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双清
审稿：曾世国   责编：刘振华    版式：张 凌    总检：魏 谦2025 年 4 月 15 日    星期二

每年清明时节，那纷纷细雨

似离人泪，总会勾起我对母亲无

尽的思念。

在众兄弟姐妹中，我常被说

长得最像母亲。母亲是一位再普

通不过的农村妇女，她有一张平

凡却满含温暖的脸，阔面大耳，慈

眉善目。她身材矮小，仅一米五出

头，可在我心中，她的形象无比高

大。母亲一生未进过学校的大门，

但她积极参加生产大队的扫盲学

习，努力认下了几个字。

母亲是十里八乡出了名的热

心肠。那时候，家中人口众多，日子

过得紧巴巴。可即便如此，不管是

左邻右舍遇到难处，还是外地难民

上门求助，只要家里还有一口吃

的，父亲和母亲都会毫不犹豫地伸

出援手。母亲的勤奋与能干，更是

让邻里赞不绝口。每天天刚亮，母

亲和父亲便已起床，开始了忙碌的

一天。白天，她和父亲一同下地干

活，挥洒汗水，耕耘日月，播种希

望。回到家后，她又马不停蹄地操

持一家人的饮食，还要饲养家里的

鸡鸭猪狗，把家里的大小事务安排

得井井有条。而夜晚，当孩子们都

进入梦乡，母亲仍要在昏暗的油灯

下，专注地纳鞋，或者浆洗衣服。那

“哒哒”的针线声，如同夜曲，一直

陪伴着我们成长。

母亲厨艺精湛，虽然做菜时

用的油极少，但她总能将简单的

食材变成一道道美味佳肴。至今，

我仍怀念母亲做的饭菜，那是家

的味道，是母爱的味道。

母亲十分注重自己的形象，

无论生活多么艰辛，她总是穿得

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浑身散发着

精气神。她的一言一行，都透着对

生活的热爱与尊重。母亲性格温

柔，从不与人争长论短。在邻里妯

娌间，她从不会拨弄口舌。有时候

受了委屈，她也总是默默忍受，独

自咽下泪水。她把所有的苦都藏

在心底，展现给家人和邻里的，永

远是那温暖的笑容。母亲很少打

骂孩子，即使我们犯了错，她也只

是轻描淡写地数落几句，语气中

满是疼爱。偶尔气急了，要打我

们，那高高举起的鞭子，也总是轻

轻落下，生怕我们受伤。而父亲暴

怒时，常常不顾一切，下手很重。

孩子们长大成家后，母亲又

将全部的爱倾注到了孙子孙女身

上。她不辞辛劳，带完大的接着带

小的，任劳任怨，无怨无悔。她用

自己的全部心血，为儿孙们筑起

了一个温暖的港湾。然而，命运却

如此残酷。正当母亲该享受含饴

弄孙的幸福晚年时，她却积劳成

疾，患上了恶性肿瘤。我们四处求

医，辗转多家医院，遍寻良医不

遇。年仅六十多岁，母亲便永远地

离开了我们，成为我们心中永远

的痛。“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

而亲不待”，这份遗憾，如同巨石，

沉甸甸地压在我们心头。

母亲走后，记得刚办完丧事，

我要回城上班时，忍不住号啕大

哭了一场才离开。此后，我坚持清

明回家给母亲挂了三年青。再后

来，由于工作变动、琐事拖累，每

到清明节，我委托在家的大哥和

兄弟们代劳，自己很少回去给母

亲扫墓，只能在心中默默地感恩

她给予我的一切。

回想起母亲在世时，倘若听

闻我将归来，那便是她最心心念念

的时刻。她总会早早地倚在那扇柴

门前，目光急切地朝着远方眺望，

身子微微前倾，仿佛这样便能更快

地盼到我的身影。待看到我出现在

她的眼前时，她满是皱纹的脸上瞬

间绽放出笑容，那笑容比春日里盛

开的繁花还要灿烂。她一边快步迎

上来，一边嘴里念叨着：“这几天灶

火在呵呵地笑，我就知道你会回来

的。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她拉着

我的手，就像我还是当年那个离不

开她的小孩子，一路往家走，那双

手虽然粗糙，却传递着无尽的温

暖。走进家门，她又忙着说：“我留

了好多好吃的东西，等会妈妈做给

你吃。”听着母亲这些质朴又饱含

深情的话语，我的心中满是感动，

但也不免自责起来。工作之后，我

回家的次数实在太少了，陪伴父母

的时间屈指可数，实在是对不住两

位老人家。

母亲还常常喜欢和我说起我

小时候的事情。她的眼神中满是宠

溺，娓娓道来：“你小时候啊，可调

皮了，不吃奶，还特别喜欢哭，让我

操了不少心。没想到长大了，成了

最乖巧温顺的孩子，也是妈最有出

息的孩子。”说到这儿，母亲总是充

满了欣慰与喜悦之情，那是我见过

的她最自豪的模样。我静静听着，

那些儿时的过往，在母亲的讲述

中，仿佛又鲜活地浮现在眼前，也

让我更加深刻地感受到她对我的

爱，从始至终，从未改变。

蛇年清明又至，母亲，孩儿想

您了。这些年来，我对您的思念从

未停歇。我深知，您的养育之恩，

我永远无法报答。但我会带着您

的爱与期望，好好生活。

（刘 运 喜 ，邵 阳 学 院 教 授 、
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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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未停歇的思念
刘运喜

吊脚楼在风中轻响

石桥雨滴，是灵动的音符

心情于瓦檐上跳跃

桥下流水潺潺，似时光的弦

弹奏着岁月幽远的歌

荷花在池塘撑起粉伞

与风低语

待寒冬，腊梅傲立枝头

把冷香揉进霜雪的梦

春天里，梨花开满山坡

白得像云，落满人间寂寞

不远处，桃林燃起粉色火焰

蜜蜂在花蕊间忙碌

松涛阵阵，似大地的鼾声

风雨桥头，藏着苗家的情

小船在碧水里划开涟漪

如叶，飘向远方

在花园阁的寂静中独行

听风、看水，赏遍四季的景

苗家的故事在风中传颂

一点相思，融入山水的梦

路过上堡

在风的轻唤中，路过上堡

铜钱树摇响岁月的铃铛

每一片叶子，都是古老故事的

书签

石径蜿蜒，像时光的脉络

脚步叩问，历史

在回声中沉默，小桥横跨在流

水之上

连接着往昔与此刻

民宿的窗，透出温暖的念想

像温柔的眼眸，张望

旗杆石站立成，岁月的守望者

拴马树下

马蹄声在记忆里回响

鼓楼矗立，如历史的史官

记录着朝代的更迭，人间的聚散

流水潺潺，吟唱着

古老的歌谣

侗寨人家的烟火，洇染着

生活的模样

风车悠悠转动，似梦的指针

在时光里刻下浅痕

梯田层叠，如大地的诗行

书写着四季的篇章

品味胡家大院

踏入胡家大院，时光的齿轮

悄然变缓

百年古树撑开岁月的巨伞

枝叶间漏下的阳光，是往昔的

片段

斑驳的民居，错落成诗

青瓦诉说着陈年旧事，雕花窗

棂后

藏着旧梦

每一块砖石，铭记历史

烟火袅袅，茶香、酒香交织

温暖着疲惫的心底

小桥流水，连接着往昔与如今

琴音弹奏着四季的更迭

岁月的沉吟，流淌进沉醉的灵魂

油菜花肆意铺展

风里弥漫着芬芳

每一寸土地写满灿烂

（李斌，供职于绥宁县文联，中

国作协会员）

行吟花园阁
（外二首）

李 斌

湘西南诗会

一日，我跟随新邵县作协采风团来到严

塘镇高桥苗圃。踏入苗圃的那一刻，仿佛踏入

了一个被岁月与自然精心雕琢的梦境。目光

所及，皆是形态各异的树，每一棵都似大自然

派来的使者，诉说着独属于自己的故事。

最先映入眼帘的，是红砖老楼房前的一

棵水杉。它如同一柄绿剑，笔直地刺向灰蒙的

苍穹。细密如羽的枝叶层层叠叠，在微风里轻

颤，仿佛在诉说岁月的密语。粗糙的树皮，刻

满时光纹路，那是风雨雕琢的印记。仰望着

它，一种震撼与敬畏自心底蔓延。在这个院落

里，它默默坚守，远离繁华喧嚣，自成一方静

谧天地。它守望着四季的更替，见证了苗圃的

变迁，宛如一位沉默而忠诚的守护者。

再往前行，便能看到两棵高高的椿树并

肩而立。在苍茫天空的映衬下，它们的轮廓格

外清晰，好似两个大大的惊叹号，醒目而独

特。它们的枝干错综复杂地伸展着，尽管叶子

已经落尽，但依旧透着一种苍劲与倔强。我走

上前去，触摸它们粗糙的树皮，感受着手心的

粗粝。这是岁月镌刻的痕迹，记录着无数个日

夜的风雨洗礼。

我静静地站在椿树下，仰头看着略显萧

索的枝丫。我知道，这看似沉寂的枝干，正蕴

含着蓬勃的生机。过不了几日，它们便会焕发

出新的活力，撑起一片葱郁的绿意，为这座园

子增添一抹动人的春色。

沿着园中小径继续前行，一棵繁茂的大树

出现在视野中心。这是一棵已有几百年历史的

古树，它的树冠宛如一把巨大的绿伞，枝叶层

层交织，阳光透过缝隙洒下，在地面上形成一

片片光影拼图。粗壮的树干上，纹理深深浅浅，

宛如岁月留下的神秘符号。微风拂过，枝叶沙

沙作响，仿佛在低吟着往昔的故事。置身其下，

我心中涌起诗意：“新绿旧碧层层叠，枝枝叶叶

皆含情。”这层层绿意，是树与时光的对话。

在这座占地四百多亩的苗圃里，树是当

之无愧的主角，让人目不暇接。它们或伟岸，

或秀丽，或沉静，或热烈，每一棵都以磅礴的

力量，书写着属于自己的传奇。

你看，东南角，红豆杉正抽着嫩芽，与清心

寡欲的竹柏相伴，相互依偎。竹柏的扇形叶在风

中摇曳生姿，两种气质迥异的树，在这里却融合

得相得益彰。我想，它们的树根必定在泥土下紧

紧相握，如同古琴与洞箫的和鸣，和谐而美妙。

杜英树则显得最为风雅，它的老叶还残留

着去年的一抹胭脂色，新生的叶片却嫩绿得如

同新出的翡翠。绿和红都很干脆，没有任何中

间色彩。令人惊奇的是，所有的绿叶都是叶尖

朝上，努力向着天空接收阳光；而所有的红叶

都是叶尖向下，时刻准备回归大地。难怪那些

坠地的红叶，有种惊心动魄的悲壮。而同样颜

色的红叶石楠在园子的一角举着火炬。看着

它，我想起了敦煌壁画里的“飞天”，明明静止

不动，却能在光影变幻中舞出流云般的姿态。

当我们一行人行至春光深处时，满园的

树仿佛受到了指挥，开始了一场盛大的合唱。

樟树沙沙，竹柏飒飒，椿树哗哗，各种不同的

声部在春风中交织，纷繁却又和谐。

我们一边观景，一边听着讲解员的解说，

苗圃几十年来的兴衰荣辱仿佛在我们眼前徐

徐展开。那些曾经在苗圃中忙碌的身影，在枝

叶间若隐若现。老一辈育苗人带着质朴的热

忱，弯腰播撒着希望的种子；年轻的学徒们眼

中闪烁着求知的光芒，虚心地讨教技艺。曾几

何时，这里新苗簇拥，一片蓬勃，充满了清新

的朝气，承载着人们对绿意与生机的向往。岁

月流转，市场浪潮翻涌，苗圃也在时代的浪潮

里经历了很多波折。苗圃工人们不言放弃，勇

赴潮头，撑起了眼前这片绿色的奇迹。

只有这园中的树，无论岁月如何变迁，始

终遵循着季节的轮回，一直向阳生长，各具风

姿。它们让我明白，坚守与希望，从未在这片

土地上缺席。

离开苗圃时，阳光已升至中天。苗圃的铁

门在身后轻轻合上，像是合上了一本读不完

的书。那些树在春日里蓬勃生长着，它们的年

轮里藏着所有未说出口的晨昏与春秋，等待

着下一个有心人来倾听、来解读。

（吴艳红，新邵县作家协会副主席）

旅人手记

与 树 书
吴艳红 龙烟山脉的褶皱深处，蛰伏

着我魂牵梦萦的故园罗家坊。马

鞍山似一匹蓄势的骏马，鬃毛飞

扬，镇守东方门户；蓼水河蜿蜒如

练，波光粼粼，恍若九天银河倾泻

人间；南北梯田层叠，恰似仙人弈

罢未收的翡翠棋局；星罗棋布的

院落，在阡陌纵横间勾勒出大地

的年轮。每至春分，我总爱独立晒

谷场青石阶上，看炊烟与山岚缱

绻缠绵，将粉墙黛瓦洇染成一幅

流动的水墨丹青。

暮色四合时，蓼水河便成了

大地轻吟的琴弦。对岸竹影婆娑，

疏落有致的灯火次第点亮，犹如女

娲补天时遗落的星辰碎片。马鞍山

敛起白昼的锋芒，化作守护乡土的

温柔脊梁。罗家坊的夜晚从不沉

寂，路灯织就的星网下，晚归的拖

拉机拖着月光的犁铧，在夜色中犁

出一道银亮的轨迹。村卫生所的长

明灯恒久不灭，宛若一枚凝结时光

的琥珀，温暖着寂寥的夜。

这片被星辉亲吻的土地上，

先民以锄犁为笔，以大地为笺，书

写着永恒的田园诗篇。祠堂前的

状元古井，粼粼波光中倒映着七

百年文脉。春耕时节，常见戴眼镜

的后生手捧书卷走过田埂，微积

分公式与秧苗的倒影在水田中交

织成奇妙的图腾。

我悬壶济世五十三载，药箱

里始终珍藏着那本泛黄的《赤脚

医生手册》。为五保户问诊归途，

总能在某个转角邂逅岁月的馈赠

——或是当年亲手接引的新生

命，如今已执起教鞭立于三尺讲

台；或是治愈的老人，颤巍巍捧来

带着山岚清香的菌菇。那些奖章

证书深锁樟木箱底，唯有墙上锦

旗沐着晨昏，红得愈发灼目，宛如

山间不凋的杜鹃。

七十六度春秋如白驹过隙，

我已青丝成雪。如今后生们在村

口建起电商驿站，将山野的馈赠

——八月炸的甘醇、野茶油的芬

芳——送上云端，屏幕里飞舞的

订单如同归巢的雨燕。祠堂重修

竣工那日，我仰望飞檐下新悬的

“医道仁心”匾额，鎏金大字浴着

朝霞，恍若当年父亲教我研读《千

金方》时，那缕穿透窗棂的晨曦。

暮色苍茫时，我爱独坐河畔。

对岸新架的跨河大桥亮起璀璨灯

带，宛如卧波长虹。晚风送来琅琅

书声，与潺湲水韵相和鸣。我仿佛

听见古老村落年轻的心跳，正穿

越七十二道青翠山梁，叩响属于

未来的朱漆大门。夜露渐浓时，祠

堂的铜铃在风中轻颤。回响里，既

有昔年书生晨读的吟哦，又融着

今日孩童诵读外文的清音，在时

光的长廊里交织成永恒的复调。

（黄民能，绥宁乡村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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