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绮丽艳阳下，翠绿山谷间，淙淙清溪旁，
这个巨大的繁体“龙”字显得格外气魄宏大，
处处洋溢出美的韵味。

时间是 2018 年国庆节前夕，地点在贵
州省安顺市龙宫风景名胜区，来自全国各地
参加“龙宫诗会”的诗人们，对这处完美结合
着人文与自然的景观赞叹不已。只见这个
巨大的“龙”字，宛若天公写出的书法，在阳
光下神采飞扬，活灵活现。令人惊叹的是，
这个繁体“龙”字是用农作物“种植”出来
的！春季，采用油菜花和蚕豆套种，想必油
菜花盛开之时，这个“龙”字在大片蚕豆的映
衬下，显示出一种迷人的金黄；秋季，则采用
普通水稻和黑糯米水稻套种，站在高处俯
瞰，这个“龙”字绿油油的，清晰可见，充满大
自然的生机和活力。

赞叹之余，大家走下山坡，亲身到这片
美景中体验。漫步田间，感受着迷人的田
园风光，品味着新鲜的田野气息。人流中，
一位身着苗族服装的少女手中那一抹红
色，深深吸引了我的视线：是国旗，五星红
旗！在“龙”字田里看到五星红旗，真是令
人感慨万千。

安顺市是苗族、布依族同胞聚居地。这
个巨大的“龙”字，见证着苗族、布依族儿女
对祖国的深情。想来真是神奇，只有具备贵
州这样的地貌条件，才能产生“龙”字田这样

的奇迹。如果在平原上，即使有这样的奇
观，不站到丘陵高处，人们还是难以欣赏到
壮观的美景。站在“龙”字田里，深深为祖国
的大好河山而陶醉，深深为中华大地上拥有
如此多样的地貌而自豪。这个占地 8 万余
平方米、被世界纪录认证机构认证授牌为

“世界最大植物汉字景观”的“龙”字田，饱含
着贵州苗族、布依族儿女对祖国河山的热
爱！是的，无论是种植水稻也好，种植油菜
花也罢，这是苗族、布依族儿女把一根根作
物当作丝线，在美丽的黔山秀水间绣着对祖
国的深情。

这个巨大的“龙”字，折射着苗族、布依
族儿女对中华文化的尊崇。走在“龙”字田
里，感觉自己也成了“龙”字的一部分。这面
苗族少女手中的五星红旗，说不定就在点画
之间，让站在高处看风景的人捕捉到，成为
最打动人心的一抹红。欣赏这个“龙”字，真
真切切感受到汉字之美在大自然中得以完
美呈现。笔锋是水稻呈现的，线条是油菜花
展示的，笔走龙蛇，笔笔都是自然风景，美轮
美奂，美就美在文化品位。这是中国的自然
之美和中国人的智慧之美最直观、最生动的
体现！

与手持国旗的苗族少女攀谈，更是了解
到了龙字田背后“扶贫攻坚”的生动故
事。她告诉我，她的家乡就在龙宫景

区，一直守着这片风水宝地。这里拥有两项
世界基尼斯之最，一个是最大、最多的水旱
溶洞群，再有就是世界最大的植物汉字景观
——“龙”字田。“天下溶洞数贵州，水上溶洞
看龙宫”，这里引来无数文人墨客赞美，国画
家刘海粟赞誉这里为“天下奇观”，诗人艾青
曾称龙宫为“大自然的大奇迹”。她说，听家
里大人们讲，虽然守着这片青山绿水，但直
到改革开放以来，家里的经济条件才逐渐得
以改善。特别是这几年，贵州加大了“扶贫
攻坚”力度，通过建好基本设施、推广旅游品
牌、提高服务品质，家乡得到长足发展，知名
度不断提升。旅游业的发展，带动了周边群
众脱贫致富奔小康，绿水青山真正变成了金
山银山。

听着她绘声绘色的讲述，我也不禁心潮
起伏。眼前这个巨大的“龙”字，不正是这幅

“扶贫攻坚”时代画卷中最写意、最酣畅的一
笔吗？苗族、布依族儿女对祖国的爱，对中
华文化的情，不正是真心凝聚在这满满的获
得感中了吗？

辞别苗族少女，再次漫步“龙”字田里，
看青山翠谷，听水声潺潺，满目绿色中，那一
抹红，依然在我的心头跳跃。

“龙”字田里爱国情
□ 刘笑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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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时，我家的院子栽着一大丛秋英，是
隔壁东北人罗叔给的种子。那是上世纪
80年代。

我家在一个“三线”厂。工厂和宿舍都
建在还算开阔的山坳里，幼儿园、学校、医
院一应俱全。“三线”厂主要生产电机，厂里
的许多工人来自东北。1949年 10月出生
的罗叔，是新中国的同龄人。

“我们，一切听从祖国召唤。”罗叔 15
岁跟着父亲，从东北的大城市落脚到四川
盆地这处不起眼的山坳里，成了第一批援
建工人。异乡人到底带来异乡人的习俗，
从此，山坳里的家属区，每至傍晚都炖菜飘
香，酸菜炖白肉常常出现在闷罐房子周末
的餐桌上，在东北大嫂热情的邀约声中热
热地端上桌，左邻右舍围坐。

秋英是东北人带来的，逐渐成为厂里
夏秋两季最常见的草花。花朵有向日葵的
姿态，管状中空的纤小花瓣绕着花心向四
周直直发散开去。花的颜色有红、粉、白、
紫还有红白融合，花朵被如深绿绒线精细
编织的羽状叶片衬托，秀丽又有活力。我
童年的记忆里，秋英在厂子里几乎随处可
见，院子里，房前屋后，花台沟渠，甚至条石
堡坎的缝隙间都能探出几支粉白的骨朵。
当年，罗叔参加研制一座大型水电站发电
机组任务，外派到长江边，在春天的泥泞里
随手洒下秋英的种子。半年多的时间，竟
亲眼见到生根、发芽、成长、开花，小小草花
蓬勃的生命力引发一阵感叹。

我后来知道，秋英并非与“炖菜”一样
属于东北特产，而是一种来自国外的植物，
学名波斯菊，在中国栽培甚广。花期很长，
从每年5月底开至10月底。但在儿时，幼
小的我确信，秋英的故乡一定是东北。因
为，邻居罗叔常给我讲东北林区见闻——
沿江水电站上马多，电机厂师傅自然见多
识广。他的故事里，江边山林间盛开秋英
花朵，伐木工人战天斗地，江里砍伐的圆木
顺水漂流。

秋英随性生长的电机厂，伴随着数十
个隆重的国庆日，一直在国家的基础设施
建设中发光发热。体制的光环，却在时代
洗礼中渐渐退却。当初把秋英从东北带到
四川的老工人，开始教育自家不安分的儿

女：“厂子就是家，家就是厂子，你一个人跑
出去，离家背井不难受吗？”电机厂长大的
子弟们，终究像四处行走的秋英一样，落脚
到全国各地，从事各行各业的都有。十几
年后，不少人已经是新兴行业的领头人。

去罗叔家里做客。闲聊之间，今年国
庆就要满70的老爷子拿出本旧相册，小心
翼翼翻开。一页页脆化的塑胶薄膜，覆盖
着当年他在一个个新上马的水电站拍的留
念照，抹不去的微黄带着年代感。某张照
片，他的侧影像个思考者。听说，那座小水
电站下游的河道，后来不见了一种鱼的踪
迹，那些披着闪亮宝绿色鳞片的鱼儿对下
游居民来说，曾经唾手可得。

“现在国家把环保放在首位，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说得好哇！可是，国家限制
水电站上马，以后厂子里的年轻人走南闯
北的机会少了。”罗叔说，带着一丝遗憾。

“你这是老思维。谁说走南闯北的机会
少了，现在电机厂大力发展自主创新，提倡
环保高效，业务已经走向全世界。上个月，
东北三哥的孩子不是被厂头派去非洲援建
了吗？”罗婶说，她不久前回过一趟东北。

“妮子呀，看问题一定要用新眼光。”罗
婶拍拍我的肩膀，把一束刚采摘下来的秋
英插进花瓶。“有空，你也去东北瞧瞧，还可
以逛逛林子，现在是最好的季节。”

我一直期待看看罗叔口中处处被秋英
点缀的大森林，看看一根根圆木在江中漂
流的场景。我去的时候，是秋英最美的季
节，但再也看不到圆木漂流了。几年前那
里已经全面禁止伐木，森林受到保护。在
全面停止商业采伐后，伐木工人纷纷转岗
就业。林业部门不断探索现代林业发展模
式，伐木工人的角色也正逐年转变。他们
就像电机厂的罗叔一样，为了支援国家建
设背井离乡，像秋英一样播撒在最艰难的
地方，现在为了保护环境，必须眼看着转
型。但他们都在调整自己的心态，适应新
的转变。

大森林里，带着俄式异域风情的旅游度
假村点缀其间，昔日的木材运输履带车变成
了搭乘游客的“爬山虎”，美丽的秋英被昔日
的伐木工人带走，招摇在马路两旁和广场花
坛里，依然是与周遭最搭配的装点。

行走的秋英
□ 李燕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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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高气爽，国庆又至。一
些人出行百里千里，度假看
景点，一些人忙着见朋友、
见战友、见同学，重叙旧
情。这都无可厚非，毕竟
国家给了法定假期。

每年的此时，我选
择哪也不去，倒不是担心
到了景区看人头，而是在
家整理下思绪，毕竟离年

底只有 3 个月，得审视自己
一年是否拼搏了，还是懈怠

了？
我是个极其容易满足的人，

有饭吃、有衣穿，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就行了。

走过45个春秋，看了45年风云，父母
老去，儿女渐长，的确到了“此情可待成追
忆”的年景，爱回忆、爱感叹是这个年龄段的
常态。我开始留心观察身边：晨光夕照中锻
炼的老人，上学放学的孩子，为了生活奔走
的红男绿女，他们生活在这个安宁美好的国
度，是件幸福的事!

又到国庆，秋凉已经落脚，温馨的阳光，
给人且行且珍惜的感觉。

还记得小时候，我在老家农村长大，生
活条件不好，虽是粗茶淡饭，倒也人情融
洽。那时的国庆，我知足的是时常有蓝蓝的
天，身边常有玩伴，爸妈常从县城回乡看我。

慢慢地，到了上世纪80年代，我回到父
母身边读小学，生活水平逐渐好转。那时的
国庆，虽没有长假，没有玩具，但童年少年是
单纯无邪的，没有补课，没有培训班……玩
得好的同学，已经几乎到了和家人同等重要
的地步。

到了上世纪 90 年代，我已经开始告别
青涩，完成了读书向就业的转变，也回到了
农村。那时的国庆，多了很多味道。学习、
交友让生活的趣味多了许多，费翔、齐秦、邓
丽君成了我和同学、同事的偶像。国庆没
事，我也会凑几个朋友，到卡拉 OK 厅吼上
几嗓子；湛蓝的意大利之夏，虽然马拉多纳
卫冕失利，但酷爱足球的我也会邀上一帮球
友在国庆过上一把瘾。

时间的钟摆来到 21 世纪初，我步入而
立，也告别单身有了孩子，更多会审视生活
了。我继续在农村工作生活，奔走在田野阡
陌，看到种种不易，逐渐更加体恤农民的生
活。那时的国庆，或许待在乡镇，或许陪着
孩子，多了沉稳，少了茫然，多了牵挂，少了
无聊。

不知不觉，已届不惑之年。这些年国力
强盛，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事的工作也
让我接触到更多社会变革，明白了付出的艰
辛，成功取得的不易，倍加珍惜身边的美好。

不经意间，家乡的交通更通畅了。老家
位于罗霄山腹地，没通赣粤高速之前，只有一
条105国道穿县境东侧而过，交通很是不便，

去趟省会南昌要走七八个小时。如今，赣粤
高速开通 10 余年了，另外几条高速也将于
近年动工；之前这里没有铁路，如今好消息
来临，一上铁路项目就是高铁，渝长厦（重庆
—长沙—厦门）高铁项目也将启动；曾为抗
日战争作过巨大贡献、停过美国飞虎队的沙
子岭机场，将改造成通勤机场……感受“地
球村”，“飞”到天南海北的梦不远了。

不经意间，家乡也有了更多城市味道。
每年国庆，我都喜欢骑车在县城周边转转，
细细观察点滴微小变化。大都市有的东西，
随着时间推移，渐次映入我的眼帘。说完全
没差距，那绝不可能。新鲜事物的出现，之
前城乡可能差 5 年 10 年，如今 2 年 3 年，再
往后就是一年半载。城里人兴健康养生，小
县城也步步紧跟，广场舞舞得欢快；城里人
足不出户享受便利服务，我们也有了连锁餐
厅，各大物流纷纷入驻……

不知从何时起，公益一词来到身边。穿
着马甲的爱心人士来到敬老院，理发、洗衣、
包饺子、陪说话、聊心事，把孝敬爸妈的孝心
给了这些风烛残年的老人；志愿者走上马路
维持秩序，奔走一线治病救人，出入社区奉
献爱心。最感动的是高考期间，司机们不鸣
喇叭，爱心企业送上免费物品，各类人士开
着私家车送考生到考点，一座城浸润着爱的
味道，流淌着爱的溪流。

今天你经历的是什么，明天潜藏你记忆
里的就是什么。国庆期间发生的一些往事，
想起的刹那心会生暖，被捡起的刹那会寂静
生欢。岁月的味道，是爱的味道，也是心中
留香的味道。持一份关于你的记忆一生做
伴，或许这样的日子才不会孤单。

我愿意待在一个小城过国庆长假，它不
喧嚣，很静谧，让人静下来乐享生活，回味人
生，也更让人热爱生活，珍惜生命。

国庆，体会爱的味道
□ 刘祖刚

今天你经历了什么，明天潜藏你记忆里的就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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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刹那会寂静生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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