闲看儿童捉柳花。”吃一颗
梅子，酸味还久久留在齿牙之
间。漫步到芭蕉树旁，但见蕉
叶轻轻摇曳，那浓浓的绿色映

照在窗纱上。唉，白天已经长起
来了，中午小睡起来，做事真没
有情思啊，只好闲散地看孩童

“捉拿”飘飘而下的“柳花”。这
就是杨万里笔下的初夏，景色
幽美，心情闲适、恬淡。

南宋诗人曾几的《三衢道
中》，写的是野外路上的情景：

“梅子黄时日日睛，小溪泛尽却
山行。绿阴不减来时路，添得黄
鹂四五声。”梅雨季节已过，天
天晴好，梅子已经成熟，黄亮亮
的果掩映在绿油油的叶中。乘
着小舟沿小溪而上，到了溪尽
头就上岸沿山路行走。山路上
绿树成荫，与来时一样；而与来
时不同的是，不时有四五声黄
鹂的叫鸣传来，增添了几多幽
趣。想那黄鹂的叫声，应该是爱
的呼唤和应答。

南宋诗人陆游的《初夏绝
句》也写了在路上行走的情景：

“纷纷红紫已成尘，布谷声中夏
令新。夹路桑麻行不尽，始知身
是太平人。”万紫千红的春花已

“零落成泥碾作尘”，布谷声声
唤来新的时令。总是桑麻相夹
的路，走啊走不到尽头。初夏真
是太美了，此情此景，让诗人陶
醉。看到那长势正冲的桑麻，诗
人或许会吟诵起唐代孟浩然
的佳句“把酒话桑麻”。

南宋诗人戴复古的《初夏
游张园》，是另一种意境：“乳鸭
池塘水浅深，熟梅天气半晴阴。
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枇杷一树
金。”小鸭在池塘里嬉戏，池水深
也好浅也好，它们总是那么兴味
十足。梅子成熟的季节，天气半
阴半晴，时阴时晴，显出独特的
韵味。可别错过时机啊，我载着
酒，游了东园又游西园，终于在
西园酣醉了。更可喜的是枇杷熟
了，一颗颗金黄透亮，正好摘下
来醒酒。看，初夏的一切，都是这
样宜人。

同是南宋人，翁卷笔下初
夏的情景与杨万里等人的简
直截然不同了。《乡村四月》是
这样的：“绿遍山野白满川，子
规声里雨如烟。乡村四月闲人
少，才了蚕桑又插田。”放眼望
去，山坡草木茂盛，绿意盎然。
原野上平整过的稻田里，水色
与天光相辉映，白亮耀眼。杜鹃
声声啼叫，天空中烟雨迷蒙，农
人们可没有时间去忧伤、迷惘。
已经是四月了啊，农活忙得很，
这不，刚结束了蚕桑的事，又要
插秧了。翁卷写的是江浙一带
的四月，湖湘四月也是如此，割
了油菜、麦子又要插田呢。自
然之美，加上劳动之美，这诗的

“档次”就更高了。

◆樟树垅茶座

布谷声中夏令新
——诗人笔下的初夏

黄三畅

我在绥宁工作 5 年多，一直从事文字工
作。业余时间，我常撰稿投给《邵阳日报》。随
着发稿数量增多，我成了诸多亲朋口中的“梁作
家”和“梁大才子”。

2019年初，我在县交通局办公室规整文件
资料和报纸的过程，发现绥宁县与其他县市区
比较，全县村镇道路提质改造完成率高，但在

《邵阳日报》上体现绥宁道路交通情况变化的新
闻比较少。同年3月4日，我的一篇题为《绥宁
打造“1小时交通圈”促县域发展》的新闻在《邵
阳日报》头版刊发。为此，我得到了领导和同事
们的一致好评。年底，我被安排到县教育局工
作。一天，上千名教师坐在绥宁一中大礼堂听
市里来的宣讲团作专题授课。虽然天气冷、授
课时间长，但讲课非常精彩，听众都非常认真地
听课做笔记。感慨之余，我一边听课一边在手

机上写下《七位“邵阳名师”绥宁宣讲师德师风》
一文投给《邵阳日报》，没想到很快就见报了。

2020年1月15日，县教育局联合县民政局
组织志愿者走访慰问留守儿童。我与其中一组
志愿者前往河口苗族乡多逸寨走访慰问。当天
下了雨，路面结了冰。最后因为路滑车子上不
去，大家便手提肩扛带着慰问品，从半山腰徒步
到山顶留守儿童小唐兄妹家里。了解到小唐一
家的情况后，我将所见所闻写成一篇题为《凝聚
社会合力 关爱留守儿童》的消息稿投给《邵阳
日报》。此稿很快就见报了，并产生了较好的社
会影响。

后来，我到县人武部工作后，继续向报社投
稿，其中刊发在头版或头版报眼位置的就有《功
臣载誉归 荣光耀绿洲》《征兵宣传，“微链接”
作用大》《幸福来敲我家门》《推动全市国防动员

和后备力量建设高质量发展》等5篇。我的诗
歌作品也发了多篇。

再后来，听到有人说：“梁厚连的成就完全
是靠关系……”对此，我也深感惭愧，就文字功
底而言，我与单位的“笔杆子”相比较，文采略
逊，上升空间巨大；与作协前辈比较，我纯属业
余爱好，算不上作家。但论关系，我与报社编辑
都没见过面，只能从名字上判断人家是男是
女。并且，我没有给谁送过礼，没拍过哪个人的
马屁。故而对流传到自己耳朵里的一些言论，
也就左耳进右耳出了。

如今，回想第一次向《邵阳日报》投稿，到经
常有作品见报，我算是在文字的海洋里与报社
各位编辑“相识相交”了五年。我的那些见报的
稿子，我想，均是编辑们认为有高度、有深度、有
文采且接地气的作品。

在此，我希望大家放下“投稿需要关系”的
顾虑，积极向《邵阳日报》投稿。

说说我与《邵阳日报》相识的这些年
梁厚连

从师范学校毕业后，我被分配到
一所重点学校任教小学高年级语文兼
任班主任。对于刚走出校门的我，从
事小学语文教学工作的知识水平有
余，然而班主任工作我却完全是门外
汉，不知从何处管理为好。

当时班级学生人数多，每班七十
余人。这些学生年龄不相上下，但个
性、脾气各不相同。有的上课讲小话，
玩东西；有的下课后惹是生非；有的不
讲卫生，随地吐痰、乱扔果皮纸屑；有
的拖欠作业……当班主任的头几年，
班级里这些杂七杂八的烦心事常使我
苦恼头疼。有几次，我甚至采用“面壁
罚站”“罚抄作业”等措施惩罚学生，然
而收效甚微。这些被罚的学生好不了
多久，两三天后照样“旧病”复发。到
底怎样才能管理好班级？我陷入了深
深的苦恼。后来几年，我虚心向老教
师学习班级管理的经验，学习教育杂
志上的文章。慢慢地，我在班级管理
上慢慢摸索出了一些门道，积累了一
些方法经验。

一、热爱信任学生。刚开始当班
主任时，一旦发现学生顽皮，我总是大
声呵斥，甚至体罚，用老师的权威压制
学生。实践证明行不通，必须另辟蹊
径。之后，我对“犯事”的学生不再采
取高压政策，而是和学生交朋友，心平
气和地和他们促膝谈心，指出他们错
在哪里，有什么危害。一两次可能效
果不明显，多谈几次总会收到效果。
对于“难进油盐”的学生，我也不歧
视。比如，我会暗地里给他发一个小
本子、一支圆珠笔，假意叮嘱他不要告
诉其他同学，这些东西只给了他。学
生就会认为老师看得起自己，只对自
己好，感情上愿意亲近老师。再比如，
下课后我故意要一些顽皮的学生去学
校小卖部为班级买作业本。这些小事
无意中会让学生产生一种自豪感，认
为老师看得起自己、信任自己，不愿意
再和老师作对，认为再“犯
事”对不起老师。

二、因人施教，激励学生
成才。俗话说，世界上没有
两片相同的树叶。同样，每

个学生的禀赋也不相同。这就要求老
师善于发现学生身上的闪光点，因人
施教，引导学生克服缺点，激发学生身
上积极上进的潜能。在平时的班级管
理工作中，我总是暗暗观察学生身上
哪方面优点明显，哪方面毛病比较突
出，对症下药，鼓励他们上进。比如有
的学生上课喜欢讲小话，我就安排他
当管纪律的小组长，登记上下课时违
反纪律的人员名单。某些学生爱拖欠
作业，我就安排他当检查作业、收作业
的小组长……别看他们平时顽皮，一
旦有了“官衔”，他们立刻变好了。他们
知道自己做得不好，管理别人难以服众，
只有自己做好了，同学才会信服自己。
久之，他们身上的“小毛病”自然改掉
了。有一个学生上课总喜欢咬衣角和
红领巾。我和他谈心后，他知道这样做
不对，但就是改不了。有一天，我把他叫
到家里，舀了一盆水帮他洗了衣角和红
领巾，一盆清水变得污浊不堪。我指着
脏水教育他说，这样的水脏不脏，能进口
吗？他摇头。这盆脏水收到了很好的
效果，后来这个学生的“毛病”终于改正
了。为了防止学生的“毛病”反弹，每月
底班级进行评优，将结果公布在教室后
墙的黑板上，并给学生发奖状。这样，班
级里就形成了“人人求进步、个个争先
进”的良好氛围。

三、班干部轮换，形成“能者上”的
管理机制，用好班风管理班级。按照
常规，班干部一学期选举一次，但我一
学期选举两次。并且，我和他们约法
三章，即使这次选为班干部，如果表现
不好、要求自己不严的班干可以随时
替换。这样，就形成了“能者上”的班
级管理机制，形成了班干部以身作则、
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的好班风。

实践证明，这些管理班级的方法
是行之有效的，我多次被学校评为优
秀班主任。
（夏太锋，武冈人，湖南省作协会员）

我的教育心得
夏太锋

梦里故乡 孙中坤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