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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州日报·监利新闻》“文学副刊”，它以
时代感强、文学品味高而受到广大读者亲
睐。近期，我细细品读了《监利新闻》七月二
十六日之副刊载文，心潮难静，抚报遐思，欣
然写下读后感。

家乡是一个永恒的执念，乡情是抹不掉
的情感，乡愁是中华文化的根本和源泉，是
一脉相承的精神脉络。这期副刊所载四篇
散文《樟树无处不风光》《就恋老家的那口
酒》《不忘私塾读书声》《儿时的夏日记忆》都
是一篇篇眷恋故乡的精美之作，表现了作者
热爱故乡，眷恋故乡的赤子情结，作品充满
了暖暖温情和浓浓生活气息，感动广大读
者。作品用“情”至真至纯至深，这个“情”不
是以身相许的恋情，而其内涵是故乡情，乡
土情，亲情和友情。它揭示了：无论我们走
到哪里，是进了城市，还是在乡村田野，或是
海外异域；无论我们是当了老板，还是打工
人，都很难忘记故乡，因它是生我养我的地
方，是“根”和“魂”之所在，是我们家国情怀
中的一环。

《樟树无处不风光》是监利市知名作
家彭桂生歌颂故乡老家——江西“药都”樟
树市的优秀散文。作者以诗般的语言，奔
放的豪情，真挚细腻的笔调，酣畅淋漓地写
出了樟树的无限风光：它有悠久的历史和
灿烂文化、樟树的风采和奉献、文脉的繁荣
和传承、文人骚客的赞誉和遗迹以及樟树
市的沧桑巨变和发展。他赞美樟树是“一

支动听的歌、一首绝妙的诗、一幅优美的
画”。作者文中深刻地说：“樟树美并非美
在山清水秀的自然风光和名胜古迹的奇妙
之处，更重要的是美在这个城市的内核和
精神层面。”“美美在个性、美美在情感、美
美在内涵。”作者满载对家乡的爱，发自内
心的说：“目之所及，心之所想谁不说咱家
乡好？我可爱的家乡就像一团燃烧的火
焰，一座闪耀夺目的灯塔，一片宁静安谧的
海湾，她就是充满神奇魅力，既古老又年轻
的城市——‘药都’樟树。”生动的描写，为
我们勾勒出一幅充满活力和韵味的家乡画
卷，作者对家乡的热爱和眷恋把读者带进
了樟树市，好似身临其境，使读者对樟树市
由不知到知之，由少知到多知，由多知到如
醉如痴了。

《就恋老家的那口酒》更是勾起人们对
家乡味道的情愫。一个“恋”字就体现了作
者思家的情感，对故乡那口酒的迷恋和钟
爱。什么地方都有酒，我唯独就爱老家的那
口酒，味是故乡浓。作者是在外成功人士，
一直以来忘不了家乡的酒，忘不了父辈曾生
活的印记，忘不了和亲人团聚的天伦之乐，
他不惧天寒地冻，冰雪交加，克服旅途艰辛，
毅然回监利老家过年。这种执着、这种激
情，令人感动和称赞。虽说旅途有“千里的
颠簸，万般的苦楚”，但当闻到老家那浓郁的
酒香，便“入酒即消融了”。他在文中深情地
写道：“是的，入喉的是酒，入心的则是溶在

这酒里浓浓的亲情，如它的酒味一样，在血
脉里肆意地流淌，弥浸。”“这老家的白酒啊，
仿佛是用亲情、乡情、友情特别酿制的琼浆
玉液，醇厚甘冽，回味无穷，点点滴滴都能让
我沉醉在无边的幸福里。”这发自内心深处
的乡愁，对故乡的挚爱，对亲情的赞咏，令人
愉悦，激人共情。作者最后说：“来年还回，
不为别的，只为老家的这口酒，只为融在这
口酒里丝丝缕缕的乡情、亲情，只为在年夜
的饭桌上，家人们共同举杯，相互祝福的那
份暖暖的温情。”说出了在外游子的心声和
祈盼。

《不忘私塾读书声》是一篇写父子情深
的好文章。作者虽说写的是上世纪五十年
代办学的困难和求学的艰辛，但实际是用文
学表达对老父亲的追忆。字里行间呈现作
者对父亲的执念和尊敬。在那个特殊年代，
老父亲虽说是个饱学之士，为了生计，只能
静静地待在乡下做个私塾教书先生，并专心
扑在传道、授业、解惑的教育上。父亲教书
严谨，一丝不苟，为了惩戒不守规矩的学
生，而责打自己的孩子（作者本人），作者在
这里深情写道：“把别人身上犯的错误，放
在我身上当坏孩子教育，您以为我不懂您的
用意。”读到这里，心酸油然而生。父亲的
良苦用心，感人至深，父爱如山。文后，作者
眷眷不舍地说：“爸，在您临走前的几个月，
还在北门口带两个学生，专攻古文观止。做
私塾成了您一生的追求。”“我怀念您，怀念

私塾读书声。”亲情、孝道、感恩在这里表现
得淋漓尽致。慈父已逝，但记忆永存，授业
精神永在。

当我读到《儿时的夏日记忆》时，深深感
受到了一个在海外近三十年的游子对故乡的
挚爱和眷恋。作者用情真纯，描写细致入微，
文字质朴：“今年的夏天和我儿时的故乡如出
一辙，正是因为这份热勾起我对儿时的记忆，
也正是因为这份热，我觉得自己回到了故
乡。”家在人们的记忆里，永远是一片最亮丽
的风景。无论我在哪里，怀乡是心中的诗和
远方。作者用笔细腻地描绘了故乡丰富多彩
的夏日生活：“这里有嬉笑打闹的童趣，有辛
苦劳作耕耘的大人，有无电而难过的酷暑炎
热，更有情窦初开，暗恋隔壁女孩的浪漫情
愫……”细微之处见真情，只有对故乡爱得
深、爱得沉，才能写出这充满故乡“泥土味”
的好文。古人说：“此心安处是吾乡。”说得
好，但作者感概说：“有记忆处便是吾家。”说
得更好。作者难舍乡愁，难舍老家之真情跃
然纸上。

这期散文无论是内容上，还是语言上都
体现了一位位作者一份乡愁的记忆，一份乡
情的眷恋，一份人在外拼搏而内心又思故乡
的情感纠结，读来给人印象深刻，作者用真
情与真味表达了对家乡的深情厚意和对生
活的无限热爱。

人们说的好：乡愁中的故乡是青山不老，
绿水长流。

这期“文学副刊”很精彩
□ 吴述贵

五月中旬的一个周末，应朋友世香之邀，
我、老朱和老冯等几个“老铁”去他老家玩。

那是一个阴霾的天气，整个天空就像拉
起了一道灰色的帐子，看不到一点朗色。虽
然时令已是春末夏初，风吹到人身上，却依然
让人感觉那一股“恻恻轻寒翦翦风”的寒意。

到博爱后，老朱已在那等着，老冯他们已
打了头站。他们说是“督”世香搞土鸡，杀鳝
鱼。他们要亲自“验证”，免得到时候老王头
用那“洋鸡”忽悠我们下酒。我和老朱便驱车
同行。

我们在汪桥街上“会师”了。他们在那等
着，说是怕我们迷路。

去世香的老家——程集镇王公村，路确
实很不好走，并不是那儿路况差，而是路上拐
的弯太多，与李琼的成名作“山路十八弯”的
弯有得一拼。但比“十八弯”山路更令人头疼
的是，几乎每个拐弯处至少有一个岔道口，有
的甚至是三个岔道，转了几个弯，我就晕了。
对于方向感极差的我而言，不迷路，那才是奇
了怪。这哪儿是路，简直就是走不出的“迷魂
阵”。好在老冯的老家也在程集，他熟悉那些
弯弯曲曲的道路，就像他熟悉自己掌心的纹
路一样，即使闭上眼，车也能乖乖地溜到目的
地。我就只管在车上闲看一路如画风景，再
就在降央卓玛的天籁声中，放纵思绪的野马。

好容易才到了世香的家。他的家坐落在
港堤边上，准确地说，是在港堤上。因为，禾
场下就横着一条笔直而漫长的河流。这条

河，村民们称之为“国庆河”。景昌说，它与你
在《老街·陈酒·故人》中写到的程集老街后的
那条有名的老长河是通汇的。

泊好车，茶都来不及喝，爱好钓鱼的亚
平，早已从车中拿出钓竿，鱼饵，桶子等钓鱼
的一应什物，忙活起来。恰好世香的屋旁，有
一口水面一亩来大他们自家挖掘用来养殖黄
鳝的鱼塘。我们挤在一块儿，准备看亚平钓
鱼。亚平选好鱼窝，下好鱼食，放下马扎，抽
出鱼竿，穿好鱼饵，伸出钓竿，开始悠闲地垂
钓。看架势，亚平的垂钓功夫不是一般的
深。转眼，一条小鲫鱼就被亚平从池中掣了
起来。上钩的鱼多起来，亚平都快要忙不过
来了。

老冯、亚梅、老朱，我们几个看亚平钓了
一会，便转到国庆河边去了。

河那边，是一望无际的油菜地，油菜都结
荚了，过不多久就要收割了，满眼苍翠。更远
处，薄雾笼罩，朦朦胧胧的一片，那雾里有怎
样的奇妙的风月，便不得而知了。对面的港
堤，似乎比这边高出很多，看上去就像绵亘的
山丘，上面树木葱茏，就像一道绿色的长城。
树下百草丰茂，野花丛生。其间，鸟鸣啁啾，
婉转悦耳。突然，眼尖的亚梅指着对面的堤
坡说：“你们看，那是么子？”我们乍一看，似乎
没有什么。亚梅伸出葱白手指一指，说：“你
们再看过细滴儿，流水的缺口那儿。”那是村
民们用来排出田间渍水时挖的一道缺口，很
有几尺宽，豁口往上是一条深深的水沟，那水

沟与河道相通。原来，在豁口与河道的交接
处，有一只黑色而小巧的水鸟正在觅食。看
上去，仅拳头大小而已，但是能看得清。那只
黑小的水鸟，身子不大，腿杆却很长。那也许
是我们这唤着“苦娃子”抑或是“督鸡母”之类
的水鸟，我疑心。

河面上满是浮萍，压根儿看不到水面，
不知水清还是浊，水中有鱼无鱼。飘满浮
萍的河面，就像一铺绿色的毡子，一直延
伸至远方。也有一、两簇野茼蒿或是菖蒲
尖而窄的叶子，或弯或直地长在其间，随
风摇曳。

世香这时转向我，说：“老柴，你郎个说，
捏里（这里）好写诗不？”平日极度无聊时，我
就捣鼓些“乌七八糟”的文字，偶尔也装腔作
势地写点“歪诗”，那些连自己也怕丑的文字，
蒙编辑先生错爱，也采用一点，总计起来，居
然也还发表了一屁股大位置的作品了。我笑
道：“哪儿都可以写诗，还不说这里本来就是
极富诗意的地方。只不过，我没有这个才。”
不用说崔护那小子仅凭一瓢水，一桃树，那倚
门脉脉含情女子的一粲然一凝眸，就写下了
传唱千古的名篇《题都城南庄》：“去年今日此
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
花依旧笑春风。”更不用说济慈闻夜莺鸣唱而
受启迪，灵光一闪，洋洋洒洒地信笔在树叶上
写下的险些被树叶所淹埋的世界诗坛名作
《夜莺颂》，宋代大诗人梅尧臣，居然连把便桶
上方便则个，也写成了诗歌。不过，此举在当

时就已饱受世人诟病。
我为自己的无才深感自责！老天咋就

不能借我一支像青莲居士所拥有的生花妙
笔呢？

席间，老冯说的土鸡，有，真正的，刚从邻
居家买来杀的；野鳝鱼，有；还有一道稀奇菜
——人工中华鲟。酒，是正宗的名闻天下的
程集纯粮酒。但这和我上次逛程集古石板街
喝的那种酒，风格迥异，这酒入口香，却辣味
大，后劲足，三杯两盏下肚，头慢慢热起来，话
渐渐多起来，眼，也一点点花起来。

酒后，我饭也没吃多少，就歪倒在世香哥
的床上朦朦胧胧地睡着了。

酒醒了，又吃晚饭。当然，晚餐桌上有新
鲜的黄骨鱼汤、鲫鱼汤，这，是必须的。饭后，
我们这帮人马打道回府。钓客们——后来老
朱也加入到垂钓者行列，除教书外，钓鱼是他
第二大强项——收获颇丰，座中食客，见者有
份。那是我们带回家去吃的，真个是“吃不了
兜着走”。我分得的鲫鱼最大，黄骨鱼最多，
总共有大好几斤鱼。当我假惺惺地“抗议〞
时，他们像商量过似的，都异口同声地说：“你
们家筷子多，该的！”

当我们驱车回程时，已然暮色苍茫，天
空还飘飘洒洒地下起了毛毛细雨。不知是
酒性发作，还是车内温度确实比较高，我怎
么也感觉不到来时的那么一股丝丝的寒意，
只觉得一股暖流，融在血脉中，一直流到心
窝里。

走，到程集寻诗去
□ 柴太山

爵一墩前，有一口大水塘。人们俗称“老
墩塘”。相传那是一只“老虎眼”。

爵一墩地形好似一只横卧在地，昂着头，
睁大眼睛正视前方的老虎。它还有一只眼
睛，那是“新墩塘”。

老墩塘宽阔，水面大，清水悠悠，四周树
木环绕，鹅鸭在水中嬉戏，小伢们在水上游
乐，人们用水、吃水的好水塘。大清早，人们
早起总要在塘里挑上几担清水灌满水缸，以
保一家人洗菜做饭之用。傍晚，人们收工回
家，免不了也要挑几担水洗洗抹抹。大集体
时代的老墩塘成了全墩人的向往。

曾记否，小时候我常在小木船上玩，老
娘看到了，生怕我掉到塘里，拿着小树枝把
我赶上塘坡；每遇夏天，小伙伴们光着身子
在老墩塘玩水打泡湫（方言，游泳），老墩塘
闹得沸沸扬扬；傍晚，我家的鸭子和鹅在老
墩塘里优哉游哉，不肯回家，我常常站在跳
码头用小瓦片赶它们上岸；那挖塘泥的小木
船一摇一晃，挖泥人一扳一仰，竹篾漏斗拖
着塘泥翻到船舱里……老墩塘令人们享受
着无尽的欢乐与快感！

这口大水塘是老辈人升墩挖土形成的。
老辈人讲究自然风水。老墩塘与南面的新墩
塘一路相隔，一座小木桥贯通两塘，两塘之水
自然流动。老墩塘的西面有一塘干，与弯曲
的小水沟相通。可以流入墩前的小河。老墩
塘的北端与绕村的小沟连接，一座小桥连接
一条通往田间的小路。塘水经过北面的小水
沟流入墩后东面的小河。老墩塘可谓南北相
连，东北相通。曲径环绕，自然流畅。沿塘绿
树掩映，风光旖旎。人们划着小木船自西绕
北向东而行，竹篙撑过塘面，留下圈圈涟漪，
穿过杨柳绿荫，感觉神清气爽。好一派自然
风水，那是祖辈们的良苦用心和巧妙设计。
相传，上世纪六十年代，有一湖南风水先生经
过此地，在路边一屋旁歇息，放下他的雨伞和
包袱，望着两口塘啧啧称道，绿水环绕墩台，
风水自然轮回。好一块风水宝地！

人们回味此事，闲谈中透出几分伤感。
老辈人那么讲究生态平衡，两塘夹一路，中间
搭小桥。绿树四周合，活水自然流。在大集
体年代，人们经常挖塘泥。每挖一次就等于

“清洗”池塘，塘底清澈，塘水清悠。年年挖，
年年洗。纯朴的社员们自发维护，不乱扔杂
物垃圾。老墩塘保持着那么清亮的一面。

每到春上，池塘幽静，鱼儿活跃。孩子们
抡起钓鱼竿甩出长长丝线上的钓钩，在“刷”
鲳子。鲳子鱼挨挨挤挤，一甩钩就是一条“鲳
婆”（方言），孩子们心里乐滋滋的。远处的树
荫下，一片寂静。大一点的孩子就在那里钓
鲫鱼。静静守候，眼看泡筒下沉了，一拉起来
就是一条“坐板鲫鱼”。鱼儿放进水桶，笑意
挂在孩子们的脸上。

清晨，老墩塘的跳码头人来人往，挑水
的、洗菜淘米的、提水洗衣的，哒哒哒的棒槌
声与姑娘们的风趣谈笑汇织成一支欢快的
交响曲。到了傍晚，跳码头又是一阵热闹，
挑水的、说新鲜事的、搞玩意儿的，说说笑
笑，好不惬意。这跳码头承载着爵一墩人们
的美好光景。

分田单干了，刚开始的一些年，人们重视
农家肥，挖塘泥揽重的活儿没有停歇。要下
早谷秧了，勤快耐劳的老农舍得下力，一船船
塘泥打到秧田里，早谷秧苗长得像韭菜一样
郁郁葱葱。多肥的塘泥，多好的秧苗！池塘
一片绿莹莹。

常挖塘泥，塘水清凌。绿荫树下，凉风徐
徐。在田劳作的人们，来池塘边上用手或用
荷叶捧水喝，起身手撑大树歇息，顿觉清凉爽
身。大热天的中午，人们来到池塘边提上一
桶水，洗脸擦背，全身清爽。黄昏时分，人们
从地里回家，免不了在池塘里打个泡湫（方
言，游泳），或坐在跳板上洗个澡，任凭晚风吹
拂，疲劳顿消。那时，虽然用水、吃水都在这
口池塘，但人们没有什么顾虑。只是后来人
们不随便在跳码头挑水吃了，而是选择了塘
外的杨柳树下。

随着青壮劳力外出打工，随着长时期分
散的各自经营，随着农村木船的消失，虽然说
是单干，但人们不再挖塘泥了，全部用上了商
品肥。老墩塘与新墩塘相隔的土路经常被水
淹，小木桥垮了，人们不再搭桥，而是用涵管
代替，时常赌塞，流水不畅。随之而来的是墩
台北端的小木桥也不复存在了，北面的小沟
已被一条小路堵截。老墩塘成了一塘死水。

池塘里的淤泥逐年上升，塘面搁浅，塘水发
臭，不能用，更不能喝。原来的好风水荡然无
存。有老人感叹，修路搭桥才能保一方风水，
只顾眼前，不顾环境，这原生态不是遭受污染
吗？多年以后听说湖南的那一位老人又经过
此地，他对老墩塘仔细观望，只见两塘中间堵
塞，塘面浑浊。随后又打听到老墩塘北面堵
截，活水成了死水。老者望塘兴叹，老虎之
地，断了元气。

看看如今的老墩塘，淤泥露面，塘水浑
黄，垃圾遍塘坡。再看看老墩上的居民，大多
已搬到墩后东面的新建住宅地，那里已经崛
起一排高大的楼房。老墩塘更加寂静、萧
条。有老农说，何时再来一次“挖万塘”，还老

墩塘一塘清水，让它换上生态靓丽的新装。
但人们也着实感受到，而今乡村有了保洁员，
柘木乡加强环境整治，乱扔垃圾的行为正在
消失，人们的环保意识正在增强。如果经常
挖泥清洗，老墩塘必将恢复原来的模样，自然
也就能再次成为孩子们的天然游泳场，成为
自然的风水宝地，洁净清凉的塘水依然绕村
流淌。

相邻的新墩塘坡地上有人新建养殖场。
有意向开发新墩塘。清污染、排杂物，种植莲
藕，或者喂养鱼虾。塘水清悠，荷花满池，鸡
鸭成群。让新墩塘换上生态的新装。

到那时，两塘相映，生态优美，老墩塘自
然风光如画，一个美好的生态乡村振兴在望。

老墩塘
□ 曾繁华

初冬的月（节选）

□ 卢进国

初冬月，寂寞地挂在天宇

轻柔的身姿

收割了温馨的云彩

天空中繁星满天

此时，闪闪的星星

映照着我的孤寂心海

黑夜无声，冬月朦胧

我回眸往昔

爱的记忆，滑落在初冬的夜晚

一颗不老的心灵

也挂满了丝丝惆怅

冬月，润染着我的一份思念

月下，冷风送露

故乡空旷、清冷

冬月，饱含着一种传奇

是它陶醉了我的梦想

冬 雾

北风瑟瑟

雾如一缕缕轻纱

在漫天弥漫

夹杂着温馨的气息

随风飞舞的雾气

把远方的村庄隐藏

此时，晨雾文静

轻快地舒展着曼娜的身姿

雾海茫茫

模糊的人影

在公路上徜徉

如今，我看到了太多的朦胧

想用虚幻的柔情

和飘缈的丽景相拥

七绝·咏梅（平水韵）

朔风漫卷暗香来，旷野冰封独自开。

素染层林含蕊笑，飘飞瑞雪吻红腮。

片片枫叶情

晚秋的风

扯下缕缕红霞

把满山的枫叶染红

啊！枫叶

串着情话的脉络

它让秋天更加斑斓

像一团燃烧的火焰

蓝天白云下

展示着妩媚的笑容

经历了秋雨和寒霜

依然不改血染的思念

在层林尽染的大山里

一片片带着浓情的枫叶

在我的眼眸里，缠缠绵绵

一季枫叶红

轻叩冬天的门楣

撩拨着我的柔情

如今，我在聆听枫叶心语

是它点燃了秋天的激昂

立 冬

秋天渐渐离去

冬天悄悄来临

叶落雁鸣，寒塘露重

风中的芦苇

像一个满头白发的老人

在瑟瑟的北风中

点燃了芦荡里的一缕激情

此时，我听到了狂风的呼啸声

片片雪花飘洒

雪中的故乡

像一幅素描

红梅枝头花蕊俏

疏影横枝透香来

邂逅雪花

我喜欢它的静谧和潇洒

如今，漫天飞舞的雪花

似一个个六角冰凌

婀娜、轻盈

落地有声

勾起袅袅余音

七绝·咏落叶（平水韵）

凋零秋叶自离枝，且趁西风傍晚时。

满目淡黄迎凛冽，芳魂留下固根基。

冬竹美

流云远去，大雁南飞

黄昏，冬竹在晚霞里回溯

有时欣慰

有时沧桑

豁达高旷

摇曳出温柔的轻盈

竹影婆娑

清韵的风骨

感叹流年的步履匆忙

挺起腰，碾压着冬日里的寒冷

虚心高雅

不染灰尘

翠绿的身躯

是它一生的涵养

啊！冬竹

如今，略显苍老

不失风骚

七绝·咏冬竹（中华通韵）

凛冽寒风翠色浓，虚心高雅傲严冬。

生机蕴育添新韵，不染灰尘竞暮空。

七绝·立冬（平水韵）

红梅朵朵散幽香，秋菊萎蔫雁影翔。

水瘦舟横松柏翠，池塘残荷落焦黄。

村塘秋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