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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十月，风就变得柔软了。白帆
一样的云，把瓦蓝瓦蓝的天空装点得
高远而辽阔。阳光倾注下来，照着一排
排高大的樟树，在光滑平整的大理石
人行道上投下斑驳的树影。远处，飘来
阵阵桂花的清香，沁人心脾。

这条街比较偏僻，十点钟左右，行
人并不多。人行道上有一位年迈的老
头陪着一个老太婆在练习走路。老头
七十岁左右的年纪，满头白发。老太婆
看起来比老头苍老很多，由于中风导
致双腿行动不便。

老太婆拄着一根特制的拐杖，使
出全身力气慢慢地挪动着。每挪一步，
必先探出一只脚，站定，然后另一只脚
小心翼翼地跟上去。在这个过程中，她
全身会剧烈地抖动，东倒西歪，仿佛随
时都可能摔倒。人行道上放着一张椅
子，椅子上摆着水杯、水壶之类的东
西，老头子就蹲在椅子旁，双眼紧张地
注视着老太婆。老太婆走着走着，忽然
把拐杖丢在地上。她大概是心急了，想
试试不依赖拐杖能不能独自走两步。
老头子见了，“呼”一下站了起来，双手
前伸作搀扶状，上身前倾，眼里全是紧
张、关怀之色。果然，老太婆刚刚走了

两步，身子一晃差点摔倒，吓得站在原
地瑟瑟发抖，再也不敢迈步。说时迟，
那时快，只见老头子像只皮球一样弹
了出去，几下就“弹”到了老太婆身边，
双手搀住了老太婆，不停地安慰着她。
我被老头子的动作惊呆了，这敏捷的
身手，只怕和十八九岁的小伙子相比
也毫不逊色，可以想象他是多么着急。

一场虚惊过后，老太婆再也不敢逞
强，依偎着老头子慢慢地迈着步子。老头
子搀着老太婆一边走一边说着“不要着
急”、“慢慢来”之类的话。其实，老头子的
身体也不硬朗，身子佝偻，一副饱经风霜
的样子。可他站在老太婆面前，就像一棵
大树、一座高山。

就这样，一对风烛残年的老人相
互搀扶在人行道上一趟趟地走着。秋
风轻拂他们斑白的头发，他们脸上的
笑容就像绽放了两朵美丽的菊花，给
这金秋的街头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
景，羡煞路过的行人，也陶醉了我。

我不知道他们在这里走了多久，
我只记得两年前我搬过来时他们就在
这人行道上走着。那时，老太婆坐在轮
椅上，老头子在后面推着，只要天气
好，早晚两次，从不间断。有时，老头子

也陪着老太婆在人行道上坐坐，喂她吃
水果，喂她吃药，说些悄悄话，就像一对
热恋中的小情人。每一次，我都发现，老
头子脸上带着微笑，老太婆面上也露出
舒心的笑容。那一刻，生活的磨难，在他
们脸上化成了两缕温暖的阳光。听人
说，老太婆几年前忽然中风，经过抢救，
人活过来了，可下半身瘫痪了。当时，老
太婆万念俱灰。绝望的时候，老头子不
离不弃地陪伴着她，陪她说话，陪她走
路，一陪就是几年。现在，老太婆能站起
来了，能拄着拐杖走动了。

我想，也许他们曾经有过许许多
多如胶似漆的深情相拥，但此刻他们
需要的就是这种平平淡淡的相互搀
扶；也许他们曾经也有过互不相让、怒
目相向，但此刻演绎的才是他们内心
深处最真实、最朴素的情怀。其实，有
时幸福就是很简单的两个字：陪伴。在
顺境中，能有人分享快乐；在困境中，
能有人不离不弃相濡以沫。

我从感慨中醒来，再一次望向人
行道，两位老人已不见了，只留下一地
灿烂的阳光，还有桂花的清香，一波一
波袭来，像水一样洗涤着我的心灵。

（申云贵，邵东市作协会员）

●樟树垅茶座

秋天里的一道小风景
申云贵

记忆中，老家的阁楼上，一头
放着一个大木仓，里面装着全家
人的粮食；另一头摆着一个上了
锁的古色古香的旧木箱。小时候
一直好奇里面装的到底是什么，
每每问起，父亲总会神秘地说，那
是我们的“精神粮食”。

父亲嗜好藏书。师范学校毕
业后，便一直在当地一所小学任
教。父亲时常节俭工资用度，用来
买书。不管是大人好阅的历史名
著小说，还是小孩爱看的连环画，
甚至各种闲文杂志，只要父亲看上
了眼，他都会买下来。日积月累，
便装满了阁楼上的那个木箱。

父亲十分爱惜书。每买回一
本书，便洗净手，用黄色牛皮纸细
心包装，再用隶书端端正正写上书
名。一日，年幼的我刚学会折纸飞
机，一时找不到纸张，便将父亲正
在看的一本书撕下一页做了纸飞
机。被发现后，父亲暴跳如雷，狠
狠地呵斥我：“书是用来看的，不是
用来糟蹋的！”记忆中那是父亲第
一次对我发那么大的火。

父亲喜好读书。在家的闲暇
时光，父亲总喜欢半躺在一把竹
椅上，细细翻阅他的藏书，家务事
基本都交给母亲一个人打理，母
亲便时常以“老太爷”称呼父亲。
在我开始读书识字后，父亲便会
挑选一些我大体能看懂的书籍给
我看。一日，母亲出去做农活前，
再三叮嘱我：“饭煮在灶上，你等
饭熟了就把饭锅端下来。”母亲一
走，我便拿出父亲给我的书翻看，
不看倒罢，一看便把母亲交待的

事忘在了脑后，不觉沉迷于书中
故事。劳累回家的母亲看到一锅
烧糊的米饭，气得直跺脚，父亲在
旁却打趣说：“别骂了，他也是个

‘小老太爷’。”
父亲乐于分享书籍。村里人

从不叫父亲名字，而都是以“先
生”相呼。谁要借书看，父亲从不
拒绝；谁家要写对联、回书信，他
总是满口答应。时常有一些勤学
好问之人，围着父亲讨教一些历
史典故、名人轶事等，父亲总是不
厌其烦地为他们解疑释惑。逢年
过节亲戚来家走访时，父亲便会
早早从木箱中拿出他的“收藏”摆
在桌上，供大家挑选着看。一来二
去，免不了有顺手牵羊而不归还
的，我便向父亲告状“某某把书偷
走了”。父亲却不在意地笑笑说：

“不要紧，读书人窃书不算偷”。
随着电子书的普及，找父亲

借书看的人日渐少了，他的那些收
藏也成了古董。前不久，一商贩特
意找到父亲，愿高价收购父亲那些
旧书。父亲却摆摆手：“再高的价
也不卖，这是无价的传家宝。”

最近迷上了《红楼梦》，回家
向父亲开口借书。父亲先是愣了
一下，随后急急起身，屁颠屁颠上
楼取书。父亲抚摸着泛黄而完整
无损的书籍对我说：“活到老、学
到老，乐乐和笑笑（我的小孩）从
小也要多读书。”

接过书的一瞬间，我终于懂
了父亲藏书的意义。

（邓立龙，任职于邵阳市强制
隔离戒毒所）

●精神家园

父亲的收藏
邓立龙

新邵县坪上镇清水村是远近闻名
的长寿村。金秋时节，趁周末闲暇，邀
上三五好友，慕名前往清水村，一面游
戏青山绿水，一面探访长寿奥秘。

车子进入清水村，明显感觉到温
度比城里低了一些。开门下车，一阵阵
淡淡的清香扑鼻而来，深吸一口气，使
人心旷神怡。放眼望去，远处，青山层
叠，树木如盖，山尖云雾升腾，百鸟歌
迎；近处，白墙青瓦，原木楼台，石阶小
巷，绿植队列；眼前，三五老人在阳光下
怡然自得，小孩在小溪旁戏水尽情玩
耍，水塘静静的水面上有鸭有鹅有荷，
还有人在悠闲垂钓，如一幅淡墨山水
画。时光缓缓流淌，村子里一派宁静祥
和的景象。

清水村生态自然景观众多。我们
先后游览了鬼斧神工的雷公洞、神奇
诡秘的仙马石、青翠茂盛的吉龙湾古
树林、历史悠久的粮人界、天然奇特
的仙人棋盘等景点。这些自然景观风
景优美，引人入胜。游玩累了，在农家
饭店吃些正宗的土鸡土鸭和新鲜蔬
菜，身体立刻恢复了能量。

看时间尚早，大家都不想返城。
于是，我们与当地村民闲聊起来，得
知他们对当下的生活感到十分满意。
清水村因旅游而兴，旅游因长寿而
起。问起长寿有何奥秘，不少老人都
说，这里有好水，他们从小喝着这里
的水，自然就有延年益寿的作用。听
着老人们略带自豪的话语，看着老人
们洋溢在脸上的笑容，我们一行人都
羡慕不已。

“既然有这么好的水，为什么不
开发出来，让更多的人受益呢？”羡慕
之余，我们这样问道。

“其实，我们这里有人在搞开发
呐！”一位村民告诉我们。

听了这话，我们请这位村民带路，
找到了他口中所说的许总。许总40来
岁，看上去精明干练。他为人热情，加上
正好有空，于是就跟我们聊了起来。当
初他来到清水村后，观察到村里八九
十岁的老人随处可见，经过一番探访，
发现除了村民良好的生活习惯之外，
这里气候宜人，空气清新，更重要的是
这里到处有富含人体所需矿物质的泉
水，尤其以村里的百岁泉最为有名。

他当时就想：这么好的水，每天白
白流入沟渠、流入田野，实在有点可惜。
如果能够开发利用，既是很好的商机，
更是造福人民的好事。为了慎重起见，
许总在百岁泉取了水样，送到权威机构
做检测。结果出来后，检测人员问：“这
水已经检测过了，怎么你们又送来了？”
许总一脸茫然地说：“没有啊，这是第一
次送来检测。”检测员说：“我还以为这
是广西巴马的水，因为检测结果基本是
一样的。”广西巴马可是全国有名的长
寿乡啊。听了检测员的话，许总一脸兴
奋，当即决定投资开发百岁泉水。

看到日头渐渐偏西，加之出游目
的实现，我们告别许总，踏上归途。当
然，临走时大家都没有忘记在百岁泉
取些泉水带回家。

（唐祥梧，就职于邵阳腾邦国际
旅行社；胡婧琦，就读于邵阳学院）

●旅人手记

游 清 水 村
唐祥梧 胡婧琦

凡尘俗事意多违，今日得闲入翠微。
鸟语梵音心每醉，梦长梦短尽禅机。

自自 题题

喜种诗田半亩禾，常凭韵酒起吟哦。
天青地绿怀中蓄，未必心湖不漾波。

（宋阳玲，城步二中教师）

游云山感赋（外一首）
宋阳玲

蝴蝴 蝶蝶

一直以为
为一场盛大的花事伴舞
它是幸运的
翩翩在庄周的梦里
它是悠闲的
那次，在小提琴的弦上
看它为了自己而舞
梁山伯，祝英台
我感受到
我身体里那只蝴蝶
呼之欲出

蜻蜻 蜓蜓

成长的过程，艰辛备至
忍受着黑暗和痛苦
一只小小的爬水虫
从稻田里，羽化
在天空中，飞舞
它点水的时候
优雅高傲的身影
上下盘旋的姿态
仿佛某种不可名状的东西
在充满欲望的田野中
打捞着

蚂蚂 蚁蚁

要下雨了，它独自向高处
攀爬

小心地绕过
倒地的树枝，冷硬的石头
一片落叶砸在身上
它踌躇了一下，仿佛在找寻

同伴
四周只有风声

和轻易就能吞噬它的无数
陷阱

也许想起了和伙伴们一起
搬运巨大食物的场景
它速度变快，像一个舞者
更像做出了一个艰难的抉择

蟋蟋 蟀蟀

读到鲁迅的“蟋蟀们在这里
弹琴”

和蒲松龄的《促织》之前
它和我一样土
我叫它灶鸡子、土狗子
在没有电视和游戏的孩提

时代
它单调的歌声与母亲的呼唤
几乎一样动听
如今，从灯红酒绿的城市
回到久违的乡下
我还和当初一样
喜欢它单调的吟唱

萤火虫萤火虫

多年前，提着心中那盏
小灯笼一样的梦想
来到梦寐以求的县城
在车水马龙中穿梭
在林立高楼间飞舞
累了时，便想起童谣
萤火虫，打灯笼
飞到西，飞到东
不知什么时候
心中的灯笼
到了自己的头顶
（唐志平，邵东市作家协会

主席）

●湘西南诗会

生命的舞蹈（组诗）
唐志平

江岸观桥江岸观桥

千里长河映彩虹，遥知江上少乌篷。
渡舟已逐流波远，桥架飞临两岸通。
灿烂矫姿暄倒影，恢宏气势撼苍穹。
情牵南北谋发展，盛世繁华一般同。

资江北去资江北去

杨柳飞花送我行，资江北去岸峰青。
碧波澄澈凭鱼跃，绿树凉荫任鸟瞑。
千里长河开画境，万家灯火点繁星。
但怜沧浪潇潇水，逐梦三湘下洞庭。
（简方杰，邵阳县九公桥镇中学

教师）

资江留韵
简方杰

●古韵轩

▲农家炊烟 刘玉松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