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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讯 （记者 袁光宇 通讯
员 肖团结）“距离‘十月十’兄弟节不到
半个月了，姐妹们，加油啊！”10月23日，随
着常务副会长阮桂花的一声吆喝，绥宁县群
众文艺协会参加该协会经典节目《我在苗乡
等你来》排练的会员们更加用心用力了。

旗袍秀《我在苗乡等你来》曾于今年3
月参加横店第二届中华旗袍文化交流峰
会，6月又受邀参加张家界冠礼台全球华服
展演会，每到一处，这台由绥宁县群众文艺
协会自编自导自演的节目以其浓郁的湘西
南苗侗风情，倾倒了评委和观众。它将邵
阳蓝印花布旗袍、湘西南苗侗音乐和绥宁
优美的森林生态风光舞台视频完美地融合
在一起，艺术地展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理念指引下绥宁少数民族群众富足、
温馨、健康的幸福生活。

“旗袍秀《我在苗乡等你来》是在民间
诞生的群众文化艺术瑰宝，其本身就具有
极高的民族民俗研究价值。”邵阳学院教
授、邵阳民俗文化研究专家钱毅博士表示。

绥宁县群众文艺协会成立于2013年，会
员以绥宁高知女性和党员女性为主，目前会
员稳定在180人左右。7年多来，该协会在会
长阮明山的带领下，发挥自身特长，孜孜不倦
致力于绥宁民族民俗传统文化的传承，目前
已成立四支专业演出和传承队伍：民族舞蹈
队、地方戏曲队、旗袍队和合唱队。仅今年，该
协会就组织参加公益演出13场次，发动会员
为贫困学生捐款5000多元。该协会还积极参
与扶贫攻坚、安全生产、扫黑除恶、优良家风等
宣传，被誉为“神奇绿洲的红色娘子军”。

“目前我们正在开展而且准备长期坚
持的一项公益活动，就是对绥宁姑娘开展

优雅仪态礼仪培训。绥宁姑娘早就美名远
扬，在此基础上，我们有针对性地对其进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女性传统美德和国
际礼仪培训，可以进一步提升绥宁姑娘的
美誉度。目前，我们已经完成这方面的培
训 2 期近 60 人，从她们的就业和婚姻状况
来看，效果非常明显。”绥宁县群众文艺协
会骨干成员龙新媚介绍。

“十月十”兄弟节是绥宁一年当中最后
一个独有的少数民族传统节日，盛行在该
县寨市和东山一带。每年的这天，湘、桂、
黔甚至川、渝等地的各民族兄弟都会利用
农闲汇聚在此，欢歌劲舞，共庆大地丰收与
边界和谐。今年，绥宁县群众文艺协会将
赴寨市和东山两乡演出。

“在家门口演出，更要精益求精。”旗袍秀
《我在苗乡等你来》主演人员之一邹燕玲说。

绥宁“红色娘子军”劲推传统文化传承

奶奶家离得远，我从小生活在外婆家，
外婆一直用心抚养我。我生活在外婆的温
暖里，也生活在外婆的谎言里。

很小的时候，外婆领我去公园玩耍，公
园里花团锦簇，我高兴地跑到花池旁，随手
采摘了几只花朵，然后抛向空中，花朵随风
而舞，我开心极了。这时外婆看到了，急忙
把我叫到她跟前，认真地对我说：“千万不
要再摘花朵了，花妈妈在旁边正偷看呢。
花妈妈很心疼，谁采摘花朵，花妈妈都记在
心里了。每到冬天，花妈妈就会施展法术，
惩罚摘花的人，让他手上裂开一道口子，会
很疼的，看谁以后还敢再摘花。”我又惊又
怕，忙问外婆：“我的手是不是也要裂开一
道口子呀？”外婆安慰说：“我替你向花妈妈
道歉了，花妈妈说没事了，就看你以后的表
现啦。”外婆还告诉我：“花儿也是有生命
的，要做一个爱护花木的好孩子。”我记住
了外婆的话，不再随手采摘花朵，还经常给
花儿浇水呢。公园里的爷爷奶奶见了，总
是夸奖我。

刚上小学的时候，班里来了一个插班
生，她是从农村来的一个小女孩，因为个头
矮，老师就安排她和我同桌。我喜欢原来
的同桌，他是我家的邻居，又是我的好朋

友，老师把他调到了后面，这下我不高兴
了，于是就很反感新同桌。我在她身后贴
纸条，还拽她头发，老是欺负她。

星期天我准备和小朋友一块出去踢足
球，刚要出门，就被外婆叫住了，外婆温和
地说：“这踢足球嘛，一要会踢，二要速度
快，让别人追不上你才能赢，你知道怎样才
能跑得快吗？”我撅着小嘴回答道：“使劲地
跑呗。”外婆整理了一下我的衣襟说：“这人
嘛，从小就要为别人着想，多做好事，多做
善事，比如关心你的同桌，与她搞好团结，
爱护她，做的好事多了，就会感到自己像羽
毛一样轻，走起路来自然就健步如飞了，那
样别人就追不上你啦。”我果真相信了外婆
的话，第二天就与同桌和好了，我还给她带
了好吃的，还经常领她来我家玩呢。

后来长大了，我以为外婆再也骗不了我
了，可是那一次，外婆又编织了一个善意的
谎言。那年的一个夏天，我上高三，临近高

考的时候，有一天外婆把我叫到跟前说：“外
婆年龄大了，怕热，你姨妈家住在大城市，家
里有空调，我想去那里住上一阵子。你在家
抓紧学习，准备迎接高考，可不要挂念外婆
呀。”为了让外婆有一个好的生活环境，我坦
然接受了外婆的话，就安下心来备战高考，
结果如愿以偿考上了大学。可后来才知道，
外婆因为身体不好，去省城做心脏搭桥手术
去了，她为了不影响我的学习和考试，就编
织了这个谎言。还好，外婆身体恢复得挺
快，事后我惊出一身冷汗来，如果早知是这
样，我会为外婆的健康担忧，我会寝食不安
的，那样就不会安心学习参加考试了。

外婆从小就教育我要坚强，不要哭鼻
子，那样会变成金鱼的眼睛。在我成长的
道路上，外婆编织了一个又一个美丽的谎
言，鼓励我，引导我，让我做一个正直善良
的人。我从小生活在外婆的温暖里，更生
活在外婆美丽善意的谎言里。

生活在外婆的谎言里
卜庆萍

五年前，父亲办理了退休手续，离开工作了几十年的
岗位，不用每天夹着公文包去上班，本该是一件轻松的事
情，但每天到了上班时间，父亲往往会习惯性地从沙发上
站起来，在院子里发一会儿呆，然后又默默地回到客厅里
看电视，神情总有说不出的失落。

有一天，父亲外出遛弯，回来后却兴奋地说：“新开的
图书馆距离咱们家很近，真是太方便了！”从此，父亲常常
去图书馆，一去就是大半天，用母亲的话来形容就是：“老
头子在图书馆上班了！”

有一天，我下班早，正好路过图书馆，悄悄走进去一
看，父亲坐在临窗的位置上，桌子上摆着他那个大号的茶
杯，茶杯旁边是厚厚的一摞杂志，多数是养生、保健类的，
而他正在津津有味地阅读一份《人民日报》，我没有惊动
这个爱学习的老头子，找了一本书，也躲到角落里静静地
读了起来。

父亲不仅爱读，还喜欢摘抄，看到有用的东西就记下
来，有时还真能派上用场。我长期在电脑前工作，落下颈
椎不好的毛病，有时会头晕。父亲从他的剪报中找到一
篇文章，建议我把电脑显示器的高度增加十几厘米，说是
这样对颈椎伤害最小。当时，我没把这件事放在心里。
不料，没过多久，快递员就送来一个包裹，里面装的竟然
是父亲网购的电脑增高支架，还是我最喜欢的纯白色。
支架安装好以后，重新把电脑放上去，我尝试了一段时
间，果然感觉不一样，颈椎也不再那么难受了。

一年前，母亲体检时，查出她的胆固醇偏高，父亲在
图书馆看报时，无意中看到这样一段话：蒲公英茶，含有
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有强化肝脏的作用，能降低胆固
醇……当时正好是春天，父亲每天骑自行车去郊外，四处
寻找蒲公英的踪影。我曾不以为然地说：“药店里也有蒲
公英啊，很便宜的……”父亲却严肃地说：“我早就查过资
料了，野生的蒲公英茶效果最好。”母亲把父亲采来的蒲
公英洗干净晒干，妥善收藏起来，足够她喝上整整一年的
了。她每天用养生壶煮上几朵，屋子里总是弥漫着一种
淡淡的药香。不知是心理作用，还是真的有疗效，反正坚
持喝蒲公英茶的母亲，气色真的好了起来，父亲为此更加
得意，说这都是在图书馆看书的收获。

如今，随着时间的推移，母亲也受了父亲的影响，有
时也会跟着他一起去图书馆，两人慢慢地走去，看一会儿
书，再一起慢慢走回家，他们有说有笑聊天的样子，让人
觉得那么温馨。爱上图书馆的父亲，从书本中汲取着智
慧，和家人一起分享着收获。阅读，就这样成了开启父亲
晚年幸福生活的一把钥匙。

父亲爱上图书馆
张军霞

春天来了，燕子又从遥远的南方飞
回来了，可是我知道，它们当中再也不会
有飞到我老家的那只了。

那年春天，当父亲看到两只燕子在
我家低矮的屋檐前徘徊，他高兴得孩子
似地拍着手跳着说：“燕子要来我们家搭
窝了！你们千万不要出去，小心吓跑了
它！”不一会儿，燕子像是下定了决心，开
始从远处衔来草棍儿、羽毛，和着自己的
唾液在房檐下搭起窝来。父亲怕把它们
累着，还在院子的地上倒了水，让它们搭
窝有了泥巴，并且还找来枯草，折成火柴
棍儿长短，也放在旁边。这样，没过三天，
燕子窝就搭好了。那几天，父亲怕惊动燕
子，要求我们走路脚步一定要轻，不要大
声说笑，更不要抬头看燕子搭窝。

父亲不识字，但却对绅士一样的燕
子情有独钟，也许他觉得那样灵巧可爱的小燕子是一种
有文化的标志吧！他看到别人家有燕子窝，恨不得抓了来
自家养。可别人家都是二层小楼，最不济的也是青砖瓦
房，我们家却还是土坯房，燕子不光顾似乎也有理由，但
父亲却不信，现在燕子终于来了，父亲的春天也来了。

从此，父亲每天出门总要看看燕子，看燕子在院子里
飞，他高兴，因为他觉得今天一定是个好天气；看到燕子
已出窝，他高兴，暗自说一句，我今天偷懒了，还没有燕子
出门早呢；看到燕子低飞盘旋，他仍然高兴，看来要下雨
了，该下雨了，庄稼都旱了，省得我浇地了。总之，不管燕
子怎样，它都是父亲快乐的信使。如果一连几天下雨，父
亲就在房檐下撒些小米，尽管那时小米还很珍贵，我们平
时连小米汤也很少喝。

终于有一天，燕子窝里传来喳喳喳的叫声，小燕子出
生了，父亲像是自己添了儿子似的，高兴地不得了，一有
人来串门，他首先让人家看燕子窝。看着燕子更加忙碌地
给小燕子喂食，父亲总是感慨地说，看，燕子养儿比人还
辛苦！

秋天到，天气凉，燕子要回南方了，它们在院子上空
飞了好几圈才恋恋不舍地离开，父亲也像是告别长大的
孩子，挥挥手，一言不发地注视着它们。看燕子飞走，他才
用袖子擦去眼角的泪滴。

那年冬天，我们家盖了新房。冬天冷，昼短夜长，别人
家都不在这个季节盖，而父亲说，冬天盖房，不伤害燕子。
父亲把燕子窝小心地摘下，包好。第二年春天，新房盖成
了，他又把燕子窝重新固定在房檐下。没想到，房子变了，
燕子认得旧窝，盘旋几圈后，停在窝沿儿喳喳欢叫起来。

如今，父亲走了，我们也都长大，在城里有了家，年迈
的母亲被我们接到城里，老家，实际上成了一个空壳，我曾
回过老家一次，那房檐下的燕子窝已只剩下了半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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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我路过体育广场，看见一个头发
花白的老人，正在聚精会神地打陀螺，那陀
螺至少有十斤重，抽打它需要很大的力气，
但老人看起来却极为轻松，我不由得对老
人多看了几眼，他精神矍铄，一身白衣随着
抽打陀螺的节奏有规律地摆动，路过的人
都被老人的精气神给吸引住了，不由得停
下脚步，驻足观看起来。

我从小爱打陀螺，小时候和伙伴们进
行打陀螺比赛，每次都能夺冠，但都是自制
的小陀螺，这样大的陀螺我还是第一次看
见，更别说尝试过，因而特别好奇，我很想
知道打这个大陀螺是什么滋味。于是走上
前去，讨好地问道：“老人家，您让我试下好
吗？”他漫不经心地看我一眼，回我：“小伙
子，你打得动吗？”“打得动，我可是80后，力
气大着呢。”我拍了拍胸脯，向他保证。

老人笑了起来，“行，我也是80后，看在
咱们都是80后的份上，让你试下。”“您这么
老，怎么可能是80后呢？”我笑笑地说道。他
扬着头，爽朗地笑了起来：“我今年81岁，你
说我是不是80后？”我被这个幽默风趣的老
人逗乐了，说：“行，那今天咱们两个80后比
试比试？”他点了点头，把杆子递给我，一脚
把陀螺踩停。

我拿起鞭子，蹲在地上，将绳子圈在陀
螺上，使劲一甩手，陀螺转了一圈就颓废地
停下来了，周围的人见了，立刻哄笑起来。会
打陀螺的人都知道，打陀螺最难的就是发陀
螺，这关过不了，你再有大力气都是白搭。我
不服气，又开始尝试起来，可结果还是失败
了，大家都哄笑，我觉得挺尴尬的。老人却严
肃得很，见我垂头丧气的样子，便取过我手
上的鞭子，教我怎么发这个超大陀螺，在他

手把手的指导下，我也终于让陀螺运转起
来。场上的人不约而同地鼓起了掌。

这之后，我和老人成了朋友。老人告诉
我他姓许，我不叫他许大爷，而是叫他“80
后老许。”他对这个称谓非常喜欢，每次我
这样唤他的时候，他都笑眯眯地看着我，眼
睛里满是幸福和兴奋的光彩。

我后来知道，老许虽然乐观开朗，但一生
命运坎坷，后来好不容易结了婚，把两个孩子
抚养成人，本来指望经过这么多苦难，他可以
安享晚年，可他的女儿在36岁那年不幸出了
车祸，两年后，他唯一的儿子又得了鼻癌。她
的爱人经历不住两次丧子之痛，不久后也离
开了人世，留下老许带着唯一的孙子过日子。
老许除了打得一手好陀螺外，还写得一手好
字，他收了几个徒弟维持生活，邻居们经常接
济他，但老许却极少接受，他一向爱面子，宁
愿画些字画去卖，贴补家用。

“80后”老许，有着和我们80后一样的
倔强和勇气，我敬佩他的坚强与勇敢，更敬
佩他的乐观与豁达，我们要像他一样，在经
历了人生的大风大浪之后，依然保持一颗
热爱生活的心。

“80后”老许
刘德凤

10 月 11 日上午，绥
宁县民政局组织全县19
家养老机构负责人集中
开展消防安全冬季培训，
这是该县连续第五年举
行消防安全“冬训”了。

袁光宇
刘长妹
周 芳
摄影报道

室外消防演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