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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新修了一座房子。为了怀念母亲，
特意留出一间作为“博物馆”，搁置母亲生
前用过的一些物件。

别看这是一架普通的水车，有点陈旧，
但它却是母亲的嫁妆。你不要感到奇怪，以
为“嫁妆”只能是一铺一盖、金银穿戴、箱笼
柜奁等，与水车毫不沾边，其实不然。母亲出
生大户人家，出嫁前，她就知道男方家有十
多亩“天水田”——耕作时需要水，就只能架
起水车。所以，在她出嫁时，就向她父亲要了
这件特殊的“嫁妆”。水车长约2丈，除车槽
和车把手用木质好而质地轻的白杨木外，其
余的扬头、龙骨、叶片全都用坚硬扎实的红
稠木制成。别的嫁妆红是因上了红漆，而水
车则是自然红，因而在所有“嫁妆”中特别出
众。后来，水车的叶片烂了又换，龙骨断了又
续，车槽缺了又补。新的水车变成旧的，旧的
变成破的，但母亲始终是它的陪伴者。

始终陪伴母亲的还有砻子、吊筛、碓等。
过去的家庭分工多半是“男主外，女主

内”。其实，这个“主内”也并不轻松。即使是
谷子进仓了，但要把谷子变成米，还要费很
多的周折。先是要将谷子倒进砻子里，推转
砻子，让谷壳和米粒分离。砻子是父亲制作
的，它像石磨一样，由上下两个类似圆柱形
的部分组成。砻出来的谷壳和米，是混在一
起的，要把它们倒进吊筛里摇晃分离。母亲

筛米的动作娴熟，而且有几分优雅。分离出
来的米还是糙米，而且还附有一些碎谷壳。
还要把它放进碓臼里反复舂捣，才能让糙
米变成白米。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我想，这
既是说“锄禾日当午”的辛苦，也是指将谷
变成米的辛苦。在我的记忆中，在母亲的帮
助下，父亲让禾苗结出谷子不容易，而母亲
一个人将谷子变成米更不容易。

还有石磨。在那个一分钱可以买一颗
纸包糖的岁月里，买一副好的石磨，可是要
近二十元的。石磨可是母亲改善生活的好
帮手：麦子、荞麦熟了，母亲用石磨将它们
磨成粉，做成可口的粑粑；高粱熟了，母亲
将它磨成浆，然后做成“葱卷”；米少了，做
不成饭，母亲就将它和干红薯米一起磨碎，
做成红薯稀饭。

以上都是母亲为一家人的吃喝而经常
使用的工具。

此外，“博物馆”中还有一把“瓦刀”、一
个麻绩砣、一辆纺车、一架织布机，这是母
亲为一家人的穿戴而经常使用的工具。

瓦刀是用于刮掉麻外皮的。因用铁打
成瓦槽状，故而得名。麻绩砣是捻绩用的。
人们在捻绩时，先要把麻纤维压在麻绩砣
下，再把麻纤维披开，接续起来捻成绩，两
根绩可纺成一根线。麻绩砣上有个小小的

“坑”，坑里装有些许草木灰。手指在捻绩
时，沾点草木灰，可增加摩擦力。纺车是纺
棉纱用的。先将弹烂的棉花拉成大拇指粗
细的棉条，再放到纺车上搓出很细的棉纱。
只是卷纱锭的芯子，别人用的是买来的硬
纸壳做的，但母亲就地取材，用笋壳卷成，
效果也非常好。织布机在“博物馆”里可算
得上是个大物件了，但结构也简单——一
个铺经线的架子、一个踏板、一条坐凳、一
个抛纬线的梭子而已。但只要站在它的面
前，就仿佛听到“唧唧复唧唧”的声响，仿佛
看到母亲“当户织”的身影。“三日断五匹”，
我不知道母亲是不是达到那个水平，但我
们每年是可以穿上“家织布”做的新衣的。

当然，还有一些小物件，如竹尺片、鞋楦
头、“鞋逗子”、带钩钻子、针拔子、铁熨斗等
等。物虽小，但意义却大。因为它们无一不渗
透过母亲的汗水，凝结了母亲的心血。

（易祥茸，邵阳市二中退休教师）

精神家园

母 亲 博 物 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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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山花似火沐朝阳，
水美田肥是故乡。
碧树枝头飞雀鸟，
青峰岭上牧牛羊。
镜湖明月戏游鲤，
古木浓荫歇夏凉。
惬意家园无限好，
风吹稻浪送清香。

二
仲夏山川绿荫长，
稻粱盈穗待归仓。
鸟飞鱼跃游蜂舞，
水满波平菡萏香。
雨润深林披翠色，
露滋花草衬红妆。
闲来湖岸抛银线，
钓罢清风钓月光。

三
夏伏山村百果香，
秋来金稻泛新黄。
门前古井波光满，
陌上耕夫鞭影长。
红叶经霜心未老，
新枝带露梦犹藏。
银屏连线农家事，
不做桃源世外郎。
（简方杰，邵阳县人，

湖南省诗词协会会员）

山村行吟
简方杰

阳光犹如细碎的金箔，透过
树梢，洒落在校园的小径上。课
间，我站在教室门口，目光追随着
操场上孩子们欢快的身影。他们
的笑声如同山涧清泉，叮咚作响。
回忆和孩子们携手同行的点点滴
滴，目睹孩子们的成长和进步，我
的心中充满了成就和满足。

那天，我们正沉浸在一篇
描绘自然美景的课文中。但我
并未将他们局限于四壁之内，
而是带他们踏入校园中。“同学
们，此刻我们正置身大自然里，
你们能感受到什么？”我问。孩
子们的眼眸亮了起来，他们指
向五彩斑斓的花海，追逐着翩
翩起舞的蝶群，仰望着参天大
树。“现在，闭上你们的眼睛，倾
听四周的声音。”孩子们乖巧地
闭上双眼，沉静地聆听。“有鸟
儿的歌唱”“还有树叶在风中的
沙沙声”……他们回答。“没错，
这就是我们周围的大自然。那
么，课文是如何描述这一切的
呢？让我们再次翻开书，细细品
味。”回到教室，孩子们对课文
已有更深刻的体悟，他们刚刚
已亲身领悟了大自然的美妙。

除了知识的灌溉，我还注
重培养孩子们的道德品质。一
次，两位同学因为一本书起了
冲突。我没有斥责他们，而是将
他们拉到一旁，温和地问道：

“你们为何要争夺这本书呢？”
一个孩子回答：“因为我想要读
它。”另一个也急切地说：“我也
很想读。”“那么，有没有其他的
解决方式呢？”我引导他们思

考。孩子们陷入了沉思。片刻
后，一个孩子说：“我们可以轮
流阅读。”另一位也表示赞同。

“没错，面对问题，我们应该寻
找解决方案，而不是争吵。作为
同学，应该彼此爱护，相互帮
助。”我说。自此之后，他们学会
了分享，懂得了协作。

运动会上，同学们更是团
结一心，为了班级的荣耀而拼
搏。比赛中，有学生不慎跌倒，
但他们毫不犹豫地站起，继续
向前冲刺；有学生则为参赛同
学递水、擦拭汗水，展现出深厚
的同学情谊。

创造力的激发，同样重要。
一次美术课上，我让孩子们自
由创作。他们的热情如火焰般
燃烧，绘制了自己梦中的太空
探险，描绘了神秘的海底世界，
勾勒了与家人共度的温馨时
光。欣赏着他们充满创意的作
品，我心中的骄傲溢于言表。

“同学们，你们真是太棒了！每
一件作品都是如此独特，如此
精彩！”听到我的表扬，他们脸
上也绽放出自豪的笑容。在科
学实验中，孩子们对各种奇异
现象表现出极
大 的 好 奇 心 。

“老师，这个气
球为什么会膨
胀?”“老师，为

什么小苏打加白醋会产生气
泡?”……孩子们的问题接连不
断。我耐心地为他们解答，同时
也庆幸学生们如此好问。

为了促进孩子们的全面发
展，我策划了一系列的活动。在
一场诗歌朗诵会上，平日里略
显内向的小华挺身而出，深情
地朗诵了他最爱的诗篇。尽管
他的声音带着些许颤抖，但他
的眼神却坚定无比。朗诵结束
时，全班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小
华的脸上洋溢着喜悦，从此，他
变得更加自信和开朗。

在这些充满活力的课堂
中，孩子们在知识的海洋中畅
游，在品德的高空翱翔，在兴趣
的田野里奔驰。他们学会了知
识，领悟了道理，收获了成长的
快乐。而我，也在这个过程中不
断得到提升和完善。

教育是一条漫长的旅途。我
怀着无限的期待，迎接每一个崭
新的日子。我愿与孩子们携手同
行，用心守护他们的每一次蜕
变，用爱照亮他们的未来之路。

（唐浩，任职于邵阳县河伯
乡中心完小）

与孩子们携手同行
唐浩

时光荏苒，当年仰望
星空的男孩，如今变成了
两鬓微白的中年人。

还记得 2000 年大学
毕业后，我靠代课维持生
计。一天晚上，就一盏孤
灯，我细细阅读书桌上的
那份《邵阳日报》，并被她
深深吸引。于是，业余时
间里，我一边细读报刊文
章，一边“舞文弄墨”。
2002 年 4 月 26 日，我骑
自行车将文稿《征文：信
誉的丧失与重建》，送到
邵阳日报社政教部肖青
华老师手里。没料到此文
竟然刊登了出来，真让我
高兴了好些日子。

我笨鸟先飞，发表的
文稿剪报随之“水涨船
高”。我两次捧着剪报大胆
推荐自己，得到了组织的
认可。我知道，是党的好政
策和《邵阳日报》助我实现
了人生价值。

我读《邵阳日报》，读
得很开心。我喜欢看“双
清”“爱莲池”，其中刊发
的很多文章文笔精练，情
节动人；还喜欢看“领悟”

“观察与思考”，上面刊发
的汇集邵阳“大家”心言
的文章，总能给我启迪。
在市社科联2014年开展
的一次征文活动中，我撰
写的文章喜获二等奖。而
撰写这篇文章的灵感，是

《邵阳日报》刊发的一篇
理论文章带给我的。

我读《邵阳日报》，读
得很感动。近年来，《邵阳
日报》深入挖掘采写的

《28 年坚持低价经营的
“倔老太”》《“随便涨价，我
还是‘中国好人’吗？”》等
精品力作，让“中国好人”
林生丽从邵阳走向了全
国。此外，曾维龙、廖连
清、侯生亮、廖振飞等“中
国好人”的事迹，《邵阳日
报》也进行了详细地报
道。这些报道都具有震撼
人心的力量。

今后，我将在《邵阳
日报》的陪伴下继续奋力
前行。我还要纵情歌唱，
唱 出 绿 叶 对 根 的 情 意
……

（李忠华，任职于北
塔区委党校）

我为《邵阳日报》歌唱
李忠华

板梁古村端坐在阳光
里，看着一拨一拨游客从接
龙桥走过来，走进自己悠长
幽静的巷子，心中无喜无忧。

板梁古村在郴州市永
兴县。走进板梁古村，迎接
我们的是接龙桥。连接接龙
桥的，是年代久远的湘粤古
道。古道的石板上密布着小
洞，这些小洞其实就是驮运
货物的骡马踩出来的。

我沿着湘粤古道，一步
步走进板梁古村深处，来到
一处名曰“一脚踏五巷”的
地方。这里可以看到五条巷
子伸向古村不同的地方，每
条巷子都深不可测，显示着
这个“湘南第一古村”六百
年的历史底蕴。

一条条幽深的巷子，串
起了一夜官厅、刘昌悦厅、
刘绍连厅等一座座老宅子。
三百六十多栋老宅子都是
青砖黛瓦，飞檐翘角。每一
座老宅子都铭刻着房屋主
人的高光时刻或平常岁月。

一条条幽深的巷子，连
接着古钱庄、古商街。踏着
巷子里发亮的青石板，耳边
似乎响起了马蹄声声；触摸
着老旧的青砖墙，眼前渐渐
浮现了古村数百年前的繁
华……

沿着一条巷子，我来到
象岭山脚的莲花石，去拜访
一棵奇树。当地村民介绍说，
这棵树叫灰毛牡荆，长在五
六米高的巨石之中。同行的
一位文友不相信，特意沿着
石缝爬到巨石上一瞧究竟。
一番考察后，他高兴地朝着
我们大喊：“这棵树真的长在
石头里，与石头合为一体
了。”那位村民一听，高兴坏
了，言之凿凿地说：“这棵树
的神奇之处在于它是由灌木
长成了乔木。这样的树全国

只有两棵，一棵长在我们板
梁村，另外一棵长在张家
界。”那眉飞色舞的神情，那
志得意满的语气，好像在炫
耀自己家里的稀世珍宝似
的。我把他所说的一一记在
本子上。我无比崇敬地仰望
这棵长在石头里的大树，感
叹它生命力的顽强。我见过
不少长在石缝里的植物，大
抵是营养不良的缘故吧，植
株普遍不高。这棵灰毛牡荆
能够在石头里长十几米高，
堪称奇迹。我坐在石头上歇
着，点开手机，查阅灰毛牡荆
的相关资料。不查不知道，一
查吓一跳。原来灰毛牡荆本
来就是乔木，不是中国独有，
也并不是湖南独有的，江南
大部分省区都有。由此看来，
凡事不能偏听偏信，还是弄
清究竟为好。

顺着另外一条幽深的
小巷子，我们去见证双龙泉
古井的神奇。

在双龙泉古井边，一个
村民一边在水里清洗着已
宰杀的鸭子，一边细细地述
说着古村的过往。村民说，双
龙泉和板梁村其他的泉水一
样，含有丰富的矿物质，是直
饮泉，泉水冬暖夏凉，四季不
断流。我走近细瞧，双龙泉三
井相连，饮、用、洗，分井使
用。饮水井里有两股泉水汩
汩流出，我见状大喜，连忙俯
下身，勾下头，用手捧起泉
水，送进嘴里。冰凉中带着甘
甜，一入喉，便有千万条冰丝
进入我的身体，让我忘却了
暑日的酷热，忘记了尘世间
的俗事。世上那些熙熙攘
攘、纷纷扰扰似乎在这一刻
停滞了，甚至离我远去，再
也与我无关。

（张亦斌，任职于邵东
市融媒体中心）

旅人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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