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郭 亮 美术编辑：左 骏 校对：马晴春

2025年3月2日 星期日 4 文苑 www.zznews.gov.cn

本报传真：28823908 广告热线：28835396 印刷厂：28823155 发行部：28823900 本报自办发行 年定价：396元 零售价：2元 广告经营许可证：株工商广字第4302004030087号 本报3:10开印 6:30印完 株洲日报印刷厂印

梨树洲恋曲
左伟军

在记忆的版图上，炎陵的梨树洲犹如一颗隐匿于岁

月深处的璀璨明珠，散发着独特的魅力，成为我心中魂牵

梦萦之地。梨树洲风景区位于炎陵策源乡境内，分为上

洲、中洲和下洲，多为 1400 千米左右的山地，常年温度比

其他地方低，境内有众多优美的景点。那里承载着我生命

中最绚烂的时光，如同一首悠长的诗篇，在我心底久久回

响，深刻动人。

初识梨树洲，正值梨花怒放的季节。远远望去，整个

小镇仿佛被一层轻盈洁白的薄纱温柔地覆盖，步入树林

深处，看着一团团、一簇簇的白花，宛如行走在云朵与积

雪的世界。微风拂过，花瓣如雪般纷纷扬扬，翩翩飘落，如

同天女散花，轻轻落在肩头，像是梨花在与我亲切地致

意。空气中还弥漫着一股淡淡的梨花香，清甜而雅致，瞬

间消解了旅途的疲惫与劳顿。

漫步于梨树洲的街巷之间，脚下是历经沧桑的青石

板路，每一块石板都被岁月雕琢得光滑圆润，诉说着往昔

的故事。街边的老屋错落有致，青瓦白墙，飞檐斗拱，虽历

经风雨的洗礼，却依然散发着古朴而宁静的气息。木门上

的铜环，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烁着微光，轻轻叩响，那清脆

的声响仿佛穿越时空的回声，诉说着小城的悠悠岁月。偶

尔从院落深处传来几声犬吠，或是老人哼唱的悠扬小调，

为这宁静的街巷增添了几分生活的烟火气与温馨。

梨树洲的人民，勤劳而质朴。集市上，摊位琳琅满目，

摆满了各式各样的新鲜蔬果与精美手工艺品，当地特产

也十分丰富，各个季节的菜干果干看起来天然又美味，没

有添加任何科技与狠活儿，比如杨梅干、李子干、黄桃干、

红薯片、梅干菜、豆腐乳、土蜂蜜、辣椒面、腊鸭腿……每

个都是好东西。摊主们热情地招揽着过往的行人，脸上洋

溢着淳朴而亲切的笑容。在这里，讨价还价的声音也成为

一种独特的旋律，洋溢着生活的热闹与和谐。记得有一

次，我在集市上迷失了方向，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奶奶不仅

耐心地为我指引道路，还热情地邀请我去她家中品茶。在

她的家中，我还品尝到了地道的梨膏，那浓郁而醇厚的滋

味，至今仍萦绕在我的味蕾之间，如同梨树洲人民的善良

与热情，让人难以忘怀。

梨树洲的四季更迭，宛如一幅幅风格迥异的绝美画

卷。春天，除了那纯洁的梨花桃花盛开，粉红雪白如梦似

幻，还有漫山遍野的油菜花竞相绽放，金黄鲜亮，与别的

鲜花交相辉映，构成了一幅绚丽多彩的图画。夏天，山间

的小河成为人们避暑的天堂，河水清澈见底，孩子们在水

中嬉戏打闹，溅起欢腾的水花；大人们则在河边的树荫下

乘凉闲谈，享受着片刻的宁静与凉爽。秋天，果园里硕果

累累，空气中弥漫着丰收的喜悦与满足；果农们忙碌的身

影在果树间穿梭，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冬天，当雪花

纷纷扬扬地飘落，小城被银装素裹，宛如童话世界，因为

海拔较高，梨树洲总比别的地方更先入冬，更先结冰；古

老的院墙在白雪的映衬下更显庄严与肃穆，街巷里孩子

们堆雪人、打雪仗的欢声笑语，为寒冷的冬日增添了一抹

温暖与欢乐。

离开梨树洲后，我时常在梦中重返那座宁静而美好

的小镇。记忆中的梨花依旧绽放如初，青石路依旧蜿蜒曲

折，热情质朴的人们依旧在街巷中穿梭往来。梨树洲啊，

你是我心中永恒的眷恋与牵挂，无论我身处何方，都无法

割舍对你深深的思念与眷恋。你宛如一首充满故事的恋

曲，每个音符都跳跃着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回忆，在岁

月的长河中奏响着永恒的旋律。

棕编——大自然的
哲学美

肖利飞

在醴陵市书香文体体验馆，偶遇一个迷你

“动物乐园”。

龙、凤、蛇、猴、鸡、狗、牛、鼠立在桌面儿上，

通体什么也没有染，棕草的颜色。蝉、蚱蜢、蟋蟀，

守着一块不规则的石头，或扑或跳，蠢蠢欲动。我

怯生生绕着看了半天，怎么也不敢相信，这一群

凝固的生命，竟是以棕榈树叶为原料，由醴陵本

土民间艺人编制的草棕工艺品，俗称棕编。

读 过《诗 经·小 雅》“ 尔 牧 来 蓑 思 ，何 蓑 何

笠”；读过张志和《渔歌子》“青箬笠，绿蓑衣，斜

风细雨不须归”；读过柳宗元《江雪》“孤舟蓑笠

翁，独钓寒江雪”。我这会才深深领悟到，棕编这

一门古老的民间艺术，当从千年前的蓑衣算起。

诗人们借助寻常百姓家这一必备用具，留下了

千古绝唱的诗词，为东方文明的日用工艺物件

赋予了神奇色彩。

放眼全国，棕编当属汉族的一项传统工艺，

以棕榈树叶为原料。相关资料也显示，中国的湖

南、四川等地棕编工艺作品有远销朝鲜、日本、东

南亚等国的历史。2011 年，四川棕编被列入第三

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然而，追思棕编的前世今生，却又使我好奇

了，想生我育我的醴陵，山水相依，纯厚，古朴。可

如果我没有来到这里，没有亲眼看到它们和赋予

它们生命的主人，我是不会知道醴陵棕编在代代

相传的。它像一个内心丰富的人在人堆里并不扎

眼，是因有别于制陶工艺、绘画工艺、甚或铁艺、

竹编工艺？

在我愣神间，市文联老领导刘放年主席拍摄

了一套完整的观赏视频，画面呈现出杨小春馆长

向创作者丁石泉夫妇提问的种种。他们谈得热

烈，说工艺制作的创新与传承；说现代人渴望着

回归大自然的心理需求；当说到醴陵手工业发

达，棕编工艺假若融入醴陵元素，如瓷的器皿，如

烟花外观，有望走出醴陵，步入省、市手工艺行列

时，夫妇俩顿时眼放光芒，笑得却有些谦卑，有些

腼腆。

“他没别的嗜好，采摘整理叶片，房前屋后观

察小动物是他最大的乐趣，出门散个步双眼直勾

勾满地找昆虫，他的兴趣倒也感染着家里的孩子

们，起先是自己学着编织，后来召集伙伴和同学

来家中编织，再发展到远远近近的学校邀请他讲

解棕编艺术课程，为学生们现场展示。”丁先生的

爱人说话活脱脱的幽默。她说丈夫天天编，月月

编，家里爬着，卧着，立着，仄着一群群生灵，让他

放市场卖，不是说技艺还没成熟，就是说原本不

是为了钱，精神享受应当高于财富之上。

人与生灵的契合，委实是可遇不可求的难

事。聊到制作技艺，丁先生也眉飞色舞起来，什么

样的原料该晾干、什么样的要浸泡软化、什么样

的需裁剪修整、什么样的打磨雕琢。讲到乐处，信

手拈起手边的一条龙，龙的龙头、鳞片，他尝试过

单编，双编，多编以及正面编，效果都欠理想。鳞

片面积太小，纹路过密，编织的头部尤显笨拙。后

来试用正面编，颜色相符合了，鳞片面积显大了，

龙头抬起，气势出来了。总之，这门技艺从材料到

技巧、从形似到神似，不拘泥于技法，也无书本可

参照。但动手编织时，感受着叶的变化，领悟着物

的变化，驾驭着手的变化就是对自然规律的呼

应，如同山川的脉络、树木的年轮，记录着时间与

生命的痕迹。

一物一个印象，大家都喜悦着。体验馆的灯

光把满桌飞禽走兽一点点照亮，色彩一缕缕加

深。我看它们，它们看我，从它们的眼里，我读到

了大自然的真谛，这种真谛，引领着我去感受更

深层次的生活，领悟大自然往复循环的哲学美。

聊赠一枝春
牛政玲

好友在闺蜜群里发来消息：“给你俩快递了长寿花苗，注意查

收哦。”

随即发来几张长寿花盛开的图片，有红色花瓣晕染着金边的

“金狐狸”、优雅淡紫的“梅尔蒂斯”、沉稳含蓄的粉色“璎珞”。品种

不同的几种长寿花，花瓣层层叠叠，花色明艳欢喜，挨挨挤挤簇拥

在一起，似乎在嬉笑在玩闹，眼前立刻是一片斑斓的春色。

这是好友最钟爱的花。寒冬时节，窗外一片萧条，她家阳台上

各种颜色的长寿花一盆挨着一盆，开得熙熙攘攘，热闹非凡。她细

心侍弄，把每一片叶子都打理得清清爽爽，娇小明媚的花朵宛如

喜上眉梢的小姑娘，在阳光下叽叽喳喳，雀跃生长。好友常喜不自

禁地拍小视频发到群里，邀我们共享这份喜悦。

最近两年，好友因为工作的压力，身体健康亮起了红灯，她焦

虑失眠，想尽各种办法疗愈身心，几个好朋友也有相似的焦虑，常

互相开导。机缘巧合，她喜欢上了侍弄花草，格外钟情于花色明媚

的长寿花，红色、黄色、紫色、粉色……各种亮丽的色泽汇聚在一

起，眼前便是满园春色，心情也随之明亮起来，灰暗的情绪自然一

点点排遣掉了。

好友在群里发来语音，详细讲了长寿花栽培和修剪的方法，

她说：“长寿花花期在冬季，别着急啊，慢慢期待。”收到花苗，我去

花店买来了栽花的土，细心地将花苗栽种在漂亮的花盆里，按照

好友讲的方法，暂时放在避光处，等它在春日里扎根，在夏与秋的

光热里积蓄力量，静待冬日的倾情盛开。

“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是古人对朋友深情的思念和美好

的祝愿，好友也赠我们一枝春，分享她最心爱的春意，分享疗愈身

心的方法。和志趣相投的好友相扶相助，静守一份共同的期待，这

是对春天最美好的开启。

在这个暖意融融的春天，女儿也遇到了暖人的相赠。

女儿假期结束，坐高铁返回学校。她拉着塞得满满的大号行李

箱，双肩包里装着沉甸甸的电脑。因为时间紧张，她爸爸替她拉着

行李箱大步走在前面，我们送她到闸机口，目送她过安检。看着乘

扶梯去往候车大厅的女儿，他爸爸念叨说行李箱太沉了，他拎着都

很费劲。我安慰他说：“进出站都有扶梯，偶尔提一下，问题不大。”

下午，女儿到学校后打来了视频，她笑着说：“我今天出门既

倒霉又幸运。”“怎么会既倒霉又幸运呢？”我很疑惑。

女儿说，刚过安检，再提起背包，突然背包一侧的带子断了，背

包太沉，总往一边掉，提行李箱的手使不上劲。换乘地铁的过程中，

有一处高高的台阶没有扶梯，要步行上去，她狼狈地随着人流，磕

磕绊绊地往上走。一位背着运动背包的大叔走过来，说：“小姑娘，

我帮你提。”女儿不好意思，连忙说：“谢谢你，我可以的。”大叔径直

提起大行李箱，大踏步地走在前面，在台阶尽头的平坦处放下箱

子，对连声道谢的女儿潇洒地挥挥手，笑着说：“举手之劳。”女儿感

慨说，在北京经常会遇到大叔大妈们热情的暖心之举。

先生听了女儿的经历，毫不犹豫地说：“以后遇到这种情况，

我也会出手相助。”我们都笑了，为女儿在千里之外遇到热心人相

助，也为先生要传递热情的心愿而开心。

一束花的相赠，一次热情的援手，都是春天般的善意，在心头

流动，传递温情与美好。慷慨的给予，是心灵的触碰，让疲惫的心

灵得到了慰藉。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瞬间，让世界充满了无限的

可能和温馨的色彩。

和爹过年
刘正平

太堵了，两百多里的行程，清晨就赶上了头

趟大巴，傍黑才赶到家。大黄狗眼尖，小两口刚闪

现在冲口，便像一团火球射来，摇头摆尾，蹦跳

着，纠缠个没完。

爹正在打望，在门口站了几个小时了，像木

雕泥塑似的靠着门框，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向外

延伸的小路尽头，满脸皱褶，白花花的头发似秋

后的枯草，在寒风中簌簌抖动。大明心里酸酸的，

紧紧捻着他冰凉的手:“爹!”

林英从拉杆箱里取出新大衣。爹眉头一蹙：“衣

柜里的棉袄一大堆，咋又买呢？”

林英笑道：“大过年的，谁个不穿新衣哩？”

“搁着没穿几次，不和新的一样吗？”爹没说

错。每逢过年，小两口都给他买棉袄。他舍不得

穿，只偶尔串亲戚穿一下，就整整齐齐地叠放在

衣柜里。在家里，尤其下地干活，习惯穿几十年前

的旧棉衣。这样倒舒坦、自在，不怕弄脏弄坏。

爹捏捏衣袖、柔软、光滑，心里一咯噔：“这好

贵呵，几多钱哩？”

小两口对视一笑：“便宜，只几十块。”

“你们哄我？咯样好的料子，起码得一百多。”

大衣是驼绒的，一千多块。爹恨不得一个子

儿掰开两瓣用，向来只买地摊货，努力展开想象，

还是没猜到它的零头。

“试试吧，看合身不？”

“不试不试，我没功夫。”他要去园子里摘菜，

准备明天去圩上卖。

“爹呀，我们还差这点钱吗？”

“蛤蟆打哈欠，好大的口气！”爹白了他一眼，

掖了掖袖口绽出的棉絮，挽起菜篮走向菜园。

他没少给爹钱，总劝他什么也不用干，能没

病没灾，健康长寿，就是对儿女最好的体恤。他闲

不住，仍劳作不止。

天蒙蒙亮，檐廊下亮灯了，爹要去圩场。大明

也只好赶紧起床，挑起菜担走在前头。爹追上来

夺扁担:“我挑我挑……”

“咋能让您挑呢。”大明死死扣住不放。挑着

很吃力，肩膀生疼，但只能咬牙挺住，一步步跟着

回忆走。记得小时候，不似现在这样宽阔的水泥

道，尽是弯弯扭扭上山下坡的小路。每逢县里来

了放映队，爹即背着他走在这条小路上，去圩上

看电影。满场都是黑压压的人群，为使他能看到

银幕，爹把他高高地举在头顶，一直站着。六岁

后，爹打着马马肩，送他去念书，请晨送去，傍晚

接回，天天如此。

将菜挑到市场，在摊位上摆下，爹说：“现在

没事了，你回去吧。”

大明想着也是。大过年的，该回去搞卫生。林

英正在处理龙虾。恐家里买不上，临行前在市里

一家水产品超市买下的。将虾去鳃、拔囊、抽掉虾

线，洗净，油炸后拿出部分现炒，大部分待冷却后

装入冰箱。

爹回来了，一瞅，满脸不悦:“买咯东西干吗？

尽硬壳子，吃得少，掼得多，又贵，又没啥吃头。”

大明答道：“不贵。”

“你又哄我。一斤三十多块哩。”爹又没猜中。

他说的是龙虾出产盛季的价格，那时便宜，当地

就有龙虾养殖户。现在都是广东运来的，又逢过

年，价格暴涨。

席间、两口子尽挑大个头的龙虾给爹。爹身

子一扭，推回去，脸阴沉沉的：“我从来不吃这东

西。”

爹硬不尝一口，因他们花钱太多赌气？还是

像小时候一样，尽让着他们吃呢？真捉摸不透。大

明急得涌出了泪水，三岁就没了娘，全由爹把他

拉扯大。爹没什么技艺，全凭一身死力气。去县城

上高中，爹即在学校旁租下房子，做搬运工，既可

挣钱，又可照顾他的生活。他想吃什么就买什么，

变着法儿做给他吃。自己则开水下馒头，穷对付。

他也很争气，终于熬出了头，考入一所名牌

大学。毕业后在省城一所中学任教。在省城扎了

根，老劝爹去和他们一块过日子。爹放不下门口

的菜地，后山的祖坟，磨破嘴也没用，害得他日夜

牵挂。

大年三十，又从冰箱里拿出龙虾烹炒。林英

特意把炒好的龙虾搁在爹面前:“吃吧吃吧，又酥

又脆，好吃哩。”

爹任凭两口子咋劝也不吃。

知爹莫过儿。一阵难堪的沉默后，大明心生

一计，挟上龙虾一咬，“哇”的一声大吐出，就像吞

下了苍蝇。

林英问道：“咋啦？”

“馊了!”大明眨巴着眼晴，嘴朝爹一瞄。

林英心领神会，抽动鼻子闻了闻，马上附和：“哎

呀，真的发臭了。”

“咯咋能吃呢？”大明端着虾碗，走向潲缸。爹

飕地夺过碗：“好个败家子! 你们吃不得，我吃得。

吃进肚里就变屎，哪有哪多穷讲究？”

他格嘣格嘣地嚼着，大发感慨“哪儿馊呢？你

们这代人的嘴巴咋这么娇贵？”

小两口暗暗窃喜。大黄狗在桌下绕来绕去，

迫不及待地等着爹吐出的残渣，呜呜叫着撒娇。

当年学雷锋
朱 辉

不少怀念童年的相声段子里，都有关于 3 月 5

日的记忆。共同的内容是那天老太太们都不敢出

门，因为只要站到马路边，就会有戴着红领巾的小

朋友扶她们过马路。这群小朋友扶过去，那群小朋

友扶过来，扶来扶去，就是到不了马路对面的家

……

相声当然采用了夸张手法，不过我们六、七十

年代生人，小时候只要生活在城市，谁没扶过几个

老太太过马路？不能怪老师们没有创意，扶老人过

马路简单易行，是小学生都有能力做的极少数好

事。记得上了初中，我们做的好事就升级了。3 月 5

日，男生去帮孤寡老人劈柴，女生帮他们打扫卫

生。

那年月各单位都会评选标兵，每种标兵都是

有名额的。比如父亲所在的厂，几千人只能评出一

名“学雷锋标兵”。某年选来选去，选中了龚叔。

龚叔在全厂最辛苦的岗位倒三班，符合基本

条件；龚叔沉默寡言，不太可能说什么犯错误的

话，历史非常清白；龚叔的老婆长得磕碜，足见生活作风肯定也正

派，起码不好色……龚叔没什么缺点，可优点着实也不突出。除了

吃苦耐劳，并无技术专长，这让宣传干事十分为难。最后只能在他

脚上的套鞋上找“闪光点”，描写这双鞋伴随了龚叔 5 年，鞋面修

补得疤痕累累，像战斗英雄胸口的伤疤。对此我父亲深表不服，说

自己的套鞋穿了 8年，补的疤更多，为什么不能成为标兵？宣传干

部一把将父亲推到一边，“就你这张乱放炮的臭嘴，和‘活雷锋’搭

调吗？”父亲想想也是，标兵哪能口无遮拦，嘴上没把门的？

其实包括父亲在内，许多人并不嫉妒龚叔的荣誉，因为这个

标兵不好当。有了荣誉称号的龚叔活得更累了，不能迟到、早退；

小病得扛着坚持工作；分房、涨工资之类的事情得主动让给别人

……

一晃许多年过去了，我们这代人都已“奔六”，没人组织我们

去学雷锋了。年前下了场雪，小区里白茫茫一片。物业、社区工作

人员不够用，在群里号召志愿者加入铲雪队伍。我到居委会领铁

锹，一看志愿者主力都是我们五六十岁这拨人。可见这么多年的

学雷锋教育，潜移默化中还是提升了我们的素质。就像小时候背

唐诗宋词，虽然不懂什么意思，可是背多了熏陶出了语感，对于以

后说话写作都很有益处。

又快到 3月 5日了，小区里照例会有免费理发、修家电之类的

活动。我照例不会去占这种便宜，将机会让给真正困难的人吧。我

们这代人，小时候是扶过老太太过马路的，应该有这样的觉悟。

生活家

旧事

随笔

梨树洲风光。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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