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副 刊
08

2022年5月11日 星期三
责编 / 符 烨 校对 / 高 军

副刊部主编
E-mall：yyrbfk888@163.com

作为一个诗人

怀揣有太多的形容词

一天的时间

沿 163 公里长江岸线

漫步

觉得形容“清”与“绿”

的词

远远不够用

塔市驿的江中

碧绿的江水如翡翠

鸥鸟翩飞鱼群追逐

轮船的汽笛是悠扬的

旋律

长江两岸的湖南湖北

共谱生态文明的绿色

之歌

雄驻江边的临湘塔

尤如一支蘸水的笔

把长江的绿

涂 抹 在 古 老 陆 城 的

天空

这湛蓝与碧绿的呼应

正是新时代

清新澄澈的曼妙狂草

而烟波浩淼的黄盖湖

被一大群白鹭

当 成 了 闲 庭 漫 步 的

棋盘

用尖喙与深蓝对弈

繁茂的水草之下

鱼与虾自得其乐

六万亩水域

已真正成为它们

嬉戏畅游的乐园

古渡新章

古渡已沉入水底

千年的梦

共八百里洞庭

演绎五彩斑斓的晨昏

中华民族的母亲河

就在这古渡的江边

这一江碧水

奔腾六千多公里

投入大海的怀抱时

还是那么清冽与甘甜

江边的古渡

从此在崭新历史的扉

页上

留下浓墨重彩的华美

篇章

抗疫楹联
◎杨克辉
抗疫请缨，敢并柔肩担使命;

护医查患，还凭妙手护苍生。

注：赞市中心医院护士长赵梅梅驰援湘阴

◎李胜华
仗剑向湘阴，天使逆行诛疫疠；

倾心医病患，仁风长拂佑康宁。

注：赞市中心医院组队驰援湘阴

◎晏军辉
毒雾漫全球，幸九州动态清零，恪守家门民尽力；

疫情牵万众，施百计筹谋决胜，联防国策党擎旗。

◎彭水洪
百业共联防，披此毒株，斩其祸根，最是关情须扫码；

八方齐守护，施之妙术，助以仁德，相为抗疫敢乘肩。

◎钱 前
众相芸芸，疫侵世界扰三载；

丹心耿耿，医拯黎民固九州。

◎刘明清
疫重时艰，控防合力祈无恙；

清零堵漏，医患同心贵有情。

◎方朝霞
盛世永延，白衣筑阵彰民爱；

疫情长控，绿码开屏固国基。

◎田兴隆
牢筑楚堤，使动态清零，浦东禁足；

严防晋竖，将静怡汇总，闸北封城。

◎李红梅
城乡扫绿码，处处测核酸，杏林复出愁何在；

市井摆长龙，声声鸣战鼓，冠毒未除誓不还。

◎罗时立
绿码畅行，还须口罩经常戴;

红旗漫舞，誓把瘟魔彻底歼。

◎张成保
防疫毒，行程扫码；

灭瘟神，控局封城。

◎蔡均瑞
毒噬申城，鉴丹心抗疫，八面驰援倾大爱；

凶追祸首，施动态清零，万方踔厉破坚冰。

天空淡蓝

慈氏塔暗灰

阳光稠白

塔身吐出块块白斑

慈氏塔的故事

有的从砖缝的绿植里长出来

随风飘落的几片叶子都有唐宋遗风

都是从一千年前的根系里长出的脉络

有的踩进了石板路上

成为凹凸不平的麻印

还有一些演变成了

湖南湖北几个地方的方言

像散落在洞庭南路的

鱼巷子、旧码头、红船厂、岸驳

货运仓、湖北佬鱼馆和

挂在鱼馆门上的酸菜咸鱼

慈氏塔站立洞庭湖畔

一只如焰火的丹凤眼

慈善地凝望着湖水

慈善地凝望着岸上世世代代子民

雨躲不开

春寒仍在料峭

一年中用汉字概括雨的节气

大雪造访了三遍

又以另一种身份莅临

雨丝细细密密

一幕推走另一幕，雨滴

叩醒池塘

刷得路边衰草都抬起了头

这场雨来得特别快

积雪还未完全隐退

鸟雀的舌头刚伸出来又缩回了嘴里

寒冷的树杈像一根根冰硬在天空的

铁棒

雨像一口口细针

沉睡的大地需要针灸

年青时喜欢雨

冷雨中找宁静的感觉

滂沱大雨中获取奋斗之乐

喜欢在雨中注视那扇不常开的窗户

喜欢看雨水灌满你眼窝的样子

人生多少次被淋成落汤鸡

青春时，可以躲到妈妈怀里

中年时，可以躲到故乡怀里

如今天空没有遮掩

你必须变成一把伞

面对一场场雨

良心堡赏油菜花

呼朋引伴

太阳刚刚洗完脸

我们就落在了洞庭湖之心

良心堡镇。一万亩冲击平原仿佛一床

金色稠缎

油菜秆举着金黄的钱币

阳光下特显富贵

阳光微晕，花浪微晕，幽幽的香气微晕

齐盏盏的黄金让

蜜蜂怀孕，游人沉醉

人在花中，花没人头

不知道人潮在金浪中拥挤

还是金浪托着人潮在游弋

什么时候这盘中之物

变成了眼睛之宠，吸引游人如织

油菜花，油菜花，你那么令人陶醉

望一望这金色的波浪

就想起童年的饥饿

童年的油菜花是我姐姐的名字

为了一斗麦粉度过半月饥荒

十六岁的姐姐嫁给了叫麦子的姐夫

痕 迹

侯鸟搏击天空

与一群鱼的游弋

有什么区别？鸟群

在天空穷尽变小

鱼儿躲藏在芦苇里

天空和大海都不留下划痕

鸟类活着

就想在天空胡乱涂鸦，与鱼的梦想

有什么区别

八骏图里的八匹骏马

曾经疾驰于北方大草原

浅草把相机举过头顶相送

千里旷野历经征战

杀戮，然而哪片草叶上留下

马蹄疾行的嘚嘚声

战马的嘶鸣仍在草原上空彻响

我们活着，在某一缕青烟下遇见

推动诗歌烧酒和口水交换

我们交换喜悦却从不交换眼睛里的苍桑

几千年过去，圣人留名，天空依旧

古今多少事，淹没于尘埃

没有一位圣人不心知天空隐于无形

每天吃着五谷杂粮活着

天空没有留痕

是因为天空博大精深

人间精彩演绎一幕推走一幕

每个人只是匆匆过客

信步走进陶然亭

只见满园春色醉游人

沿湖沿岛画里行

深的绿浅的青

遍地草木连成片

衬托百花娇艳

潜鸭岸边戏蒲草

鸳鸯湖中秀殷情

浅水一湾鱼群乐

湖底深深铺蓝天

青青翠柳

丝丝长发钓白云

依着拱桥观溪泉

幽静处听风声

水问叠石几度春

石奇亮纹身

嫩枝翘首赞古槐

布谷鸟声声歌声清脆

给春天配音

一群仙女头饰樱花

钻进花丛间

牵手丁香媲美海棠

欲与玉兰比身姿

陶然亭

故事越千年

今春写风韵

烟藏古寺绘妙境

树倚深堂人陶然

陶然亭
◎胡佑爱

春天，漫山遍野的青草拔节生长，恣意欢悦

地铺陈，而老屋屋前屋后的香椿树从季节里苏醒

过来，抽出了嫩嫩的芽。

那天和三五朋友餐聚、小酌，餐桌上有一道

香椿炒鸡蛋，我说，家乡的香椿炒腊肉味道好极

了。同志哥耶，我可从未听说过香椿炒腊肉哩，

友人惊呼。可我的的确确吃过香椿炒腊肉，那滋

味悠长，香香的、脆脆的。

谈起家乡的香椿炒腊肉，一股浓浓的乡愁在

心里头弥漫开来，记忆的小船荡呀荡，荡到十多

年前的春天。

人间三月天。窗外的树木绿荫如盖的时候，

花儿的清香仿佛在提醒我们茣负春光。我和妻

果断作了个决定，下乡去。

小车在岳平公路上行驶，我从车窗往外张望，

一掠而过的绿色田畴，让人格外亲切。离故乡近

了，高高的山一座座橫亘在眼前，流云在山峰上缭

绕，浓厚的绿色铺展开来，鸟儿怕惊扰了树木的宁

静，轻轻地相迭啁啾。前头不远处就是老姐家，连

绵不绝的竹海，漫山遍野的果木，清澈的溪流，村

在林中，林在村中，好一幅美丽的画卷。

弃车，步行，沿水泥路朝前走十几步，突然，

醇香扑鼻，“这不是香椿树散发出的香味么？”妻

深深吸了口气兴奋地说。哟！公路两旁一排排

香椿树像哨兵一般挺立，大的碗口粗，高的三丈

许，枝头上绽出浅绿、奶白、鹅黄的嫩芽。

我们的不约而至，老姐既高兴又惊讶，立马

吩咐小孙子去镇上买肉、买鱼，我连忙制止：“姐，

实话实说，我们在城里大鱼大肉吃腻了，弄几样

乡下蔬菜就行。”我望着小洋楼对面地里几株勃

发嫩芽的香椿树说，眼下正是吃椿季节，摘下它，

来一盘椿尖炒鸡蛋，外加两样青菜，荤、素搭配，

岂不美哉？老姐连连点头：也是，也是。

提起椿尖，往事便一幕幕袭上心头，让人百感

交集。小时候，每到早春二月香椿嫩芽勃发时，我

总会提着小竹篮，随母亲到一里外的山坡上采椿，

我像猴子似地爬上椿树摘椿芽，母亲站在树下

接。有一回，累了，坐在草地上歇会儿，母亲便跟

我讲起乾隆皇帝的故事。她说，相传300年前乾隆

下江南，微服私访，途经一小镇，在一家小饭馆用

餐，其中就有香椿炒腊肉、香椿炒鸡蛋。乾隆对这

两样散发独特香味的菜非常喜爱，食之，龙颜大

悦，连声称赞：好菜，好菜。于是，香椿做菜名扬天

下，春天吃椿就成了传统，一代一代传了下来。当

时，我听完这个故事，拍着小手激动地说，我也能

尝到皇帝老子喜欢吃的香椿了。

“我满载而归！”妻洪亮的嗓音把我从记忆

中拉回。“你们看这嫩生生、香喷喷的椿芽，多可

爱。”她像捡了金元宝似的，喜滋滋地提了一小

篮椿尖进屋。旋即，老姐在厨房生火做饭，炊烟

袅袅。妻也没闲着，忙乎着将香椿洗净、切碎，

装入蓝花瓷碗，加适量芝麻油、盐、醋、辣椒酱，

拌匀，很快成了一样香喷喷的香椿凉拌菜。老

姐毕竟是做菜高手，带几分自豪的口吻对妻子

说，我教你做“香椿炒腊肉”吧。我和妻一听感

到愕然。虽传说乾隆吃过，但史上没有记载，也

无从考证，老姐要做，那就试试，我向妻递去鼓

励的眼神。

老姐在一旁指点，妻卷袖上阵，先将洗净的

椿尖腌一会儿，切成小段放在瓷盘备用。再将一

小块焯过开水的腊肉切成薄片，倒入锅里翻炒，

待腊肉片炒成六七成熟，呈黄褐色之后，把椿尖

倒进锅里一起爆炒，再倒入一些清水，然后加进

葱、蒜、姜丝、辣椒和少许老抽，一并快速翻炒后

装盘，一道美食就做好了。香椿炒腊肉盛在瓷盘

里，芳香四溢，色香味俱全。腊肉和香椿这两样

食材碰撞，撞出香盈盈的火花，在我看来简直就

是天底下最好的美味佳肴。

游刘备洞
◎陈广生

烟 花 三 月 ，春 和 景

明，湘北大地，晶亮葱蒨。

我的故乡张谷英，更

是如诗如画，气象万千。

她不仅有巍巍群山、幽幽

峡谷、淙淙清流，而且名

村、名人、名景享誉中外。

这一段，连续一个多礼拜天

晴日丽，应好友之约，踏霞沐露，轻

车简从，目标市区东进六十公里的刘备

洞风景区，去观光游览，放飞心情。一路上，车道

两侧一眼望不到头的油菜花和交替穿插、风姿绰约的桃红柳绿，把原野妆扮

得娇翠欲滴、流金溢彩。沿途麻鞭水响、人来人往，满屏的农事图景。

刘备洞，原名陡石口，位于岳阳县张谷英镇莲花湖村，比邻湖北江西两

省，距“天下第一村”张谷英民俗文化村仅六公里，与天岳幕阜山一脉相承。

我老家就在刘备洞隔壁，孩提时，夏天约三两发小或直奔山口水潭下游泳降

暑，或爬上半山腰的凉亭仰卧在石板上歇凉。听老人们说，三国时刘备一行曾在

此避暑……那里确实僻静、清幽，冬暖夏凉。直到本世纪初，刘备洞才开始开发。

欢笑中，弹指间车停在了景区门前。下车驻足而立，仰望前方：峰峦叠

嶂，烟霞缥缈，乔木森森，溪水如练，与身后的丘陵形成了鲜明对照。

刘备洞霓虹闪烁，石笋巍峨，青松隐隐。暖雾升扬的人造隧道是通往景区的

唯一入口。洞貌狭长深巷，帘幕重重，日影茫茫，将人一下子拉进了梦幻世界。

出得洞穴，豁然开朗，俨然一个小平原：左边几坡梯田，右边数块果地，

中间一潭碧水。粉艳桃花，开屏孔雀，水榭楼台盛装迎客。

湍急的溪流，来到宽阔的峡谷口深潭作短暂休闲后继续向下游港堰前

行，浇灌庄稼。潭水清澈见底，深一米有余，扔个伍角的硬币，其表面文字

仍清晰可见。潭中鱼儿见到观赏的游人，临渊起舞，搏浪欢歌，似乎在向喧

嚣闹市而来的我们炫耀自己在这原生态环境中健康、悠闲、幸福的生活。

走过峡口小平原，一条蜿蜒曲折的蛇形石道延伸在愈来愈窄的峡谷岩

边，两岸青山环抱，错落有致排列在湾道两旁的松杉，像亭亭玉立的迎宾小

姐，恪尽职守，迎来送往。茂密的森林把往返的游人掩映在绿荫丛中。

穿越漫长的蛇形隘道，到达峡谷终端，举目凝望，波涛翻滚的瀑布像白

色银幕横挂眼前，溅飞于峭壁的瀑花与树隙间折射的阳光交相辉映，如海

潮拍岸，星辰闪烁，异彩纷呈。瀑布垂直落差比名瀑虽略逊一筹，但梯进式

的岩石掀起的水浪恰似黄果树瀑布群的缩影。瀑布左岸自然铺砌陡而宽

的石梯，年长者行走会有些吃力，梯面五六个人可并排行走，如果一家人同

游，来个登梯比赛，肯定别有一番情趣。

据说刘备收复长沙四郡时，因连日苦战，人困马乏，行至梯顶，顿感心旷

神怡，即令士兵打桩立柱，搭建亭阁，供其与军师休闲、议事。后清朝官府动

员当地绅士捐资改造成可供过往商人茶水和食宿的凉亭兼客栈。站在凉亭

凭栏瞭望，飘逸的轻云中，群峰林立，犬牙交错，四面此起彼伏的燕语莺声，把

静谧的群山装点得琴韵悠扬。俯瞰亭下，幽深的刘备洞峡谷全景尽收眼底。

刘备洞景点点多面广：战鼓亭、关公庙、将军桥、石姑庵、神泉井、桃花

岛、观音殿景景奇妙，令人应接不暇。

“天子脚印石”是刘备洞的压轴景点，不观赏“天子脚印石”等同于枉来一趟

刘备洞。“天子脚印石”最具传奇色彩，据野史云：刘备在此闲憩几天后，神清气

爽，战力大增，一日，在路边横躺着的青石板上舞刀弄枪练功时，突来兴致，用力

连踩三步，身轻如燕般跃过了三丈多宽的峡谷，站立在对面的石柱上，起飞时刘

备在石头上烙下三个脚印。至于当时刘备的神力是何人相助，民间流传较广的

版本说，刘备怒吼三声，震动了天庭，玉皇大帝速命观音急唤方圆百里的土地菩

萨聚集仙气加持刘备，从而留下了这一千古奇“印”。三个脚印的行距、大小，印

痕深浅基本相同。脚印长二十公分，脚印深不小于一厘米。至今，虽经受了一千

多年的岁月和风霜雪雨的侵蚀，但石板上的脚印仍形状如初。

刘备洞是个旅游休闲的绝佳场所，人虽然在回家的路上，心却留连在

景区，其秀丽的风光，特别是三个到如今未解的脚石印之谜让我感觉韵味

无穷。往后，只要有人约我逛刘备洞，我绝不打推辞。

这一江碧水（外一首）
◎吴 磊

慈氏塔（外三首）
◎毛一民

兰兰 保保 摄摄

香椿炒腊肉
◎万 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