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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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奖征文

散文 稻草香
赵仕华

秋风乍起，稻香四溢。转眼之间，金黄的稻谷已

入粮仓。

在广袤无垠的田野中，稻草无处不在。它们被巧

妙地捆绑成圆锥形的小束，整齐地排列在洁净的田

地上，宛如即将奔赴战场的勇士。随着阳光的炙烤和

水分的逐渐蒸发，它们或被堆叠成金字塔般的垛，静

静地躺在田野、大树旁、乱石边；或者被捆绑起来堆

放在牛圈楼上，成为耕牛的美味口粮。

在金秋时节，稻田里的空旷地带显得尤为宽

广。将牛儿驱至田间，小伙伴们围坐在簇新的稻草

垛旁，尽情地玩耍、嬉戏。他们或是捉迷藏，或是在

草垛上攀爬，站在顶端俯瞰四周，感受那份与世无

争的自由。稻草垛的设计独具匠心，底部为圆柱形，

顶部则为圆锥状，以便在雨天时，雨水能够顺利地

与稻草分离。

在这个充满丰收气息的季节里，孩子们在田野

间尽情地释放着无尽的活力。他们在稻草垛旁欢呼

雀跃，仿佛是那片丰收的稻田中最耀眼的星星。而这

些稻草垛，就像是他们童年时光的见证者，静静地守

候在那里，陪伴着他们度过一个又一个美好的日子。

小时候，我最喜欢攀爬稻草垛的顶端，然后沿着

锥形的尖端滑下来，这种体验犹如今日的滑梯游戏。

只可惜这种欢乐的游戏并非毫无代价——有时，稍

不留神，圆锥形的尖端便会松动、崩塌，稻草垛面临

被雨水冲刷的风险。主人家对于我们这类顽皮捣蛋

的行为自然是痛心疾首，一旦被发现，轻则责骂，重

则受到体罚。然而，恶作剧般的喜悦，使得我们在几

天之后再度尝试。每当回想起那些时光，我不禁感

慨：那稻草垛为我们这些调皮捣蛋的孩子提供了一

个成为“坏小孩”的机会。尽管有时候从草垛上摔下

来，疼得屁股直颤，但这些经历却深深地烙印在我们

的记忆中，成为我们追寻乡愁的一个标志、一份回忆

和一种牵挂。

长夜漫漫，冬日似锦、稻草温馨。收割完金黄的

稻谷，稻草逐渐枯黄，最后它们被晾晒去水分。母亲

精心挑选晒干的稻草替代棉絮下的陈旧草料，把新

稻草轻轻地铺在床板上，那稻草青黄相间，横七竖八

中呈现出一种自然的有序和整洁。稻草一年一换，寂

静的夜晚，人躺在铺着新草的床上，草韧人困，隔着

薄褥吸着草香，有一种丰收后的喜悦，也有返璞归真

的自然之味，仿佛进入一片金黄的稻海：秋风习习，

稻花飘香。这很容易让人想起父亲牵着水牛，扛着犁

耙在田间行走。也很容易让人想起头顶烈日在田间

护沟渠，在水中除杂草，稻叶划在小腿肚上留下道道

红色的印痕——躺在草上自然想起春种秋收的种种

艰难和不易。

在大雪封山的日子，稻草成为家里水牛的美食。

母亲将稻草剁成一小节一小节的，挑一担清水倒入

大锅中，猛火烧开后便加入成节的稻草，再放入适量

的盐和包谷沙。待煮好后，用盆盛到牛圈旁，水牛便

会探出头来，把嘴伸进盆里，大口大口地享受美味，

一边吃一边快乐地摇着尾巴。

母亲经常说，水牛是我们家的一位辛勤劳作者，

从不知疲倦，要好好对待它，这样到了耕地的时候，

它才会有力气。同时，母亲也常说，牛是最通人性的

动物，你对它好，它自然也会对你怀有感激之情。

在冬日的农闲时光里，我的母亲从不感到无事

可做。她会挑选那些粗壮、挺拔的糯谷稻草，将它们

放在瓷盆上，用柴火点燃。当稻草烧成灰烬，充满瓷

盆的那一刻，她便知道已经足够。然后，让灰烬慢慢

冷却，加入适量的水和盐，将其制成稻草灰。

接下来，她会精心挑选绿壳鸭蛋，进行盐腌制。

在这个过程中，盐蛋不仅保留了鸭蛋原有的鲜美口

感，还带着一股独特的田野和稻草香气。这种香气，

仿佛是大自然赋予我们的一份馈赠，让人心旷神怡。

有时枕着稻草人，思绪突然飘向夏日。

宁静的午后，稻田里的稻香弥漫着宜人的气

息。牛圈楼上的稻草堆积如山，夏日炽热，身处其

中，凉风轻拂，令人陶醉。此刻手捧一卷闲书，依偎

在柔软的稻草上，一边品味着书中的文字，一边聆

听着母鸡欢快的歌唱。待那母鸡飞离牛圈，用手轻

轻触摸鸡窝，一枚鸡蛋带着母鸡的体温，温暖而亲

切。而老牛则在脚下悠然地反刍，时而发出响亮的

鼻音。阅读渐感疲惫，沉浸在甜美的睡意中，随意躺

下便进入了梦乡。不久，在白狗慵懒的“汪汪汪”声

中醒来，睁开眼睛望向不远处，又有一只母鸡悄然

蹲进鸡窝，而老牛依旧在脚下悠然地反刍，时而发

出响亮的鼻音……

下班经过天元区的一片绿荫下，一片叶子飘落下来，被我接住。仔细

端详，发现它经络非常清晰。我捏着叶子两端的叶柄使劲拉扯，叶柄韧性

十足，居然没被拉断。这片叶子叶脉还是绿色的，但叶面却泛起了黄色。

真是一叶知秋啊！秋天就这么不可阻挡地来了。

夏日的暑气一点点四处逃逸，透出树阴下斑驳的蝉鸣。季节的转换

看似姗姗来迟，杳无踪迹，却似乎又像 T 台上即将登场的妙龄女神一样，

看到了她的裙角，还隐约看到了她的美丽姿容。

日子感觉和昨天没什么两样，生活还是油盐柴米酱醋茶，然而阳光、

风、云、气温、虫吟，季节一个转身的刹那，感觉就不同了，连呼出的气息

都不相同了。

傍晚，我沿着江边散步。路旁草地，各色菊花绚烂盛开，就连叶子也

美如花。远处苍山叠翠间，层林尽染，银杏树叶的金黄，枫叶的火红、深

红和暗红，像极了一幅令人惊艳的油画。江面，“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

共长天一色”，尽显秋日的壮美与辽阔，令人从内心生出巍峨、博大、壮

阔的感喟。

节令在时序的演变中更迭，该走的都会走，该来的也都会来。踩着盛

夏的末梢，大家欢欣雀跃新的季候的到来。“存在决定意识”这句哲学名

言，为转换的两个季节做了一个恰当的注脚。

我时常向晚辈们说起我小时候过夏的事。那时没有电风扇，空调就

不用说了，一把大蒲扇就那么摇啊摇，摇走了火辣的酷暑，摇来了凉风习

习的秋天。

当时光的转换邂逅秋的斑斓和丰硕时，我感受从容与洒脱、静美与

安然。可蓦然回首时，却发现自己的山河也步入了秋季。

早上洗漱时，从镜子里看见两鬓增加了不少白发，才醒悟到“青春”

已远远把我抛弃，不免暗自神伤。时光倥偬，人生如白驹过隙，年轻时匆

匆赶路，不问春秋。中年之后兴味盎然，不知老之将至，原来自己也到了

年轻时看到的长辈模样的年龄。

秋天香气氤氲，禾黍盈满，但也万木萧条，落叶纷飞。节令之秋往往

隐喻着人生之秋，透着一种苍凉之态。人的身体进入老年阶段后，会日渐

衰弱；人走过的时光也不能像四季轮回回到过去。时间易逝，年华易老。

青春固然值得怀念，但在不可逆转的现实面前，也大可不必伤春悲秋，感

慨系之。

四季春生秋实，阴阳之恒；夏长冬藏，物之常事。人生之秋，经历春的萌

芽和夏的激情后，走进了秋实的季节，最富诗情，自有盛景。繁华落尽见真

淳，饭蔬暖胃，岁月浓浓淡淡，慢品人间烟火；落叶萧瑟，恍如一道美景，不

含任何悲戚。往事过境，放下随缘。我们无法决定生命的长度，但可以增加

生命的厚度。让我们站在秋这座季节的高地上，与成熟、厚重相伴，与澄澈、

宁静相随，心存温暖，感怀生命的力量。

人生之秋
石少华

对某地心生向往，可能只是缘于一句话

或一个久远的传说，便在心里播下种子。我与

炎陵就有这样一段缘，几年前心有所系，但总

是擦肩而过。前不久，逮住一个机会，我终于

前往。

下午两点，一行三十多人，乘旅游大巴，

上衡炎高速，经四小时车程，于傍晚六时抵达

营地，正是夕阳西下，晚霞映染时。若身在城

市，此刻免不得是暑气暴戾，车流滚滚人浮气

躁。而此刻，我们在炎陵一座小镇，但见暮色

苍郁，天地静默，夏风习习。葱绿的禾苗近在

咫尺，一垄一垄连绵到山前。农家后院一株桃

树丰姿婆娑，一棵枣树下有一张石桌三个石

凳，不知它在这看过了多少晨昏，不知不觉感

到了一缕烟火气。坐在此处，正好可眺望对面

山峰，隐约一条山脉在暮色中蜿蜒起伏。天边

升起一弯月牙。

先去农家乐住一晚，次日再到神农谷各

个景区游玩。农家的晚饭总是比较晚，等饭的

间隙里游伴们有的跨过屋后小溪，去看那些

可爱的瓜果，青枣、山梨、板栗、黄桃，一颗颗

饱满紧实地挂在枝头。有的碰见了一些花花

草草，都是城里不常见到的野生植物。它们长

在路边、篱笆或瓜棚上，有紫色牵牛花、红的

指甲花、粉的木槿、美人蕉、豌豆茄子苦瓜花。

一朵花就有一朵花天然的样子，一点也不矫

揉造作，它们袒露在大自然之中，一任雨露阳

光放养，难怪花色艳丽。

“开饭啦！”摆上桌的大碗菜都是主家自

产的时令菜肴。南瓜、茄子、苦瓜和山里的竹

笋，那叫一个香！又上来一道金黄鲜嫩的菜，

外焦内软，像豆腐又像煎蛋，甚是美味可口。

主家告诉我们这群没见过世面的“乡下人”，

才知是一道客家菜，叫“焖蛋”。

晚饭过后，已是夜里九点多。夜露已重，

四周静悄悄的，只听得远处溪流声和田畦里

不时的蛙鸣。篝火生起来了，城里人带来歌

舞，唱着跳着，山里的花花草草在风里轻柔摆

动，这一幕真是诗意。夜色如水，天地寂寥，抬

头，半个月亮爬上来了。

第二天天刚拂晓，吃过柴火饭，大伙便启

程前往神农谷。出发前，领队曾把队伍分成两

组。一组前往神农谷“珠帘瀑布”。这一路山势

相对平缓，风景以静美取胜。另一组开往“东

坑瀑布”景区，地势险要，风景独特。后因道路

抢修受阻，于是，大伙聚结前往同一个目标

——珠帘瀑布。

溯溪而上，峡谷深处，时而有飞瀑时而见

巨石时而又云雾缭绕，景致颇多，还有些神秘

莫测。行至半山腰，远远见山峰一摩崖石刻，

上有大大的“寿”字，仿佛立在天地间，气势夺

人笔力苍遒。

到了珠帘瀑布，据说这里负氧离子为亚

洲之最，素有“天然氧吧”之称。相对于贵州黄

果树瀑布的雄奇壮阔，眼前的“珠帘瀑布”珠

圆玉润，有如邻家小妹，清秀脱俗美丽动人。

烈日当头，见一汪碧潭清澈明亮，大伙纷纷赤

足跳入水中，孩子般嬉闹，打起水仗来。溪水

冰沁微凉，一洗连日来的劳累疲乏，那一刻世

间俗事全抛到九霄云外去了，整个神农谷充

满了欢笑声。

既入炎陵岂有不拜祭始祖的道理。告别

珠帘瀑布，带着一身清凉来到了炎帝陵。拾级

而上到了圣火台，台面三层呈半圆形，外护正

方形花岗石，取天圆地方之意。台中央立有高

3.9 米，体积为 31 立方米的褐红色点火石，正

面刻有 1.5米高的朱红象形文字——“炎”字，

此状豁豁犹如燃烧的火炬。据友说，1993“炎

黄杯”世界华人华侨系列龙舟赛，圣火火种，

即由世界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在此点燃。

进入大殿，只见古木参天，红墙黄瓦肃穆

庄严，一派皇家风范。再前行，道路两侧各有

石鹰和石鹿护卫。宋乾德五年修建炎帝庙时，

将石鹰石鹿放在主殿前方左右两侧，这一传

统保留至今。

因时间匆匆，我们从午门进去，来到行

礼亭，祭拜炎帝后，又参观了碑廊、九鼎台、

御碑园。行程三天，匆匆来去，然收获颇丰。

那一山一水一弯明月，皆可在以后的岁月里

悠悠回想。

有山有水，有情有景 ——游炎陵神农谷、炎帝陵有感

谢冰凌

被温暖，被治愈
一丁

那年，一场流感大流行。首先是我，头疼、咳嗽不止，

接着儿子发高烧，我急匆匆赶到了株洲市妇幼保健院儿

科，接待我的是姜宁宇医生。

我慌里慌张冲了进去，旁的一名家长见状本能闪避

到一旁，我也理解，这向流感很严重。但姜宁宇医生毫不

介意，马上站起身，靠上前来，帮我抱稳孩子。她安慰我，

不要紧，不要紧张！接着，她用手贴着孩子的额头，又小

心翼翼地用听诊器谛听，那一阵，我们几乎感到窒息，但

她非常专注的神情让我感到放松。

好一阵子，她移动着听诊器头，终于抬起头来，舒缓

了表情，说：不要紧，没什么大碍。孩子发烧也有积极一

面，可以锻炼他的免疫系统。这时，孩子突然哇的一声，

污秽呕吐在她的洁白的衣袖上，她避之不及，我非常尴

尬，连忙上前要帮她擦拭，她却毫不在意地笑笑：“没关

系，没关系。”

她不慌不忙地站起身，用餐巾纸匆匆把污秽擦洗了

一下，便又返身来继续帮我们看病。我要找来拖把，正要

擦拭地面，她夺过拖把，说：我来，你们把孩子抱好，别着

凉了。她拿过两粒止呕和退烧药，安抚我坐在旁边观察

了一会，很快，孩子退了烧。她一番沉思后，开了药。我

问：是不是要输液吊水，她说：我不建议，让孩子自然地

扛过去，他的免疫力就会增强很多。孩子感冒正常，有个

过程，虽然我能理解你们，但是也要告诉你们不要太紧

张，随时观察更加科学，但如果孩子状况不好就得马上

过来，并叮嘱我们，不要让孩子太累，也不要让他穿得太

多，可常用温水擦拭散热……我还是有点不放心，于是

提出要她的手机号码，她不假思索就告诉了我。

最后，姜宁宇医生帮我孩子开了几盒药，就要我们

回家了。那天晚上，孩子发烧有些反复，我很担心，只好

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打通了姜宁宇医生的电话。电话接

通了，那头响起她亲切的声音，当我介绍我是昨天一个

小病人的父亲时，她马上就记起来了，关切地问我：孩子

如何？我告诉她孩子的情况，她很认真地听完，又给了我

详细解答，要我不要担心，又告诉了我一些退烧的护理

方法和饮食方案。

三天后，孩子果然完全康复了。此后，我儿子遇到任

何问题，我都会打电话咨询姜宁宇医生，她总会耐心细

致解答，有时候遇到她在看病，她就告诉我稍等一会儿，

之后会给我回电话。后来，我还找过她给儿子看几次病，

效果都很好。我要谢谢她，不仅治愈了孩子，更治愈了我

们父母的焦虑。

几年过去了，现在我孩子大了，年纪轻轻的姜医生

也越发成熟。我从心底感激这样的医生，处处为孩子着

想，处处为家长着想。

蔚蓝的渌口
张雄文

在渌口古镇，我沉醉于那一抹抹蔚蓝。

去湘江岸不远，是一望无垠的玉米地。根

根笔直的茎秆挨挤着，伸展无数肥阔的叶片，

成了往昔只有电影里才能见到的“游击健儿逞

英豪”的北方青纱帐。翠色便在午后骄阳下洪

流般涨溢开来，淹没了一旁刚挂出青椒或垂着

豆角的菜地，又漫过附近的田埂、农舍与村庄，

与远方山峦的苍碧欢然相接，再分不出彼此。

尚未成熟的甜糯玉米也似乎格外兴奋，飘出了

浓烈清香，令我不由张开嘴，大口大口肆意吮

吸。恍惚间，一处屋檐下几个村民的笑声也似

乎裹了一层浓翠。

然而，此刻的天空挟着初夏的朝气与奔

放，正铺开辽阔的蔚蓝色。渌口是株洲新接

纳的城区，依旧保持乡野的素朴，天宇便蓝

得纯净而实诚，像一块硕大的蓝色丝绸紧绷

在天宇，没有一丝侵入的云翳，也无清风吹

皱的印痕。终究天覆而地载，漫无际涯的蔚

蓝倾泻下来，阻遏了玉米地的翠意，甚或蛮

横切入那一片热烈奔腾的绿。一时间，天地

间便呈现出蓝绿默然交锋的奇观，渌口却愈

加安谧、闲适了。

或许因我伫立的位置隔堤岸尚有些距

离，湘江雄阔而幽寂，没有丁点涛声入耳，阳

光下竟也铺开了深沉、厚实的蔚蓝，与天宇遥

相呼应，犹如一部名著首尾照应的两章。我此

时的眼里一定发着蓝光，心内翻腾惊奇与慨

叹。在渺远的北戴河，我曾见过大海之蓝，幽

邃凝重，先是凹凸起伏，随后平坦如砥，浩漫

铺陈，直到在目光尽处与天宇相接，如童话，

似梦境，令人不觉屏住呼吸，生恐一声咳唾，

便惊扰了眼前蓝宝石般的一切。但内地江河

蔚蓝如大海，眼下才第一次相遇。湖南母亲河

湘江，我在永州，在衡阳，在湘潭，在株洲市

区，都只见过她的浑黄、暗灰或澄碧。晏子说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湘江在

渌口铺开的蔚蓝，或许也是因此处独特的灵

气所致吧？

古镇的街巷也涂抹了一层蔚蓝。麻石铺

就的老街在蓝色天幕下悠悠延展，两旁是紧

密相牵的木质房屋，屋檐、板壁与门窗都透着

古意，像岁月遗存的琥珀，无声诉说久远的往

事。街面不算宽，喧腾而不失宁静，似乎氤氲

一股蓝色烟火气：敞开门脸的百货、日杂、粉

馆等各家店铺，自家门前坐在竹椅上摇着蒲

扇的老者，聚在理发店前闲话家长里短的街

邻，安步当车恬然顾盼的行人……

这是一条杜甫徘徊过的千年老街，也是

渌口之魂，见识过唐风宋雨，明清星月。李白笔

下“渌水明秋月”的渌江，在古镇与湘水交汇，

尔后接洞庭，通长江，达大海。古镇也如一颗熠

熠明珠，与长沙、武汉、南京等大都会一道镶嵌

在了同一条黄金水路上，有了“小南京”之称。

醴陵瓷器等四方货物汇聚而来，又经大大小小

的青石板码头装船，输往天南海北。踏着早已

失去本真的滑溜麻石，我用脚步重叠往昔商贾

的足迹，遥想当年多家旅馆、银楼、木屐油鞋业

齐聚一街，门庭簇拥的盛况，心下寻思：那时的

天宇与江水必定一样蔚蓝，而老街则因更原

始、古朴，浸透的蓝意必定更深……

杜甫晃着一叶扁舟，在老街漫腾的烟火

气里，缓缓登上了江岸。这是大历四年（公元

769 年）二月，春风似剪，杨柳依依，打算去衡

州（今衡阳）投奔友人的杜甫顺湘水而下，像

沙鸥般飘至津口（今渌口），舟中张望间，怦

然心动，急忙让舟子转舵，向枫林掩映的江

岸靠拢而来。

盗御马的窦尔敦是一张蓝脸，我想此刻

杜甫脸庞也裹上了深沉的蔚蓝。他流连老

街，畅饮几杯浊酒，又登临咫尺间的伏波岭，

瞻拜伏波庙，寻访东汉伏波将军马援屯兵苦

练遗迹，眺望湘水与渌水涛浪滚滚，想到安

史之乱后天下事仍然堪忧，“波”并未完全平

伏，自己也命途多舛，不免悲从中来，吟诵

道：“南岳自兹近，湘流东逝深……物微限通

塞，恻隐仁者心。瓮馀不尽酒，膝有无声琴。

圣贤两寂寞，眇眇独开襟。”宁静雅致的渌口

正宜卜居，既然“圣贤两寂寞”，自己区区一

介书生不能兼济天下，那么就在此独善其身

吧，心事重重的杜甫必定有过是否再度南行

的犹豫。当代作家梁瑞郴说，渌口是杜甫想

住的地方。有了那一抹抹蔚蓝，还有蔚蓝包

裹下的世外桃源般的恬适与安逸，杜甫有这

一念头，也在情理之中了。

杜甫终究未能留在渌口，又开始了萧索

的漂泊，不久便在凄风苦雨间长眠于湘水的小

舟之上。渌口却因他的短暂徘徊，恒久留存文

学史，再厚的尘灰也掩不住其璀璨光芒。我到

来时，渌口与华夏大地一道在治乱间反复上千

年，早已河清海晏。麻石老街或伏波岭上，杜甫

的心事也了无痕迹。我疑心他的那些忧伤，早

已化为天空一抹舒心的蓝意。

阳光还在弥散，天地间的蔚蓝似乎更

浓，古镇也似乎更悠闲 、祥和 。我蓦然想，

自己或许应当实现杜甫的愿望，在渌口卜

居了……

随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