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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把所有

的热量悉数注入土

地的血管。有了骨

力的土地，长满了

翠绿的文字。

没有一丝凉意

的风，携着一股热

浪，把山川冲刷成

一幅水墨丹青——

镰刀刈吻过的

麦子，以一种躺的

姿势，再次接受泥

土的抚爱，欣然地

用 灵 性 的 肢 体 语

言，描摹着这个季

节独有的风采，覆

盖海子的麦地。

蟋蟀，停止了

啁啾。

蝉鸣，却叫得

欢快。

压不弯的腰，

流不尽的汗，擦亮

村庄的门楣。

一群率性的汉

子和温婉的女人，用

汗珠的光泽，照亮了

村庄和原野的夜。

粗狂的爱，如

牛羊的欢叫，编排

了山村别致的一场

大戏。

寂寥的土地，

早已按捺不住银镰

挥舞的欢喜。

舞动着风雨，

勾勒出山里人的庄

严、威武和雄壮，触

动诗人们搁置多年

的笔墨纸砚。

日渐走向季节

的深邃……

雨，是大自然的赠礼，是乡村

生活的情感符号，是孩子们童年

的美好回忆。在乡村，雨不再是

城市里的行色匆匆，而是一首悠

扬的田园诗篇。

春雨绵绵，润物无声。春天的

乡村在雨的滋润下显得更加生机

勃勃。雨丝落在稻田上，像轻纱一

般，将一片片绿色的稻田覆盖；落

在菜花上，将金黄的花瓣洗得更加

鲜艳；落在竹林里，将起起伏伏的

竹叶洗得更加翠绿。雨丝形成一

串串水珠，滴答滴答地落在青石板

路上，像一首轻柔的摇篮曲。

夏天的乡村，雨水如诗如

画。清晨，雨滴落在荷叶上，像一

串串晶莹剔透的珍珠，娇羞得如

同花季的女孩。中午，雨滴落在

稻田间，像一缕缕清新的空气，仿

佛置身于天然的氧吧。傍晚，雨

滴落在池塘里，青蛙呱呱地叫着，

鱼儿探出头来。在夏日的雨中，

乡村变得更加宁静和美丽。

秋天的乡村，雨是丰收的使

者。秋雨绵绵，将一片片金黄的

稻田映衬得更加耀眼，那低下头

的稻穗，是农民伯伯辛勤的耕

耘。秋雨将一串串硕果洗得更加

鲜亮，那一颗颗果实，软甜无

比。秋雨还将一片片枫叶染得更

加火红，与夕阳的红映照在一

起，将天与地染成一个颜色。在

秋日的雨中，乡村变得更加热闹

和繁华。

冬雨萧瑟，将一片片枯黄的

树叶覆盖，零落成泥，与土地融为

一体。冬雨下在道路上，将一条

条冰冷的道路凝固，将一片片洁

白的雪景映衬得更加妖娆。在冬

日的雨中，乡村里不仅有冰冷和

沉静，更多的是神秘和浪漫。

雨中的乡村，是一个美丽的

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每一滴雨

都是大自然的音符，谱写出一曲

曲美妙的乐章。在这里，你可以

感受到生活的宁静与和谐，可以

感受到生命的成长与繁衍。在这

里，你可以坐在马头墙的青石路

上，寻找自己的归属感与安宁感。

雨中的乡村，是一个回忆的

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每一滴雨

水都伴随着童年的快乐与少年的

成长。在雨中奔跑的孩子或许会

离开乡村，会有一把随身携带的

雨伞，但曾经的记忆不会模糊，反

而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更加清晰。

□□ 汪亭最珍贵的礼物

大学毕业那年，我没有选择在城

市扎根，而是跑到偏远的山区小学去

支教一年。那年教师节上午，我给二

年级学生上课。

那天我走进教室，发现比平时要

安静些。我扫视了一下每个学生，有

的在看书，有的在玩铅笔，还有的在

窃窃私语。我拍了拍备课笔记，笑呵

呵地说：“同学们，上课了！”

这时，坐在前排的学习委员，轻

轻地说：“老师，教师节快乐！”她的

声音清脆甜美。我微笑地说了句

“谢谢”。

小女孩站了起来，转过身，朝同

学们喊道：“今天是教师节，让我们祝

汪老师节日快乐。”整个教室顿时响

起了一阵参差不齐的掌声。

“老师，我们没钱买礼物，所以

在自己的作业簿上写了节日祝福

送给您。”小女孩害羞地望着我，从

课桌的抽屉中拿出一沓作业本递

到讲台。

“老师，祝您身体健康，万事如

意。”这是坐在最后一排男孩写的。

他的字写得很大很潦草。

“亲爱的老师，我代表爷爷奶奶

感谢您来这里教我们知识。”一个斯

文腼腆的留守女生这样写道。

十几本的作业簿上，有两个学生

用蜡笔画出飞机和房子。一架飞机

是平时上课喜欢找同桌说话的调皮

男生画的。

画房子的是一个单亲男孩（妈妈

在他两岁时外出务工，至今没回家），

他在“房子”边写道：爸爸在城里盖房

子，等过年回家我让他盖一栋大房子

送给老师。

我的眼睛刹那有些湿润。

最后我看了看学习委员的作业

本。纸上画着一颗红彤彤的“心”。

我问她：“你为什么画一颗‘心’送给

老师呢？”女孩眨着大眼睛，语气甜甜

地对我说：“老师，心是代表爱，我要

送爱给您。”

拿着十几本写着祝福的作业簿，

望着讲台下一张张天真可爱的脸，我

感动不已。

这所村小学就一幢三间两层的

红砖房，教学、办公和住宿都在一

起。学校总共只有三个班，一、二、三

年级各一个班，四年级的学生统一到

乡中心学校就读。这里的孩子 80%
是留守儿童，而且家境非常贫穷。

下课后我回到宿舍，在微信上与

大学同学闲聊。他当时在省城一所

小学任教。我向他讲述了刚发生的

事，他十分吃惊：“乡村的孩子太纯朴

可爱了！”而他收到的教师节礼物是

十几束鲜花和一盒巧克力，更有家长

微信发红包，但被他拒收了。

看了看窄小简陋的办公室兼宿

舍，我再次翻开孩子们的作业簿，心

中五味杂陈，久久不能平静。

作业簿上的一份份祝福是一颗

颗真挚无邪的童心。这颗颗童心，是

我收到的最珍贵的教师节礼物。与

那些鲜花巧克力相比，这些礼物更香

甜弥久。

■■ 马占国

秋天的细雨

滴滴答答的秋雨下了一夜

静悄悄的公园小径

落叶悠闲地飘扬

一缕儿炊烟扶摇而上

美得让人刻骨铭心耳记目详

一夜雨

细细的

像串起的珍珠

带来一丝丝的凉

秋天的小路

静静的

嵌着块块水晶

蜿蜒着通向远方

五彩的叶子

依着时令 散落在林间 路上

雨中的凄楚 或许

别有一番柔肠

带来别样的感觉

没有几人能忘

这样的日子 这样的时段

这样的气温 这样的时光

最适合与我的最爱漫步

踩着季节的节拍

倾听林中鸟儿在歌唱

瞄一眼

她依然俊美的脸庞

幸福的暖流注满我的胸膛

脚下轻轻滑了一下

我们即刻靠紧臂膀

爱的力量

让我们脚步不再踉跄

这一生 这条路

我们一直在相扶相傍

是的 有你在身旁

我就永远都骄傲的把头扬

就这样

走到地久天长

走到地老天荒

即使你我都坐在轮椅上

我们还会一起看春日赏秋光

稻田里的一棵凌霄花雨后开得

红艳，一朵一朵的花，点缀着绿油油

的稻田，仿佛是稻田的点睛之笔，吸

引着人们走向稻田中的凌霄花下，驻

足良久，只为表达内心无以言表的赞

美。凌霄花远观已经很美，而能在凌

霄花下，近距离地观察凌霄花红艳的

花朵，又比昨天多开了几朵，也许，这

样看似庸常的发现，还是给了人掩饰

不住的惊喜。

一个观光的人走过前往凌霄花

下的田埂时，从田埂边上的稻田里飞

起来一只白鹭。白鹭只是起飞，并没

有多少仓促，它围着稻田盘桓了几

圈，等观光的人走远后，又落回到从

稻田里飞起的地方。它几乎落在了

戴着斗笠间除稗草的稻农身边，它也

早已把稻农当成了自然与风景的部

分，不认生，不惧怕。稻农的亲和，也

让白鹭变得亲和。

稻田在玉泉山东侧，玉峰塔雄伟

地耸立在玉峰山顶，稻田和山塔相互

辉映，稻田边流过的北长河，也将水

源源不断地灌溉着稻田。这来自玉

泉山的泉水，养育的京西稻，成为了

北方稻子的一个重要品牌。在从前，

这里为皇家与达官贵人供应“御稻”，

如今，人们在稻田里休闲观光，自由

自在，不受约束，没有等级，神州“尽

舜尧”已不再是神话。

绿树围拢的稻田，倒影在稻田

里的玉峰塔，让这一方园地，犹如世

外桃源。在这里漫步或者劳作，一

切清新自然，在画面里似的，特别是

在春天细密的春雨中，稻田边桃花

朵朵，走在田埂上，犹如走在江南的

梅雨季节，更是别有一番韵味，不禁

令人吟诵起唐代诗人张志和的《渔

歌子》：

“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

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

须归。”

雨后的稻田田埂湿漉漉的，有点

滑，走路时得小心翼翼的。到了六月

下旬，雨水增多，几场雨后，青苔也在

人迹稀少的田埂上萌生，有时候一夜

就会冒出来一层翠绿的青苔。

有青苔的田埂充满了诗意，这

也是我每次都流连忘返在田埂上

的原因。来到稻田，不在田埂上行

走，总感觉会失去和稻子的亲近。

走在田埂上，也就走在了稻子身

边，很多时候，把自己也当作了一棵

行走的稻子，浑身充满生机和绿意。

在雨中，我戴着斗笠，斗笠上滴下一

滴滴雨水，而稻叶上点缀着一颗颗清

翠的雨滴。

在田埂上走着走着，抬头低头

间，稻子抽穗了，细密透亮的小小稻

花紧接着开放，那是你不蹲下来不会

发现的花朵。稻花散发出的新米的

香气，仿佛新米蒸熟时掀开锅盖冒出

的热气，那样诱人，勾起人们对米饭

香的食欲。

这样的时候，你记起那些晚春插

秧的日子。稻苗在插秧女的手中看

似天女散花，一墩一墩的稻苗散落在

水田里。然后，插秧女倒退着插秧，

手到处，她们让秧苗保持了一样的间

距和行距，整个插秧后的稻田里的秧

苗，排列得整整齐齐，在接受大自然

的检阅。稻田里，穿得花花绿绿的插

秧女，她们娴熟地插秧，低头插秧和

抬头舒展一下腰肢，她们也似插秧后

的稻苗一样整齐划一，这是这些秧苗

的诗行里的灵魂，引来“长枪短炮”追

星似的拍摄。

我想起后梁契此和尚的《插秧

诗》：

“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

中天。六根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

向前。”

多美啊，这插秧里也有了人生的

哲理和禅意。

天光云影，布谷声声，蛙声片片，

青绿的秧苗给大地布满了丰收的喜

悦与希望。插秧女从南方赶着季

节，朝着北方插秧而来，她们来自河

南信阳，不过从二月开始，她们从海

南插秧开始，一路往北在粤闽、江浙

经历三月的春雨，四月抵达苏皖，到

五月底来到京西插秧京西稻。她们

一路追踪着春天的足迹，一路花开，

一路有她们插秧后的稻田。她们娴

熟的技巧，把插秧当成了一种艺术，

她们有说有笑，一个人哼起了小曲，

其他人也自然而然地加入到吟唱的

旋律中，那里面有着一路跟随她们而

来的布谷鸟叫声的韵律，她们对土地

和生活热爱，对爱的期盼，对故乡的

思念，都在这些曲调里萦回，像她们

丰富的内心，摇荡在那些稻田的秧苗

与波纹里。

她们多像迁徙的候鸟，一路走走

停停，在大地上劳动，春天一路往北

布苗插秧，秋天又一路往南收割稻

穗。我也拍下她们劳动的剪影，这

美，胜过了所有的风光，她们排成队

低头插秧，她们和秧苗就是一行行最

美的诗句。她们行走在大地上，也倒

影在稻田波光粼粼的云天里。她们

像一字或者人字形排成列的雁阵，南

飞北归，以最美的姿态，给稻田里的

天空和大地无限的灵动和遐想。

劳动者永远是大地的主人，劳动

的美也永远是大地上最美的一道风

景。“四海无闲田”，却因为有着无数

劳动者的艰辛和付出，才为大地播种

了希望，才有了绿意盎然的春天和夏

天，才有了金色秋天丰收的大地。

走在田埂上，你会不自觉地蹲

下来，稻叶上晶莹剔透的露珠和精

致的稻花，让你的眼睛和味蕾都有

了不一样的相遇。你也可以非常近

地观察稻叶上红色的蜻蜓和迷你版

的蜻蜓似的豆娘。在这样的田园

中，每一棵稻子，每一穗稻花，每一

只翩翩飞舞的蝴蝶，都带着对劳动

者艰辛的致意。

相对着凌霄花树的一棵白皮树，

我从形色软件上查对时，说是一棵朴

树，我也有所怀疑。在深秋它落尽了

叶子，只拍摄树干是出不来结果的。

到春天，稻田已经开始蓄水，然后插

秧，新生的树叶满了枝条时，你又走

不到树的身边，无法准确识别出一棵

树。因而，几年里，这棵树一直成为

一个斯芬克斯之谜。也好，留点神

秘，也让我不会在园子里以为什么都

知道，什么都明白，也磨掉我自我满

足和骄傲的棱角。所以，我也并不急

于去认知这棵树。

我知道，这棵树与凌霄花一个

春天，一整个夏天，以及到深秋，它

们都相互隔着稻田面对着，它们怎

么打招呼，它们相互怎样的称呼，怎

样相互依存与安慰，我相信那是它

们之间的秘密。没有人去探究，没

有人去追问。它们在稻田里虽然不

是一个物种，却有着心灵里一样的

默契。每一次去稻田，我都会拍下

一张它们在稻田中的照片，我也能

感受到人如果遇到这样的知音，该

是多么幸运与幸福。

而插秧女，看看她们插秧后的稻

田，那些稻苗也会欣喜地若有所言，

若有感激，她们与稻苗也已成为了知

音。在白云蓝天与稻田间，她们喜悦

的心情，是只有她们与秧苗感知的，

那些欣赏风景的人是感知不到的。

她们游走在南北的稻田里，插秧

和收割，也有了对稻子的爱与恨。爱

是割舍不掉对稻田的感情，恨是一手

插秧的稻田又要离开。她们转眼离

开插秧的稻田，回首时，那些秧苗也

恋恋不舍。不过，等秋天回来的时

候，稻田，将以金灿灿阳光的热烈迎

接她们。

天涯诗海

名
家
美
文

(作者简介：郭宗忠，

军旅诗人、作家、书法家、

心理咨询师。当过记者，

做过副刊主编。毕业于解

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著

有诗集《回归》《隔世故乡》

等。数十篇散文入选多地

中考试卷。首届“剑麻诗

歌奖”得主，获“军旅优秀

作品”特别奖。)

阆中、广元、姚渡、渭源

一路读古色古香的名字

高铁连接现实的渺小与

铁马秋风大散关的雄伟

大西北，展现黄河的雄浑

戈壁的广袤与苍凉

走进西北，就走进边塞诗

与王维看大漠孤烟直

与王瀚骑马醉卧沙场

与王昌龄共寻龙城飞将

长安三万里，西北丝绸路

大西北，赓续汉唐的大气

一碗黄河水半碗沙

一阵西北风半个中国

在祁连大草原唱起

“失我祁连山……”

在英雄辈出的山河里

大西北，铁骨铮硬

大西北，不惧风雪

■■ 易云祥

兰州行

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石山镇昌

道村昌道岭上，有一张火山岩石“椅

子”，粗糙厚实，稳稳当当，系火山爆

发时形成。这座特殊的“椅子”被附

近村庄的人们称为“龙椅”。

昌道村是建新村委会的一个自

然村，是文明生态村的典型村庄。

近日的一个下午，与建新村委会负

责人联系，说出了到昌道岭登山参

观、拍照等之意。他爽快地答应了，

但马上告知，说昌道岭山路有几个

地方已被杂草、杂树堵住，上山较为

困难。于是我们特别请来村里的熟

人陈师贵帮忙扫除路障。

昌道岭海拔高度为 187 米，是

“海口市地质遗迹保护区”。带我

们登到山顶的陈师贵介绍道，昌道

岭火山有两个制高点，东边有一

个，西南面有一个，都是经专业人

士探测后，标记出来的。当我们视

线落在昌道岭南面的一处斜坡上

时，一块大大的、形状酷似单人沙

发椅子的火山岩石，出现在大家面

前，“椅子”方方正正、稳稳当当，实

属罕见。这个在火山爆发下自然形

成的天然产物，不由得让观者啧啧

称奇。

这是一张由深灰色和浅黄色火

山岩石构成的“椅子”，左边还看见

一块块的火山岩石料，右边较为光

溜。不难看出，“龙椅”的坐垫宽度

约一米，内深度为 0.6米；底座高度

约 0.9米，含扶手外宽约 1.8米。“龙

椅”基本平坐在火山口岩洞南面，距

离山顶大约几米，左右及后边青绿

茂密，生机勃勃。“龙椅”前面的火山

岩洞已被绿植遮盖，像似一碧绿

潭。据了解，当天气炎热的时候，不

管外面气温有多高，但岩洞里的温

度均为十六摄氏度。

目睹这张“龙椅”，就想起之前

听昌道村老人讲过的那动人美丽的

传说：在古代，约在明朝时期，村里

有一位勤奋的读书人，连续三年参

加状元考试，都名落孙山。虽百思

不解，但还是夜以继日地继续攻

读。在一个深夜看书后，因太疲惫

便睡着了。睡梦中，他梦见昌道岭

上有一张“龙椅”，坐北朝南。第二

天早上，他立即来到昌道岭脚下，但

周边都是杂树杂草，完全找不到一

条上山路。于是他快速回家，拿来

砍刀，连续砍了几天几夜，从山脚到

山顶砍出了一条弯弯曲曲的山路。

可是，登上山顶后也没有看到梦境

中的“龙椅”。但他丝毫不放弃，从

山顶往下绕着火山口周边继续劈荆

斩刺，结果在火山口岩洞南面的斜

坡上看见了那把“龙椅”，于是兴奋

不已。这时，他不慌不忙地坐到了

“龙椅”上，闭上眼睛，平静地许愿

……此后第二年，这位读书人顺利

地考中了状元。

村里知道这个消息后，欢天喜

地，人们跳起舞来祝贺。状元夫人

更是喜出望外，立即跑到山坡上采

摘一种鲜红野花赠送给老公。从那

时起，周边村庄的人们就把这种鲜

花叫做状元花。

如今，每年五月份是昌道村状

元花开的时候，六至八月都挂有鲜

红色花儿，花棒较多，果子黑色。

老村民说，每年农历五月初五，村

民都采摘状元花、艾草和粽子叶捆

在一起，扔到屋顶上，寓意事事顺

利平安。

龙 椅 □□ 陈恩睿

乡村韵味 万家灯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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