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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长沙“头卡子”

长沙策 老树画画

春风一地二月兰，侠客负刀过山前。燕子斜穿江边柳，细雨时隐打渔船。

在已经消逝的北正街上，曾
有一个长沙老街巷有名的地理
名词：头卡子。在清朝时这里是
城北湘春门进长沙城的第一道
关口， 曾经设有木栅栏及岗卫，
故名“头卡子”，这是较可信的名
称来由。

头卡子西接通泰街，东接成
功街，与南北走向的北正街（上
世纪70年代后合并了湘春街）十
字交叉。从我懂事开始，我的少
年、青年时代甚至后来去五一路
上的省茶叶进出口公司工作，都
与北正街“头卡子”结下“不解之
缘”———因为我几乎天天上下班
都要经过那里。

经过头卡子绝对是考验自
行车手车技的地方，曾流传一个

段子： 是不是真正学会骑自行
车， 如果经过头卡子不掉下来，
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可
见头卡子真的有蛮“卡”，而且不
是一般的“卡”。七八十年代的“头
卡子”十字路口，西边通泰街上有
长沙饮食公司旗下的“工农兵粉
店”，北边北正街上有赫赫有名的
“辣塔(没错，就叫“辣塔”)粉店”、
藕煤作坊、糕点屋等，南边北正街
则有鲜啤屋、小超市、水果店、服
装店、鞋帽店、杂货店等等，周边
有长沙市八中、九中、四中、通泰
街（新风街）小学等学校，一到上
下课和上下班高峰， 这里人头攒
动，自行车、摩托车、小车争道，常
常堵在此处长达半小时以上一点
也不夸张， 不得不感叹古人为此

处取名“头卡子”之牛！
我曾在湖南省茶叶进出口

公司上班，后来又进了五一路上
的省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今省
商务厅）工作，代步工具由一辆
老旧“永久”自行车“鸟枪换炮”
成了摩托车，上下班“捷径”依然
是北正街、头卡子。上班去“工农
兵粉店”或“辣塔粉店”嗦一碗牛
肉粉，下班在北正街鲜啤店喝两
扎鲜啤。知道“头卡子”经常塞
车，上班提前半小时，下班晚归
半小时，避开“黄金塞车期”，不
失为一个明智之举。

虽然今天北正街、头卡子已
成为历史， 但作为一个老长沙
人，我没有理由忘记它。

■黄德强

以前的同事在空间里晒出
游的照片， 她和家人手牵手的
背景， 她姣好的身材在夕阳下
更加纤细，年近四十，却依旧青
春逼人的脸……很多人在下面
点赞，更有人直呼“羡慕”。我不
禁笑了，想起当初，我也曾一度
羡慕过她。

我和她同时进的公司，她
面容姣好，打扮时髦，而我太过
于普通， 衣服来来回回就是那
几件； 她去到哪里都是众星捧
月，而我总是很容易被忽略；她
家境殷实，结婚的时候，双方父
母给买了房买了车， 夫妻俩毫
无压力，假日里总是四处游玩，
而我和老公，皆来自农村，凡事
都只能靠自己的肩膀和双手
……

我暗暗地羡慕着她， 一度
非常沮丧，她的优越与生俱来，
我感觉我努力一辈子都未必能
达到。

渐渐， 我习惯了无论做什
么都和她比， 可是越比越不自
信， 负面情绪裹得我透不过气
来。 直到有一次被这种情绪缠
绕得大哭一顿之后，我问自己，
这样羡慕嫉妒且自怜自伤有没
有意义？ 我的出身已经没办法
选择，但，我可以努力创造美好
未来。

于是， 我开始把目光转移
到自己身上， 通过各方面来提
升自己： 我将衣柜的衣服重新
整理了一下，不求貌美如花，但
要干净清爽；我苦练发音，每天
晚上录自己的声音， 一次又一
次……直到我能够与人自然流
畅地交流与沟通； 我对工作注
入所有的热情……六年后，我
们买了房有了车， 还有一个可
爱的小宝贝。那一刻，我和老公
紧紧地牵着对方的手， 却说不
出话来， 因为这一切都是我们
自己挣来的。

■钟蝶

吹过几缕风，吹面不寒；摇
过几丝雨，沾衣欲湿；晃过几片
叶，拂面清香。春，悠悠地醒了。

春， 是被爱拌嘴的麻雀给
吵醒的。

你看，这群可爱的小精灵，
挤在枝头唧唧喳喳地吵闹，不
知道是在争论谁最先看到了春
天， 还是在争先恐后地描述春
的美妙场景。

春， 是被五彩斑斓的风筝
给吵醒的。

你看，各式各样的风筝，从
草地上升起，悠悠地飞向云霄，
它们像调皮的孩子，这个敲敲，
那个碰碰， 把天空的门儿这个
一下、那个一下地轻叩。

春， 是被屋檐下的风铃给
吵醒的。

你看，摇过几缕风时，最匆

忙地当属屋檐下的风铃了，它
丁丁冬冬地唱着， 乐淘淘地跳
着， 把最快乐的声音摇落了一
串又一串， 也把春天敲出了最
美妙的节奏。

春， 是被小孩的吵闹给吵
醒的。

你听， 小外甥在暖暖的阳
光下，朗读课文：“春天，冰雪融
化，种子发芽……”你看，女儿
在春风里唱着歌儿跳着舞，身
姿曼转：“春天在哪里呀， 春天
在哪里……”

春，醒了，醒来的春天张开
双臂拥抱我们， 给了我们一个
美妙的开始， 也期待我们迈出
矫健的步伐，因为只有这样，才
能有更加美好的收获， 才能有
美妙如春的心情！

■苗君甫

谈古今

阳春三月，草长莺飞，又到
了植树的大好时节。从古至今，
植树一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
德， 古代的诗人们也喜欢亲手
种树，并写下了许多经典诗句。

东晋的田园诗人陶渊明一
生喜欢种柳树。 他辞官归隐以
后， 不但亲自在田间河畔栽植
柳树， 还特意在堂前栽了五棵
柳树，自号“五柳先生”，写下自
传散文《五柳先生传》，“五柳先
生”的名号也广为人知。他的诗
句“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
榆柳荫后园， 桃李罗堂前”，就
出自一首《归园田居》，从侧面
抒发了诗人追求自由和隐逸山
野的田园乐趣。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喜爱桂
花树，被贬为江州司马后，上任
伊始， 就从江西的庐山移植了
一棵桂花树栽到厅前。 他还是
个绿化迷， 喜欢在住所附近种
树，以此留作纪念。他作忠州刺
史时， 说服当地百姓对荒山进
行绿化， 并亲自到城郊和百姓

一起栽树种花。 白居易在诗中
写道：“持钱买花树， 城东坡上
栽。但有购花者，不限桃李梅。”
在他的倡导下， 忠州境内的百
姓也争相栽树种花， 只用了短
短几年的时间， 就让穷山秃岭
焕发了新面貌， 此举让他被当
地百姓广为拥戴。

宋代的诗词大家苏轼，少
年时期就种松树数万棵， 他在
《戏作种松》中写到：“我昔少年
日，种树满松冈，初移一寸根，
琐细如插秧。”不仅如此，他还
将自己的种树经验写成《种松
法》进行推广，详细讲述如何采
种、育苗、栽植等问题。苏轼在
杭州任知州时， 带领百姓修浚
西湖，组织大家筑堤种芙蓉、杨
柳等树，给西湖增添了“东风二
月苏堤路，树树桃花问柳花”的
美景。他被贬定州时，亲手栽下
的两棵槐树，时至今日，仍然伫
立在河北定县文庙前院， 当地
人称“东坡槐”，已成为着名的
人为景观之一。 ■王文莉

古代诗人的植树情结

把春天吵醒了

讲故事

与其羡慕
不如努力

非常道

人到了一定的年龄退休
后，就是因为对年龄的认识，却
走出了不一样的老年生活。在
同一个单位退休的老王和老李
就是这样的例子。

老王退休后， 就考虑如何
安排自己的生活。 在学绘画的
同时， 他还积极参加一些体育
锻炼，身体好了，心情也好了。
脸色红润， 好像一下子年轻了
好几岁。几年下来，老王的画作
还参加了绘画比赛， 还被老年
大学聘请为老师。

而老李的情况却与老王差
别很大。老李从退休那一天起。
他就想，劳累了一辈子了，现在
退休了，也该休息休息了。妻子
就说， 你看人家好多与你年龄
差不多的，还在学点东西。老李

却认为，年龄大了，体力、精力
都跟不上了，学什么，即使再努
力，也不会有什么成绩，还不如
自己玩呢。几年下来，老李的精
神大不如从前，腿脚也不利索，
记忆也不好， 真的符合老年人
的特征了。

其实， 老王和老李是同一
年退休的。之所以几年下来，两
人有这样大的差距，其原因，就
是心理的因素在作怪。

老王没把年龄放在心上，
而是用心去想着自己要做的事
情，充实自己的生活。而老李则
老记着自己退休了，年龄大了，
不用上班了，可以转着玩了。就
是这种不同的想法， 才导致了
相反的结果。

■孙志昌

别让年龄困住你的脚步

看到这个题目， 我们不妨
分析一下，桃花开在何时，黄莺
何时莺啼恰恰， 养蚕一般在啥
季节，嗯，差不多分析出来了，
阳春三月，三月。这个回答不算
全对，正确答案是农历三月。

农历三月大致相当于公历
四月， 民国才女林徽因有首很
出名的诗叫《你是人间四月
天》，民国实行公历，所谓人间
四月天其实就是人们常说的阳
春三月。 农历三月是春天最美
的时候，除了题目上的三个，它

还有许许多多雅称呢。
首先，古人以农历正月、二

月、三月为春季，三月排第三，
暮春、季春、末春、晚春、春晚这
些表次序的别名应运而生。古
人排行以伯（孟）仲叔季为兄弟
排行，给春天兄弟也排了下序，
孟春、仲春、季春。

其次， 跟农历三月相关的
动植物被代入的别名也不少，
除了莺月、桃月、蚕月，还有桐
月、莺时、鹂月、桃浪、鸢时等。

■古傲狂生

涨姿势

莺月、桃月、蚕月都是什么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