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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莲池

山水间，一条平整的公路穿越一片片绿野
农田。要是站到高处遥望，这路很像一杆大秤摆
放在那里。天地之间真有秤吗？有。这是绥宁的
朋友肖世群跟我说的。

我四十岁那年，经熟人介绍，加了绥宁县苗
乡友人肖君的微信，我们都喜欢文字。有次去绥
宁公差，我们第一次见了面，好像老朋友一样，
没有陌生感，聊了几个小时。肖君是个文学老青
年，写得不多，出手不凡，小说在《文学界》杂志
发过“头题”。后来写得更少，但对文学关注多，
能跟你对谈相关话题，不落俗套。肖君能看轻，
反得到了文学上的愉悦。

肖君先在司法部门工作，后去编纂地方志，
使他更多、更近地走入当地的民情。我问他，苗乡
那些传统的习俗现在传承得怎样？他说，外在的
东西倒不讲究了，内在的东西，多是入骨了的。

他说，比如往来的礼节，是不敢随意的。举
例说吧，老母亲去世，舅家人会来悼念、行礼。不
拿钱，要换购成物品，用苗乡的木架子抬着，习
称“抬货”。农野公路上经常看到一行人抬着两
架三架，五架六架。我说，好热闹，娘家人礼性厚
啊。他答，你想错了，不是抬得越多礼越重，反是
越多越轻。

为什么呢，我听得很是不解。肖君说，你是
文化人，你想想，苗家人为什么这样行礼？我说，
是装门面，送礼人还要拿回去的？不是，他笑着
说，这“抬货”是称主人家的轻重呢，因为要加倍
给舅家回礼，不然全乡唾骂。当然，舅家人也是
讲情理的，你善待老人，他们就送得轻，象征一
下；你不孝敬老人，关爱不周，舅家人要惩罚你，
还热热闹闹，使你下不了台。

我觉得十分新奇，苗乡人确有智慧，一举二
用，举重若轻。

肖君大我七岁，会讲我家乡洞口县的方言。
他母亲是我们那里的人，这让我们又走近了一
步。他到哪里都带着一顶帽子。我说你能不能把
帽子取下。他取下了，原来已秃顶。他说是为了
给别人留个好形象才戴。跟我在一起就不戴了，
我们之间不必讲究。

后来每次去绥宁，或者肖君来邵阳，我们都
要长时间地喝酒聊天，半夜还待在宾馆，聊着苗
乡的风俗。他善谈，有趣味，跟谁都谈得来，什么
话题都接得上。他是憨憨的性格，不抢话，能倾
听，适时插话，娓娓而谈。和他在一起，你能感觉

到自己在他心里有分量。
有次他去毛泽东文学院插班学习，几天时

间，班上四十多个同学都主动结识他，跑来跟他
说话，有的比他小二十多岁。他能把每个同学的
名字叫得出来，还给年轻人改稿、荐稿，甚至借
钱给他们，帮助他们办事。反正，你在他跟前，心
里是舒服的。

我对写作纠结太多，没有他那份轻松和淡
定。有一次，一个心仪的刊物撤了我一个上了版
的稿子，我几天没吃好饭。他说我看太重，所追
求的超出了文学本身，稿子分量如何，大家心里
都明白，写得好，是不用发愁的。

有次我问他，你们苗乡人怎都这么简单通
透？他说，可能在山区吧，都有敬畏心；就说那

“抬货”，像是一杆秤，能检测一个人的举止；所
以不要多想，简单一点，认真做过，大家都心里
有数，呵呵。

我们这样说说笑笑交往了八九年。去年六
月，他来市里参加一个文学活动，喉咙嘶哑了，
说话吃力。我们照了相，没多说话，后来也没问
候过他。去年国庆假期第五天上午，有文友说肖
君昨天去世了，喉癌，发现已是晚期，没跟人说。
这让我震惊不已。几个文学群发出了悼念肖君
的信息和图片。甚至还看到，他毛院学习班的同
学纷纷约起，驾车或租车从四面八方赶往绥宁。
有个女同学，还写了一首长诗。我读了几遍，泪
落屏幕。

悲伤如河流漫过，我一身惆怅。我将消息告
知另外两个好友，有一个是肖君原来单位的上
级同事，她听了突然哭了起来。商量后，我们托
绥宁县的朋友转去哀悼和对他家人的问候。

过了一周时间，肖君的上级业务单位的领
导肖兄打来电话，说肖君是一个好人好干部，他
们都忘不了，觉得我熟悉他，希望帮写一份模范
材料，他们往省里报送。我赞同他的想法，但不
想写，我写不下去。

一个普通的小县城的职员，没有显赫的地
位，去世后却被这么多人惦念，甚至离得很远的
人为他歌、为他哭，他靠的是什么？我想起他讲的
天地之秤的故事。我相信了，天地之间是有杆秤
的，无声无息地称量着每一个人，谁也躲不过去。

肖君是能经得起称量的，不怕你再多地“抬
货”。在他面前，我也清楚自己的分量，他就是一
杆秤。 (邓跃东，任职于市交通运输局）

天 地 之 秤
邓跃东

我这个从邵东山村来到首都北京的军
人，通过家乡的党报《邵阳日报》，足以全面知
晓铁打的宝庆的点点滴滴。尽管身份不断转
换，但我对《邵阳日报》情有独钟。

20世纪90年代，我在家乡的一所中心小
学当代课老师。有时去乡政府办事，看到新出
版《邵阳日报》，总是迫不及待地翻看搜寻我
关注的内容。1990年3月至9月，我在《邵阳日
报》上发表了《齐合村旱土改良田》《双泉铺乡
南木村党支部走出一条新路》等几篇稿件，不
久便因此沾了光。当年国庆节过后，武警福建
总队两名接兵干部来到黑田铺乡政府。当时
的乡武装部长和派出所长下乡去了，我正好
在乡政府给他们代写一个黑板通知，便负责
接待两名接兵干部。他俩看到我在报上发表
的文章，夸奖说：“这小鬼写得不错嘛，很有逻
辑性，一定要到部队去。”从此，我的命运改变
了，走上了一条职业军人之道。

刘师雄成、黄兄颂明等，是我的乡亲，亦友

亦师亦导，对我的影响很大。刘师雄成说过，给
党报写文章，文章要简洁、干净；要多写短文，最
好写“千字文”；必须把多余的话去掉，但又不能
光秃秃的，必须写得从容、舒展，像篆刻艺术，方
寸之内，有一种海阔天空的气象。黄兄颂明，经
常给我点拨，还把一些报纸上的社论和评论文
章寄给我，重要之处精到之处，他都划上了重重
的红线。我的文章，经羊君长发修改过后都很明
白通畅，没有一丝艰深晦涩的影子。

《邵阳日报》，丰盈了我的灵魂，丰富了我的
人生。报社的一些编辑，也给过我坚定的支持和
鼓励，是他们让我不断接受吸取新知识，寻觅探
索新方法，始终如一坚守本心做人做事，心无旁
骛大胆前行。多年来，我先后荣立一次二等功、
八次三等功，还被武警部队评为优秀纪检监察
干部、被全军评为优秀共产党员。

《邵阳日报》是我人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今后的日子，祝愿她越办越好，而我将一
如既往做她忠实的读者。

《邵阳日报》，丰富了我的人生
鲁闻恋

在一个光线明亮的午后，我又习惯性地
阅读起《邵阳日报》电子版。

至今犹记，我在《邵阳日报》初次发表作
品，是在 1997 年 6 月。当时，我不过是个年过
二十的文学青年。虽然我对写作一直激情满
满，但写出来的文字比较稚嫩，所投的稿子总
是石沉大海。记得那天，我一如既往地翻阅单
位订的《邵阳日报》，竟然看到副刊上刊载了
我的一篇散文。我捧着报纸反复端详，好似产
妇注视着呱呱坠地的婴儿。一连好几天，我心
花怒放，恨不得扬着报纸告诉身边所有人。

自此，我与《邵阳日报》结下了不解之缘。尤
其让我难以忘记的，与伍经建老师未曾谋面之
前，我的作品有幸在《邵阳日报》副刊发表后，他
总会第一时间邮寄样刊于我。后来，我在一位文
学前辈家里偶遇他，算是真正认识了他。多少年
过去了，他当面勉励我的话仍旧声声在耳。他说
我尚年轻，文笔也尚可，坚持下去，创作出更好
的作品。令人遗憾的是，我才疏学浅，时至今日，
在文学领域建树微小，实属辜负了他的期望。

本世纪初，我开始写新闻稿。2002 年，我
应邀采访了两个家庭的父母，他们正值青春

年华的孩子患了重病。为了替孩子治病，两家
债台高筑。我撰写的两个采访稿都有2000多
字，相继在《邵阳日报》上刊登了。陷入困境的
家庭，因此受到了社会一定的关注。

时间跨越到2013年，我被借调到某单位
办公室。工作当中，我注重捕捉新闻素材，写
的新闻稿频繁刊发于《邵阳日报》和《邵阳晚
报》。这一年，我被县委宣传部聘为年度新闻
采访成员，还被评为邵阳日报社优秀通讯员。
从事新闻报道的过程中，我认识了谢恩桂等
好几位编辑记者。在他们热心指点下，我受益
匪浅，新闻写作水平更是提高了不少。

近年来，我侧重生态文学创作，《邵阳日报》
仍旧是我发表作品的一块阵地，她相继刊发了
我的《漆树峰的“银杏王”》《绿染平溪江》《初秋
里的穿龙崖》《岩龙江里鸟儿欢》等诸多作品。两
个月前，我参加一次业务培训，与在省城工作的
一位森林康养老师闲聊。他突然冒出一句：“嘿，
我看过你的文学作品，有篇写森林公园的散文，
更是印象深刻。”我诧异地问他在哪里看过。他
想了想，说是《邵阳日报》，然后又补充了一句：

“准确地讲，是《邵阳日报》电子版。”

我与《邵阳日报》的不解之缘
谢立军

年轮，我一圈一圈地数着。
年龄，我一年一年地护着。
从豆蒄年华到耄耋之年，我把其间密密麻

麻的数字，小心地拥抱着。从健步如飞到步履蹒
跚，无论是欢声笑语还是气馁沮丧，我都将一切
封存。

可是，这都是枉费心机，年龄还是“出卖”了我。
曾经，在湛蓝的天空下，在阡陌间、山野里，

带着红领巾的少年总在歌声中劳作，与牛作伴，
陪蝴蝶跳舞；课堂上，红领巾多么安静，吸吮着
甜蜜的“乳汁”。这时年龄悄无声息地出卖了我，
红领巾不再在胸前飘扬，而是被放进了箱底。

当耀眼的团徽在胸前闪闪发光时，我走进
了另一段灿烂的人生旅程。从共青团员到共青
团工作管理者，我经历了，也成长了。可正当青
春焕发、热情高涨的时刻，年龄从天而降，又一
次出卖了我，团徽成了历史的荣誉。

庆幸的是，党徽永远在我人生的宝盒里。我
戴着党徽在人生路上继续奋斗。

我是平凡的、渺小的，只是一株小草、一块

碎石，但我每天专心、勤奋地工作着。我成了一
名儿童教育工作者，专注地钻研着儿童的成长
教育。这是令人兴奋的工作，我跋山涉水，进入
学校，进入幼儿家庭，调查了解了成千上万名幼
儿的智力发展水平。正当我准备大展拳脚时，年
龄像炸弹爆炸：退休回家！退休回家！

我背起行囊，走进私家校园，继续完成我未
完成的教育实验。二十年过去了，我终于完成了
梦想中的教育实验。在完成实验的同时，我进了
老年大学，在这里，有知识、有娱乐，还可以与同
龄人唱响欢乐的歌。

年龄呀年龄，对我穷追不舍、穷追猛打，最后
还是出卖了我，我被老年大学“拒”之门外。

我沉思了许久，也许是我错怪了年龄。年龄
的变化，是客观规律，无法改变，走不了后门，拉
不上关系。它是个数字，真正决定自己的是心态
和生活方式。虽然每个阶段年龄都在我们身上留
下痕迹，但它无法剥夺我们内心的热情和实现梦
想的勇气。它只是个标记，不能束缚、不能限制我
们保持一颗年轻的对生活充满希望的心。

谁“出卖”了我
袁嫦娥

亲爱的儿子：
今天是你参加“成人礼”的好日子。你已经

进入高三啦，父母送给你啥最好呢？思来想去，
决定接受老师的建议，给你写一封信。请你不轻
视这份礼物，因为，父母和老师一样坚信，学习
成绩并不那么重要，而精神财富是一个人一生
中最珍贵的礼物。希望你在成人礼中收到父母
的这一份礼物，对你以后或许精彩的人生会有
些许帮助。

父母希望你做一个懂得感恩的人。你来到这
个世界就是上天对父母的恩赐，我们感谢上天的
厚爱，一直对你呵护有加。在众多家长热衷送孩
子参加各种培训班的时候，我们没有被“不让孩
子输在起跑线”这种广告语忽悠。你的小学和初
中几乎是“放养”的，父母给了你充分玩的自由。
送你到省城读书，也并不期望你可以上北大清华
之类的名校。无论你考上一本还是二本，父母都
是高兴的。我们只期望你懂得感恩。人的一生无
论精彩还是平淡，都要学会感恩。在你的人生旅
途中，一定会遇到很多帮助你的人、关心你的人、
欣赏你的人，他们或许可以给你温暖，或许可以
给你知识，或许可以给你机会。父母希望，别人给
你的无论是一杯清水，还是一座金山，你都应铭
记在心。你不但要懂得感恩这个世界所有帮助你
的人，对亲人、老师、同事、领导、朋友、爱人都应
永远心怀感恩之心。还要懂得感恩国家，只有在
这个伟大的时代，你的日子才会如此幸福。唯有
懂得感恩，你才会懂得包容；唯有懂得感恩，你才
会懂得遵纪守法，懂得团结协作。

父母希望你做一个有抱负的人。从今天开始，
你就是一个可以独立承担责任的成年人了，从此
要学会承担责任。无数先贤名流的故事表明，一个
勇于担当的人，一定是一个有抱负的人。我们知
道，你是一个不十分自信的人。说起抱负，你也许
会唏嘘，这是大道理，空洞无物。其实，抱负只是追

求的词义延伸。我们明白，你也有理想……你说你
想创业，这就是你目前的抱负。我们不期望你大富
大贵。现在的你一切都没有定型，谈创业梦、就业
梦，都为时尚早。作为一个男子汉，我们希望你能
有胸怀天下的豪迈，能有抓住机遇的能力。无论春
风得意还是深处逆境，既不可妄自菲薄，也不能得
意忘形。一个人取得多大成就，受机会、能力、资源
等诸多因素左右。任何人要实现自己的抱负，成就
一番事业，都需要长期不懈地努力。要明白活到
老、学到老的道理，既要善于学习，又要坚持学习。
唯有如此，或许才可以小有成就。

父母希望你做一个热爱生活的人。生活是
灿烂多彩的，要相信生活永远充满阳光。热爱生
活，首先要学会保护自己。安全是底线，要放在
首位。出行旅游，要远离风险。为人处世，要学会
自保。如果你为官，一定不可以贪婪；如果你创
业，一定要守法经营。任何人的人生之旅，都会
有坎坷、低谷，面对困难和挫折，要静下心来，不
可以冲动行事，不可以气馁放弃。热爱生活的
人，一定会拥有更多好朋友。交朋友要多交良
友，远离损友，这是古训。热爱生活的人，才会去
追求美好的生活，在追求美好生活的过程中，你
慢慢会懂得珍惜，因为生活中的美好来之不易。

也许，今天你会觉得父母有点啰嗦。如果你
记住了我们今天说的，做好了“三种人”（懂感恩
的人，有抱负的人，热爱生活的人），到你年迈的
那一天，你一定会会心一笑。

我们坚信，你一定会是一个对国家和社会
有用之才，一定会是一个让父母自豪的好孩子。
对你的美好未来，我们充满信心，充满期待！

对你，我们充满信心和期待
——写给儿子的一封信

宁 煜

◆六岭杂谈

◆岁月回眸

荷韵

刘玉松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