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去年深秋的一天，县文联陶主席、东
东、国佬等几个朋友约我去小水网鱼，因
为还有点事没处理好，我是后面骑摩托
去的。回家时已近半夜，我的摩托没有
灯，只好暂时放在我们吃饭的小店。

第二天，花队骑摩托带我去小水。到
了小水，我们又到昨晚网鱼的地方转了
转。已是傍晚，穿过竹林，看见红红的、圆
圆的太阳缓缓西下，好像一幅水彩画，美
丽极了，我们拍了不少照片。斜斜的阳光
透过竹林，洒在小河边，把芦苇照得又红
又亮，感觉非常温暖。这一景致，给我留
下了深刻印象，简直无法从脑海里抹去。
我一定要写点东西出来，我想。

以前也是这样，看见什么无法忘怀
的东西，就总在脑子里想啊想，这应该
能写个东西出来的。当然，一开始不一
定有什么眉目，比如是写小说、散文还
是诗歌？用什么样的文学语言？是写给
谁看的？等等。其实这就是一个思考、提
炼、构思的过程，这个过程在写作中是
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艰苦的。我过去
写文章，好多好的构思、好的句子都是
睡觉时想出来的，一想出来，就马上起
床记下来，有时一个晚上起来三四次。
这是有道理的，睡觉的时候特别安静，
便于思考；另外人睡觉的时候思维特别
活跃，所以有人曾建议联合国开会躺着
开。欧阳修也说过读书“三上”的话，马
上、厕上、枕上。

几天以后，我写出了《回家》。
写以前，我就定好了：一、写散文；

二、给学生看，也就是儿童文学吧。
散文有很多种，我没有写所谓的

“六要素”，方方面面前前后后都写到，

那样的文章司空见惯了，没用的信息也
太多了。我只是撷取三个画面，好像三
幅照片一样，中间跳跃性很大，用一、二、
三标出来。用了那种空灵、优美的语言，有
一点诗的味道，我把它归为意境散文。这
样的文章短小精悍，语言漂亮，意境优美。

写儿童文学，得弯下自己的“腰”，
体会儿童心理，俯身跟儿童说话，用少
年儿童的语言来写。儿童语言有个显著
特点，就是“童话”化。比如太阳就是太
阳公公了，月亮就是月亮奶奶了，这本
身就是拟人，就是一个童话形象。

这样短小的文章，有几句漂亮话，
有一个好的意境也可以了，这叫做唯
美。这也是前两节的内容。但是，我在写
作的时候，忽然想起小时候，傍晚山村
里的景象：屋背上升起缕缕炊烟，村路
上牛啊、鸭子啊都一边叫一边慢慢回
家，做工的大人扛着柴或挑着畚箕或扛
着犁耙朝家里走……于是，我自然而然
加上了第三节：“望见瓦背上升起的缕
缕炊烟，孩子们加快了回家的脚步。奶
奶，请您让炊烟飘得更高一些吧，让打
工的爸爸妈妈，在城里也能看见。”

让我自己也想不到的是，我那么自

然地想到了留守儿童，想到了打工的爸
爸妈妈……现在想起来，这也并不奇怪，
因为我一直在关注孩子，关注留守儿童，
关注中国的教育等问题。而恰恰是第三
节几句话，让这篇短短的文字有了更深
的思想内涵和思想意义，也有了同情，有
了爱。前面一二节是写物，后面第三节是
写人；前面是写自然，后面是写社会；前
面是风光照，后面是生活照；前面只有
美，后面还有爱；前面只有“意思”，后面
就有了意义。最能打动人的地方，恰恰也
是最后几句话。有几个在外打工的人读
了《回家》，说眼泪都出来了。

写到这里，我自己也感到吃惊，因
为是一中夏老师要我谈所谓写作经验
时，才这么去分析，才惊喜地发现第一、
二节和第三节之间的区别和意义。我原
来写的时候，根本没有这么理性，只顾
一口气写下来。

最后说一点，我之所以选择写这种
散文诗似的意境散文，是因为那段时间
我喜欢上了那样的文章，喜欢上了那种
空灵、优美的诗一般的语言。那段时间，
我还写了《山村小景》《秋天的味道》等。

（陶永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我 写《回 家》
陶永灿

认识罗琦应该有近 30 年
了。20 世纪 90 年代初，邵东楹
联学会刚成立不久，我们就开始
打交道。起初是开会时才见面，
后来因为都在县城定居，且文字
交往甚密，便隔三岔五见见面。
或许因为是同龄人的缘故，我们
有大致相同的经历和阅历，故一
直比较投缘。我对他在诗词、楹
联方面的造诣更是赞赏有加，尤
其是其创作的现代田园诗和“竹
枝词”令我钦佩不已。

这里不妨举例说明一下。罗
琦的《双抢杂咏（四首）》，读来令
人耳目一新。其中两首：“阿妹抛
秧郎插田，一丘翻作一诗笺。手
挥彩笔随心动，已把风情写满
天。”“笑声挤破打禾场，揉进风中
窜进庄。到处逢人传喜讯，农民
网上卖余粮。”对于我们这些20世
纪60年代出生的人来说，对“双
抢”这个词再也熟悉不过了。他
将这一高强度劳动场面写得如此
富有情趣且诗意浑然，不能不让
人为其遣词造句的功夫所折服。

再看罗琦的《留守三题》，将
笔触对准农村的“留守妇女”“留
守儿童”“留守老人”进行描述，
发人深思。如《留守妇女》：“不
畏艰辛不怕孤，岂因留守犯糊
涂。晨呼儿起声尤细，暮逗鸡回
语带粗。陌上风光挥汗种，田间
稻麦用情疏。闲来翻看手机里，

可有冤家微信无？”将农村留守
妇女粗中带细的感情和任劳任
怨的朴实作风展露无遗，尤以结
句令人称奇，时代气息和“儿女
情长”跃然纸上。

罗琦一直在基层摸爬滚
打。作为千千万万的基层工作
者之一，罗琦用饱满的生活激情
和生动幽默的手法描绘火热的
现实生活。他的《诗意乡村》组
诗，乃有感而发，寓意深远。

当前，乡镇基层干部的中心
工作转移到耕地保护、环境治理、
治安维稳等方方面面，特别是加
强了以环境保护、水源保护、森林
保护和生命安全保护为重点的巡
库、巡河、巡塘、巡林、巡路“五巡”
服务。在一般人看来，这是枯燥
乏味的。可在罗琦的笔下，显得
妙趣横生、生机盎然。如《巡河》：

“白鹭轻啼贴水飞，悠然来觅小鱼
肥。情多莫过堤边柳，摆手依依
送我归。”而《巡塘》中“依然还是
那池水，不见当年裸泳娃”，《巡
林》中“最是调皮风浪漫，深情拥
我入山林”，这样的佳句仿佛信手
拈来，浑然天成。

笔者以为，无论是对待工
作、学习还是生活，广大的基层
工作者都应该学习和保持罗琦
同志这种乐观主义情怀，把工作
当成诗，把生活过成诗！
（唐志平，邵东市文联副主席）

●品茗谈文

把 生 活 过 成 诗
——谈罗琦和他的诗

唐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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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文化和荆楚文化是中国文化
的两大主流。在荆楚文化中有一个重要
支流——梅山文化。梅山文化即蚩尤文
化，是湖湘文化的祖源文化之一，承载
着浓厚的湘中地区民族文化特色。

梅山医药文化是梅山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之一，一直充满神秘色彩。梅山地区
的人民总结生活经验和医疗经验，逐渐吸
收了道教、佛教及中原医学的一部分东西，
发展形成了自己的体系。梅山医药文化包
括与医药相关的历史遗存、文化形态、社会
习俗、生产生活方式等，特别是民间中草药
单方、水师正骨术、蛇伤药、止血止痛术、治
妇女难产术等，其传承有法、有经、有师。

梅山地区因山高水深，林深草密，
人们生息劳作极易摔伤跌伤，常遭蛇咬
虫毒，易患无名肿毒、疑难杂症，一批俗
称“梅山水师”的郎中应运而生。他们遍
布山乡，治病过程均以“一碗水”开场，
综合运用心理治疗与药物治疗为患者
疗伤治病，整个疗程都带着神秘色彩。

梅山中药材资源丰富，梅山水师长

期积累、总结出了许多验方。比如，丝茅
草，又名冬青，是梅山当地的一种多年
生植物，其茎叶可用来搭棚遮雨，干燥
后可引火作柴。根可食，味甘清凉，可入
药，有止血、清热、利尿之功效，主治咳
嗽、吐血、热症等疾病，多作为治疗上呼
吸道感染、慢性支气管炎、痢疾、烧伤烫
伤、冻疮、乳腺炎等疾病的配方药。在梅
山人眼中，丝茅草不仅可以入药，还被
视为灵物予以崇拜。他们以丝茅草为
服，桐叶当帽，红薯茎作耳环，围着火堆
载歌载舞，这是梅山文化特有的习俗。

梅山医药文化是一定历史阶段梅
山地区的人民大众所共同创造的精神
财富，深刻反映了梅山人的世界观、价
值观、生命观、健康观和方法论，兼具科
学和人文的双重属性，是中医药宝库中
的一颗明珠。梅山医药文化中所谓“不
传之秘”的疑难杂症诸方、不治症秘方、
跌打接骨奇方之类，被越来越多的人们
发掘认识、学习研究、推广应用。

挖掘、保护和传承梅山医药文化的

代表性成果，有清代抄本如《梅山骨隙
插穴秘法》《少林秘传接骨神方跌打秘
方》《精抄道法治病秘术灵符本》《梅山
真传道医秘本》等，现代的论著有卿同喜

《梅山水师》、王卫国《梅山医俗》、曹曙初
《蚩尤故里古梅山文化遗产精粹》，以及
新邵的《孙广生骨伤临床经验》等。其中，

《梅山真传道医秘本》记载了止血、止痛、
接骨等经验。《梅山水师》介绍了梅山水
师的由来、演变、发展，梅山水师的基本
精神、操作技术、民间方药、治疗实例及
经验等等。它们都是研究、传承、应用梅
山医药文化非常实用的读本。

目前，梅山医药文化的挖掘、保护和
传承工作越来越受到国家的重视。“新邵
正骨术”入选2008年湖南省第二批省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梅山正骨术”入
选2021年湖南省第五批省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药王医药文化”入选2021年第五
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随着时代的变迁，传承和发展梅山医
药文化的年轻人不多，身怀绝技的梅山水
师越来越少，用于治疗跌打损伤和红伤骨
折的“强盗水”、止血的“止血水”、消热的

“雪霜水”、化掉卡喉之物的“化骨水”等梅
山水师秘法秘术大有失传之势，深入研究
和科学总结梅山医药文化，择其精华开展
抢救和保护工作已刻不容缓。

（肖志红，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

●思想者营地

中医药宝库中的一颗明珠
——梅山医药文化浅谈

肖志红

贺绿汀是一位杰出的音乐
家、音乐教育家。他在 90 高龄
为母校邵阳市二中谱写了校歌

《我们从这里起航》：“邵水之滨，
六岭之阳，有一群百灵纵情歌唱
……世纪沧桑，桃李芬芳，爱国
进取，奉献力量，我们从这里起
航……今天是二中的学生，明天
是祖国的栋梁。”这是一首进军
号，激励着学子们奋发向上。今
年，将迎来邵阳市二中120年华
诞，我忆起了贺绿汀办上海音乐
学院的一个故事：他仁心施教，
将盲人青年王叔培培养成钢琴
专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
贺绿汀奉命从华北风尘仆仆赶
到阔别多年的上海，担任上海音
乐学院院长。

贺绿汀在办学中，既按艺术
规律办学，也根据社会需要办
学，先后办起了音乐少年班、音
乐附中、音乐专修班、少数民族
班、音乐干部进修班，使学院形
成大、中、小配套成龙，专业、业
余教育互相衔接的体制。通过
几十年如一日的不懈努力，上海
音乐学院跻身国际一流水平的
音乐院校行列。

20 世纪 50 年代初，有位上
海盲人青年王叔培，到上海音乐
学院报考。贺绿汀和蔼地说：

“好啊，你可以试一试，只要能考
上，与健康人一样入学。”贺绿汀
破例亲自主考。经过三天的特
殊考试，王叔培被钢琴系录取。
在其五年的寒窗生涯中，贺绿汀

给予他无微不至的关怀，不仅请
专人为王叔培编写钢琴盲谱，另
派钢琴专家为他开小灶，还特筹
集一点外汇，买来全套盲人教
材。贺绿汀的精心培育和关怀，
王叔培十分感动。上课之余，王
叔培刻苦练琴，克服常人难以想
象的困难，学完了所有的课程，
1956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王
叔培深深体会到，因为有党的关
怀和帮助，才有了他的一切。他
积极要求入党，并于1956年4月
24日光荣地成为一名党员。

王叔培毕业后该何去何
从？此时，一向爱生重才的贺绿
汀做出一个特殊的决定：将王叔
培留校任教。1956年9月，王叔
培被分配在上海音乐学院钢琴
系从事钢琴基础教学工作。王
叔培以贺绿汀为自己的楷模，不
仅注重学生的专业学习，还关心
学生的身心健康。在钢琴基础
教育工作中，他严谨治学，认真
备课，在课堂教学中言简意赅，
要求明确，方法得当。他的学生
不论程度深浅，基础好坏，年龄
大小，他都尽心尽责。学生们都
把王叔培看成是自己的挚友和
良师。

1987 年 10 月，王叔培应邀
赴西德、荷兰、瑞典访问演出；
1993年5月，应邀赴台湾访问演
出，反响强烈。

1996 年 5 月，他被评为教
授，成为中国唯一的盲人钢琴教
育家。
（刘目卿，曾任邵阳日报社社长）

●学林漫录

贺绿汀仁心施教
刘目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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