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道是：“ 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每个人应

该都有他喜欢吃的一种或几种蔬菜。我当然也

不例外， 此生情有独钟最喜欢吃的一种菜蔬，

便是芋头了。 芋头糯香溜软，应了铅山人的一

句老话

:

“ 芋头汤淘饭，贼骨头都被赶下山了。 ”

表亲的儿子挑了一担蔬菜，跟他爹上街来

拜见岳父母。 其中一箩筐装的就是芋头，差不

多五六十斤。邻乡见了，没有不羡慕的。有女儿

待嫁闺中，做娘的遂跑来问我祖母，哪里乡下

还有这样的崽仂想讨老婆，帮忙做个媒不？ 事

后对面邻居拿了几斤芋头给我们，全是上好的

红芽芋子，烧出来软滑糯香，可好吃了。

我插队的徐家坂生产队，属于本县紫溪公社

火星大队。 老百姓很早就种芋头，为铅山红芽芋

的主要产地之一。徐家坂生产队可是每年开春都

要分“ 芋头田”的。 社员们在这一年用它来种芋

头，同时也栽些辣椒茄子等蔬菜。 之所以叫芋头

田而不是其他，我想，恐怕还是该田以种芋头为

主。 因为芋头生长的过程中需要水浇灌。

分了芋头田种芋头，寒冬腊月老乡家里缺

什么菜都不会缺芋头。我们是

1968

年

10

月下

放到徐家坂，生产队派饭吃，去到哪家，哪家的

饭桌上都少不了一个菜，那便是芋头。 其间我

们在房东陈金发家里吃的派饭最多，印象比较

深的一个菜，即是房东大娘烧的“ 米粉蒸芋头

螺蛳肉”。芋头挑那种红芽的芋子，螺蛳则是她

刚从田里捡的，所以味道特别的鲜美。 后来我

成家了也叫妻子做过这道菜，却怎么都吃不出

当年的那个味。

自此，我喜欢上了吃芋头。 这么多年来吃

过的芋头菜数不胜数，有炒芋头片、芋头烧牛

肉、芋头排骨汤、铁板芋子，以及上面说到的那

个米粉蒸芋头螺蛳肉等。其中有一段时间吃的

芋头最多， 即为我

10

多年前在天柱山乡浆源

村筹建连史纸生产的日子。许是山里天气更加

寒冷的缘故，感觉浆源的芋头要比紫溪芋头还

要好吃一些。 也正是由于寒冷的天气，一些日

子多吃了几餐芋头，我与维修纸坊的工匠还产

生了一点点矛盾。

事情是这样的， 我们纸坊办了个食堂，包

括做事的工匠在内， 大约一桌七八个人吃饭。

伙食我兼管，自然菜也是我买了。 有句老话说

得好，“ 管千管万，莫管吃饭”，对此我是深有体

会。 那会食堂吃的菜，或者从山外来的送菜三

轮车上买， 或者到一些有菜多的村民家里称。

山里种不出更多的蔬菜， 冬日里除了萝卜白

菜，便只有芋头了。年脚边，一段时间老天不是

下雨便是落雪，致使送菜的三轮车进不来。 买

不到外面的菜，我们只好吃农户家里的菜。 由

此，食堂几乎天天都烧了芋头吃。

我喜欢吃芋头， 即使天天吃都不觉得腻。

却并不代表人家也喜欢吃芋头，会跟我一样长

时间吃得下去。 因为这些天芋头吃多了一点，

有工匠就不高兴了。要不是那天吃中午饭有个

村民来我们纸坊玩，问吃什么菜呀？ 我还不知

道。 即平时话不是很多的木匠老谢，听了发起

白来。说吃什么菜，不是芋头还是芋头，谁吃得

下呀？他这头说完，那边几个工匠也跟着附和，

弄得我有点下不了台。

还有芋头我老婆不太喜欢吃，常常一个月

都难得买一回。 对此我心里很不爽，便找机会

提个醒，然后她就去买了来吃。 她做的芋头菜

还行，如芋头炒牛肉，嫩滑鲜香，孩子们都喜欢

吃。 她逢年过节会做一种芋头羹给大家吃。 其

做法是，挑选不大不小的芋头子，将其煮熟捣

烂了，拌上肉丝等佐料装碗笼上去蒸。 这种芋

头羹上面封了一层皮，看起来像凉菜，里面却

滚烫。 不知道的人用勺舀一口吃，极有可能把

嘴巴都烫了。

老婆尤其喜欢做肉圆粿吃， 差不多每年都

有个五六次。 肉圆粿里面的主要材料就是芋头，

所以最早的时候人们叫它芋头粿。 我们

40

年前

结婚， 生活水平较低， 肉圆粿里几乎就没有猪

肉，能放一点平时熬油省下来的猪油渣，就相当

不错了。 这些年来，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放入更多的猪肉、香菇、墨鱼。 老婆每次做肉圆

粿都会做很多，蒸粿的那天，晚上全家人基本就

不吃饭了。 之后她还会送一些给亲朋好友。

清明前夕，正是采摘春茶的好时节。石塘镇十都村牛山

自然村茶家坞茶园有

50

多亩，采茶人大多是本村和附近几

个自然村的村民。

茶园里安装了太阳能驱虫灯，用驱虫灯灭虫，不怕风

吹雨打。种茶人王碧辉说，在葛仙山打茶坞、英将平阳水库、

鹅湖山上都有高山茶园， 都安装了这样的驱虫灯， 不打农

药，不施化肥 。

王碧辉是制茶、捡茶的好手。刚入行时，为了学技术，他

曾四处拜师学艺，有时也从茶师手中偷学技术，积少成多，

聚沙成塔，每天进步一点点，他也成为一个种茶、做茶、品茶

的行家里手，公司的茶叶质量一直由他把关。在牛山村王总

的家里，就喝了他炒制“ 打茶坞”新茶，还见到了从广东东莞

来代购“ 打茶坞”的胡先生。 胡先生是铅山人，知名书法家，

在东莞生活多年，平日里就爱喝铅山的河红茶。 前些年，他

品过王碧辉做的红茶后就恋上了“ 打茶坞”，广东朋友喝了

他推荐的“ 打茶坞”也叫好。 问他在哪买的？ 这不，趁清明回

乡扫墓，胡先生专程来到石塘镇十都村的牛山自然村，茶园

订购“ 打茶坞”。

茶家坞以前就有老枞茶，荒芜多年。王碧辉回村承包复

垦了茶园，还栽种了以前没见过的黄金茶。

在牛山村，还品尝了一杯刚上市的“ 黄金茶”，只见茶汤

金黄，形如琥珀，茶味飘香。我想这茶香中，定有山岗上飘来

的四季花香，眼下，茶家坞的映山红开得正艳，茶香中映山

红的花香也许渗入其中。

王碧辉扩大茶叶的种植面积，改良茶叶品质，带动当地

村民从事茶叶的采摘， 增加了茶农收入。 牛山村妇女采茶

叶、抚育茶园，既能增加收入，也能带娃做家务。 打茶坞，美

景入画，给人想象。

有 关 芋 头 的 记 忆

杨必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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枫 林 中 的 红 军 广 场

吴有君

鸟鸣野溪垄

许健平

深秋中的大片红枫，火焰一般的光芒，

点燃了拜谒者崇敬的目光 ，也反衬了远处

来龙山 、磨盘山 、麒麟山等比肩山体的清

新背景。

一块超越人体身高、 刻有党徽标志和

“ 红色圣地”楷体字样的景观石，散发出润滑

饱满、灿若明霞的玛瑙风采，把来者统统引

进了村里的红枫林。 这里是江西横峰葛源

镇的枫林村，正是此行的落脚点 。 身边人

被红枫的大体量所吸引 ，凑近场上东边的

几棵红枫 ， 试图测量一下他们的磅礴胸

围，一个人远远抱不住，三个人才够围拢 。

主人告知 ，最早有

168

棵 ，现在仍有百余

棵。 目光点击，红枫屏蔽了天空，密匝的枝

叶如巨伞 ，把长方形样子 、南北向布局的

土黄色广场罩在跟前。 这，就是当年著名的

闽浙赣省委、闽浙赣省军区和闽浙赣省苏维

埃政府的“ 红军广场”。

往北，是红军广场的司令台。 司令台是

一座赣东北典型的土木结构穿斗抬梁瓦房，

常见的“ 人字形”屋顶。 前敞后闭，即正南无

墙通透，正北只开一扇门，可供进出。东西两

面土墙到顶，墙体刷上了粉黄土浆，顶端用

黑白两款颜色收边。 在屋顶又饰以翘角、弧

檐的徽派风格。 看得出来，司令台在修旧如

旧后，不仅激荡着红色的熏陶氛围，也溢出

了小品建筑的乡村风味和现代美感。

从后门登几级石阶就上了司令台，入户

墙上对称地挂着红十军和红十一军两面军

旗。 凝视鲜艳的军旗，心底动了一波又一波

的无穷敬意。人转过身来，正对广场，感觉到

空间更加旷达。或许是几路山笼山风呼啸的

气韵，翻飞了抢眼的枫叶，也翻腾了烽火岁

月的生命激情。

“ 清明寒”总是不请自到。 尽管乍暖还

寒，但枫树依旧密生着白色的柔毛，舒萌的

嫩叶，吐露满天的颜红。

1932

年

3

月底的枫

树下，杀虎铲、二齿钳和铁锹随双手挖方填

土，畚箕等竹篾盛具随双肩运来了小山似的

红土和片石。 石灰块浇上水，冒起白烟又叽

叽炸响。红军和赤卫队土法上马，用红土、碎

石和石灰再掺杂红染料，拌成“ 三合土”，因

陋就简地铺设地面。

方志敏于

1899

年

8

月

21

日诞生在弋

阳县漆工镇湖塘村一个世代务农的家庭。他

在

1922

年的一个春天在上海结识了陈独

秀、瞿秋白等著名共产党领导人。两年后，他

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创建江西的党团组织，

随后分别在赣东北苏区建立江西红军独立

团和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 任红十军政委。

不久，方志敏又把红十军扩编为红十一军和

新编红十军两个军。

1931

年

11

月当选为中

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主

席团委员、赣东北苏维埃主席的方志敏。 而

红十一军在

1933

年

4

月划归中央红军序

列，开赴中央革命根据地参加第四次反“ 围

剿”作战。

苏区除了有正规的红军、地方红军、还

有群众武装。 到

1931

年

5

月在弋阳、横峰

等五个县和葛源的作战队队员总人数达

4.8

万人。 仅

1932

年的几场战役 ，苏区军

民用自制地雷共炸死炸伤国民党军达到

3000

余人。

葛源，在苏区的兴旺发展中走到了前台，

因为这里扼守闽浙赣皖四省和赣东北南北交

通要冲，灵山、磨盘山、来龙山列坐四周，进可

攻，退可守。 所以，在

1931

年

2

月的早春，方

志敏将赣东北苏区党政军三大领导机关从邻

近的弋阳县迁到了横峰县葛源镇。从此，这里

成为苏区新的首府和红色省会。 他在进驻葛

源枫林村后不久的一次苏维埃政府工作会议

上， 提出了在枫林中抢修大型军民两用广场

的倡议，并在春风春雨中动工。

5

月，红枫天天出彩出新。 一万余平方

米的红军广场也在短短

3

个月内雏形落地。

广场除了有清晰的区块划分，还有齐全的简

易设施。 场上的球网用麻绳编制，那是妇救

会的功劳；篮圈是铁打的，当然是兵工厂的

贡献；所有的木头用料则是百姓的众筹。 翌

年初，苏区选址广场正北的山脚边，再造了

一座敞开式的乡土小亭子。 别看它小，作用

可不小， 既是主席台又是军民联欢的舞台。

它，就是今天的司令台，就是今天的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

时至深秋， 枫林更有一种熟透了的质

感。 红旗与红叶演绎了双重奏。 时针走向

1933

年

11

月

18

日， 闽浙赣省第二次工农

兵代表大会在红军广场隆重召开。党中央对

这次大会特别重视，派来了由

200

多人组成

的中央苏区参观团。 会议的高潮，上演在

11

月

23

日下午两点的闭幕式上。“ 独臂将军”、

闽浙赣省军区司令员、 红十军军长刘畴西，

代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读

了贺信，也代表中央政府授予方志敏“ 红旗

勋章”一枚、红十军奖旗一面。 刘畴西说道：

“ 这是中央政府对为苏维埃政权而艰苦奋斗

的英雄战士的鼓励和嘉奖。获‘ 红旗勋章’在

全国仅有

8

人。 此时此刻，让我们为方志敏

与彭德怀、林彪、徐向前等

8

位中央领导一

同收获的殊荣表示祝贺。 ”

在喧天的喜庆中， 方志敏走到主席台

前，恭敬地接受勋章。 掌声盖不住方志敏庄

重而浑厚的嗓音，他说道：“ 中华苏维埃中央

政府第一次代表大会授给我的勋章，不仅仅

是我个人的荣誉，更是全省工农群众与红军

将士的荣誉，是奖励给苏区军民的。 我们闽

浙赣苏区成为全国六大苏区之一，成为中央

苏区一个有力的右翼，是中央苏维埃政府成

立后强有力领导的结果。”是的，毛泽东主席

在《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赞誉，“ 朱德毛泽

东式、方志敏式根据地是中国革命正确的根

据地模式。 ”

草木缠绵， 枫叶无语。 时间， 走到了

1934

年

11

月， 这里记住了

24

日那一天相

拥话别的场景。方志敏在司令台上就当天的

全省党的积极分子大会和群众大会，部署红

十军北上抗日和苏区的留守发展工作。 会

后，他将与生死与共的母亲妻儿及其父老乡

亲作辞行。因为，会前的

11

月

18

日，中央军

委指示方志敏率领的红十军与来自中央苏

区的红七军团进行合编， 成立拥有

8000

余

人的“ 红十军团”。 事实上，中央的红七军团

本身来自于方志敏缔造的赣东北的老十军。

中央军委任命方志敏为“ 红十军团”军政委

员会主席，指示他率领“ 红十军团”北上抗

日，向国民党的心脏地区———宁沪杭方向进

军， 在战略上策应中央红军正在进行的反

“ 围剿”。

方志敏顾全大局，

6

天的准备后，就决

定今天会后无条件执行命令 ，从红军广场

挥师北上。 会场上响起了方志敏的誓言 ：

“ 党要我做什么，虽死不辞”。 他又面向群

众 ，深情地说道 ：“ 为了可爱的中国 ，我们

就要离开苏区了 ，我们就会回来的 ，这一

天并不遥远。 ”

方志敏这一走并没有回来。在之后赣东

北的怀玉山，他下令红十军团参谋长粟裕迅

速突破国民党二十倍于己的包围圈，自己留

下来接应抗日先遣队主力部队而被捕。

1935

年

8

月

6

日，南昌下沙窝，国民党卑鄙无耻

的枪声， 扼杀了一个年仅

36

岁的极其宝贵

的生命。

方志敏， 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

36

位军

事家之一，作为“

100

名为新中国的建立作

出贡献的英模人物”，他貌似走了，但他战斗

过的红军广场还在，他顶天立地的英雄气概

还在。伫立眼前北上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的

起始点， 亲吻红军广场的每一分每一秒，每

一寸赤诚土地，抚摸直挺的枫树，深深地感

受到方志敏及其红军将士的脉动和心跳。抬

头仰望， 红枫展示的何止是醉人的风景，亦

是先烈傲雪的风骨；看看每一片枫叶，储存

了生命沉淀的美丽； 每一株挺拔的树干，不

就是他们威严的化身？正如我们党中央评价

的那样：“ 方志敏同志抗日的救国精神，如日

月经天，江河亘地而永垂不朽。 ”

村庄喂养着鸟鸣，那一丛丛的树林

就像餐桌上的碟碗， 大野当然是餐桌，

麦子与水稻是随季节变换着的菜肴，还

有四季果蔬当点心。 鸟鸣总是愉悦的，

被鸟鸣渲染的村庄也是愉悦的。野溪垄

也不例外。

野溪垄是鄱阳湖边一个普通而又

典型的小村庄。 百余户人家，距离真正

的内湖边缘直线距离约莫有十几里远。

村庄边的沟、汊等与湖面保持着一个水

平的高度，并与内湖的水面保持沟通联

络；塘、坑等则截流最后一点入湖前的

雨滴， 圈养起属于自己的鱼虾与波澜。

起伏不定的还有隆起的坡地，那是林木

与鸟类的天堂；凹陷的地块则被勤劳的

人类一圈圈地开垦，像梯田，从高到低，

主要用来种植花生、玉米、棉花或其他

经济作物，通常在这些地块的最底部都

会汇聚着一汪可供灌溉的水面，天晴的

时候像一块块王母娘娘落入人间的宝

玉，而到了夜晚更像是一枚枚从土里蹦

出来的月亮，很有灵气。 这也是我与鸟

儿们约定，最喜欢去的地方，不论是清

晨，还是黄昏。

要是想数清这里的鸟鸣种类，还真

是一件很难的事， 不亚于在地里捡芝

麻。 我也期望自己能够静下心来，侧耳

倾听，可怎么也不能在脑海里收集住这

一阵热闹又清脆的天籁。 面对无奈，我

也只能努力去记录自己能够辨识的极

少数几种吧。

野溪垄的天光就是鸟鸣声唤醒，并

从东方衔来星光，慢慢点亮朝霞，逐渐

将霞光流放到湖汊与山野，最后会抹红

一缕缕腾空的炊烟。

住在野溪垄的每一天根本不需要

用手机闹铃———一串串长短不一的鸟

叫声在房前屋后早早地就会从深渊般

的梦境中唤醒我的意识， 朦朦胧胧的：

遗梦中杂乱的信息还停留在头皮层演

绎着无声的皮影戏，耳边清脆的鸟鸣声

像一个个纯洁的仙子舞动着长长的水

袖。 先不急着睁开蓬松的双眼，静静地

躺着，幸福地躺着，聆听这一幕天籁般

的交响晨曲吧。

八哥鸟的叫唤声最近也是最响的。这

个时候，它的叫声不只是一种音调。 有时

像是自言自语， 有时像是隔空对话交谈，

有时还像在向路过的人们警惕地提醒着

什么，婉转又抑扬顿挫，铜铃般清脆。

我对八哥鸟的认知在小时候就有

了。 童年的伙伴们都喜欢看鸟儿，羡慕

它们既可以在地面蹦跳又可以在天上

飞翔。 也曾经收养过一只八哥鸟，听说

八哥鸟可以学人言语，就尝试着修剪它

的尖舌头。 直到有一天，它挥动被修剪

过的羽毛，离开了我的视线，从此我望

着无数从头顶飞过的八哥鸟，都会有种

似曾相识、莫名的牵挂担心。

野溪垄的八哥鸟经常光临前面邻

居家的楼顶。 坐在二楼南边的房间里，

正好可以看见这一群飞来又飞去的八

哥。 在楼顶的边沿，不会恐高的八哥鸟

安详地踱着步， 又跳到旁边的电线杆

上，在铁架上走几步，好像望见我的目

光或楼下路过的车辆，这二三只八哥鸟

就会飞向不远处的另一棵树上或另一

幢楼顶。 过不了几分钟，从另一个地方

又飞来一二只。我抬头望着飞过的八哥

鸟，看到了十分醒目的两边翅膀上大大

的圆形状白斑，这是我区别八哥鸟与乌

鸦的标识。 有一次，我打开一楼大门出

去走走， 院子里无花果树下喂鸡的食

盆，几只八哥鸟被惊吓飞起，它们快速

地飞上对面楼顶。 这时我才明白，八哥

鸟的光临与叫唤，都是地面鸡群们遗弃

的食物招引着的。 恰遇一只松鼠来抢

食，二三只八哥鸟围着翻飞并发出愤怒

的沙哑的声音， 似乎很用劲的那种喊

叫，直到松鼠快速离开为止。

麻雀是我认识最早的鸟，四季都会

陪伴着我们身边。 麻雀的叫声急促且

短，翅膀一振，才会发出“ 吱”的一声，胸

前的羽毛抖动了一下。麻雀在一整天都

会叫唤的，遇上食物而招呼伙伴、碰到

危险惊吓恐惧，都会发出一声声像吃紧

的喉咙发出的爆破声。特别在傍晚一大

群集体停靠在村庄边一棵大树上过夜

时，叽叽喳喳吵闹上一二个时辰，丝毫

不顾及树下路过的人们异样的眼光。

在这场音乐会中，还会间隔插入几

声类似“ 布谷”或“ 姑姑”的鸟鸣声：一长

一短、悠远绵长，很有穿透力。我曾经以

为是布谷鸟的叫声，后来亲身经历过才

能辨认清楚，那是野鸽子（ 学名斑鸠）的

叫声。 那是一个春末夏初的季节，也是

鸟儿们怀春哺育后代的时节。一只体态

优美、羽毛精致的灰鸽子经常光临四层

楼高的我家书房窗台，书房无人时叫唤

几声，把身在客厅的我吸引了过去。 只

要我的目光与它的目光一相遇，它立刻

就惊恐地振翅离去。有一次好奇的我把

头伸出窗外，侧边外墙上空调外机安装

架上，一个鸟巢落在上面。 原来是野鸽

子在这里安家了。

野鸽子的叫唤声经常在村庄的几

个不同的方向互相呼应，像修道士在深

夜敲响的钟声，更像埋伏四方的哨兵发

出的联系暗号，延绵悠长、此起彼伏。

湖边还会有翠鸟经过，捕鱼时一般

不出声，饱餐后也会叫一声而转场休息

去了。 较高的空中飞过的白鹭，一声不

响，除了晚边齐聚一棵大树的枝头上兴

奋地嘎嘎叫唤。 灰鹊则是报喜的媒婆，

叭哒叭哒不断蹦出一串串音符，跳跃在

村庄附近高高的树枝头。夜间路过的野

鸭或大雁，长途跋涉后也会发出知足的

“ 嘎嘎” 短叫声。 还有更多不知名的鸟

鸣，彰显着生物的多样性，也保持着足

够的魅力吸引我在未来的日子里走近

森林，走近自然，关注那些更纯净的声

音及其他。

天越来越亮，野溪垄的鸟鸣声就会

慢慢散开，越来越远。 最后远远地藏在

山坡上的树林深处，等待下一个好天气

的清晨，鸟鸣洗涤喧嚣及凡尘。

我的家乡在农村，小时候没有读书之前，村里与我同龄

人七八个男女小朋友和我在一起放牛，砍柴。

我们这帮小朋友放牛，人骑在牛背上，牵着牛绳，手上

拿着小竹条拍一下牛屁股，牛就会向前大步走。我们唱着民

间小曲小调不知不觉就到了放牛的地方田畈上， 让牛在田

畈吃草。

放牛主要是在秋季、冬季。 秋季田畈长满青草，因那时

就是种一季早稻，因无水不能种二季晚稻，田就荒在那里，

像大草原一样成为放牛的好场地，牛在田畈吃草养得很胖。

冬季田畈没有草吃，牛就要转移到山上吃芒草、青柴叶。 山

上面积比田畈更阔，牛放在山上去养，适合牛满山跑，寻找

好的饲料。

无论牛放在田畈、还是在山上去养，只要到了这两个地

方去，我们小朋友就自由自在玩起了游戏，男、女都参加踢

毽、跳远、跳绳、猜子、挤手力、捉迷藏等活动，这些活动很好

玩， 能锻炼小孩的意志与毅力。 有女孩来放牛那就更加开

心，叫女孩们去“ 做饭给大家吃”。 不是真做饭，而是在田埂

挖一个洞，捡些干草、干柴烧着，用树枝当锅铲，做炒菜的样

子。 调皮小孩到地里挖几棵红薯、摘几把青豆壳来烤熟吃，

大家吃得津津有味，你看我满手漆黑，我看你满脸黑不溜秋

像张飞，大家欢笑起来，然后骑着牛各自回家。

到了冬季牛放在山上，我们分两组，一组守在路口，防

止牛下山到田畈上吃农户种的菜，另一组到山上找野果。山

上有很多种野果子都能吃，而是绿色环保食品。如：猕猴桃、

毛楂、糖灌刺、积能子、乌米饭、毛栗子等，采摘下来大家分

享，吃不完带回家。 有时突然下起大雨，小朋友可以躲进煤

井洞中避雨，洞很深可藏几十人，大雨过后小朋友出来一身

干净。我听当地前辈们说：“ 抗日战争中，日本侵略者打到横

峰来，也打到我村，当地老百姓就藏在这个煤井洞中，避免

了伤亡。”平时老百姓砍柴，遇到下大雨也可到此洞避雨。到

傍晚时，牛从山上下来，各人牵着自己的牛排成一队，小朋

友骑在牛背上拍一下牛屁股， 牛就像部队的战马一样浩浩

荡荡地大步向前跑， 到村口各人把自己的牛牵到牛栏关起

来。

回忆起牧童时生活很有意思， 天真烂漫， 想象力也丰

富。像是京剧、黄梅戏演出的“ 小放牛”一样过着快乐自由的

童年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