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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在线诗

家新作名

新华书讯

副 刊·文学

情写作性

荷尖尖小

《最强大脑这样学诗词》

这是一套给!"#$岁孩子的诗词魔法书，
全套四册覆盖小学#"%年级##$首古诗词。
根据新版小学语文教材和诗词难易程度进行
分级，每册内容包括：听一听、读一读、记
一记、作者介绍、名家赏析、生活运用、思
维导图、知识漫画，共&大内容板块。跟读
朗读音频感受诗歌韵律，结合记忆图像理解
诗词，跟着名家赏析品读诗词，联系生活学
会运用，通过思维导图巩固学习与记忆，萌
趣漫画讲述生动故事和历史文化知识，启用
左右脑多元智能，让孩子学得快、记得牢，
理解透、会运用，爱上古诗词。附录十大科
学记忆法和诗词头字歌，学习有方法，孩子
有自信。

物人情风

让快乐回归
' 凌华平

故乡的老街
' 黄爱国

远去的火塘
' 刘亚华

地名志里的毛家窝
' 樊健军

红色的力量
' 县散原中学九（10）班 张令宜

刚刚过去的周末，大宝和二宝疯玩了
两天，兄弟俩在家看看电影，楼下玩玩沙
子、做做游戏，还缠着我用竹片给他们做了
两张弓、几支箭，用筷子做了一把皮筋枪。
总之与作业全无关系，时间全被用来寻找
快乐了。

这样的周末，对孩子来说似乎有些放
纵，但我却并没有感到任何心理负担。因为
(双减)，孩子过得开心，我也在陪伴孩子的
过程中，让忙碌一周的身心得到了充分的休
息。而在(双减)之前，这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双减)之前，孩子过得很压抑。要说我并
不是一个热衷于给孩子报补习班的家长，但
在补习盛行的时代洪流裹挟之下，我也无法
做到独善其身，所以我给孩子报了两个班：一
个英语班，一个古筝班，英语班每周两次课，

古筝班每周一次课。补习班加上学校布置的
作业，孩子的学习任务十分繁重。我家墙上至
今还贴着一张(双减)之前孩子一周学习安排
表：周一到周五晚上雷打不动的语、数、英课
外作业，周一、周三晚上还要上英语补习班，
周六上午古筝班，下午完成周末作业，周日上
午刷题强化学习，下午和晚上预习下周课程，
一周下来几乎没有自由支配的时间，每天睡
眠时间也无法保证。孩子没有时间交朋友，没
有时间做自己感兴趣的事，平时难得见到孩
子脸上露出笑容。

孩子不开心，大人也很疲惫。(双减)之
前，我每天早上六点起来去上班，下午六点
半以后才能回到家，回来之后忙着做饭，然
后辅导孩子作业，等孩子睡了还要洗衣服
和加班完成工作，几乎没有十二点前睡过

觉。身体累是一方面，更痛苦的是辅导孩子
作业导致的精神上的折磨。过来人都知道，
辅导孩子有时真的会让人血压升高、情绪
失控甚至精神崩溃。由于精神压抑、身心疲
惫，也容易导致家庭关系紧张。孩子的学习
计划表成了家庭氛围的晴雨表，每次孩子学
习上出了问题，妻子便控制不住情绪，一顿
(河东狮吼)让全家人都不得安宁，甚至因此
引发家庭战争，导致夫妻感情出现危机。

看到孩子的境况，我经常会想起自己的童
年时光，那时完全不像现在这样有那么多的作
业，放学回家的路上，同学们三三两两相约着玩
石子，路过小河时顺便打打水仗、摸摸鱼虾，处
处都是我们的欢声笑语。那时也没有补习班，周
末更是任由我们尽情地玩乐。(双减)之后，我
终于从孩子身上看到了自己童年时的影子。
孩子减轻了作业负担，学校看护期间就完成
了作业，回到家完全没有压力，家长也没有了
辅导孩子作业的烦恼。周末孩子也有了时间
培养兴趣，放飞童心，追逐快乐。孩子快乐了，
家长轻松了，家庭关系也更趋和睦了。

对比之下深切感到，(双减)让孩子的童
年回归到了快乐的样子！

故乡修水，是我难以忘怀的记忆，故乡老
街黄土岭，也因儿时的相伴，成为记忆里最浓
的墨笔。老街韵味古朴，历史厚重。在这份
大气与丰韵中，能让人身心洗礼，淡去凡尘杂
念，遗忘俗事纷扰。

四月的一天，我回到了故乡。走在黄土
岭老街上，抚摸着斑驳的旧墙，感受着世事
的沧桑，人间的温暖，心灵的慰藉。流光易
逝，老街里的岁月虽然随风远去，但老街的
故事依然在吟唱：幼时家境艰辛的岁月，童
年时和玩伴们的趣事，少年时纯真无瑕的时
光……那些甜酸苦辣的日子虽已不复返，但
却无时无刻不珍藏在心灵深处。徘徊在老
街上，我思绪万千。老街依旧是老街，而我
已非当年的我。打开记忆的大门，往事历历
在目，倍感亲切。

岁月行走一程，老街的苍凉就增加一份，
难忘的经历也就多一场。每一次走在老街
上，都有不一样的感想。当往事洒进老街，老
街是否还是旧年模样？如今，我在南昌、重庆
之间来回奔波，心里总会有一个念头，要去寻
一条老街，静静走一走。只为探索与感受老
街背后的光阴故事，品味老街的厚重与苍
凉。古老的枝丫斜倚着斑驳的老墙，影子随
着夕阳向前伸展。两个老人步履蹒跚，相互
搀扶，走在夕阳里……步入瘦瘦的老巷，弯出
来又钻进去，左转或右拐，却走不出那永恒的
美了。或坐或倚在小街小巷的老人，四处玩
耍的小孩，巷子深处的手艺师傅，小卖铺里忙
碌的女人，城门口大声叫喊的卖菜市民。还
有店门口挂着的一块块招牌，都显得那么亲
切、和谐。肖爷巷、周家巷、余自荣巷、林氏宗
祠、周氏宗祠……那么遥远而又熟悉的名字，
猛然从我记忆深处浮现出来。拂去一路风
尘，透过老街老巷，仿佛看到那些渐行渐远的
风情。

王亚桥，一座历经风雨，饱经沧桑的古
桥，从明清走来，一路风尘仆仆。不仅方便了
人们的交通出行，还带着人们美好的愿望，创
造一个个生命的奇迹。今天，王亚桥以新的
姿态去点缀修城的诗情画意，传递着修城的
人文历史和民间传说，把那些从前往事都倒
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风吹日晒，人来人
往。被无数脚印和时光打磨的石板，也早已
失去了原有的棱角，一道道裂痕嵌满了岁月
的痕迹。

青石板上的裂痕，都是时光的皱纹，镌
刻着岁月的故事。瓦屋的鳞片上，长满了青
色的文言文，无须伸手，便可能摸到时光留
下的痕迹。老街曲径至此，老巷通幽至此，
时光沧桑至此，岁月古老至此。一砖一瓦、
一门一窗、一屋一墙，无不令人深思、惆怅。
是的，我们是该好好记着它们，想着它们，亲
近它们……

老街老巷，成为城市记忆的风景。人们
一遍遍读它、悟它、懂它。因为，那些回忆，那
些故事，那些风土人情……都是世上最珍贵
的东西。

一九八八年三月出版的《修水县地名
志》里，有一小段文字记载引起了我的兴趣：
毛家窝，在鹅公塘南面六点一公里处的山窝
里。六户二十九人。明万历年间毛姓首建。
后朱姓由本地黄泥湾迁此，迄今八代。沿用
原名。

这是迄今我看到的唯一一处有关毛家窝
的文字记载。这段文字仅仅解决了我一个疑
问，就是毛家窝名字的由来。毛家窝同毛姓
有关，是毛姓首建，王家桥也是这样，是王姓
首建。我曾经为了印证这段历史，找遍了毛
家窝可以找到的坟墓，没有一座是毛姓留下
的。毛家窝没有毛姓遗留的任何物证。王家
桥亦如此，一户王姓都没有了。他们已经完
全消失于历史的烟尘中了。

这段文字是极为模糊、极不准确的。它
的地理参照缘何是鹅公塘？鹅公塘是当时上
衫公社所在地，《修水县地名志》在介绍上衫
公社时，将鹅公塘放在了第一的位置，坐标的
中心，其后所有的地理都以它为参照。而鹅
公塘则是以修水县城为地理参照的。

一九八八年的毛家窝，在我的记忆中是
这样的：七户人家，朱姓三户，樊姓两户，冷姓
两户。至于人口，绝非二十九人，而是三十九
人，考虑到《修水县地名志》收集资料应该在
出版的时间之前，那么统计数据可以追溯到
一九八六年末，毛家窝当时的人口数不会低
于三十九人。这三十九人中有我，有我的祖
母，有我的父亲母亲，有我的两个弟弟。我的
祖父于一九八五年去世，没有等到进入这个
统计数据，虽然它只是个冰冷的，没有任何人

情味的死数字。其实进入与否，于祖父没有
任何意义，他无法存活于任何数字之中。这
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一样，没有任何价值，不
值得记忆，更不可能具有哪怕丁点的荣耀。
祖父去世时，我正在修水师范念书，家里发来
急电，仅仅六个字：祖父病危，速归。我第二
天赶到家时，祖父的精神好像还不错，晚饭时
还吃了一碗饭，叮嘱我第二天一早回学校去，
莫耽误读书，但谁也没想到他是回光返照，当
晚祖父就去世了。

从我出生到一九八八年这个时间段，毛
家窝共有五位老人离世，包括我的祖父。我
的曾祖母逝世时，我年仅四岁还是五岁，只记
得她带着我坐在屋后的柚子树下，柚子花馥
郁的香气在我们身边萦绕不散。曾祖母双目
失明，一身黑衣黑裤，我对她的记忆如同她看
待的世界一样，都是一团模糊的黑色。朱家
先后离世的两位老人，一位是曾祖母级别的，
另一位类似于叔祖父。朱家的曾祖母辞世得
不是时候，那天正是除夕，我们一家人正围桌
而坐吃年饭。朱家的一位叔叔来央请我祖
父，帮忙到他们的几位至亲家去报丧。祖父
放下碗筷当即下了山，直到半夜才回来。朱
家的曾祖母到年后正月初三才下葬。朱家的
叔祖父本是身强力壮的，谢世的当天上午还
在屋门前犁田，中午说是头疼，晚上人就没
了。可能是死于脑梗死。还有一位是冷家的
老人，是那对双胞胎兄弟先和后的祖父，失明
多年了。我在他们的厅堂里见过他，他总是
坐在厅堂最深处靠近墙角的地方，默不作声，
也没有人陪伴。厅堂前是个窄小的天井，光

线很暗淡，我从外面看进去显得格外空旷，那
么浓郁的寂静，那么幽暗的空间，都为他一人
所独有。

从一九八八年至二零零八年，这二十年
里，毛家窝先后又有三位老人辞世。他们是：
我的祖母，叔祖父，以及朱家的祖母。二零零
八年往后，毛家窝就成了一个空村，所有人都
搬离了那里。没能搬走的，就剩土地，及土地
上的植物和野生动物。如果还有别的没带走
的，那就是祖先们的坟墓，以及他们至今还在
毛家窝游荡的亡魂。

这种搬迁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最早的
松动发生在朱家兄弟的老大身上。朱家兄弟
的老大是个赤脚医生，高中毕业后同王家桥的
人去修水库，在工地上认识了一位老中医，老
中医带着他采药，医治病人，慢慢地，他也开始
替人问诊看病了。一九八零年，赤脚医生在王
家桥租了人家两间房子，举家搬下了山。从
此，毛家窝人就拉开了下山的序幕。这趟下山
对赤脚医生来说，只是个尝试，在山下生活了
不到两年，又搬回了毛家窝。几年后，赤脚医
生买下了王家桥村集体的两间泥坯房，又在旁
边另建了几间砖瓦房，才彻底告别了毛家窝。
朱家的另一位兄弟，原本是过继上山的，这边
的老人过世后再无牵挂了，待到上个世纪九十
年代中期，挈妇将雏迁回了原籍。

千禧年之后，对于那些长大的孩子来说，
毛家窝是只鸟巢，鸟儿长大了，羽翼丰满了，
自然都要离巢，寻找新的梧桐树筑巢而栖。
一九八八年的那七户家庭，仿若细胞分裂，到
如今已经有了十三户。这十三户人家的子女

遍布好几个省市，像我祖父这一支，我的父母
住在王家桥，我和大弟弟定居在修水县城，我
的儿子选择了北京，我的小弟弟一家则移居
去了广东。这十三户人家，人口加起来将近
七十人，如果加上从毛家窝嫁出去的女儿们，
以及她们的开枝散叶，人口总数恐怕要过
百。当年的近邻，在过去的岁月几乎天天相
见，而现在几年都难得见上一面，有些人可能
一辈子都见不到了。我碰见他们的时候，要
么是在回乡扫墓的路上，要么是在扫墓的现
场。鞭炮声炸响的时候，我才敢确定，是一个
毛家窝人回来了。对祖先的魂灵而言，这是
他们望眼欲穿的日子，可是硝烟散尽，盛大的
节日眨眼就落幕了。

二零零九年，我将祖母的坟墓迁到了王
家桥。她后半生的爱几乎全部倾注在我们兄
弟三人身上，我不忍把她留在毛家窝。她一
生没有生育，必定是最害怕孤独的。

二零一七年清明，我回毛家窝扫墓，堂叔
家的房子坍塌了。我在断墙残垣中捡拾到几
块木雕，油漆过的，像漆画一样精美，是镶嵌
在堂叔当年新婚的床榻上的。毋庸置疑，那
是张漂亮的婚床。我家的老房子在堂叔家原
址的对面，仅剩两间，被一个上山养牛的人改
做了牛圈。我的母亲吝惜老房子上的木料，
不畏年迈，一个人上山将老房子拆除了，所有
木料陆续被她扛到了山下。原本剩下的两间
老房里，有一间是我小时候的卧室，至此，我
对于毛家窝的念想全无着落了。

还有一棵枫杨树值得一说。枫杨树长在
小溪的中段，先前有人多次要求我将树卖给
他，做种木耳的原料，被我拒绝了。那棵枫杨
树的繁殖能力着实令我惊讶，枫杨树苗沿着
小溪流的河床生长，随水蜿蜒，形成了一道自
然的高大的篱笆，环绕着我们曾经的家园。
正是三月，枫杨树顶的嫩叶在阳光里是透明
的，像是绿宝石打磨出来的薄片，让我如此愉
悦和欢欣，并倍受鼓舞。它们在我不在的时
候，从来没有停止过生长。

冬泳
' 陈喜峰

迎着凛冽的寒风
一头扎进奔流不息的修河
以手为桨
追逐飞奔的浪潮

冰冷的河水
浸渍每一寸肌肤
挥舞的手臂
让全身热血沸腾
向前 向前
一个声音在心中回响
即使飞雪如花 朔风似刀
目光仍望向远方

小时候，我经常听爷爷给我们讲修水是
秋收起义的策源地和爆发地*他说：(秋收起
义时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和第一团曾
在修水驻扎一个月左右，当时工农革命军第
一军第一师的军旗图案，还是何长工和师部
参谋处长陈淑桦，副官杨立三在修水设计
的呢……)每每讲到这些，爷爷的眼中总闪
着热烈的火花。慢慢地，我开始对家乡这片红
色土地除了热爱更多了一份敬畏和骄傲。

长大后，我发现作为党员的爸爸经常学习
《中国共产党简史》，趁爸爸不注意的时候，我也
偷偷地看了几页。爸爸知道后，就邀我和他一同

学习，一同讨论为什么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为什么像毛泽东、李大钊、陈独秀等无数仁人志
士为此奋斗不已，那里面一个个鲜活的红色故
事让我感动，给我无限的力量。

那种力量，任时光打磨，任岁月冲击，它
仍以耀眼明媚的颜色，给予炎黄子孙无限拼搏
的力量！红色啊！你是这片土地的颜色，你是人

们的信仰！毛泽东曾在诗中写到(金沙水拍云
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
过后尽开颜。)二万五千里长征，以红色为信
仰。如今，国泰民安，我们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新长征，仍需要那一抹红色，我们不会
丢弃坚守的初心，更应该记住那些长征岁月。

展望新时代，红色的力量无不激励着祖国

各条战线的同胞。她是一位年轻的女教师，勇救
学生导致自己残疾；他是一位年轻的消防员，勇
闯火场导致自己黯然陨落；他是一位人民警察，
勇夺砍刀却丧失左臂；他们是白衣天使，当疫情
来临之际，他们逆向而行，用自己瘦弱的身躯撑
开一把希望大伞。红色是一种可以让人泪湿眼
眶的力量，是感动的力量，更多的他们，以一腔
热忱，一颗火热的心去温暖别人！

作为中学生的我，站在这片红色的土地
上，借助这种伟大的力量，不断克服学习和生
活的一切艰难险阻，勇往直前，为了美好的未
来，更为不愧这片红色土地而努力拼搏。

我总认为，儿时的冬天里最迷人的是火
塘，那些熊熊燃烧的火焰，总是能点亮贫穷时
光里的希望。

我的老家在农村，取暖用柴禾，堂屋不
大，但必在上方挖一塘大大的火塘。普通的柴
禾不经烧，还未到冬天，爷爷便去山上寻树
蔸，往往一个大树蔸能烧两三天，特别是老茶
树蔸，材质细密，燃烧极慢，能烧个四五天。茶
树蔸燃烧的时候有一种特别的香味儿，能让
人心旷神怡。茶树蔸熏肉也是极好的，鸡鸭鱼
肉往火塘上的房梁上一挂，一边烤火一边熏
肉，熏出来的肉颜色艳丽，香气扑鼻，那滋味
儿，别提有多美了。

在火塘上架个三脚架，烧水、煮饭、炒菜、
炖汤，一家人围着暖暖的火塘，谈天说地，吃
吃喝喝，好不快活。特别是到了晚上，大人全
都放松下来，围坐在火塘边取暖，奶奶就会讲
些神话故事，而爷爷总会讲当年他当兵的经
历，父亲会讲我小时候的趣事，母亲呢，她会
一边织毛衣，一边静静地听着。等他们都讲
完，我当然不失时机地显摆自己，跳上一段
舞，或是背上一篇课文，赢得大家的掌声才会
心满意足。

我喜欢搬张小桌，在火塘边写作业。全身
被烤得暖烘烘的。写累了，便开始享用火塘里
的美食。用火塘烤红薯那是极其简单的，把火
塘的热灰扒开，埋两个拳头大的红薯，半个小
时的工夫，扒开热灰，便可以吃上香喷喷的烤
红薯了。在火塘边煨冰糖姜茶也是再好不过的
事情，切几块姜片，抓几颗冰糖，放上水用锡罐
装好，放在火塘边慢慢煨，不一会儿，好闻的姜
茶味儿便散发得满屋都是，姜茶越煨越浓，越
煨越美味。姜茶去寒气，防感冒，我那时候每天
都要喝上一大杯。

如今经济发达了，农村生活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家家都翻盖了新房，烤火用上
了干净方便的电烤炉，火塘便渐渐消失在人
们的生活中，围着火塘烤火成了极其奢侈的
事情。可是我依然想念火塘，想念火塘边上
那些贫穷而幸福的时光。在我的心里，有一
塘永不熄灭的火塘，它带给我的温暖，永远
不会散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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