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沿G50沪渝高速公路驱车向西，邂逅
美丽的齐岳山脉，洞穿齐岳山，顺 318 国
道，缓缓驶入千姿百态的土家风情街，久负
避暑候鸟盛名的魅力苏马荡就呈现眼前。
这是一个十分神奇而又向往的地方。

我从荡上归来，单品苏马荡这名就让
你诧异不已。我问起当地的村民，他们告
诉我，在土家语中，荡是指老虎喝水的地
方，可见苏马荡原本是沟壑纵横，山峦起
伏，林深茂密，藏龙卧虎。在加上这个地方
正名药材村，当地居民以种植药材苏麻（一
种中药材名，正名叫紫苏）为生，这可能是
苏马荡名称的由来。

我从荡上归来，这里是避暑养生的好去
处。在燥热火辣的夏天，感受这里20多度
的凉爽，那份惬意是无以言表的。即使在阳
光下行走，也不觉得那么火辣，往树荫下一

站，顿感凉爽习习，尤其是飘过一阵阵风，恰
是少女的温柔，那是格外的惬意。每每遇上
那些风爽的晚上，还能欣赏到风的吼声掠
过，如海上惊涛拍岸，呼啸而过，惊心动魄。

更拍案叫绝的是，在这里没有蚊虫如
影随形叮咬的烦恼，是不是这里常年种植
药材的原因？把讨厌的蚊虫驱离得一干二
净，不得而知。

我从荡上归来，这里天蓝、山绿、空净、气
爽。PM2.5质量绝对一流，我们驾驶来的汽
车停放在野外，二个月有余依然干净如初，基
本不用洗车,这里的水清澈、甘甜，水壶烧过好
久，也没有一点水垢的痕迹，你说神奇不神奇？

我从荡上归来，这里热闹快乐。避暑
的人们摩肩接踵、熙熙攘攘，走路的走路、
锻炼的锻炼、跳新疆舞、打太极拳、走旗袍
秀、广场舞、溜旱冰、篮球、羽毛球、乒乓球，

应有尽有。电吹管、唢呐，哼京剧、唱流行，
你方唱罢我登场，广场上，大型视频引领广
播操，又是一番热闹万象场景。

我从荡上归来，这里有美景，定让你流
连忘返。十里长廊之杜鹃花海、玻璃廊道
之林海陡峭、齐岳山之云上风车，驻足便能
领略。周边还有腾龙洞、鱼木寨、龙船水乡、
大水井等一众好去处。腾龙洞是中国已探
明的最大溶洞，也是世界特级洞穴之一。洞
内景观奇特，石笋、石柱、石钟乳等地质奇观
令人叹为观止，地下河与瀑布，则是一场视
觉盛宴。鱼木寨保存有古朴的民居、独特的
民族风情，鱼木寨城墙，被誉为世外桃源。
大水井建筑群集西方建筑与土家建筑特色
于一体，展示了土家族贵族的生活风貌。龙
船水乡是由两个天坑、三条伏流、九个溶洞
组成的大洞套小洞、洞洞水相连的溶洞群

落，脍炙人口的民歌《龙船调》就是从这里孕
育的，你是否有兴趣来体验一下“妹妹要过
河，是哪个来背我”的感受呢？齐岳山除云
上风车外，也值得一玩，这里是中国男方最
大的山地草场，不仅有美丽的自然风光，还
是骑马牧羊、露营卡丁车的打卡地，嗅一嗅
烤全羊的滋味，你能感受土家人的热情好
客。走远一点，闻名遐迩的恩施大峡谷、土
司城、梭布垭石林真值得一玩。

我从荡上归来，或许还有些许遗憾。比
如，人多、堵车、环境容量超极限，小区与小
区、小区与农宿之间管理参差不齐、服务水
平跟不上，医疗、供水、供电、供气、通讯时有
添堵，一句话，还有很多不尽人意的地方，但
这都不是抱怨的借口，也不是选择离开的理
由，这是一个不断改进的过程，当地政府服务
工作也在持续改进中，相信只会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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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的遐想
□ 单克锋

金色的阳光洒满大地
成熟的果实在枝头微笑
落叶轻轻起舞

金黄的稻田波浪起伏
苹果红透傍晚的山坡
紫葡萄仿佛夜空中最亮的星

风吹来甘甜的香
孩子们的笑声回荡在田野中
老人讲述一年的艰辛与幸福

秋天是色彩的盛宴
是生命的赞歌
感恩秋天的报答

树上的蝉鸣
□ 翁衡临

一粒粒蝉鸣从树上飘落
飘入双耳，落进燥热的心灵
我轻轻地从树下走过
声音戛然而止，机警的蝉
应是受到惊吓，噤声了
隐秘的身影更难寻觅

蝉的一生欢唱不休
唯有骤雨能使其暂时停息
尽管时光短暂，逢秋即止
也要竭尽全力高歌
高歌生活的美好

蓝天，白云，清风
浓密树叶漏下的阳光
便是蝉的全部
空气，水，食物
则是我们生命的全部
精彩的过程比结果更重要

水草书
□ 但愿

手握水火，在翠鸟的第三重奏里
风才从杨柳身上滑过
才有风过稻场荷塘及前后院的附合声

被时光折叠，六月站在云朵与草木间
到处散发赤诚的爱与火焰
很易辨出益母草的笑
白蝶飞舞像慈母的叮咛

蒲公英被天空托举，摇曳
直到种子被风扩散远方

“水绕山转，流到哪里便是家”
没有比选择还遥远的事了

听取一片蛙鸣
我陷入水草的折射之中

诗诗与远方

听鸟语者
□ 雷鑫

不久前，母亲被确诊患上了冠心病，又
因对药有恐惧心理，一直不肯吃药。无论
我怎么劝，她都不听，给她强行喂药，她又
设法躲避。无奈之下，我只好上网求助。

一日，我偶然刷到一条短视频：一名男
子看到妻子给父亲买了两件新衣，却害怕
一向节俭的父亲会将衣服原样退回，于是
心生妙计。他假装要扔掉这两件不合身的

“旧衣”，父亲心疼地抢过来穿上，然后乐不
可支地说：“这么好的衣服，扔了多可惜！
我穿上正好合身，这两件归我了！”一个“套
路”让父亲开心地收下了这两件新衣。看
到这里，我突然有了主意。

一天下午，我跟着网上的视频教程学
做养生粥和养生茶。做好后，我自言自语
地说：“到底是第一次做，经验不足，我做的
粥和茶食之无味，难以下咽，看样子只能倒
掉重新做了。”母亲听后立刻走过来，拿起

我做的一碗养生粥就吃了起来，一边吃一
边说：“这么好的粥，倒掉多可惜！这粥不
咸不淡、不甜不腻，正合我的胃口。”接着，
她又想尝我做的养生茶，我特意说：“这茶
像药一样苦，您还是别喝了，我这就倒掉！”
我话音刚落，母的亲就将我手中茶壶一把
拽了过去，说：“苦我也照样喝，浪费了多可
惜！”说着，她对着壶嘴就“咕噜咕噜”喝了
起来……

站在一旁的我又惊又喜。因为早在我
做这些粥和茶时，就将母亲的药碾成粉末，
倒进里面搅匀了，颗粒细小，肉眼根本看不
见。即使她觉得这粥、这茶不怎么合口味，
没有“恐药心理”作祟，；因为不想浪费，她
也会全咽进肚子里。现在，果然不出我所
料，母亲将粥、茶连同药粉一同咽下了。而
且为了不造成浪费，她将没能一口气吃完
的粥和喝完的茶一并端进了自己的房间，

慢慢享用。到了很晚的时候，她才将空的
碗和茶具端出来清洗。“既然这些粥和茶这
么合您胃口，我明天再做一波？”我继续给
母亲“设套”。“你做完后，不要的都留给
我！”母亲爽快地说。

后来，我每天都做养生粥和养生茶，并
以口味不佳为由，把粥和茶都留给了母亲，
把她的药化入其中，让她在不知不觉中定
时、定量服药。渐渐地，她的病情越来越稳
定。每天都被美食美饮包围着，她的胃口
也越来越好，有时还跟着我一起，学做各种
健康美食，将日子过得充实有味。看到母
亲健康、有活力的样子，我深感自己的苦心
没有枉费。

为了母亲的健康，我也学会了用“套
路”。人们常说：“可怜天下父母心”，而我将
母亲的每一寸心都融进血液里，化作了铿锵
有力的“深情套路”，愿她的生命之树常青。

亲亲情随笔 且以寸心报母恩
□ 汪小科

在老家那个古朴的抽屉里，我偶然翻
出一本泛黄的日历。它静静地躺在那里，
每一页都承载着岁月的痕迹，仿佛能听见
时间的脚步声在耳边轻轻回响。这本日
历，是姥姥的宝贝，是她生活中的备忘录。

轻轻翻开，那些泛黄的纸页上，密密麻
麻地记录着各种琐事，字迹带我回到了往
昔。有一天，姥姥一如往常地翻着日历，念
念有词，“王二关节痛复诊”。晌午过后，仍
旧不见王二的身影，眉头紧锁的姥姥在院
子里来回踱着步子，一会儿走到门口东张
西望，就这样又焦急地等了一会儿，姥姥突
然拉着我走出了门。我们一路走一路问，
终于找到了王二家。诊疗结束，我们归家
时，橘红色的夕阳把周围的天空都晕染得
红彤彤、暖洋洋。姥姥如释重负的脸上浮

现着轻松的笑容。那一刻，我突然懂了，日
历记录着的是姥姥对这个世界的善意。

日历本上还有一栏密密麻麻的食物清
单，我清晰地记得那天发生了什么。那天我
回老家，却怎么也寻不见姥姥的踪影。这
时，街上吵吵嚷嚷的声音越来越近，只见在
众人鼎沸的谩骂声中，姥姥护着一个衣不蔽
体的青年人正往家的方向走来。原来，老孙
家的孩子为生活所迫成了失足青年。晚饭
过后，姥姥取下日历，端坐在院子里的小桌
前，在一轮圆月的柔光里，一笔一划地记录
着。我悄悄地凑过去瞧，今天的这页日历已
不再空白，“每月给老孙家送些粮食”。微风
拂过，身后的老槐树沙沙作响，应和着若有
似无的蝉鸣，“人之初，性本善”，一颗小小的
种子在我的心里开始萌芽。

姥姥离世后，我问舅舅要来了这些年姥
姥珍藏的日历。它们一排排整齐地码在一
个红木箱子里，好似时光垒起的城墙，城墙
里满是姥姥的善良。我拿出最后一本日历，
小心翼翼地翻看。突然，我怔住了，“前街张
山翻新屋”，但日子却在两天后。这一页像
一记惊雷，让还未消散的悲痛再次聚集，于
瞬间溃堤。我压抑着悲痛向窗外望去，看见
一个陌生的身影默不作声地忙碌着，这时舅
舅走了过来，轻拍着他的肩膀说，“过两天翻
新屋我去帮忙”。那一瞬间，有了一丝释怀，
姥姥还在，她将善良留了下来。

我轻轻抚摸着那本泛黄的日历，仿佛
能感受到姥姥的温暖。姥姥虽然离开了我
们，但她的善良却像日历上的字迹一样，永
远铭刻在我心中。

姥姥的备忘录
□ 张冰清

散散文精选

父亲迷上了种果树，在家里的小院外圈出一块
地，种上了各种果树，从此便闲不住了。他时常顶
着烈日，在那片果树间弯着腰忙碌，或培土，或浇
水，或施肥。一夜狂风暴雨后，枝叶一地凌乱，院子
里的小树，不是折断，就是歪斜。父亲粗糙的大手
轻抚着树干，沉默片刻，寻了几根竹竿，心疼又小心
的捆绑在小树的两边，黝黑削瘦的脸上带着凝重，
眼神里尽是救活它的期盼。云散日出，烈烈阳光
下，风吹叶簌，果树间遍是鸟儿清脆的啾鸣，小树依
然郁郁葱葱，茁壮成长着。我不能理解，明明购买
新鲜的水果很方便，父亲为什么还要如此执着地种
果树。

有一次去华山旅游，我对“奇险天下第一山”的
云海特别期待。那天云层有些厚重，雾气蒙蒙。我
沿着不平整的路走了许久，在体力有些吃不消时，
到达小苍龙岭。龙脊栈道的两边，一侧是万丈悬
崖，一侧是四十五度的斜坡，甚是险峻壮观，但远处
风景被雾气遮挡略有些遗憾。我压低身子、走走停
停的沿着近乎垂直的陡峭石阶上行，不断给自己打
气，接近峰顶时，太阳突然从云层的缝隙中闪射出
来，慢慢的驱散了云雾。我惊喜的回过头，冷峻的
峭壁险峰渐渐显露出来，云海涌动缭绕在山间，时
而汇聚，时而疏离，宛若身在仙界般缥缈迷离，那么
磅礴的气势，深深地刻在了我心底。总有一些坚
持，能穿过层层乌云，照射出璀璨的光芒。

阳光明媚的下午，我坐在窗前读着李娟的《遥
远的向日葵地》。依稀间仿佛看到李娟坐在葵花地
旁，整晚一动不动的举着手电筒，守着她的葵花种
子。种子一点点生长，经历了干旱和虫害，再一点
点枯萎。到了第二年，花苗刚长出十公分高，就惨
遭鹅喉羚的袭击，一夜之间花苗全无。她很无奈，
又买来种子补种，第三遍、第四遍……终于，第四茬
葵花长势良好，向着阳光，伸展摇曳。经过漫长的
坚守和等待，她终于等到理想中，那百亩向日葵金
光灿烂，一株株簇拥着，昂首挺立，开花结籽。

时光飞逝，总要有所坚持，多些美好的收获。
如父亲的果树，在每天精心的看顾下枝繁叶茂，如
华山的云海，在阳光的照射下宛若仙境，如戈壁上
的向日葵，在拼尽全力的保护下开花结籽。我终于
明白，只有熬过漫长的等待，才会收获最美的风景。

你
的
坚
持
，终
将
美
好

□
马
欣

流
淌
的
温
暖

□
谢
雅
芳

周末郊游，正走得精疲力竭时，路边一位大爷
看到我们疲惫不堪的样子，便热情地招呼我们进屋
歇歇。我们急忙道谢，跟着大爷进屋，只见宁静的
小院被参天大树的树荫拥抱着。左侧的菜园里，一
排排的辣椒、西红柿和茄子竞相生长，一方茂盛的
韭菜，绿意盎然；而右侧的大鹅们则在院子里自由
自在地嬉戏追逐，给这个静谧的小院增添了一份
生机。角落的一棵杏树，枝桠伸展至墙外，挂满了
诱人的金黄杏子。大爷利索地踩上木梯，为我们
摘了满满一笼杏子，说让我们尝尝。我咬了一口，
那酸甜适中、鲜嫩多汁的滋味，如同甘露般滋润了
我的心田，将我一身的疲劳洗涤干净。我转头望
向大爷，岁月在他脸上刻下深深的沟壑，但他眼神
依旧温暖如春日。这份来自陌生人的温暖，让我久
久难忘。

前不久去体验，医院的大厅里传来一阵低低的
嘈杂声，有人拿着化验单步履匆匆，有人搀扶着病
人行动迟缓，有人不断咳嗽叹息……人来人往，大
都神情低落。突然，一阵悠扬的琴声传来。只见一
位女士头戴天蓝色条纹带檐帽，佩戴咖色边框眼
镜，神情自若地坐在一角，正全情弹奏着钢琴。她
的双手在黑白键间灵动地跳跃，旋律时而悠长宛如
潺潺流水，时而欢快如林间鸟鸣，时而舒缓如微风
拂面。渐渐地周围站满了行人，却一片寂静，人们
都沉浸在优美的旋律中。此刻，我感到爱与感激在
陌生人之间悄然流淌，为这个冰冷的环境注入了一
缕温情与和谐。

记得有一天深夜加完班，我疲惫地走出办公大
楼，坐上了提前约好的出租车。脑袋一阵晕沉，眼
皮也有些沉重，不停地在车上打盹。师傅看出了我
的疲惫，将车开得很慢很平稳。夜色之中，车轮与
地面的摩擦声成了最柔和的摇篮曲，在这样的安宁
中，我沉沉睡去了。当抵达目的地，师傅轻轻将我
唤醒，下车时，轻轻地带了一句：“早点休息。”那一
刻，一丝温暖瞬间涌上心头，我的疲惫一扫而空。
这深液里陌生又温暖的问候，让我感受到人与人之
间的真挚。

生命中，总有一些温暖的陌生人，为我们驱散
孤独和阴霾，绘出前行道路上最美的风景，把阳光
和希望洒满生活的角落。

曾
在
夏
日
抓
的
鱼

□
杨
晓
玲

家门前有条人工渠，水浅及膝时，那儿便成
了我们的快乐天堂。水里的小鱼，最是引得我们
闹腾。

正是“少年不识愁滋味”的年龄，再大的伤心事
也像夏天的雨，嚎一嗓子，落下几滴“猫尿”，转脸又
是晴天。

一天午后，我刚下水，就捉到一条两寸多长的
鱼，一群泥猴子听见我“抓到大鱼了”的欢呼声，全
都围了过来。我小心地把鱼放在一个破了口的黑
瓷碗里，傻笑起来。

“它的肚子鼓那么大，一定有好多鱼子！”孬孬
指着鱼叫嚷起来。大家都充满了好奇，轮着抓起来
瞧，活蹦乱跳的小鱼，才一会儿就翻了肚皮。我看
着刚抓到的鱼这么快就死了，顿时伤心起来：“说不
定是个鱼精，被你们害死了。”

“它晚上会不会变成妖怪来捉我们？”孬孬刚看
过电视剧《西游记》，他的话把大家吓了一跳。七嘴
八舌议论了好一会儿，孬孬很有经验地又说道：“应
当不会是鱼精，这么久都不会动一下，肯定死透
了。不过，也挺可怜的，它一定也有妈妈吧！”他这
么一说，我再次伤心并哭了起来。

“我们要埋了它!”本来我一哭，大家都没了主
意，听说要埋它，男孩子们争先恐后爬到岸上，在一
棵树下选好埋葬的位置，齐心协力挖了一个坑。我
用两片干净的树叶把小鱼包起来，小心翼翼地放在
坑的中央，慢慢填上土，最后拢成一个土丘，还在土
丘边栽了一棵野菊花。

数十年过去了，曾在夏日抓的鱼，恐怕真的“成
精”了。

生生活随笔

在那繁密的林间，隐匿着一群歌者，它
们身披羽衣，以欢愉之姿放声高歌。时而
一二，时而群聚，和声重奏，密语般，似家
常，氤氲着无尽的生机与和谐。

晨光未破，窗外已响起鸟儿的欢歌。
此乐音密集又不失清脆，宛如天籁，虽不明
其数，却能感受到一份又一份生命的活力
与朝气。我常想，这莫非是早起鸟儿捕虫
前的兴奋，或是归巢鸟儿分享收获的喜
悦？鸟的世界，亦如人间，有着各自的领地
与故事。

自幼年起，我们便与麻雀、杜鹃、白鹭等
鸟类为伴，它们的叫声，不消抬头就能辨
识。更有那布谷鸟，冒着山林的雾气，日夜
不息地呼唤着收割稻谷的号令，一声声啼叫
里，藏着人们对杜鹃啼血故事的深深怀念。

辛弃疾，这位旷达中透着闲适的诗人，
似乎最擅长聆听鸟声。“平冈细草鸣黄犊,斜

日寒林点暮鸦”“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
蝉”。他在无数次的仰头聆听中，捕捉到了
鸟声之外山林里的盛大寂静。可以想象，那
个明月高挂的夜晚，他和他的影子守着一座
空山，有鸟声相伴，内心想必是葱郁一片。

凡爱鸟之人，皆喜听鸟声。梁实秋开篇
即言“我爱鸟”，毫不吝啬地赞叹这世上尚无
生物比鸟更俊俏，他不仅能听出鸟声的欢
快，还能听出其中的悲戚。周作人也爱听
鸟声，言“麻雀唱细碎的歌”。一只只知名或
不知名的鸟儿，悄然隐匿在那茂密繁盛、绿
意盎然的树冠深处，它们或轻声细语，或高
歌长啸，为这幽静的自然空间添上几分生机
与神秘。它们的鸣唱，融进树冠深处，一只
只鸟就是忙忙碌碌点缀着树冠的叶子。

众鸟齐鸣，仿佛在进行一场清晨的交
响乐，每一只都比前一只更早地醒来，它们
以欢快的歌声，比我更早地迎接那初升的

晨曦。我凝视着它们，看它们在空中飞快
斜掠，身影灵动，如同一个个跳跃的音符。
我的视线被它们牵引，不由自主地投向那
高远的天空，而我的心愿，也仿佛随着它们
的飞翔，被带向了远方。

倾听那悠扬的鸟语，我的目光仿佛被清
泉洗涤，变得清澈而明亮；我的灵魂也似得
到了温柔的熨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安宁
与满足。这真是一件无比美好的事情，让人
心生欢喜，感慨万千。此刻，我的眸光流转，
仿佛穿越了时空的界限，多少往事如烟如梦，
悄然浮上心头。那些曾经的欢笑与泪水，那
些过去的期许与憧憬，都在这鸟语的陪伴下
变得格外清晰，仿佛我与时光定下了一个永
恒的约定，正在与久违的故人娓娓叙旧。

曾记否，那个黄昏，我与友人漫步林间
小道，偶遇一群归巢的鸟儿。它们或低飞
盘旋，或高歌猛进，那欢快的鸣叫声，如同

天籁之音，让人心旷神怡。友人笑道：“听，
这是大自然的交响乐，比任何人工创作的
音乐都要美妙。”我点头赞同，心中却暗自
思量：是啊，这鸟语之中，蕴含着生命的真
谛，岂是凡间音乐所能比拟？

又忆起，某个清晨，我独自坐在窗前，
手捧一杯热茶，静静聆听窗外的鸟鸣声。
那是一只我从未见过的鸟儿，它的叫声清
脆悦耳，宛如珠落玉盘。我闭上眼睛，让心
灵随着那鸟鸣声起舞，仿佛自己也变成了
一只翱翔天际的鸟儿。那一刻，我感受到
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和宁静，仿佛整个世界
都变得柔软而温暖。

此刻，我深刻地感受到，我是如此地热
爱这个人世，热爱这里的每一寸土地，每一
片云彩，每一份温情，爱着那些热烈地爱着
我们的人们。这份爱，如同鸟语般悠扬，如
同阳光般温暖，照亮了我们的人生之路。

人人在旅途 我从荡上归来
□ 陈秀池

碧波荡漾江津湖。张梦瑶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