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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晓燕

“老师，你快看！”班上的捣蛋大
王从办公室拉着我的手冲到操场。

“这回又有什么馊主意？”我生气地
甩开他的手，正准备发怒。他的小
脸憋得通红，双手指着遥远的西
天。不就是夕阳吗，有什么大惊小
怪的！我正想把视线收回来，整个
人却定格在一片绚烂的霞光中了。

在比操场更远的建筑那边，在
比建筑更远的山边，整个西天好像
燃起了熊熊大火。火光呈扇形散
开，火苗漫过远山、建筑群，星星点
点的光圈朝环形操场散落，落在捣
蛋大王眨巴的眼睛里 。

“你呀，上课总叽喳叽喳讲个不
停！”想起上午授课老师告状的情景，
我心底残存的责怨之气找到了释放
的契机。“这火烧云像什么？”我的语
气生硬得像一颗收不回的小石子。

“像一匹匹奔腾的野马。”他望望晚霞
又望望我，没有底气地解释，“老师，
你看，这边是灰色的马头，那边是棕
色的马尾。”我不禁拍手叫好。

“像宾馆的地毯，像一幅油画。”
“还像战争片里火红的硝烟，我

闻到了烟土的味道。”
“ 像 柔 软 的 棉 团 与 很 大 的

花瓣。”
“我摸到了它的温度。”

“我听到了它的声音。”
……
孩子们越聚越多，站在我的身

边看我速拍。“在夕阳下写一首歌，
孤单时对影子唱着。看着满眼迷离
的景色，可有一草一木属于我……”
有几个女生随即唱起夏小虎《夕阳
下的歌》来，男生鼓掌合着节拍，他
们手挽着手，脑袋挤着脑袋。这不
就是最好的音乐课或者吟诵课吗？
声音整齐而富有韵律，情绪如清波
流淌！为什么我们的音乐课讲了那
么多乐理知识，学生却将齐唱变成
了赶场？为什么归纳了那么多停顿
方法，优美片段却被他们读得苍白
失色！不喜欢听课的捣蛋大王，今
天为什么被半天霞光吸引？原来大
自然才是最好的教科书！

我曾伫立马鞍山头等候第一抹
朝阳，也曾抢拍青松公园树林里婆娑
的晚霞，都不及今天的霞光动人。我
停下拍摄轻轻地说：“这么美的彩霞，
为什么不许个愿呢？”他们闭上眼睛，
小嘴巴蠕动着。捣蛋大王双手合起
来，撇撇嘴喃喃自语：“哎！要是摘下
一片红霞送给老师，是不是就不会挨
批评……”我抚摸着他瘦瘦的脑袋叹
了一口气：“许愿吧，这彩霞挺灵验
的！”

歌声停止了，微风吹响树叶上
的光斑，仿佛学生的窃窃私语。变

幻多彩的大自然，征服了他们无常
的好奇心。这些课堂上难教的孩
子，他们就是自然景观的一部分。
总有一种颜色打动他们，开启他们
的心智。捣蛋大王偏过头用央求的
语气说：“老师，你拍个视频吧，回班
上分享给大家。”见我似乎没听见，
又说：“你不是说‘独乐乐不如众乐
乐’吗？好的东西要分享才对。”

我望望天边的晚霞，绯红变成
深红，再变成深紫色、蓝色、灰蓝
色。我拍了一个十几秒的视频：孩
子们在夕阳下许愿，彩霞映红他们
的笑脸，片片光斑在一排排睫毛上
跳舞，自由而青春。操场就是课堂，
教育原本就是这样。

孩子们都走了，操场空旷而寂
寥。是啊，每一朵云霞都有自己的
色彩，红的、白的、灰的。但愿它们
每天都能如约而来，为了这些喜欢
编织憧憬的孩子，哪怕只是稍纵即
逝的绚烂！同样，每一个孩子都有
自己的感悟力，都有自己的光芒。

“在夕阳下写一首歌，晚风陪着
我轻轻和。多少炙热已经冷漠，不悔
改是我顽固的执着。”火烧云退去，我
对着暗蓝的天空，构画明天的新课堂。

（黎晓燕，邵阳县人，邵阳县作
家协会会员，邵阳市诗歌协会会员，
邵阳县塘渡口镇中学语文教师）

夕阳下的愿景

李春龙

大兴村的四面是山

各种各样的树手拉手围成一圈
中间留有些许缝隙
可以通过风和阳光
和一些零星的消息
山的怀里是屋
有几处是几十间挨在一起
像在拉家常比较亲密
大多数东一间西一间隐隐约约
只能通过炊烟这根线索
或者通过一些鸡鸣狗叫

分析出大概位置
日子从几处泉眼细细流出
明月是方塘中晚出早归的鱼
人口八九百
主要分布在二十四个节气里
属典型丘陵地区
四季分明冬暖夏凉
特别要提到的是一条毛马路
那是进入大兴村的要道
一到春天就长满花花草草

伯父和羊
羊在高石头岭上吃草

像一朵被风吹落的云
继续被吹得四处乱跑
伯父只好用一根长长的草绳牵着
快70岁了跑不赢了
羊是2010年春天
从小一起长大的堂兄
花700块钱买回来给伯父做伴的
谁曾想2010年秋天
在乡村小学教书的堂兄
就一片树叶一样突然被风吹落了
伯父和羊形影不离
一起过了一年又一年
羊在高石头岭上吃草
伯父把草绳抓得死死的
生怕羊跑了

（李春龙，邵东市文联主席，著有
诗集《白纸黑字的村庄》）

日子从几处泉眼细细流出（外一首）

禹正平

隔壁老王，每个周末都要开车去
乡下的母亲那里拿一次菜。

年初，我在老王家见过他母亲，60
来岁，身板硬朗，衣着整洁，一脸微笑，
一看就是个会过生活的人。但她没住
多久，便回乡下去了。

老王每周拖家带口回乡下拿菜的
举动，让我有些费解。他每次来回的
油费，可不止这些菜钱。一家子人回
到乡下，他的母亲必定为之忙前跑后，
岂不很累？

一天，当老王一家又准备回乡下
拿菜时，我忍不住说出了心中的疑
惑。短暂的沉默后，老王跟我唠叨起
来。两年前，他的父亲因心肌梗塞去
世了。安葬好父亲后，他接母亲来城
里居住，其间，他对母亲嘘寒问暖，照
顾有加。但没住多久，他发现母亲并
不开心，精神变得也越来越萎靡。每
天睡前，他母亲总是唠叨着要回乡下
去住。那时他不懂母亲的心思，以为她想念邻里乡亲，
便将母亲送回乡下，打算等过一段时间，再接她回来。

两个月后，母亲突然打来电话，让他回家拿菜。老王
以为母亲想他了，便丢下手头的工作，带着妻儿驱车回
家。刚到家门口，老王发现母亲已煮好饭菜，在家里等他
们。饭后，母亲高兴地领着他们一家子去菜地里摘菜。
当时正是秋收时节，午后的太阳暖暖的，母亲高兴得像个
孩子，如数家珍地指着菜地里紫色的茄子、鲜红的辣椒、
翠绿的青菜、金色的南瓜说，它们没有打过农药，全是绿
色食品，吃了特别养胃。母亲一边兴高采烈地说，一边帮
他们采摘蔬菜瓜果。望着眼前神采奕奕、一脸喜悦的母
亲，老王突然明白了母亲要回乡下的缘由。

“母苦儿未见，儿劳母不安。”老王对听得入神的
我说，做父母的其实都闲不住，虽然他们老了，但没
有哪位不想为儿女做点什么，他们希望自己永远是
被人需要的，闲在家里反而闷得慌。老王明白了母
亲的心思后，对她的劳动成果赞叹不已。从那以后，
他每个周末都要带着妻儿回乡下拿菜，陪母亲住一
晚，与母亲拉拉家常，聊聊往事，在一趟趟行程中感
受母亲无私的爱……

听了老王的故事，我也明白了一个道理。儿女孝
顺父母，不仅要为他们提供优渥的生活，也要让他们可
以力所能及地爱你。

（禹正平，新宁县人，湖南省散文学会会员。在《人
民日报》《光明日报》《读者》《散文选刊》等报刊发表文
章200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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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孤寂的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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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梅花
只只白蝴蝶
飞进梅花的梦乡
轻轻
温暖了火红的冬魂

老人
古铜的烟斗 倚门
咀嚼着阳光
有涛自远方响

炭火
闪光的温情
在脚下
拉长了的夜

冬
一条机灵的银鱼
悄悄地
游向那绿意盎然的
春的海洋

（向辉，洞口县人，文学
创作二级作家。先后在《儿
童文学》等四十多家报刊发
表文学作品七百多篇（首），
已出版作品集三部）

冬日短歌（组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