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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冈工作站
▲张宇翔遗失坐落于武冈市水西门街道普

岭社区原商四街 72 栋 1 号(现普岭路 124 号)的
国有土地使用证一本，编号:(2000)03403、私人
住宅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一本，证号为字第056
号，用地面积100.8平方米，对以上两证特声明
作废。

杨红苏

清晨，温润的阳光倾泻在路边，
绿草如邻家乖巧的女孩，静静地聆听
朝阳的低语。偶尔洒下的鸟鸣像是
一串省略号滴落在心里，荡起小小的
涟漪。笔直的路边摇曳着一丛丛花
影，欢快的脚步轻盈地弹奏着大地。

抬头望去，一树一树的西府海棠
站在道路两边，搭建起一条惬意的花
阴小路。那胭脂粉的点点花苞如少
女娇羞的妆容，惹人怜爱。此时，有
的花开得正盛，有的花禅坐不语，这
是一朵花最好的年纪，它们坚守枝
条，挨挨挤挤，笑语盈盈。

凝望遥远的北方故乡，思绪穿过
高楼林立，穿过千山万水，飘忽到三
十年前大平原的棉田里。那是一个
夏季的清晨，正值棉花盛花期，母亲
弯腰在田间为棉花打顶，一棵棵棉株
上飞满了乳白、姜黄、粉红和深紫色
的花朵。她时不时地站直身子，用手
指数着棉枝上的花朵，每朵花意味着
一个棉桃，决定着秋天的收成。在那
几个月里，母亲整天在田间，日复一
日地照料棉田。我陶醉在这彩色斑
斓的花朵里，待夕阳西下，花朵合拢，
劳累的母亲终于可以坐下，坐在地头
的花阴里歇歇。这一刻，棉田沉浸在
宁静和满足中，我与母亲静待辛勤劳
作后大自然的馈赠，如同在漫长的光
阴里，等待一个婴儿长大成人一样。

母亲在棉田花阴间穿梭的影子
早已无处可寻，但她年轻的面庞和挺
拔的腰身仿佛就在眼前。岁月在无
情地流转，流走了太多光阴的变迁。
当年在棉田摘棉花的女孩早已嫁为
人妇，每每想起家乡洁白如雪的棉
田，满地朵朵白花盛开时，虽已过不
惑之年，可心底依然滋长出山河缱
绻、岁月可亲的情节。

曾读《红楼梦》，想起“史湘云醉
卧芍药裀”的情节。一个十几岁的女
孩子醉卧花丛，头枕着芍药花瓣，蜂
蝶绕着她嬉闹。湘云转身时，真是

“四面芍药花飞了一身，满头脸、衣襟
上，皆是红香散乱”。一幅青春绚丽、
浪漫诗意的画面，美得不可方物。对
于湘云来说，曾经有过陶醉的青春，
即使最后孤独无依，但在那醉人的花
阴下，她那自然随性的性格，就像旖
旎的春光，将温暖和明媚停驻在每个
人的心里。

忽然想起，一个炎热的午后，大
人们都去田地劳作了，在大伯家的院
子里，一丛丛高高的蜀葵花笔直地盛
开着，在阳光抚过的花阴下，一
群小伙伴蹲坐在地上，沉浸在
弹玻璃球、甩元宝的游戏中，我
却心思游走。这时，大伯家窗
台上的几本小人书吸引了我，
我坐在蜀葵花旁，捧着一本本
小人书，深陷其中。尽管周围
嘈杂，但那些小小的文字和图

画，像是一颗颗好吃的糖果，清澈了
我烦躁的心。阳光透过蜀葵花的叶
间，洒下斑斓的光影，伴随着小人书
的故事，我度过无数个这样的夏日午
后。在那个纯真的快乐时光里，我找
到了属于自己的安宁。

年少时的阅读如一粒种子，经过
岁月的沉淀，成了我的热爱。或许缘
于语文老师对年少时我的作文的表
扬，或是家人的赞许，如今坐在书桌
前写作，已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每
天陶醉在这朵“花”的光阴里，日复一
日，滋养着日渐丰盈的心。

在时光的流转中，我沉醉在梦想
的花阴里，坚守内心深处的热爱。无
论是初开的棉花，还是繁盛的海棠；
无论是纯真的童年，还是成熟的岁
月，每一片花影、每一段回忆，都像一
缕清风，滋润着心灵，慰藉着思绪。
人生旅途难免会有荆棘，但只要怀揣
热爱，就能在花开的季节，找到自己
的芬芳。沿途的风景，无论悲喜，都
是生命的馈赠，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
里，时光都会温柔以待。

醉 花 阴

周志斌

这是我此生
必须途经的一座城

它伫立草原尽头，摊开双手
任万千雨水冲刷
失去的，和即将失去的
如雨水般冰冷

荒芜如德令哈的一座城

这是我走向自己
无可回避的一座城

我搭上帐篷。抵御雨水、朔风、
寒潮

呼吸青稞、雪山、阳光

甚至草原，偶尔回响的
诗人走过的脚步

在德令哈，我从不担心失去
开遍草原的格桑花
如此绚烂，如此短暂

德 令 哈

刘忠民

云南与西藏交界
的澜沧江畔，虽然土
地贫瘠，但分布着层
层叠叠的桃花盐田，
那色彩斑斓的盐田，
在滋养着当地藏民世
代繁衍生息的同时，
更描绘着千年的盐韵
的传承、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大美画卷，
令人叹为观止。

吉普车在蜿蜒的
滇藏路上行驶，沿途是
连绵起伏的山峦和奔
腾不息的澜沧江，当进
入一个“S”形的拐弯处
时，眼前的悬崖峭壁
上，一块块盐田映入眼
帘，它们依山傍崖，条
条块块地排列着，宛如
晾晒在阳光下的古老书卷，
记录着岁月的沧桑。而盐田
之下，则是汹涌奔腾的澜沧
江，这个滇藏交界处的产盐
地带，就是闻名藏区的芒康
县盐井镇加达村。

加达村的盐田平均海
拔2000米以上，一块块盐
田由粗壮的木桩支撑着，
相连相接，从江边不断向
上铺展，错落有致地挂在
悬崖峭壁上，走过了千余
年的坚韧时光。

加达村的澜沧江边，
遍布着众多的卤水井，它
们深邃而神秘，透露着古
老的气息，是桃花盐之源。
生活在此地的藏民，依然
沿用着最原始的制盐方
式，那抽取卤水的过程，反
映着古老的智慧。10余米
的竹筒，带着神秘的声响，
下入深井之底，饱吸卤水
后，缓缓上升，将满腔的收
获带上陆地，倾泄于巨大
的水池中。这些来自岩层
之下的卤水，是要在池中
歇息一番的，以把身上的
泥沙等杂质沉淀清澈，待
炙热的阳光把它浓缩成宝
石般晶莹碧绿时，藏民们
再把它们装进木桶，背在
肩上，顺着陡峭的小路，一
桶桶地背上高高的悬崖，
均匀地洒在盐田之上，让
其继续接受河谷劲风的吹
拂，山顶阳光的照耀。随着
时间的推移，卤水中的水
分加快了蒸发、浓缩的脚
步，最终干爽成淡红色的
盐晶，这，便是桃花盐了。

层层叠叠的盐田形成

了有如迷宫的盐
棚，吸引着猎奇的
我进入其中，棚内
光线稍显暗淡，咸
香的味道却更加浓
郁。盐田渗下的卤
水在棚顶结成了一
根根晶莹的盐钟
乳，在我眼前晃出
迷离的世界，诉说
着时光的坚韧和久
远。这种传统的制
盐技艺，是澜沧江
畔人们世代相传
的，已经沿续了上
千年，他们利用大
自然的独特馈赠，
结合人类的智慧，
将卤水转化为珍贵
的食盐。这项艰辛
的劳作，让盐工们
的脸上过早地刻上

了岁月的痕迹。阳光下的
那一张张笑脸，总是挂着
让人感动的质朴与灿烂。
这既是对大自然的敬畏，
也是对传统工艺一份纯真
的坚守和自豪。

当我站在高处，秋日
的桃花盐晒场、蔚蓝的澜
沧江水、翠绿的卤水池、赭
红的盐田，构成了一幅色
彩斑斓的画卷。阳光斜洒
在广阔的盐田上，金黄色
的光辉与红润的盐晶交相
辉映，形成一片璀璨的景
象。远处，澜沧江的奔流不
息，与盐田静置的美景遥
相呼应。这里，是自然与人
文的完美结合，是秋日里
最独特壮丽的风景。

色泽红润的桃花盐，
晶莹剔透，口感细腻，咸香
适中。用它烹饪美食、酥油
茶，能为我们带来独特的
韵味。在这里，我吃到了藏
家风味浓郁的加加面，那
浓郁鲜香、边吃边添的习
俗，让我胃口大好，就着美
味的腊肉，连连吃下16碗。

除了作为调味品外，
桃花盐还有着广泛的用途。
这里的人们用它雕刻精美
的盐雕以及沐浴、疗疾等，
桃花盐的文化、医疗等价值
正在逐步发扬光大。

桃花盐田，不仅让我
领略了澜沧江畔的自然之
美，更让我深刻感受到了
桃花盐的独特魅力。它如
同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
在澜沧江的额头，在每一
个亲近的人的心头，烙下
了难以磨灭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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霞映风雨桥 张贻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