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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头条湖头条南南

香一瓣香一瓣心心

一个春日，刚走进一排排连体别墅群，老
远就能看见，清晰地露出绿色的衣装，仿佛长
有少女的眼眸，踮着脚，悄悄地注视着我的到
来，带着微笑，在向我招手的那一棵树，就是
我要探寻的一棵温暖可亲的“婆婆树”。

传说这棵树是六百多年前一位状元的母
亲为儿栽下的祈福树——朴树。楚昭王建陵
寝时，以压龙脉为由，就下令砍掉，被四位婆
婆用生命保护住了这棵爱心树，于是得此名
流传至今。

穿过几条小巷，来到了这棵树下，树的主
干直径约40厘米。我抬头仰望，这棵树大约
有五层楼高，枝繁叶茂，葱郁茂盛。相拥的树
枝，像在一场大的体育赛事之前，队友们相互
鼓气手肩相搭一样。微风徐来时，晃动的枝
叶，为平凡的生活增添了几多欢声笑语。

说到这棵树时，在这里聊天的几位附近
居民，再熟悉不过了。他们你一言我一语的，
在记忆的长河里，打捞出关于这棵树的一些
趣事来。

70 岁的杨延厚老人回忆说：“我小的时
候，这棵树就有三四人高了，经常围着这棵树
玩耍。我曾经隐隐约约地听父亲谈起过这棵
树的往事，现在差不多有100岁了。”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大集体的时候，这棵
树的西侧有一个长方形的稻场，也是三官
村刘塆组最大的一个稻场。这个组的老百
姓在稻场上压稻子，打麦子，晒农作物，累
了就坐在这棵树下歇一歇，唠唠嗑，喝喝
茶，甚至嗨上几句民谣。集体开会，商议
大、小事时，这棵树下就习惯性地成了群众
的集合地点。

在缺医少药的年代里，如果有人干农
活磕磕碰碰皮肤出血了，人们就从这棵树
上采摘几片树叶，在手里把树叶来回地搓
几下，再敷在伤口上，不几天伤口就会结痂
痊愈。

一波又一波的孩子们，在这棵树下玩游
戏，追逐，嬉闹，这个地方也成了孩子们的乐
园，给他们带来了无穷的快乐，留下许多美好
的记忆。

年轻人每每在打工或长时间外出之
前，总要围绕着这棵树转上几圈，抚摸着树
干，对树的上下打量一番，久久不愿离去。
久而久之，有人说：“树干分叉的上面，树荫
中央，像一张笑婆婆的脸，有眉毛、眼睛、鼻
子、嘴巴……”也有人说：“犹如一尊佛像，
弯曲的树枝像是佛的头发，上面的树叶酷
似吉云。”

73 岁的李副道老人说：“这棵树一直生
长在我的老宅子屋山头边，我多次翻新房屋，
宁愿自己的房子不变大，也没让这棵树挪过
窝儿。”

2014年，出山店水库淹没区近40000人需
要搬离家园，三官安置区将征地2000余亩，安
置出山店水库移民15000多人。这棵树所在
地也同样在征用的范围。

2016年，三官安置区开始场平时，有一位
老板要买走这棵树，当地居民和老板发生了
争执，说什么也不同意卖掉这棵树，要留住乡
愁，留住记忆，留住风景。当地政府知道这件
事后，决定少建了一套安置房，为这棵树留足
了一片生长空间，这棵树才幸运地得以留在
别墅群里。

挺拔高大的身躯年复一年默默地伫立在
这片土地上，静看风云变幻，阅尽人世沧桑，
用荫凉和绿意呵护着一代代的子孙。

别墅群里的婆婆树
姚 峻

立秋之后，草，开始逐渐变
老……

原本还是疯长着的，却不经意
间，从腹部抽出了草籽，远远看去，依
然还是绿油油的，可头顶上却顶出
了各式各样的“果实”。

它们在等，在等一场秋霜之后
成熟，褪去绿色，变回黄色的真身。

这个时候，牛羊不再拦腰啃掉
它们，而是尖着牙，卷着舌头，专拣
带着露珠的，新发的嫩叶吃，矜持得
像一个害羞的小姑娘，小口小口地
嚼着。

我是个急性子，一看到它们这
样啃草，就冲它们大吼，让它们快些
吃。可这些家伙，故意的，细嚼慢
咽，一上午下来，肚子还瘪瘪的。好
在，大人们是了解时令和家畜的德
行的，它们吃不饱，也不会埋怨我们。

弯弯曲曲的小河绕着我们的村
子流过，它的身后，除了树长得茂盛，
还有就是这些野草，各式各样的野
草，总是齐刷刷的，绿得发黑，长得又
嫩又高。

每天，牛羊一遍遍地啃去它们
的嫩头，却看不见它们的损伤。一
夜下来，又是绿油油地站在那，仿佛
就没有被侵害过，总是最初的样子，
老是不停地生长，直到它们没过膝

盖，依然青葱的喜人。
村子里放牛、放羊的小孩是最

喜欢把它们牵到或赶到那里的。只
要把它们往河边一丢，就不用管了，
我们找个有阴凉的地方自顾玩自己
的，等牛羊吃饱了，我们便一块回
家。牛羊吃饱了，大人们满意，我们
的心里也乐滋滋的。

“马无夜草不肥。”更多的时候，
大人们会吩咐我们带上镰刀，放牛
羊的时候，顺便到河边割一些野草
回来，用于牛羊的夜草。我们都理
解大人的苦心，给牛羊加餐，就是为
了让它们长得更壮，“牛壮好耕田，羊
壮好卖钱。”自然，我们还是很配合
的，毕竟，割一捆草，也不费我们多少
时间。不过，我们最烦的是大人们
的得寸进尺。有时，他们会吩咐我
们多干，让我们再为圈里的猪割一
捆草。那就不是顺便的事了，就需
要专门跑到河边去割，对这样的事，
我们是一百个不情愿，可又没法，胳
膊硬不过大腿，只好乖乖就范。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
牛羊。”这可不是敕勒川独有的景
色，徜徉在清凉的河水里，远远看
去，大片大片的青草随着微风荡起
绿色的波澜，黑色的水牛和白色的
山羊黑白相间，犹如镶嵌在绿毯上

的宝石，为大自然涂抹出一幅和谐、
幸福的美丽画卷。一只只白色的水
鸟站在牛背上，站在牛头上，悠闲地
样子，为这幅图画增添了无限的乐
趣和诗意……

上了年纪的人是最怀感恩之心
的，他们时常感恩于那河边的草地，
是它养育了牛羊，养育了乡村，他们
总是在我们的耳边叮嘱，不要破坏
这里的生态，不要把外边的野草带
到这片草地里来，不要随便使用化
学除草剂和农药，很多话都说了好
多遍。那时，我们总是嫌他们啰唆，
嫌他们瞎操心，长大了，我们才真正
知道他们的一番苦心。

慢慢地，乡村逐渐的冷落下来，
人少了，牛羊比以前少多了，河边的
草便荒芜了，长了一米多高，这些旺
盛的生命，在寂寞中潜滋暗长，长出
了傻傻的荒草滩。它们在等，在等
往年那些牛羊成群的日子，等自己
被拦腰啃断的清脆……

如今，乡村振兴的号角已经吹
响，回乡创业的人多起来，乡村不再
寂寞，成群的牛羊又开始了河边的
觅食，青草之外，有一种梦想之花在
悄然开放。

青青河边草，这次，它将养育不
一样的世界。

青青河边草
潘新日

在时光画册里，彩云易散，花
开花落，青春的梦想根植于心灵深
处熠熠生辉，一切付出都是值得
的。军校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便
是如此，追梦路上负重前行，把青
春理想，把对祖国、对人民的挚爱
放在心中最高位置，锻炼出峥峥的
铁人风骨，一生受用，值得铭记。

那年，我走进军校，人生便开
始了新的征程。正当我为此高兴
和对未来充满美好时，一条规定让
我始料未及，原来横在我们面前的
是炼狱般的3个月入学强化训练，
跃不过这个坎就得打道回府，哪儿
来的回哪儿去。

你想呀，20世纪90年代初，我
们这些农村娃，好不容易考上军
校，争取到了改变命运的机会。如
果来了再被淘汰，那真是太可惜
了，无论如何面子是过不去的，大
家这才意识到军校不好上，稍不留
神就会被“毙掉”。

起初，说实话，我还是有点盲
目自信，认为自己是从农村长大
的，什么苦没吃过，什么罪没受过，
然而开始满负荷、高强度、超极限
的魔鬼式训练时，我的感受就更加
直接，更加深刻，至于以前的想法
是多么的单纯和幼稚。

记得刚入校的三个月，学校操
场上齐步、正步、跑步，操枪训练天
天练；俯卧撑、仰卧起坐、鸭子步、
百米冲刺天天做；400 米障碍、五

（十）公里越野、单双杠器械天天
有；步枪、机枪与手枪，实弹射击天
天考；整理内务、打扫卫生、警容风
纪天天评；语数外、文史哲、管理与
电脑，文化课程天天上。如此反
复，从未间断，三个月后，不仅增长
了知识，开阔了视野，而且个个练
成了“飞毛腿”“小老虎”。以致后
来的四年里，习以为常的训练成为
天天、周周、月月必训必考的内容，
从而练就了强健的体魄，增强了信
心，锤炼了意志。

野外恶劣环境的训练，也是提
高军事素质的重要途径。记得那
段日子里，人人全副武装，戴着头
盔，身带武器装备和生活用品达20
多公斤。在近20多米长、近5米深
的沟渠上攀爬，大家双手紧握晃悠
的绳索，双脚夹紧，一手一脚交替
前行，绳索随着身体的扭动也随之
摇摆，低头看哗哗地流水，怪石嶙
峋，令人不寒而栗。攀爬限时定
规，中途不能丢装备，即使落帽也
不行，否则重来，一路攀爬可谓险
象环生，惊险刺激；还有乱石堆里
摸爬滚打的战术动作和长时间凝
固般的射击训练姿势。

后来，对于红色炼狱般的强化
训练轻车熟路，习以为常；对于“室
内上课与野外训练交替进行，体能
锻炼穿插其中”的课程安排也能快
速适应，倒是对来回换衣伤透脑筋，
暗暗叫苦。晴天还好，要是下雨，野

外训练的课程雷打不动，风雨无
阻。如果遇到室内文化课时，大家
还须脱下湿衣服赶紧换上干净的军
装冲进课堂。如此这般，每天换三
次衣服是常态，如早操一身装，上课
一身装，训练又是一身装，满是汗渍
的军装散发着阵阵汗臭。若是遇到
不良天气或重大任务，一天甚至换
七八次也是常有的，大家在有限的
时间里紧张有序，毫无差错。

这些零零散散的记忆构成了
一幕幕军校画面，印证着我们奋进
的艰辛，记录着我们成长的脚步。
在那里，经历过无数的故事，流淌
过无尽的汗水，跨越了一道道坎
坷，实现了一次次蜕变；在那里，流
过热血和泪水，经历过挫折和委
屈，注满了知识的动力和练就了强
健的体魄……所有的拼搏和付出
必将汇聚成一股力量，在我们的血
管里奔突，铸就了我们钢铁般的意
志，以致我们的人生之路走得如此
踏实，更加坚定。

蓦然回首，感慨万千。当年的
我，正是血气方刚的毛头小伙，这
恰好是人生最宝贵的青春年华。
如今三十多年过去了，人已半百，
虽然时光没有留住青春年华，但是
那段激情燃烧的军校生活，那段刻
骨铭心的美好时光，留给我的是难
以忘怀的记忆。这些点滴生活都
是我人生的宝贵财富，值得一生去
珍藏、品味和受用。

遥想军校当年
周传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