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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看电影，还是看花鼓戏，我们乡下统
称为看戏。

第一次看戏，还是四五岁的时候，我骑在
父亲肩膀上看了样板戏《红灯记》。可惜那时我
年纪尚小，看不出名堂。骑在父亲的肩膀上，目
之所及到处是人脑壳，一片闹哄哄，唱的什么
是一句也听不清楚。正儿八经地自己去看戏又
是在几年之后了。那时县里有了放映队，一个
月下到各个公社放一夜电影。那可是我们“过
年”的日子。

一天要放电影，整个大队都炸开了锅。莫说
我们小孩，就是连大人也按捺不住纷纷打探放
映队什么时候来，放的什么片子，老早就向娘
家、姑家发信，叫他们来看戏了。生产队长破例
在喇叭里喊，今晚放戏，大家提前一个小时收工
啊。妇女们中午歇息时就剁好了猪草煮好了猪
食，收工回来就急急地关了鸡喂了猪。饭后，男
人们饭碗一丢就摇着蒲扇三三两两出门了。女
人们总是要忙一些，嘴里喊着等一下等一下，边
喊边锁门，着急忙慌地拖条凳子就屁颠屁颠地
朝河滩沙洲上赶——那是全大队最空旷的地
方，放电影最合适了。

我们小孩哪有心思吃饭？天没断黑就关好
牛来到了沙洲上。那里早有人竖起了两根树杆，
只等放映队一来就把银幕挂上去，好放戏。放映
师傅还没到的这段时间，整个沙洲就像一锅粥，
搬了凳子来的忙着为凳子找个最佳位置，有嫌
麻烦没搬凳子来的也在寻找鹅卵石，想垒个临

时的座椅。小伙子们专往姑娘堆里扎，他们袋子
里基本上都装有瓜子黄豆之类零食。那不完全
是带来自己吃的，一多半是用来逗妹子的。难得
有这样的好机会，姑娘们也都是悄悄地翻出平
时舍不得穿的衣服，一个个打扮得花枝招展的，
有些还涂了雪花膏呢。她们巴不得有这样好的
机会展示自己，所以也就扭扭捏捏地任由那些
个“不要脸”的沾点小便宜，不急不恼。大家推来
搡去，一样开开心心。

我们一群小屁孩那可真是成了脱笼之鹄，
这里钻钻，那里挤挤，三五成群地捉着迷藏，打
着仗。在较远处的一个草垛后面，竟然看见了明
德哥和杏花姐在约会。他俩一见我们就慌乱地
分开，好像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一样，杏花姐
还一个劲地叫我们不要出去“活舌”。明德哥一
把拉住我们几个，一个劲往我们手里塞花生
……好在有人喊来了来了，放戏的来了，杏花姐
他们才摆脱了尴尬。

我们哪里还顾得上他们，一窝蜂地循声而
去，加入了迎接的队伍。好家伙，一大群人跟在
放戏的师傅周围，那神气活像臣民簇拥着他们

的王子，朝沙洲中央走去。力大的抢过担子，挑
着放映机和片子，脸上洋溢着无尚的荣光，一路
趾高气扬地嚷着“让一让、让一让”，他们面前便
自动地分开一条路。待他们走过，那路又弹簧般
收拢来了。接着挂银幕架机子，一气呵成。大队
书记端坐在放映机边，对着话筒喂、喂地进行了
一通讲话，接着戏才在大家的期盼中开演了。这
次放的是《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和《董存瑞》两部
电影。

此后的三五天甚至十天半个月，我们总要
削一根上好的杉木棍，赶着牛从家里一路舞到
山里。倘若有哪头牛不识时务，要偷吃庄稼，它
就成了大家眼中的白骨精了，我们全都挥舞着

“金箍棒”，接着便是将它一顿痛打。待吃了晚
饭，我们总会把“打仗”的阵地转移到沙洲。个个
争着当英雄董存瑞，手托一个鹅卵石，喊着“同
志们，为了胜利，冲啊——”接着便是“嘭”的一
声，倒地成了“烈士”。

这一切现在回想起来，还是很过瘾。
时隔两年还是三年后，邻居周伯在县城工

作的儿子买回了一台电视机，十四英寸，黑白

的。那可是荷叶街的第一台电视机，是个稀奇
货。一到吃了夜饭，整条街的人就都涌到周伯堂
屋里，有时甚至挤到了走廊上。尽管是黑白的，
还有雪花点点，大家照样看得津津有味。一些老
人总爱围着电视机打转转，大发疑问：他们是怎
么进去的呢？也只有这么大，怎么就装得下这么
多人呢？真是奇了怪了。有些人手痒痒，总喜欢
去摸摸拍拍，有时拍得不清楚了，肯定要招来一
顿数落。这时周伯会马上跑到灶屋后面去，把装
天线的树杆转来转去，边转边喊，要得了么要得
了么？要不得，还有雪花点点呢。于是便又转，又
喊，要得了么？直到传来要得了要得了的欢呼
声，他才又自豪地回来给大家发烟，边抽边看。
好客的周婶必会炒些瓜子花生招待大家。每晚
如此，不到荧屏出现“再见”，大家不会离开。

又过了几年，家家有了电视。而且从黑白到
彩色，从平板到液晶，频道越来越多，功能越来
越全。现如今，大家吃了晚饭，把门一关，一家人
窝在沙发上，想看什么就看什么，方便得很。不
过方便是方便了，我却总觉得少了点什么，总是
看不出过去的那种乐趣。

（孙必武，邵阳市作协会员）

看 戏 往 事
孙必武

小黄是江姐扔给我的
第一个学生。准确地说，小
黄不是江姐扔给我的，是
我自己扔给自己的。我自
告奋勇承担了说服小黄还
款的任务。

上年度我们为小黄向
国家开发银行湖南省分行
申请了救助，因此他上年度
本息应还款额近三千元全
免了。为他申请救助，是因
为他父亲罹患一种罕见的
重病，卧病在床，丧失了劳
动能力，他拿出了些钱给父
亲治病。江姐了解情况后，
很是同情，邀我一同去他家
看了。小黄所言非虚，其父
病入膏肓，不容乐观。小黄
毕业后在外省一所私立学
校上班，待遇不低，我再三
权衡，同意为他申请救助。
原因有二：一是为他父亲患
病，二是因为他的孝心。

这次，江姐问我是否
将小黄纳入申报救助范
畴，我毫不犹豫摇头。我的
理由很简单：小黄经常在
朋友圈晒他和女朋友在景
区游玩、在餐馆吃虾螃的
照片，可见他不差钱，生活
幸福指数高。在这种情况
下，绝不能为他申报救助，
否则是对他的纵容，也是
对其他学生的不公。

不再为他申请救助的
决定，是江姐告知小黄的。
小黄犹豫了一下，但还是
答应按时还款——这是江
姐反馈到我这儿的信息。
听后，我感到欣慰，觉得自
己当初为他申报救助的决
定没错，这个孩子毕竟通
情达理，懂得感恩。

小黄口头上答应得
好，却迟迟不见行动，眼见
就要逾期了。江姐无可奈
何，只有求助于我。我不敢
怠慢，马上给小黄打电话。
小黄态度很好，让我放心，
当晚一定把钱打进支付
宝。小黄话答应得好，我仍
不放心，反复叮嘱：“小黄，
晚上不要忘记啊，逾期可
影响个人征信……”小黄
大大咧咧地说：“知道啦。”
搁下电话，仍是放心不下，
想给他再发个信息。不知
是步入中年还是接触这项
工作的缘故，我感觉自己
变了，变得婆婆妈妈。想想
还是作罢，“90后”的小黄

应该不喜欢絮絮叨叨。晚
上十点，我忍不住，让江姐
查了小黄的还款信息，结
果令人失望。我有一种被
戏耍的感觉。江姐倒是淡
然，反过来安慰我，说这种
事她司空见惯、见怪不怪。

翌日到办公室的第一
件事，给小黄打电话，问他
为何不讲信用，没有如约
还款。我语气里的不满像
蜿蜒在山间的小溪，若隐
若现。小黄避开我的锋芒，
为自己没还款找理由。他
说，他谈女朋友了，开支比
以往大了。他说，他们准备
谈婚论嫁了，需要不少钱
……他七七八八说了一大
通，言下之意，希望像去年
一样给他申请救助。我在
心里冷笑了一声，果然是
宠坏的孩子，只知道一味
索取。我耐着性子，语重心
长地说：“人啊，活在世上，
最重要的是‘诚信’两个
字。当你女朋友知道她即
将托付终身的爱人是如此
一个人，她会瞧不起你
……”被我“教育”一番，小
黄自知理亏，连声说好。

可是，结果令人再次
失望。此后，我给小黄打电
话，电话不接；给他发短
信，短信不回。他跟我玩起
了失踪。我暴跳如雷，却又
无可奈何。我夜不能寐，满
脑子想着这件事。

时间一点点流逝，离还
款截止日愈来愈近。急中生
智，我想到一个办法，不知
奏不奏效。我给小黄留言：
小黄，若今天再不还款，我
将以县教育局的名义，给你
们学校发函，把你的情况如
实反馈给你们学校领导。发
了信息后，小黄一如既往没
有回复。我心里没底，不知
此法能否“吓唬”住小黄。是
夜十一点，我已卧床捧书催
眠，江姐异常兴奋地电话告
知小黄已还款。说完，她忙
不迭地道歉，说实在忍不住
将这个好消息私藏到明天
再告诉我。我哈哈大笑，终
于可以睡个落心觉了。

小黄终究年轻，被我
“唬”住了。但我更希望，他
只是一时鬼迷心窍，现在
能幡然醒悟。

（马卓，任职于隆回县
教育局）

“唬”回的助学贷款
马 卓

到了农历十一月，农贸市场就有新鲜的
荸荠出售。那一颗颗像算盘珠一样紫红色的
果子，看一眼，就让人口齿生津。荸荠俗称马
蹄，南方人叫它“地下雪梨”，北方人叫它“江
南人参”，在我的家乡，大家都叫它“慈姑”。

改革开放初期，我家也种过荸荠。收完
早稻，插完晚稻，父亲说：“过两天可以栽慈
姑了。”栽荸荠和插秧差不多，只是荸荠栽得
很稀疏，且要横成行竖成列。种荸荠的田里
肥料也下得足些，除了化肥，还要放很多家
肥。炎炎烈日下，父母弯着腰，淌着汗，把荸
荠苗一株株插进水田里。过了几天，荸荠苗
挺直了腰，变精神了。一段时间后，主苗越长
越高，幼苗也不断从泥巴里钻出来。又过些
日子，田里就挤满了密密麻麻的荸荠苗。这
些空心、圆柱形的叶子，像剑一样齐刷刷刺
向天空。到了秋末，荸荠快要成熟了，这时，
就要把田里的水慢慢排干。

冬天挖荸荠是一件又辛苦又开心的事。
父母一大早就来到田边，先把倒伏的荸荠苗
割掉，然后开挖。挖荸荠的工具是铁耙，一耙
挖下去，双手用力往后一带，一大块泥巴就
翻了过来，上面布满圆鼓鼓的荸荠。把泥巴
表面的荸荠抠完，还要把泥巴敲碎，因为里
面还会藏着很多荸荠。当然，不管你怎么仔
细，还是有很多“漏网之鱼”，第二年春耕时，
那些荸荠就成了意外的收获。挖荸荠不但需
要力气，还要有耐心。挖一天荸荠，手会冻得
握不紧拳头，脚会冻得感觉不到脚趾头的存
在，而腰也会痛得伸不直。可傍晚时分，挑着

荸荠回家的父母脸上总是洋溢着笑容。我星
期日也帮着父母挖荸荠，才挖了几下就感到
吃不消，叫苦叫累。这时，父亲就教我：“做事
哪有不累的？不做事哪有收获？大富靠天命，
小富靠殷勤。你怕辛苦，就要好好念书。”

挖回的荸荠，还要晒干，搓掉泥巴。那时，
父母常常把荸荠挑到离家不远的马路边卖。
如果运气好，不到两小时，荸荠就被开车路过
的司机买走了。有时也得挑着荸荠走七八里
路，到附近的镇上赶场。种一亩荸荠，能收获
两三千斤。这些荸荠，是我们那时主要的水
果，能让我们快乐一个冬天。当然，因了这些
荸荠，我们也能过一个热闹、丰盛的年。

家乡的荸荠，个大，皮薄，蒂短。拿一个
荸荠，洗尽泥巴，露出紫红色的“胴体”，也不
要去皮，塞进嘴里，一口咬下去，又脆又甜，
满嘴都是汁液。母亲常常说：“呷慈姑要选

‘把’短的，颜色要紫红，这样的慈姑皮薄水
多，蛮甜。若是‘把’长，又是黑紫色，这样的
慈姑呷起来都是渣渣，味道也不甜，有些还
带咸味。”母亲确实很懂荸荠。她有时会煮荸
荠给我们吃，煮熟的荸荠味道不一样，虽然
不鲜了，但依然脆，还有一种淡淡的清香。她
有时会把荸荠放进烧红的草灰里煨。煨熟的
荸荠甜味不减，香味更浓。

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水果的品种越来
越多，国产的、进口的，应有尽有。可每到荸
荠上市时，我都要买一点。因为看到荸荠，思
乡之情就会油然而生，内心立刻变得平静而
充实。 （申云贵，邵东市作协会员）

又到荸荠上市时
申云贵

◆精神家园

◆乡土视野

藤蔓驮起狗吠，晨雾推开寨门
一株狗尾草
轻轻唤醒黎明

三五只小小蚂蚁，抬着一粒
摇摇晃晃的阳光
奔跑
在青砖黛瓦的鳌头屋顶

欸乃一声，谁家袅袅的炊烟就直了
此刻正是清晨
大院宁馨，又安详

窗外，台阶又高了几级
天空
又蓝了几米

黄 桑

大地种在江南的一粒翡翠痣
被春风轻轻一吹
连眉心都爆出了水晶绿
（林道珍，邵阳市作协会员）

于家大院（外一篇）

林道珍

每个人都是一本书
有的人几页薄纸
有的人则是一本巨作
而你，是我读不完的诗篇

家

家是一个令人牵挂的地方
那里有儿时的梦
泥田里找寻泥鳅的喜悦
和那打谷机上跃动的音符
演奏着农家一年的收成
身在远方
总是翘首望向家的方向
筹备回家的路
总是很长很长
（胡学政，武冈市作协会员）

读你（外一篇）

胡学政

◆湘西南诗会

◆樟树垅茶座

山光水色 阮礼平 摄

(上接2版)

发展农业，带富山乡村民

从考上大学走出山村时起，黄名勇就有
一个目标：一定要带领家乡人们走出贫困，
迈向不愁吃的富裕生活。

2005 年，国家农业部在全国启动绿色
食品标准化基地建设。“嗅觉”灵敏的黄名
勇，“闻”到了这个信息的价值。他认为，大
力发展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农业
是现代化农业建设的基本要求，绿色食品
标准化基地建设，将为全面提升农产品质
量安全水平，增强农产品市场竞争力发挥
更加积极的作用。

于是，作为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
省级扶贫龙头企业的带头人，黄名勇通过

“公司+基地+农户”现代农业合作模式，在
邵阳市贫困乡村的高山坡地新建优质生态
紫薯种植基地。这样既确保了原料的供应，
又为贫困户早日实现脱贫提供了出路。公司
已先后在洞口县醪田、山门等镇，邵阳县黄
荆乡、五峰铺等地建立了近5000亩生态紫薯
种植基地，带动1000多户村民种植，5000多
名贫困人口增收近1000万元。

不忘初心，厚积薄发，恒以致远。黄名勇
把“科学家精神”作为前进的动力，勤学习、
干实事、勇担当，为创新实体、创新园区、创
新中国奉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