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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红”系列优质农产品楹联

我在武冈二中上初中的时
候，遇见一位语文老师。他姓曾，
名建觉，中等微胖身材，四十多
岁的样子，经常梳着小奔头，白
净的脸上还戴着一副金丝眼镜。
镜片后的那双眼睛不大，却透着
智慧而慈祥的光芒。

曾老师上课，讲的是洞口方
言。刚开学那会儿，同学们都不适
应。自他教了朱自清的散文《春》
以后，我们渐渐地开始喜欢上他
的课了。记得那节课，他先是抑扬
顿挫、满含感情地朗诵了一遍

《春》。他那声情并茂的朗诵，成功
地将我们带入到了春天。估计他
自己也陶醉其中，当读到“打两个
滚，踢几脚球”时，他不自觉地甩
了一下头，一绺头发调皮地耷拉
下来。要是平时，同学们见状会在
下面窃笑。但那一节课，没有一个
人笑他。我们只是跟着他的朗诵，
流连在春天里。也许太投入了，他

全然不去理会那绺在额前晃来晃
去的头发，继续朗诵。他朗诵完，
我们还意犹未尽。他也终于放下
课本和粉笔，一边腾出手来梳理
头发，一边让我们自己朗诵几遍。

要求背诵的课文如朱自清
的《春》，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背
会。不然，放学以后就要老老实
实留下来，直到背完才能回家。
他全程都会坐在教室讲台上，一
边批改作业，一边监督着。

一位和我上下学同路的同
学，隔三差五会被留下来背课文，
她总让我等她。一次天快黑了，要
求背诵的那篇课文她还是不能背
诵。曾老师也无可奈何，就让我俩
去他家。我还以为他饿了要回家
吃饭，担心我们逃走，才叫上我
们。谁知到他家后，他让我们和他
一起吃饭，还说今天就算了，明天
必须把那篇课文背了。这把我那
个同学感动得连连说，一定一定。

自那以后，我那个同学再也没有
因背不了课文而被留过。

曾老师平时很注重写作，要
求我们每天写一篇日记；要我们
学习之余，养成阅读的好习惯，
多读好书。我们的作文，他会一
丝不苟地批改。我们作文本上那
一个个红色的圈圈，一个个改过
的红字，一条条醒目的波浪线、
横线，还有我们作文后面很有针
对性的评语，都倾注着他的心
血。每次写得好的作文，他都会
在班上念。记得有一次，我写了
一篇《洗碗》，具体内容记不清楚
了。他说，能把生活中极其平凡
的一件事，写得生动有趣，跌宕
起伏，真是个“有心人”。这给了
我极大的鼓励。那篇文章，我上
高中的时候，曾老师问我要过一
次，说是给初中新生当范文。

我们每周有一节劳动课。那
时候，从校门口到初中部操场的

那一段路是土路，下雨天泥泞难
走。劳动课我们都是修那段路。
曾老师每次都会和我们一起劳
动。挑土的时候，他不断提醒我
们，一次别挑太多。而他自己，每
次都是满满的一担。

最让我难忘的是有一次上数
学课，我早上没吃饭，课堂上实在
坚持不住了，便请假去学校包子
店买东西吃。离包子店还差几步，
我已是四肢乏力，头晕目眩，整个
人不受控制地瘫软下去。幸亏被
在包子店做事的曾师母看到，她
跑过来一把将我抱住，忙叫店里
的人去喊曾老师。很快，曾老师和
体育老师来了，他们一起用单车把
我送到离学校最近的黄木冲卫生
院。医生给我打了一支葡萄糖，我
才回过神来。返回学校后，曾老师
要我到他家，让师母给我弄点吃
的。到了曾老师家，师母让我躺在
她女儿床上休息。不一会儿，她就
端来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上面盖
了两个荷包蛋。一碗面下肚，我觉
得浑身有劲了，心里也是暖暖的。

多年过去，初中三年的生活
还历历在目，只是不知曾老师如
今可好。

（李红莉，武冈作协会员）

◆人物剪影

师恩难忘
李红莉

一个星期六的早晨，我和他沐浴着初
阳去散步。

尽管他只有十四岁，但已经长到一米七
四，比我高出一截，小男子汉一枚了。我挽
着他的手，想到明年这个时候他或许就已经
在省城读高中了，心中竟然很不舍得他长大
——从当年的嫩嫩小豆丁到现在的虎虎小
伙子，那十多年的光阴已刷刷飞走了！

他从小就古灵精怪，但不沾歪邪之
气，是非分明，爱好学习，多才多艺，胸怀
大志，是老师和同学都喜欢的好孩子。
有次，我对他说：“你是一个最好的孩
子！”他笑着说：“你那无边无际的母爱又
泛滥了！当然，你是最好的妈妈！”他笑
起来的样子真好看，两个酒窝深深的。
我又对他说：“你们物理老师对我说过的
一句话，我一直没有告诉你。我现在忍
不住要告诉你了，他说你今后说不定会
成为一个杰出的人物。”他又笑起来：“去
掉‘说不定’这几个字好不好，我一直就
是这么认为的！”他总是这样超级自信。
但他又能够让我感到他不是狂妄自大，
很多他认定了的事，他都做成功了。

我和他在公园里蹓跶了一大圈，一路上
他老是逗我发笑。我敢说，如果哪个相声大家
收他做弟子，他绝对是个“大料”。他五岁时，
参加了一台大型文艺晚会演出。他和节目主
持人的对口段子，逗得全场观众开怀大笑。平
常他在家里，也常吐出妙语一串串，逗得我和
他爸乐不可支。我要跟他分手了，我要去农贸
市场买菜，他去公园后面爬山。他叮嘱我：“妈
妈，中午你要给我做最好吃的煎饼啊！”我回
他：“好啊，外加最好喝的蘑菇瘦肉汤和最美味
的凉拌小菜！”说完这句话，我突然意识到“最”
这个字，在我们的生活中被高频率地使用着。
这真是一个格外美好的早晨！

下午，他从新华书店看书回来，看见我
在厨房里忙晚饭，就问：“爸爸会回来吃晚饭
吗？”我说会的。他就说：“妈妈，我来做个青
椒炒蛋怎么样？我要让爸爸对我刮目相
看！”我当然同意。吃晚饭的时候，他问他爸
爸：“爸爸你讲这是不是世界上最好吃的青
椒炒蛋？”他爸爸相当配合，一连说三个是。
他哈哈大笑：“爸爸你很给儿子面子。你放
心，今后我不会给你丢面子的！”

我在这个时候，心中忽然有了一丝丝
伤感：“哎，你今后到外面去读高中，我们不
就成了‘空巢老人’吗？”他拍拍我的肩，说：

“我不在家，就没人跟你争电脑和零食了。
今后你跟爸爸想怎么斗嘴就怎么斗！而
且，你有更多的时间看书和写文章了嘞！
什么空巢老人？我不准你老你敢老！”

（彭卫，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

我和他
彭卫

1984 年，《邵阳日报》问世时，我尚是
邵阳县第五中学的一名高中生。那时，语文
老师常在课堂上为我们诵读报纸上的新
闻，其中不乏《邵阳日报》刊载的精彩篇章。
自此，我与这份报纸结下了不解之缘。

父亲身为学校的领导，其办公室里常有
《邵阳日报》的身影。每当我捧起这份报纸，
那淡淡的油墨香扑鼻而来，心中便涌起一股
莫名的欣喜。随着阅读的深入，我逐渐爱上
了写作，作文也时常得到老师的称赞。这一
切，我都心怀感激地归功于我的导师——

《邵阳日报》。那时，我心中便萌生了一个梦
想：有朝一日，我的文字也要在这份报纸上
亮相。于是，我怀揣着这个梦想，不断阅读，
笔耕不辍。

1991 年，我重返故乡，成为一名乡村
学校的语文教师，并兼任班主任。此时，《邵
阳日报》已成为我办公室的常客，每日必
读。它如一位知己，为我提供了丰富的教育
资源，使我在教育教学中受益匪浅。我常常
借助《邵阳日报》中的生动实例，引导学生
阅读和写作。学生们尤其喜爱“教育”和“青
少年文艺”专栏，每当看到其他学校的同学
作文发表，他们都跃跃欲试。在我的鼓励
下，学生们纷纷投稿。当13班班长罗丽的
作文《乡愁》在《邵阳日报》上发表时，全班
欢呼雀跃。在她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优秀
作文在《邵阳日报》亮相。学生们对语文的
热情愈发高涨，成绩也突飞猛进。因此，我
荣获了“市优秀教师”称号。2006年10月26
日，《邵阳日报》更是以《洒向教坛都是爱》

为题，报道了我的教育事迹。
后来，我担任学校办公室主任，负责

学校的宣传工作。得益于长期阅读《邵阳
日报》，我写新闻稿得心应手。记得我在

《邵阳日报》上发表的第一篇新闻稿题为
《筚路蓝缕建新校》，讲述了大家齐心协力
改善办学条件的感人故事。每年，我都能
为学校发表数十篇新闻稿，因此几乎年年
被评为邵阳县教育系统新闻宣传先进个
人。2013年11月，我还荣获《邵阳日报》优
秀通讯员称号。

岁月如梭，我的工作岗位虽有所变迁，
但我的阅读热情始终未减。《邵阳晚报》中
的“巧联句”栏目更是让我发现了新的乐趣
——楹联创作。2015 年 4 月 22 日，是我人
生中难以忘怀的一天，《邵阳晚报》“神滩晚
读”版面的“巧句联”栏目发表了我的首个
对句。出句为“泸沽湖里秦时月”，我对以

“崆峒山中易水风”。这一对句的发表，极大
地激发了我学习对联创作的热情。自此，我
频繁向这一栏目投稿。据不完全统计，我已
发表了七十余个对句。此外，在《邵阳日报》

“邵阳名胜楹联”栏目，我也发表了三十余
副成联作品。我的楹联才华也得到了认可。
2021年，我被选为邵阳县诗词楹联协会副
主席，2023年被选为邵阳市楹联学会副秘
书长。

四十年与《邵阳日报》携手同行，幸甚。
她犹如良师益友，见证了我成长的轨迹。未
来，我仍将与之并肩，为育才事业竭尽全力。

（罗乐洋，任职于邵阳县教育局）

携手同行
罗乐洋

朋友的儿子结婚，他用快
递送来喜帖，一定要请我去。
婚礼地点让人意外——“福地”
云山脚下伴山水库大坝边的草
坪上。我爽快地答应了。

那天，我和家人起了个大
早。驾车穿过武冈城，直奔云山
大道，仅十几分钟就到达了目的
地。那里举行婚礼仪式的台子
已经布置好，只是还不见新娘新
郎的踪影。我的朋友坐在台子
旁边，和客人们闲聊。见我到
来，他立刻起身把我拉到座位
上。这时，有人马上递来一杯热
腾腾的红茶。

“结婚选在这样一个地方，
真是让我大开眼界。”我浏览了
一下周围的青山绿水，端起红
茶轻轻抿了一口，感慨地说。

不远处有清溪、凤溪、威
溪，三溪合流而成的威溪水库，
坦荡壮阔；旁边有山泉聚集成
的伴山水库，清亮妖娆而有灵
气。两者相隔不足半里，于是
人们就叫它们“夫妻水库”。伴
山水库脚下有伴山庙，是为纪
念秦时入山采药的卢生侯生而
建，“仙气”袅袅。威溪山麓有
庐，为明末朝廷重臣、著名文学
家潘应星潘应斗兄弟所建。明
亡后，他们不愿出山为清廷效
力，甘愿在此读书著述，躬耕自
给。秦人古道旁还有棵“夫妻
树”。两树相拥而生，树干中间
有两处竟然连在一起，不仔细
一点看，还以为是个梯子。特
别是树的上头“枝枝相覆盖，叶
叶相交通”，俨然就是一对心心

相印的小夫妻……
结婚仪式快开始了，这时

才见一对新人匆匆从秦人古道
下来。他们手拉着手，落落大
方地步上舞台。

“这对新人刚才去了哪里
呢？”我有点疑惑。

“他们呀，刚刚去山上几个
景点拍了几张结婚照。”摄影小
伙回答。

虽然是在一个鸟语花香的
自然环境里，但婚礼还是按中
国古典礼节进行。

按仪式，“夫妻对拜”的后
一句是“送入洞房”。但是，他
们的“洞房”却是离水库大坝不
远的房车——这里有个云山露
营公园，凡要在这里野营露宿
的可以租个帐篷，当然最好是
租个“房车”。“房车”虽小，但从
床位到厨房、洗漱间、卫生间，
凡所应有，一样不缺。这对新
人在这里连租了三个晚上。露
营公园还为小两口的入住举行
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呢。

“我们在城里为他们准备
好了‘洞房’，但小夫妻两个硬
要来个‘与众不同’，说是要享
受大自然。我们也就只好依了
他们。”老朋友向我解释。

“是的咧，现在的年轻人都
在‘与时俱进’，包括结婚也要
来个‘立异标新’，我们这些老
头子已经跟不上时代步伐了。”
这既是对老朋友的附和，当然
还夹带着对年轻人的祝福。

（易祥茸，邵阳市二中退休
教师）

◆樟树垅茶座

“福地”婚礼
易祥茸

萧伟群
无人不问茶，千古儒林香

口齿；
有绿常招客，一江巫水赋

风流。
王亮

涩脆香甜，四碗沧桑酬世味；
充饥解渴，千年智慧认苗乡。

胡贵程
味道香浓，四碗油茶身自爽；
民风淳厚，千年苗俗韵犹深。

尹国忠
云上喝油茶，享苗寨盛情，

为客当来三四碗；
人间看壮美，喜牧场草色，

醉心不已万千回。
傅翠兰

芝麻黄豆花生，擂出浓情
迎上客；

沸水红炉玉叶，烹来香茗
接归人。

王春艳
千载而传，加果放盐，掺粮

拌菜成佳味；
一茶多用，充饥解渴，抗病

御寒敬贵宾。
邓爱平

集杂食，采峒茶，十五轮工
序终成美味；

待亲朋，除瘴疠，千百载传
承位列非遗。

刘勇之
顺俗千年，制粮煎槚以成礼；
进门四碗，待客推诚更可人。

蒋春芳
撷几分浓酽茶香，调和五味；
品四碗清纯风俗，传递千年。

杨芬
茶汤香煮苗家味；
巫水情醺天下人。

段文华
色美味香，四碗油茶迎贵客；
民淳俗朴，五溪风物誉神州。

谢云权
油茶四碗，青莲品味焉思酒；
特色五溪，陆羽闻香益振神。

宋阳玲
五谷杂粮，调成家宴醇香味；
四杯甘露，喝出苗乡醉美情。

庞小青
慢品油茶，甘苦酸咸，恰似

千年苗族史；
细研工序，炒熬煎切，宛如

数道匠心图。
赵金尧

一碗油茶，两眼蓬蒿，情怯
近乡游子泪；

三生美食，千年积淀，礼周
崇古雨前春。

欧阳日初
味回千古事；
香过一条街。

陈历章
独门技巧，造就一方特色；
几道工夫，凝成千载芳香。

欧阳立群
苗舞苗歌调百味；
亦茶亦饭品千年。

（邹宗德 整理）

城步油茶

崀山梯田 朱巨滨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