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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笔

记事本

肖又铮老师手持拐扙颤颤巍巍，迎着玫瑰色的晚
霞从小区门口出来时，慈眉善目笑意盈盈，当初怎么就
把我们所有同学唬得像老鼠见到猫般害怕呢？

记得有次寝室熄灯后，室友们依然在嬉笑打闹，而
我在搓脏衣服，突然听到窗外一声大吼：“还不睡觉？”
吓得我们八人迅速上床，不敢发出一丁点声音。几分钟
后睡窗口的同学说：“肖老师的手电光远去了。”我们才
集体复苏，继续热闹，吃油饼的同学从被子里掏出油
饼，并连忙掏出纸巾擦被子，而我则发现脚被洗衣铁桶
边沿刮破了皮，拿出手电一看，还流了血，怎么刚才不
觉得疼痛呢？原来高度紧张时是没有疼痛感的。

我们求学时，肖老师只是学校的教务主任，别看他
个子矮小，可走路生风，他包揽了学校所有日常事务，
如寄宿生早上出操，中午午休，晚上自习、就寝，一日三
餐饭的秩序维护，他都亲力亲为。从早到晚，一双脚如
踩着风火轮样不停地奔跑着，一双眼睛不停扫射着。他
能喊出学校所有学生的名字，每当某个学生打饭不好
好排队、做操动作不到位时，他会双眼一瞪，手持喇叭
喊出这位学生的大名。在我漫长的求学生涯中，最令我
害怕和尊敬的，是这位从未给我上过一堂课的肖老师。

最初赏识我写作水平的是肖老师，念初一时学校
组织了一次作文竞赛，肖老师看到我文章后高兴地来
我们班找我，指导我如何修改，然后要求我誊写在他给
的方格稿纸上，推送参加株洲市中小学作文竞赛，我到
现在还清楚记得那次作文题目是《我的一家》，而奖品
是当时令同学们都羡慕不已的草绿色封面大影集。

后来，我之所以选择上师范院校，在很大程度上也
是受肖老师的影响。记得那时我们班有个同学，成绩优
异可家庭贫困，双亲在他很小时就死了，他是靠兄长种
田养活的，他能念完初中继续深造，完全是得益于非亲
非故、不是任课老师的肖老师的鼎力相助。要知道肖老
师家当时经济条件也很窘迫啊，他爱人没有工作，还有
几个孩子需要抚养。

我想成为肖老师那样的人，愿意殚精竭虑改变家
乡孩子的命运。当我成为一名乡村教师，每接手新一届
学生，我都要求自己在三天内记住每个学生的名字，并
且坚信“每朵花自有它的美丽与芬芳”，不冷落、不歧
视、不放弃每一个生命个体。

参加工作后，《株洲日报》一到手，我就会在副刊上
寻找有没有熟悉的名字，偶然看到，会细细阅读，并高
兴地告诉身边的朋友：“这是我老师写的文章。”在指导
学生作文时，也曾经拿报纸上肖老师的文章作范文指
导学生。

连续当了十六年班主任，两个班的语文教学，加之
自己孩子小事多，高强度的工作、繁琐的家务操劳让我
像陀螺样转个不停。直到 2015 年，才把有感触的人和
事写出来。当我的文章也偶尔在《湖南老人报》《株洲日
报》等报纸上发表时，我知道，一定还有个长者在默默
地关注着。

2016 年，在某个征文活动的颁奖现场，我见到了
肖老师。当时，他腿脚不灵便，手持拐杖，可眼睛还是那
样明亮、犀利，当我微笑着走近他时，他喜笑颜开地大
声喊我的名字，紧紧地握住我的手，并把我拉在他身边
坐着，开心地告诉现场的人我是他的学生。他把我那一
年发表的文章题目准确地说出来，我很感动，感动他年
逾古稀的记忆力，感动他对芸芸众学生中的我的关爱。

在以后的写作中，我知道有个老师在期待我写出
好作品，偶尔当肖老师看到报刊上我的某篇文章他很
喜欢时，就会打电话我。

前天，收到肖老师的《自珍集》时，我很是欢喜。《自
珍集》是肖又铮老师的岁月印记，曾经的山、水、街道、
菜地，一生最亲近的亲人、伙伴、学生，都给肖老师留下
了回望、记录的“注脚”。朱亭古镇、湘江河、牛背岭、王
家坪、大坪路、芙蓉冲是肖老师双脚丈量过的地方；“裁
缝师傅”“鞋匠”“菜农”“书虫”是为肖老师生儿育女，陪
伴其风雨五十余年的老伴；陆猛子、根篾匠、赵满六、水
生铁匠，老哥等等，是肖老师儿时的伙伴，也是家乡那
个年代走家串户、为乡邻搭屋置家的匠人、能人。肖老
师把自己的情感融入笔端，写来自泥土气息，来自自然
中的真善美。

快到耄耋之年，肖老师依然亲笔书信与我，要我努
力写作，争取去省毛泽东文学院学习；要搞好本职工
作，获评高级职称。当我把 2020 年获得的毛泽东文学
院结业证书，2009 年获得的高级职称的情况告诉他
时，那爽朗的笑声是真正为我高兴。

想像着肖老师在灯下用颤抖的手写下这些期待，
在当今这个微信时代是多么珍贵啊，对这位永远关注、
挂念、鼓励着学生的老师，一句“谢谢”是不够的，唯有
用情感悟，用心感恩。

新警

被分到近郊派出所三月有余了，已是
冬日，虽未下雪仍冷得刺骨。我是外乡人，
偌大的城市没有一个亲戚朋友，但所里和
我一批分来的还有几个外地人，一起住集
体宿舍，倒也不觉得孤寂。

临近下班时，所门口遇见了所长。所
长很是魁梧，浓眉大眼，深邃的目光炯炯
有神，我每次见他总有点紧张，许是气场
太足吧！

“所长好！”
“明天星期天中午有事吗？”所长问。
“没有！”
“那明天中午陪我去应酬，地方等会

发你微信。”
“好！”
晚饭是在所里食堂就餐，除了值班民

警，剩下的就我们几个外乡民警，我本想问
同事是否接到了所长的邀请，又觉唐突。

晚上要赶写份材料，吃完饭便坐在办
公室。我想，所长要我陪他一定是对我工
作表现满意，但工作一百多天，我有哪些
事值得所长满意呢？上次和师傅侦破了一
起盗窃案，办得漂亮！调解了一起纠纷，得
到了所长表扬，说真话，那主要是师傅的
功劳！

颠来倒去，总没法想明白，无法集中
注意力，材料写得凌晨 2点才打印出样稿。

唉，不想了！睡去！但能睡得着吗？为
什么所长只要我一个人陪他呢？莫非是给
我介绍女朋友？一激灵，想得暧昧了！

第二天起床时，已是上午 9 点，所长
微信告知应酬的饭店并不远，几分钟就
到。辖区有一企业足球场，气喘吁吁跑了
两圈，时间仍早。外面天气太冷！那就去书
城看会书吧。“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
颜如玉”，还有暖气！

不知不觉，一看时间 11 点 40 分，幸好
到饭店并不远。我进包厢时愣住了，所里
的外地同事都在！

所长和蔼地说：“今天并不真要你们
陪我应酬。我跟嫂子请你们吃便饭。目的
就是加深了解和友谊！你们远离亲人，今
后我们就是一家人。所里工作我已安排！
今天大家喝点酒，切莫拘谨！”

我内心有点尴尬，折腾了一晚，想多
了！大家举起酒杯，然后开心地吃饭。

师傅

师傅是破案高手，全局闻名。他从警
二十多年，破了无数案子，立过许多功！能
做他徒弟，幸运得很！

可两个多月了，除偶尔去抓过嫌疑
人，打个下手，其余时间只是要我负责片
区纠纷的调解。还说：“搞好了调解工作，
就能成为一名优秀的侦察员。”

鬼信！我实在郁闷，又不敢多问。
片区一市场，两家相邻个体经营户因

“跟货”发生纠纷，市场管理方调解不了，移
交派出所处理，师傅交我接手处置。我深入
调查，其实事情很小。双方本就一个地方的
外市人，原来双方关系很好，因生意却闹得
不可开交。为什么呢？都是钱惹的祸。

我调解了多次，各不相让，针尖对麦芒！
我心里窝着火，脸色铁青：“只怕是吃多

了，冒事做！瞎吵！”一下子点燃了两家怒火：
“你这民警什么态度？找你领导评理去。”

两家这下倒形成了“统一战线”都对
着我来。所长狠狠地批评了我！约定第二
天由师傅调解。晚上，师傅找我问明了调
查及调解的过程，他一脸严肃。

第二天上午 8 点半，两家准时来了，
我带双方到师傅办公室。刚一落座，当事
甲开口就说矛盾原由，当事乙不停插嘴反
驳。见师傅略有所思，并未制止，眼见又要
争吵，师傅厉声大喝：“都住嘴！我真想抽
你们一嘴巴子！”

我吓了一跳，从没有见师傅如此粗
俗、蛮横，怎么这样调解呢？！当事双方一
下子也唬住了，半天也没有缓过神来。师
傅略一停顿，慢悠悠地接着说：“我没猜
错，你们是老乡吧？”

“是的，我们都是 XX 乡的，还有点亲
戚关系呢！”甲说。

“那我更想踢你们一脚！有道是亲不
亲故乡人，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你们
两家拖儿带女，背井离乡来这里做生意，
是来讨生活、求发展的，说白了就是求财
呀 ！为 这 小 事 耽 误 做 生 意 一 个 多 月 ，值
吗？”师傅这话，好像说到了他们心坎，见
双方都低下头，也没再说话。

“我跟你们是老乡，隔壁乡的！我们在
外谋发展，一定要为家乡争光！而且一定
要相互理解、关心、帮助。”师傅居然跟他
们是老乡，先是一愣，有点突兀。

乙站起来，握着师傅的手说：“老乡民
警，你话说得我无地自容”。转脸对甲说：

“哥，老乡的话真的说得对！我们为这小
事，吵了一个多月，既伤神，也影响我们做
生意。这事都是我的错！请哥原谅！”乙眼
睛有点泛红。

“弟呀，什么都不说了，这事结了，我
们能交个朋友吗？”甲对师傅说。

师傅拿出手机，三方加微信时，我见
师傅笑了。

十分钟！师傅的“一嘴巴子”“再踢一脚”，
纠纷就调解好了。这其中的奥妙到底有多
深？！教科书中能写这些吗，师傅简直神了！

退赃

记得一次清早，所长将我叫到他办公
室，拿出一牛皮纸信封，里面塞了一叠钱，
递给我说：“还记得医院那起盗窃案吗？案
子破了，嫌疑人已抓获。这是受害人被盗
的钱，你和小王到医院送给患者家属，收
条给我。”

这起案子我当然记得，受害人报案时
是我接待的。他们是农村人，妻子住院开
刀，家里困难，借了五千元做手术费，不慎
钱被盗了。受害人不敢把真相告诉妻子，
当面对我们时却哭得特别伤心，我很同
情，手足无措。

所长得知也非常气愤，成立专案，不
破不撤！昨天师傅他们将犯罪嫌疑人从外
市押解回所。案子破了！

我找到小王，叫他一起去医院找报案
男子退赃。小王一脸懵圈说：“不是说钱被
嫌疑人挥霍了，没有追回赃款吗？”

“难道……”
我忽然想起，昨晚加班时看到所领导

及办案的几位民警开了一个会，莫非是他
们捐的资？！

“应该是的！”小王肯定地说：“确实没
有追回赃款，钱被那家伙挥霍了。办案民
警都气得想打人！”

“这就对了，如果受害人知晓钱是个
人捐献，肯定不会接受，所以故意说追回
了赃款。另外收条不入案卷，交给所长！”
我恍然大悟。

“要不我俩再加一千元钱给受害人，就
说是派出所给他家里的资助，别告诉所里
和受害人。”小王说。我见小王眼里闪着光。

我激动地点了点头说：“要得！”

在茶陵枣市侯泉村周海燕家枣园，我第
一次吃到了她家的酥脆甜枣。

枣园在一片不高的山坡上，分做几大片，
中间有一个人工挖的两亩大小的池塘。几片
枣园用硕大的塑料膜盖着，枣子怕淋雨，雨水
过多会影响枣子的口感，有几片没有盖膜，是
去年和今年种植的新枣树，今年的也已挂果。
新树挂果一般要三年，这里今年的新枣树也
挂了果。海燕说，枣子种植需要技术，技术不
好，当年就不能挂果，挂了果也不甜。她家的
枣子从八月份开始采摘，直到今天，还有枣子
挂在枝头，青青红红，三三两两，一串串。她给
我们每人分发了一个篮子，我们在枣园里穿
来穿去，摘下红的或者红中带青的枣，全青的
还要一段时间才能转红，它们要继续待在树
上，让时间和雨水来给它们穿上红新衣。

有时我想，时间真是个好东西，它可以让
一粒种子在土里发芽，像锐器一样钻出地面，
慢慢变成嫩绿的叶片、变成花、变成瓜、变成
食物，让小的变大、绿的变青、青的变黄、黄的
变老。就说这枣吧，一棵细小的幼苗栽在土
里，慢慢长大，然后就在那绿的枝丫中长出青
青的小小的籽，这些籽儿见风遇雨，几天不
见，它又长大了，再过一段时间，它就红了。这
红红的美丽是哪儿来的呢？是光阴给的，是雨
水给的，这就是生命，生生不息的生命。

当我转过神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又把一
颗枣塞进了嘴里。

这种枣叫“中秋酥脆枣”，呈椭圆形，个头
较小，核如梭，大小如南瓜子，相对新疆枣，这
种枣要小很多。我摘下一颗放嘴里咬一口，肉
质嫩脆，甜而不腻，脆而不酸，吃到口里似乎
还有回甘。确如她所说，颗颗都含糖量高，但
又不让你觉得甜得过分，枣子不甜，吃起来没
有味道。如果酸甜，会让一部分怕酸者望而止
步，甜也要恰如其分。苏老师有些担心地问

她，没有打甜蜜素吧？海燕当即否定，她让我
们看每棵枣树中间挂的一只只透明瓶子，她
说是用来防虫的，瓶子上涂了粘剂，虫子一粘
上去就下不来了，这叫物理防虫法。

我们摘了大半篮，重新回房。枣园边有一
排平房，是海燕夫妻的生活区和枣子采摘后
的冷藏区，门口有一个长方形的水泥大院子，
院子里堆了两大堆枣子，一堆约有上千斤,蜜
蜂在上面飞上飞下，寻找蜜源。另一堆也有好
几百斤，已成红黑色，苍蝇在上面飞。看着枣
子如此糟蹋，我直叹可惜。海燕倒是不以为
意，她说，种枣不可能没有浪费的，有些开裂
的，有虫眼的都要挑出来，不能要。

也许是辛苦操劳的缘故，刚五十岁的海
燕脸上额头有了沧桑，但她跟我们说话时始
终带着笑容。我们五位是她邀请来的作协文
友，我是第一次来。在枣园的平房里，海燕说
枣市的枣历史悠久，大约起源于宋朝，当年红
军部队在这里打游击，枣子是他们吃得最多
的果子，她希望能在她手里把枣与文化联系
起来。看得出，海燕希望把自己的枣园做成枣
市的品牌。

做实业，想法比办法多。枣子全国都有，
新疆的和田枣和灰枣，山西壶瓶枣，河北金丝
小枣等，都成了国内名枣。文化做起来很难，
枣子源于宋代，宋代以前有没有，难以考证。
海燕说，商人重利，文人看重情怀，她自己喜
欢文学，她不希望她的枣子“裸奔”。

枣味甘，性平，生吃煲汤均可，自古以来，
人们就研究出了许多枣的吃法：红枣晒干保
存，用时取出，排骨汤里放上红枣，便是营养
丰富的红枣排骨汤；荷包蛋里加几粒红枣，是
待客的上品；平日的茶里加上几粒枸杞几颗
红枣，便是能补气益血的红枣枸杞茶。人常吃
枣有补中益气，滋阴养血等诸多效果，故民间
俗语有“一天三颗枣，活到九十九”之说。

但要想吃得好，还须种得好。种果树，枣
子的种植、管理、采摘、贮存、销售等等，每一
环节都不能松懈，除了挂果多少，果子成熟后
的销路往往是最头疼的问题。每个果农都想
让枣子种植利益最大化，尽量减少浪费。东岭
的杨梅上市时，我去过杨梅基地，炎陵的黄桃
上市时，我也去过黄桃产地。在销售旺季，果
园老板穷尽一切渠道，把果子送进客户的口
中，把钱装进自己的口袋。做实业不容易，几
家欢喜几家愁，如果果子来不及销售而烂在
地里和仓库里，最让人心疼。

而今，枣市有侯泉、洞头等枣园种植基
地，为振兴枣子产业，打造一乡一品，周海燕
等果农还在不懈努力。总之，酒香不怕巷子
深，产品真正好了，收获才会接踵而至。

这几天妈妈和爷爷为点小事吵得面红耳
赤，爷爷气得都不到桌子前面来吃饭了，妈妈
黑着脸不理爷爷，两人就这么僵持着。

我和爸爸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就这么僵
持下去会怎么样，时间久了矛盾深了，可能还
会出现其他的问题。我就找爸爸商量解决问
题的办法，我小声地说出了一个自己认为非
常好的办法，爸爸听了觉得行得通。

中午时分，妈妈烧好饭菜，端上桌子，叫
我和爸爸一起去吃饭，我立刻冲到桌子前面
坐了下来，然后，我拿起筷子，端起饭碗就吃。
妈妈生气了，因为平时我总是答应一声，然后
把筷子送到爸爸妈妈和爷爷的手里，接着大
家一起吃起饭来。

今天我的行为有点反常。
事情还没有完呢！我吃了一口饭，立刻往

菜碗里夹菜。我把碗里的菜夹了很多放到自
己的碗里，然后，我拿起那只小菜碗，把里面
的菜添了许多到爸爸的碗里。那只菜碗的菜

只剩下很少的一点儿了。妈妈的脸色立刻变
得黑沉沉的，看样子顷刻就会晴天霹雳。

我与爸爸当作没看见，全然不理会。
不到五秒钟的时间，妈妈生气地把饭碗

往前一推，用手往桌子上一拍，气冲冲地说:
“我从小教你尊老爱幼，你倒好，就这么对待
你的妈妈的？”我一声不吭，只是笑笑指指爷
爷，妈妈明白了我的用意，再看看爸爸，立刻
转怒为喜，在爸爸的背上轻轻地拍了一下，
说:“原来是你们父子俩人捣的鬼，好了，我算
服了你们，好。我改！”

妈妈走到爷爷面前说:“爸爸，请你別生
气，以前是我不好，现在我向你道歉，请你回
到桌子上同我们一起吃饭吧！”爷爷也笑了，
跟着妈妈走到桌子上来吃饭。

我笑着把自己饭碗里的菜夹回菜碗里让
大家一起吃，爸爸也把他碗里的菜夹出了许
多，只留了少许自己吃。

今天这顿饭，我们都吃得非常开心。

小小说 双 簧
刘根生

派出所的故事
杨承锋

的印记感恩
周慧文

枣市的枣
李巧文

中华一脉关斯水，游子万里识此山。湘赣
边境的罗霄山麓、洣水河畔，长眠着中华民族
的伟大始祖——炎帝神农氏。在澄澈旖旎的
秋色中，成千上万的炎黄子孙怀着崇敬之情
和虔诚之心不断涌向炎陵，瞻仰圣迹，寻根祭
祖。炎帝陵以焕然一新的面貌扑入你的眼帘、
你的视野。

走近炎帝陵，放眼望去，金碧辉煌的神农
大殿在灿烂阳光下熠熠生辉，斗拱飞檐、画栋
雕梁、蟠龙玉柱，令人顿发壮怀激烈之雄心；
转眺午门，松柏滴翠，红墙金瓦，掩映其间，更
令人频生访古寻根之幽情。大殿之上，时不时
有一两群白鹭飘然掠过，迎着明媚的阳光，舞
起修长的双臂，直向那湛蓝的苍穹飞去，犹如
放飞远古的憧憬和先祖的遥望。大殿四周，幡
旗猎猎，迎风飞扬，殿前钲鼓齐鸣之时，恰似
置身战阵，横刀立马，声震云天。而步入大殿，
你又会立即感受到别样气氛。在锦簇花篮、果
粟飘香、黄幛布殿的古朴典雅氛围中，点一炷
馨香敬献于神农始祖之祀像前，许一个美丽

雅洁的心愿，深情地缅怀炎帝的丰厚功绩和
伟大精神，任思绪在五千年间纵横驰骋，你会
油然而生一种身为炎黄胄裔的厚重责任和豪
迈气概。

走出大殿，从五千年前的远古文明回到
现实之中，你或许会情犹未尽，此时，一系列
丰富多彩的文化节目表演可让你尽情徜徉，
流连忘返，延续着对于远古的遐想和回忆。大
殿前的翩翩歌舞演绎着民族始祖的万代功
德，咏丰台的古筝飘溢着千古不易的雄浑和
慷慨，圣火台的燧石中敲凿出民族不熄的火
种和不竭的力量。兴之所至，你还可以在神农
大殿公祭广场上舞一把龙狮，把你的崇敬仰
慕、把你的壮志豪情舞动得至真至美，舞动得
淋漓尽致。

炎帝陵，这是九州不朽的丰碑，这是华夏
不绝的怀念，这是民族不灭的精神。炎帝陵，
正从其历经千秋的风雨沧桑中悄然焕发出旷
世风华和蓬勃生机；正以其灿烂风姿和广博
情怀拥抱华夏儿女，拥抱美好未来。

散文 感受炎帝陵
刘青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