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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看报，全校人都知道。上
课之余，如果有人要找我，其他老师
则会告诉他，去收发室准能找到。

以前，我能看到的报纸大多是
《人民日报》和《湖南日报》。它们虽
然视野广阔、内容丰富，但要在茫
茫大报纸的版面上找到一星半点
关于家乡的信息，又是多么渺茫的
事情。

自从 1984 年《邵阳日报》创
刊，终于了却了我每天都能看到邵
阳新闻的心愿。我看报有个习惯：
旁边必须摆一本地图册。尤其是邵
阳地图，她的每一个角落我都记得
非常清晰。不管邵阳哪个地方发生
了变化，我都非常关注；哪些方面
有了成绩，我都由衷高兴。我的心
通过《邵阳日报》与邵阳紧紧联系
在一起了。

《邵阳日报》报道的每一件本
地区的大事件，我都铭记在心：

新宁崀山申报世界地质文化
遗产成功，我特意去游览了一线
天、骆驼峰；沪昆高速贯通，我抑制
不住兴奋，去游历了雪峰山隧道；
犬木塘水库大坝刚下闸蓄水，我就

迫不及待地前去参观……
我不但爱看《邵阳日报》，有时

还忍不住写点文章去投稿。记得是
《邵阳日报》创刊不久，我就写了篇
题为《武冈铜鹅》的文章寄过去。文
章大致介绍了铜鹅的养殖过程、食
用价值以及在国内国际上的影响，
篇幅也就不过千把字。后来居然发
表了，它成了我在《邵阳日报》上发
表的处女作，心里自然别提多高兴
了。事有凑巧，不久，武冈被命名为

“中国卤菜之都”，并且“武冈铜鹅”
“武冈卤菜”被定为国家地理标志产
品。我知道，我的那一篇小小的文章
并不足以推动武冈铜鹅成为全国名
牌。但是，《邵阳日报》在中间起到的
推介作用是绝对不容小觑的。

有一年，我正教高三，《邵阳日
报》向我约稿：要我谈谈当年高考
语文的大致趋向和针对性的复习
要点。我也不推辞，洋洋洒洒写了
几千字，《邵阳日报》几乎没有什么
改动，照本刊登。数学、外语、生物
等科目，《邵阳日报》都有“焦点访
谈”。我们的那些经验之谈究竟效
果如何，不得而知。但是，那年学校

的高考成绩是几年来最好的。
以后，每当闲暇课余，我就对

身边发生的事情写点新闻、写点评
论、写点感悟发送到《邵阳日报》
去。编辑也不嫌弃，偶尔也发几篇，
既是对我的鼓励，也是对我写作的
肯定，更表现了《邵阳日报》海纳百
川的胸怀。

我出版过三部散文集子，其中
绝大部分文章是在《邵阳日报》上
发表过的。也有人问过我，为什么
能频频在《邵阳日报》上“打卡”，我
也说不清。我和《邵阳日报》的许多
编辑素昧平生，认识的几个，李立
拉是我的同学，但似乎大学毕业后
就没再见面；李日新老师是最近才
知道她和我竟然住在同一个学校
里；刘振华编辑也只偶然见过一
次。他们既是我的老师，也是朋友，
我在他们那里受益匪浅。

可以说，现在，阅读《邵阳日
报》已经成为我生活中的一个重要
组成部分。《邵阳日报》，总能每天
在我面前展现邵阳这片神奇土地
的勃勃生机和广阔前景。
（易祥茸，邵阳市二中退休教师）

亦 师 亦 友 40 年
易祥茸

柳叶向上，割开了雪
春天醒着

此刻，紧握昂扬的山水
目睹一朵花
触碰到了足够多的文字

雨水经过
石阶上写满了别致的诗行

悄悄地记录
离树荫更近的芬芳

点亮所有的窗
唯有嶙峋的灯火，证实着
浮尘的复杂

开始让激情走远，一把弯刀
架在了星空中

雨 水 经 过 （外一首）

李 斌

东风吹过，河边的柳树绿了，公
园的桃花红了，田野里的野菜也破
土萌芽了。深夜坐火炉边翻书，听着
春雨淅淅沥沥，仿佛闻到了野菜的
清香。

“谁谓荼苦？其甘如荠。”荠菜堪
为野菜的形象大使。乍暖还寒的早
春，肥嫩的荠菜爬满地头，每一片叶
子都带着雨露，散发着细微的草香。
荠菜包饺子蒸包子，清香妙不可言。
湖南人喜欢用荠菜下火锅，鲜香有
嚼劲。荠菜易老，所以吃荠菜要趁
早。荠菜开碎小的白花，羞羞怯怯。
开花的荠菜虽然老了，但乡土风俗

“三月三，荠菜煮蛋”，将荠菜与鸡蛋
同煮，有祛风除湿散寒等良效。

田野里还有“胡葱葱”，也就是
野葱。其实野葱冬天就有了，不过比
较细，葱头埋在泥里，一扯就断了。
经春天的风雨滋润，野葱长到筷子
粗，正是采挖的好时节。一锄头下
去，就能挖出一大把。将葱头上的泥
巴抖掉，洗净择好，用来炒鸡蛋或清
炒，香气逼人。晒干后，腌制成“酸胡
葱葱”，可打汤泡饭，也可当点心吃。

春天的菜市场琳琅满目，有乡
下老奶奶提着新嫩的枸杞尖（即枸
杞新生的枝叶）卖。枸杞尖清炒或加
上香菇炒，微苦而不失清新。如果在

枸杞菜浇上数颗枸杞，那就更赏心
悦目了，称得上“万绿丛中一点红”。
初唐诗人陈子昂西出阳关来到张
掖，当地的守关将士请他吃“嘉蔬”，
就是枸杞叶。枸杞遍布大江南北，湘
江畔成片都是。我家对面的邻居喜
欢采枸杞尖，一摘就是一麻袋，一半
凉拌着吃，一半晒干泡水喝，据说是
一味止咳平喘、安神助眠的好药饮。

油菜花开的时候，成群结队的
赏花人就在田里扯鼠麴草，也叫清
明草。这野菜全株有白色绵毛，开着
絮状小黄花。把它用开水焯后，切
细，挤去水分，用来做粑粑吃，老少
皆喜。听说，还有手工作坊用鼠麴草
沤汁染布。与鼠麴草粑粑相提并论
的是蒿子粑粑，蒿子也是菊科植物。
把野蒿焯水，切碎，加盐和糖做成粑
粑，入口微苦，渐渐地便齿颊生香。

地里的荠菜、胡葱葱、枸杞尖、
蒿子等野菜争奇斗艳时，水里的野
芹菜也闪亮登台了。春溪涨时，野芹
长得青翠肥嫩。把叶子打去，剩下的
茎秆用盐水泡泡，用来炒豆豉辣椒，
极是爽口。别小看这种野生野长的
水芹，它可是有文化底蕴的。春秋战
国时期，鲁国高等学府泮宫边有河
曰泮水，学子们常到泮水采水芹。后
来“采芹”代指入学或中秀才，而“芹

宫”则代指学府。
吃完水里的野菜，就该吃山头的

野菜了。蕨菜喜欢长在向阳的地方，
胖乎乎的有铅笔那么粗。摘去蕨子毛
茸茸的头部，用开水焯下，然后浸泡
在凉水里，吃时捞上来即可。撕成丝
来凉拌，或切成段炒藠头，鲜滑爽口，
都是美味。勤快的乡里人将蕨子晒干
腌制，用来炒腊肉，是不可多得的美
食。山珍里最常见的野菜是竹笋。剥
皮切成滚刀块，可以炖排骨，稍放点
盐，极鲜。竹笋也可炒酸菜，炒肉，有
清新的山林气。竹笋喜油，用猪油爆
炒更香。将竹笋切成细丝，晒干熏干，
可保存良久。吃时用水泡发，炒肉丝
或鱿鱼丝，是乡间宴席的名菜。

地里的野菜美，树上的野味也
好。三月，香椿树长出紫色的嫩芽。
香椿芽焯水后切碎，然后打碎几个
土鸡蛋搅匀，用猪油摊成煎饼状，满
室都是香气。记得伯父喜欢吃凉拌
香椿，先将香椿腌下，然后拌上豆
腐，滴上数粒麻油，豆腐的淡与香椿
的咸珠联璧合。他将香椿摆在小桌
上，一口酒一筷子香椿，那种惬意的
表情让我记忆犹新。

细细想来，野菜之对于人类，恩
惠甚大。灾荒年岁，人们可靠其果腹
充饥。百姓如此，圣贤犹是。唐尧因
食“藜藿之羹”，而彰其与民同甘共
苦之大德；孔子厄陈蔡，吃野藜充
饥，方能七日弦歌不绝……

又是一个东风浩荡的春天，让
我们迎着阳光走进山野河畔，一起
去采那青青野菜，去尽情享受那无
限美好的春光吧。

乡土视野

东 风 浩 荡 野 菜 香
蔡 英

五年前，我村与邻村合并，新的村
委会设在邻村那座早已废弃的村小里。
村小是座四合天井的小院，地盘比较
宽，经过一番检修和粉刷后，整个院子
一下变得整洁、明亮了。村书记指挥工
匠们设立好村委成员公布栏、村务公开
栏、村民规定二十条、改革开放成就展
示栏等，却似乎把进门那面最显眼的高
墙忘记了。墙面除了刷上一层雪白的腻
子胶外，就再也不着一笔一划。

村民们甚为不解，便问：“留下这
面空墙干嘛？”村书记说：“我打算立面

‘博士墙’。”村民一下懵了：“‘博士墙’
是啥玩意？”村书记便道：“‘博士墙’就
是把本村所有考上名牌大学，以及研
究生、博士生的信息刊在上面，用来提
高村民尊师重教的意识，号召大家关
心和教育下一代，为国家培养出更多
的优秀人才，为建设社会主义、振兴乡
村出力。”村民们“哦”了一声，口里似
乎懂了，心里其实还是一团雾水。

村书记便把浏阳市“博士墙”的事
向大伙详细地介绍起来。一个只有1200
多户的村子，居然出了600多名大学生，
其中包括100 多名硕士、20 多名博士
——浏阳市沙市镇的秧田村因此被誉
为“博士村”。秧田村为此还特地设立一
堵“博士墙”，墙上展示的是全村走出的
26名博士的信息，以此来激
励后生子。“博士墙”不仅展
示了村民世代重学的丰硕
成果，更是向世人诠释着

“知识改变命运”的真谛。
方案一定，村书记便

让村民们上报本村在外工作人员的情
况。真是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村
书记以为本村所出的人才不多，博士、
教授肯定很少，哪知“形势”格外喜人。
据不完全统计，自恢复高考以来，全村
1000多户，考取了300多名本科生，其
中研究生70多位、博士生20位，成为
大学教授的10位，工程师有20多位。

村书记十分兴奋，立即与这些活
跃在全国各行各业的佼佼者取得联
系，让他们写简历、寄相片。一经查实，
便立即安排人手把资料刊在“博士墙”
上。那些受到邀请的成功人士也以自
己能在“博士墙”占一席之地为荣，纷
纷提议并捐款成立本村“学子高考优
胜者奖励基金会”。

“博士墙”一出，立即引来全村村
民的围观和点赞。大家为本村出了这
么多的栋梁之材而倍感自豪，纷纷表
示要加强对孩子的教育。

如今，村里的“博士墙”已设立五
年，村里风气有了明显的改变：唱歌跳
舞的多了，相骂打架的少了；舍得教育
投资的多了，攀比炫富斗富的少了
……特别是村里的学子们，在近年来
的高考中屡创佳绩。去年，村里的一个
女生更是“破天荒”，以全市文科第一
名考上了清华大学。

“博士墙”的功劳
林日新

布谷枝头吹管弦，
和风日暖袅祥烟。
披星种菜沙洲地，
带月移秧云水田。
处处青苗多窈窕，
行行绿麦尽幽娟。
细耕歇憩沟塍坐，
顿觉高梁红满川。

春 柳

巧借东风弄丽娟，
垂枝秀发长三千。
叶成绿海乡园美，
絮作白云村郭妍。
恰恰啼莺生翠色，
双双戏蝶入春烟。

放歌旷野踏青去，
迷醉痴人乐似仙。

春 雨

微雨纷纷不断时，
山岚袅袅润千枝。
可怜败草新芽出，
无奈枯藤旧叶辞。
紫燕啄泥描秀色，
老牛迈步展英姿。
云烟笼罩春潮涌，
红杏翻墙早有诗。

春 风

东君惠顾绿枝头，
冰雪消融逐水流。
庭院桃红多艳丽，
村墟李白独轻柔。
丝丝晓露垂杨翠，
缕缕阳光芳草幽。
日暖花香霞万丈，
踏青沃野见沙鸥。

春 耕
（外三首）

吕建云

很想知道，一首诗与落日的距离
有人说，仅仅是一条
溪流的宽度，阳光平静地经过
品读谦恭的空地

假若听不见五步之外的说话声
那些辽阔的往事
在一把生满铁锈的锁里搁浅
水还活着，风在飞

开始深入镜子的中心
眸光覆盖
沿途的神秘归于成年的草

稻草人也很想有爱情，假装
继续着心跳
成全了一只单身蜻蜓

（李斌，中国作协会员）

开始深入镜子的中心

湘西南诗会

古 韵 轩

（吕建云，新邵人，湖南省诗词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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