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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几兄弟住的房子很窄，但是房
子前面却有一个比较宽敞的禾堂。

生产队分给每家每户一点自留地，
可以用于种菜，也可种点粮食补贴家
用。当然也给母亲分了一块。但是，母亲
嫌地太远，就推辞不要，说：“我都这把
年纪了，去远的地方种菜麻烦，就在禾
堂里种点算了。”母亲要在禾堂里种菜，
挖土整地自然不要她亲自动手，几个儿
子三下五除二就搞完了。

什么季节种什么菜，母亲烂熟于
心。虽然年纪大了，但身子硬朗，播种用
个小栽锄，浇水用个小勺子。至于肥料，
她是不施化肥的，一来买化肥要钱不
说，还难以买到，二来施了化肥的菜不
好吃……她把每天扫地的垃圾倒在地
里，那也是极好的土杂肥啊。母亲有时
也把扯下来的大豆叶子、剥了豆荚的蚕
豆秆子堆在瓜蔸下，撒在蔬菜间，那可
是上好的绿肥呀，难怪园里的菜疯长。

母亲经常说，菜园菜园，就是要经
常去“沿”。就是说要经常去打招呼：有
杂草了，要及时除掉；有虫出现了，就捉
掉。她从不用农药，怕对人身体有伤害。
在母亲的精心经营下，禾堂里的这块菜
地成了我们几家自留地的示范样板。

春天，这里是花园。去年种下的白
菜、青菜没吃完，开春后遇到春风吹拂，
就一路疯长，大家吃了一阵菜苔后，剩下
的就让它长出梗，开出花。这菜花也是黄
色，其艳丽光彩并不亚于油菜花。另外，
种在菜园边上的蚕豆豌豆也开花了。紫
色的蚕豆花羞涩怡人，使人想起那光彩
夺目的水晶石；那浅绿带白的豌豆花，花
心中稍带黑色的花蕊，很像青春少女的

眸子。这是一个令人心醉的热闹场面：蜜
蜂嗡嗡叫，蝴蝶翩翩飞。我们一大家子可
就浪漫了：一般情况，我们的餐桌都摆在
廊檐下。远远看去，在花丛中，我们一边
吃饭，一边听多种韵律糅成的嗡嗡合奏，
看无边优雅的蝶舞，闻阵阵菜花清香。

夏天、秋天，这里就是瓜园、果园。
清明后的艳阳天里，母亲就在菜园的四
周种上南瓜、冬瓜、黄瓜、丝瓜、瓠瓜
……然后在瓜蔸旁边竖些竹竿或木棍，
再搓些稻草索子，将这些竹木棍子连接
起来，成为“栏楯”，便于以后的瓜藤攀
沿；在菜园的中央则栽些茄子、辣椒、豆
角。为了充分利用土地，在茄子、辣椒树
下再间作些苋菜、茼蒿。在园门的栅栏
边，则栽些韭菜、四季葱。

盛夏了，各类瓜藤将菜园围得像水
桶一般，各类瓜果也推陈出新，挂满“水
桶”的四壁。长得油嫩油嫩的苋菜、茼蒿
被间苗后，茄子、辣椒、豆角就有出头之
日了，那些紫茄、红绿辣椒，在熏风的吹
拂下毫无顾忌地把那些生长稍微缓慢
一点的苋菜茼蒿压在脚下。用有些人的
话说，就是整个园子像被蜂咬了一口
——膨胀了！

一时间，母亲的菜园几乎能供给我
们几家的蔬菜。有了母亲的菜园，大家
方便多了，要吃鱼，去园里摘几片紫苏
叶；要做汤菜，去园里掐几根葱尖；有时
小孩哭了，就去园里摘几根豆角哄劝；
甚至来了客人，也可去园里摘几根黄瓜
当水果招待。

冬天，这里就是名副其实的菜园了。
“处暑荞麦白露菜”，白露一过，母亲就把
接近“尾声”的瓜藤、辣椒树、茄子树全部

清除掉，将菜园重新规划安排。除了少许
芫荽、芹菜、大蒜外，其余全种三种菜：调
羹白，这种菜，生长速度快，种下不久就
可以收获，而且可以吃完一茬接着又种
一茬；黄芽白，它一年只可种一季，但一
棵可以长好几斤，后期管理又不要费大
力气，尤其是吃起来口感好，营养价值
高；萝卜，播种时，每蔸多下些种子，长苗
了，可先间掉一些做菜。再长大一些，又
可间掉一些做酸菜，最后，一蔸只留下一
两根，让它长成大萝卜。

调羹白、黄芽白、萝卜、芹菜、芫荽、
蒜苗，在母亲的菜园里像铺上一块绿毯，
看起来赏心悦目，闻起来有阵阵清香，无
疑给我们这个屋场增加了色彩和生机。

母亲的菜园还是药园。在园里种菜，
就要不断地中耕除草。但母亲不是把所
有的草都除掉。“见宝不识宝，药材当野
草。”母亲是懂药道的，她把凡是有药用
价值的“杂草”都留下来：瓜子草（马齿
苋）留下来，小孩拉肚子，熬水喝下，立马
见效；路边草留下来，有夜盲症的人，用
来蒸鸡肝吃，三次可以恢复光明；车前草
留下来，有什么无名肿痛，摘两片叶子，
用口水贴上去，红肿会慢慢消失……

每当碰到高兴的事，母亲就去园里
给蔬菜理藤整枝，让瓜果也沾沾喜气；
每当心情郁闷了，她也走进菜园，松土
除草，让注意力转移，让不平之气烟消
云散。家里人只要是看到母亲进了菜
园，就要细细地去观察她的脸色，才决
定是不是要去打扰她。

母亲的菜园，是她的精神家园，也
是我们一大家子的乐园！

（易祥茸，邵阳市二中退休教师）

母亲的菜园
易祥茸

我所居住的小城，谈不上
多繁华，但清新宜居，到处都是
鲜妍的花与葱茏的树。树很多
都是大树，数十年的樟树桂树
比比皆是，上百年的古树也有。

我最喜欢的是樟树。晚秋
的樟树，结满了籽。圆滚滚的
樟籽，每一颗都玲珑精致，点
缀在层层叠叠的绿叶里。秋风
一天比一天凉，樟籽的颜色一
天比一天深，渐渐由青绿转为
黑紫，这些微幽的变化，就像
一个人在学业事业上的精进。
来来往往为稻粱谋的人们看
不到，精灵般的鸟雀却见微知
著。灰喜鹊从这头跳到那头，
发出清脆婉转的鸣叫。它们不
时啄一粒樟籽，摆摆灵巧的小
脑袋，喉咙滚动一下就咽进去
了。有时，它们并不吃，而是恶
作剧地扔到地下，像是同秋风
比赛似的，看谁扔的籽多。地
面铺了一层薄薄的樟籽，一颗
颗紫得晶莹发亮，蒂尾带着金
色的圆形，想来是阳光的印
记。鸟雀们踩着樟籽从这头踱
到那头，昂首挺胸像沙场秋点
兵的将军。

我站在角落里，远远欣赏
这幅鸟雀戏果图，有喜悦从心
里呼之欲出。闲暇时，我喜欢
捧着一壶绿茶，搬张凳子坐到
樟树下看书。说是看书，可读
不进心里。风吹过，樟树发出
淅淅沥沥的笑声，像春雨打在
叶片上。斑鸠飞上枝头，互相
用嘴巴理着羽毛，咕咕地讲起
动人的情话。法国梧桐的叶子
飘落在草地上，一片两片三
片，编织出曼妙的图案。阳光
调皮地在树叶间追赶，洒下点
点碎金散银。这些都扰得我心
醉神迷，心里涌动着感动，想
写下些什么，可惜笔太笨。这
大约就是所谓的“闲情”吧。

城市生活节奏快，什么事
情都讲究一个速度，令人焦

虑。想来古人更懂生活，懂得
如何享受大自然的馈赠，懂得
如何诗意地栖居。“青箬笠，绿
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是悠
然垂钓的闲情；“种豆南山下，
草盛豆苗稀”，是躬身耕种的
闲情；“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
时”，是游山玩水的闲情；“乱
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
蹄”，是踏马游春的闲情；“疏
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
昏”，是雪里赏梅的闲情……
在古人看来，绿水青山令人
闲，明月清风令人闲，花草树
木令人闲，斜风细雨令人闲。

山河辽阔壮美，万物欣欣
向荣，世间的美景是大自然慷慨
的恩惠和无上的仁慈，想要体会
这些诗情画意，惟有得闲。有闲
心，得闲情，此乃大智慧也。

在我这样的草木爱好者
看来，樟树令人闲，樟花则令
人心旷神怡。春天，樟树落下
旧叶，鹅黄的新叶刚刚生出
来，枝头便缀满黄绿的小花。
比绿豆还小的花，毫不起眼，
也许大多数人根本想不到这
是花。走在树下，只觉花香沁
人心脾，抬头一看，原来是樟
花开了。每一朵花都有细微的
清香，满树的花，满街的树，便
成为浩浩荡荡的香海。樟花的
香极淡极雅，与书香相得益
彰。能与樟花相媲美的，我认
为惟有桂花。秋夜读书，窗外
有桂花开，是件极妙的事。桂
花的香气浓郁，一株桂花便香
飘数里，满城的桂花便是铺天
盖地的香，香得让人不忍心入
睡。有月亮的夜里，赏桂最适
宜，如果有笛声相伴，更妙。这
时，秋月明净，月华如洗，小城
越发柔美静谧。这样情景，最
让人有闲情逸致，想赋诗想吟
唱想与天地共情。

（蔡英，湖南省作家协会
会员）

闲情几许
蔡英

中华民族在五千余年的
历史长河中，创造了光辉灿
烂、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在
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中，不乏
饱含哲理、富于启迪教育意义
和赏心悦目的诗词歌赋、格言
楹联、俗语谚语。

《毛诗序》称：“诗者，志之
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
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格言是
体现人们行为规范与准则的
法式语句，以金科玉律之言，
作暮鼓晨钟之警。圣人格言，
万世诏诰。“多记先正格言，胸
中方有主宰。”（清·王永彬）楹
联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瑰
宝，是串在文字中的珠玑。生
活提升为文章，文章结晶为诗
歌，诗歌精炼为楹联。楹联是
诗歌的诗歌，绝句的绝句，是
生活和艺术的“舍利子”。“谚
语是一人的机锋，多人的智
能。”（朱自清语）是群众语汇
中璀璨夺目的明珠。经过千百
年来的流传、使用和锤炼，
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具有强
大的生命力。

这些名言锦句，是历代先
哲和有识之士的思想精华，是
历经磨砺的智慧结晶，是我国
民族文化宝库里的珍贵财富，
也是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经典载体。它们巧譬
妙喻、明理析奥、彰非明是、警
世醒心；以其思想美、内容美、

语言美而令人百口交诵、千古
流传。品读经典名言，感悟圣
贤智慧，体会人生哲理，有助
于提升人生境界，有助于启迪
心智慧根，有助于陶冶品性情
操，有助于增强家国情怀。能
引导人们求真、向善、趋美，帮
助人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
界观和价值观。晋人陆机有
言：“石韫玉而山晖，水怀珠而
川媚。”一句精当的名言锦句
的引用，往往能使人谈吐生
色、文笔增辉，因而有效地增
强语言和文章的吸引力、表达
力和感染力。

著述岂为名传世，箴言惟
思利济人。为便于读者学习、
欣赏和使用我国古今名言锦
句，我从上起先秦、下至当
代，包括诸子百家、正史笔记、
诗词曲赋、散文小说、戏曲杂
著、楹联谚语等各类体裁作品
中选录出名言锦句共 4 万余
条（首、篇），分为励志理想、道
德节操、为人处世、修身养性、
扬善抑恶、孝悌敦伦、读书求
知、珍时惜阴、诚信笃实、礼义
廉耻、勤劳节俭等32篇，编成

《古今名言锦句会粹》一书，以
飨读者。各篇词条，按笔画顺
序排列。由于编者水平所限，
经验不足，书中错讹失当之
处，在所难免，谨请读者诸君
和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颜希文，邵阳人，退休干部）

品读经典名言
感悟圣贤智慧

——写在《古今名言锦句会粹》前面
颜希文

◆岁月回眸

金色鸟笼 易江波 摄

(上接1版①)
注重向科技要效益。该

县建立了宏发苗香梨生产示
范基地 400 亩、甬南果品研
究有限公司“红美人”柑橘基
地 460 亩等 5 个科技试验或
标准化生产基地，扎实推进
水稻机插秧和有序机抛秧作
业补贴项目，贯彻落实农机

“331”机制。目前，该县拥有
各类农用机械 679 台，农业
机械化率达到63%以上。

加快人才强农步伐。该县
今年选派10名村干部赴浏阳
市参加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
到村任职、按照大学生村官管
理的选调生示范培训，选送64
人赴湖南农业大学参加乡村
振兴致富带头人培训，在全县
遴选524人参加县里组织的
网创培训、创业培训、电子商
务、计算机操作员、育婴师等
培训，为全县农业提质增效提
供了坚强的人才保障。

做好开放强农文章。该
县坚持“走出去、引进来”战
略，今年已签约涉农投资项

目1个，引进投资8000万元。
克服疫情影响，该县七七科
技、悟康竹业今年出口额分
别达到29461美元、76992美
元。该县积极组织羴牧科技、
南山牧业等企业参加 2021
中国（上海）国际食品和饮料
展销会、中国（南宁）东盟农
业合作展等国际性展会，拓
宽农产品销售渠道，学习外
地先进技术。该县“五峒”商
标通过国际马德里商标注
册，“城步峒茶”获得国家地
理标志保护证明商标认证。

通过实施“六大强农”行
动，该县农业工作呈现瓜果
飘香、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
可喜局面。今年，该县种植优
质稻突破7.5万亩；种植高山
蔬 菜 20 万 亩 ，实 现 产 值
11.28亿元；新建“红美人”柑
橘、苗香梨、猕猴桃、百香果
等特色经济作物 18.6 万亩，
实现产值28亿元。南山牧业
被评为“国家级农业龙头企
业”，长安营镇获评“国家级
农业产业强镇”。

(上接1版②) 今年，隆回还
开展虎牙直播、乡村旅游节、
芒果云超市、薇娅公益带货、
农商互联展销会等9场农产
品销售对接会；完成服务站
长业务对接洽谈、三农主播
直播带货、扶贫助农主播孵
化等电商创业沙龙7次。

持续建设农产品供应链
体系。目前，全县“三品一标”
累计认证总数52个，其中绿
色食品48个、有机食品3个、
农产品地理标志 1 个，已开
发 289 款网货化产品，并为
梯队内农产品提供了绿色产
品认证服务、农产品检测服
务，已完成8家企业40余个
单品的溯源系统建设。

创新高效益的电商兴农

隆回盛产辣椒、生姜、大
蒜“隆回三辣”和金银花、龙
牙百合、苡米、玉竹“隆回四
宝”等富硒农产品，是“中国
金银花之乡”“中国龙牙百合
之乡”。随着电子商务的普
及，隆回所有地理标志产品

和特色农产品均已完成网货
化开发，上架主流电商平台
进行线上销售，电商市场不
断扩大。2021 年前 10 个月，
该 县 实 现 电 商 交 易 额 达
26.98亿元，再创新高。

今年 1 月，隆回以乡村
的300多个村级电商服务站
点为依托，借助春节前夕年
货采购旺季举办“隆回希品
杯”家乡特产销售推广大赛，
与碧桂园、黑色经典、非常味
道餐饮集团、南岳生物科技
等公司签订采购协议 1300
余万元。

今年 2 月，“隆回希品”
品牌产品上架湖南省优质
农产品展示展销中心，与省
内 14 个市州及省外优质农
产品同场展销，并与湖南优
质农产品展示展销中心的
运营方步步高集团达成合
作，依托步步高自有门店和
智慧零售平台，助力隆回县
优质农产品销售，做大做强
隆回特色优质农产品，助力
乡村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