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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间三首
□岸石

其一

蔚蓝如洗白云闲，
秋味延人野陌间。
风动千顷丰谷浪，
香随溪水过前湾。

其二

送香溪水过前湾，
欣喜丰收又一年。
应料今宵人不寐，
农家趁月磨新镰。

其三

挞斗机声响应天，
农家田里汗涟涟。
年年辛苦忙中过，
稻谷盈仓梦可酣。

去过紫云的格凸河多次，却并不知
道妖岩的云海，像似位大家闺秀，还未走
出人间天堂，难以见识素面朝天的靓丽，
始终遮盖着神秘的面纱，隐藏在大山的
深处，虚无缥缈的神奇。

昨夜下了场小雨，打湿了梦幻的边
缘，清晨风和日丽，阳光明媚绚烂，高原入
秋以来，总是这般舒适，醒得早起得晚的
古朴，保持着原汁原味，最适合人类生存。

在城市广场上车后，向东驶出了拥
堵小城，上了安紫高速，一路向南而去，
现在的高速公路四通八达，逢山开路的
方便快捷往来，田野里稻花飘香四溢，带
着泥土的芳香扑鼻，极目眺望山那边还
是山，风驰电掣奔向诗和远方。

车下了紫云站匝道，路过旁边的紫
云硐，烟雾缭绕梵音飘渺，紫气东来国泰
民安，紫云因紫云硐而得名，有着诗情画
意的祥瑞，绕过了县城的边缘，穿过亚鲁
王文化广场，沿着蜿蜒曲折的山路，穿过
茂密的树丛竹林，慢慢的驶向远方一路
而去，满眼一片翠绿的赏心悦目。

一路上同行的朋友，笑容可掬的介
绍情况，从市里下来磨炼，投入到火热的
工作中，通过全国脱贫攻坚实施完成，紫
云各族人民的持续奋斗，撕下了千百年
来贫困的标签，正意气风发走进康庄大
道，迈向更加美好的灿烂未来。

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从在京求
学毕业回来后，分配到地区民委工作，随
同单位领导去紫云出差，第一次跨进工
作的门槛，领导才从县委书记任上，调到
地区民委担任主任，回到曾经工作过的
老地方，受到亲朋故友的热情款待，盛情
难却通宵达旦，一醉方休不醉不归。

紫云是自治县，民委去得比较多，也
结识了许多的紫云人，学长同学师弟师
妹都有，原先这里地处边远，交通不便信
息闭塞，人们却纯朴善良聪慧，人杰地灵
的风水宝地，曾经在乡镇任职，工作过两
年时间，也算是了解了那里的风土民情，
深深地爱上了这片神奇的土地。

转过一道弯拐后，道路更加的崎岖，
车沿着陡峭的山路，转弯抹角艰难行驶，
原来土丘上的树林，早已不见踪影，山更
高了坡更陡了，坚硬裸露的岩石上，生长
低矮的灌木丛，层层叠叠的山峦叠嶂，奇
峰秀岭的分外妖娆。

爬上一段陡坡盘旋，又继续从缝隙
穿过，峰回路转的柳岸花明，车到山前必
有路开阔，一壁巨大的山体，鬼斧神工的
断裂，垂直地挡住了视线，已经风化了的
岩石，铿锵有声脱落，任凭岁月的风风雨
雨，事无巨细的洗涤冲刷，呈现历史斑驳
的图影，残遗高原远古的密码。

这里的奇山秀水，流传亚鲁王的传

说，勤劳勇敢的山里人，跋山涉水的步履
蹒跚，从大山深处一路走来，一地脚印涂
满血泥，种下亘古不变的梦想，用辛勤的
汗水浇灌，梦发芽开花结果的璀璨，成就
民族文化，更加灿烂辉煌。

多次的陪同省内外的同仁，走进神
秘的麻山腹地，聆听英雄史诗亚鲁王，感
天动地的传奇绝唱，要由德高望重的经
师，世世代代的口耳相传，叙述一个顽强
的民族，艰辛困苦的迁徙历程，跋山涉水
的背井离乡，劈裂斩棘的刀耕火种，战胜
各种艰难险阻，挺起麻山的脊梁。

艰难地爬上了山顶，山高人为峰的
豪迈，山那边还是山的俊秀，一山望着一
山高的辽阔，山外有山的延绵不绝，旖旎
风光无限在远峰，洁白的淡淡的雾霭，轻
柔飘渺笼罩荒野，像似一层薄薄的轻纱
帐，遮盖着久远的历史面孔，始终的让人
无法揭开，那面绝世的美丽容颜。

站在高高的山顶，真想指点江山激
扬文字，山野的风徐徐地吹来，飘逸的秀
发迎风飘扬，浓雾从遥远的天地边缘，弥
漫倾泻流淌而过，洗涤凡间世俗的风尘，
抚平沟沟壑壑的创伤，远方冉冉升起的
朝阳，洒下万丈光芒的霞光。

前方巨大的妖岩上，映红了灿烂的
彩霞，淡淡的雾霭波澜壮阔，波涛汹涌从
山崖上飘过，轻柔得像一场梦，从晨曦中

苏醒过来，悄悄的舒展着柔美的身影，睁
开了朦朦胧胧的眼眸，长长的打了一个
哈欠，吐露淡雅的阵阵馨香。

山顶上的风很大，徐徐吹拂而来，同
行的好几位女同胞，乌黑的秀发迎风飘
扬，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不胜凉风的娇
羞，依偎着思过崖的石碑，面壁思过的虔
诚祈祷，双手合十地口中念念有词起来，
祝福的话语随风烟消云散，雄鹰飞过陡
峭的悬崖，追逐远去的神话传说。

曾经爬上峨眉山顶，俯瞰过飘渺的
云海，也登上了梵净山巅，抚摸过云朵的
柔情，体验着黄山云霞的约丽，看过庐山
云雾的真面目，触摸苍山洱海的雾雨，凝
视嵩山雾海佛光闪烁，行访崂山薄雾的
仙景，追逐天山云海的踪影，在祖国辽阔
的大地上，江山如此多娇的秀美。

依依不舍告别妖岩，挥挥手不带走
云彩，感叹神奇的大自然，眷恋这片多情
的土地，回归自然返璞归真，原路回到紫
云县城就餐，大家不知疲倦地侃侃而谈，
幸福快乐，抚慰漂泊的灵魂，再次的浪迹
天涯。

告别热情好客的朋友们，夜空已是
繁星点点璀璨，银河像条绚丽多彩的丝
带，虚无缥缈在浩瀚的星空中，遥远的天
空上彩云追月，天边云卷云舒的意境里，
似妖岩飘渺的那片云海。

妖岩云海
□王天锐

西西弗的名字，好像跟一个故事有
关。一个人推着大石头爬上半坡的故
事。顶着上吧，难，累，苦。放手吧，危
险！不小心还会被石头压成肉饼。

在贵州安顺，西西弗是一家小有名
气的人文书店，在东街小十字南街中段
的一栋老楼的二楼上。这条街，是安顺
城有名的顾府街，白天卖衣服，晚上卖小
吃。有穿的，也有吃的。那年，街上的小
吃店都搬到了“好吃街”，这里就只有穿
的，没有吃的了。

我偶尔去西西弗，就像偶尔去虹山
湖一样，随意，随缘。记不起是哪一年
了，书店的陈姓管事为我办了张卡，这就
多了一个去的理由。有一次，我在书店
看到有我文字的书，人民文学出版社出
版的年度散文选，有且只有一本了。因
出版社送了我一本样书，我就没有买回
家。过几天等我想转回来，想去买来送
人时，却找不到了它了。又有一次，我的
一些文字印在一本书上，有人把那本书
摆到书店，放在“本土作家”那里。因为
我的那些文章写得不好，那阵日子，我不
好意思去西西弗，怕看到那本书。像怕
犯了错误的孩子在学校看到老师一样，
心虚。

去西西弗，一般都在小十字下车。

左拐，穿过一排服装店，穿过一路吆喝，
再左拐，上二楼。左边是网吧，右边是书
店。有时候，网吧比书店热闹，有时候，
书店比网吧热闹。

这个周末，到文庙后面巷子里的戕
轲茶社取东西。人不在，等不及，就从小
巷子里钻出来，在儒林路捡一家老店，吃
了些老味道。起来，继续往左，去西西弗
转转。

人啊，经常去书店转转，心会静些，
人会淡些，时光也会从容些，不一定要买
书，进去转一圈出来，身上沾点书卷气。

刚走到卖花江剪粉的小摊那里，我
的手机响了。朋友有约，以“开小会”的
形式欢度这个没有加班的周末。不急，
先到西西弗转转再说。

书店楼下左边那家裹卷店，生意一
直很好，似乎总有些小姑娘在坐着吃。
上楼，左拐。走进书店，掀开那道帘子，
世界马上变成温暖的色调。外面的喧
嚣，被隔在了外面。音乐轻轻的，舒缓地
流淌。老人，大人，孩子，在书店里都静
静的。孩子们不贪婪，或许来之前就有
目标，抱一本书坐在地上就忘我地读，随
意，自然，就像是坐在海边的沙滩上，校
园的草坪上。我漫不经心，看书，看人，
看挂在墙上那些孩子们的画：天真，稚

气，不加雕琢。
慢慢地发现，书丛中有一两本是自

己读过的书（也许是上次来随便翻过），
只是一时想不起写的是什么了。慢慢
地，看到了熟悉的身影。正在搜肠刮肚
地想对方是谁，想如何搭话时，人家先开
口了，轻言细语地与我打招呼。

像我这种人，逛书店的是很虚伪的
一件事，因为自己买的书，朋友送的书，
到图书馆借的书，都没有读完呢，在家
里冷冷地放着。朋友这两年出版的新
书，有送我的，收到书的当天礼貌性的
读几页，就放下了。这种情况，买什么
新书啊？本来人就够虚伪的了，还再买
几本书拿起去赴会，人家问起来，多不
好意思啊！

掏出手机，悄悄拍了几张照片：孩
子们自然随意地读书的场面。孩子读
书多是喜欢，没有功利性，所以姿势也
怎么舒服怎么坐，感觉不喜欢了，站起
来，换一本。我也这样坐在学校后面那
块大石板上读过书，还跟在河包山的牛
屁股后面背过名词解释和数学公式，现
在有模有样地“从事文字工作”，却好久
没有认真读书了。每天在单位读的七
八种报纸，经常是一目十行。在手机上
读的“鸡汤”，也是早上读过，晚上就忘

得差不多了。
坐办公室时间长了，人就胖，就懒，

就丑。为了鞭策自己要迈开腿，勤读
书。我请书法家为我写了幅字，内容是
我的凡人名言：“体胖常走动，人丑多读
书”。裱好挂在我的书房。又请篆刻的
朋友刻枚闲章，内容就是把那十个字精
简到六个字：“常走动，多读书”。

在书店，灯光是温暖的。目光也是
温暖的，哪怕是陌生人不经意轻轻投来
的那一瞥。没有喧闹，只有沙沙的翻书
声。就连偶尔有人接电话，也是轻言细
语，长话短说。我的电话也响了，朋友们
在催我了，那边“三缺一，干着急”呢。西
西弗这个来去自由的地方，多我一个不
多，少我一个不少。

前几天，我从西西弗楼下走过，习惯
性地抬头看看，楼还在，西西弗书店不在
了！这家叫西西弗的书店，这家在安顺
活了十多年的书店，真的消失了？我把
这种担心和失落发到微信朋友圈后不到
五分钟，朋友们给我发来消息。

“还在的，搬家了。”
“西西弗现在隐藏在国贸商场里

面了。”
过几天，我就去国贸找找西西弗，看

看西西弗。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猫营中学虽然简陋无比，学生年龄、文化程度参
差不齐，状态也不在一条线上。但是我始终感到，在猫营中学工作的岁
月却是自己繁忙、紧张、活泼、知识长进、生活充实的时候。

不少学生离开学校距离遥远，学校处于建设阶段，没有能力为学生
提供住宿，走读生花在路上的时间很长。

记得当时我担任初中三年级班主任工作，同时教学语文课。班级里
有一位同学年龄比我大，是一个共产党员，住在离学校很远的小鱼凹村
民组，来回一趟要走几十里岩石路。加上半天建校、半天上课，确实难为
学生、难为教师。

尽管如此，学校的风气很好、学习的氛围很浓，生活虽然艰苦，日子却过
得有滋有味，整个学校上下齐心，年复一年规模不断扩大。回头想想，艰苦
环境下学校有好领导、好同事，大家有责任感、事业心，不能不是重要因素。

在猫营中学工作时，龚校长既是我的领导，更是我的良师益友，他的
言传身教，他的严谨，他对教育事业的执着，他对于名利地位的淡泊，他
对人的诚恳，实实在在是我的榜样。俗话说，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干
部，身教重于言教，所有这一切让我受益一辈子。

作为建国后最早到紫云工作的安顺师范毕业生之一，龚国权1952
年年仅16岁便跨出安师大门，赴紫云工作。那时从安顺到紫云没有公
路，更谈不上汽车了，他和一大批热血方刚的青年教师背着行李、杵着拐
棍、望着层层叠叠的山、沿着蜿蜒曲折的路，一步一步走到偏僻闭塞的紫
云，这一去50余年。他先后在紫云自治县的火花、狗场、板当小学任过
教。60年代初，紫云和望谟两县合并，他又在望谟县的桑郎小学、紫云中
学教过书。期间他当过小学校长、教育视导员，始终没离开过教育口，调
到猫营中学后，他就再也没有离开教室、讲台。

他平易近人，身教重于言教；他学历不高，初师生一个，但几十年的教
学生涯，半辈子刻苦钻研，他成了全校数学权威，从初一直至高中，教的得
心应手。他析题清楚、推导严密、语言生动，他的课，学生听得津津有味。

他治校严谨，虽是校长，老师们对他敬重大于畏惧，喜欢团他在身
边，劲往一处使，猫云中学的教学质量在全县乡镇中学中首屈一指。我
与龚校长从走上团坡山，住进厨房兼宿舍开始，近8年时间的接触，可谓
受益匪浅，龚校长一直是自己往后工作的榜样。

工作上，龚校长是我榜样，生活上，他及家人善待学校的每一位同
事。当时我夫人在猫营小学任教，离中学有一段路。让我们夫妇终身难
忘的是，当年我们的孩子刚出生，因为两人都是教师，都要上课，一周当
中有几个半天无法照顾孩子，这是一件叫人发愁的事。作为校长、兄长、
邻居，校长和夫人成了孩子的保姆，只要我们上课，带孩子就是他们的
事，为我们解除了后顾之忧，以致我们调往县城工作时，孩子赖着校长及
夫人不肯离开。

在紫云工作了一辈子，而且几乎一辈子在乡镇学校工作，他无怨无
悔，龚校长为紫云的教育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桃李无言，下自成蹊”，
1988年，他被评为中学高级教师，成了全县唯一在乡镇学校工作的、有高
级职称的教师。同年，他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是年教师节，在人民大会
堂荣幸地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我认为这是党和人民对
一个坚持贫困山区教书育人的老教育工作者的认可和褒扬，校长应该得
到这个荣誉。

我自己也感到很欣慰，因为上报材料几乎就是我写的。当时我在县
教育局工作，看了办公室写的上报材料，我不甚满意。当时已经没有时
间再派人了解、重写了，我决定自己动手。一个晚上的时间里，我沉浸在
对往事、对校长的回忆之中，猫营中学的岁月往事历历在目，我仿佛又听
到了团坡山上寒风中的林涛，又看到了龚校长带领师生们挥锄洒汗开挖
球场、校基，耳边传来龚校长朗朗的讲课声……，因为熟识，材料几乎是
一气呵成。在写材料的过程中，自己也再一次领略了一个扎根贫困山区
老教师的精神，再一次感受到了榜样的力量。材料中我把以龚校长为代
表的老一辈教育工作者称之为贫困山区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脊梁”。

如今校长三个孩子一个在紫云自治县工作，一个在安顺经营酒厂，
一个在安顺开发区学校教书，膝下儿孙满堂。然而本该颐养天年的他，
仍然手执教鞭，在教育的田野里耕耘，我知道这一辈子，龚校长是离不开
教师这个岗位了。

西西弗
□丁杰

在猫营中学的日子里（下）

——良师益友龚校长
□范干平

“北风潜入悄无踪，未品浓秋已立冬。”季节的脚步总是匆匆忙忙，仿
佛只是在慵散的秋日午后打了个盹，立冬就踩着厚厚的落叶，急不可待
地走来了。

我国古时民间习惯以立冬为冬季的开始，《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
说：“立，建始也”，又说：“冬，终也，万物收藏也！”意思是说，冬季从现在
开始，农作物全部收晒、入库，有些动物也要藏起来准备冬眠了。看来，
立冬不仅代表着冬天的来临，也有万物收藏，规避寒冷的意思。

立冬是个悠闲自得的时节，冬麦一种下，农人就挂起了锄头，再也不
为播种和收获忙碌了，他们围着火炉，温上一壶酒，慢慢地品味着初冬的
充实；有老年人坐在院坝里晒太阳，互聊着家常，或回忆着甜美的往事，
静笃，安详；狗蜷趴在老墙根下，眯着眼睛惬意地张望着这个世界；牛在
棚屋里拴着，不紧不慢地咀嚼着时光。

立冬时节，清晨，有时会升腾起一缕缕轻烟般的雾气，那隐约可见的
村庄,田野,山峰,仿佛在缓缓移动，呈现出奇幻的姿态。村头的小溪少
了往日的喧哗，但仍有细流蜿蜒曲折地流着，窃窃私语，透明如镜。轻寒
漠漠，那高高挺立在山坡上的树，丢弃一切琐碎，枝桠疏朗交错，衬着高
远的天空，简洁、遒劲、淳朴，很有一种其他季节没有的耿介与风雅，仿佛
可以看出它们正在积蓄力量，等待着来年开春长出新芽。

立冬，还有一个别名叫小阳春。此时，暑已去，寒欲来，阳光照在身
上，毛茸茸的，温暖舒适，将恹恹午后，酿成一壶微醺的酒；红透的枫叶写
满生命的灿烂；一丛丛野菊花，闪着亮丽的眼睛，开得肆意风流；那些简
约平凡的牵牛花，一朵朵蓝色花瓣飘逸清纯，自由自地在风中摇摆；鸟儿
三三两两，成群结队，站在枝头上搔首弄姿，或斜着羽翼掠空而过，留下
一圈优美的弧线。

一块块麦田点缀在田野山川，像绿色的地毯，麦子似乎又长高了寸
许，青得逼人眼；菜园里萝卜俊俏圆润，水灵灵地拱裂地面，露出小半个
身子；莲花白正在翻心，翻卷的叶片如一朵朵莲花盛开；蒜苗也拱出了翠
绿的脑袋……大地，总是生机勃勃，把满满的希望悬挂在农人的闪亮的
眸子里。

立冬后，风里也裹着些许寒意，人们除了需要添加御寒衣物外，正是
藏心养生、修身养性的好时节。日常生活中要早睡早起保证充足的睡
眠，还要保持情绪安稳、平和淡定。在民间，有立冬吃饺子的习俗。我们
家乡更有“立冬不端饺子碗，冻掉耳朵没人管”的老话儿。此时要多吃些
具有暖性的食物，以增加热量，增强身体抵御寒冷的能力。

立冬是季节的一个片段，它拨响了甜蜜而又温情的弦。
立冬来了，其实在它寒冷孤寂的外表下，却也处处隐藏着勃勃生机。
让我们在立冬时节收藏心情，攒足干劲，养精蓄锐。“冬天来了，春天

还会远吗?”在这初冬里，我依稀闻到了春天的气息!

品味立冬
□乔兆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