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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东南把最美的部分留给了炎

陵，而炎陵把最美的风景留给了神农

谷。

素有“桃源洞天”美誉的神农谷，

位于湖南株洲炎陵县东北隅，居湘赣

边界罗霄山脉中段，相传是炎帝神农

釆药之地。境内生态苍莽，溪瀑连绵，

有大峡谷、落水源瀑布、珠帘瀑布、树

抱石、黑龙潭、桃花桥、石板滩、龙潭天

河、万阳河峡谷、神农飞瀑等景点。进

去之后你会发现，这真是一片神奇的

森林。这里既是户外休闲运动的场所，

又是天然的避暑养生圣地。

去年暑假，我们去神农谷游玩，走

在青翠的山中，空气格外干净新鲜，四

周的高山云雾缭绕。树林里被雨水洗

刷一新的叶子，都是如此的青春动人，

不自觉地深吸一口气，顿时令我们神

清气爽，心情更是愉悦了起来。

路边树木丛生，百草丰茂，尤其是

点缀在绿色中的野花，颜色各异，光彩

鲜艳，令人目不暇接，生态真是保护得

极好。大雨小雨增添了水势，潺潺的山

涧小溪似千军万马。拾阶而上，映入眼

帘的是泥土作墙、青瓦盖顶的明清建

筑，下樟古村透着古朴，仿佛陶渊明笔

下可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

田园山居。

进入景区，只听到震耳的轰鸣声，

抬头一看，大瀑布源头近在咫尺，从石

床上直泻而下，宛如大坝决口，呼啸而

出。导游介绍说神农瀑布有三段，分别

为“汤公瀑 ”“将军瀑 ”和“神龙出山

瀑”。沿阶而下，到了牡丹台观景台，第

一段瀑布——“汤公瀑”赤裸裸地呈现

在我们面前，其落差 60米。瀑布从两山

的苍松中倾泻下来，泻在岩石上，被砸

碎的水，好似万串闪光的“珍珠”，“珍

珠”互相撞击，化成水珠，水珠变成雾

气，在山腰织出朵朵白云。前行到了将

军台，第二段瀑布——“将军瀑”，其落

差 80 米，宽 18 米，坡度 85 度。近处观

瀑，如临万马奔腾之阵；水拍击石，犹

如雷劈山崩，叫人惊心动魄。一位胆大

的同事想回归自然，遂走近瀑布，大声

呼叫：“神农谷我来了！”可怜其小清新

的声音在气势磅礴的瀑布之声中消失

了。

到了第三段瀑布，登高远眺，峡谷

蜿蜒，云雾翻腾，状若神龙。我猛地想

起李白的诗句来，真是“飞流直下三千

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神龙瀑布群，一波三折，声传数

里，处处扣人心弦，令人叹为观止，不

愧为“华东第一高瀑”。

溪伴山峦，沿途竹林摇曳、冷杉巍

峨，迎风招展，仿佛在述说千年往事。

原生态大概是对这里森林最形象的描

述，一边是竹林与湿地依旧保持着翠

绿，一边是水杉的浅红在清净的山凹

之间，散发出典雅而纯粹的气息，与其

他一些名气颇盛的踏青地相比，丛林

的美带着一股子素颜美女的气质。

最底下有一条河流，叫万阳河，树

抱石就在万阳河畔，只见竖卧一古板

栗树，据说树龄 1500 年；树主干围 2.1

米，高 19 米，其根部孪生两棵树，树干

浑圆，直插蓝天，故当地人称之为“龙

母生双子”。树的根部因被溪水冲刷，

大部分裸露，盘根错节，如同巨蟒，其

主根紧紧抱着一方巨石，故又名“树

抱石”。在这棵树的左右两侧生长两

株杜英树，树干粗大挺拔，它们成双

成对，根结连理，如同一个和睦的大

家庭。

神农谷凭借她独特的魅力，诱惑

着每一个游客的心灵。愿你和我一样，

抛开工作的烦恼、生活的琐碎，投入神

农谷神秘的大自然，投入它清新空气

的怀抱中，面对充满自然气息，富含负

氧离子的新鲜空气，那飞流直下的瀑

布腾起的雾气，怎不让人流连忘返？

穿越仙境一样的崇山峻岭，置身

于山间小路中，看着潺潺溪水，看着撒

欢的鱼儿在泉水中动着，真是一派生

机。让时间停在此处吧，让自然荡涤心

灵，让身心感受清新与清静，人生应该

享受的不过如此啊！

神农谷之魅
晓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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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1 月 29 日 ，在 市

总工会、市妇联的支

持下，株洲市中心医

院委托第三方机构，

以 半 公 益 性 服 务 方

式，为医院职工提供

子女托管服务，该院

医护人员、工作人员 3

至 12周岁的子女可参

加托管。针对不同年

龄段孩子的兴趣、爱

好、特点，寒假托管班

设置了作业陪伴、社

会实践、快乐体能、少

年围棋、硬笔书法、创

意美术、小小音乐家

等课程。此消息一经

该院公众号发布，收

到院内很多医护人员

及家属的点赞，更在

网上引得不少株洲家

长的“羡慕嫉妒恨”，

留言“真是别人的单

位”。

每到寒暑假，“神

兽”归笼，家长们却搞

得比孩子们上学时还

忙碌，特别是一些双

职工家庭。一方面，作

为单位职工，这些家

长都有他们的本职工作，七八

月可能要年中爬坡，寒假时又

面临年终攻坚；另一方面，“神

兽”归笼后，又要操心他们的生

活、安全和学习等等。于是，这

样的家庭每逢寒暑假时，便陷

入“家长没时间管，孩子没地方

去”的窘境中。怎么办呢？最后

只好送娃们去各种各样的补习

班、培训班了。

中国教育改革加速，“双

减”政策持续推进，资本大幅撤

离培训市场，但试问各位，身边

的孩子有几个不参加课外培训

班的？其中的原因也许比较复

杂，但可以肯定的是，参加培训

班增加了家庭的经济压力，另

外并非所有家长都是有意加重

孩子的课业负担而为之的，很

多时候，他们也许是没时间不

得已。

所以，我为办寒假托管班

的单位点赞。此举为职工降低

了经济压力，为他们解决了后

顾之忧，更为其全身心投入工

作创造了条件。正如热映的《年

会不能停！》暗示的那样，企业

和打工人绝非刀俎和鱼肉，而

是互相理解，相互成就，携手双

赢的关系。当然，并非所有单位

都有这样的能力和实力，特别

是一些创业中的中小微企业，

这就需要政府参加、支持和引

导。值得株洲人骄傲的是，近年

来，我市不少社区，比如天元区

的大湖塘、小湖塘社区，早已做

了类似尝试，针对辖区工薪家

庭的子女，举办了数期假期作

业陪伴、美文阅读、心理辅导、

安全教育等活动，收获了大批

家长的好评。

我国正面临人口老龄化和

生育率下降的严峻挑战，各地

都加入了火热的“抢人大战”，

株洲要培育制造名城，建设幸

福株洲，必须吸引更多年轻人

前来就业创业。如果有更多社

区、单位加入假期托管班，或是

愿意站在职工的立场多为职工

考虑，株洲必定能成为一座生

育友好型、人才创新型城市，

“制造名城，幸福株洲”的目标

也将加快实现。

手写春联
戴海合

新年的钟声即将敲响，甲辰龙年正欣然向我

们走来。家家户户也开始张罗着置办年货，中老

年人慢慢地用回农历的历法，倒数着新春的到

来。而我，也已紧锣密鼓地准备着手写春联。旧时

的年味，也在手写春联的忙碌里弥散开来……

（一）

小时候，村里有位老礼生，临近春节就开始

写春联，乡亲们对他总是毕恭毕敬，我特别羡

慕，时常凑过去，看到老人家挥毫泼墨，内心肃

然起敬。父亲看出我的小心思，不时解说，还要

我细细揣摩和练练毛笔字，希望我有一天也能

为自家写春联。于是，每到寒假，我便将练习毛

笔字当作寒假作业，但由于没人点化，也缺少悟

性，虽经多年，一直没有什么进步。我也曾鼓起

勇气到商店买过一两张大红纸，试写过春联，终

究字丑心里虚，不敢张贴。直到和妻相识后，在

即将订婚的日子，我想着，请人写还要欠人情，

或者送烟酒礼，不写又觉得没有仪式感，便鼓起

勇气，自己撰联自己写，迎接未婚妻的第一次登

门，父亲见我兴头足，也不说书写的好歹，至少

撰联内容还是应景，仪式感也俱足，这就够了。

丑媳妇总要见婆婆。我的手写春联，经订婚

日的公开晾晒，也不再羞羞答答。从此以后，几

乎每到年底，我都会有意识地弄些报纸先练习

几天毛笔字，当自觉渐入佳境时，便到商店买来

一两张大红纸，自己量好、折好、裁好，然后在大

方桌上铺开书写，一次写得不好，还有再写一次

的机会——但最多两次机会，毕竟红纸也不便

宜，折啊裁的也麻烦。只要自己不脸红，脸红的

永远是别人——至少有一抹鲜亮的红色和墨

香，有一丝传统喜气在，春节的仪式感便有了。

（二）

每次春联写好晾干，奶奶便很默契地用小金

属杯和米粉煮米浆，我架好楼梯，女儿或儿子便

来给我扶梯，妻子给我远远地观察张贴位置的正

歪高低是否合适，一切就绪后，家人们便笑逐颜

开，像是春节正式“开张”一样。每次张贴好，父亲

是第一个评论家，指出哪个字不协调，疏密架构

不稳，哪一笔是败笔，哪个字歪了之类，评说得有

道理，我都一一接受。他虽多年不写毛笔，但青年

刻碑积下的鉴赏功底仍在。邻里间在年末的几天

常习惯串门闲聊，到我家的，免不了要聊到我的

手写春联，大多是溢美之词，而华叔，看得尤其仔

细，评说也中肯。胡家桥的“书生”终于“出师”了，

但是不是真的“出师”了，我自己还是有自知之明

的，不论批评还是鼓励，都在无形中逼着我不断

自省，不断前行。

2019年，某校组织老师在社区搞送春联下乡

的活动，我带儿子刚巧经过，便带他观摩，感受那

份节庆喜气。老师们休息的间隙，我也上前一试，

用我习惯的楷书工工整整地写起来，不料很多围

观的小朋友都凑过来要当我的书童，兴致勃勃争

着要我写。倒不是我写得多好，可能是楷书更符

合中小学生对一笔一画的审美，我心无旁骛地书

写，也没留意到竟然被电视台拍到上了电视，事

后不免有点小小的激动和虚荣，特意发朋友圈题

诗纪念。

2021 年，村委会知道我写毛笔字，便邀我给

村民写联送福，我欣然应允，回乡的时间原本就

不多，天气又冷，从村商店买的红纸还是传统的

大张，写前还要量、折、裁，费时费力，母亲看着，

也忍不住唠叨，为啥揽这样的活，找罪受，围炉

烤火聊天看电视不好吗？但我既然应允了，就得

认真完成。一个人在大厅堂方桌上默默地写，一

写便是一整天，用父亲做的小石条做镇尺，儿

子、女儿不时凑过来看一看，在我休息的间隙也

试写着玩。我每写完一联，便平铺在地晾干，积

到一定数量，便送去村委，在村微信群里吆喝一

声，需要的村民自行来选取。不几天，很多人家

里便贴了我写的春联，看上去虽然并不完美，但

也算是我的心血之作，算是为村民尽的一点绵

薄之力吧。

（三）

2022 年底，我利用公司一间闲置房屋作书

法室，在一张很大的桌上铺上软垫，得空便练练

字。临近春节，我结合公司实际，原创了春联，在

临放假的前三天，和同事们一起将我写的春联

在门厅、圆柱上稳稳贴好，再在一些门窗上张贴

福字、挂上灯笼，年味便呼之欲出了。同事见状

纷纷赞叹，要我题赠春联和福字。董事长带客人

参观工厂时，也不忘重点介绍一下公司手写春

联的特色，那鲜亮的一抹红底黑字，透着灵气和

喜气，俨然一道独特的文化风景线。

2023 年底，我在习字上下的工夫更多了，也

一改以往随兴而写的习惯，专临《兰亭序》《圣教

序》，春节临近，又临写赵体。我相信，书写应该

略有长进的。而我也决定揽更多写春联的活儿，

在实践中逐步成长。这么多年来，我庆幸自己仍

坚持着写毛笔字。有人说写毛笔字很枯燥，别人

喝酒 K 歌打牌聊天，嗨得不亦乐乎，你却独守一

室，冷凳孤灯，弯腰伏案。但是，也正是它的枯

燥，磨炼了我的心性。而且，为着儿时看人写春

联的那份仰慕，为着给春节增添仪式感，为着那

红底黑字的文化传承，我将义无反顾。

立春
曾志田

立春是万物复苏的序曲，尽管四周仍旧笼罩着冬日的阴

霾，但季节的轮换不曾停歇。

冰雪融化，流水复盈；蓄满春水，润养万物；春雷轰鸣，唤醒沉

睡的心灵……这样的时刻，我们似曾相识，岁月流转中不断重复

的场景。冬去春来即是日常，唯一不变者，唯有季节之轮换。

细细的雨丝洒落在大地上，洗涤着尘嚣，滋润着万物。雨水滋

养着土地，使得大地变得肥沃，为春天的万物提供了充足的营养。

雨水滴落在绿叶上，发出清脆的声音，仿佛是大自然的歌唱。风吹

动着花朵的衣裙，仿佛在为大地唱着一曲动人的歌谣。花瓣随风

而舞，伴着芬芳的味道，弥漫在空气中，让人陶醉其中。

我们还在感受着雨雪的刺骨，却更敬佩万物顽强的生命

力；我们目睹了冰封世界的沉寂，却更欣喜于新芽突破土壤的

决心，知其生于冰雪，亦明其心有暖阳。在这看似死寂的大地

上，每一丝生机的勃发都预示着春天的临近。历经风霜雨雪，我

们见证了无数坚韧不拔的身影，为他们欢呼，因为每一次的坚

持都是对生命的礼赞，也是对未来的期许。

每一次从冰冷到温暖的过渡，都是一次心灵的觉醒。答案

或许模糊，前路或许未知，但我们总能选择成为最值得骄傲的

自己：思考、行动、迎接、探索。无论遭遇何种挑战，每一步努力

都孕育着希望，如同冬夜里的篝火，燃烧着期盼春光的热情。

立春是有进无退之前行，是心怀牵挂之闯荡，是背着冰雪

之跳舞，是上有老下有小肩上扛着整个世界却无可依靠之“必

须坚强”。立春是从心底生出光与热，即便历经创伤，亦以明媚

暖意驱散寒冷与阴翳，随身携带一个宇宙，把爱之能量场安放

在自我与他人之间。无论是家庭的责任还是社会的期望，我们

都必须坚强地站立。时光如流沙过筛，留下的种子终将在春风

中破土而出，绽放光彩。

洞察世事后依然热爱，穿透纷扰仍怀慈悲，智慧在生活中

绚烂开放，以轻松的心态面对一切。在遍布伤痕的土地上，我们

依然能找到坚韧和温柔，对明月的眷恋深沉而长远。立春的灵

魂如同夜空中最亮的星，照亮自己的道路，也指引他人前行。

立春赋予无力者力量，引导悲观者前行。每个冬天都将过

去，总有一种力量能触动我们的心弦；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

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前行……

过年衣服
贺有德

年关渐近，年味渐浓。

都说“小孩子盼过年”，其实，过年，不止在小孩子心里是大

事，在大人心里更是大事。忙活了一整年，是时候喜庆喜庆、热

闹热闹了。

城里乡下，都在忙年。杀年猪，办年货，忙得不亦乐乎，为着

过热闹年。这热闹中，买过年衣服也是大事，马虎不得，城里乡

下，男女老少，成群涌进服装城，在花花绿绿的服装世界里转晕

头看花眼也在所不惜，看中了爱上了买下了才心花怒放打道回

府。

那年头买过年衣服，也难也不难。说难，是因为那时候过苦

日子，买新衣服，得花大钱，花得有点心痛，但再心痛也得买，脸

上还是堆着笑，过年了高兴；说不难，那年头穿着要求不高，衣

服价格也不贵，关键是新，色彩、样式大人说了算，买回来就穿，

似乎什么衣服都好看。那年头的衣物，不中看却中用，质量可

靠，爱惜着穿，“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不是传说，而

是现实，甚至不止这么三个三年，穿十多年也不少见。到第二年

又要去买过年衣服了，去年买的还是很新——因为平时舍不得

穿，正式场合才郑重地穿出去，回来之后赶紧收起来，“国宝”一

样爱护着。

那年头日子苦，似乎很快乐；在那样的快乐中，“三十八年

过去，弹指一挥间”“俯仰之间，已为陈迹”，还没思量停当，匆匆

忙忙就走到了这年头。

这年头买过年衣服，也难也不难。这难与不难，与那年头难

与不难颠倒了过来。难的不是拿不出钱舍不得花钱，再不济，买

过年衣服的钱还是不在话下——难的是转晕了头看花了眼，衣

服没看中。毕竟，今非昔比，要求高了，眼光高了。买过年衣服，

日子苦了难，日子好了也难，就像《聊斋志异》主题歌唱的：

“……其中滋味，谁能解得开，谁能解得开？”

难与不难暂且不管，过年衣服照样买。

进城多年，年年都买过年衣服，年年有点“幸福的烦恼”。价

格且不说，样式呢？色彩呢？质量呢？西服，风衣，休闲装——中

山装或羽绒服，还有皮大衣，爱什么样式买什么样式吧，这些样

式都爱呀——有时候真难下得了那个“狠心”。色彩嘛，年龄越

大，色彩越淡，不要老来俏，最后定格为黑色，偶尔灰色，简单，

庄重。质量当然要好，要上档次，不是爱虚荣——那些虚荣早过

时了，货真价实，货真才是王道，价格嘛，还不是谈出来的？好

说，好说。

进城之后，每次都买过年衣服。逛遍小城，锁定那家老牌的

“九九归一”，去过一次之后，几乎年年去，似乎成了“专卖店”

了。“九九归一”规模大，装修豪华，多是品牌服装，样式、色彩、

质量都没得说——当然，价格也没得说，贵，还不讲价，拒绝讨

价还价。去得多了，“老朋友了”（老板这么说），“特别优惠”。当

然，这也没事，货真价实，自己喜欢、满意就行，其余忽略不计。

后来，再后来，买过年衣服不再难了——看得淡了，就像平

时买衣服，随时看中随时买，不挤在过年那个节点。那年头，过

年衣服是过年衣服，寻常衣服是寻常衣服；过年衣服舍不得穿，

平时穿的都是寻常衣服甚至破旧衣服。这年头，那种界限几乎

消失。过年衣服“掉价”，买回来不多久便加入了寻常衣服行列，

静静地呆在衣柜里，等候随时派上用场，在各种场合“抛头露

面”，时不时“风光”一回。

买过年衣服的难题迎刃而解。

又过年了，买过年衣服去？其实可买可不买，平时陪妻子上

街闲逛，妻子会“看”衣服，也会“砍”价，看中就买了，而且价格

不菲。过年衣服，其实早就有了。

衣在身上，年在心里，心情好是关键，过年衣服并不那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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