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离开山中学校已八年了，但
每到暮春，总想回山中摘一次鸢
尾花。对于鸢尾花，我始终怀有一
种深深的眷恋。

还记得第一次与鸢尾花相见
的情景。那是暮春，一个晴好的
午后，同事们三五成群，去学校
的后山散步。阳光一束束洒进山
林，照得草木发亮、鸟鸣欢悦、人
心烂漫。

途中，碰到一位同事，她手捧
一棵刚从泥土里拔出来的淡蓝色
花。这花叶柄修长，花枝清新，有一
种高贵淡雅之气。我马上问同事，
你从哪里得来的？她轻松回答道，
山林里到处都是。这时，我兴奋极
了，赶紧加快脚步，擦亮眼睛，在山
路旁四处搜寻，但就是迟迟没有找
到。突然，在阴暗的草丛处，我看到
一棵清孤的蓝色花枝，静静地站在
那里，像极了藏于丛林中的仙子。

只是这次散步，我仅仅就找到
这一枝。回到宿舍，我把她瓶插起
来。她的气质给简陋的山中房屋，注
入了一种雅致。但我还不知道她的
学名，有人说她是兰花，有人说她叫
扁担花，但我觉得都不妥。于是问了
学园林的丈夫，他说这种花叫鸢尾
花。是啊，“鸢尾”二字才配得上如此
高格的花。只见她花茎光滑，花瓣细
软，花心点缀着紫橙色斑点。远看如
蝶，使人痴想，给人梦幻。

过了几日后，我想去山林中
多摘些鸢尾花瓶插。但是那次以
后，再也没有见过一朵鸢尾花。我
纳闷，怎么山中的鸢尾花消失得
这样快？但我没有放弃，每当走在
潮湿的溪岸、阴凉的竹林，依旧渴
望偶遇一朵鸢尾花。那时我见到
的所有鸢尾，已经不在开花，而是
在果期。那椭圆的绿包，坚硬而结
实，看不出曾开过那样温柔的花。
我知道想再次见到鸢尾，需要等
到来年，等到下一个暮春。

等来到下一个暮春，我似乎
已不记得曾经那个痴念了。直到
有一天下午，送一个孩子回家，当
爬过一片丛林时，我竟遇上了一
大片鸢尾花。那时，她们像一群蝴
蝶一样，轻飞在草叶中。我内心太
激动，又生怕动作太大，她们瞬间
就飞走了。我屏住呼吸，轻手轻脚
地一路采摘，仿佛我不是在采摘，
而是在表达一份怦然心动。很多
年后，这次摘鸢尾花的喜悦，依旧
留存在我心灵深处。

那天，我喜悦地手捧一束清

丽的鸢尾花下山，经过村巷，走过
石桥，山中的人们，都投来异样的
目光。不知他们是觉得我手中的
花太美了，还是奇怪这位老师收
割了一捆喂猪牛的野草。但我始
终觉得山野之花，充满了灵气。

但是鸢尾的花期太短了，开
于春末，尽于初夏，短短十几天的
功夫。你不留心，也许就只能看到
鸢尾在结她的种子了。

记得有一年的春夏之交，下
着漫长的雨。鸢尾在雨水里浸泡，
她的茎叶被打得斜乱不堪，是那
样疲惫又哀伤，我就没有忍心去
采摘了。但等到天晴之后，鸢尾花
早已全部凋谢了。

之后的一年，一日清晨，我的
学生竟摘了一大束鸢尾花送给
我。那刻我惊喜不已，抱着那束
花，笑得嘴都合不拢。我把这束花
带到宿舍，拿出好几个花瓶，分装
起来。书桌一瓶，餐桌一瓶，床头
柜上也摆一瓶，我的家被鸢尾装
扮得馥郁多情。

后来，我在山中待得久了，发

现鸢尾真如同事说的那样“到处
都是”。溪涧边、丛林里，蹲下身一
摘就是一大把。那种置身于花海
的感觉，常常让人忘却尘世一切。

有一次我也如同事一样，从
泥土里拔出一棵鸢尾移摘到花盆
里。可是当山野的鸢尾全开了，而
家中这盆就是迟迟不开。我等了
一年又一年，她就是只长茎叶。那
刻，我明白鸢尾是山野之花，她是
属于大自然的。

当我知道，鸢尾的花语是“长
久思念”，那刻我如被电击。因为，
在我见到鸢尾的第一眼，就注定
了我会对她终生思念。我永远怀
念见到她时的欣喜，见不到时的
失魂落魄。即便离开了山中许多
年，我依旧记得鸢尾，依旧想回山
中再摘一次鸢尾花。

春夏之交太短暂了，我怕在
我赶过去的路上，鸢尾在怒放，到
达之时鸢尾已经凋零了。我常常
害怕这样的场景，但既然是深爱，
又何惧结局。所以来年暮春，我一
定要去山中见鸢尾，只为了却一
个心愿，只为满足一场思念。

精神家园

山 中 鸢 尾 花
陈诗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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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的成长有时候真就是一
瞬间的事！

乔儿进入初中后，每天都跟
我打电话诉苦：新的班级，几乎都
是陌生的面孔，没有朋友，很难融
入；而且不像以前每周可以回家，
感觉很孤独，也很难熬。去找曾经
班上最好的同学玩，可是人家有了
新的朋友，不太搭理她。她更加落
寞了，天天想要“走通”，要我接她
回家。我的心一阵一阵地揪疼。但
我明白，她终会离开我的庇护，独
自长大，需要独自应对风雨。我耐
心开导一番后，狠心挂断了电话。

临近月考，她更加焦虑，问我
怎么办。我给她减压：没关系，能考
倒数第二就不错了；考了倒数第
一，那也代表我们有很大很大的进
步空间。可是，大出意料的是，她考
出了中上成绩。也许，就是这一次
的考试成绩，给了她莫大的信心。
她忽然觉得自己并不差。她兴奋地
分析每一张试卷，看看自己还能提
分多少。这么一合计，她觉得自己
的下一个目标是前五名。

她平常爱发脾气，很大的原
因来自于缺乏自信，又偏偏对自
己要求太高。我趁热打铁，告诉
她，父母都是学霸，姐姐也是学
霸，弟弟成绩也好，哥哥也不差，
你的基因强大着呢。虽然嘴上这
么说，可是我心里却在打鼓。从小
学开始，乔儿的成绩就一直不咸
不淡。我知道这个孩子接受能力
稍弱，曾经也辅导过她的学习，可

是经常她没弄明白，小两岁的弟
弟率先说出了答案。这让她更加
郁闷。久而久之，她就觉得自己什
么都比弟弟差。学习成绩比不过
弟弟，她便在做家务和吃零食方
面跟弟弟比。零食一定要比弟弟
多，家务一定要比弟弟少，否则就
会大吵大闹。有时候弟弟被她打
得伤痕累累，她说她的理由就是
看他不顺眼。这样鸡飞狗跳的日
子，对谁都是一种伤害。她大哭大
闹，我也忍不住大发雷霆。每天感
觉家里乌云密布，每一秒钟都能
让人窒息。这也是我将他们姐弟
送进寄宿制学校的重要原因。

“那么，为什么我的成绩一直
这么差？”女儿的话把我从回忆里
拉回现实。

“那是因为你的坏脾气，让你
积攒了太多的负能量，而这些负能
量把你的智慧压制了。”我信口开
河。甚至为了让女儿信服，我还煞
有介事地请了一位“大师”为她开
启智慧。没想到，这种心理暗示的
作用竟然如此强大，女儿越来越能
控制她的脾气。每一次她要发作
时，我就故意说，“我们家女儿已经
很久没发脾气了，怪不得越来越聪

明啊”。于是，几次她都将脾气压了
下去。我又怕乔儿没有情绪宣泄
口，便引导她戳破气球、摔打玩偶，
然后再心平气和跟她讨论事情的
对错，给她买喜欢的零食。我还细
数她的优点，比如能一直主动坚持
练琴。我总用一些美好的事物，将
她往“春天的路上”引。

国庆假期七天，前三天女儿没
发脾气，也不跟弟弟争抢了，可是第
四天因为一些琐事又开始大哭大
闹。我默不作声，退到自己房间开始
看书。过一会，女儿就跑来找我说
话。我不理睬，她就一直呼唤“妈妈，
妈妈，我错了”，直到我答应为止。她
沮丧地说，我还是控制不住自己。我
搂过她，说：“你已经很厉害了。有情
绪，不能压在心里，但是发脾气不是
最好的解决方式。以前妈妈教你的
方法，运动、摔打布娃娃、戳破气球、
深呼吸、对着天空大喊，都可以。虽
然，你每次都会跟我道歉。但是你每
一次发脾气，就像在墙壁上钉钉子。
你的每一次道歉，就像
拔钉子。虽然，钉子拔掉
了，但疤痕却一直在。这
个疤痕就是对身边人的
伤害。”孩子似懂非懂，

说她知道了。
女儿虽然成绩尚不理想，心

气却很高。她从不打扮，只是一味
地探索学习方法，还学会了主动
跟老师请教。于是一些无聊的同
学就开始“编排”她，说她爱装，是
班上长得最丑的女生，说她妈妈
是个家庭主妇……她说这些都把
她气笑了。我说：“确实无需辩解，
实力才是最好的证明。要不要妈
妈哪天去你们班上，亮个相？当
然，劳动没有贵贱之分，所有的劳
动者都值得被尊重，也包括家庭
主妇。”她说，他们就是不相信我
的父母都很出色，但是也没必要
去我们班上，人要学会在挫折中
成长！我给她竖起了大拇指。

她又跟我探讨人际交往。她
问，是不是身边的好朋友会不断
变换？我正愁怎么跟她讲人生聚
散、缘来缘往，孩子爸爸用他的方
式给孩子做了分享。他说“是的”，
还说“上学了就能长大长高，神交
古今中外名人，强大自己的心力。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能看到更
远的风景”！

我相信，静静陪伴，抓住每一
个契机对孩子加以引导，她就会
绽放她应有的光芒！
（周桃香，任职于新邵教育局）

丫 头 蜕 变 记
周桃香

2009 年，我报名参加大
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7
月份在株洲进行全省大学生
志愿服务培训，7 月底初次
来邵东，在共青团邵东县委
跟班学习。这一来，便与邵东
结下了不解之缘。我爱上了
邵东的山，爱上了邵东的水，
爱上了邵东这块土地，同时
也爱上了一位邵东姑娘。

出生于隆回的我，从小
便听大人们说邵阳的东部有
个开放、活跃且富裕的地方，
叫做邵东，被誉为“百工之
乡”“商贸之城”。我的家乡隆
回县羊古坳乡、外婆的家乡
隆回县七江乡的集市上，有
很多产品，比如桶子、鞋子、
钳子、打火机等，都是从邵东
进的货。小时候，很是向往邵
东这个地方。遗憾的是，在我
大学毕业之前，都没有来过
邵东。在我读高中的时候，学
校来了一批实习老师，其中
有一位女老师来自邵东。她
给大家介绍了邵东，讲了邵
东的特产黄花菜，给了我很
深刻的印象。

此外，我小时候常听大
人们说，这个是“邵东货”，那
个是“邵东货”，这可不是什
么赞美之词。那时的邵东产
品可能主要追求数量，还不
很注重品牌建设。进入21世
纪，特别是近十多年以来，邵
东的企业家特别注重高质量
发展和品牌建设。邵东打火
机，物美价廉，在全球各地享
有声誉；邵东箱包，质量杠杠
的，深受国内外市场的欢迎；
还有邵东的纸质红包、五金

工具等产品，深受国内外消
费者喜爱……

2010 年上半年，我考入
邵东国土资源局，被分配至
水东江镇国土资源所工作。
第二年，一位年轻姑娘也来
到水东江镇工作，老家是邵
东双凤乡的，并且是湘潭大
学的研究生。我与她相遇、相
识、相知。后来，我成为邵东
的女婿。成家与立业，我和邵
东，一刻也不能分割。

在邵东十多年来，我几
乎走遍了她的每一个角落。
清澈的邵水和蒸水，蜿蜒于
邵东大地，滋养着两岸葱郁
的草木；险峻的大云山，巍峨
耸立于云彩之间；古朴凝重
的洪桥，记载着 500 多年的
沧桑岁月……

走在邵东双凤乡的乡间
小路上，青山和绿水萦绕在
我的身旁。晚霞铺满青山，映
入水塘，正是半塘瑟瑟半塘
红。在青山脚下沿着水塘漫
步，低头观鱼游浅底，忍不住
哼一曲乡村小曲。邵东，这是
一块看得见青山，望得见绿
水，记得住千年乡愁的土地。
用诗人艾青的话来说恰是：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夜色深深，星光点点，清
风徐徐，雄伟而壮丽的昭阳
阁俯瞰着温柔而文静的邵东
城。邵东站的高铁汽笛声响
起，这是我的爱人、我的邵东
在深情地呼唤。我和邵东的
故事还在继续，还有后续。

（王化文，任职于邵东市
自然资源局）

樟树垅茶座

我和邵东的故事
王化文

暮秋的一天，我和妻到
城郊的南山寨玩，没想到有
意外的发现。只见山墈上，山
沟边，草坪旁，篱笆畔，这里
拱着一蓬刺藤，那里匍匐着
一摊刺藤，刺藤上结着一个
一个的金樱子：纺锤的形状，

“腰围”手指大，或深红色，或
金黄色，果顶上的五角星薄
片已成褐黑色，正是采摘的
时候。

摘些金樱子回去，我俩
做出了决定。好在两个人的
钥匙圈上都套着旅行剪，妻
的衣袋里还有装过零食的塑
料袋。金樱子藤上长着倒钩
刺，果和柄上都长着细刺，采
摘起来是很费事的。妻摘了
几颗，说手背划破了皮，不摘
了。我却兢兢业业，乐此不
疲。一蓬刺藤上的金樱子采
完了。妻就在旁边的草坪里，
用鞋底将金樱子上面的刺儿

“轮”掉，然后就捡到袋子里。
妻一边操作，还一边哼

着歌儿：“金樱子，打白花，姨
娘的满女放夏家。打发三妹
走人家，三妹遇到凉席客（方
言读kā）……”

我笑着说：“大点声唱
啊！”

她说：“大声唱就大声唱
吧！还怕谁？”后面的内容是
三妹和凉席客斗智，白赚了
凉席客一块包头帕。

金樱子花，开在长长的
刺藤上，白瓣黄蕊，有半个手
掌大一朵，清纯如乡村少女；
花蕊里，还氤氲着带甜味的

清香。面对着那样的花，确是
忍不住要唱歌的。小时候我
们男孩子唱的以金樱子起兴
的山歌，开头四句与女孩子
唱的相同，后面就很野了。

采了一阵子，我对妻说：
“尝一个糖葫芦吧！”金樱子
又叫“糖葫芦”。于是选了一
个，咬开成两瓣，把里面麦粒
似的带毛毛的籽儿拨出来，
吹一吹内壁，递一瓣给妻。咬
一截，嚼，有一点甜味。可惜，
没有小时候那种兴味了。妻
咬了一截，嚼一下，就“噗”地
吐掉，说：“干涩涩的！”小时
候，到了这样的季节，在山上
看牛，吃金樱子可是一大乐
事。有一次早晨看牛摘了金
樱子，上午带到学校里，上课
时偷偷吃，被老师发现了，挨
了一顿批评……时代变了，
口味也变了。

金樱子是一味中药，功
效不少。初夏的一天，我到一
个老乡家，看见他屋前的木
槿、紫薇、桂树之间，就葳蕤
着一株金樱子，它不卑不亢
地攀援在一根多杈的树枝之
上。虽是绿叶白花，素雅好
看，但我知道那大概不是作
为观赏花卉植在那里的。我
也曾作为“贵宾”，在朋友家
里喝过金樱子浸的酒。那酒
有着淡淡的红色，淡淡的甜
味，还有淡淡的香味。

妻问：“这些金樱子，拿
回去泡茶喝还是浸酒喝？”

这个问题我倒还没想，
就说：“随便吧。”

乡土视野

金 樱 子
黄三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