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双清
审稿：邱少兵 责编：刘振华 版式：张 凌 总检：尹一冰2024年7月2日 星期二

人骁勇舞罡风，满天红。猎猎旌旗奋进
领先锋。

涌热泪，倍陶醉，意尤浓。自有初心难
忘永朝东。

沁园春·凤溪吟

楚南朝晖，龙飞凤翥，富丽激扬。望水
山相醉，波光潋滟；竹松媲美，翠绿争香。猪
满鱼肥，蜂翔蝶舞，勃勃生机尽瑞芳。纵眸
眺，犹雅风画卷，熠熠生光。

东风骀荡呈祥，富庄地、声名噪四方。

看英雄巾帼，领头致富；振之桑梓，共创辉
煌。欢笑盈门，吉星高照，日子红红正未央。
朝阳凤，恰复兴浩瀚，福泽绵长。

浣溪沙·游通道转兵纪念地

松柏葱茏物色新，转兵通道记留痕。湘西
侗族小山村。

金凤朝阳歌岁月，东风鼓浪净嚣尘。红歌
高唱长精神。

（唐国光，武冈人，中华诗词学会会
员）

相见欢·党诞日感吟（外二首）

唐国光

半生执念，始于初见。
我与《邵阳日报》的情缘，还得从二十多

年前说起。
2001年9月我进入邵阳经贸学校读书，

次年过五关斩六将成为一名校园小记者。每
个星期五的下午，记者站站长把收集的稿件
统一送到邵阳日报社，优秀的作品会刊登在

《邵阳日报》的“校园”周刊版面。
一个炎炎夏日的晚自习，同桌易莉忽然

问我：“桌桌（莉说我们是志同道合的同桌，所
以平时喜欢这么称呼我），你毕业后打算去哪
里？你的理想是什么？”同桌这么一问，问得我
瞬间迷茫。于是，我便在草稿纸上写下《心弦
独奏》这个标题，接着洋洋洒洒写下三百多字
的随笔。在同桌的鼓励下，我将《心弦独奏》工
工整整誊写了一遍，交给了我们记者站站长。

正值十六七岁芳华的我，每天都是心花
怒放。一转身，便将投稿的事忘得没影。

一个周六的下午，同学火急火燎地跑来
喊我去楼梯口接电话，说是我父亲打来的。宿
舍楼每层只有一台公用电话。平时没重要事
情父母从不会主动联系我。莫不是家里出啥
事了？我吓得瑟瑟发抖。

我提起话筒，轻声唤了声“爸爸”。谁料爸
爸一听到我的声音，兴高采烈地说: “满女，
你的文章上《邵阳日报》了！”

我将信将疑地问：“什么文章？不会是重
名吧！”

“确定是你呢！文章后面有你的学校和班
级。你永喜叔到邵阳办事，恰巧在报纸看到你

的文章。你叔还把报纸带回了县城，他说回乡
下时再带家里来。”

待我放假从学校回到家里，果真看到了
刊有我处女作的《邵阳日报》。

我如获至宝地将报纸夹在笔记本里，无
论是外出求学还是南下闯荡，《邵阳日报》都
与我一路同行，陪我跨越万水千山。

在外颠沛流离的这些年，是《邵阳日报》
给予我无穷的力量与信心。

无数个伤心崩溃的夜晚，是《邵阳日报》
用文字为我燃起一盏灯火。

不管离乡多远，只要打开《邵阳日报》，家
乡就在眼前，方言响彻耳边，泥土的气息扑面
而来。

后来的年月里，我为了生活辗转各个城
市，尽管业余时间仍痴迷于阅读，却再也无法
静下心来写作。直至 2017 年又重新拾回笔
杆，在《邵阳日报》陆续发表《明亮的故乡》《从
寒风中扶起故乡》《曲溪村》《无处安放》等若
干乡土诗歌。

《邵阳日报》今年将迎来创刊40周年华
诞。1985年出生的我，差不多与她同龄。我们
在同一个时代出生，在同一片沃土上成长。

《邵阳日报》，是我青春里的一束光，感恩
有你！

（陶小青，绥宁人，湖南省作协会员）

一纸情深 感恩有你
陶小青

我刚毕业工作时，接了一个
班。班上有个学生小易（化名），
课堂上，他总是坐立不安，总是
故意制造出各种声响来扰乱课
堂秩序；课后，他经常与同学发
生冲突，甚至还会动手打人；作
业更是敷衍了事，成绩一塌糊
涂。很多家长总是教育自己的孩
子远离他，不要让孩子和他玩。

面对小易这样一个学生，
我深知简单的批评和惩罚是无
法解决问题的，需要进一步认
识学生的内心世界。

因为白天工作繁忙，只能
利用下班时间与他沟通。通过
与小易多次沟通，我逐渐了解
到他的家庭情况。原来，小易从
小跟着年迈的爷爷奶奶生活，
父母常年在外务工没时间回
来。由于缺乏父母的关爱和正
确的引导，他内心极度渴望被
关注，但却不知道如何正确地
表达自己，于是便通过各种不
良行为来吸引他人的目光。

找到了问题的所在，我开
始制定有针对性的教育计划。
课堂上，我会时不时地给他一
个鼓励的眼神，让他知道老师
在关注着他的一举一动；课后，
我也会找他聊天，倾听他的想
法和烦恼。渐渐地，小易对我的
态度发生了转变，不再像以前
那样充满抵触情绪。

一天，体育老师气势汹汹

地把小易叫到我办公室，说他
在操场上和同学打架，必须叫
他家长把他接回家。只见小易
脸涨得通红，情绪已经不受控
制。从他的眼神里我知道他肯
定受到了委屈，那一刻我选择
相信他，先不叫家长。我让体育
老师放心去上课，把小易交给
我来处理。待大家都平静后，通
过调查得知：原来是另一个同
学先惹小易，弄疼了他，他想还
手，还没动手其他同学就开始
起哄。因为当时比较混乱，大家
一致认为就是他的错。当时别
人冤枉他、体育老师批评他，他
都没有哭，而在我选择相信他、
和他谈话时，他却哭了。他说：

“这是第一次有人相信我。”
同时，我还组织各种主题

活动。在这些活动中，小易逐渐
学会了与同学友好相处。

然而，改变一个学生并非一
蹴而就。有一次，他在课堂上又
因为与学生打闹被老师批评，竟
一气之下跑出了学校。得知这个
消息后，我心急如焚，四处寻找
他。最后，在学校附近的小公园
里找到了他。我没有责备他，而
是和他一起坐在公园的长椅上，
询问他为什么
要这样做。他沉
默了许久，终于
忍不住哭了起
来，说觉得在学

校里没有人喜欢他，他感到很孤
独。听到他的这番话，我的心里
一阵酸楚。我拍着他的后背，告
诉他老师和同学们都很关心他，
只是他之前的行为让大家有些
失望。只要他愿意改变，大家一
定会重新接纳他的。

从那以后，小易似乎下定了
决心要改变自己。他在课堂上的
表现越来越好了，不再捣乱，还
能积极回答问题；课后，也能主
动与同学交流、玩耍。看到他的
这些变化，我感到无比欣慰。

在学期末的表彰大会上，
小易因为在学习和品德方面的
显著进步，获得了“进步之星”
称号。当他走上领奖台的那一
刻，台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我
看到他的眼中闪烁着激动和自
豪的光芒。那一刻，教育的意义
具象化了。

教育，是一个不完美的“大
孩”带领一群不完美的小孩追
求更完美自己的过程。这是用
生命影响生命，用生命温暖生
命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
或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和
挑战，但只要我们不忘初心，坚
守教育的真谛，就一定能够在
学生的心灵深处播下希望的种
子，并让它们生根发芽，绽放出
最绚烂的花朵。

（唐浩，任职于邵阳县河伯
乡完小）

倾 听 孩 子 的 心 声
唐 浩

田垄的地都翻耕了，是新的
像初生的娃娃
一片浅浅的新生的颜色
天地间有淡淡的欣喜
我听见春风在探讨生命
能长出什么呢
总能长出全新的

我们像细细的小草
呼吸着
活着
不画地为牢
不斤斤计较
向着遥不可及的天空生长
明天的样子

交给春风衡量

想去这样一个地方

想要去一个地方
那里鲜花开得热热闹闹
却又十分安静
没有多余的口舌
每朵花就是你看到的样子

没有高歌
没有人在那里等我
落日的余晖将我们的影子拉长
我闭上眼睛
成为那里的一部分

在又一个春天的尽头
忽然明白一滴水对大海的向往
总想着
用汽车撞向一只蝴蝶的动力
奔向这样一个地方
（胡坤丹，湖南省诗歌学会会员）

风在探讨生命
（外一首）

胡坤丹

清晨六时，夜晚七时
沿市政府大楼外墙
或政府大院鹅卵石步道
我和妻子，二十年了
每天漫步两圈

脚下的鹅卵石
是小小的闪亮的星球
围着我们一圈一圈转

星河围着我们转
（外一首）

唐志平

一场大雨便把黄山日出
“取消”了，我差点打起退堂鼓。

既然大雨作祟，应该游客
很少。可是，进入索道，发现依
然人流如织。车厢伴随缆绳翻
山越岭，闯入悬崖峭壁间。雨点
打在车厢外，噼啪作响。瞬间，
万丈悬崖便被我踩在脚下。透
过车厢玻璃，只见一幅幅如画
般的美景穿梭而过：奇松怪石
鱼贯而来，瀑布如银河倾泻，绿
树鸟儿轻歌曼舞。

走出索道，雨越下越大、越
下越欢，雾也越聚越朦胧。远
山，近松，处在一片混沌之中。
而我，如入仙境，似在天宫。来
到徐霞客称之为生长在“黄山
绝胜处”的迎客松前，见其倚磐
石而立足，觅石缝而扎根，张双
臂而迎客，对悬崖而放歌，展双
翅如苍鹰。经过大雨洗礼，迎客
松更加青翠。放眼周边，一棵棵
挺立的古松，或展翅如凤凰，或
跳跃如腾龙……试问，哪一棵
不在舒枝迎客呢？

“迎客松前风带雨，飞来峰下
露携烟。”我与同伴冒雨笑谈飞来
石、光明顶、莲花峰。随即整好雨

衣前行，腾云驾雾般，再仰头已是
“一线天”。匍匐攀爬，台阶摩胸。
雨点打在身上啪啪作响，流水顺
着岩石潺潺歌唱。爬到崖顶，俯瞰
山下，发现云梯上游客的衣着黄
绿交叉、红黄衬映，颇有趣味。

耳边尽是流水声、虫鸟声、
风声，更有小巧玲珑的松鼠活
跃在古树间，逗弄游客投食。攀
爬到黄山最高峰——莲花峰，
便体验到了元代汪泽民所写的

“众岫叠岭，效奇献秀，尽在一
览”的情景。我期待云开雾散，

“遥看天际浮云卷，露出峰顶十
万花”，黄山将是多美啊！可是，
天不遂人意，十万莲花依然千
呼万唤不出来。然而，游客们仍
然纷纷脱下雨衣，争抢“C位”，
期望在雨雾中留下倩影。

转瞬，雨停了，雾海中透出
一道光芒。心想，难道天公会作
美？不等我回过神来，只见一群
又一群游客欢呼起来。

翻越鳌鱼峰，来到光明顶。
顶上地势平坦，跨越万亿年时
空的怪石的棱角早被游客摩挲
得光滑平整。站在至高处，雾海
任我发挥想象：“东海奇景日捎

云，西海群峰成玉屏……”
不多久，雨点又在空中追逐，

雨丝在云间缠绕。雾伴随哗哗的
流水，随山势倾泻而下。我抖落一
身疲劳，在黑虎松前留影，便朝始
信峰奔去。此处三面临空，我的腿
软了，腰弯了，耳鸣了，双手也乏
力了。贴着栏杆俯瞰四周，突兀的
奇峰怪石与古松翠竹，像惟妙惟
肖的十八罗汉。雨雾绵绵，把一切
千姿百态、千娇百媚演绎成一片

“虚无”，让人浮想联翩。此时，耳
畔只有松涛阵阵，流水潺潺，却也
趣味横生。上天似乎要让我在天
蓝气爽的金秋，再来揭开黄山的
神秘面纱。届时，我将立奇峰之
顶，观东海日出；摄西海之境，看
群林相舞；披五彩晚霞，话璀璨星
河，将黄山之奇、之险、之骄、之傲
尽收胸中，铭记脑际。

突然想起李键吾先生在
《雨中登泰山》所写的：“山没有
水，如同人没有眼睛，似乎少了
灵性……”很庆幸，我在雨中登
上了黄山，要不，永远领略不到
烟雨黄山的味道。

（宁志刚，曾任职于隆回县
教育局）

旅人手记

烟 雨 黄 山
宁志刚

古 韵 轩

湘 西 南 诗 会

散完步，陪妻子逛菜市
是每早必修的功课
我负责搬运三餐四季里的大自然
妻子这位“魔术师”
对我的胃口了如指掌
生活每天变换着花样

妻子的笑容，是我每早
第一道热腾腾的甜点
（唐志平，邵东市作协主席）

生活的“魔术师”

云
山
观
云

刘
凡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