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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北流天堂山，有一个网红景点，叫四

胜顶。走进这里，真正荡漾我心灵的，是那
一道道峡谷溪流。

在大爽河的峡谷口外，我还被八月的
阳光紧紧地挤压，但一脚踏进溪流谷口，就
感到河谷风仙气一般荡漾开来，把俗世的
喧嚣和心里的胡思乱想一一过滤。

溪流的声音是从脚边开始弹奏的，这
让我幻想自己成了一名熟练的钢琴师，溪
流响起的地方，就是琴键安放的地方，我每
踏下去一脚，都有回应。那些清秀的瀑流，
那些清澈见底的深潭，那些往来翕忽的小
鱼，那些清脆的鸟声，那些飞翔的蝴蝶，那
些稀有的虫鸣，甚至还有那些清晰的花语，
组合成了一场丰富多彩的演奏。

那些稀奇的野果，比如木竹子、牛脚
子、金桔子；那些城里没法见到的树木，比
如鸭脚木、雀枝木、黄牙木；那些适宜谈情
说爱的网格状藤蔓，比如火筒木蓬、黄鳝木
蓬、钓鞭子蓬等，在这里都能一一找到。在
这里，汽车喇叭声远去，低音炮远去，空调
冷气远去，甚至我们最需要的紫外线也暂
时远去，这里有足够的安静让你回忆人生，
有充裕的甜蜜让你品味爱情。

大爽河的上游，是落差达到20多米的
峭壁瀑布，那水声，那飞花碎玉的瀑流，是
洗濯自然之子的圣水，淋到脖子上，让人清
爽到心里。

四胜顶下的峡谷溪流，不是普通的水
流汇聚组合，而是神圣的甘露飞洒而成，只
要我伸出舌头接住其中几滴，满嘴甘甜，令
人心旷神。我深深地呼吸。鲜少人踏足的
山溪，还保留着贞洁一般的气息。

世人啊，如果你在俗世中有求而不得的某
些东西，来这里走一走，肯定有意外的收获。

二
溯溪而上，清泠的水响就在脚边回

荡。踏着黑泥小路，运动鞋会有半边陷进
泥水里。能下脚的地方，只是一些仅仅可
以踏稳一只脚尖或者脚后跟的小窝，脚蹬
着使力，本来手可以拉着两边的小花小草

借力的，但看到那些娇小的花草你会不忍
心揪她，只好用手按着一块块石头，或者利
用一些肢体动作来平衡身体往前走。在毫
无人迹的荒地上，那些寂寞地开放的野花，
那些饱满地裸露的野果，那些千奇百怪的
杂木，足以把你的心留在这里。

很快，就走到了接近四胜顶的路段，溪
边野花依次绽放，还有不少已经成熟的野
果。我仔细观察，竟然发现我童年吃过的
背带子，还有石羊菜、石薇菜，这些都是我
童年时代的温馨记忆。

啊，四胜顶，在你清凉的空间里，我愿
意做一个酣睡听话的小儿。

三
四胜顶上居然藏着一片草甸。我是先

看到捻子树，之后才看到草甸的，草甸上长
满了捻子树。瀚海一样的捻子树，掩盖不
住瀚海一样的高山草甸。我几乎不敢相信
自己的眼睛，以为来到了我曾经熟悉的北
方大草原。在南方，我见过大容山的草甸，
见过天堂山的草甸，却没见过这么大的一
片墨绿墨绿的高山草甸。

在北方，我曾经在一个偏僻的西部牧
场生活过许多年，并且为此深深地爱上了
草原。游牧生活的熏陶，广袤土地的开导，
使我一直坚信南方人有必要在那些土地上
进行一番心胸的开拓。

可我不曾想，就在这里，就在我们熟悉
的南方，竟然会有一片仿佛北方游牧的大
草场。

我错愕，我欢呼，我翻滚，我奔跑，然后
我又沉默。

我需要有一个思考的时刻，让自己在
这片草甸上清醒。

我仔细地看，静静地想，面对着也许超
过1000公顷的高山草甸，这么纯粹的一片
心灵牧场。

我顺着巍峨的草甸攀爬，其实是心灵
在做着一个高度的攀爬。多少年，我一直
不相信南方有草原，一直在思念北方的故
乡，我为此十年里南来北往，在疆桂两地游
牧转场，以为自己占据了心灵的高度，并为
此傲然回望，自诩曲高和寡，却不曾想，南

方有嘉木，南方有牧场！
是的，南方有草原，南方有我心灵的家

园！

四
此刻，四胜顶的草山就是一个个绿色

的城堡，在两广三县市之间峰峦如聚，波涛
如怒。我抬首东望，信宜大人山层峦叠嶂，
南面茂化水库波平浪静，西边石牛岭遽然
崛起，北边满垌水库波光粼粼，天堂山云遮
雾障。

这么大的一片草原，其实就是一个庞大
的场面，这里，适宜做一个健身的运动场，更
适宜做一个心灵的洗浴场。天南地北，男女
老少，全都适宜来吧；鸢飞戾天者、经纶世务
者，到此必望草息心，窥原忘返；患坐骨神经
痛者、近视头疼者，赶快来治疗吧！这里可
以做你健身的场地，这里可以做你灵魂的归
宿，这里可以做你超脱的寓所！

天高云淡，阳光如瀑，而草甸上鲜花盛
放，枯寂无声，它们都在作着一种等待，等
待有缘人，等待马蹄声，等待食草动物，等
待某些声音震动地面。

也许，它们为此等待了亿万年，却仍在
坚持着。

那些灿烂的野菊花，那些肥厚的草叶，
还有那些正待转红成熟的山捻子，就是这
片草甸的无数的眼睛，它们不再沉睡，它们
的眼睛已经睁开，尽管，它们肯定还有着许
多梦境。

五
我继续在大草甸上奔跑，目标是海拔

1021米的大风车下。
走在牛脊一样的山顶上，底下是陡峭

的绿坡，足足有五六百米，风有些湍急，目
光有些晕眩，但遏止不住我们的豪气。

一场绿色的风从十几座草山上刮过，
绿色是从空中到地上的唯一颜色。

绿，随着群山而蜿蜒，那只是草花的鲜
绿和美艳，每座草山都是一个绿色的标志，
有无数的力量在托举着它们。

而草山与草山之间，都是波峰与浪谷
的姿态，所以看起来就无比空旷，空旷连着

空旷，空旷套着空旷，带来的是更大的开
阔，足以把每个到来的人的思想极限扩张。

而在这种空旷和扩张里，唯有绿色在
生长，在升腾，在悬浮。

这才是真正的空中草原。
我看见了一种叫绿色的欲望，整整一

天，我都在这种生机勃勃的欲望中喘息，没
有阴凉，只有更大的风，风把十几架大风车
吹得噗啦噗啦响着转，好像在传达着一种
物语，风也把这场欲望覆盖了四胜顶周边
远远近近的山岗。

六
在四胜顶上行走的三个小时，我真的

只想歌唱，就唱《天堂草原》，就唱《我和草
原有个约定》。

跟着我一起唱的，还有一位年逾六旬的
刘姓老大娘。从闲聊中我得知她的生活也
颇为坎坷，但四胜顶的美景，抚平了她内心
的所有创伤，连生活中那些苦难，在她口中
也多了一层诗意。她腿脚不甚灵便，男人年
轻时就因为上山割木被木头压死了。她有
三个女儿，大女儿患癌症早逝，二女儿嫁陆
川后远赴广州做清洁工，三女儿有精神障
碍。她家的生活十分困难，她一个人在家带
着三个外孙。自从风力发电开发了四胜顶，
她就义务担起了向导，面对那些自驾游的客
人，有时候她一天就带队上山十几次。才上
过小学一年级的她，能随口编出流畅深情的
山歌民谣，尤其是她唱的那首渴望开发四胜
顶的山歌，让我一度热泪盈眶。

四胜顶下大爽河，
山山河河听我歌，
三十守寡到六十，
三只侬儿养一窝。
今日来了好心人，
入门就畀我钱银。
冇要钱银我要心，
开发山区年年春。
啊——年年啊，啊——春啊——
…………
四胜顶，四胜顶，我开始轻轻地吟诵着

这个词，脑海中有了一首歌的旋律，有了一
篇散文诗的意境。

歌当然是雄壮的，铿锵的。
散文诗当然是昂扬的，舒畅的。
这样的歌和散文诗，随着我的人而到

来，随着我的心而荡漾。
苍茫的绿色，和天同蓝的草原，当我仰

望已久，我突然张开喉咙，唱出我心中的
歌，把我对这片草原的爱，唱给我自己，也
唱给亲爱的人。

四胜顶
◇梁晓阳

在我们家，人大情怀就像一颗传承的种子，在
岁月的更替中生根发芽，茁壮成长。父亲在20世
纪80年代中后期就进入人大机关工作，身为人大
代表的他凭着对土地和人民的无限热爱，写就了
一段传奇，深深地激励着我们坚定前行。

20 世纪 70 年代,父亲钟扬莆就成为了区内的
知名作家，到了 80 年代中，父亲进入县级玉林市
人大机关负责教科文卫工作。父亲深知人大工作
的责任重大，珍惜每一个能为民众发声的机会。
为了更好地了解民情，他自告奋勇前往最边远的
山区博爱乡（2005年行政区域调整，博爱乡归并兴
业县山心镇管辖）工作。那段日子里，他天天爬山
涉水，天还没亮就步行进村。

在父亲从事人大机关工作和担任人大代表
的 20 年，他先后提出了 80 多条建议。其中，《关
于兴建玉林青少年宫案》和《关于兴建玉林图书
馆案》等建议，为当地青少年的成长和文化事业
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1989 年 7 月，作为县级
玉林市人大常委委员的他，在参加审议土地局关
于耕地流失报告的会议上，他内心受到了极大的
触动。农民与土地之间那份深厚而复杂的情感，
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经过多年的精心创作，
1995 年，一部关于土地的史诗《饶恕我，桑梓》出
版面世。这部作品引起了广大读者的热烈反响，
父亲也凭借着对土地和人民的深情，在文学的道
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1996年，父亲如愿加入
了中国作家协会，他的努力和才华得到了更广泛
的认可。

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父亲的人大故事是最
珍贵的精神财富。他对工作的热情、对人民的关
怀，以及那份为了正义和公平不懈努力的精神，深深地烙印在我们的心中。

时光流转，1997年 11月，姐姐钟虹由于工作积极勤恳得到党和人民的
信任，当选为第九届自治区人大代表。她深切地认识到，这是党和人民对自
己的信任，这既是一种荣誉，更是一种责任；既是一种动力，更是一份压力。
她发誓要以实际行动履行好代表的职责，不辜负人民的期望。因此，姐姐在
平时的工作中善于观察，用心思考，勤于动脑，围绕群众关注的热点问题开
展调研，走访群众，收集民意，提交了多份有质量的建议，得到有关部门采纳
和落实，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2011年8月，姐姐当选玉林
市第四届人大代表，她又与其他人大代表联名提出了《关于加强对我市禽畜
养殖污染现状治理的建议》《关于完善玉林市园林绿化管理制度的建议》等
建议，引起了较大的反响。

姐姐不仅是一名人大代表，还是一名党派机关的专职副主委。她常常
利用双重身份，发挥一岗双责作用，切实为人民群众呼吁，为人民群众办实
事。有一年，她针对农村人居环境问题，深入调研，后来撰写了《关于加强农
村垃圾处理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建议》获得玉林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
视，出台一系列措施加强对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在全市开展“美丽玉林，清洁
乡村”活动，并建立健全长效机制，推动清洁乡村工作常态化。姐姐还曾多
次组织教育、医卫、农业等行业的专家到各县（市、区）开展送教、送医、送农
业技术下乡等活动。她告诉我说，每次下乡看到农民们感激的眼神，更加深
刻地体会到人大代表的价值所在。她还常常说：“父亲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我们要沿着他的足迹，在未来的履职道路上，牢记人民的重托，不辜负人民
的期望。”凭着坚定的理想信念，姐姐始终做到言行合一，用实际行动诠释人
大代表的责任与担当。后来，尽管因工作原因不再继续担任人大代表，但姐
姐听民声、察民情、聚民智、解民忧的初心不变，利用在民主党派机关工作优
势，深入基层调研，反映社情民意，共撰写社情民意信息近100条，分别获全
国政协、民进中央、自治区党委、自治区政协、自治区党委统战部、民进广西
区委会等采用40多条，其中1篇调研成果获评为民进全国参政议政优秀成
果三等奖，她也因此获得了民进全国参政议政工作先进个人称号。

2016年 10月，我被临时抽调到玉林市人大工作，在参加换届选举大会
时，感觉到主席台上人大的徽章透着一股庄严。当我听到主持人宣读《中华
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看到一位
位着正装的代表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走向投票箱，郑重地投下代表着民主
权利的选票时，我肃然起敬。

2021年建党百年，我们单位收到一份市人大代表提交的关于加强玉林
革命遗址遗迹保护利用的建议，我作为具体负责这件工作的人员，在查阅玉
林革命遗址遗迹相关资料后，又深入基层调研，收集到了更多的一手资料，
最后形成了调研报告并提供给相关部门。在工作过程中，我的眼前常常浮
现父亲和姐姐两代人大代表兢兢业业工作的画面，让我深切感悟到这份事
业的神圣与崇高。

2024年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70周年。70年来，玉林的人民代表一
代又一代，他们认真履行权利和义务，犹如挺拔的青松扎根土地，深入基层
为群众排忧解难，不辜负党和人民委以的重任；他们恰似燃烧的火炬，为玉
林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他们宛如激昂的战歌，奏响了玉林不断前
行的奋进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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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英灵血染国旗红，壮志豪情铸世功。
七十五年欢庆日，遥天向海敬精忠。

二
神州四海共欢腾，古国新生万里鹏。
底蕴春秋谁可恃？东方不败太阳升！

三
时逢国庆倍精神，科技先行壮举新。
造福泽民图远志，红旗引领绝轻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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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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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风送爽，丹桂飘香，又是一年
重阳至。在这个中国传承了几千年
的节日里，我想起了外婆，她就像那
秋日里的一缕阳光，温暖而柔和，照
亮了我成长的每一个角落。

外婆平凡而伟大，她不曾读书
识字，不曾有过惊天动地的壮举，但
她对我的影响却是至深的。她的音
容笑貌，都在我心田里绽放着不朽
的光彩。记得小时候，每逢重阳，母
亲总会带着我去外婆家，让外婆带
我们去登高望远，插茱萸。每次在
山顶，外婆都会指着远方，对我讲述
那些古老而悠久的故事。她告诉我
们，重阳节是源于古代的登高避邪
的习俗，后来逐渐演变成了尊老敬
老的节日。她还告诉我们，重阳节
登高是为了“登高必自卑”，让我们
学会谦卑，懂得敬畏。她的话语，让
人感受到一种生活的智慧。每次，
总有山间的风轻轻地吹拂着，仿佛

在用它那无形的手，抚摸着每一片
树叶，每一朵野花，夹杂着花香的空
气好像有着一种魔力，让人瞬间充
满了力量。放眼远眺，我感受到了
山的庄严，大自然的辽阔。

外婆对我的教育总是充满了
智慧和温情。她常教诲我说，“老
吾老以及人之老”，这是孟子的教
诲，也是她一生的写照。她对待身
边的每一位老人，都如同对待自己
的父母，充满了敬意和关爱。她的
这种品质，让人在已略带寒意的秋
日里，感受到了人间的温暖。如
今，外婆虽去世多年，但她的精神
依然影响着我。

重阳节，不仅是一个节日，更是
一种文化的传承，一种情感的寄托。
让我们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向所有
的老人致敬，向我们的父母致敬，感
谢他们给予我们生命，给予我们智
慧，给予我们无尽的爱。

最忆是重阳
◇林 英

一转眼，我三尺讲台上已站了十年
了。

回想起这个学期开学的第一天早
上，前往办公室的路途中，一阵熟悉而诱
人的气息悄然钻入鼻尖。噢，是桂花！
目光不由得看向校门旁边绿化带，一树
细细密密的小黄花不知何时已绽放于枝
头。是呀，校园里的桂花又开了，年年重
逢，一眨眼，这已经是我在这里工作的第
十个秋天了。想起大学毕业欢送会上，
娟老师哽咽地与我们道别，在她教书育
人的第十个年头，她那些如花朵般绚烂
的学生，即将各奔前程，重新开始一段新
的旅程。青春的故事总是惊人地相似，
如今，每年我也都要送走一批花儿，接着
在下一个季节又迎来一批。我循着这一
缕花香，细细拾掇着时光里的那些带着
香气的日子。

2013 年，我从满城桂花香的城市回到
了家乡，成了一名高中语文老师。学校北
流市第二中学是一所百年老校，是六里书
院的前身，地处距离城区 40 多公里的乡
镇。初为人师的日子里，换了个身份，继续
着校园里的生活。学校在村里，离镇上有
五六公里，我们没有车，很少出去，只在购
买生活用品的时候，等到在门口拉客的摩
的，才到镇上去一趟。这样的生活，简单又
规律。

在我上的第一堂课上，我毫不吝啬和
学生分享知识、生活还有梦想，还分享了我
从学校所在的村子里拾回的一首诗《浅
秋》：

我不知道
这是一个怎样的秋天
和它相遇的时候
草还没有开始
青藤依旧在攀爬
木瓜未曾摘落
我想送你
开在田边的小花
我结合《诗经》中的《木瓜》，把不经意

写下的诗句念给他们听，分享“以物相赠，
礼轻情重”的美好。我还告诉他们，少年的
学习时光，最美好的就是低眉有字，举目有
光，只管耕种，前方总有一缕花香在等
候。

生活中总有一些美好的事物，让人怦
然心动。我在讲到朱自清的《荷塘月色》
时，和学生分享了暑假某日和先生去隔壁
村看荷花被狗追的糗事。在他们的欢笑
里，似乎又有一缕荷香穿越时光而来，与
校园里正浓的桂花香编织着一个更绚烂
得梦。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我的
办公桌时不时会有一些花儿，有时候是康
乃馨，有时候是月季，有时候是从校园里
的草地里采回的紫云英、小雏菊。记得有

一年 9 月，假期结束回来，宿舍门口放着
一个袋子，打开，里面是两支荷花。一张
小纸条写着：“老师，您说您喜欢花，这是
我回老家摘的，因为是秋天了，荷花都快
谢了，我用家里的酒瓶子给您养着，您要
抓紧时间欣赏啊，它们真的快谢了。”谁家
的学生这么懂事啊！带着满心欢喜，我小
心翼翼地把袋子褪掉，挂着几瓣桃花的酒
瓶子露出来了，上面写着“桃花酿”，这是
不是“一壶‘桃花酿’，种一缕荷香”？我轻
轻地把瓶子拿进宿舍，放在书桌上便到班
上去了，等到晚上自修结束，再回到宿舍，
一瓣粉色，悄然已落，正如学生说的，花期
将满。呵呵，香荷虽去，我心意满。我把
花瓣捡起，压到书本里。

学校的校门旁边原有块地，是原来的
书院厢房，拆了，后来有人在上面种上了
树，有三棵玉兰，还有几棵桂花树，听学校
的老教师说，这些树是校友捐种的。十年
树木，百年树人，玉兰树已高过房顶，这些
花香渲染了多少青春年华；掉落的花瓣，
又跌进了谁的故事里？去年秋天，某日，
我路过这里，未逢花香，明亮的阳光透过
玉兰树缝，斜斜的打在古朴的青砖墙上，

像幅画，清风微微，似有神笔，让我想起了
朱自清的《荷塘月色》里的名句：“光与影
有着和谐的旋律，如梵婀玲上奏着的名
曲”。树荫底下，秋草细长，有些地方被磨
干净了，应是常有学生来此打坐的缘故。
后来，我向学校领导建议，在这里造一个
花园。在得到领导的同意后，我便开始了
造园工程，除草、设计、堆土、选花材……
后来，还吸引了不少同事和学生加入。那
段时间，我每天除了备课、上课，几乎所有
时间都花在造园上了。尤其是开始选购
花材，为了减少开支，花材大部分从抖音
直播间选购，绣球、玛格丽特、腊梅、不同
品种的月季、蜀葵、三角梅、石斛兰……一
个多月下来，我都是买买买，种种种。为
了设计造型，还在同事群里募集废弃的轮
胎，并买来颜料，课间叫上学生，一起玩

“刷刷乐”，尽管他们手上、脸上、衣服上沾
得到处是颜料，但还是玩得不亦乐乎。当
秋天在一丝游云里远去时，小花园便初具
雏形。课间课余，在这里停留的身影多了
许多，他们走过，总会因为花开而停留几
分钟，多好。后来，我把花园定名为“栖梦
园”。每个人都需要有一处安放梦想的地
方，而且教育不也是一个静待花开的过程
吗？

今日傍晚去小花园，有学生正在浇水，
绣球还是花期，需要水分充足。春天种下
的格桑花，也开出了一朵，连着其他的很多
的花骨朵，在夕照凉风中，轻轻摇曳。我记
得格桑花的花语是怜惜眼前人、珍惜时光、
幸福吉祥、顽强不屈。

如你，如这香
◇覃琼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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