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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黎明中醒来
木 西

从某种桎梏中逃脱
把救世主关进铁栅栏
在紧张与不安中丢掉锁链
上升，飞翔

亲爱的宝贝
你轻轻落入我的生命
像天使
我是那么幸福
从此爱便有了归宿
生命变得丰富精彩
你与我轻轻耳语
施展自由的法宝
从黎明中醒来
绽放圣母般的微笑
内心温馨而笃定

起航
宋玉琴

吻一片绿叶
萌生起航的力量
喝一口山泉水
滋润跳动的心脏
采摘一束山花
编织梦想
劈开荆棘的小路
朝着山尖的方向……

年年红烛摇，
岁岁寿桃笑。
子孙贤良膝前绕，
幸福心里飘。

您的心空海阔天高，
慈颜常笑岁月静好。
东海为您祈祷：
永不老！永不老！

寿匾挂得高，
德望被称道。
点点都成传家宝，
家风代代好。

您像莲花洁身自好，
老当益壮一生勤劳。
南山为您祈祷：
永不老！永不老！

故乡多荷塘，每年四五月间，明媚的春
光肆无忌惮地铺洒下来，暖柔的池水唤醒
沉睡已久的莲藕，一根根细短的茎冒出水
面，在水中摇曳。随着气温的升高，如裙似
的嫩叶渐渐铺展开来，小巧的花苞如同一
颗小小的椭圆的绿宝石顶在莲
茎上，让人不由得想起“小荷才
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到了夏日，一张张又大又圆
的碧绿荷叶，覆盖了整个池塘。
一眼望去，荷叶连天接水。轻风
吹过，荷叶轻轻摇动，叶盘里的水
珠滚来滚出，宛若一条细长的珍
珠，蜿蜒着顺着叶脉倾斜而下，滴
落在水中，惊动了池中休憩的鱼
儿，煞是好玩。亭亭玉立的莲秆，
高擎着玉盘般的莲叶，绿萼衬托
红蕾，三三两两点缀在荷叶间，散
发着淡淡的清香，令人赏心悦目，
颇有“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别样红”的美感。

“红衣落，皎洁出污泥。”到九
月，荷叶枯萎了，花儿凋谢了，莲
藕也成熟了。到了深秋挖藕时，
人们走下池塘，或蹲、或站，在齐
腰深的水中，双手顺着荷花的茎
秆，探测出莲藕根茎走向，扒开藕
身附近的污泥，将整藕向外拔
出。挖藕，力度要适中，谨防断

裂。莲藕洗净后，藕身修长光滑，白皙圆
润，粉雕玉琢，真可谓“濯清涟而不妖，出淤
泥而不染”。

“荷莲一身宝，秋藕最养人。”秋藕经过
春夏两季的沉淀，到了秋季收获的时候圆

润又饱满，藕香浓郁，味道佳且
富含营养，在民间常有“水中人
参”的美誉，早就成了人们餐桌
上的美味佳肴。

故乡地势平坦，夏秋两季独
有一片荷塘是此处最美的景
致。兴许碰上些留恋路途风景
的人来，会在这儿落脚、拍照，采
一片荷叶做留念。

我常年在外，平常很少回
家，往往听见或看见有关写到
家乡的文字便不免伤感，想到
故乡的荷塘、故乡的荷花、故
乡的莲藕、故乡自产自销的湘
莲和藕粉。

中秋节我回了一趟老家。
皓月当空，万家团圆。吃完月
饼，我在荷塘散步、赏月。那时
天空布满了稀疏的星星，夜风飒
飒，一阵阵清香扑鼻而来。草坪
里留下了我儿时与玩伴的欢声
笑语，家的感觉有温度有韵味。
故乡荷花美，金秋莲藕香。

在那质朴无华的乡间学堂一
隅，一幅原始“响铃”画卷悄然铺
展。校务室外，锈蚀的铁丝轻悬
着岁月雕琢的钢铁圆环，似是废
旧轴承底座的重生。瞬间，记忆
的闸门轰然洞开，带我穿越至纯
真年代。

家，依偎着村小的怀抱，仅一墙
之隔，那清脆的铃声，便是童年的催
征号角。一支铁棒，搭配一段一尺
来长的斑驳的钢轨。这源自乡间铁
道的馈赠，废物亦成宝，高悬于走廊
边的树干上。每到上下课的时候，
铁棒与钢轨的轻吻，化作“当当当”
的回响，声彻心田。这原始而纯粹
的旋律，日复一日，在孩子们的心
田，播撒下真善美的种子。

时光荏苒，如今校园内外，电控
铃声准时响起，“叮铃铃”不绝于耳，

虽便捷却少了那份温情，还让邻人
生厌。而那“铛铛铛”的敲铃声，却
成了一代人心中永恒的温暖印记。

为什么现在的校园还有昔日的
“敲铃”？好奇之余，探询其存因。
老师笑言：“停电时的应急之策。”

接过锤子，我轻叩数下，铃声悠
扬。“当……”间歇后又是“当”，沉稳
而深邃，穿透了校园的欢声笑语，也
回荡在饶良的青山绿水间。此声，
或许正是乡村学子心中那份最质
朴、最原始的乡愁。

更闻“敲铃人”的佳话。他们以
行动赋能乡村学校，亦照亮了乡村
教育与振兴的征途，让教育之光渐
亮。愿“敲铃人”不仅是校园的守护
者，更是乡村不灭的灵魂，引领着希
望的火种，生生不息。

偶尔得闲，定睛凝视它时，它却不知
藏到何处。当忙于自身之事时，它似乎
又在窥视着我们的人生。唯有每月十
五，那滚圆发亮的模样，才足以牢牢吸引
我的目光。

小时候，月亮宛如一个巨大而明亮
的圆盘，又大又圆，让人惊叹。几个小伙
伴趁着如水的月色，无所畏惧、大摇大摆
地行走在乡间蜿蜒的小路上。有了月色
慷慨赐予的勇气，我们说话的声音仿佛
都有了神奇的力量，比平日里要响亮许
多。我们兴高采烈地一起寻觅着北斗七
星的位置，你一言我一语地争论着它们
隐匿在何处。月亮所散发出来的光芒，
似乎越发皎洁而明亮了。它如同一个慈
爱的仙子，将柔和的光芒轻轻地映照在
我们每个人的脸上，就连阳姐姐那原本
普通的面庞也被照得透亮。

不知是谁起头说起了月宫中住着的
嫦娥，我们的话题瞬间就转向了神秘的
月宫。大家开始在脑海中尽情地遐想着
广寒宫的奇幻景象。于是，我们又开始
了激烈的争论，谁也不服谁。接着，我们
就开始了你追我、我追你的嬉戏，在土地
上尽情地奔跑着、欢闹着。脚底板都沾
满了厚厚的泥巴，也丝毫不在意。月亮
仿佛也被我们的欢乐所感染，也跟着我

们一同向老家的方向移动。等回到家
后，大家就散了。我们把身上带着的那
层如同薄纱般的月光，伴随着灿烂的微
笑一起带回各自的家里，然后一同坠入
甜美的梦乡。

后来，月亮成了故乡特有的标志。
常年漂泊在外，故乡的印记渐渐淡去，可
那一轮明月却始终高悬心中。夜间，知
了声与蛙叫声此消彼长，为夏日奏响一
曲独特的乐章。我和小伙伴们在田埂上
追逐，捕捉萤火虫，把它们装进袋子里，
储存夏日的光亮。当友人问起我的家乡
在何处，我会想，也许故乡就藏在月亮
里，藏在装满萤火虫的口袋中。

城里的月光更易隐匿起来。它们藏
在各色绚烂的霓虹里，藏在苍茫深邃的
星空里，藏在忙碌奔波的人群中。每逢
中秋节，人们又开始追寻月亮的踪迹。
月亮该是有一双灵敏的耳朵吧，将人们
对生活最诚挚的思念都听了进去。凌晨
的街道上，月光披在每一个为生活
忙碌的人身上，温柔地抚摸着人们
疲倦的身躯。

直至如今，我仍追寻着月
亮的足迹。“江畔何人初见
月？江月何年初照人？”当我抬头望向这
一轮明月时，或许，它也在凝视着我。

上山之路，七扭八拐，车子在山间盘
来盘去，终于上得山来，眼前变得开阔。
周围数十里绵亘着大大小小的山头，众星
捧月般环绕着我们所在地的山峰。从地
理上看，这里位于湘乡市中沙镇公略村，
和湘潭县、湘乡市和双峰县交界，距曾国
藩故居只有 20多公里，名叫朝阳峰，和湘
潭县的昌山、铜梁山的山脉山系连在一
起，海拔均在600米左右。

黄公略故居就深藏在朝阳峰顶的怀
抱里。往里走，映入眼帘的是山上郁郁葱
葱的竹子，远处的山坡上，近处的山涧中，
一片连着一片，一簇接着一簇，一眼望不
到边际。前段时间的大雨大风，给竹林造
成了很大的破坏。有些竹子横七竖八地
倒在林子里，或拦腰折断，或披头散发。
但下面到处可见一个个冒出来的竹笋，有
的已经或正在脱掉一层层棕色外衣使劲
往上长，有的还在拼命破土往外挤。细雨
霏霏之中，云雾缭绕着远处的竹林，仿佛
置身仙境之中，令人心旷神怡。我打开车
窗，深深呼吸着这难得的负氧离子，欣赏
着茫茫竹海的清新宜人。想到当年黄公
略干革命走出大山的不易，村民靠肩挑手
扛过日子的艰难，不禁心潮澎湃。

终于到达黄公略故居。土墙青瓦的
砖木老房子坐落在山坨的怀抱之中。听

讲解员介绍，此房屋距今有120多年历史，
1983年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在讲
解员娓娓道来的讲述中，一个有识有谋、
文武双全的军事家跃然眼前。

从故居出来，目之所及的山脊上全是
一排排的竹子。这些山啊树啊的影子全
倒映在前面的池塘之中，组成了一幅天光
竹影的山水画。我不禁感叹黄公略故居
的风景美不胜收，竹海风光春意盎然。同
行的同志告诉我，以前因为交通闭塞、产
业匮乏，“竹海山乡”成了全村之殇。但今
天的公略村将“小”竹子做成了“大”产
业。村民们走“红色+绿色”产业融合发展
之路，做油纸伞，搞民宿，探索养殖巴马香
猪、蜜蜂，种植红米、黑米等，受到众多游
客喜爱。

往回走的路上，我再看黄公略故居，
层层竹林将之环抱其中，一根根竹子傲然
挺立，就像一个个战士，坚守着这片土
地。我想起了井冈山的竹子。井冈山曾
是黄公略战斗过的地方，朝阳山却是黄公
略的出生地和成长地。

在朝阳山，在公略村，竹子不仅仅是
一种植物，更是一种精神的象征。它们和

黄公略的事迹一起，成了这片土
地上宝贵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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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野校园的响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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