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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咚咚锵，咚咚锵……”锣鼓声要
么从后山缓缓传来，要么从垄中大丘
迤逦而来。当后山的锣鼓声到了屋后
的渠道边，垄中的锣鼓声到了扌汇子山
时，父亲一定会从床上爬起来，穿好衣
服，点好煤油灯，打开堂屋门，摆好酒
席，等待耍狮子的、耍龙的，或者是耍
车马灯的进门。他们来的时候一般到
了深夜十一二点，我虽然很想早起来
一睹为快，但想着他们还有一段距离，
如果起床等他们，时间会特别难熬。
所以我每次非得等他们到了屋外的井
边时，才翻身起床。

他们很快就到了堂屋门口，父亲
手里的鞭炮霎时炸响。鼓乐齐鸣，众
声喧哗，宁静的乡村夜晚，一派热闹、
欢快景象。他们一般先在堂屋门边耍
一阵，然后鱼贯而入，进入堂屋，开始
上演“视听盛宴”。

20 世纪八十年代初，春节前后，
乡人一般是耍狮子，接着是舞龙。小
孩子最感兴趣的是车马灯表演，因为
里面有可爱的“蚌壳精”“乌龟精”“鲤

鱼精”，还有令人好笑的“罗瞎子”“三
花子”。我看了几次车马灯表演以后，
觉得自己也可以组织一支车马灯队伍
来玩玩。随处可见的蚌壳既可以做

“蚌壳精”，又可做乐器；烂锑面盆做
“乌龟精”，兼做锣鼓；至于“罗瞎子”
么，找副没有镜片的眼镜戴上，正合适
……经过几天草草训练后，到过年的
时候，我们的队伍就隆重上演了。我
们从堂屋门出发，一路“鼓乐”声不断，
浩浩荡荡开向晒谷坪。到了坪里，一
番群魔乱舞，人欢马叫，直折腾到精疲
力尽、人仰马翻，才兴尽而返。

时光荏苒，一转眼，过去了三十多
年。居住的城市这几年突然兴起了一
支车马灯队伍，领头的是邵东作协主
席唐志平。闲时与身边人聊起小时候
畅演车马灯的光荣事迹，她马上反唇
相讥：你那也算耍车马灯，太小儿科
了。她才是真真正正的车马灯演员，
专门在车马灯队担纲“蚌壳精”这一重
要角色。问她怎么演，她说倒也很简
单，到了一个地方，随着锣鼓声，边跳

边舞，就算完事。最让她开心的是，耍
一个正月，能挣到三元钱。把钱交给
母亲后，母亲破天荒给她扯了一身尼
龙布，做了一条花裙子，让她显摆了一
个夏天。

一些“60 后”“70 后”一边追看车
马灯表演，一边回忆小时候的故事
……忆着忆着，就忍不住老泪纵横，真
是青春易老韶光贱。亦或许，当物质
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人们吃穿不愁，
就会去追求更加纯粹、自然的精神娱
乐。于是曾经消失的车马灯再次复
活，这也应了那句话，越是传统的，越
具有民族性。

行文至此，耳边突然传来：“打开
东门进财宝，金银财宝滚进来。滚进
莫滚出啰，滚一个满堂红。左手开门
郎是金鸡叫，右手开门妹是凤凰啼。
郎是金鸡叫，妹是凤凰啼……”哦，原
来是我住宅隔壁的昭阳公园又耍起车
马灯来了。

（曾良平，邵东市作家协会会员）

◆精神家园

我的车马灯记忆
曾良平

空闲时候，我喜欢与朋友们去郊
外游玩，不仅流连乡间的青山秀水，也
钟情那些来自大自然恩赐的山珍野
果。每次当我在山路边、涧水旁，邂逅
一树或一丛山月泡、羊奶果或其他野
果的时候，总是忍不住摘下些放进嘴
里，仔细品尝它们的味道。尽管那滋
味，远不如市面上那些五颜六色的水
果那么香甜，有的甚至还有些苦涩，但
我依旧对它们爱不释手。正是这样的
味道，曾经慰藉了我贫乏的童年，陪我
度过那些饥荒岁月。

早春时节，春寒料峭，后山上山茶
树新长的嫩叶，有的就被寒风速冻成
叶片肥厚、质地细腻、呈白色或微红的
茶耳，这可是我们的最爱。约上同伴，
寻找那些色泽光亮、雪白如玉的茶耳，
用不着清洗就直接塞进嘴里。茶耳清
香微甜，酥松可口，浸润心肺，那滋味
不亚于现在吃上一个香甜的雪梨。

在山茶树开花的季节，一朵朵洁
白的山茶花怒放枝头，引来无数蜂蜜
的青睐。这些被蜜蜂亲吻过的花朵，
犹如一只天然的蜜罐，有蜂蜜为我们
无偿留下的蜂糖。随手从身边扯上一
根蕨科棘，去掉其中的芯条，做成一根
空心管。将空心管一头含在嘴里，一
头对准山茶花花蕊，用力吸取蜂蜜。
越吸越来劲，有时吸得嘴巴酸胀，仍乐

此不疲。要知道，那是我们儿时所能
得到的上等的蜂糖浆啊。

春末夏初，是一年中野果最多的
季节，三月泡、羊奶果都在这个时候成
熟。只是我们那里的山小得不成样，
树木也不多。山上能长三月泡、羊奶
果的地方，早就被我们这些小伙伴们
熟记于心。每年还不到果实成熟，我
们就在其周围转悠了。只要一发现果
实由青变黄，它们就会被我们塞进嘴
里，吞入肚中。尽管它们的果粒鼓胀
得还不饱满，味道青涩得让我们张不
开口来，我们还是吃得津津有味。

就在我们眼巴巴地守着三月泡、
羊奶果成熟的时候，此时山里另一种
野果正在开花，它就是“地葡萄”。地
葡萄不同于葡萄，它的茎匍匐在地面，
叶子椭圆形，小而厚实，叶片的经脉刀
刻似地明显。花五瓣，呈淡红色或淡
紫色，形状像单瓣牡丹，黄色花蕊，生
长于山间阴凉潮湿处。花开季节，山
中的地葡萄用各种不同的几何图，绣
着花朵随意地铺在地面，点缀着山色，
也装点了我们单调的童年。它的果实
圆圆的，两端扁平，像一只小鼓。成熟
后颜色呈紫红或紫黑色，表面有许多
肉刺，却不扎手。汁多肉厚味甜，是一
种很好吃的野果。说也奇怪，这么好
吃的野果，我们对它的美味却没有表

现出太多的热情，只有实在口馋又忍
不住它色与味的诱惑，才摘食它们。
吃完后满嘴乌紫，很容易被大人知道，
还会引来一番数落。大人们告诫我
们，地葡萄生长于地面，它的果实容易
被毒物感染，为防万一而不允许小孩
们自行采食。这种说法我倒也信，有
好几次我就看见过在它的茎叶上，挂
有不明动物的唾沫。

到了秋天，山上的“糖葫芦”就是
我们的吃食对象。成熟后的“糖葫芦”
黄中泛红，满身都是刺，一不小心就会
扎伤手指，全没有地葡萄那样良善。
但它甘甜的滋味，还是让我们欲罢不
能，铤而走险。我们极其小心地将它
们摘下来，丢在地上用鞋底磨蹭几下，
将上面的硬刺磨平。砸开果实，挖掉
果核及里面的绒毛层，即可食用。由
于这种果实吃得有点冒险又过于繁
琐，我们一般吃得不多，只专挑那些个
儿大、品相好的解解馋。

初冬，我们就在山中寻找一种叫
“鸡拔腿”的植物，缘于它的根长得像
弯弯扭扭的鸡腿而得名。它的叶子的
正面是青绿色，背面却是灰白，有毛茸
茸的感觉，叶边锯齿状。它的根生长
在土里，粗细不一，粗的有手指般大，
里面淀粉居多，粉中带甜，鲜嫩可口，
有吃莲藕的感觉，里面竟还有一点鸡
肉的味道。那个时候我们只要空闲，
就会扛着锄头，满山去刨食这种免费
的零食。

现在每每回想起这些过往，总会
使我生出无限的感慨来。虽然那时我
们清贫，但依旧与快乐并行。

（曾彩霞，武冈市作协会员）

◆乡土视野

野果杂忆
曾彩霞

一枚能缝合天地的大铁针
鼻孔里插一根稻草
如泥鳅穿越泥巴
在油豆腐的腹中兴风作浪
写下到此一游

一串很油香的“项链”
挂在扁担的脖子上
晃荡着走出市场
一路的风
都在咽着江河般的口水

未到家门
一大群孩子喊叫起来
鼻子底下的馋虫
起劲地爬动

油豆腐，“70年代”的红烧肉

油炒饭

吃剩的冷饭
是一个天大的宝贝
加点盐加点油加点水
做一回热锅上的蚂蚁
就成了众星捧月的公主

炊烟还只走到半路
那些小木格窗户里
就挤出不少脑袋
不断地推测着
谁家又出了个大大的地主
（宁社华，邵东市作协会员）

油豆腐（外一首）

宁社华

我坐在春天的台阶上等你
等你牵着我的手沐浴在春色

里，看
阳光一丛丛，风儿一缕缕
桃花儿红，柳条儿绿
放风筝的人儿一对对

我坐在春天的台阶上等你

等你牵着我的手明媚在春光
里，听

布谷鸟咕咕，燕子鸣啾啾
溪流活泼，草长莺飞
流浪的琴音，轻轻
（范容，任职于邵阳市中医

医院）

我坐在春天的台阶上等你
范容

回到老家
仿佛重归母体
村庄是温暖的子宫
草木是血脉相连的亲人
在湘中文江村
我只想做一回胎儿
泉水叮咚，溪流潺潺
是我发出来的纯净胎心音

趁天气晴朗
牵着阳光的手
与风一起缓步而行
惊奇地发现

田埂上光脚的童年
还在疾跑如飞
林道中牛羊的蹄印
依然清晰可见

换上解放鞋
肩扛锄头，到屋后菜园
侍弄一地鲜嫩的乡村生活
手握柴刀，去对门山坡
砍下遗落多年的烟火气息
（唐吉民，新邵人，湖南省诗

歌协会会员）

回乡记
唐吉民

◆湘西南诗会

我到过长城两次，都是八达岭。
第一次去八达岭长城是 1973

年11月下旬，那时我正在北京中国
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读书。我班
12名学员都是福州军区各部队的，
在班长、时任92师副政委陈全的带
领下，我们爬上了八达岭长城。它
位于北京延庆区军都山关沟古道北
口，是明长城的一个隘口，为居庸关
的前哨，被称作“玉关天堑”。《长安
客话》称：“路从此分，四通八达，故
名八达岭，是关山最高者。”这里山
峦重叠，地势险要。磅礴的城墙南
北盘旋，延伸于群峦峻岭之中，视野
所及，不见尽头。

我们登上长城的第一个墙台，
平台道宽可五马并骑、十人并行。
内侧有矮墙，外侧有垛口，垛口上有
瞭望孔，下有射击孔。顺着墙顶望
去，远处是一座敌楼，高高耸立。我
们选择那最高峰的墙台，呈一路纵
队攀登，陡峭处七十度以上，后面战
友的毡绒帽几乎贴在前面战友的毛
皮鞋跟。班长在前面猛喊“跟我
上”，我是副班长，在后面用劲叫“跟
上去”。我们终于登上了敌楼。敌
楼分上下两层，上层周围设垛口和
射击洞，下层为士兵住宿和存放物
资的房舍。那时，八达岭长城这样

的敌楼有 43 座，已修复了十多座。
这一座海拔888米，为最高的敌楼，
是俯瞰长城的最佳处，又名观日
台。我们站在观日台，俯瞰长城内
外。北风呼啸，掀起了我们的军大
衣。远近雪花飘飘，群山白雪皑皑，
我们背诵起伟人的《沁园春·雪》：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
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
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
裹，分外妖娆……”

第二次去八达岭长城是 2004
年6月。我和老伴爬起长城来不禁
两腿颤颤，气喘吁吁。我们一步一
步地登上了敌楼，站在那城台上极
目远眺，长城像一条巨龙，游弋在绿
色的海洋之中，望不到头，看不见
尾。正如歌曲《长城长》所唱的：“都
说长城两边是故乡，你知道长城有
多长？它一头挑起大漠边关的冷
月，它一头连着华夏儿女的心房。
都说长城内外百花香，你知道几经
风雪霜？凝聚了千万英雄志士的血
肉，托出万里山河一轮红太阳……”
我和老伴还在刻着“不到长城非好
汉”的竖碑处拍了合影。

（伍想德，原市委常委、宣传部
部长）

◆旅人手记

“不到长城非好汉”
伍想德

资水潇潇逐逝波，高楼远岭竞嵯峨。
临津古渡无舟楫，两岸通衢有锦轲。
落日沉沉藏旧迹，霓虹闪闪赋新河。
老城应觉春情美，杨柳清风喜自歌。

北塔生态园

最美人间四月天，芳枝烂漫柳如烟。
子规但恋深林秀，蝶鸟更催玉蕾妍。
览物还须凌古塔，踏青何必上峰巅。
一江春水新园绕，无限风光在眼前。

紫薇公园

绿径长廊映翠微，人间四月竞芳菲。
双龙负势争山艳，落瓣乘风比蝶飞。
槛外通衢连闹市，园中百卉续春晖。
炎炎夏日知何往，盛世繁华说紫薇。
（简方杰，退休教师，湖南省诗词协

会会员）

◆古韵轩

临津门有怀(外二首)
简方杰

梳妆 刘玉松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