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寒流还在森林里穿梭

岩石依然潇洒挺立

冷风还在庭院徘徊

挂在屋檐下的辣椒

吐着殷红的火焰

残荷的枯影在湖塘水面摇曳

站立岸边的柳树

舒展着冰封的枝条

这是大自然雕刻的暮冬形象

呈现着古典苍凉凝重的颜色

它在把岁月流淌的斑斓风华

嵌入大地的版图

融进时光的荧屏

让漫长的烟火走廊

永不消失尘迹雨痕

雪月风花

昨夜的星光

已化作朦胧的曙色

拨开云层的暗淡

把霞光的灿烂撒满天穹

我又看见了日出的壮丽

感觉到了土地的呼吸

听到了江河的激荡

和花开的声音

我敞开了心的窗口

热气和力量同时涌入

脆弱的身躯瞬间坚强起来

灵魂变得异常清澈

一度残忍袭来的霾雾

已在窗户的玻璃上逃遁

路边小草上的露珠

放射着晶莹的亮光

春天醒来了

她的脚步声正在耳边震响

她将种子的期待和收获的欢乐

一齐播进温厚的沃土

她把犁铧的眷恋和筒车的歌唱

一齐漾成生命的乐章

她把七夕的情缕和金色的童话

一齐揉入爱的殿堂

春天回来了

带着缠绵的思念

带着初恋的纯洁

带着浓重的乡愁

带着温暖的抚慰

带着青春的羽翼

带着梦想的瑰美

带着涅槃的悲烈

春天走来了

燕子在梁上翩跹

蜜蜂在花丛蹒跚

小鸟在林间啁啾

鱼儿在水中游弋

芭蕉在篱边听雨

喜鹊在枝头欢跳

油菜在绽放芬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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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正初

每一年的元宵之夜，是龙哥最为高光的时刻。小

镇的长龙出来了，穿过小镇的大街小巷，舞龙头的就

是龙哥。

这个小镇，位于湘赣两省萍浏醴交界的地方，自

古盛产花炮，有“十家九爆”之说。据说龙可以压住火

魔，所以元宵节舞龙，成为小镇的习俗。

虽说龙哥舞的是龙头，但是他不过是谦达利爆

竹庄的伙头师傅。那时候没有专业的消防队，每个店

铺的伙头就是业余的消防队员。每遇火灾，只要敲响

铜锣，各个商铺的伙头师傅就会挑着水桶、背着楼梯

赶往起火地点扑救。业余消防队也是元宵舞龙队的

主力，每一年的元宵舞龙可以说是业余消防队的一

次演练。据说谦达利爆竹庄是当时全国最大的烟花

爆竹经销商，生意做到了上海、香港、南洋。小镇是谦

达利老板宋先生的故里，宋先生是小镇的首富。所以

龙哥也就顺理成章成了小镇舞龙队的龙头。

刚过大年初三，龙哥就带着人从爆竹祖师庙的

楼栿上，把龙请下来。龙用竹篾编制，用彩纸和红布

糊裱。它在楼栿上栖息了一年，这个时候已经蓬头垢

面衣衫褴褛。龙哥他们把龙身上的旧衣破纸扯下来，

换上新的。小镇的这条龙，有三十六“扒”，据说代表

小镇最早的三十六个家族，民国时期就成了小镇最

有实力的三十六个商铺了。所谓“扒”，就是一个人举

起的一节龙身。大概两三米距离安置一“扒”，一“扒”

一“扒”连在一起就是龙身，舞龙人就如同龙足了。最

难舞的自然是龙头了，往往重量有五六十斤，没有力

气是举不动的。舞龙头既要体能超人一等，也要身手

灵活，与乐器节奏紧密配合进退自如，才能舞出宛若

游龙的矫姿来。据说宋先生为了有一个好龙头，花重

金把龙哥请到谦达利做伙头。

修好龙灯，还要备好锣、鼓、钺、号、排灯等等。两

面大锣如簸箕大，两个人抬一面，边敲边走，敲起来

响声震天；一面大鼓，由人用两轮车拉着，鼓手在后

面击打。一条龙前前后后需要六七十个人。除了各个

店铺的火头军齐齐上阵，还有老板、少爷、伙计主动

参与。据说新婚小伙子想生儿子，只要舞一次龙当年

保证当爹。宋先生如果在老家，总是兴致勃勃地去充

当鼓手。

舞龙先送拜年帖子，每一个商铺每一户人家都

要送到，帖子上写明有龙灯拜访。有孝在身的人家，

就会送回帖子，表示谢绝。送帖人也不多问，收回帖

子就明白了。

万事俱备，只等出龙。先把龙供奉在爆竹祖师的

神像下面，龙哥带着舞龙队，齐刷刷地跪下，给祖师

磕头，给龙磕头。然后鼓乐响起，龙哥带头举起龙灯，

到各家各户拜年。

这时，小镇上家家户户都在焚香点烛，准备接

龙。龙从大门进，穿过每一户人家的院子、客厅、卧

室、厨房、厕所，扫尽所有的晦气。就是再小再小的房

间，龙头龙尾也要摇头摆尾伸进去一下。在客厅，舞

龙的人还异口同声“喊彩”：“神龙驾到，恭喜发财！”

从大门出来，主人家再次燃放鞭炮欢送，还要奉上一

个红包。这样，舞龙队熟悉了全镇每一户人家，每一

间屋子。以后遇到火灾，就熟悉情况了。

走街串户之后，才是舞龙的高潮。小镇上只见灯

火通明，锣鼓喧天，号角齐鸣，鞭炮轰响，人潮涌动，

龙灯从街头舞到街尾。几十米长的巨龙，三十六个人

舞着，龙身蜿蜒翻腾，盘旋舞动，只见翻、转、腾、挪，

有一种天摇地动的热闹与喜庆。老百姓纷纷将准备

好的鞭炮投向舞动的龙灯，一时万炮齐鸣、火光冲

天，锣、鼓、号角声惊天动地，观灯者也欢呼雀跃，小

镇沉醉在欢乐的海洋中。

舞龙人短装打扮，头扎红巾，舞龙时人如跳跃的

红色花朵，别是一道风景。作为舞龙头的龙哥，自然

格外引人注目。舞得兴起，他随手就脱掉了身上的褂

子，赤膊上阵。那一身健美的肌肉，那满身流淌的汗

水，吸引了好多姑娘的目光。在某一年元宵，舞龙之

后有一个姑娘递上来一条毛巾，当年秋天龙哥就娶

到了龙嫂子。

舞龙是有规矩的。他们从来不舞下水龙，因为龙

只争上游。两条龙一起舞的时候，龙头与龙头不能相

碰，一旦相碰往往引起纷争。舞龙最难的动作是“龙打

结”，几十“扒”的龙绕来绕去打成多个结，到最后要一

一解去。如果不能解开，预兆着小镇当年有水旱凶灾。

后来公私合营，谦达利爆竹庄改为了镇上的花

炮厂，龙哥也到花炮厂当了工人。平常照样做事，元

宵照样舞龙，生活好像没有多少改变。只是某一年元

宵舞龙，龙哥舞着的龙头突然与龙身断裂。后面的龙

身依然在翻滚，而龙哥举着一个孤零零的龙头茫然

不知所措……

那一年，宋先生在一起意外中离世。

第二年，小镇不再舞龙。

过了很多年，龙哥已经是年过八旬的龙爷。镇上

文化站站长来到龙哥家中，说是元宵节要恢复舞龙，

请他担任技术指导。龙爷眯着眼睛，半躺在睡椅上，

摇着头说：“不行了！我老了！”

龙爷没有参与，舞龙照常在老街上进行。龙再也

不是过去篾扎纸糊的了，是那种红绸镶着金边的布

龙。舞龙是清一色的精壮小伙子，舞起来虎虎生风。

又到了表演“龙打结”的时候，这时意外出现了。绕来

绕去的龙结在一起，费了好长时间都没有解开。

锣鼓声停了，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那个龙头上，

舞龙头的小伙子急得满脸通红，文化站站长急得满

头大汗。有老人在窃窃私语：“龙结打不开，不吉利

啊！”还有人喝起了倒彩。

这时，一个精神矍铄的老人走了过去，接过了龙

头。众人一看，原来是龙爷来了。只听得龙爷一声大

喊：“跟着我来！”他举起龙头，不过走了三五步，龙身

就跟着起来了；再走一圈，那个结就已经解开了。锣

鼓再一次敲响，人群中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等到大家再看，龙爷不见了，原来那个小伙子早

已接过了龙头。

刘义彬

湘江在流经湘潭城区时画了

一个标准的半圆形，被江水围在

里面的这一大片土地属于岳塘区

范围，而百亩湖正在这个半圆形

区间的中心位置。

百 亩 湖 一 头 大 一 头 尖 ，狭 长

而有些弯曲的水面极像一条即将

变 成 青 蛙 的 蝌 蚪 ，头 朝 东 ，尾 朝

西，悠闲自在地游弋在百亩湖公

园的中心。

秋阳和煦，走近百亩湖边，迎

面进入眼帘的是清澈而碧蓝的湖

水、干净整洁的木栈道和精致的

小桥、围栏。一条宽约三米的环湖

生态绿道，串联起大面积的树林、

草地、广场和湖中绿岛。

没有精致的石砌湖堤和其他

奢华的岸基建设，百亩湖的水边

是原生态的土坡、草皮和垂柳，还有茂密的杜

鹃花丛，与野外所见的自然湖泊感觉没有多

大区别，流露出一种不加修饰的野性和粗犷

之美，如一首唱响在耳边的陕北爱情民歌。

走近湖边。水里长满了一种叫再力花的

水生植物，与美人蕉有些相似，大片的叶片翠

绿而鲜嫩。往中间的湖面上，躺着好几个睡莲

品种，圆圆的大叶片浮在水面，散发出嫩绿的

光泽，有几朵粉白偏黄的莲花星星点点地开

着，清新而雅洁。秋阳正倒映在湖心位置，轻

风微拂，耀眼的阳光便在湖面上荡动起来，炫

亮你的眼睛。几只鸟儿在湖心嬉戏，让人觉得

这方世界如此静好。

这里是十里钢城的一部分，西、南两面是

湘钢的厂区，东、北两面是工人的宿舍区和商

务区。湖边时不时有携着手的年轻恋人或牵

着小孩的老人家，从湖边步道悠然走过。沿湖

的北面往西走，右手边有一个儿童游乐场和

一个篮球场。

此时的水面在渐渐收窄，成一条稍宽的

溪 流 ，往 北 边 延 伸 。不 久 之 后 又 忽 然 豁 然 开

朗，小溪膨胀成一个大水潭，碧蓝的水面显得

宁静而悠闲。潭边一只被惊吓的翠鸟，箭一样

射 向 湖 的 对 岸 。之 后 ，水 潭 再 缩 小 成 一 条 溪

流，往西北方向深入市民生活区，再缓缓流向

湘江河。溪流的两边，自然生长着有些年代的

高大植物，槐树、梧桐、板栗、柚子等等。

湖边游人越来越多，大多透着心旷神怡

的表情。但他们可能无法想象，这座名叫百亩

湖的生态公园，几年前是个什么样子。

六年前，这里原是一个垃圾成堆、臭气熏

天的大鱼塘，污水一年四季排往下面的爱劳

渠。随着周边居民房屋剧增，爱劳渠成为生活

污水排放的主渠道，两边常年垃圾漂浮，水体

黑臭现象十分严重，成为市民反映最多投诉

最尖锐的生态环境问题之一。

2016 年 7 月，湘潭市正式启动百亩湖公园

建设。在确保源头污水处理的基础上，采用城

市生态广场和湿地系统相结合的方式，安置

了专业净水设备，设有水生植物生态净化区，下

雨时吸水、蓄水、渗水、净水，需要时将蓄存的水

释放并加以利用，实现了雨水在城市中的自由

迁移。从各处来的污水，不仅能在源头上进行分

类排放，还能在百亩湖得到高度净化。至 2019

年底，百亩湖被改造成了一座集娱乐休闲、水质

净化、气候调节等功能于一体的生态湖，填补

了湘钢集团附近没有公园的空缺。

随后，湘潭市又启动了百亩湖下游的爱

劳渠黑臭水体治理项目。在全长约 2.68 公里的

渠道范围内，将各类生活生产污水以截污支

管排入截污干管的方式，集中调入河东污水

处理厂处理，达标后才能排入湘江，从根源上

破解了“黑、臭、脏”的治理难题。渠道周边原

来坑洼的水泥路，也被统一改成了沥青路，解

决了困扰附近居民的出行问题。项目建成后，

岳塘区水系排涝能力得到大幅提升，水体质

量得到明显改善，“水清岸绿”的生态环境得

以形成。

据岳塘区住建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岳塘

区还将在百亩湖南端建设一个占地 5800 平方

米的大型调蓄池，对所有排放的污水在源头

进行净化后再排至百亩湖。净化后，水质将直

逼饮用水标准。

虽已是深秋，百亩湖边依然绚丽多彩，新

栽的很多水杉、银杏、紫薇、栾树、垂柳、樱花、

桂花等品种都已成型。周末的时光，湖边树下

到处是悠闲垂钓的人。公园外面的停车场上

几乎停满了小车，周边居民们来此休闲娱乐、

放飞心情已成常态。

游人中，有几个穿着红马甲的志愿者正

在湖边指点着什么，其中有一位我所熟悉的

知名环保志愿者，于是和他随意地聊起来。原

来，他们正在百亩湖和爱劳渠边开展常态化

巡视，将所发现的环保问题及时向主管部门

进行反映，并督促执法部门进行整改，以确保

百亩湖水系能维持长期的清洁环保。我由衷

地向他们竖起了大拇指。

百亩湖是湘钢工人们的家园，而湘钢有

我好几位亲近的同学和朋友。朋友们的喜怒

哀乐，大多与企业的发展以及周边的环境休

戚相关。百亩湖，就是他们常在我耳边提到的

令我再熟悉不过的名词。

浴火重生的百亩湖，见证着岳塘区的繁

荣、发展与生态环境的改善，承载着几代湘钢

人对品质生活的热爱与追求。

这片充满野性和阳刚之气的湖，正被周

边数以万计的市民亲密地呵护着。

杨怡

外面又起风了，我再一次打开窗户，花盆里的小

鸽子哥哥妹妹都没有回来，终于自由翱翔于天空之

中了。只有花盆四周的鸽子粪，见证了鸽子一家到此

繁衍生息。

收拾收拾重新种上花草，让一切回归本源。一个

多月的与鸽为邻，落幕。

去年 9 月的一天早上，我推开窗准备给挂在窗

外栏杆上的花盆浇水，惊吓了在花盆里筑巢的鸽子，

它“嗖”地一下飞走，把我吓了一大跳。我定眼仔细一

看，两颗白白的鸽子蛋静静地躺在花丛中。我不忍打

破这份恬静，于是关上了窗，水也不浇了。花儿一天

天变黄枯萎了，彻底沦为了鸽妈妈的领地。我每天趁

着鸽妈妈遛弯的时候给它放一把米、一盅水。

9 月下旬的某一天，我去换水放米时看到两只刚

出生的小鸽子，稀稀疏疏的细毛，浑身湿漉漉的。它

们能活吗？鸽妈妈难道独自去潇洒啦？我满心的担忧

满脸的疑问。惴惴不安中，鸽妈妈飞回来了，我透过

纱窗看见鸽妈妈正在用喙喂食两小只，喂完后让两

小只依偎在她的身体下，还不停地用嘴舔着它们稀

疏的毛发，我突然感到不论何种物种，母爱都是相同

的，都是相通的。

每天一早，我第一件事就是观察两小只。一天中

午，我没发现鸽妈妈，但在花盆边上，一只膀大腰圆

的鸽子站在那里，看着两小只，可既不喂食也不遮风

挡雨，我想那可能是鸽爸爸，像极了人类带孩子的父

亲们：孩子在一边自由发挥，自己挎着大马金刀看手

机不亦乐乎。难道大自然的雄性也是这个作派？我不

知道也不去深究。直到今天，我依然记得那只昂首挺

胸看着小鸽子的鸽爸爸，带着骄傲带着自豪却未见

柔情。

鸽爸爸只有那惊鸿一面再不见踪影。10 月 4 日，

长沙的气温骤降，我刚好有事外出，好担心才出生几

天的两小只。深夜回到家，发现鸽妈妈还没回，看着

两小只簌簌发抖的身体，我给它俩盖了一只袜子，夜

里我总担心是否会把它俩憋死。第二天一早，看见鸽

妈妈在当班，那只袜子在一旁，我长舒一口气，原来

妈妈们都是强大聪明的。

气温继续下行，天空还下起了小雨，鸽妈妈又出

去觅食了，没有鸽妈妈的保护，我担心下雨会淋湿它

俩，特别是鸽小妹显得那样的弱小，于是我给它们用

花架搭了个半围挡，顶上还撑了一把伞。就这样，我

依旧每天撒米换水，当然只能在鸽妈妈外出时，否则

鸽妈妈只要听到一点动静，她的羽毛就散开并发出

低沉的吼声，做出一副迎战的准备。鸽子的世界我不

懂，但她护雏的爱却深深感动着我。

每天变化着的两小只健康成长，鸽大哥明显高

大标致，率先长出了长长的白色尾羽，鸽妈妈留在窝

里的时间渐渐变短，出现时更像个教练。我看着鸽大

哥认真聆听，时而拍拍翅膀，时而咕咕几声，交流着

领悟着，并做着各种动作。

过几天，我又去换水，鸽大哥一下子飞到左边的

花盆上，哟，开始试飞了。

再一个清晨，鸽妈妈又给鸽小妹上课。看着单薄

苗条的小妹妹，看着鸽妈妈同她一起站在窝里，仿佛

在鼓励她。在妈妈殷切关爱的注视下，鸽小妹终于也

展翅飞起来了。

晚上，鸽子全家出动都未归，热闹了关注了一月

之余的花盆终于静悄悄的了。我默默地把撑在外面

的伞收起来了。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机缘之下我见

证了鸽子一家的成长与爱，每个坚强的生命都值得

尊重与赞美。

屋里，我望着渐入老年的拉布拉多，思绪一下子

飘出了很远。还有两个月，我家的阿布也即将 7 岁，

这个从两个月就来我家的狗狗每天陪伴着我。窗外

的世界是野鸽子的天地，而陪伴却是狗的使命。

秋去冬来，虎去兔来，每每走过小区的林荫道，

看着飞来飞去的鸽子，听着叽叽喳喳的欢唱声，我想

那一定也有我家那两小只的身影，只是不知它们是

否还认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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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外那两小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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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都已回归自然

一切都已重新发芽

一切都已悄然成长

一切都已拒绝冷漠

一切都已抖落愁怨

一切都已不再僵持

一切都已和谐共生

一切都已蓬勃向上

这就是春天的风骨

这就是春天的芳姿

这就是春天的胸怀

这就是春天的妩媚

这就是春天的血性

这就是春天的雄奇

这就是春天的旗帜

这就是春天的欣荣

我们走进春天

走近了细雨的滋润

走近了桃红的笑靥

走近了风筝的翅膀

走近了彩虹的绚烂

走近了绿茶的嫩瓣

走近了少女的明眸

走近了青春的风采

一年一度的春风和畅

一年一度的春光暖阳

一年一度的春蚕吐丝

一年一度的春蕾夏花

一年一度的春耕秋熟

一年一度的春雷惊雪

一年一度的春声动地

一年一度的春潮扬帆

我们向着春天歌唱

去寻找白云最神圣的诺言

去追逐疾风最强健的步伐

去描绘乡村最美丽的风景

去讲述炊烟的苍老和柔肠

去晾干潮湿的苦涩记忆

去打开季节的多彩画卷

去抒写从脚下走向远方的诗篇

我们向着春天奔跑

头顶万缕金色阳光

要从一片风景走进另一片风景

要从一个高峰攀上另一个高峰

要从一条河流跨过另一条河流

要从一道桥梁越向另一道桥梁

要从一个百年走向新的一百年

要从一个星球飞向另一个星球

我们向着春天致敬

高吟着唐诗宋词的丽韵

怀抱着黄河长城的雄浑

点点星火汇聚成炬

同舟共济皆得所愿

今天的中国梦想接连实现

明天的中国奋斗创造奇迹

春天时刻居住在我们心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