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潺潺流水下梯田，百转千回绕雾间。
风送稻香撩客醉，金波荡漾谷堆山。

与亲友桂下把酒赏月

万里无云镜碧空，团圆最是仲秋浓。
桂花佳酿迎亲友，月染芳香颤酒中。

紫薇颂

紫薇绽放丛丛艳，疑是霞飞山水间。
不屑群芳三春俏，甘为萧瑟晚秋颜。

乡 思

暮云收尽现银盘，万缕清辉伴露寒。
我寄秋思托素月，随风散入水潺湲。

清 莲

泥根玉雪尘无染，圆影青葱亦自香。
谢尽繁花枯叶瘦，但留莲藕带湖芳。

秋游溆浦山背梯田
（外四首）

李红莉

◆古韵轩

（李红莉，武冈市诗联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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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常常听到别人说，邵东什
么都好，就是缺水。

小时候去县城的舅舅家，早晨起床，
我含一口水在嘴里来回倒几下，刚要吐，舅
妈一声大喝，慢！我吓了一跳，愣愣地看着
舅妈。舅妈把水桶放到我面前，说，把水吐
到桶里，等会洗脸水也倒进桶里，要用来冲
厕所。我当时蛮惊讶，心想，城里人就是小
气，一口漱口水用了一次还用二次。从此就
有了心理阴影，到了舅舅家怕用水。

长大后在县城买了房，住八楼，自己
也成了城里人。开始那几年，隔三差五就停
水。一停水，就要提上水桶到楼下的“小河”
取水，然后越“小桥”，过“草径”，乘电梯，一
趟一趟往楼上奔。几趟下来，腰也酸，腿也
痛。这时，才明白了城里人为何“小气”。

受了水的“欺负”，心里难免有怨气。
为了生存，我们邵东人修了 100 多口山
塘，建了10座中型水库，可还是缺水。这
些年，邵东的高楼像雨后的春笋，一拨一
拨冒出来，城区面积成倍扩展。我又开始
担心，如何解决供水问题？可我是杞人忧
天了，现在邵东城区不但不停水，而且水
变清了变甜了。这是怎么回事？有知情人
告诉我，邵东有一群懂水的人。懂水的

人？我又好奇又敬佩，向往有一天能一睹
他们的风采。

也是天随人愿，这天，邵东市作协组
织会员到兴隆水厂采风。我们到达水厂
时，就看到水厂的经理罗小刚站在台阶
上迎接。我以前并没见过罗小刚——也
许见过，只不过不认识而已。我仔细打量
着眼前这个和水“相知相爱”的人：短发，
圆脸，穿一件天蓝色短袖衬衫，戴一副黑
框眼镜，很年轻，很精神。

打过招呼，罗小刚把我们领进一间
大房子。这间房子像电影中的作战指挥
室，南面墙上覆盖着一块巨大的电子屏
幕，上书“智慧水务管控一体化平台”。屏
幕上密密麻麻的数字、标识、图案，不断
闪烁。罗小刚站在屏幕前开始讲解，什么
开源节流、智慧保供啊，什么运用大数
据、云计算、微量检测、5G通信等高科技
啊，什么统一调配、防漏防污染啊。他一
边讲一边挥动手臂，像一个指挥千军万
马的将军。我仿佛看到桐江水、资江水、
黄家坝水库的水在他的指挥下，乖乖地
流进水厂，流向千家万户的水龙头。

兴隆水厂像一个大花园，草木葱茏，
鲜花吐蕊，时而有蝴蝶追逐、嬉戏。前面

这栋房子像医院，又像科研楼。几十个房
间，摆满了各种各样先进仪器，化验室、
检测室、监测室、水质检测站、流动注射
分析室……让人眼花缭乱。

后面几栋高矮不一的房子才是“车
间”。上十几级台阶，眼前出现一个大水池，
被间隔成几条两三百米长的“水渠”，像游
泳比赛的赛道。我仔细一看，只见水里漂浮
着密密麻麻的“毛发”和尘粒，甚至还有一
条死了的小鱼。走了一百多米，奇怪，水变
清了。再走几十米，水更清了，像山泉水，看
着就想喝一口。是谁在变魔术呢？水池尽头
是一栋房子，墙上写着“V形滤池”几个字。
房里是一个个四方形深井，井里安装着一
排排大水管，水花飞溅，机器轰鸣。下几级
台阶，是另一个“车间”——活性碳吸附池。
出了门，前面又是一栋房子，墙上写着：臭
氧——生物活性碳滤池……

原来，一滴水从河里到老百姓的家
里，要经过“百转千回”。

站在中午的阳光下，我仿佛看到家
中的妻子正打开水龙头，清清的自来水
汩汩流出。那涓涓流水，像一首美丽的
歌，一遍又一遍从我心上淌过。

（申云贵，邵东市作协会员）

◆樟树垅茶座

清水涓涓心上过
申云贵

我端拦门甜酒，含情脉脉，
我唱呜哇山歌，对你表白。
瀑布腾龙，追梦未来，
蜂舞蝶飞，寻找至爱。
啊，神奇的花瑶，美在花腰带。
小沙江等你来，虎形山等你来，
我在花瑶等你嗨。

我燃热情篝火，点亮山寨，
我煮云雾香茶，盼你归来。
五彩针线，挑满记忆，
今生巧遇，前世安排。
啊，美丽的花瑶，俏在花裙摆。
崇木凼等你来，白水洞等你来，
我在花瑶等你嗨。

花瑶姑娘爱挑花

蓝天宠爱花瑶的花，
花瑶的姑娘爱挑花。
早挑瑶山四季春，
晚把瑶寨秋描画。
挑得山路宽又长，

村寨处处通天涯。
挑来古木逢春千年吻，
挑来瑶寨幸福好年华。

姑娘挑花爱挑哥的家，
挑龙挑凤挑福娃。
针线飞彩虹，巧手绣高楼，
挑得花瑶美如画。

百鸟爱听花瑶的歌，
花瑶的小伙唱挑花。
早唱瑶妹针线长，
晚把瑶妹手艺夸。
唱得姑娘心里痒，
张张脸红绽桃花。
唱来花轿进村喜炮响，
唱来鸾凤和鸣传佳话。

小伙唱歌爱唱妹挑花，
唱情唱爱唱潇洒。
姑娘手中情，小伙心中爱，
花瑶挑花扬天下。

花瑶有个“白水洞”

花瑶有个白水洞，
洞中吐白雾，云飞更从容，
洞藏故事正走红。
一面鼓儿敲，三面锣儿响，
九凤来朝阳，石瀑挂彩虹，
鸟来这里不思飞，有缘情独钟。

我爱花瑶白水洞，
田产富硒米，洞酿甜酒浓。
洞里洞外都是梦，
梦幻梯田，山欢水笑乐无穷。

花瑶有个白水洞，
山说她清秀，水赞她庄重。
洞传山歌越长空。
一碗拦门酒，三生未了情，
火把舞长龙，碳花撩心胸，
人来这里不想走，有情终相逢。

我爱花瑶白水洞
水弹幸福调，山开映山红。
村里村外都是歌，
仙境花瑶，今生有缘喜相逢。
（戴月归，武冈人，中国音乐文学

会会员）

我在花瑶等你嗨（外二首）
戴月归

2007年9月，我和老伴月娥
游览了云南石林风景区。风景
区位于昆明石林彝族自治县境
内，因奇特、雄伟、壮观的喀斯特
地貌，有“石林博物馆”的美称。
朱德曾给石林风景区题词：“群
峰壁立，千嶂叠翠。”

我们只游了三个景点：大石
林、小石林、步哨山。一进景区
的大门，只见石头紧挨着石头，
高大耸立，就像卫兵一样守卫着
这片净土。石头大小不一，有的
竖着，有的斜着。这是石头的世
界，奇峰怪石，特别美丽。大石
林景区最好的观景处是望峰亭，
站在亭里，一眼望去，四周怪石
林立，笔直高大，非常密集，壁如
刀削，有的如同尖笋，有的像大
象，有的像飞鸟。石林呈淡淡的
青灰色，最高大的独立岩柱高
40 多米。其中有“莲花峰”“剑
峰池”“千钧一发”“幽兰深谷”

“凤凰梳翅”等景点，最著名的当
数中心石峰，那上面的“石林”二
字由爱国将领龙云所题。我和
老伴抓紧以“石林”二字为背景，
请人拍了一幅珍贵的合影。

小石林，景区不大。宽厚墩
实的石壁像屏风一样，将小石林
分割成若干园林，形成一片片小
景区。这里最著名的景点当数

“阿诗玛石”。在一汪清池旁，阿
诗玛石像亭亭玉立，在金色的阳
光映照下，五彩斑斓，妩媚动人，
仿佛仍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等

着她的阿黑哥。这里是电影《阿
诗玛》的拍摄地。世世代代居住
在石林的彝族撒尼人，形成了以

“阿诗玛”为代表的民族文化。
叙事诗《阿诗玛》入选首批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被译为 20
多种文字在世界多个国家广泛
传播。电影《阿诗玛》享誉海内
外，我在部队就观看过电影《阿
诗玛》。部队的干部战士，尤其
喜欢听唱电影《阿诗玛》的主题
插曲《马铃儿响来玉鸟唱》。

随后，我们进入步哨山，它
位于小石林之南、大石林之东，
南北走向带状展布，属大石林溶
蚀洼地东部斜坡平台。为什么
叫步哨山，因为清朝末年石林彝
民义军首领赵发在此山驻防，设
步哨巡山而得名。山顶海拔
1796.7 米，为石林景区最高处。
我们登高远望，只见林海松涛，
柱石参差；我们漫步在山间，但
见石林卓立，剑峰罗列。这里有
海洋生物化石，如巨型腹足类化
石、珊瑚化石等，说明两亿多年
前石林地区是生机勃勃的海底
世界。

石林的美景看不完，石林的
植物资源很丰富，石林的野生动
物数不清，石林的民族节日文化
传四海，石林的名优特产讨人爱
……我们恋恋不舍地离开石林，
带着阿诗玛的甜美形象离开了。

（伍想德，原市委常委、宣传
部部长）

◆旅人手记

石林游记
伍想德

父亲帮我挑着行李，出了简
朴的寨市车站，踏着马路上厚厚
的灰尘，走了不远，迈进西河
街。街道尽头是横跨莳竹河的
西河桥。过了桥，眼前一条砂石
马路，一条弯弯曲曲的上坡石子
路。热心人告诉我们，两条路都
可以走，小路近。上小路，穿过
一片“各自为政”的木房子，就步
入了当时的绥宁县一职中校
园。那是 1985 年秋季，我是这
所学校的一名新生。

学校建在山坡上，俯瞰着聚
宝盆一样的寨市镇区。莳竹河
从南面的崇山峻岭中逶迤而来，
绕了寨市大半圈，悠然隐没在东
面的大山深处。

二姑父告诉我，寨市是绥宁
古县城，一职的前身是绥宁县老
一中，老一中的前身是虎溪书
院，因书院后面的虎溪山而得
名，是古绥宁县的最高学府，出
过不少大人物。二十世纪五十
年代，二姑父考进老一中，成了
他家族的大喜事。只是后来命
运难料，二姑父摇头叹息。

迎面是宽阔的操场，绿草如
茵。环行跑道外，白杨肃立。一
座座古朴的校舍高低错落，过道
边上砌了很多花坛，彼时花开正
艳。到底是县级学校，气象非同
一般。

一职中的语文老师好像和
我初中的语文老师约好似的，皆
认为我只要努力，以后能当作
家。于是，我的作家梦更加伟岸
而光亮。学校图书室藏书甚丰，
我借了很多中外名著。这些书
籍装帧精美，一册在手，整个人
似乎也高端大气起来。不过拜
读的时候，遗憾地发现，有些名
著其实还没有《某某传奇》好看，
为了当作家，我也硬着头皮读。

课余休息时间，我喜欢捧一
册名著踱步于校园林荫道，让我

精神振奋的往往不是手上的名
著，而是发现附近有女生在活
动。那时，我大抵会把书合拢，
夹在腋下，让封面露外边，时而
微微低头沉思，假装思想家；时
而仰头，假装文艺范。

从初中开始我就不喜欢英
语和数理化，在一职，对这些课
程之讨厌更上一层楼。有好心
的老师皱着眉头对我讲，你这样
下去只怕不行喔！我表面上认
可老师的话，心里却想，大作家
沈从文懂英语和数理化吗？您
就等着瞧吧！

我喜欢夹本书独自到处散
步。沿莳竹河边的机耕道，溯水
上行一段路，我在那儿见过一架
巨大的筒车。湍急的水流驱动
着巨大的轮子“叽叽呀呀”地转
动，清亮的河水就这样被源源不
断地提到了高处的水渠里。稻
田里，绿浪翻滚。寨黄公路边，
寨市影剧院后面的小山顶上，两
株大树间横架着一条铁梁，其上
挂着一个大铁钟，钟上镌满了铭
文。我找到一根棍子把古钟敲
了一下，其声激越。寨市的小巷
铺盖着一色的青石板，两边是一
溜儿的老木房。灰头土脸的雕
花木窗、斑斑驳驳的木板墙，似
乎想要表达什么。

一天，我们一大帮同学来到
寨市的大山深处。只见山坡上、
小溪边，这里一棵、那儿一株大
小不一的杨梅树，墨绿色的叶子
间缀满了一颗颗硕大的杨梅，那
么红，红得发紫。摘一颗丟进嘴
里，甜甜酸酸，像极了我们的青
春华年。

1988 年 初 夏 ，我 们 毕 业
了。三年来，我长高了，嗓音变
粗了。那天清晨离校，那一职中
校园、那青青虎溪树，于弥漫的
薄雾中，一派岁月静好的模样。

（袁光祝，绥宁县作协会员）

◆精神家园

青青虎溪树
袁光祝

◆歌词展播

夕阳下
龚顺松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