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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 失 声 明
联系电话:0739-5322630 QQ:838947461

▲ 赵永彬遗失邵阳
市双清区法院开具的湖南
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两
份，票号分别为：湘财通字
（2015）1897293578、湘 财
通 字（2017）2660826887，
声明作废。

▲ 赵永彬遗失邵
阳市北塔区法院开具的
湖南省非税收入专用收
据两份，票号分别为：湘财
专字（2015）00414450、湘
财专字（2015）00414451，

声明作废。
▲ 邵阳市北塔区

状元洲街道观音庵社区
居民委员会遗失转账支
票24份，票号：
4020432500700901—
4020432500700903、
4020432500700905—
4020432500700925，声 明
作废。

▲刘再生遗失湖南
科技大学毕业证，证号：
874209，声明作废。

山里的孩子有自己的王。何青
叶虽然是个女孩子，但她年龄偏大，
头脑清晰，说话声音大做事果断，而
且很少出错，大家都听她的指挥与
调遣。

我说的山里，指的是河伯岭。
河伯岭是湘西南最大的山脉，

五岭之中越城岭的支脉。相传宋代
江东一名叫何俊良的读书人，参加
科举考试屡不及第，就放弃仕途四
处云游，见此地风光奇秀便定居下
来。他学富五车精通医学，就以上
山采药治病救人维持生计，由于医
术高明且仗义疏财，赢得当地民众
无比的尊崇，亲切地称之为何伯。
他死后，人们为他修庙塑像，并把山
名呼作何伯岭，后讹为河伯岭。

“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
盛开。”说的是山上的季节比山下慢
一拍，河伯岭山上也是如此。

只有到了农历三月，温暖的气
温才趋于平稳，各种落叶灌木开始
吐芽，野花次第开放，小鸟的鸣叫声
随即热闹起来。孩子们脱掉了棉
袄，行动顿时自由轻松了许多，他们
可以到岭上去找小竹笋，采野蘑菇，
找山果子吃。

为了安全起见，山村里的孩子
基本上是成群结队出发，何青叶自
然而然地成为领头人。她每次都站
到高处宣布一些口头规章制度。比
如不准攀爬悬崖，不许将野菜连根
拔起，每隔几分钟呼唤一下同伴报
个平安，确定一下位置等等。要知
道，山里伤人的野兽虽然很少，但并
不是没有。

这个时节最让孩子们兴奋的，

莫过三月泡了。三月泡是野草莓的
一种，颜色鲜艳红得透亮。它的藤
蔓长着棘，匍匐在草丛中或浓密的
灌木丛中。有零散的，也有丛生的。

零散的三月泡，可以令发现者
眼晴一亮。

如果发现一大丛，绿色的叶片
下，红彤彤的像朵朵小花，颗粒饱
满，密密麻麻。欣喜之情就难以言
表了。

大家蜂拥而至。
这种较大的收获，青叶会做出这

样的指令：谁都不许动，要带回去给
家人吃。大家齐心采摘好，放到一
起，回村后清点人数，假设共八个人，
就平均分做九份，发现者得两份，其
他人各得一份。每一次都这样。

因此，远远地看见孩子们从山
上回来，最高兴的是还在蹒跚学步
的小家伙，早已望眼欲穿，此刻都尖
叫着扑向自己的哥哥姐姐。半天不
见，那股子亲热劲谁看着都眼红。

青叶则吆喝着瓜分“战利品”，她
叫大家把篮子里的蘑菇、嫩笋子、蕨
菜、三月泡分开倒在展开的大竹垫
上，然后分成若干等份，抓阉领取。

整个山村沉浸在欢乐之中。
仲夏时节，树上的水果成熟

了。孩子们最期待的是星期天，他
们一早就聚集到村前的禾塘坪。出
发前依然是听青叶做重要的讲话：
防蛇防兽，注意安全。归来时总是
收获满满，野山梨、桃子、李子和其
它不知名的果子几大堆，颜色诱人。

然而，最让人期待还是农历九
月。山里的毛栗子、板栗熟了，油茶
开花结果了。

孩子们走进山脚的油茶林，往
往是浓雾未散，各自能听到声音，见
不到人影，这便带有了捉迷藏的色
彩，更让他们兴奋。有人故意尖叫，
有人大喊，有人唱歌，整个山野热闹
起来。他们寻茶耳吃，用吸管吸油
茶花花蕊里的花蜜。

正全神贯注地吸着花蜜，有爱
恶作剧的小伙伴趁你不注意，用脚
狠狠地蹬一下树干。油茶树干一般
不粗，枝繁叶茂，上面积满了露珠，
他这一蹬，整个树就摇晃起来，露珠
像大雨一样倾泻而下，让你的头发
衣服瞬间湿透，整个人变成落汤鸡。

于是，互相之间又有了追逐与
打闹，欢乐的气氛笼罩了整个山
林。等到浓雾散去，何青叶就集合
众人，向山腰出发，那里有裂开口的
毛栗子和板栗。这才是他们一天的
重头戏。

毛栗子树矮小，成熟裂开口的
果子经风一吹，籽粒就散落到地
上。拔开树丛，在地上一颗一颗地
捡，这很考眼力，也让人惊喜不断。

树上也有成熟了尚未裂开口
的，像一个个略带黄色的刺球。大
家小心翼翼地连枝头折断，放到地
上，用一只脚加上整个人的重量踩
上去，身子来个一百八十度的旋转，
刺壳与果实就分开了。

大家各自忙碌，不断地用“啊，
我找到一棵结满了毛栗子的树”的
声音报告自己的位置。如果有人很
久没出声，何青叶就会大声呼唤他
的名字，直到应答为止。

傍晚回村，大家依规分享收获。
整个山村沉浸在欢乐之中。

山里的孩子
陈 霞

有人等雨，有人等风，
我却极喜等雪。

这几天气温虽然下降
了许多，也下了雨，却依然没
有等到雪花。天空还是那样
高远纯净，太阳依旧从山顶
升起，只是感觉不到那种秋
天的暖，原来这冬真的来了。

已经到了小雪，依然没
有雪的影子。突然想起小时
候，好像过了立冬，雪就会
一场接着一场纷至沓来。似
乎整个冬天，都是在下雪融
雪。一场雪还没有完全融化
掉，下一场雪就又来了。白
的房，白的树，白的山峰，白
的田野，甚至连雪地觅食的
鸟雀儿都是白的。

乡村和田野被雪覆盖
着，除了偶尔几声犬吠外，
就连风也文气的，轻轻地吹
过。独自踏雪，有一种隐忍
的欢喜在心里头暗暗弥散。

即使是下再大的雪，
学还是要上的。只是每天
都是迎着刺骨的寒风，踩
着厚厚的积雪，深一脚浅
一脚地走着，身后总是会
留下我和同学们一个个深
深浅浅地的脚印。听着咯
吱咯吱的踏雪声，感觉整
个身体也是轻飘的，不时
还会抓一把雪，疯也似地
往同伴脖子里塞，接着就
是一阵阵爽朗的笑声在山
谷回荡。

那个时候感觉风也大，
直刮得山岭的松树发出呜呜
的响声。松针下还会结成小
小的冰凌，可以摘下的，我们
都想方设法摘下，放进口中，
有种丝丝甜甜的感觉。天气
实在太冷时，树梢的冰凌会
越长越长。若有一只两只鸟
雀落在上面，冰凌就会哗啦
啦落下，假若碰巧你正从树
下经过，那些细碎的冰花就
会顺着领口钻进脖子里。

冰凌是小时候最受我
们待见之物。冰凌是学名，
我们都称它为“凌钩子”。
凌钩子长的两三尺，或上
粗下尖，或细长细长。我们
喜欢把凌钩子掰下来，当
一柄剑握在手里玩。时间
长了，手被冻得通红，但心
里却是很爽快的。

有时候，雪会下一整
天。一家大小全都坐在柴
火灶前烤火，听柴烧的“噼
噼噼”声响。只是坐得久
了，小孩子们憋不住，便跑
出老屋，去屋外的稻场玩
堆雪人、打雪仗。在雪里玩
久了，母亲也会大声对我
们说：“你们几个猴子，不
怕 冷 吗 ？雪 有 什 么 好 玩
的？”嘴上虽然在说，但也
就说说，让我们在雪地里
玩个够。

冬天本应是雪花的舞
台，可现在越来越难得一见
漫天飞舞的雪花了。或许真
是气候变暖了，现在的冬
天，很难看到下雪。偶尔下
一场，融化得比风还快。也
会结冰，但也是薄薄的一
层，全然没有儿时冬天冰天
雪地、寒风刺骨的感觉。

每每在网上看到北方
又是大雪飘飘时，更是神往
不已。喜欢“千树万树梨花
开”银装素裹的震撼，喜欢

“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
的唯美和馨香，更是喜欢飘
雪时节打雪仗堆雪人的快
乐时光。

期盼在这个冬天不久
的一天，能迎来一场纷纷扬
扬的雪花。夜来一场雪，清
晨打开那扇窗，看见的是茫
茫白雪素裹，那该是多么惬
意的事啊。

已经离开故乡几十年
了，每当冬天，雪的影像便
会不自主地浮现在脑海里。
或许，那雪就是一念乡愁，
会随时悠悠地飘进心田。

于是，在每个冬天，我
总是等待。等一片雪花优
雅地飘落下来，来温馨我
对故乡的记忆。

等雪来
鲁 珉

秋色

刘玉松

冬天来临前，驱车两百公里
去桐子坳村，追赶一抹
太阳遗落的金黄

上千棵银杏树，满怀歉意
那些温暖的亮色
被冬的刀戟，一闪
枝叶间，徒留风孤独来去

我们总是姗姗来迟

总是，以羁于俗世的名义
对错失的事物
暗生愧疚

路旁的一棵小银杏树，坚强、无畏
挥舞一树金黄。这多像
那年相遇的时光
不算太早，也不算太迟。一切
都是刚好的样子

桐子坳
周志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