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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枫

我有两大癖好，一是读书，买
书，让灵魂在书中思考，启迪心智；
二是旅行，让灵魂在路上奔突冲撞，
经受考验。这两大癖好的消费，加
上该死的糖尿病，使我沦为挺时尚
的月光族。虽如此，若对向往的地
方不能到达，便魂牵梦绕；对喜欢的
书则简单得多，想都不想买了就是，
哪怕书多得下辈子都有得看，也依
然如“双11”的“剁手党”。人不为爱
好活着，又有何趣？我的书其实不
算少了，但没出一月又买了十多
本。梁衡老师的《把栏杆拍遍》《觅
渡，觅渡》，三年前买过，读过，书却
不知去向，因喜欢再次购买。还有
林清玄的，纳兰容若的及我最爱的
才女李清照传，最多的是湖南作家
刘诚龙的书。

对他，我并不认识，更没见过，大
概是去年底或今年初，在网上看到一
本新书《民国风流》的介绍，作者刘诚
龙，这名字好生熟悉。刘诚龙不仅已
出版十多部书，其作品覆盖全国数百
家报刊，在全国各地发表过散文，杂
文，随笔近3000篇，焉能不熟悉？更
巧的是，我在《三秦杂文》发过几篇作

品，其中有两篇与刘诚龙同刊在一期上。于是，很快在当
当网买了三部书《民国风流》《一品高官》和《历史有戏》，
这次又在当当网搜到他的几乎全部著作。

最先看的肯定是《民国风流》。“民国”，是中国历史
上最特殊的一个年代，风云变幻，奇人辈出。大乱之世，
才子佳人，江湖异人轶事甚多，此书肯定热闹！一看，果
真如此。爱不释手，白天看，夜晚看，躺着看，坐下看，出
门带上看……何以至此？此杂文不是彼杂文：“故事生
动有趣，角度刁钻俏皮，行文幽默诙谐，风格独特别致。
历史与现实互相关照，思辨与艺术深度融汇”“天马行
空，嬉笑怒骂又洞烛幽微，东麟西爪又妙语连珠……言
在此而意在彼，透着顿悟与大知。”这是别人的评论。

而我没有通读就没有发言权。但用杂文写历史写
得这么好看，这种阅读之乐，之忘乎所以，之放不下，是我
几十年读书和当副刊编辑近20年未曾有过的。读到诙
谐之处，竟“扑哧”一声笑喷；读到深刻之处又掩卷深思，
感慨良久。真是乐中含悲，笑中有泪，如痴如呆。

更让我钦佩的是，刘诚龙出身贫苦农家，官做得不算
大，安身立命却在政界，但眼睛一直向下，文胆包天，不计
前程，借古喻今，揭露官场腐败。人性之丑恶，小人之贪
欲可鄙可笑嘴脸。中国有此作家，文坛和民众之大幸！

以上之书是我搜罗来的，有的只剩一册，且翻动掉
页，但我没有时间等到再版，它们是我剩余生命的晚霞。
我当珍惜，珍惜这晚霞，让灵魂在此歌舞。

只要爱读书，你总能在书中与刘诚龙相逢。所以，
相逢不必曾相识，相逢只必书相识。

相
逢
只
必
书
相
识

林目清

高登山普照寺
岁月堆积于此
只是为了证明
这里也是时间的源泉
生命的坚硬从时间的源头
只要找到最佳的结构
再按照神的思路展现
世界就会顿生奇伟

多少星星的陨落
才能凑足这么多的石材
它们只是一些制造神的细胞
神从石材里活化出来
坐在寺庙的中央
我们看到一个时间的心脏
在云峰上抖动
远古的时代在此活过来了

当我们从时光中穿越出来
站在今天日出的地方
远远观看
普照寺让我们看到的
只是一个高山上长出的蘑菇
里面住满了许多叫神的虫子
这些虫子
在蛀空未来的时间

龙头三吊
天上打开粮仓

白花花的大米倾泻下来
谁能兜住

聪明的先祖凿了三个大斗
一斗盈溢而出
二斗接住
二斗盈满
三斗接住
三斗充盈
地仓接住
这里的山民因先祖的智慧
永远不愁饿肚

如今，我们慕名而来
觉得这块地神秘兮兮
我从一个虔诚的摄影师
颤颤巍巍打开的镜头里
偷看到的已不是
倾泻而下的大米
而是花亮亮的白银

据说，原来是神仙下注
要买下这块神奇的土地
然后交给开发商
修建一个神仙小区

溪有个宝瑶村
雪峰山中的宝瑶村
人称山沟沟里的小华西
酷似陶渊明去过的桃花源
正如十八洞村
把精准扶贫落到实效里

宝瑶，一个省级贫困村
三年前，省里的扶贫队员进驻
启动法宝，化淤清血
脉络打通，血流畅通

挖穷根，抽愚筋
扩思路，掘通道
用蜘蛛网接通互联网
鼓动所有的山径
一齐网住致富宝

忽如一夜春风来
千树万树梨花开

溪的神话
溪的青蛙

喜欢在树上咕咕
让春天往更高发展

溪的小鸟
喜欢在姑娘的嘴上蜜语
让生活富有神秘与诗意

溪的蛇，像肠子一样
喜欢盘绕在人的肚子里
期望有吃不完的东西

溪的虫子
飞舞在半夜恋人的耳语里
喜欢破解人间爱的机密

这里所有的动物
都期望进入人的世界
喜欢像 溪人一样
神仙般生活在美丽的梦里

溪行溪行（组诗）

杨 梅

电话里母亲絮絮地说着，从
家长里短到今年的雨水充沛，菜
园里的黄瓜、豆角都已经陆续成
熟。末了，问我什么时候有时间
回家，顺便捎回一些小园里自种
的蔬菜。

谈话中，一缕淡淡的菜香，似乎
穿过城市水泥与高楼直达我的心
房，母亲弯腰劳作的身影又浮现在
我眼前……

每年春天刚露头，虽乍暖还
寒，但母亲已经精心地制定种植计
划了。这块种啥，那块种啥，一点
也不含糊。到了清明前后，母亲就
着手劳作了。农家肥一担担挑往
地里，接着便是挥铁锄，翻土，斗笠
下的皱纹盛满汗水。每一锄土都
翻得均匀，偶尔有坷垃，母亲总要
停下来用手捏碎。地翻好后，接下
来就是平地、起垄、开挖小水沟、下
种……

母亲侍弄菜园，就像侍弄自
己孩子，极细致，极认真。菜园在

她的整治下像一幅画。当春还犹
抱琵琶半遮面时，经冬的菠菜、大
葱 、韭 菜 赶 趟 儿 似 地 冒 绿 放 叶
了。随后便不再寂寞。今天，你
刚发现黄瓜绽放的嫩黄花朵；明
日，四季豆已经结出果实了。今
天，你还发现西红柿青涩得难以
入口，明日它的面庞上便会浮上
一抹淡红。

长 高 的 豆 角 ，变 矮 的 母 亲 。
希望的笑容，荡漾在西红柿、辣
椒、苦瓜、丝瓜叶上。及至盛夏，
菜园子里蜂飞蝶舞，虫鸣蛙叫，清
风徐来，菜香扑鼻。这时缓步行
于垄洼里，割一丛韭菜，摘几根顶
花带刺的黄瓜，真是一个惊喜连
着一个惊喜，让母亲忙得充实，忙
得丰富。

西瓜就是甜，黄瓜也是香，收
获的季节挎着菜筐。母亲除了一
少部分给我捎到城里和自留外，大
部分都送给了左邻右舍，乡里乡
亲。邻居们看着鲜灵灵、嫩生生的
菜，总会情不自禁地夸奖：“大娘种
的菜不用吃，看一眼就让人食欲大

增，真不愧是种菜的老里手。”听着
乡邻们的赞叹，母亲饱经沧桑的脸
上露出舒心的笑容，就像一朵盛开
的菊花。

母亲种菜，种得辛苦，种得认
真，种得精细，但自己享用的很
少，图个啥？仔细想来，母亲耕种
的是情怀，种子种下去，也种下了
希望，从萌芽到破土而出再到茁
壮成长及至收获，它给予母亲的
是无限的希望。再就是劳作的乐
趣，每天看着园子里的菜，在自己
的呵护下生机盎然，最后迎来饱
满的丰收，什么烦恼疲惫都会烟
消云散。还有，就是把自己的劳
动成果让众人分享，这对母亲来
说是最有成就感、自豪感和获得
感的一件事。最重要的一点就
是，母亲对土地爱得深沉。用她
自己的话说就是，一天手不沾土，
心就会发慌。

母亲种菜，其实是在种豪爽
大气的天性，种独守家园的温馨
与宁静。

爱种菜的母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