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温柔的一瞥
阿真

傍晚，我看到夕光在门前

将我外甥的脸蛋照得通红

他小手鲜嫩，透明，胡乱舞动

上次温柔的一瞥

仿佛是二十年前

我十岁，在一棵树上醒来

看到母亲在夕光里采摘金银花

金色光泼在花瓣上

恍如一梦

清香的草地与橘子树边

经过一个个路人

后来那些孩童已经长大

壮年的早已走向了老年

多少春秋之光照耀纯真的小手

当我惺忪地醒来

仿佛也要走向那宁静苍老的年华

现代诗

村妇刘梅
一丁

刘梅的父亲矮小瘦弱，常被村里人和亲戚朋友看

不起，经常受欺负。

刘梅是家中的独女，自小体弱多病。八岁那年，刘

父一咬牙，把女儿送到大林寺学习武术。

十年后，刘梅学成归来，变成了一个虎背熊腰的

女汉子。此时，刘梅已到谈婚论嫁的年龄，当地家庭经

济好的和本人长得帅的男孩都看不上刘梅，觉得她太

粗野。恰巧一亲戚在县城做生意，认识屠夫王某。刘梅

父母见王某年纪虽大了点，又离过婚，但本人长得五

大三粗，且城里户口，想着要是有这么一个威武的女

婿，村里人从此断不敢欺负到自家头上来，便做主答

应了。

刘梅嫁到王家，里里外外，风风火火，干活一人

顶仨壮汉。但她自幼离开父母，独自在庙里长大，性

格有点孤僻。偏偏她丈夫王某好酒，每次喝醉了便撒

酒疯，经常骂街甚至家暴。刘梅开始时，一声不吭，后

来，忍无可忍，一个蹬腿，竟然将要扑上来动粗的王

某一脚踹飞。从此，王某对她服服贴贴，再也不敢醉

酒，更不敢动粗。

一天，村民唐某在西瓜地里干活，邻村四名混混，

强行闯进瓜地，一边摘一边吃，不管是好瓜还是癞瓜，

糟蹋了一地。唐某性格懦弱，不敢出声，眼看着四人又

各装了一大袋准备走。正好刘梅担水路过，实在看不

下去，放下水桶，一声怒喝，对方见是一女流之辈，压

根没把她放在眼里，还色迷迷地说：让开，我们不跟粗

婆娘计较！刘梅叉腰拦住出路。四人勃然大怒。刘梅

说：你们把瓜钱留下，不然休想走！对方先上来一个，

立马被刘梅打趴在地上，另三人见状，便一拥而上，竟

被刘梅打得屁滚尿流，滚作一团，连连求饶。

次日，四人提着厚礼到刘家，大老远就拱手作揖

道歉，并一定要拜刘梅为师学习功夫。刘梅推脱不

了，只好答应，但要求四人必须改恶从善。四人一边

练武，一边张罗着要开一家武馆，并请刘梅当馆长，

刘梅答应了。

从此，刘梅武馆声名鹊起，一时应者云集，家长

纷纷把孩子，甚至女孩子送来学艺。当地的有头有脸

的商贾、政府干部都来捧场。一时间，刘梅成为当地

名人，也渐渐变得能说会道起来。她爱打抱不平的故

事在坊间被广为传颂，她被描绘成武功高强、豪侠仗

义的江湖侠女。她四个徒弟也鸡犬升天，人称“四大

金刚”。

消息传到刘梅老家，昔日亲戚朋友，纷纷来作客。

刘梅也不计前嫌，热情招待。大家都夸她：刘家出息

了，养了一个好丫头！

一天，武馆门口停着几辆警车。大家正在纳闷，却

见民警押着几个人出来，走在前面的四人，是耷拉着

脑袋的“四大金刚”，走在最后的是面色苍白的刘梅。

原来，刘梅名气大了后，很多人慕名而来，其中不

乏一些经年烂账想讨回债务的人和经常被恶人欺负想

出口气的人。这些人都找刘梅武馆帮忙。刘梅开始为难，

但“四大金刚”劝说：“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惩恶扬善，是

正义之举”。刘梅经不起四人游说，再者，她也觉得是这

个理。于是，“四大金刚”就数次帮这些人“了难”。而他们

在帮人讨债过程中，免不了采取拘禁、威胁恐吓等手段，

每每帮人挽回债务，债主感恩不尽，刘梅也很有成就感，

自以为是正道。殊不知，已经触犯了法律。

最终，刘梅被定性为涉黑涉恶组织头目。这是刘梅

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因为，这并不是她想要的结果。

张洁

陆夕曾经也是文艺女青年一枚。年轻时，理所当然地认为爱情

大过天，就这样无所畏惧的从外地嫁到醴陵，踏入婚姻。家人和朋友

们都带着几分担心，她本是只读诗书，不识柴米油盐的模样，能在异

地把日子过好吗？她选择的人，会待她始终如初见吗？

但岁月，就是个在你耳边絮絮叨叨的大妈，渐渐地，她把陆夕一个

连猪肉和牛肉都分不清的妹子，教成一个不用两个小时就可以做出一

桌菜的“醴陵堂客”，甚至，会原汁原味地炒出一份地道的醴陵炒粉。

一日，陆夕的先生从外面出差回来，或许是旅途太疲惫，或许是

工作上的事情不顺心，面对陆夕的喋喋不休，这一次，一向宽厚的先

生，竟然不耐烦地摔门而去。

时钟滴答滴答，指向 12点，本来满腹怨气的陆夕，却渐渐不安起

来，深夜，他究竟去了哪里？吵架后开车是否安全？还有，好像回来

后，还没吃晚饭，肚子会不会饿？

打开冰箱，还有豆芽、米线、鸡蛋，正好用来做一份醴陵炒粉。醴

陵炒粉是醴陵当地最负盛名的小吃，醴陵人就算离家千里，唯独念

念不忘的，终究是家里的一碗炒粉。而醴陵炒粉，也是常年出差在外

的先生最爱的食物。

切好香葱，泡好米线，支起锅架，打下鸡蛋，几下翻炒，一盘炒粉出

来，米线色泽金黄、柔韧可口，豆芽菜晶莹剔透、清爽中夹着一丝甘甜，

鸡蛋焦黄醇香。端上饭桌，给在外的人发一条简短的微信：“我炒了粉。”

看到手机信息的陆夕先生，此时正在醴陵寨子岭公园的山顶吹

风。几分触动下，往事一幕幕涌上心头。一碗醴陵炒粉，见证了他和

陆夕多少温馨时光。当初两个一无所有的年轻人，在城市里奋斗，深

夜的炒粉摊上，伴着两个人的浅浅笑语，简单的食物也吃出满满的

温情。从不抱怨生活压力，从来不对他失去信心，就是这个纯朴的女

孩啊！如果说，炒粉妥帖了他的胃，那么，陪他在赤贫岁月中吃粉的

人，安稳了他的心。人到中年，生活琐碎，陆夕从青春灵动的妹子，变

成了唠叨的中年人。可是，陆夕待他的心，和她炒出来的粉一样，从

没变过。这不是他最应该在岁月流逝中，最值得珍惜的东西吗？

信息发出去半小时后，陆夕听见钥匙开门的声音。在一碗炒粉

面前，那些不满、不甘、争吵、面红耳赤都烟消云散，食物代表了所有

未说出口的语言。

在年年岁岁的平淡生活中，或许爱的体现，就藏在一碗醴陵炒粉里。

老圩
黄燕妮

（一）

每次回到船形老家，还是像往常一样，会去赶圩。虽然，船形老

圩早已没有往日的风光。

依旧是那条街，两边间杂着的瓦屋与楼房，仿佛老旧正挣扎着

向时尚靠拢，昔日的打铁铺、豆腐店、裁缝铺早已人事两茫，有的还

被打上了“危房勿近”的标签；水泥路面代替了磨光的青石板，原本

古朴幽远的老街显得透亮宽敞；木板门已被换成厚重大气的铁门，

老供销社斑驳的门墙上褪色的“为人民服务”，告诉人们老圩曾经的

繁华。古井上长满苔藓的青砖，学校门口仅存的半截石板路，依稀可

见老圩的古朴与厚重。

老圩新了，时代的脚步无法将从前的它留住，但那些关于老圩

的往事，却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

（二）

说是圩，其实就是一条长 300 多米，宽 6 米左右的街道。两边一

楼是挨挨挤挤的木门板铺面，二楼用粗木柱支撑，伸向街面，从下往

天上看，原本不宽的街就成了一线天。

老人家说，圩有“圩胆”。船形圩虽然不大，但并不影响它的繁

华，再加上政府、学校、医院、供销社都在船形，所以每月逢 2、5、8 的

圩日，从早到晚，人气爆棚，场面壮观。狭长的街面经常被挤得水泄

不通，那些与农耕和生活密切相关的商品应有尽有，摆满圩场。有卖

鸡蛋的、铁犁尖的、塑料桶的、草鞋的、黄豆绿豆的、篾器的、镰刀锄

头的，还有炸爆米花的、卖老鼠药的、推销祖传秘方的、阉鸡补锅的、

看手相的……令人目不暇接。

早年人们将赶圩作为一种节日，山里人在这一天着意打扮一

番，带上干粮以及准备交易的物品，高高兴兴赶圩去。年轻人渴望在

圩日“艳遇”，更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人们在人山人海的圩日里各

有所得，因此，船形老圩，虽不及沈从文笔下的边城那般静美，却也

有“小南京”的美誉。

（三）

小时候，赶圩对于我来说，是一种奖赏。

那时妈妈隔一段时间就会去船形赶圩，把家里种的吃不完的蔬

菜，鸡、鸭下的蛋提到圩上去卖，再称点肉回来改善伙食，或者买匹

布，回来给我和姐姐做新衣服。而我和姐姐只要那天不读书，必定像

跟屁虫一样跟着她走，妈妈也乐意得不行。

跟妈妈逢圩是亏不了我们那张小馋嘴的，最起码会有一个喷香

的油煎糍粑。要是碰到那天卖了“行货”，还会吃一碗 8 分钱的米豆

腐，那可真是过年的感觉。

那米豆腐的制作程序原始而繁琐。在石磨里，拌水把泡了一晚

的大米磨细，加入微量石灰，煮熟，冷却，再用篾刀切成不到两厘米

的小立方体，置入汤碗中，加上葱花、姜末、辣椒及油盐酱醋等，红、

绿、黄、白，香辣可口，爽滑劲道。妈妈总是笑着看我和姐姐狼吞虎

咽，把米豆腐汤汁都喝得一干二净。那时真纳闷，这么好吃的米豆腐

妈妈为何不给自己也叫一碗？

吃饱的我们乖乖地把小手塞进妈妈粗糙无比的大手，由着妈妈牵

着穿行在拥挤的人群中。圩场本来就窄，两边又密密地摆满了各自需

要交易的货物，我们母女仨便随着人群一个摊一个摊地挪动着。妈妈

时不时看到可能需要的东西，便弯下腰来和摊贩讨价还价。

待妈妈把要买的东西买完，我们也终于挤到了圩的尽头。尽头

那里有家照相馆，妈妈以前在照相馆门口望了几次，但都没进去。有

次，挑来的菜和鸡蛋全卖完了，妈妈把我们牵了进去。看到墙上挂满

了各种各样姿势的照片，我跟姐姐手足无措，拍照的罗师傅钻进一

个黑布里，然后叫妈妈搂着我们，对我们说：“冒动冒摇，冒皱眉毛，

带点子笑容！”“咔嚓！”一道光一闪，冒一股烟，罗师傅说照好了，让

我们下个逢圩日来取照片。

上个世纪末，随着政府、医院、学校等搬至新生村，船形圩不再热闹

繁华，但童年逢圩的快乐，已成为我心头的一道牵绊。再去老圩，只想静

静地走一走，回想老圩背后光阴的故事，品味老圩积淀的岁月内涵。

牧仰

八月八日，立秋，清晨微风徐徐。

我们两车、七人，要去炎陵县观光游览，探访心中

的远方。

那里有避暑胜地和天然氧吧，想起来蛮舒服，听

起来很诱人。去的前一天，大家有过一番争论，先去

哪，再去哪，后去哪，纠结了很久。作为此次出行的组

织策划者，导航前，我给大家做了总结：先去红军标

语博物馆，然后去桃源洞自然风景区游览，最后去炎

帝陵拜谒始祖。

红军标语博物馆位于炎陵新市街，从天元区出

发，历时两小时三十分。进入馆内，肃然与崇敬的意念

扑面而来，一件件展品，一幅幅画面，把人带回到那个

丹心可鉴、铁血燃情的年代。略显锈迹的梭镖与大刀，

一条条激情澎湃的标语——打土豪，分田地！红军是

保护穷人的队伍！发动群众，保护苏区……博物馆内

有六个陈列室，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红军指战员留下

的墨宝，图画，工具，武器，番号编制，领略了红军的革

命智慧、改变世界的博大胸怀。这是一份弥足珍贵的

精神财富，可以说，罗霄山脉的巍峨，井冈山的豪迈，

铸就了革命摇篮的荣耀与辉煌。

当晚，我们下榻在神农谷国家森林公园附近的珠

帘山庄。躺在床上，若有所思。鸟语、林涛、溪涧所组成

的美妙乐声，若有所闻……

翌日上午，我们进入神农谷国家森林公园，进入

公园，四处苍翠，倍感神清气爽，忍不住数度深呼吸。

过万阳秋红、落水源瀑布，我们来到了一个名叫

树抱石的景点。一棵古树盘根错节，苍劲虬曲。它的根

紧紧抱住溪边的一方巨石，呈犄角俯瞰之势，蔚为壮

观。看了景点简介，我们才知道这是一株古钩栗树，树

龄千年以上，高约 19 米。古树两旁还侧生出两棵杜英

树，它们成双成对，守卫在古树的两旁，俨然一个巧夺

天工的天然组合，难怪被当地人称为“龙母生双子”。

钩栗树和杜英树，以前从未听过，也算是我孤陋寡闻

了。对于树木的情感，中华民族从古至今可谓情深义

重。古时生火做饭、制作工具、搭建房屋，哪样离得了

木材？因此又有了“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良禽择木而

栖”的佳句。伐木非明智之举，伐古树更是一种罪过。

保持生态，保护环境，我辈义不容辞。

告别了树抱石的鬼斧神工和自然野趣，一路幽谷

深涧，峰回路转，我们来到了神农谷最精华的景点

——珠帘瀑布。听大家说，这里是整个景区负氧离子

含量的天花板。

仰天长看，一银河自前川数十米高的绝壁上倾泻

而下，又似身披白练的蜿蜒游龙。身处瀑布下，水花四

溅，薄雾蒙蒙。我深吸了一口气，闭上双眼，聆听着珠

帘瀑布的奏响。瀑布下的水潭周边，游客们纷纷打着

赤脚戏水玩闹，四周拍摄留影者众多。瀑布两旁绿植

葱郁，茂盛生长，又有飞瀑、清泉、奇石，成为天然氧吧

也就不足为奇了。这里虽然没有黄果树的宽阔与大

气，却是天然优美，秀绝一方，与周边奇峰山石绿植藤

蔓相得益彰，孕育出独特的气质。来神农谷，必打卡珠

帘瀑布，真是桃源胜地，别有洞天。

游览了黑龙潭，上行约两里，有一条溪涧，溪中和

溪边巨石遍布，或平躺、或散落、或突兀。石头上一尘

不染，是游人休憩的绝佳处所。山边绿荫旁有一巨石，

石中内空，蓄一潭清澈的水。池边的石壁上赫然刻着

“湯藥池”（汤药池）三字。炎陵乃神农氏故地，这汤药

池就好理解了。传说远古之时，神农氏为解救苍生病

痛，遍尝百草，发明草药。这石中水池，正是炎帝爷爷

洗药草的所在，池底的沉渣，正是洗药后留下的药渣。

有一野兔，当年因为偷食了炎帝爷药篓中的草药，变

成了一尊石头，如今它还矗立在汤药池的旁边，见证

着沧海桑田的巨变。

流连桃源洞，目光所致，皆是画卷，踏足之处，都

是风景。鬼斧神工的自然景观，配上美丽而古老的传

说，怎不令人神往。晚上，通过酒店服务员的介绍，我

们临时增加了一个游览目的地——云上大院。自然，

这也是一个绝佳的去处。

最后一程，我们来到炎帝陵，虔诚拜谒中华民族

的始祖炎帝神农氏。回株洲的路上，我在临时建的出

游群里发了一段话：立秋游炎陵，惊艳未曾停，山河无

限好，不虚有此行。

超人妈妈
谭容平

我是株洲市中心医院创伤中心的一名护士。今夏的一天，

我一到科室，就听到同事们讨论一位“右肾破裂，尿崩症”的小

伙子，每个小时尿量可达 1000毫升以上。刚好我那天值班，我

负责这位病人。

他才 22 岁，但病痛的折磨让他过早衰老了，苍老的脸颊

活脱脱一个饱经风霜的中年人。他身旁站着一位瘦小的女

人。那人满头白发，满脸皱纹，不停地抚摸着躺在病床上的年

轻人。她是他的母亲。

“炜民、阿姨，你们好，我是今天的责任护士，我叫谭容

平，你们也可以叫我平平，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来找我。”我说。

阿姨回答好，然后很有礼貌地和我说谢谢。我拿出两张

纸和一支笔交给她，告诉她医生需要记录患者 24小时的出入

水量，每次解了多少小便，喝了多少水都要记在纸上，方便我

们统计。阿姨爽快地答应了。

第二天我上晚班，像往常一样走进病房，看到她在那抹

眼泪。我问她怎么了，阿姨抬头一看我，更加激动了。我拿些

纸巾给她，想先给阿姨一个缓冲的时间，也就没多问了。

交班护士覃琳玲拉着我出去说：“他儿子今日突然小便为

血性液体，复查ct提示右肾盂肾盏及输尿管内有出血，考虑肾破

裂出血，请介入科会诊考虑做介入手术，就怕到时候大出血休

克，但是他家经济条件很困难，拒绝手术，选择保守治疗……”我

听后心里五味杂陈。

两个小时后，我见她情绪稳定了很多，决定和她聊聊。

聊天中，她哽咽地问我，“平平啊，你说我可怎么办？”

阿姨一边擦眼泪，一边说道：“儿子现在这个样子，一半

是因为我没钱造成的，怎么他就这么倒霉，得了这种病呢？”

她告诉我，31 年前她和老公生下第一个孩子，是炜民的

哥哥。“生下来没多久就查出患有先天性肾病。那时我们给哥

哥治病就花费了不少钱，三年前，炜民哥哥又娶了个精神分

裂症的妻子，之后生了孙子，目前 2 岁暂时没有发现什么问

题。”说完哥哥她继续说炜民。“后面我生下炜民，他也跟哥哥

一样有先天性肾病，药也是有钱就吃，没钱就没得吃，他爸爸

就是做小工，在外面做一天就是 200 元，在家附近做只有 170

元一天，所以爸爸也常年不在家，我平常在家带着孙子，还要

照顾炜民和他嫂子，偶尔有空的时候还做个小手工，比如缝

衣服，一年只能挣个一万元左右。想来真惭愧，自己没本事，

害得儿子们生病都治不起。”阿姨低下头呜咽着……

这是个多么伟大、勇敢、不容易的女人！

我安抚着她，问她当初怎么熬过来的。她说，那是绝望之

后的无奈，“我走了，谁照顾他们呢？”

“只是看着他们哥俩天真无邪的笑容，有时候还安慰我，

轮流陪我的样子，我就又暖心又难过。而且我老公为了这个

家，每天也在外打拼，我也就不想放弃了。特别是现在有了孙

子，他便成了我们的寄托……”

她平静了一些，然后对我说，我只能勇敢接受他们生病

的事实，尽心尽力照顾他们，努力赚钱，让儿子们有钱治病，

和时间赛跑，让儿子们尽量可以活得更长。”

我握着她的手说，“阿姨，你真了不起，你既然能度过那

么艰难的日子，这一次，也能平安度过的。”

阿姨一时没说话，之后又有了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她

说“谢谢你听我唠叨。那些事都过去了，我能照顾好儿子的。”

或许她是在给自己打气。

我笑了，对她说，“您真的是一位超人妈妈，未来也一定是。”

阿姨走到病床前摸了她儿子的头，接着看了看手机里的

孙子照片，嘴角上扬地回复我：“我会珍惜现在所拥有的一

切，一切都是上天的安排，如果我不在了，这个家就没了，我

要打起精神，和儿子们一起战斗。”

难怪有句话说“妈妈是超人”，她应该就是吧。那一刻，我

觉得阿姨眼里又有光了。

上完晚夜班后，我休了两天。再次来上班，第一件事就是

去看炜民和阿姨。我看到阿姨在炜民床边哼着小曲。她见我

后，高兴地对我说，“平平，何医生说还过两天复查没问题，炜

民就可以出院了。谢谢你平平，给我带来勇气和鼓励，让我找

到了坚持下去的力量……”

阿姨和炜民就是各自生命中的一束光，在磨难里，照亮

彼此前行的路。我祝愿炜民早日康复，祝愿阿姨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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