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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八月十六的傍晚，我和几个朋友一
起去林长河湿地公园游玩。

当我们行走在湿地公园的彩虹桥上时，
东方的河面上升起了一轮硕大的圆月。水
中，月亮的倒影传送着莹莹波光，草丛中，纺
织娘嘎嘎嘎嘎，细细地叫声，芦苇丛中，不时
有鸊鷉扑腾着掠过水面，身边不断有人感叹

“十五的月亮十六圆”。
我不禁停下脚步，拿起手机拍下这美丽

的月光。远近的霓虹灯在皓月的笼罩下放
射出迷人的熠彩，路灯将彩色路面照得十分
清晰，光亮与夜色形成鲜明对比，长长的柳
条在灯光照耀下像飞落的瀑布。行人在灯
光中婆娑，如梦似幻。如此美好的时光，如
果不写几个文字，于心不安，我不能辜负这
美妙的月光！

林长河湿地美丽的月夜来之不易。大约
10年前，监利在此初建公园时，一河黑水，臭
不可闻。如今，河边立起护栏，河底的污泥得
到了清理，河边种上了菁荇。现在的林长河
空气清新，树木成林，花草悠香，河边蒹葭苍
苍、菖蒲青青，蒲黄昂昂，有多种水鸟栖息，水
中时常有鱼在欢跳。林长河十五十六的月圆
夜更加让人留恋忘返。

古人不见今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我
们的祖先为什么能想像出月亮里的广寒宫，
想像出嫦娥奔月，想像出吴刚酿出桂花酒，
还有月亮上的玉兔，一切都源于月色的魅

力。我想，中华民族也是一个崇拜月亮的民
族，我们的先贤制定的太阴历就是一个强有
力的佐证。

古人没有电，他们比现代人更珍惜月光，
唐诗宋词中描写月光的作品可以车载斗量。
唐代诗人王维写过“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
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李白写过“明
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
门关。”现代人有了电，依然爱月光。朱自清
先生的《荷塘月光》走进了中学课堂。十五的
圆月自是值得咏唱，八月中秋的满月当然更
加让人念念不忘。

八月中秋刚过，天气渐渐转凉，秋夜徐徐
的清风吹走残余的暑热。李白那脍炙人口的
《静夜诗》让人从月夜的清凉中寄托思乡。中
国人无私的爱常常体现在当自己感到舒适
时，也希望自己远方的亲人能够舒适，这是我
对“每逢佳节倍思亲”的理解。

我不懂历法，总是不明白我们的农历为
什么不在年初的某个月中添一日，以保证月
圆日与十五重叠，不是有一联说“天上月圆，
人间月半，月月月圆逢月半”吗？现在想来，
或许是制定历法的先人，要人们看到半月的
月亮在圆与不圆之间，给人们留下些许期待
的空白。先人或许要告诉我们生活中的缺陷
美，希望我们知晓生活中没有绝对的完美。
李耳的《道德经》中说“自古人生最忌满，半贫
半富半自安，半命半天半机遇，半取半舍半行

善，半聋半哑半糊涂，半智半愚半圣贤。”中国
有句成语叫“月满则亏，水满则患”。这说明
我们中国人很早就从月亮的圆亏之中明白了
生活的哲理。

由此看来，十五的月圆也好，十六的月圆
也罢，我们中国人好像没有必要进行严格地
界定。十五十六月儿圆，都是美好的，十分宝
贵、令人暇想、值得赞叹！

十五的月亮十六圆
□ 余可佳

秋风起，万物收，正是人间大补时。在
这金风送爽的季节里，大自然慷慨地馈赠
着它的精华，而在这诸多珍馐之中，洪湖野
生甲鱼，无疑是最为耀眼的明珠，被誉为营
养之冠，滋养着无数渴望强健的体魄。

“甲鱼”，这二字轻启，便仿佛能嗅到湖
水的清新与鳖甲的醇厚，它既是餐桌上的珍
馐美味，又是中医典籍中的一味良药，滋补
肝肾，清肝明目，软坚散结，功效卓著。忆往
昔，马俊仁的中华鳖精，曾如神助般助力运
动员们驰骋赛场，其威名至今仍在耳畔回
响，令人赞叹不已。

在这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季节里，甲鱼似
乎也懂得藏匿自己的行踪，它们深潜于碧波
之下，偶尔探出头来换气，也不过是惊鸿一
瞥，转瞬即逝，让人难以捕捉其踪迹。但在
这片广袤的洪湖水域，却隐藏着一位打甲鱼
的高手，他的名字，如同秋风中的一股暖流，
温暖而神秘——他叫徐三堂。

徐三堂，监利县汴河镇匡老村的一位普
通渔民，年方 48，英俊潇洒，身材魁梧，自幼

在湖边长大，与湖水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在
家排行老么，却练就了一身捕鱼的好本领，
尤其是那打甲鱼“枪法”，更是出神入化，弹
无虚发，百发百中，被誉为“甲鱼枪王”。

夏日炎炎，是甲鱼频繁露面的时节，也
是徐三堂大显身手的好机会。但如今，秋风
已起，秋意寒凉，甲鱼深潜，他是否还能续写
传奇？带着这份好奇与敬仰，我们一行五
人，驱车前往，一睹这位民间高手的风采。

在徐三堂的引领下，我们穿梭于幽静
的湖泊与河港之间，最终在一片鱼塘边停
下了脚步。此刻的徐三堂，从容不迫地从
背包中取出甲鱼枪，熟练地安装完毕，然后
找了一块风水宝地坐下，静静地等待着甲
鱼的到来。

他手中的钓杆，长约六尺，反背在右肩
上，钓线则是进口牛筋线，结实耐用，末端
吊着一枚沉甸甸的铅砣，在微风中轻轻摇
曳，仿佛是大自然最悠扬的乐章。我们围
坐在徐三堂身旁，屏息凝神，生怕错过任何
一个细节。时间仿佛在这一刻凝固了，10

分钟、30 分钟过去了，水面依旧平静无波，
但我们的心却随着徐三堂的目光而起伏不
定。他双眼如炬，穿透碧绿的水面，耳朵则
像江豚一般敏锐，捕捉着水底的每一个细微
声响。突然，一阵急促的“嗖嗖”声打破了宁
静，徐三堂双手如电，瞬间甩出钓杆，那细长
的牛筋线划破长空，直奔对岸而去。紧接
着，一条丝线在水中划出一道道优美的弧
线，迅速朝岸边驶来。原来，徐三堂已经成
功地将一只 3 斤多重的甲鱼钓了上来！这
甲鱼的壳子比乌龟硬，腹部呈现灰黑色，身
体两侧各有一条宽约 3厘米、深约 1厘米的
白纹。它野性十足，爪子锋利，乱跑欲逃。
待我们观赏完毕后，徐三堂便把那甲鱼放
回水中，让它回归自然。他这精彩的一幕，
让我们目瞪口呆，心中充满了对这位民间
高手的由衷赞叹。

在惊叹之余，我们仔细观察着徐三堂
自制的甲鱼枪。这杆枪造型独特，枪管可
伸缩自如，既便于携带又威力巨大。在手
柄处安装了一个手摇式风车轮，里面缠绕

着进口牛筋线，线的末端则是一个沉重的
铅砣，能够轻松地将钓线甩至数十米外的
水面。正是这杆神奇的甲鱼枪，陪伴着徐
三堂走过了 30 多年的捕鱼生涯，见证了他
的汗水和荣耀。

徐三堂的故事远不止于此。他向我们
讲述了一段关于甲鱼枪法的传奇经历。30
年前的一个风雨交加的夏日，一位白发苍
苍的老人蹒跚而至，衣衫褴褛却眼神坚
定。徐三堂心生怜悯，将老人请进家中避
雨并热情款待。老人感念其恩德，便将自
己多年积累的打甲鱼绝技传授给了徐三
堂，从此，徐三堂便踏上了成为“甲鱼枪王”
的道路。

听着徐三堂的讲述，我们仿佛看到了一
个个生动的捕鱼场景，感受到了他对这片水
域的深深眷恋和敬畏之心。他不仅是一位
捕鱼高手，更是一位生态保护的倡导者。他
用自己的行动告诉我们：人与自然是和谐共
生的，只有尊重自然、保护生态，才能实现可
持续发展。

奇人徐三堂
□ 罗勋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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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万与老夏不同一个村庄，两个村毗邻，

他们是同学，也是不是错的朋友，走得特别
近。进入老年生活，更是披肝沥胆，无话不
说，他们经常相约在一起聊天，特别得开心，
似乎有说不完的话题。

有一天，他们在一起聊着，老万感慨地
说：“现在的人跟以往的人不一样，生活富裕
了，仗着有点钱，说话语气变了，看人的眼神
也不一样，似乎别人都不如他。”

老夏说：“是啊，如今人心不古，一切向钱
看，有些有钱人，走路的姿态嘚瑟，说话高腔
高调，飘飘然不知道几斤几两，甚至不知道东
西南北了。”

老万叹息道：“我的一个发小，我们平时关
系不错，最近些年，儿子和女儿在外地做生意
发了财，逢年过节的时候给了他些钱，腰杆子
硬了起来。让人不能理解的是，以前他称呼我
为万伯，跟着他孩子们叫，蛮亲热的。可是近
两年，这种叫法突然换了口味，变成了老万，有
时甚至会直呼其名，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老夏道：“随着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人
是可以改变的。他还不是因为有了钱，认为
现在条件好了，比别人要强许多，思想和态度
也逐渐升级，我身边也有这样的人。”

老万点了点头说：“是啊，钱能改变人的

生活和命运，也能改变人性的善良和纯朴，在
金钱面前，亲情、友情又算得了什么。”

02
熊军，70余岁，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在

那计划经济年代，生活物资得不到保障，让他
尝到了什么叫辛酸苦辣，什么是举步艰难。
那时，在村民的眼里，熊军在这个世界，有他
不多，没他不少，是那种极其平庸之辈。

熊军年轻的时候，正好是大锅饭年代，他
们家人口多，劳动力少，生活负担沉重。他是
家中老大，下面有弟弟妹妹，家大口阔的现状
累得父母直不起腰来。

那时候，他经常穿着补丁加补丁的衣服，
引来小伙伴嘲笑。他的自尊心受到伤害，与小
伙伴们一起交流甚少，时常把自己封闭在自我
的世界里。

粮食短缺是那个年代的特有现象，一般
家庭的日子都不好过，熊军家里更是困难重
重，寅吃卯粮，既便是白菜和萝卜拌米做饭，
有时也只能吃了上餐无下顿。他的父母只得
找亲戚和朋友“张家借一点、李家借一升”来
度日。

这时，熊军已经长成了大小伙子，是生产
队里的主要劳动力，工分虽然挣得不少，可效
益却不高，每天的工分值不到两角钱。尽管
他出勤从不缺席，勤劳肯干，可富裕的日子一

直没有眷顾过他。
贫穷，束缚得一个人失去了本该拥有的

辈份和平等的尊重。对有钱有势者，一些人
会恭恭敬敬，该叫前辈的叫前辈，低三下四套
近乎者不乏其人，谄媚讨好刻在他们的脸
上。贫困潦倒的熊军，想得到总是人们或调
侃或讽刺的话语。

时光荏苒，斗转星移。历经风风雨雨，坎
坎坷坷的熊军终于迎来了人生新的里程碑，
儿子大学毕业后，在珠海经过多年打拼，事业
干得风生水起，名动一方，熊军也经常去儿子
那里帮忙。

常言道：“三十年前子仗父势，三十年后
父仗子威。”虽然30年前熊军没有做到，但30
年后的今天，儿子的光环影射在了他的身上，
成为地方上人们仰慕的人物。

有了钱的熊先生，同时拥有了社会地位，
村民们对他的态度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弯，熊
爹长、熊爹短的呼唤是那么亲切温柔，那么让
人暖心。家族里有什么事，一定少不了熊爹，
他有求必应，尽自己最大努力帮助人们，在地
方上有了一定的威望，赢得了人们的尊重。

这正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现实
生活就是这样……

03
马爹是文化大革命中期的大队党支部书

记，之前任大队水利主任。接任这个职务已
有50余岁，在全公社支部书记中，年龄是最大
的。这一次职务的提升，有一些际遇与巧合，
让他的政治生涯走向人生的巅峰。

有一次，造反派无中生有，列举了公社党
委书记的所谓罪状。马爹实在听不下去，性
格耿直的他站了出来，极力赞扬书记在全公
社所作出的贡献。这等于和造反派唱了反
调，弄得他们很尴尬。面对一个贫下中农出
身，剃着光头，打着赤脚的农村干部，他们也
显得理屈词穷，束手无策。这次会议后，马爹
成为了“靠边站”的干部，被边缘化。

马爹担任水利主任期间，正好赶上开挖
四湖河，工程浩大，前所未有。他身体力行地
带领全大队社员奋战在工地上，以优异成绩
向上级党组织交出了一份满意答卷，最先提
前完成了任务，令人刮目相看。

全体社员回家那天，大队组织了各队群
众，在离家几公里的地方去迎接，锣鼓喧天，
红旗引路，吸引着来往人们的目光。只见马
爹精神抖擞，率领全大队劳动力走在最前
面，人们仿佛迎接的是从前线凯旋归来的战
斗英雄。

不久，那位公社党委书记官复原职，马爹
所谓的问题也很快得到了解决，并委以重任，
任命为大队党支部书记。

人间百态
□ 蔡保勇

才上午九点，盛夏的太阳已经把大地烤
得火辣辣。再伟豆花店快要打烊了，平时和
妻子晓漫两个人一起做事，积时不知不觉，今
天一个人忙里忙外大半天，再伟已经累得腰
酸背疼了。

再伟拭了下额头上的汗水，又向拐角处
瞅了一眼，还是没看到老黄夫妇的影子。“按
照往常，老黄早该来了，该不会出啥事吧？”再
伟心里嘀咕着。

老黄退休前，是市二中的数学老师，也是再
伟豆花店的常客。那时候，老黄每天早上上班
骑着自行车，路过再伟豆花店时，都会下来买上
一份新鲜的豆花。

老黄笑着对再伟说：“一天不喝你家的豆
花，整个上午都会没精打彩。”

再伟笑一笑，回道：“黄老师您太客气了，
感谢您长期以来对小店的照顾。”

老黄把眉头一皱，严肃地说：“你是说我

贪吃，是个吃货吧？”
再伟吓得急忙摆手：“没有，真没有，黄老师。”
老黄呵呵一笑：“跟你开玩笑的。你家豆

花真材实料，真心好吃。还有，我虽然是老
师，但其实，我更喜欢别人叫我老黄，亲切。”

再伟有些不好意思，回道：“那好吧，就听
黄老师的……以后叫您老黄。”

天有不测风云。老黄去年刚退休，就突然
患上了严重的脑血栓，最后虽然抢回来一条命，
却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老黄被迫坐上了轮椅。

坐上轮椅后的老黄，脾气变得阴晴不
定。但老黄的老伴张奶奶却发现，每天来买
豆花时，老黄的脸上都会露出孩子般的笑
容。于是，张奶奶每天早上8点都会推着老黄
出门，先去菜市场买好菜，然后8点半准时出
现在再伟豆花店门口。

老黄终于出现了。张奶奶气喘吁吁地
说：“小伟，一份豆花打包。”

再伟看到老黄气色如常，心里长舒了一
口气，问道：“咋啦老黄，睡懒觉吗，今天怎么
比平时晚到了一个小时？”

老黄瘪瘪嘴，然后大声嚷嚷道：“还不是
怪这死老太婆，一点用没有，我的车要翻了，
她都没看到。”

再伟看向张奶奶，张奶奶尴尬地对再伟
一笑，然后低头给老黄赔罪：“怪我不好，都怪
我不好，下次一定注意，对不起，老黄。”

扫码付钱的时候，张奶奶低声对再伟解
释：“我在挑选胡萝卜，老黄在我后面，他突然
向菜摊伸长了胳膊，大概也想抓一个胡萝卜，
我来不及搀扶，最后就摔倒了。老黄说胳膊
肘摔疼了，所以我们在菜市场里休息了半小
时才过来。让你担心了，小伟。”

再伟看一眼老黄，笑着对张奶奶回道：
“不是您的错，老黄刚骂您那么难听，您却反
过来给他道歉，您也太迁就老黄了吧？”

张奶奶一边付钱，一边意味深长地说：
“从两个人领结婚证的那天起，就应该明白一
个道理，天字出头为‘夫’，夫是一柱天。女人
顶起一座山为‘妻’，妻是一座山。夫妻双方
一生都要忠诚、理解、包容，这是彼此间一辈
子的承诺。如今老黄身体不好，我受点委屈
是应该的，谁叫我们是夫妻呢！”

再伟感动地点点头，双手向张奶奶递过
去打包好的豆花，不忘交代一句：“张奶奶，不
急，您慢点推。”

张奶奶笑一笑：“谢谢小伟，我们明天见。”
想着张奶奶刚说的话，看着两位老人离去

的背影，再伟觉得心里暖暖的。不经意间，再
伟抬头看到湛蓝的天空中，朵朵白云在流淌。

“张奶奶说，丈夫为天，但天是宽容的，容得下
莲花般的白云，也容得下满脸怒气的乌云。”再
伟在心里对自己说，“不管谁对谁错，我该主动
给晓漫打个电话求和了，谁叫我们是夫妻呢！”

夫 妻
□ 董川北

监利五彩斑斓
□ 吴语

天空蔚蓝白云朵朵
监利水天一色

长江洪湖白鹭湖桐梓湖
河湖港汊纵横汪洋

一场连绵不断的梅子雨
水乡白茫茫

隆冬倒春寒鹅毛雪
监利大地洁白如银

这分明是一块黑色的土地
长江中下游平原一马平川
翻开每一块草皮泥土黝黑

放牛老人的拐杖嵌入河岸边
次年初春一棵新柳迎风玉立

东风徐徐草木绽放
满眼新绿翠绿墨绿蔓延

监利大地生机盎然

什么时候就黄了
油菜花一片金黄
稻子金黄一片

监利丰收黄金般金黄盖地
也不知啥时候监利火了

小龙虾风靡全国大江南北
水产品走遍天下

监利红啊
曾经是一块赤色的土地
为争取自由民主新生活

挥舞大刀长矛渔叉
一颗红心光膀子向前——

今天的监利
人面桃花早酒晚茶

到处车水马龙高楼林立
美好生活五彩斑斓

乡村振兴创辉煌
（快板）
□ 朱子香

竹板一打连天响
说说农村新气象

中央领导定方向
乡村振兴好主张
干部蹲点沉一线
与民同干做榜样
支部争当领头羊
万众一心迎难上

网市有个刘王村
蔬菜大棚好气场
农民喜收螺丝椒
车水马龙运四方
新沟镇，不一般
有个社区叫向阳
干部群众一条心
经济发展响当当
新沟还有双兴村
因地制宜写华章
绿色食品惹人爱
收入年年上金榜
周老鲁桥电子厂
就地取材出奇想
野花野草作原料
精美贺卡闪闪亮
程集有个永兴桥
领导班子做榜样
创办花果合作社
科技致富富村庄
大垸有个好典型
扬洲社区美名扬
两委班子办法多
花生种植销远方
黄歇有个毕利霞
远近闻名女粮王
带领群众种水稻
走进人民大会堂
朱河有个默斋村
青年华平好榜样
藜蒿种植传帮带
特色农业富一方
沿湖乡镇不简单
水产养殖办法强
引导农民奔富路
黄鳝龙虾销四方
尺八有个毛沙塘
理事复姓是欧阳
尚禾农业聚人心
产品多次获金奖
毛市有个陈赵村
草莓种植夺高产
西瓜轮作模式好
集体经济几十万
红城有个复兴村
盘活资产计谋强
万亩良田巧安排
土地处处流霞光

市委政府有担当
乡村振兴谋良方
深入基层搞调研
制订发展大方向
工业农业齐发展
文体卫生样样强
城建发展大格局
环境宜居人欢畅

新中国成立 75周年
伟大中华耀东方
你我赶上好时代
撸起袖子齐图强
建设美丽新监利
乡村振兴创辉煌
建设美丽新监利
乡村振兴创辉煌
创——辉——煌

乡村月圆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