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篸。”
借用唐代诗人韩愈的诗句来形容
平溪江，是恰到好处的。平溪江古
名峡口水，又名洞口水，属于赧水
支流，发源于怀化洪江市大湾，在
洞口境内河长70.4公里。

1991年，父母调动了工作，举
家迁进了县城。从而，我有幸成了
平溪江畔的常住居民。岁月如梭，
屈指一数，平溪江伴我已有三十余
载了，而我对她亦是有了深厚的感
情。三十余年来，平溪江有着一段
非凡的绿色发展史。退耕还林、四
旁植树、封山育林、长防林建设、

“三边三年”绿色行动……平溪江
畔逐渐“披绿装”：两岸青山越来越
绿了，河边上栽植的树也越来越多
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洞口县委、县
政府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发展理念，全面禁止河道采砂，
开展“禁渔禁捕”等专项行动，建立
平溪江国家湿地公园，全力推进河

道整治和生态修复，生态环境得到
极大改善。平溪江里没有了垃圾，
河水清凌凌的，翘白子、黄颡鱼、麦
穗鱼等野生鱼类畅游其间。

曾经，一位久居西北的友人
回家省亲，沿平溪江驱车数十公里
后，他感慨地说：“没想到，家乡还
有这么美的绿色生态长廊。”从江
口沿河而下，只见两岸苍翠，河水
碧波荡漾。放眼望去，青山、农舍、
田园、绿洲，还有那一江绿水，仿佛
一幅淡墨水彩画，令人美不胜收；
又放眼望去，河中央，洲滩、绿树、
水鸟、枫杨相伴而生。这些水鸟，有
春起就在这里安营扎寨、待到十月

便迁徙离去的，也有一年四季在这
里栖息的。“平溪江，真是生态秀
美、绿韵飞扬啊！”友人赞不绝口。

平溪江湿地公园以平溪江为
主体，包括沿岸林地及洲滩，总面
积 981.6 公 顷 ，其 中 湿 地 面 积
704.9 公顷。园内动植物资源丰
富，拥有维管束植物150科418属
833 种、野生脊椎动物 5 纲 26 目
68 科 171 种。坐落平溪江江心的
回龙洲和伏龙洲，宛如湿地公园
里两颗璀璨的明珠，光彩迷人。回
龙洲古木参天，绿荫如盖，大有

“鸟过清溪疑仙岛，人从何处问青
天”之妙境。伏龙洲已是城市中央

的民俗文化公园，碧水清波，树木
葱郁，风雨桥、观光游道与树木、
河水交相辉映，勾勒出一块休闲
胜地，成为“绿色洞口”的一张新
名片。再从县城沿平溪江往上，大
湾、月溪两个省级森林公园像两
块绿色的翡翠，镶嵌在平溪江边
的青山秀谷中，让人心驰神往。

沿平溪江往下，有一个村叫
大湖村，有一个洲叫大湖洲。村庄
环境幽雅，生态良好；洲上四季如
春，绿荫柔和。村民傍河而居，若是
荡一叶扁舟，就会惊起江岸绿洲上
一群群白鹭……

（谢立军，任职于洞口县大湾
国有林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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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回，这块地灵人杰的土
地，以她的古老与神秘吸引着八
方来客。

避暑麻塘山麓

盛夏八月，我站在麻塘山乡
白马山国家森林公园的山顶向你
问好。早安，隆回！

连绵的群山上，薄雾似轻纱
萦绕山间，山泉叮咚像在拨动琴
弦。眼前，一座座挺拔的白色风机
像亭亭玉立的少女，身披金色的
朝霞，舞动柔美的臂膀，将源源不
断的电能输送到千家万户。

晨雾慢慢散去。放眼远望，山
下田野一片翠绿，辛勤的农人正
在田间劳作。晨光中抽穗的稻谷
绿波荡漾，送来阵阵清新的稻香。

正是骄阳似火的盛夏，身处
钢筋水泥森林的人们被热浪裹
挟，无处遁形。而有着隆回“小西
藏”之称的麻塘山乡，以平均
1300米的海拔、夏天平均25摄氏
度的气温，成为当之无愧的避暑
胜地。这里的夏天没有空调轰鸣，
甚至无需电扇摇摆，只有微风送
爽，夜凉如水。

一幢幢造型别致的农家小
院，或掩映在绿树中，或坐落在小
溪畔。干净整洁的庭院里，竹篱笆
圈出小院的边界，大黄狗守护小
院的安宁。瓜棚下，憨态可掬的胖
冬瓜，身着挂白霜的翠衣，杵在棚
下歇凉。丝瓜、苦瓜、黄瓜一个个
争先恐后地从黄色、白色的花蕊
中探出头来，在瓜架上荡秋千。

调皮的猕猴桃将藤条缠在质
朴的梨树上，颜色、形状、大小俱
神似的果子，密集地悬挂在梨树
上，让人分不清谁是谁。好奇的游
客将猜果子作为傍晚散步的节目
之一。涓涓细流蜿蜒而下，一股股
汇成面前的小溪。河道笔直，两岸
是宽敞的步道，步道边鲜花盛开。

从喧嚣的城市走向闲适的
乡野，水是甜的，风是香的，景色

如此秀丽，民风这般淳朴。这一
切轻易就牵绊住了我的脚步。

趁光线正好，在那间有年代
感的茅屋下摆一个文艺范的造
型，瞬间格调拉满。但记得先跟守
屋的“小黑”打个友好的招呼哦！

叩访魏源故里

阳春三月，我在司门前学堂
湾的魏源故居向你问好。午安，
隆回！

这座质朴的江南民居因为诞
生了一个影响中国乃至世界进程
的思想家而引人瞩目。

庭院内设置有专门的“读书
楼”。当年，专注学业的小主人潜
心苦读，因为鲜少下楼，连家里的
狗都不认识他。九岁那年魏源应
童子试，考官手执“太极”图案的
茶杯，给出了刁钻的上联“杯中含
太极”。小小少年摸摸胸口母亲赶
早准备的圆烙饼，胸有成竹地对
出下联“腹内有乾坤”。多年后，这
位腹有乾坤的少年，沿着门前这
条泥泞小道，走出隆回，走出邵
阳，走出湖南，成为近代中国“睁
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眼前这座历经沧桑的庭院，
就是一座丰富的思想文化宝库。
右边的陈列馆收集了主人大量的
历史文物，也记载了他从农家少
年成长为胸襟豁达、眼界开阔的
思想家的艰辛历程。院墙上郁郁
葱葱的爬山虎掩盖了斑驳的墙
体。门口那棵粗壮的垂柳穿越百
年风雨，又焕发出勃勃生机。

“沙洲回碧水，朗月照金潭。”
月朗风清的夜晚，我们一起来见

证这神奇的景观。

探寻花瑶古寨

金秋十月，我在花瑶古寨的
篝火边向你问好。晚安，隆回！

沿途走来，山坡梯田里，金色
的稻谷像一条条黄丝带随意搭在
山梁上，与木楼、古寨和谐融为一
体。此刻，深蓝色的天幕上繁星点
点，远处的群山影影绰绰，我们有
幸参与花瑶这场风情浓郁的篝火
晚会。

一群瑶家女子，头缠五彩斑
斓的挑花头巾，身着蓝色圆领
上衣，腰系挑花彩带，下穿挑花
筒裙，脚扎挑花绑带。与对面那
帮缠格纹头巾、着白色圆领上
衣、外搭挑花坎肩、下穿黑色裤
子的同龄男子对歌，这就是花
瑶著名的“呜哇山歌”。成年男
女对歌定情，用山歌表达心中
的爱慕。

走在花瑶的村寨，你会在小
溪边的石头上、古老的吊脚楼
下，邂逅一群群挑花女。年轻的
姑娘一定是在准备自己的嫁衣
吧，飞针走线的专注里，带着羞
怯和憧憬。

到花瑶，崇木凼是你必去打
卡的景点。很难在同一个地方看
见这么多遮天蔽日的参天古树。
树龄最长的有1500年，裸露在地
面的树根像遒劲的龙爪。这里有
同枝连理的夫妻树，有齐头并进
的兄弟树。坐在树荫下小歇，阳光
透过树叶洒下细碎的光。眯着眼
静静感受自然的气息，温暖、舒
适、惬意！

做客牛天岭

冒着初冬的寒意，我站在向
家村牛天岭上向你问好。你好，
隆回！

从湘中腹地的高速公路上穿
行而来，窗外景色目不暇接。冷冽
的风尚未褪去深秋的盛装，起伏的
丘林间，植被橙红黄绿，色彩斑斓，
像是上天打翻了调色盘。驶上乡
道，纵横阡陌的田野上，禾蔸组成
一块土黄色的地毯，铺在原野上。
汽车喇叭声惊飞了觅食的白鹭。农
家院子旁，黄澄澄的柚子躲在树叶
里探出头来诱惑你。偶尔有银杏在
路旁撑开大伞，抖落一地金黄。

沿山盘旋上行，两边是葱茏
的南竹，扑鼻而来的清香沁人心
脾。茂密的竹林里，一棵树顶着满
头黄叶夹杂其间，似一叶小舟漂
浮在绿色的海洋。微风吹拂，绿浪
翻滚，仿若一幅巨大的刺绣，美得
那么有质感。

继续前行，车辆驶上一条高
标准的沥青公路。平整的路面标
志清晰，锌钢护栏在右边悬崖筑
成一道坚固的防护。拐个大弯，牛
天岭景区已在眼前。在山上的农
家乐品尝正宗的农家菜……好食
材加上好手艺，让人不舍得放筷
子。搭配甜度适中的温热甜酒，酒
美、菜香，一杯下肚，寒气渐消。

站在山顶，方圆景色尽收眼
底。远处山影朦胧，近处风景秀
丽。山脚下，寨志水库与月牙湖
遥遥相对，跟牛天岭构成一幅
气势磅礴的山水画。红顶白墙
的农舍，影影绰绰掩映在翠竹
绿树间，村民们生活在画中。帅
气的导游介绍，月朗星疏的夜
晚，可以看见邵阳大道的车流，
红红的尾灯连接成一条长长的
火龙……

细细思量，这里不仅有人间
烟火，更有诗与远方。
（唐敏，邵阳工业学校退休教师）

旅人手记

四 季 隆 回
唐 敏

“父母在，不远游。”庆幸的是，我和丈夫的父母都
在身边，我们不用像候鸟一样一到了春节便南来北
往。这样简单的幸福，确实是许多人不能企及的奢望。

今年的春节，因了父亲的离去，感觉家里一下冷
清了许多。尽管每个人的脸上多了忧伤和落寞，但每
个人又都努力在欢笑，想给彼此更多的力量。

春节前，就和母亲说好了，今年的年夜饭由我来
全程操办。这么多年，因为工作和生活原因，家里的
厨房是自己去得最少的地方，就连平素的一日三餐
大多数也都是在父母家解决。至于逢年过节，更是和
父母一起。每年春节，一到了吃年夜饭的时候，只见
着勤劳而能干的父亲像变魔法一样，从厨房里端出
一道道色香味俱全的美味佳肴。

今年的年夜饭，我也要办成像父亲在世时一样，
不要家人插半点手，也让他们如往年一样，轻松地坐
在沙发上看电视，等着我把饭菜端上桌。我在心里暗
暗地想。

不得不承认，自己在做任何一件事上都是认真
的。真这样决定后，那两天，我满脑子都是年夜饭的
样子。要办哪些菜，怕自己记不住，特意拿笔工工整
整记下菜名，写下详细的菜谱。接下来，便绞尽脑汁
思考这些菜该怎么搭配才能起到色香味俱全的效
果，并慎重其事地用笔记下每样菜的主料和配料。

腊月三十很快就来了。从那天下午开始，我学着
父亲在世时的样子，系上围裙，一个人在厨房忙碌开
来。按照事先定好的菜品，一样样有条不紊地准备着，
蒸煮煎炒，再看着菜一样样按照自己的设计出炉。一
桌菜出来，花了好几个小时，尽管累，但我很快乐。

同学聚会

一年一度的同学聚会，放在春节已成了规矩。
召集人还是那几个衣锦还乡人士。聚会终究免

不了俗，土豪同学豪气地选择县城最豪华的酒店，吃
饭、喝酒、娱乐。

都说，同学情是一辈子的。随着认识越来越多的
人，经历越来越多的事后，不知从何时起，时间和空
间渐渐阻隔了这种情义。不知不觉，自己便也感觉与
大家渐渐有了隔阂。再聚首时，多了聆听少了言语，
多了沉闷少了轻松。

唯独对娟，永远都有种牵挂。高中三年的时间，
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在那段青葱岁月里，我们是无
话不说的姐妹，睡过一个被窝，吃过一个碗里的饭
菜。那个温柔细腻的女子做了许多事情，让我至今忆
起仍会泪湿眼眶。

那时的冬天特别寒冷。一到冬天，我的双脚便会
生满冻疮，在鞋的摩擦下，又痒又痛。那时整个学校
就一个小小的锅炉房，要想得到一瓶热水往往要排
上好几十分钟的队，大部分同学宁愿洗冷水也没耐
心去排队打开水。娟打来的那一暖瓶热水自己总是
舍不得用，分两个晚上给我泡脚。然后爬进我被窝的
另一头，紧紧地将我的双脚搂在腋下……

特意抽出一天时间，约上娟一家到我家里来坐坐，
聊聊属于女人间的贴己话。岁月已改变了我们的容颜，
但永远也改不了我们从那时就结下的同学情愫。

（谢丽英，现供职于国网新邵县供电公司）

精神家园

年 夜 饭（外一篇）

谢丽英

冬天的风与夏天的风
是否有过约定
也许除了我，没人知晓
每年的这两个季节
我们都会去外婆家
看看房前屋后
爱跳舞的南竹林
放养的兔子和鸡群
是否长成了
该有的样子

夏天的风

一阵风轻柔地问白云
我的样子讨人喜欢吗
白云笑而不语，飘向远方
柳树听闻，欢喜地挥挥手
那风化作一丝凉意，席卷而来
知了，也许醉了抑或疯了
反复说着那句世人皆知的话
突然，一条鱼跃出水面又潜入水中
风，好奇地跑过去
一河的水都笑开了花

（梁厚连，绥宁县作协会员）

湘西南诗会

约 定（外一首）

梁厚连

一
一径如弦可做琴，
纷纷林叶满乡音。
于中茶马辉明月，
千古高风简氏心。

二
寻吟古道趁同游，
杂见红枫灿欲留。
相携情深忘鬓白，
疏花无语解春秋。

三
君问重逢可有期，
桃花老尽菊花迟。
何当再共崖亭雨，
最忆山云着意时。

（肖克寒，新邵县作协主席）

简氏茶马古道秋吟
肖克寒

光影秀 刘玉松 摄

古韵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