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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除诗歌外题材不限，字数1200至2000字为宜。
2.文章要求真情实感，见人见事，不要大话、空话、

套话，同时附上作者联系方式。
3.投稿邮箱：420918118@qq.com。
4.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奖金3000元；二等奖2

名，奖金2000元；三等奖5名，奖金1000元；优秀奖10
名，奖金500元。

5.活动时间：2023年2月至2024年2月。

征稿要求

随笔

车要开始下横坡坳了，干净的空气就猛地过

滤了我的肺，涤干净了我的意识，清爽爽地告诉

我：回我的乡了！

我移开在油门上的右脚。让车轮自如地在长

长的微坡公路上自由慢慢地回家吧，像把车和自

己放在传送带上一样放松。这是涤净后的意识想

的。它想，不要在横坡坳的那一边生出废气吧。

横坡坳是竖在攸县西北的一道屏。它不像东

乡广寒寨那么高冷，也不像太和仙一样张扬。它

温和地护着槚山这个攸县的肺，它也是这么低调

地护着槚山这个攸县的肺。

准确地说，坳的那一边才是攸县的右肺。这

里没有村歌社舞的热闹，更没有广场舞不管不顾

的喧嚣。甚至像攸县热度很高的“门前三小”也没

在坳的那边沾亲带故地热腾。热腾的除了那些雀

跃在林里的禽鸟，还有那些鬣毛油亮的在山坡上

啃草的黑山羊，还有一条名字被讹传为浊江的清

流长年从北往南汩汩地流淌，一节一节地打通着

攸县的督脉。

春雨总是乡村里最勤劳的婆婆，一有空就洗

洗刷刷。山刷得清清朗朗，树枝被刷得湿润润的，

树叶被刷得油亮油亮。乡村的路是洗车间的传送

带。春雨婆婆就用绿色的温柔的刷子把每一辆归

来的、外来的风尘给洗刷一番，刷得干干净净，清

清爽爽。上一回被车轮滚过的痕迹也被洁白的梨

花厚实地铺了一层。

春雨婆婆歇了。我从蜿蜒的传送带上下来，

做了两个深深的呼吸。我的肺在换着肺底的最后

一点还没换完的从城市里带来的浊气。我的眼前

是一野还未开垦的农田，田间的草也被春雨婆婆

刚梳过，像鸡儿狗儿脖子上的羽毛鬣毛。几只鸟

儿在翘角的屋瓦上叽叽喳喳说着纯粹的方言；有

时又飞过院子，划一个简单的减字谱，和屋后的

鸣声唱和，来一段民俗里唱插话一样的和鸣。我

涤干净的脑壳突然冒出东汉大伽张衡的《归田

赋》：“原隰郁茂，百草滋荣。王雎鼓翼，关关嘤

嘤。”

天开始暗下来。乡村的晚餐一般都早。从后

面菜园里摘了几把刚被春雨洗干净的蔬菜，炒了

几盘，就在黄昏的长廊下摆开桌子，和着鸟儿、风

儿，一起慢慢地光盘。

路上的路灯亮了。路灯是新农村的月亮，夜

来了，她就温和地打量着每一家的窗口。邻人们

陆陆续续走出家门，打着几个带着新鲜蔬菜味的

饱嗝，在小路上漫步。我也在其中，任由我的脚步

踩着灯辉，踩着青草的香味。我大胆猜想，木心先

生从来没在乡村住过吧。他如果住过一天，他的

《从前慢》一定会变成《一直慢》的。

夜色起了，邻人们从漫步的路上到我家来喝

茶。我喜欢我家向日又向月的茶室。有月的夜里，

拉上窗帘，让月光进来；无月的夜里，让灯光灿

亮。从后园井里汲几壶带着地热的清泉，量一把

从大自然采来的嘉草，任由它在盖碗中沉浮。我

自一杯一杯地和大家分享着淡淡的清香。时光就

由着他慢慢流逝着吧，坐下来聊聊屋前的竹和屋

后的山吧。墙上是我给自己题了一首诗：“闲窗三

尺可，炉右琴台左。相与试茶香，清风明月我。”这

就够了。

茶水煮过几壶，夜色深起来了。邻人渐渐散

去。村里的人们习惯早睡，我这么早睡不着，我的

这个被城市逼成的恶习怕是没能改变。

拴上厚厚的门，任月光星光从四方的天井静

静地漏下，我把自己独个儿关进了书房。我卷起

窗帘，让自己抬头就可以探望星光月光。哦！不

是，是让星光月光来探望回乡的我。

夜静得可以听到自己的心跳。中医讲，心静

方可气匀！我听到了自己的呼吸很均匀。我喜欢

这种感觉，可以观自在。只有能听到自己均匀的

心跳的人才知道自己没有迷失吧。我不禁可怜一

下在城里的小楼里的自己。每天晚上九点前的窗

外总是撕裂着扩音器里传出的夸张而虚伪的歌

嚎。广场舞的节奏总是在努力地催促着荷尔蒙的

分泌。空气中到处弥漫着荷尔蒙的味道，让每一

个人都无法均匀地呼吸着干净的空气，连小孩子

那小小的肺活量都不能满足。我又为自己庆幸一

下，我还有这样的时间、空间，可以在繁忙中抽个

空，均匀地呼吸着。

我 摆 上 我 的 古 琴 ，打 开 陶 公 的《归 去 来 兮

辞》，给窗外探望我的星光月光弹奏。这古老的乐

器真好，它只打扰星星和月亮，它不吵着砌下的

虫子和檐下的鸟眠，也不吵着早睡的公公婆婆。

“归去来兮，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我均

匀地吟猱着琴弦，和着我的好久没有如此均匀舒

缓的呼吸。我不是隐者，我也还没有隐逸的自主

权力。因为我明天就要去上班。

夜很静，星星还在私语。七弦的余音还在。我

均匀地呼吸着夜气，合上琴谱，走出书房，去睡

觉。

清晨，窗外的鸟鸣是我的闹铃。我起来去柴

火间点燃柴火，热着早餐。我习惯早起，喜欢打早

火的感觉。

然后，我穿上平底鞋，在院子里向着太阳做

一套中医呼吸操，我要把每一个细胞里都换上清

新的氧。婆婆也在院子里做着她的关节活动操。

我一会就去上班了，呼吸均匀的。我的六十

万亿个细胞都换上了全新的氧。如果在城里的一

段时间浊了，我又回来，又回到我的槚山乡里，横

坡坳那一边。

在我的乡里均匀地呼吸
龙平波

春日
罗遇真

记忆在那蓝色陡坡上

盛开疯狂的各色花，直到今天

比这拱出地头的春意更早

更涌动柔情

这儿的春日湿哒哒

掉落它的花瓣，当你们

脚踩碎花瓣香水走在回家路上

鞋比你更知道春天在哪里

我有一种优美的情愫停在

十五岁之前的春日田野中

孤独美神，火烧天空

香气浓而免费，我是从那儿

走向这儿的人，我是另一种

走在人群里的春天

太小的美不足以使我动容

春鸟
（外二首）

卢兆盛
春风梳理后

每一根羽毛

都闪耀着明媚的春光

每一声鸣叫

都吐露出浓郁的春色

春雷
担着责任

带着使命

立春后不久便频频出动

目的只有一个——

让春天茁壮成长

水南风
春天

南方的南风

基本上都姓水

所以，她走过的地方

都会留下湿漉漉的脚印

所以，南方的春色

总比其他地方

浓郁、生动

上班下班的途中，有一家卖馓子的店铺，店

铺门口支着一口大铁锅，热油翻滚着。一对中年

夫妻互相配合着，男人一手持一只长长的筷子，

不时从旁边的盆子里揪下一块发酵好的面团，绕

在筷子上，绕上十来圈后掐断，筷子一左一右拉

伸后放入油锅。女人翻动着“滋滋”直响的馓子，

待到两面金黄时，捞出沥油冷却。

相传清明的前一、二日为寒食节，是为了纪

念春秋时晋国重臣介子推的，寒食节禁烟火，只

吃冷食，时人食用的“寒具”就是现在的馓子。诗

人屈原的《楚辞·招魂》篇中，有“粔籹蜜饵，有餦

餭兮”的句子。宋代苏轼曾经写过一首《寒具》

诗，“纤手搓成玉数寻，碧油煎出嫩黄深。夜来春

睡无轻重，压褊佳人缠臂金。”明代李时珍《本草

纲目·谷部》也记载，“寒具即食馓也，以糯粉和

面，入少盐，牵索纽捻成环钏形……入口即碎脆

如凌雪。”

光阴流逝，寒食节的内容已经被清明节所涵

盖，禁烟火的习俗也遗留在了远去的岁月里，而

作为寒食节“寒具”的馓子，却不曾远去，时至今

日，一直深受世人的青睐。

馓子黄澄澄的，香喷喷的，掰一块入口，酥

酥的，脆脆的，唇齿间盈满了酥香的味道。馓子

是方便的食品，小时候母亲经常会备上一些在

家里，嘴馋的时候，我会拿上一把，一边大快朵

颐，一边出去玩耍，直吃得手上、脸上都是油油

的；馓子有时候也能拿来做菜，一碗清爽的丝

瓜汤，起锅时放入一把馓子，丝瓜的清香，馓子

的油香，总能让人欲罢不能，甚至连汤都香得

舍不得剩下一口。

馓子的至味莫过于与红糖搭配，碗中放上两

把馓子，舀上一勺红糖，再冲入滚沸的开水，简单

的一泡，便激化出无限的滋味，尝一口，馓子软

烂，汤汁香甜。小时候，家里有客人来的时候，母

亲会泡上一碗待客，我们总是不离左右，母亲知

道我们是馋了，笑着再泡一碗，让我们分享。在我

们老家，一直到现在，还有这样的习俗，孕妇生小

孩“坐月子”，亲朋好友来送“月子礼”，少不了要

拎上两扎馓子，二斤红糖，想必这馓子与红糖当

真是人间清欢的味道。

一路骑行，离卖馓子的店铺越来越近，馓子

的香味也越来越浓。每隔一段时间，路过店铺的

时候，我都会停下来买上一袋，女人挺会做生意

的，拈上一段让我尝尝，刚出锅的馓子又脆又酥，

唇齿一动，便化作万千滋味在舌尖上萦绕。馓子

买回来后，我还是喜欢加上些红糖泡着吃，一点

一点入口，香浓着，甜蜜着，仿佛又回到了从前，

回到了小时候的时光。

人之于味道的记忆总是真实的，久远的，当

馓子遇上了红糖，一下子就解锁了味蕾上的情感

密码。这种味道，来自于小时候的记忆，在心头久

久缠绵之后，便愈发怀念起来。

个头不高，却是步步生风；勤奋好学，为

此不舍昼夜；说话做事干净利落，经常挂在嘴

上的一句话就是“没关系您这个病慢慢会好

起来的，有什么不舒服记得打我电话哦！”她，

就是在基层医生岗位上的嵩山街道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医师罗柳柳。

罗柳柳是嵩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公

卫办一名家庭医生，辖区居民都喜欢找她看

病，听听她的意见。在居民心中，罗医生不仅

慢性病管得好，大病拿捏得准，最重要的是，

和签约居民如同亲人朋友。对待每一位患者

罗医生都是“统一标准”对待——亲切地询问

病史，仔细地检查，做到用心倾听，全神贯注

思考，最后确定诊断和治疗方法，接诊患者后

主动向患者留联系电话或微信，为患者提供

个性化医疗保健服务，并及时更新他们的健

康档案，对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患者提供

面访及健康指导意见。

作为公卫办的一名医生，罗柳柳每天需

要穿梭在社区的每一个角落，为居民量血压、

测血糖、指导健康用药等。住在康华小区的易

阿姨因中风左侧偏瘫在家十余年了，平时长

期行动不方便，又患有糖尿病和高血压，她是

罗医生重点关注的签约对象。易阿姨担心行

动不便买药不方便，罗柳柳就说：“你别担心！

你腿脚不方便，我会定期来看你的！有不舒服

就随时给我打电话。”简单几句话像是给易阿

姨吃了定心丸。

身为医务人员，抗击疫情是义不容辞的

责任，不论什么时期，罗柳柳始终用爱承载

责任，用心传递温暖。疫情这几年，区域核酸

采集、上门居家监测人员核酸采集、封控楼

栋入户核酸采集、“混管阳性追踪”、重点人

群就医等等工作中，都有罗柳柳的身影。有

些时候，她和一些基层医生们，开启连轴转

的模式，顾不上吃饭，顾不上回家，双眼满布

血丝，黑眼圈和口罩勒痕越来越

重便成了工作常态。医务工作者

也是人，连续高强度的工作，罗

柳柳的身体也出现了不适，在一

次追阳工作结束后，她突然觉得

头晕、心慌，晕倒在岗位上。但经

过输液等处理后，罗柳柳第二天

又回到岗位上。

去年底，随着“新十条”的出

台，疫情防控工作的重心从感染防控转移至

医疗救治上，基层医疗战线迎来更艰巨的考

验。嵩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体职工轻伤不

下火线，罗柳柳在自己感染后的第三天就主

动请缨坚守最危险的发热门诊，在一天接诊

中有一个签了家庭医生的居民，向罗柳柳求

助，家中 3岁小孩突然发热至 40℃，精神状态

尚可，没有其他症状，但是家中没备退热药，

希望能寻求帮助。罗柳柳自己也是母亲，她知

道家中孩子发热，天底下有哪个父母不担心

的？想起自己办公室还备有一瓶布洛芬混悬

液，她赶到办公室打开抽屉，核对了一下药品

的保质期，送给这位居民。事实上，当时她也

只备了这一瓶退热药。

和平年代，我们总认为英雄离我们很

远。但其实，这一点一滴“小事”，又何尝不

值得我们感恩？从天而降的英雄发生在电

视、电影里，我们身边真正的英雄只不过

是像我们一样的普通人，只是他们把病患

放在前头，把自己放在后头，在危急之时

愿意挺身而出，直面危险，以实际行动诠

释责任和担当，践行职业初心。罗柳柳就

是那样的人。

夜早早地沉入了谷底，惊蛰之雷本已将

沉睡的生灵唤醒，然星星点点的春雨夹着寒

意，逼退了本该活跃的虫豸，它们消隐于大自

然中，安静的，倾耳聆听滴滴答答的春雨。

我们在仙庾的耕食书院，围炉夜话，所谓

炉，是一盆红彤彤的木炭火，炭火上身，是旧

时的味道，围炉就有了几分诗意。一众人天南

海北，人生况味，社会世相，文坛轶事，煮茶夜

话，好不快意。有三五好友，雅性沛然，更因挥

毫泼墨之际，引得一阵阵喝彩叫好，直叫人欲

罢不能。

夜深沉，各人便归了精舍小墅。

我居“山居”小墅，复式，叠加，小巧精致，

松杉原木包裹，轻奢风格，给山野大自然中平

添了人间暖意。

一夜有话。

初无睡意，辗转反侧，听山风松涛，淅沥

春雨之声，渐渐便有了睡意，遂坠于梦境。

仙庾岭的山谷，飘飘忽忽进入脑海，它有

如大佛禅定打坐，在两腿之间留下仄仄的山

谷。耕食书院便坐落于这山谷间，它与山势勾

搭，古木相伴，迤逦延伸，错落有致，在青黛中

点染白墙青瓦。它是混搭的，既有旧时人家味

道，又有现代元素的嵌入，既吸收徽派建筑的

韵致，又融入湘派民居的气色。它有吊脚楼的

气势，但改用了钢筋铁骨的支撑。它翘角飞檐

的古典范式，但却内敛含蓄表现了现代的守

拙。他是传统文化的赓续者，又是当代网红打

卡点的弄潮儿。

它将与时俱进扎扎实实固化在仙庾岭山

谷间。

我一直坚信，创新并非从无到有，它往往

是许多元件的排列组合，正如我们弄文字者，

莫不是将这几千汉字不断变化排列组合，从

而孕育出一个新的生命。

耕食书院与耕读书院。一字之差，我以为

前者颇具新意。“耕读”为士大夫情怀，“耕食”

者则可泛指天下苍生。

耕食书院神游，这是一个多么美妙的夜

晚。有梦之境，有梦之夜，我已经翩翩欲仙了！

荷塘区仙庾的造梦之境，远不就此，这片

处于株洲市的绿心之地，已成工业的禁区，你

踏上这片土地，但见满目青山，四野花卉，这

是仙庾对当下的贡献，更是留给子孙后代的

财富。

与耕食书院一山之隔的“香荷庄园”，最

先撞入我耳鼓的，竟是朗朗书声。这让我有些

奇异，这山野之间，竟有如此情景？寻声暗问，

方知是颇为创新的亲子教育，山野，农桑，俗

务，诗词，文章，融合于大自然中。

教材按春夏秋冬时序，选取名家名篇，诵

读中再对应大自然的场景，去领会诗意，诗

境，诗情。这对于从小生活在城市中的孩子，

无疑具有巨大的魅力。山川，河流，田野，菜

圃，树木，花草，昆虫，飞禽等等，在厮混中自

然会建立起一种淳淳的亲情。

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孩子们已经有

了一种对土地的隔膜，他们在多媒体的虚幻世

界中，产生一种缺少血肉的对世界的认识。

但在这里，我从孩子们的欢歌笑语中，看

到他们在山野间撒欢的童趣，那种本源的人

性释放，清澈而纯净，从山野的小溪，一直流

向远方。这不得不让人觉得，这真是一件非同

小可的事，当知行合一时，才可以打通人与自

然，人与传统，人与未来，人与认知的互通。这

应该是教育重要的目的之一，身心的健康，才

可能创造未来的健康的天地。

这同样是个梦，这对年过半百的夫妇，倾

财，倾力，倾情，企望营造一个绿色的乡村之

梦——香荷庄园，实现新乡村改造的理想。

我们沿着逶逶迤迤的山脊，随女主人在

弯弯曲曲的山道上行时，从脚步中感觉到她

的坚韧沉着踏实。

登高远望，香荷庄园承包流转的两千亩

山林土地已初具规模，尽管前行中遇到许多

困难，但一片片果树正郁郁葱葱，一畦畦菜蔬

正油油发亮，一幢幢木屋正拔地而起……

梦想正在一点一滴变成现实。

我突地想起浙西现象，它所出现的新乡

村运动，给我们有益的启示。近年来，在中央

吹响振兴乡村的号角下，大量的上海人涌入

浙西山区，不仅给山区带来了新的面貌，而且

也带来了大量的财富，对推动乡村振兴，改变

乡村面貌产生很大的推动。这种由城市向乡

村的返流现象，不正告诉我们，振兴乡村绝非

一种模式，群众的首创精神应该肯定。只要有

益于乡村的振兴，青山绿水的永续，就应该给

予政策的支持。据悉，浙江正因势利导，调整

充实相关政策，以引导一种好的现象趋于完

善，踏上坦途。

从耕食书院到香荷庄园，春梦如岚。非常

有意思的是，我们来时，春雨绵绵，寒风呼呼，不

意第二天竟阳光灿烂，春风和煦。也许是某种

预示，天道酬勤（晴），那些怀揣梦想之人，理想

之人，已经在仙庾大地一笔一划，描绘绿色的

蓝图，把这片山河装点一新，春风得意马蹄疾，

一路坦途好前程。仙庾，好一颗绿心，未来可期！

你所营造的梦境，是人民幸福的美景。

万物复苏的春天，一切都充满生机与活力。

我喜欢在这春光明媚的季节里，去邂逅每一个路

过的生命。

当季节翻到了春天这一页，河边的垂柳立刻

灵动起来，春风拂过，“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

下绿丝绦”。青翠柔美，风情万种。是的。河边公园

是春意最深最浓的地方，也是城市的休闲中心，

人们纷纷赏柳看花，踏青游玩，呈现一派祥和的

气氛。春风拂面，暖暖的，痒痒的。春天在人们脸

上，也在人们心里。

我坐在一棵樱花树下，看着游人如织，听满

耳的蜂鸣，闻一树的花香，心变得无比沉静而美

好。世事的繁杂，公务的繁忙，似乎都离我而去，

心里就像养了一片春光，温暖而芳香，口齿之间，

眉宇之间，仿佛都沾有喜气。真想一直守着这样

一份岁月静好，采一枝新春，细裁成笺，高雅成

诗。

偶尔回趟老家，跟着父亲去开犁。一边是怒

放的油菜花，一边是父亲吆喝着去犁春天。一干

一湿，一静一动，把春天衬托得格外有层次感。累

了就坐在田埂上喝口茶，任蝴蝶在花丛间上下飞

舞，青蛙在耳畔咕咕而叫。春日暖阳，父亲在心中

也养了一片田园春光，一年定会有好的收成。

我家的阳台，是最早感知春天的。侍弄满阳

台的花花草草，是我工作之余最大的爱好。宽大

手掌的滴水观音，青翠欲滴的各种吊兰，还有杜

鹃花和栀子花等等，它们占据着阳台的半壁江

山，装扮了我美丽的心境。累了困了，看看阳台流

动的春光，心就立刻明媚起来。

在心里养一段春光，你途经的每一处都会有

花香。

散文 仙庾造梦
梁瑞郴

当馓子遇上红糖
田秀明

株洲味

养一段春光
赵自力

生活家

有奖征文 最美的守护
陈容

现代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