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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莲池

农历八月，有桂香，有归雁，
有中秋节，真好。

“农家终岁劳，至此愿稍偿。”
中秋时节，辛劳的庄稼人终于可
以静静地坐下来，看着满仓新打
的稻谷，闻着稻米清香，好好品尝
一下丰收的喜悦。那时，没有五花
八门的月饼，我们就用自家收的
小麦换两斤面条，从小湖里捞几
个菱角，从树上摘几个橘子，从菜
地搬几个南瓜回家。一家人团团
圆圆地围在一起，热热闹闹的，生
活简单粗糙，却觉得特别快乐。

临近中秋时，村子里卖吃食
的小贩突然多起来。换面条的，卖
米糖的，吆喝声在院子里回荡。一
斤麦子可以换八两面条，面条带
着一点淡淡的灰。烧一大锅水，
等水噗噗翻滚了，把面条一把一
把往水里丢。等面条打几个滚，
用笊篱捞起，放进一个大瓷碗
里，撒上碧绿的葱花、炒香的红
辣椒，条件好的，放个煎得金黄
的鸡蛋。不要说吃，光是看上一
眼，那五颜六色的样子，闻闻那个
香味，别说多诱人了。一碗普通的
农家面，是节日里最奢侈的食物，
吃得一家人满口生香，心满意足。
面条的香味，醉了一个村庄，芬芳
了中秋的夜色。

中秋节的晚上，我们没月饼
可吃，母亲就把大南瓜蒸熟，调点
面粉，做成金黄酥脆的南瓜饼。那
味道，是现在超市售卖的月饼无法
代替的。月亮出来了，我们一家人
坐在屋前的桂树下。母亲用南瓜饼

代替月饼摆在桌上，再摆上菱角和
茶。母亲对着月亮拜了三拜，喃喃
自语说了几句后，开始正式过中秋
节了。饥肠辘辘的我们围着一盆菱
角吃得津津有味。菱角可生吃，也
可煮着吃，肉粉粉的、嫩嫩的，带着
淡淡的甜味。弟弟吃得太性急了，
一个还在嘴里嚼就去掰另一个，不
小心被菱角划伤了手，但这丝毫不
影响他吃菱角的兴趣和速度。吃饱
了的我们，靠着桂树，看着圆月，胡
思乱想。

母亲一刻也没闲着，一边缝
补我们的破衣烂衫，一边教我们
唱童谣。唱不了几句，就听到弟弟
的鼾声。哎，真是的，除了吃，没有
什么能吸引他。

那年月，非常流行送中秋。外
嫁的女儿要回娘家给父母送节，
没有月饼可送，也没有多少钱可
拿，就提个小竹篮，里面放两筒手
工面，放包白雪糖，放斤肉。家里
有水果的，从树上摘几个果子，用
一块干净的毛巾盖着，兴冲冲地
去送节了。回娘家的女人，心里格
外高兴，脚步格外轻快。这一天，
母亲心里却很难受，她回不了娘
家，她没有娘家，她自小父母双
亡。外公外婆虽然离世很久了，可
每当节日，母亲心里就泛起悲伤
的浪花。

“一壶好茶一壶月，只愿月圆
勿再缺。”多少个中秋过去了，童
年的快乐却再也无法寻觅。

（李云娥，邵阳县人，湖南省
散文学会会员）

儿时的中秋节
李云娥

从一记事，我就一门心思惦
记着家里喂养的两头猪，为它们的
一日三餐提供食物来源是我的职
责所在，容不得半点松懈。等弟妹
长大一些，好歹有了接班人，我却
有了新的任务——与大人们一起
到生产队里劳动。偶尔，看大人们
飞针引线，手痒痒的，就找来几根
竹片，削成毛衣针形状；没有毛线，
就偷着用大人做鞋子的绳索，一针
一针地挑了起来。终因材料有限，
每每只有开头，从没有结尾。

岁月悠悠，一晃就是几十年。
一天，见邻家一小妹正在制

作棉鞋。那双已经成型的棉鞋，鞋
面花样美观别致，颜色清爽素雅；
鞋内手感柔软，温暖如烘；鞋底既
轻便又厚实，防水又防滑。一见这
双鞋，我就想起了母亲为我们一
家大小制作鞋子的情景。现在她
年纪大了，手中的针再也钻不过
厚厚的鞋底，现在该是我来制作
棉鞋的时候了。心动不如行动，首
先备置好鞋子所需的材料，精心
挑选好编织鞋面的毛线。在编织
过程中，把握鞋尖、鞋帮、鞋跟等
各个关节的收放尺度，力求完美。
遇到疑难，虚心向邻家小妹请教。
在她的指导下，一双双美观的鞋
面，从我的手中脱胎而出。下一步
将编织好的鞋面与鞋子的棉内衬
缝合起来，再绱在鞋底上。这是一
道既费力气又需技术的活，力道
不足，扎进鞋底的针头拉不出来，
还可能扎伤手指；技术不过关，绱
起来的鞋子还会歪歪撅撅，影响
美观。经我用心琢磨，反复实验，
虽然也扎伤过手指，但鞋子终于
绱得正正当当。

最高兴最欣赏我手艺的是我
的母亲。每次看她当宝贝般穿在
脚下，生怕弄坏一点点，爱惜有加
的样子，我总是安慰她，别在乎，
穿坏了再做。

有一段时期，我们的小城风
行起十字绣来，一幅幅色彩艳丽、
栩栩如生的十字绣品被悬挂于店

铺之中，或装饰在华堂之上。我心
旌摇动，又跃跃欲试，赶紧上网购
一幅十字绣底坯。十字绣的绣法，
没有传统的刺绣那么繁琐，它不
需要描摹，不需要专业的刺绣工
具。只要按照底坯图样中规定的
颜色，选择相应的丝线，用十字针
法填充在底坯的方格里即可，简
单、方便，一看就会。在刺绣过程
中，把握好绣线的粗细匀称，拉线
时松紧适度，针脚的压线方向一
致，这样就能确保整幅绣品画面
端正平整，完美无瑕。按照这些基
本要求，我潜心练习，将自己的
满腔热爱，溶入到针线中。当看
到绣品在我的一针一线中慢慢
成型，有说不出的成就感。我在
绣制一幅在一个花瓶里插入一
束鲜花的十字绣时，特别有意
趣。那天，我将绣品摊放在门外
的桌子上，正聚精会神地刺绣，
一只蝴蝶飘然飞至十字绣的花
朵上。当时，我被这只蝴蝶的举
止惊呆了，看它张合着翅膀，久
久不愿离去的样子，我既兴奋，
又感动。我想我的这幅十字绣，至
少得到了这只蝴蝶的认可。

现在，我又迷上了用工笔画
绘制团扇。起因是观看了一次旗
袍秀表演。台上的模特，手持团
扇，身著旗袍，袅袅娜娜地向我走
来，她们的着装、气韵惊艳了我。
她们手中的绘上图画的团扇，或
明艳，或典雅，给她们的表演起到
了画龙点睛的作用。我想，如果我
用所学到的工笔画技能，在一柄
素底团扇上绘上画，也可体验一
下走旗袍秀的美妙感觉。给团扇
绘画可是个技术活，颜色的调配，
线条的勾勒，容不得半点粗心；图
形的染色，更需精心细致；点染、
晕染等染色手法，必须遵循花鸟
虫草的生长规律。循序渐进，才能
达到预期的效果。经我的用心描
绘，我的第一柄绘上花鸟的团扇
终于闪亮登场了。

（曾彩霞，武冈市作协会员）

女红杂记
曾彩霞

1974年秋，我从武冈一中初中毕
业后来到湖南省重点中学——武冈二
中念高中。这里风景优美，古树参天，鸟
语花香；这里有肃穆的中山堂、葱郁的
松树山、威严的红楼钟声、闻名遐迩的
法相岩。这里还有我尊敬的老师，如英
语老师杨钺、语文老师程谦、物理老师
沈生福、数学老师钟介渠、政治老师易
多英……他们都是名副其实的学者。

令我印象最深的要数杨钺和沈生
福两位老师。杨钺老师是一个十分严
肃的人，平时很难开笑脸，但对学生很
关心。记得第一学期开学不久，他下课
后找到我，说：“小易，我听说你在武冈
一中英语成绩很好……来到二中后英
语要更上一层楼。”我点了点头。接着
他又说了许多鼓励的话，我很是感动。
沈生福老师脸上时常挂着笑容，说话
风趣而幽默。也许是我喜欢物理实验
课的缘故，与他接触较多，常常找他请
教或到他的实验室做实验，时间久了
我便对他产生了一种崇敬之情。记得
那次学习左手螺旋定则，他开讲前要
找学生回答问题，看大家是否对本章
节进行过预习。突然，沈老师喊我的名
字，要我站起来讲左手螺旋定则这一
章节的大致内容和学习它的目的与意
义。还好，这一章节我预习了两次，对
其内容很感兴趣，于是我按要求迅速
进行了回答。他听完很高兴，当场表扬
我有预习课本的好习惯。后来，在沈老
师的指导下，我做了一个小型发电机，
至今记忆犹新。

在二中幽静的学习环境里，我们

不但学习书本知识，还学工学农，翻砂
做模型，种菜养猪，既学到了知识，又
炼红了思想。

最为值得一提的是，我的文学梦
想也在这里起航。1974年秋高中第一
学期开学时，父亲对我说：“你现在读
高中了，你又那么喜欢文学，除了努力
学习课本知识外，对自己的兴趣爱好
也要有个初步设想。”我说将来想当作
家。我深知父亲在大学学的是中文，我
的回答正合他意。开学不久，一个偶然
的机会结识了隔壁班的周飞跃同学，
由于我俩都喜爱文学，都有当作家的
想法，于是就成了文友，经常抽空在一
起谈文学，也谈创作心得与体会。他喜
欢写诗歌，对现代诗情有独钟，而我喜
欢写小说、剧本和对一些感兴趣的文
艺作品不知天高地厚地进行评论，偶
尔也写旧体诗，雅兴来了亦填词。这
样，我们就成了文学知音，也相互激励
去实现文学梦想。

记得有一天下午上自习，我们相
约去了校门外的法相岩山坡上，探讨

《青春之歌》中林道静和余永泽这两个
人物的塑造及对话艺术，因观点不同
而争得面红耳赤。还有1975年中秋后
的一个晚上，我俩都睡不着，跑出来坐
在大操坪中央，面朝松树山，兴致勃勃
大谈诗歌，聊得最多的是徐志摩的诗，
我们都特别喜欢那首《再别康桥》。在
谈了读后感之后，仰望圆月，心潮澎
湃，飞跃兄当即吟了一首短诗。

如果说对文学梦的追求在初中阶
段算是萌芽，那么到了高中阶段则有

了明晰的概念和方向。从初一开始每
每利用寒暑假看书练笔，好在父母大
力支持，要书要纸笔随时购买。同时我
也在县图书馆办了借书证，借书阅读，
扩大眼界，增长知识。说到练笔，便是
写一些记叙文和诗歌之类，也练习写
剧本，如将鲁迅先生的《祥林嫂》改成
歌剧，将《野火春风斗古城》改成话剧，
将黄梅戏《天仙配》改成越剧……尽管
语言很幼稚，人物塑造也很欠缺，但毕
竟练了笔啊。

1976 年 9 月，高中毕业的我下乡
插队到武冈龙田公社和平大队，还随
武冈“三系杂交水稻育种队”赴海南岛
制种，后来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回到地方工作后，又爱上了摄影
这门艺术，先是拜师学艺，尔后利用业
余时间和节假日潜心创作。有耕耘就
有收获，我的摄影作品不断在《邵阳日
报》和省级、国家级报刊上发表。四十
年来，我获省级以上摄影比赛奖30余
次，发表艺术摄影作品 1300 余幅，
2014年加入中国摄影家协会，2020年
出版摄影作品珍藏集《眷恋》。2007年
至2015年是我小小说、散文创作的高
峰期，在全国各级报刊发表小小说
156篇、散文106篇、诗词70余首。2016
年，我的小说集《峒路》出版。2017年，
我加入湖南省作家协会，2022年加入
湖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

我现在虽已退休，但始终提醒自己
牢记初心，不忘在母校读书时起航的文
学梦想，为人民而歌，为祖国而颂。

（易江波，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

梦想从这里起航
易江波

35 年前，我在省城长沙上学时，
一般不打听人家是哪里人，也不轻易
说出自己的家乡是哪里。偶尔有“不识
趣”的人问起我，我也总是含含糊糊地
说我是邵阳人。其实，我是地地道道的
新邵五星人。

五星，典型的山冲冲，离邵阳市区
四五十公里。那时候，我们要去邵阳
市，天微微亮就得动身，先翻过两座
山，再沿一条毛马路步行十多公里来
到巨口铺镇政府所在地。运气好的话，
会碰上顺路的拖拉机或汽车，可以搭
上一程。不过就算搭上车，也是一路颠
颠簸簸，等颠到巨口铺，你肯定屁股生
疼，刚跳下车时晕头转向辨不清东西
南北。虽然和省城比起来，邵阳也算不
上什么大地方，但毕竟称为“市”，和五
星的“冲”比起来，那又是天上地下。说

自己是邵阳人，仿佛自己真的成了
“市”里人了，和其他同学也不至于相
差太远。

那时的五星，一条坑坑洼洼的碎
石公路是唯一的联系山外的纽带。落
后的交通，严重禁锢了家乡的发展。好
在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进了大山。五星，
并没有被外面的世界遗忘。要想富，先
修路。很快，五星至巨口铺的公路修通
了，五星到县城、到邵阳市的公路都修
通了。开始是砂石路，而后柏油路，现
在都成了水泥路。每天有七八趟车跑
来跑去，进城就像到邻居家串门一样，
方便得很。五星，西接隆回，北通娄底，
四通八达，再也不是过去的旮旯山冲。
短短四十年不到，马路变宽了，街道变
美了，房子如雨后春笋般往外冒。这里
有了宽敞气派的中学、小学，邮局、医

院、银行等等应有尽有。大型超市开到
了楼下，琳琅满目的商品直叫人挑花
了眼。

现在，五星的人们仓里有余粮手
里有余钱，便也像城里人一样，开始追
求健康绿色的生活方式，追求更高层
次的精神享受。每每吃了晚饭，便三三
两两来到广场，踏着轻快的节奏跳起
广场舞；有的沿河堤一边散步一边享
受美景……好不惬意。村里八九十岁
的老人越来越多，他们茶余饭后常常
凑在一起，晒太阳聊天，总是说从来没
遇到过这么好的世道。

如今，五星的人们正雄赳赳气昂
昂地大踏步行走在现代生活的快车道
上。我再也没有了过去的自卑，无论是
在省城，还是到了广州或者北京，人家
问我是哪里人，我都是大声地告诉他
们，我是五星人。

（笔悟，邵阳市作协会员）

我是“五星人”
笔悟

◆六岭杂谈◆岁月回眸

花瑶夜色 石爱萍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