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年好景君须记，正是橙黄
橘绿时。”虽然连日低温阴雨，但故
乡漫山遍野的丰收气息，为这已略
有寒意的村庄又增添了些许暖
意。人们挎着竹篮，踏着黄泥，来
到自家的橘园，摘取香甜的果实。

桐江河畔的人们都晓得，咱
分水坳的橘子远近闻名。这儿
的橘子与众不同，橘树几乎不单
棵生存，都是成山成片的。它们
报团取暖，如同咸阳城内的石
榴，绿了一大片山。每当枫叶上
红时，这满山的橘子就黄了，点
亮了整片山地。靠近橘树，好比
靠近一个个鲜活的小生命，你似
乎早已闻到了缕缕清香，满树都

是一簇簇生命的火苗在跳动。
我不由自主地摘下一缕金黄，小
心翼翼地剥下它们金黄色的外
衣，轻轻地抽出一块弧状的果
肉，放在嘴里，慢慢地咀嚼，细细
地品尝着。那种丝滑细腻的感
觉，微酸夹杂着甜蜜，瞬间激活
了人的味蕾，分泌出大量的唾液
腺，融化在这琼浆仙露里，流进
你的五脏六腑。这时，抽一把竹
椅，坐在橘园里，捧一本好书，口
里含着橘仁，这种意境，还能用
言语来表达吗？

每年春夏之交，一颗颗米粒
般的花蕾，含苞待放，它们遮遮掩
掩，像一个个含羞的女子，藏匿在

碧绿的橘叶里。出几天太阳后，
随着气温缓缓上升，它们就争先
恐后，竞相绽放，一个个洁白的小
花朵，布满了家乡的山野，灿若星
辰。这时，满村空气中氤氲着橘
子花的清香，迎来了四面八方的
游客。公路上汽车络绎不绝，游
人纷纷打开车窗，似乎要把这清
幽的花香带回家里。

分水坳早年建机场，人多地
少，旱土多。外公——分水坳村
三十多年的老村支书，退伍后带
领村民栽培水果苗木，带领群众
脱贫致富。每年橘树采摘完后，
就好比孕妇分娩后，需要增补元
气。这时，寂静的橘园又热闹起

来了。外公带领老百姓挑着一担
担经过发酵后的底肥，刨开树兜
旁边的杂草，给橘树追肥了。清
理过后光秃秃的树兜下面，蛀虫
孔逃不过外公的火眼金睛。他吩
咐我递给他事先准备好的小铁
丝，插进蛀虫孔里，熟练地鼓捣几
下，肉乎乎的蛀虫就束手就擒。
在村民的汗水里，我仿佛又看见
来年硕果累累的丰收景象，看见
了他们喜悦的幸福笑容。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
泥更护花。”每年深秋时节，有些
熟透了的橘子和树叶总会自然
脱落，落在这金灿灿的黄土里，
化为丰富的有机肥，为来年的丰
收做铺垫。在去年的这个时候，
慈祥的外公也随着这些小精灵
们落下了，悄无声息，落在这青
山绿水间，落在这金山银山里
……

（指导老师：禹正莲）

又是一年橘香时
邵东市城区三中363班 李回峰

我的故乡在雪峰山深处美丽偏远的
溪瑶族乡，尽管那是妈妈的家乡，是爸爸

参加工作的第一站，但由于祖辈早已定居
县城，我已有好几年没有回去过。前不久，
我和几位好友相约，怀着对高中生活的期
待，迈着与家乡一样“决胜脱贫攻坚，梦圆
2020”的欢快步伐，来到了梦境深处的脱贫
新村——美丽宝瑶。

听爸爸说，以前的宝瑶村，村民住的都
是老旧木屋。有的贫困户房子很破烂，一
到雨雪天，房子就处处漏水，四面透风。近
年，省财政厅工作组进村开展精准扶贫，几
年下来，村子发生了巨变，成为了远近闻名
的“湖南最美少数民族特色村寨”。

走过红柱青瓦、斗角三檐的巍峨牌楼，
映入我们视野的，是古色古香的“大平
桥”。这座石砌拱桥上建有风雨长亭，经历
了近200年风雨，桥上栩栩如生的雕刻和各

种神像，正如桥下河水，荡着悠悠古韵。
穿村而过的湘黔古道是一条古商道，

它串起深山大壑的美丽风景和村寨桥亭，
也串起无数历史故事。它凝聚着湘西南
瑶、汉、苗、侗等众多兄弟民族珍贵的情谊，
也见证着大山先民为追求美好生活而抛洒
的血汗和泪水。

行走宝瑶，我们由衷感慨这里自然造
化的神奇，人文积淀的深厚。而面对瑶乡
巨变后的新貌，我们更感动和震撼于扶贫
路上不让一个人掉队的家国情怀。

2015年，精准扶贫的春风吹遍瑶乡。市
委书记、市长来了，县委书记、县长来了，他
们在这里现场办公，与村民一起座谈讨论，
共商脱贫攻坚大计。而来自省城的扶贫队
员们，更是以村为家，和村党支部的同志们
一起苦干实干，改造道路，改建民房，让贫困
与破旧淡出人们视野。今日瑶山，一座座古

朴典雅、独具瑶族风味的崭新民居错落有
致，民族文化广场上的游客络绎不绝。开阔
的停车场，有序地停放着前来观光的车辆。
新修不久的农家客栈中，精致美雅的农家乐
餐馆里，回乡创业的阿哥阿妹们，正紧张有
序、热情欢快地忙碌着。前来旅游的客人喝
熬茶，吃乌饭，对山歌，跳竹竿舞，欣赏着高
跷、舞狮等传统民俗节目。我的偏远山乡的
父老乡亲，已阔步迈进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行列。宝瑶，已实现了从贫穷落后的民族
古村向新美瑶寨的美丽嬗变。

古老而新生的宝瑶，和湘西的十八洞
村一样，是全国少数民族村寨扶贫路上一
帧美的剪影，是我们大邵阳在新时代努力
后发赶超的典型代表。宝瑶之行，让我感
动，让我振奋。我为这个伟大的时代感动，
为我们伟大的党、伟大的祖国和人民感动。

（指导老师：谭叶）

●记录

一个古老瑶寨的美丽嬗变
洞口县第一中学599班 彭予珑

近 日 读 了 司 马 迁 的《史 记·廉 颇 蔺 相 如 列
传》。早已熟得不能再熟的故事，如今读来却别有
一番感触。

故事耳熟能详，说起来不过是：蔺相如在出使秦
国完壁归赵、渑池之会力护国威两件事上立了大功，
得到赵王信任，封官在廉颇之上。老将廉颇不服，遂
起争端，蔺相如几番相让使之负荆请罪。并不复杂
的故事，却暗含了为人处世这门大学问。

故事里，蔺相如凭口舌之劳而位列功勋赫赫的
老将廉颇之上，当然会让廉颇不服。于是廉颇宣言
必辱相如，便处处刁难起他来。这时，蔺相如要怎
么办？硬拼吗？当然，蔺相如位在廉颇之上，不必
怕他。但这样就失了二人的和气，两相争斗势必两
伤，让秦有了可乘之机。于是，蔺相如权衡利弊，决
定屈让廉颇，不与他起冲突。蔺相如不仅称病不去
上朝，街上遇到廉颇的车队，还“引车避匿”。这一
来一回，最后廉颇知道了情由，反羞愧难当，负荆请
罪。蔺相如的做法换取了“将相和”，与廉颇结为了

“刎颈之交”。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遇到冲突，以退让求和是

一个不错的处理方式。当然，廉颇知错能改也是“将
相和”的关键。在渑池之会前与赵王的谈话体现了
他不只是战场上威名赫赫的大将，更不只是一介莽
夫，而是有勇有谋的贤士。在他知道蔺相如谦让他
的原因后，更是“肉袒负荆，因宾客至蔺相如门谢
罪”，这更表明他知错能改，顾重大局。所以他最终
促就了“将相和”这段佳话，为世人提供了一个勇于
改错的典范。

可见，廉颇也和蔺相如一样，懂得运用处世的哲
学，没有继续刁难蔺相如，而是选择屈身求和。

借古鉴今，我们在生活、工作中也当善于利用处
世的哲学，解决各种矛盾。

●思考

处世的哲学
——读《廉颇蔺相如列传》有感

邵阳市第一中学1916班 邓祖杰

我总以为传统文化在《四书五经》里，在“唐诗宋
词”里，在学者文人的著作论文里，进入高中以后，我
发现：传统文化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梦里寻他千
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在乡下，几乎家家户户都供奉着神龛，上面摆放
祖宗的牌位。即使是在穷乡僻壤，也无论大姓小姓，
上面的地名无一不是在“二十四史”里反复出现过
的：天水尹氏、彭城刘氏、渤海欧阳、京兆段氏、江夏
黄氏、河南方氏……上次参观欧阳氏的宗祠，祠堂的
正上方赫然大书“庐陵第”，昭告天下我们是欧阳修
的后裔。很多人家的神龛两边的对联都这样写道：

“敬祖宗一炷清香毕恭毕诚，教子孙两条正道宜耕宜
读。”这是正统的儒家思想和伦理观念啊，这就是传
统文化的印迹。环顾四周，细细品味，传统文化的印
迹随处可见，只是我们每天耳濡目染却久而不闻其
香了。

读文言文的时候，发现几个现在书面语不常用
的字，却出现在我们的日常方言里，常使我浮想联
翩：也许我们的方言在远古时代就是字正腔圆的官
话。余秋雨先生说过：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
发生文化断层的国家。而传统的文化就这样不声不
响地生长在我们的生活中，一直不曾远离。

传统文化一直存在着。一把长命锁，体现的不
仅是对生命的珍视，还有儒家的人伦思想，更有佛佑
善人的释家内涵和“锁住精气神，强身健体能长寿”
的道教的要义。那以这种似雅似俗的形式存在的文
化印迹，正可以作为我们每个人都是传统文化传播
者的证明。

我们常常在传承和发扬传统文化上浑然不觉：
我们固守的这些习俗或是文化是哪里来的呢？因
此，传承传统文化需要有关于传统文化精粹的教
育。这就正像一棵树有不计其数的须根，更得有一
条粗壮而强大的主根作为支撑。近年来，中央电视
台开设的百家讲坛、中国成语大会、中国诗词大会、
假如国宝会说话等栏目，都在传承传统文化方面发
挥了重要的作用。但真正要让传统文化家喻户晓，
更好地融入百姓生活，还需要有一定的传统文化知
识作为支撑，所以，在各级各类学校开展传统文化教
育就显得尤其重要。

●感悟

文化的印迹
洞口县第一中学555班 尹飘

记忆中有一条路，路旁种满了梧桐
树。树下藏着一个个梦。

树很高很大，像爸爸一样。每当爸爸
出门时，我便陪着妈妈去看树，说树和爸
爸一样高，一样壮。我大些时，便觉得一
棵棵树像童话世界的入口，里面有无限令
人惊奇的事物。随着时间推移，少年的我
觉得一棵棵的梧桐树像柔和温暖的诗，是
照亮心灵的诗句。

风吹过树梢，星点的光穿过树叶缝隙
照在街道上。我背着书包，手里紧握着一
张满分的试卷，随着太阳跑着。可我的笑
脸与红红的一百分并没有引起妈妈的注
意，我十分失望，不断提醒她，却换来一句

“快去睡觉”！外面的月亮就是比家里看
到的好看。我躲在月光下哭起来了，静悄
悄地，谁也不知道，只有安静的月和高大
的梧桐树。当我抬起头时，被黑夜吓住
了。月光和树不再那么平静，它们好像都
在悄悄动着，我的心跳渐渐变快，眼泪又
被挤了出来。

好像从遥远的地方传来了一声呼喊，
把我拉回了现实，一声接着一声，喊的是
我的名字啊。我跑向那遥远的地方，拥抱
住眼泪直流的妈妈。她手里拿着那张试
卷，眼镜上全是眼泪，一声接着一声说对
不起，仿佛是童话翻开了书页……这依然
是一个美好的夜，风吹过林梢，而此时我
在童话里。

黑暗中一点一点的光汇聚成一条小
路。梧桐树下有我的欢笑与泪水，它知道
如何藏住我的秘密。悲伤和希望都是一
缕缕从树林间漏出的光。

童年就像童话，梧桐树下是童话书的
扉页，写着希望，藏着悲伤。梧桐树下还
写着童话的结尾，那里有欢笑和泪水。

●青春

梧桐树下的童年
市湘郡铭志学校2002班 岳果含

长长的头发、水灵灵的大
眼睛、粉红的嘴唇……她就是
我进入中学后认识的第一位
老师——胡老师，也是我们班
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

胡老师给我的第一印
象是热情、幽默。在一起久
了，才发现她是一位善变的
老师。

每次上课，胡老师总是
面带着微笑走进教室，为我
们充满激情地讲课。胡老师
上课风趣、幽默，时而激情飞
扬，时而手舞足蹈，一会儿要

我们朗读，一会儿要我们讨
论……同学们个个听得津津
有味，都很享受。但如果在
上课时有人影响纪律，老师
笑着的脸就会忽然暗下来，
用严厉的眼神瞪着他。此时
教室顿时就会安静下来，静
得就连掉下一根针的声音都
听得见。可在课后，我们有
不懂的问题，胡老师都会耐
心为我们讲解，那慈祥的面
孔、亲切的语言就像一股暖
流温暖着我们。胡老师前一
秒和后一秒差距如此之大，

真是让人不得不提高反应能
力啊。

中午吃饭的时候，总会
有胡老师的声音：那边排好
队，不要打闹，每个菜都要
吃，不能挑食……胡老师就
像一位慈祥的母亲，无微不
至地照顾着我们，生怕我们
吃不饱，穿不暖。

这就是我们善变的胡老
师，或温柔或严厉，其实她善
变的背后隐藏着一颗爱岗敬
业的心呀！

（指导老师：胡志英）

●观察

善变的老师
大祥一中338班 刘雨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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