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孔帆升（通山）偶遇湄溪
湄溪并不远，就在县城城郊西南，处于通

山县十八条畈之一，面积三千余亩。湄溪人
在国道旁立了个“乡约湄溪”的牌子，顿时让
人刮目相看，心想这山村文脉深厚呀，会吸引
人，是不是值得一睹风采呢？

在村头“大路李”庄名下，我与当医生又
写文的李细三电话，报告已来他的家乡，他安
排好手头事就赶回与我一道重温湄溪。这湄
溪水源来自雨山水库，溪畔蓄了若干年的槐树
杨树林，栽下的堤竹，早已与溪水一道成了村里
最亮的风景。一家人或三两好友，荡进林荫
中，慢慢消磨时光，倒也是蛮有诗情画意的。

此时是一夜入秋，由伏暑转入秋凉，刚下
的一场秋雨铁定把秋拉进了山村，微风轻拂
携来几分凉意。农人们秋种秋收正当其时，山
岔田里一坨白色的烟雾，在锄头挥舞的田块里
散开，脚下收过的土地被整得精细，播下了菜
籽。土地降温了，湿润了，等着种子下地着床，
长出属于寒冷季节的蔬菜。谁说这些菜只是自
给自足呢，将来会大包小包捎给亲朋好友的，
实在吃不完就喂猪，你说这乡猪肉味道如何？

我立于村中环顾四周，估摸湄溪村是由
连绵的矮山连成的一个大圆，绿色的屏障圈
住一个盆地。此刻，光阴回不到从前，在田里
已感受不到季节带来的农忙与农闲，我能感
受到的是村民的悠闲。即便干农活的人，也
早已没了昔时农人的急迫匆忙与劳累，倒是
有几分惬意从他们身上散发出来。干活变成
锻炼，变成生活点缀与乐趣，这是不是一种小
农幸福呢？采菊东篱下的人，追求的不正是

这样一种闲适自在的生活吗？
临近正午，村里的风开始勤勉起来。一

阵一阵拂过山林与土地的风，送来凉爽与清
新，用炊烟把村庄唤醒。人们闲闲散散地收
着，割谷，挖花生，晒花生，剥玉米，晒玉米，打
枣子，挖那受过干旱的红薯。牛埋着头啃草，
几个村童农夫相伴着在禾场溜达，飞过的鸟
儿也会停在屋后的林子里唱歌。像我所见的
所有鄂南乡村一样，湄溪村寂静而悠闲。

在村庄里转了一圈，听老人讲祖人故事，
又转到湄溪的溪。常年流过的溪水，低到村
庄脚下，贴着地心涌动，一路不停地与村庄絮
语温存，那欢快的样子总是对人有某种欣悦
的倾诉。莫不是，要向站在溪边沉思的旱鸭
子的我炫耀什么，又或是喻示那贴近土地的
从容，是我难以企求的。

脱下鞋，沾上泥水，村庄更彻底地融入我
的血脉，我与当地人拉近了心理距离。乡人
每到一处总是要指点山水，说说风水与祖辈
大人物。我不得不说，所谓风水，不过是秀水
奇峰，山脉走势、山体构成与村庄搭配得和
谐。湄溪若有风水，那也是保护大自然的结
果。满山的槠树、松树郁郁葱葱，溪流与水塘
遍布山垅田岔，这是要给人多么畅意的心
境！在如此静谧的小村庄里，能没有好心情
持家教子吗？生活在山清水秀地肥田美水润
泽之地，人岂有不积极向上的？这好山水好
人心就是润泽天才的好地利，有此宝地，还有
什么侍郎、名医、一门五进士不能出的呢？

翻开古县志与宗谱，这方土地上一脉相

承着不少的传奇人物。几百年过去，人们还
在传诵。朱家庙人翻出宗谱，查到明代政学
合一的侍郎朱廷立祖上立业于此。在我，则更
欣赏朱希敏先生严谨创作的《朱廷立传》。朱廷
立告老还乡后寄情山水，游历乡野，走亲访友，
书画吟诗，酒歌互答，畅意人生，一种放下之后
彻底放松的人生况味，如夕阳般绚丽迷人。比
如眼前，外面世界跌宕起伏，盛也衰也皆忽忽，
独此山中安然十分。我羡慕这种牛羊出圈，鸟
儿在林，山中人在炊烟中慢慢老去的生活。

李细三的相伴，让我不止于浮光掠影，而且
了解了当地人。“种德堂”文化礼堂靠自愿集资
建成，古色古香纯原木结构，精致的布局，通山
本地传统木雕雕花，大理石地面，工整，大气，堂
皇。“大路李”群众不等不靠不要，自己的事自己
干好，大家伙的事大家齐出力。他们谋划把“金
盆养鲤”的设想变为现实，实现村庄污水处理，
并用南山垅山泉水养鲤。鲤与李谐音，寓意用
自己的力量改善人居环境，打造一口活水池塘
兴李养李。这个设想很快会变为现实。就是在
经济还不宽裕的1980年，当地人用三年多农闲
时节，自发建起一座石桥，方便河上交通。

湄溪人的热情也是地道的细水长流，初
次就好，再次如常，久之就如同亲戚了。在农
舍里，一桌菜馋得人胃口大开，清炖的土鸡，
爆炒的腊肉，现摘的豇豆，溪里的小鱼，新打
的再生稻米饭。酒一轮轮地敬，礼一遍遍叠
加，直喝到意尽礼圆为止。

这一刻，我等把纷杂世事全放下，人生从
简，仿佛朱廷立就在前头行吟，一路清风丽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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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艳(温泉)

炎炎夏日，我去十六潭公园晨练，只见
花廊上凌霄花三三两两地开放，栏杆上、花
架下，粗藤缠枝、藤蔓交错，摇曳的凌霄花展
现独特的魅力。一串串，从木架上垂下来，
像一个个倒挂的金钟。饱满的花朵、娇娆的
花瓣、嫩滑的花蕊，被绿叶簇拥着，欢欢喜
喜，一派祥和。喇叭状的花冠，或两两对开，
或三五一簇，如一群扎着红绸的小姑娘在捉
迷藏，这里冒个泡，那里露个脸。我被清晨
的点点橙红所吸引，不觉停下了前行的脚
步，匆忙打开手机，悄悄走近它，拍下了一张
张带着露珠的“精灵”。

这片凌霄花，像支支小喇叭，两个、四个
甚至更多地扎在一起，在墙头或瓦片上，朝
上、朝左、朝右，迎着阳光吹出了一片亮丽。
也像可爱的小铃铛，招人耳目，摇响了快乐
的铃音。这些小精灵，有的聚在一起，叽咕
着趣事；有的挂在枝头，悠闲地荡秋千；有的
向上伸展，跟云彩一起嬉戏。无论在哪，都
与周边环境相映成趣。

有人说，凌霄花，是开给蓝天白云的。
花开处，晴空旷远；花落时，清净澄明。再次
见到凌霄花，就是这样一种意境。一个阳光
灿烂的中午，车行路上，我在车里焦急地等
待红绿灯。此时，打开车窗，一簇簇火红点
缀着碧绿映入眼帘，我顿觉惊喜。路边院墙
上，丛丛凌霄昂首绽放、灼人眼球，以花瀑之
势，向路人展示着艳丽与华贵。满墙红花绿
叶，铺成了一幅色彩斑斓的风景画，成为创
建文明城市的一个美丽符号。因居向阳之
地，这片凌霄花以明亮的色泽和惊世的容
颜，让每位路人为之驻足，倾情仰慕，也让我
游离的目光转换成久久地凝视。

一直以来，我喜爱藤本植物，那些弯弯
曲曲、缠缠绕绕的木藤，藏着太多的秀美、内
敛与遐思，也透着如水的温柔和深情，让人
无比怜爱、意乱情迷。藤的缠绕让植物界呈
现出多样的状态和无限的可能，一根藤的蔓
延可能带来一树叶的繁茂，一根藤的攀援也
会带来一片花的精彩。此时，不妨将凌霄的
一抹风情锁进记忆，细细品味它的内涵。凌
霄花的盛开，经过千锤百炼，历经冬日的蓄
藏、春雨的摩挲和夏夜的酝酿，熬过千辛万
苦，才呈现出千姿百态。近五个月的美丽花
期，无藤可比。此刻，它倾泻而下的蓬勃气
势，奋发向上的进取精神，不正契合我们的
心境？

说起凌霄，人们对它有些争议。有人认
为凌霄攀援很高，有凌云之志、志存高远；有
人认为凌霄依附外物向上生长，有“攀权附
贵”之嫌。贾昌朝的《咏凌霄花》——“披云
似有凌霄志，向日宁无捧日心。珍重青松好
依托，直从平地起千寻。”道出了他对凌霄花
向上、忠心的赞美之情；颂扬了凌霄花依托
青松向上发展，有自知之明、不居功自傲的
谦逊品格。而白居易的《咏凌霄花》，则以凌
霄攀附树身生长告诫世人，“一旦树摧倒，独立
暂飘飖”、“寄言立身者，勿学柔弱苗”，提醒人
们任何时候不要依附，要靠自己。确实如此，
然而人生何曾都如意，弱质未必不凌天。

从某个角度上说，我认为这些争议都是
凌霄带给人们的正能量。凌霄，属于藤本植
物，其特征是植物体细长，不能直立，只能依
附别的植物或支持物，缠绕或攀援向上生
长。这些是它与生俱来的特性，不可否认，
无法更改。虽不能独立支撑，但成长充满激
情、“给点阳光就灿烂”，无惧风雨、不畏寒
暑，对自然环境有良好的适应性。如果给它

“平台”，就能释放潜能、乘势而上、凌空而
起，开出最美花朵。开花期间，它不会不愠
不火，更不会不明不暗，只会让花颜亮到极
致，花姿美到无瑕。凌霄，无论在哪，开花，
就要美到爆棚；开花，也要惊艳时光。难怪，
李笠翁曾评价，“藤花之可敬者，莫若凌霄。”

漫长的夏日渐行渐远，凌霄用绵薄之
力，撑起了这一季花事的艰难历程。待到明
年，清风徐来，柔花摇曳，我必用温柔的双
眼，与凌霄来一场灿烂而浪漫的邂逅，深情
体会“凌霄托高树，引蔓日已长，缠绵共夏
荣，幽花蔼敷芳”的美好意境。

■石丹峡（温泉）蝶变泉塘

夏日凌霄花

十多年前，我从外地调回咸宁温泉工作。
第二年秋，我家搬迁至岔路口塘角路一带小区
居住。伴随城市发展，昔日的荒凉之地如今成
了繁华闹市区，所在小区周围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如今，城乡建设发展日新月异，小区
周围的变化就是其中一个缩影。

如今，我们在塘角路居住了整整十五年，
亲眼见证了温泉城区的变化，特别是塘角路一
带的新变化。刚来时还没有塘角路，随着城市
建设发展需要而建成一条宽阔的塘角路，这一
带隶属泉塘村，村子离繁华市区的中百仓储商
场、市中心医院、长途客运站和鄂南高中并不
远。地理位置得天独厚，百姓进城办事特别方
便，可谓是一步之遥。

当时，村里有一条简易的水泥路，路窄坑
坑洼洼，路面破损严重，行人走路，稍不留心就
有摔倒的可能。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那就是

“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行车和步行都不
方便。村子的正南面，既是一大片高低不平的
田地，又是不长庄稼的黄土坡，因此，田地大多
无人耕种。东侧是外环山丘林木，山上有大片

杉木和松树，以杉木为主，北面与杨下村接壤。
我们单位小区的位置原是泉塘一组的一

块水田，那是填土加高建成的。刚来时，小
区只有一栋楼房，其余的正在建造当中。我
们这批从外地调来的同事只好租住房子上
班，很不方便。因我的祖籍在咸宁，市里有
亲属，因而总算有个落脚之处。据说之前，
除泉塘村和杨下村外，东、南、北三面全是田
地、土丘或山林。

十多年来，咸宁温泉城区发展很快，变化
很大。市政府聚焦为民办实事，重建了市中心
医院、长途客运站，建起了传媒大厦，新建了十
六潭公园，改建了多个菜市场，还新建了多处
居民高档小区和学校，高铁和城铁也陆续通
车，大大方便了人们的出行和生活。市民和百
姓切实感受到了发展所带来的福祉。

泉塘周围的变化更大，新建的塘角路又宽
又直，连通贺胜路和外环公路，一栋栋高楼拔
地而起，如新建的航天花园、恒大名都、南苑公
租房、香城学府、华夏御景等居民小区。随后
又新建一所咸宁市香城学校，与岔路口中学连

成一起，学校门前右侧的一块坑洼荒地，也变
成了休闲娱乐健身场所，还建有一所公厕。周
围小区都成了学区房，子女上学非常方便。东
外环的公路扩建得特别宽敞，车辆通行分单行
道，另有专用人行道，每天早晚有不少人在人
行道上晨练和散步，市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大大增强。

桂花之乡咸宁变得越来越美了，泉塘变得
越来越繁华了，市民的生活也越来越富足了，
我爱泉塘我爱家乡！

■徐亚雄（崇阳）大集山晨曲
清晨，在花香草翠的大集山，蜜蜂嗡嗡的

辛勤地采蜜，蝴蝶正快乐地忙碌着，一些不知
名的鸟儿也在歌唱。我突然想起唐代诗人李
涉的诗《题鹤林寺僧舍》：“终日昏昏醉梦间，
忽闻春尽强登山。因过竹院逢僧话，偷得浮生
半日闲。”当你放慢生活的脚步，仔细观察周围
的一切，你就会发现世界原来是如此的奇妙。

当晨雾悄然降落，朝霞沐浴着茂密森林
的时候，城市的人们如同被闹钟唤醒，开始了
崭新的一天。听，青翠的绿叶间，蝉鸣阵阵传
来。看 ，五彩的花朵上，金黄的蜜蜂正在辛勤
地劳作着。森林里弥散着浓密的雾气，敏捷
的“猎人”蜘蛛，在丛林的树木枝杈间精心编
织着一张张大网，如同在乐谱的休止符间，悄
然等待着猎物落网的音符响起。穿行在露滴
闪烁的绿叶间，蜻蜓优雅的舞姿，在欢快的森
林旋律伴奏下，显得格外楚楚动人。

大集山森林公园，耸立在繁华的城市一
隅，给城市居民提供了一个放松的地方。漫
步在大集山公园，生活节奏缓慢得多，看不到
行色匆匆的人，目睹悠哉游哉的人们，呼吸着

新鲜的空气，享受惬意的晨光，让繁忙的人们不
得不羡慕和留恋这种悠闲自在的生活。即使是
森林里的绿叶也在拍打着悠闲的节拍，宛若行
云般的歌唱；大集山森林公园，既置身于闹市中
心，又似乎超然世外，哪怕是初来乍到的客人，
也不知不觉地融入到这种悠闲的生活中。

倘若不是亲临大集山，很难发现在车水
马龙、钢筋水泥的城市，还有这么多人类的邻
居，昆虫朋友们正在忙碌着建设另一个绿色
的“世界 ”。正是昆虫的勤劳，让人们的城市
生活变得更加生动。宁静的清晨，仔细聆听
大集山欢快的晨曲，既是那么触动人心，又是
如此曼妙动听。倘若不是登上了大集山，更
不可能俯瞰到城市的繁华，看到城市纵横交
错的街道和四通八达的路网。纵观城市全
境，城市的街道上商埠林立，街道错落有致，
宛若从悠远的历史长河中延伸过来的。被时
间和历史雕琢的城市，不知承载着多少历久
弥新的故事，演绎了多少人文历史典故。

大集山公园聚集300多树种于一山，融
汇200种奇花异草于一园，既是市民节假日

放飞心情的好去处，又是一个内涵丰富多彩
的文化公园。 清晨，沿着水泥阶梯拾级而上，
公园里已聚集不少人：仙风道骨鹤发童颜的
老人挥拳脚踢运气丹田，如仙鹤展翅锻炼身
体；头戴布饰身扎腰带的红男绿女翩翩起舞
载歌载舞，歌舞升平歌唱幸福的生活；小巧玲
珑的文化公园仙气氤氲，轻歌曼舞音乐四溢，
犹如高山流水，呈现出一派和谐优美，动中有
静，静中有动，精妙绝伦的美丽画卷。

太阳冉冉升起，晨练的人们悄悄离去。
在鸟语花香的公园里，唱歌、跳舞、读书、恋爱
……男女老少在此享受着最美的时光。瞬
间，一个长发飘飘的少女跃入眼帘。少女容
颜如花，手卷书籍伏案思索，几瓣鲜花飘洒在
她身上，剪影是那么优美，意境是那样清丽。
那空灵的明媚双眸，清纯得就像一朵水莲花
煞是可爱。

登上大集山眺望，山外有山千回百转，朝
霞沐浴着繁华的城市，让人感觉置身大自然
的怀抱，宛若进入世外桃源，给人一种特别的
舒适和温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