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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山有约（外一首）

□ 孟胜利

不负韶华，不负人生。把每一天的流失
当作积累。犹如夯土为山，一个人

一定会有一个人的梦想。犹如青苗
结出收获的饱满。我的脚步，犁出生活的

大美，未来之家园。那些身后的事情
不仅仅只有松柏长青。种子被埋下

善良的鲜花，人性的挺拔
他不说，满山的风景，骄傲而自足

把一颗心安放在河山之间
风的行走不分四季。人的前行
不惧风雨。一颗红心，两手准备
我所看到的，我可以目视的

距离产生美。我要把一颗心
安放在辽阔的河山之间
让它坦荡，砥似日月

我的安放犹如辽阔的土地
一草一木，一经一历
世界的美好，仿佛昼夜

蝉蜕（外一首）

□ 何小龙

在身后，在经历的枝头
也悬挂着许多蝉蜕
——对于过往岁月的记忆
它们甚至还沾着泥巴
泥巴里渗透着我的汗水与泪水
我在一段黑暗日子里拓进时的喘息
已经沉入时间的河底
如今，完成蜕变后
我长出翅膀
飞向广阔的世界

秋天接过夏天的未竟之业
秋天接过夏天的未竟之业
继续扶持万物实现各自的梦想
让该开花的开花
让该结果的结果
使生物链一环一环延续下去
当时间以累累硕果奖赏秋天
秋天说
抵达胜利的接力棒
从春天开始传递
我只是第三位接棒者
功劳簿上也应该写上
春天和夏天的名字

福建省龙海市有一个古村落，叫做“埭美村”。
埭美村始建于明朝，距今已有560多年的历

史。埭美古村四面环水，被称为“水上古村落”，是
闽系红砖建筑文化的杰出代表。

站在村口处，首先跃入眼帘的是一堵白墙黑
墨，反映埭美古村建筑风格的朴素壁画和一座汉白
玉雕，跨越环绕着古村南溪河的现代石桥。我走近
壁画，又走上石桥，静观环境，不远处的大榕树，近
在眼前的古厝群（“古厝”闽南方言中古民居、老建
筑的特色称谓），一座依偎在河边树下的宗祠和一
尊莲花底座的罗汉……突然有一种回到了老家的
感觉。

作为一名规划建筑人士，我今天算是掉进了规
划建筑的“蜜罐”里，有点心花怒放！我提着相机，
由南向北，穿过几排古厝，来到传说中的莲花岛码
头遗址，从这里的相对制高点欣赏古村的“规划选
址”，沿着环绕古村四周的南溪河边行走，寻找埭美
古村“规划布局”的灵感；继而穿梭于古村10.8公顷
核心区的276座古民居群所形成的街巷中，流连在
明清时期建造的49座古厝边，驻足在其中最具代
表性的古厝里，观赏硬山式燕尾脊“建筑风格”的独
特魅力……

在游览和欣赏的过程中，我有三个“最深”的体
会必须“记录在案”：

——印象最深的是埭美古村令人佩服的“规划
选址”。

眼前的埭美古村，真是“绿水绕村，玉带环社”，
四周环水长约数公里，但水面宽仅有二、三十米，犹
如一条长长的玉带环绕着村庄，从地面上看，古村
就好像是建在岛上的“城池”，水面则是战乱年代的

“护城河”；从空中俯瞰，古村就仿佛是漂浮在河上
的“水城”。这也印证了明末清初，村民们正是通过
环村河这条黄金水道把农副产品运输到外地贸易，
参与“漳州海上丝绸之路”的传说。

由此，我更加佩服埭美的先民们在古村“规划
选址”上厚实的人文思想和神奇的风水理念。时至
今日，古村里依然充满着人间烟火气息，只要居民
在家，门不闭户，四通八达，我进入好几户人家参
观，村民都友好示意，不推辞、不介意，不谄富、不欺
贫，似群居、如一家，和谐相处，守望相助，小河浣衣

洗菜，河水灌溉良田，村民朴实无华，和气向善，安
居乐业，耕读传家。

——感触最深的是埭美古村始终不变的“规划
布局”。

我转悠到村东口时，走进一家特产店，歇了歇
脚、聊了聊天、喝了喝秋葵茶，一位30多岁的新生
代土族村民告诉我，村里有一个历代传承下来的老
规矩：“房屋建制不逾祖制”，为此，村民无论哪家建
房，必须遵守坐向、造址、风格、配套、排水“五统一”
的要求，村民世代相传，严守先人这条“禁改建筑格
局”的遗训，坚守明清所建的49座古厝一律坐南朝
北，此后所建的227座老宅则一律坐北朝南的“规
划红线”，才使得全村建筑群古老与现代各具特色，
统一有别，古厝与老宅交相辉映，错落有致。

500多年来，无论世代相传、岁月流逝，还是朝
代更迭、政策变换，埭美古村的“村庄规划”始终坚
持了“一张蓝图绘到底”！

——沉醉最深的是埭美古村闽南韵味的“建筑
风格”。

埭美古村的古厝群傍水而建，布局呈轴对称排
列、多层次进深、前后左右有机衔接等特点，特别是
其屋顶清一色为硬山式曲线燕尾脊，红瓦屋面，红
砖墙体，石砌底基，屋里屋外装饰朴实精湛，雕塑构
件运用独特，还有门窗竹编、吉祥图案等。每栋房
屋的燕尾脊形如弦月，脊两端分别上翘，尾端又分
叉为二，像燕子的尾巴，代表了游子的乡愁，而“双
燕归脊”的造型，则被世代村民赋予了“盼燕归巢”
的现实祈盼。我注意到，并不是所有的屋脊都是燕
尾脊，部分是马鞍脊，为什么有例外，后来在向村民
咨询中得到的答案是马鞍脊一般用在庙宇，建在河
边，具有挡煞避邪功效……

相比这些形式，我以为更重要的是形式所表达
的内容，闽南红砖建筑，浓缩的是闽南人开朗而沉
稳的性格，通过这种具有深沉文化底蕴的建筑表
达，体现了闽南人对生活的美好向往。

埭美古村村落不大，古厝“水”却颇深，如果
说走马观花是看，驻足浏览是品，那么我这一趟
是兼而有之。游览中，我曾有过误入迷宫的感
觉，因为无数个同样的进出口，同样的建筑，让我
找不到“北”……

探访埭美古村探访埭美古村
□□ 李李 未未

寻寻味荆州

舌舌尖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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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身边最普通、最家常的菜，家家户户一年四季都在吃，营养丰
富——豆腐（在我家乡叫豆干），一味美食，虽平而无味，但鲜而纯洁，因
此，被广大民众挚爱，而我也爱吃各种豆腐——卤豆腐、煮豆腐……还
有句歇后语，说“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但我喜爱豆腐的原因远
远不只是它的美味。

常言道：“吃肉不如吃豆腐。”因为豆腐制作简单，价格低廉，营养丰
富易消化，深受人们喜欢。历代文人墨客与豆腐结下不解之缘，写下不
少赞美豆腐的诗篇。

家乡的豆干外皮柔韧，内肉嫩滑。油炸豆干，以皮酥脆、肉嫩滑、味
香爽口。“脆皮嫩肉气腾腾，蘸以香椒热辣萦。难遽下咽频转动，待吞落
肚汗微生。宜将温酒三杯下，却把虚荣一笑轻。美食珍馐随处有，家乡
风味最牵情。”这首诗，是家乡著名文人张华云所作的《油炸豆干》。常
食不厌而驰名海内外。

小时候，物资紧缺，大部分家庭都是以稀饭当早餐，几乎没有什么
配菜，最常见的是煮花生、黑豆、咸菜，还有豆腐。

在我家吃豆腐和一般人不同，妈妈大清早从卖豆腐老婆婆那里买
几块豆腐，刚做好的豆腐，还有点热。妈妈往往连豆腐和垫着的木板一
起带回来，摆在餐桌的正中央。每四个小方格切成一块，洒一些财鱼
末，淋一点酱油膏，每吃一口，芬芳的豆香就会充满了口腔，感动得说不
出话；可惜，每个人只能吃方格里的一块，吃完跑着去上学的时候，感觉
舌尖上还冒着豆腐的余香。

家乡的油炸豆干是我很喜欢的一道小吃，有一次回家探亲，半夜特
别怀念它的味道，特意为了这道小吃，点了一份外卖。家乡豆腐经过油
炸后，外表金黄酥脆，看起来特别有食欲。一口吃下去，白色的豆腐滑
嫩流入口中。真的是外酥里嫩，特别蘸上韭菜盐水的调料，减少了油炸
后的油腻感，也增加了豆腐的味觉冲击。

家乡小食珍品的豆干，是用优质大豆作主要原料，掺以薯粉、石膏、
卤水制成。再仔细想想，做成一块好豆腐，过程是千锤百炼的，先在沉
重的石臼中磨成粉碎，在细小的网眼中过滤，在水与火中冶炼，历经各
种折磨，但豆腐永远是“烈火焚烧若等闲”“要留清白在人间”，永远以最
洁净的面目示人，不管用什么方法去煮，它都不会失去“本来面目”。

在我眼中，豆腐就是一个平凡的人，他经历磨难更有一颗平淡的
心，他像一位长者，总能用睿智的目光抚平你浮躁的心。因为不论怎样
轰轰烈烈，终究都要归于平静，只有平凡才是最真实的伟大。

做人也要像豆腐一样，清清白白地坚守自我，坚强地面对挫折，这
样的人不一定会有如潮水般的掌声，但一定有人对他报以真诚的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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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表，在我儿时的记忆里，是件稀罕物儿。它
之于我，犹如高悬在头顶的那一轮皎皎明月，可望
而不可及。在那个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每家每户
都有几个孩子，大人们忙于生计，早出晚归，能让我
们吃饱穿暖已实属不易了，哪还有闲钱去买手表？
再说，一块手表，往往要花掉乡下人辛苦劳作整一
年的收入，而且，没有专供票还买不到呢。专供票
叫做工业券，只对“城市户口”发放，买一块手表所
需的工业券，简直就是天文数字。乡下人到哪里弄
票呢？那么贵，谁又舍得呢？所以，眼热归眼热，只
要你见到谁手腕上戴着一只亮晶晶的手表，不用
问，就知道对方是吃“皇粮”的“公家人”。

那时，能够拥有一块手表，是彰显一个男人身
份和地位的重要象征。

如果能拥有这稀罕物儿，那戴手表的人，左手
腕袖口就一定要挽得比右手稍高，走路时，手臂一
摆一摆的，有意无意地露出来那铮亮铮亮玩意儿
来。当然，喜欢显摆的多是年轻人。人多的时候，
总喜欢抬起手腕看看时间。那看表的动作也是有
讲究的：平直地抬起手腕，然后悬在半空中，眼睛装
作不经意地瞟上一眼，嘴里小声嘟囔一句：“哎呀，
都8点了，上班快迟到了！”只见手表在阳光下反射
出一片炫目的光芒，引来无数羡慕的目光，这人不
用回头，就知道众人在以艳羡的眼光目送他走远。
所以，长大后拥有一块手表，几乎成了每一个男孩
子的梦想。

父亲是医生，观察病情，测量心律，必须要有一
块手表。为此，父母亲节衣缩食，花了半年的工资，
托人从城里买回来一块手表。这是块进口的“英纳
格”手表，全钢的表壳，圆圆的表盘，大大的罗马数
字，颇有高贵之气。父亲对这块来之不易的手表非
常珍爱。每天清晨，洗脸的时候，他总要小心翼翼
地先将它取下，放到离脸盆很远的地方，待洗漱完
毕，才一丝不苟地再将手表戴在腕上。这每日一
课，就像爱美的女人将心爱的项链戴在脖子上一
样。看着父亲戴上手表后神采飞扬的样子，我暗暗
猜想：这手表，一定有什么神奇的魔力吧。

我们班的杨老师也有一块手表。那是一块极
漂亮的坤表。杨老师是我的语文老师，人长得漂亮
白净，对我们的态度也特别温和。我们都爱上她的
课。那时镇上结婚讲究“三转一响”。“三转”是指手
表、自行车、缝纫机，“一响”就是收音机。当时，因
没有手表而结不成婚的，大有人在。杨老师的手表
是结婚时男方送的彩礼，小小的坤表戴在杨老师白
白的手腕上很好看。杨老师朗读课文时，我们几个
小调皮就开了小差，一直盯着杨老师的手表看，我
们的视线随着老师的手忽上忽下，忽左忽右。好不
容易等到下课，我们就围了上去，缠着杨老师要看
她的手表。她总是开心地伸出手让我们看，还耐心
地教我们认识时针、分针、秒针。这么漂亮的手表，
让每个孩子都心驰神往。

小孩子的想象力创造力总是无穷无尽。没有
手表，那又有什么关系呢，顺势在自己的手腕上画

上一块，不就拥有了么。所以，画手表很快就流行
起来，几乎在每个学校都得到了普及。画手表也是
有讲究的：一定要用圆珠笔。铅笔画不上去，钢笔
画的手表一流汗就“花”了，只有圆珠笔画的手表既
清晰又持久。我们喜欢在细瘦的腕子上先画一个
大圆，再画一个小圆，就做成了表框；接下来的活，
每个男孩子根据自己的喜好标注时间。标注的方
式五花八门，应有尽有：有用阿拉伯数字表示时间
的，有用罗马字母表示时间的，有的就干脆画一圈
小点点……画表带更有趣了，有的画成火车轨道的
样子，有的画成长方形的布条子，有的画成梅花的
图案，一朵一朵围成一圈。这是我们智慧的结晶，
不怕摔，不怕丢，还可以随时更换样式。我们非常
喜欢它，因为它是属于我们的，个性化的。“戴”着
它，感觉自己也像大人般神气。假表的指针是不能
走动的，没关系，我们可以在早晨画一个7点，到了
中午再画成12点。这可害苦了妈妈，总是皱起眉
头，责怪我们：“瞧瞧，整天画得乱七八糟的！多脏
啊！”但脸上还是挂着盈盈笑意。

夏天，我们到小河里去游泳。每个人小伙伴的
手腕上都有一块手表，也有“贪心”的小伙伴甚至一
只手腕画一个。夕阳的余晖温柔地铺洒在水面，碎
金点点。我们一个个游得轻快，像一条条会飞的
鱼。等到余晖已尽，要回家吃晚饭的时候，总会有
一个小伙伴故意大声问道:“几点了？”我们就全将
手臂从水里抬起来，假装看表。“6点了！”“不对，你
的表不准，6点半了！”“你的表才不准，我的表是上
海的，就是6点钟！”于是，假装的争吵声、开心的
嬉戏声，随着四溅的水花，在水面荡漾开来，融入
霭霭暮色里。这样的游戏，我们乐此不疲。不知
道如今的孩子们，还能不能领会我们那一代人童
年的乐趣。

有一天，小伙伴阿强却真的戴了一块手表。阿
强和我们玩的时候，故意把自己的袖子卷得高高
的，将手腕露出来。哇，我们的眼前真的出现了一
块手表。天蓝色的表框、天蓝色的带子，戴在阿强
白白的手腕上，很是洋气漂亮！我不知道自己是怎
么移开的视线，虽然阿强的手表只是一块塑料玩具
表，虽然手表的指针永远指在6点，虽然指针不会
移动也没有声音，但在我们的眼里，就已经是无价
之宝了！我们开始争先恐后讨好阿强，希望他能借
给自己戴一戴，哪怕只戴一天，一小会儿。

终于有一天，我攒足了一毛钱的零花钱，换取
了戴手表的资格。阿强给我的时候还郑重地交代：
不要借给别人！而且，只能戴一天。呵呵，一天！
这就够了！我高高兴兴地将手表戴上回家，我要把
它给我的弟弟们看，给我认识的每一个人看。那一
天，我好像喝多了米酒一般的兴奋，带着微醺的酡
红，幸福地展示着那支蓝色的玩具表，仿佛戴上了
它，我突然变得高贵起来了一样。

我的母亲见我如此喜欢，就想给自己的孩子也
买一块这样的玩具手表。但阿强的母亲说，这是托
人从上海买回来的。母亲和我们都很失望，遥远的

上海，不在我们的世界里。
高考那年，我终于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第一块手

表。那是个知识改变命运的时代。我和同学们大
多来自农村，很多人祖祖辈辈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家
乡。从农村走出去，走向城市，是我们的梦想。大
家起早摸黑啃书本，分外刻苦，要知道，读书是改变
农村孩子命运的唯一途径。在这种竞争十分激烈
的氛围中，我更加拼命地学习。有一天晚自习，母
亲来看我。她像往常一样无限怜爱地打量我，说我
又瘦了，要注意身体，絮絮叨叨了半天。最后，她在
自己的包里掏了半天，掏出了一个用手帕包裹的东
西。昏暗的路灯下，母亲仔细地打开手帕，一块亮
晶晶的手表出现在我眼前。我一下子呆住了，母亲
将手表缓缓递到我手里，“你看，手表，你爸爸把他
的手表给了你。这样，你就能掌握时间了！”从来就
没有奢望过的儿时梦想，竟然在此刻实现了！抑制
不住内心的喜悦，我飞快地将手表戴好，举到耳边，
清脆的“滴答”的声在高考的硝烟中变得格外美
妙。我听见了时间的脚步，它正在一分一秒地溜
走。我明白父母的良苦用心，这块手表，它寄托着
父母亲对我的期望，时时刻刻提醒我珍惜时间，能
够学有所成。

在这块手表的陪伴下，我以优异的成绩交了一
份份满意的答卷，给高考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大学
四年，它一直伴着我日夜苦读，每当我想偷懒时，只
要看见它，就仿佛看到父母殷殷的目光，从此不敢
懈怠。这块手表，见证了我的青春时代，给了我向
前的勇气和力量。

后来，我参加了工作，有了工资，嫌父亲给的这
块手表款式老气，遂换了一块新手表，将旧手表还
给了父亲。

去年，已70多岁的老父亲心脏出了问题，在武
汉住院。我陪在父亲的病榻前，握着父亲枯槁的手，
发现那块手表还戴在父亲的手臂上，我的眼泪就禁
不住流了下来。抚摸这块还带着父亲体温的老式手
表，我想起了父亲当年戴着它英俊挺拔、神采奕奕的
模样；想起了我无忧无虑、天真淳朴的童年；想起了
我青春焕发、踌躇满志的青年，不禁感慨万千。是
啊，手表也是有生命的，它无言地记载了我们的流
逝时光，在岁月的长河里，时间是它的灵魂。

这块老手表，收纳日月，流转无痕。它滴答滴
答的脚步声，依然清脆，依然准确。只是，在刹那间
回望岁月，才猛然惊觉岁月在我们脸上、心里，刻下
的缕缕印迹。

父亲老了，头发白了。
而我的童年和青春，又去哪儿了？
时光那样无情，又那样温馨。
我紧紧地握住老手表，仿佛握住了曾经的苦乐

年华和渐行渐远的岁月。
（万华伟，湖北洪湖人。中国作协会员，荆州市

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长江大学兼职教授、硕士生
导师。作品散见于全国各类文学期刊，入选多个年
度选本。获冰心散文奖、孙犁散文奖。）

油
炸
糍
粑

□

刘
德
建

梁实秋先生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湖北人特喜糯米，豆皮要包糯米，
烧麦也要包糯米，丸子也要裹上糯米。我个人以为除了粽子汤圆和八
宝饭以外，糯米派不上什么用场。”此言差矣。梁实秋是旧时北平人，能
罗列几例湖北人喜食糯米，已属不易。倘若他来到荆州，看到糯米无处
不在的身影，岂不是要大跌眼镜？

中国南方拥有极其庞大的食糯族群，在他们手中，糯米可演绎出千
奇百怪的花色美味来。本人从小生在江汉平原，年少时还在乡下种过
几年糯稻，尚不能彻底枚举糯米造就的吃食，何况北籍梁先生呢？

物产与饮馔水乳交融。荆州盛产糯米，饮馔与糯米自然密不可
分。糯谷除了叶片略尖、谷粒细长之外，与其他水稻并没有显著区别。
可是脱去外壳后，种仁与其他水稻的差异就显现出来。籼米粳米呈透
明状，有人常用晶莹之类的语句去修辞它们。糯米则色泽乳白，若用什
么晶亮词语就贻笑大方了。糯米熟制以后，不再像籼米那般松散，那样
颗粒分明。它的特异性因熟制恣意爆发：支链淀粉尽情释放，桀骜不驯
的黏稠充分发挥出来。它的坚韧粘劲，荆州人称之为“糯性”。糯性有
利于塑造食品的形态，使人们在调和五味时随心所欲。

荆州人食糯米远不止蒸几枚珍珠元子，或在豆皮和烧麦里放点糯
米……如此做法，荆州人视之为点缀而已。在荆州，仅仅糍粑类别，就
派生出擂糍粑、凉糍粑、炸糍粑不同工艺，不同味道，不同吃法的三种风
味。糯米在糍粑里不再是豆皮烧麦中的润饰和衬托，它讲究的是纯
粹。梁实秋当然无法知道糯米在荆州的丰富吃法，更不知道糯米在荆
州人手中的出神入化。

中国糯米产区不胜枚举，获得地理标志的糯米亦不在少数，因而糍
粑盛行南方。擂糍粑是过年美食。熟制的糯米在石臼里用木棒杵捣，
米粒在反复的重力之下化为无形，冷却后做成饼状，置清水养护。荆州
擂糍粑与江浙年糕类似，只是荆州用糯米，江浙惯用籼米。“炸糍粑”
是荆州人的早餐食品，荆州人叫做“过早”。油炸糍粑充当过早，即使在

“特喜糯米”的湖北，亦只是荆州独有。
油炸糍粑虽是极普通的早点，却是荆沙人的乡愁美食。记得从戎

时，荆州籍一位战友，对河南面食毫无食欲。一日偶染微恙，得连首长
关切，令炊事班造病号饭，那位仁兄竟提出什么“炸糍粑”，弄得炊事班
大惑不解。三年届满，回乡省亲。日思夜想的油炸糍粑满街尽是，仁兄
日啖糍粑不可遏止，以之弥补三年的缺憾。返回部队后，仍念念不忘此
物，天天复述糍粑的浓香，听者无不口舌生津。

炸糍粑并不是将“擂糍粑”切片油炸，若是这样会毫无特色。但它
的制作一点都不繁复，甚至可以说极其简单。它本是荆州的日常吃食，
带着朴实便捷的本性，大凡会做米饭者，都会做糍粑。

糯米淘洗后直接于电饭锅中蒸煮，尔后舀出熟制的糯米加少许食
盐拌匀，依次盘中抹平，小刀分划出折断线。糍粑齐整与否，在于小刀
分切的一招一式。冷却后，方正的糍粑置入沸油中，湿润的糍粑忽地潜
入锅底，无数气泡在它身旁聚集翻涌，那是糍粑水分挥发的表现。随着
糍粑表层干涸，沉入锅底的糍粑徐徐漂浮起来，在你眼前缓缓变成金
黄，轻轻推动糍粑，它们相互撞击发出窸窣的脆声，油炸就当告罄了。

金黄酥脆的糍粑极具诱惑力。咬开它酥脆外壳，立刻碰撞到柔软
弹牙的糯米，咀嚼中可感受层次鲜明。真正让人欲罢不能的并非口感，
而是经过一番油炸历练的糯米。油炸糍粑的无穷美味，由碳水化合物
与油脂构成，常使人处于两难境地。其实，籼米与糯米热量无异，为什
么每顿进食却无顾忌？炸糍粑与炒青菜的油脂等量，一锅沸油不过是
炸制烹调的必要程序。

当我们明了“炸糍粑是怎样做成的”以后，我们会一扫心中的阴霾，
心无旁骛地去享受“油炸糍粑”而毫无健康之畏惧。

诗诗词歌赋

旧物上的时光旧物上的时光
□□ 万华伟万华伟

寻味荆州寻味荆州

江山造化，乾坤赐泊；二水镶金，襟带洞
庭；荆楚明珠，锦绣洪湖。

纳巫山之云雨，吐江汉之烟霞。极目荡
怀：泱漭湛黛，如天鉴映碧穹；澄明焕然，似
昆玉呈异彩。

倚潇湘，清水堡邀客，金湾水畔，娥皇女
英会荷仙；

负赤壁，乌林寨饮马，悦兮温泉，曹公周
郎濯袍缨。

钟灵毓秀，腾蛟起凤。元陈友谅，一代
枭雄，倒海翻江，挥师中原逐鹿；清刘心源，
当世鸿儒，阐经著论，巨擘夔门钤印。

殷红土地，血染风采。曾日月之几何，贺
龙元帅，金戈铁马，猎猎旌旗闹革命，河湖港汊
卷雷霆；赤卫队员，锄耰荆棘，万千壮士赴汤
火，芦苇荡里出奇兵；一二八师，抗日先锋，劲
哉师长披坚甲，英勇战倭青史铭；渔家子弟，建
国功臣，黄新廷、杨秀山，五五授衔两将星。

人民共和，改天换地。治水患，抗洪魔，
因地制宜，强农固基，突出水产，村原处处涌
春潮；改革开放，与时俱进。启能人，重科
技，顺势而为，工业兴市，旅游惠民，城乡年
年展新颜。

四季风景，人间天堂。春雨缭苍雾，夏
荷连天宇，秋荻飞霜絮，冬鹜抱雪眠。

红霞染棹，紫鳞绕舟，玄鹄卧波，白鹭曜
仪。云闲风逗浪，雨霁荷弄影。画舫游艇载
五洲宾朋，万籁和声奏生态佳音。

若乃茅江两岸，丽樵摩天，馆肆栉比，环
衢扬荣；荆河之滨，平畴沃野，分畦列亩，鱼

肥稻香。龙街夜景，一河虹霓耀银汉；七大
公园，欢歌劲舞动文泉。文化春风度，百业
竞风流。国家园林城市，国家卫生城市，中
华诗词之乡，湖北书法之乡。唱渔鼓道情，
赞盛世幸福生活；赛龙船凤舟，扬湖乡儿女
精神。瞿家湾镇，传统教育圣地；烈士陵园，
古柏苍松慰魂。

国家湿地，水产之都。百泽棋布，沟洫
经纬。鸥凫鹈鹕，鸢鸿鹬鹟，鳝鲂鳜鳢，草鲢
青鳙。鳞介奇质，蚌贝玲珑。芡菱茭芷，郁
郁葱葱。

洪湖莲藕，清甜可口，天下独绝，国家地
理标志；清水蟹虾，膏满脂鲜，荣登国榜，中
国驰名水产。

天地利势，气候温润，处北纬三十度；区
位卓越，鄂之中南，属长江经济带。天堑南
北挂双虹；水乡村镇通巨脉。集装箱港，依
托长江，通达四海。高速铁路，建设启动，未
来可期；通用机场，规划拟定，拭目以待。

南联岳阳，北接仙桃，聚六合紫气，崛起
荆州东门。融入武汉，乘龙御骥，沐都市惠
风，名响神州大地。

百万人民，凝神聚力，怀浩然正气，传承
红色基因；千年古泽，征帆竞发，正乘风远
航，掀起时代浪花。荜露蓝缕，风雨兼程，何
惧云波诡谲！谋求发展，控制疫情，确保社
会和谐。

歌曰：腾光吐图兮，泰安升平；万民效质
兮，众志成城。洪波涌起兮，星汉灿烂；日月
昭昭兮，大道辉煌。

洪湖赋
□ 朱忠柱

诗词二首
□ 孙 斌

清 秋
陌上桑榆叶子黄，西风吹老小荷塘。
不知何处芦花雀，犹向空祠话夕阳。
田稻飘香山果灿，野枫分焰石泉煌。
乡人最爱清秋景，闲酌丰收月满堂。

西江月·秋好
帘外南峰夕照，窗头桂树香飘。

不知何处一声箫，吹起乡思袅绕。
永夜尘嚣渐小，手机信息如潮。

梓中故旧把天聊，聊那家乡秋好。

你的花园里
有一株紫薇
那是你
在我心中的模样
紫薇的花期有多长
我的思念就有多长
花园里的紫薇花谢了
我心田的紫薇花
依然在绽放
我的思念还在长
我借春风
抚摸你的脸庞

我借夏雨
给你送来清凉
我用秋日
温暖你的馨香
我用冬雪
给你披上圣洁的衣裳
即便地球全部变成沙漠
我就是那棵三千年的胡杨
永远陪伴着你
只要你还在
爱就在
地不老 天不荒

心田的紫薇
□ 杨东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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