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心的富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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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张德宏
 

多年前一个雨后的下午，一个剃着平头，戴着黑框眼睛，模样青葱的小伙子文

质彬彬地走进《作家林》办公室。他叫赵伟东，是一名大学生，到《作家林》是来

送稿的。

谈起他自己的作品，小伙子的脸庞马上生动起来。与他的交谈中我知道，伟东

是学法律专业的，因为酷爱文学，平时写了不少东西。

又是多年后，在荆门中天街的新华书店，伟东正在签售他的新书《文化的背景

》。这本书，收录了他近二十年来发表的散文和随笔。伟东见到我，马上热情地隔

着马路向我打招呼：“张老师……”在与伟东的交谈中，我知道他大学毕业后到铁

路系统工作。

我为伟东的成长进步而高兴。我看了他的新书《文化的背景》，又陆续读了他

的散文新作，深为他的坚韧执着而欣喜！我看伟东的文章有四有：有情感、有文化

、有思想、有特色，且文笔精美，耐读耐品。我觉得小伙子很勤奋，从事铁路工作

那么忙，还能写自己的东西。

在伟东的文章里，有一种炽热的乡愁和浓厚的铁路情结。这与他的生活经历和

工作经历有关。在伟东的新著《内心的富贵》里，伟东向我们展示了他的家乡柴湖

镇，展示了他工作的地方——铁路大动脉，展示了这些年他的心路历程与所思所想

。

读完伟东《内心的富贵》一书，我以为这是一本值得阅读、开卷有益的书。它

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字里行间浸润着文化的雨露，闪耀着思想的光芒。

在第一辑《汉江从我眼前流过》中，作者充满深情并怀着感恩之心，叙写了母

亲河汉江及汉江养育、滋润的城市和故乡柴湖。这是一组很有文化含量的散文，亦

是颇有艺术品位的佳作。文笔优美、灵动自不必说，文章切入点和作者视觉、作品

格局令人刮目相看。《湖北的面》以及襄阳的牛肉面以点写面，由小见大，湖北的

食文化叫人痴迷。从《忆襄阳》《荆州随想》《品读沙洋》等文章中不难看出，作

者力图站在历史与文化的高度，用虔诚和敬意的笔墨，写出城市丰厚的文化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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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出民族灿烂的文明历史。《故乡在柴湖》《舌尖上的柴湖》《柴湖的保命台》等

作品，让读者看到的不仅仅是移民的生存状态、生活情景，还有丰富的、独具特色

的地域文化。

在《旅途深处是沧桑》这一辑中，作者没有简单地记录所到之处的所见所闻，

而是重在写心灵感受与生命感悟，写文化对个人的熏陶与启迪，主观之意与客观之

境水乳相融，完美结合。《静谧莲溪寺》写自省与顿悟，读来亲切自然。《笔下难

写是武汉》，作者多角度多侧面写出了丰富多彩的九省通衢武汉，读者从文章中可

以感受到这个大都市的厚重、雄奇、绚丽、繁华、喧嚣、驳杂……《在衡阳，感受

飞》抓住一个“飞”字做文章，画龙点睛，生动形象。湖湘文化精髓，一座城市的

灵魂，艺术地呈现在读者面前。《珠海一瞥》《郑州印象》《绍兴的阳光》写得各

具特色，各有韵味，满纸弥漫文化的芳香。

第三辑《听见内心花开的声音》，是作者心灵生活的写照和心路历程的记录。

其中不少文章注入了作者对人生意义的深层次思考，对生活对世界的独特认识和感

悟，对个体生命价值的准确定位与把握。《内心的富贵》《成为你自己》《经营内

心》《养心》《文化的力量》等文章，见知识、见深刻、见智慧、见哲理，让读者

沐浴着思想的阳光。读这些文章，读者如品香茗，可以清心明目，更可以获取智慧

与力量。尤其是处于成长进步中的青年读者，相信读了这一辑文章会获益匪浅。

《亲情的厚度》一辑文章，我相信读者会更加喜欢，因为它们有生活、有故事

、有人物、有情感、有趣味，自然更有思想。读了《与儿子在一起》《父母也有“

有效期”》《有什么值得对孩子去生气》这些文章，读者会分享作者为人父的快乐

与对待、教育孩子的人性化方法。《都在忙着，都快乐着》写出了父母对儿女的付

出、支持，也写出了儿女对父母的孝顺。《幺妹》这篇作品，质朴的文字中凝聚深

情，平淡的叙述里饱含爱意。幺妹可亲可爱，幸福的“我们”令人羡慕。《那年，

首长可能抱过我》颇有意味，只要认真读一读，一定会读出悬念里蕴含的深意。

《写作那些事情》和《铁路故事让人感动》分别为作者写作经验谈和作者熟知

的铁路故事，都有阅读价值。前者可以释疑解惑，引领初学写作者上路，有助于写

作者提升素质。后者似一扇窗，读者从窗口可以看到发生在铁路世界里的感人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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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深对铁路人的了解和感情。

伟东是武汉铁路局机关一名干部。听伟东介绍，铁路是个大联动机，生产一线

二十四小时离不开人，机关工作十分忙碌。难得的是伟东工作之余还能坚持文学创

作，多年来笔耕不辍，成果颇丰。因为文学的缘分，我们相识多年，一直保持文字

联系和忘年交的友谊。我为伟东的执着、勤奋所感动，更为他取得的成绩而高兴。

写下这篇文字，是祝贺更是期待：相信伟东今后会写出更高艺术品位的作品！通过

伟东的作品，更多的人会了解湖北、了解汉水、了解铁路，实现内心的富贵。

是为序。

2014年8月2日

（作者系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编剧，原《作家林》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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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为了内心的富贵
 

在出版本书的过程中，总有清澈的江水从我眼前流过，总有一座座城池在我心

中永驻，总有一群人簇拥着向我走来……我将他们一一装下，我的内心沉甸甸地收

获着、丰富着。呵呵，我的内心居然也有如此难忘的记忆和富贵的气象。

我喜欢内心的富贵，这才是永久的富贵。一条江走进我的内心，关于她的前世

今生或多或少都能影响我；我生活过或游览过的城市，一旦走进我的内心便是我的

城、我的梦；一群人走进我的内心，这是与我同呼吸共命运的人，是对我人生有太

多触动的人。记住他们并想念他们，我的人生因为更多的亲情、友情而鲜活生动。

我记下了汉江边的几座城，我曾在那里生活或成长。我记下了我的故乡钟祥柴

湖镇，那是我的胞衣地。多年来，我对丹江口水库移民的命运给予了极大的关注。

我对全国整建制移民镇——柴湖镇的描述会让人记住那段难忘的历史。我记下了柴

湖镇移民的故乡——河南省淅川县，记下了楚文化的博大精深。记下了荆州、襄阳

，记下了武汉、十堰，记下了潜江、沙洋那些令我敬仰膜拜的城市，那里是汉水文

化、长江文化和楚文化的富聚地。我记下了郑州、衡阳、绍兴，那些我去过的地方

，努力对比着汉江文化与其他区域文化的差异。我试图写下湖北的美好，一篇《湖

北的面》让我再次回味鱼米之乡的精彩。

这么多年来，我从我的故乡柴湖出发，一直行走在人生的道路上，行走在汉江

之滨、长江之畔。我在行走着，独立思考着，仔细品味着。《内心的富贵》这本书

，记录了我行走、思考的生命轨迹。这本书分六辑。第一辑，写了汉水边的几座城

，写了我对博大丰富的汉水文化的粗浅思考，写下了汉水边影响我命运历程的几个

地方；第二辑，写出了我到过的城市和这些城市给予我的文化启迪，希望在博大精

深的文化熏陶中找准人生的位置；第三辑，以“内心的富贵”为主线，写出了我对

心灵生活的感受和思考中的心路历程；第四辑，抒发了我对亲情、友情的思考、描

述和感受；第五辑，是对公文写作的体会与感悟，可能对初学写作者有益；第六辑

，写铁路、铁路人，写铁路上的父与子、夫与妇，还有那些长期影响铁路的人。我

坚信自己并非天资聪慧的人，但一定做个持续努力的人。我就这样慢慢写着、积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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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或许由量的积累到质的演变，通过写作能将内心打造得丰富多彩。

我很感激读者的鞭策和激励。我记得2013年12月22日《荆门晚报》发表我的作

品《故乡在柴湖》。当天此文在网上被广为转载，46人在文后留言，称此文唤起了

共同的记忆和对柴湖的热爱。有的朋友将我写柴湖的另两篇文章：《舌尖上的柴湖

》《柴湖的保命台》与《故乡在柴湖》合称为“柴湖三篇”。还有朋友称是流着哈

喇子读完《忆襄阳》的，襄阳的黄酒、牛肉面唤起了很多人美好的记忆。登有我写

的散文《湖北的面》《荆州随想》《清冷鹿门山》的报刊杂志一度成为朋友赠送外

地宾客的礼物。通过我的文字，更多人了解荆州、襄阳、武汉、潜江等湖北的城市

，了解湖北的美食和韵味。

我的思考也唤起了很多读者的共鸣。一些读者看完《经营内心》《内心的富贵

》《静下心来》等文章后，反思自己在忙碌的生活中忽视了心灵生活，悟出对读书

生活和精神生活应坚持不懈。有的读者，将上述三篇文章合称为“内心三唱”予以

收藏。有的读者通过阅读《做天下读书种子》《与儿子在一起》《瞧那些父子们》

，“感受到了深沉的父爱”。有的读者对《笔杆子是如何练成的》《写作是个什么

玩意儿》《必读再读读下去》，感悟到写作的魅力。有的读者将我公文写作的系列

文章概括为“公文三味”，认为道出了公文写作的口味、品味和韵味，读后受益匪

浅。

读者的赞美给予我无穷的动力。尽管一千个读者眼里有一千个赵伟东，不一定

每个读者的看法都相同。但只要在阅读我的作品，便是对我莫大的抬举、鞭策和鼓

励。如果我的作品对读者有所触动，有所帮助，是我极其欢喜的事情。我愿意记录

所经历的时代，记录多数人共同的记忆，记录下我们生活的城市和空间，与人分享

身边的美好。

我还看重内心的成长。我之所以写作，是想通过写作促进心灵的丰富与理性的

思考。美好的心灵生活，是对写作最大的褒奖。坚持与坚守，信念与信仰，是我们

一生需要的优秀品质。写作，是一种快乐的习惯；坚持，才是磨练人生的利器。在

这个喧嚣多变的时代，一定要坚持点什么。坚持让人有力，坚持让人自信。这些年

我持之以恒地读国学书籍，览诸子百家，观世间万象，寻文化之源，只为了日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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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好，精神的愉悦，内心的富有。一花一世界、一心一宇宙，将内心修炼好了，没

有做不成的事情，没有不快乐的人生。写作，就是在丰富内心；写作，能成就内心

的富贵。

内心的富贵是一生的目标。致力于内心的富贵，所有追求才有人性的尊严。无

论是平民百姓，还是达官贵人，只要内心富贵，都能焕发出神性的光辉。人是有性

灵的生命。活出人的性灵，才能无愧于人。

是为自序，也为近年来对人生的思考。

2014年5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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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辑汉江从我眼前流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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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的面
 

无论是大江南北、高原沿海，还是茶马古道、江南水乡，面条在中国是极为普

通、家常的饮食。但各地做法不一，便有了不同的味道和文化。形式多样的做法中

，与一碗面条相关的无非面条本身、面汁、面汤、“浇头”，这四大要素以及煮、

炒、烩、蒸、煎、拌、炸等多种烹饪方法，可以变换出千姿百态的面条吃法。乡风

民俗，尽在一碗面中。了解一个地方，不如从一碗面条开始。

湖北的面条，体现着楚地物产、楚风楚韵和鄂菜特点。鄂菜以江河湖鲜为主，

因此面条体现了这一特质。譬如湖北的捶鱼面、鳝鱼面、财鱼面等等，充分展示了

湖北人的个性，可以作为湖鲜的代表。武汉的热干面固然是湖北的代表作，但难以

体现湖北面条的全貌。能体现湖北特色的，还有襄阳的面，荆州的面，武当山、神

农架的面以及鄂东南的面，恩施的面。夏日的清晨，湖北的食客穿着短裤短衫就出

门了，到早点摊上吃一碗财鱼面或者牛肉面，全身经脉相通，一天的营养都有了。

湖北的武当山、神农架地区，地处秦岭大巴山一脉，属于湖北菜系的北味菜。

它以襄阳和十堰（古郧阳）地区的风味为基础，吸收鄂豫陕渝四省的风味。特点是

以猪、牛、羊肉为主要原料，佐以山珍野味，制作方法以红扒、热烧、回锅、凉拌

居多。雪白的汤里有牛肉、猪肉或鹌鹑蛋，兼有绿色的青菜或白白的豆腐，随便端

出一碗面也色香味俱全。襄阳的牛肉面、牛杂面更是闻名省内外，佐以襄阳特产的

黄酒、大头菜，那种美味食而难忘。

湖北的荆州地区，地处美丽富饶的江汉平原，湖塘密布，水产丰富，以烹调淡

水鱼鲜见长，众多佳肴闻名中外。因此早餐的一碗面，“浇头”可能是一尾野生鲫

鱼、黄骨鱼或者炒鱼片和鱼糕、鱼圆子。面条好不好吃，汤头很关键。荆州乃至江

汉平原熬的鱼汤白、鲜、浓、香。很多专门做鱼的大厨，对各类淡水鱼的习性、做

法了如指掌。他们懂得怎么搭配才能熬出好汤。特别是鳝鱼面工序繁杂，非经验丰

富的厨师难以把握。想做出滑嫩、鲜香的鳝鱼“浇头”，全在于大厨的功夫。

在湖北吃面，多佐以饮料，或米酒，或啤酒，或黄酒，或豆浆，或米茶，或绿

豆汤。还有好酒者，早上一碗面，能喝上二三两散装纯粮白酒，晕乎乎开始了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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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活。很多老人一天的幸福生活是从一碗面条开始的，常常是热腾腾一碗面，浇

上“浇头”，泡着油条、面窝吃，喝着二三两小酒，是神仙也羡慕的生活。

湖北的面条，是游子心中的牵挂。很多人回到故乡，都惦记着早餐的那一碗面

。我曾多次在湖北的火车站接待湖北老乡，他们在武昌、汉口、武汉站一下火车，

就急不可待地奔向周边的特色面馆，或武汉热干面，或荆州鳝鱼面，或襄阳牛肉面

，或云梦鱼面，直吃得大汗淋漓，大喊过瘾。那时将面条挑上一筷子，送进嘴里，

湖鲜的美妙溢满全身，顷刻间仿佛能渗透五脏六腑。一注面条下肚，全身的毛孔都

舒张开来。湖北游子说湖北的面条余味无穷，三日不绝，我看毫不夸张。

2013年7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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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襄阳
 

古城襄阳，曾是湖北省第二大城市，建城已近3000年了。襄阳先前由襄阳、樊

城两城构成，襄阳为城，樊城为市，中间隔着一条清澈宽阔的汉江。

襄阳被称为“南船北马”“七省通衢”之地，饮食南北交融，客人五湖四海，

颇有些大都市的气象。

我在襄阳工作生活了6年之久，未写襄阳一个字，却在离开襄阳多年之后，时

时关注襄阳、常常回味襄阳。在我看来，回忆襄阳如同嗅一坛陈酿，每每品咂，都

有微醺的感觉。

一

襄阳的一天，是从热腾腾的牛肉面开始的。牛肉面在襄阳较为普及，汉江边回

民开的面馆尤为出名。无论是蹬三轮车的，还是开宝马车的襄阳人，都能挤在大大

小小的面馆吃得面红耳赤，大呼过瘾。襄阳的早上，汉江边、荆州街、丹江路、陈

老巷、人民广场到处飘着牛肉面的味道，每一处店铺都有稳定的客源，悠悠然等着

宾客临门。

襄阳的牛肉面，与别处的不同。在满大碗熬好的牛骨头汤里，卧着黄白的碱面

。碱面上覆盖着牛肉、牛杂和红红的辣子，汤上轻浮着一层牛油。襄阳牛肉面讲究

三味：味香、味厚、回味。汤要好喝，面要耐嚼，肉要好吃。

襄阳的牛肉面，必掺绿豆芽。白亮亮、脆生生的绿豆芽卧于碗底，使牛肉面的

重口味中，有了“小清新”，可以调剂咸香对于味蕾的刺激。襄阳人喜欢吃蒜，每

家牛肉面馆必备蒜头、蒜瓣或蒜苗，喜欢吃蒜的食客可以随手抓把蒜苗、蒜瓣放在

黄白的面条上，搭配出青青白白的样子，让人食欲大开。

襄阳的牛肉面，必佐以黄酒。大碗牛肉面、大碗喝黄酒，是襄阳美食独特的风

景线。黄酒是襄阳土法酿造的，酒曲由植物上的微生物积累而成，天然且环保。吃

上一口面，喝上一口酒，直吃得微微冒汗，浑身舒坦。

襄阳的黄酒，夏天可冰镇后喝，冬天可以加热了喝，是款待朋友的佳酿。我在

襄阳生活期间，时常与要好的朋友到黄酒馆聚会。那些热气腾腾的牛杂火锅、脆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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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大头菜，都是下酒的好料。

酒，必须要倒上满满一大碗的。兄弟聚会，只需要最简单的语言——“喝！”

大碗黄酒一饮而尽，只需要最简单的下酒菜：襄阳牛杂。这便是襄阳的豪气与洒脱

，不知不觉让你酩酊大醉。

诗仙李白在他的《襄阳歌》里写道：“旁人借问笑何事，笑杀山翁醉似泥。”

在《襄阳曲》里又写道：“山公醉酒时，酩酊襄阳下。头上白接篱，倒着还骑马。

”令诗仙喝醉的，就是我们依旧在喝的襄阳黄酒。想想襄阳流传甚广的那句顺口溜

吧：“一碗少，二碗好，三碗要唱呀儿呦，四碗喝得歪歪倒。”你就能理解李白诗

句的意境了。

在襄阳，除了牛肉面，还有牛杂面、豆腐面。豆腐面也是襄阳的特色。豆腐是

经过精心处理的，有卤香的味道在里头，有油炸的味道在里头。豆腐面中配以切碎

的蒜苗，或者黑黑的海带，因此白绿相间或黑白相间，不仅好看，而且好吃。

胡辣汤也算得上襄阳的特色小吃。在襄阳的酒店宾馆里面，胡辣汤常被称为开

胃汤。不管名称怎么变，老百姓仍旧叫它胡辣汤。襄阳胡辣汤一般配有粉条、面筋

、山药、黄花、木耳、肉丁等，胡椒、丁香、肉桂是必不可少的作料，黄黄的鸡蛋

皮也能让胡辣汤增色不少。襄阳胡辣汤看起来黑乎乎的，但吃起来香喷喷、热乎乎

、味美微辣，食而难忘。如果再配上油条或烧饼，吃起来更显得味道鲜美、独具特

色。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对襄阳的美食依然印象深刻。在我看来，吃，不仅是饮食

的需要，也显示着地域文化的品格。襄阳的美食，南不南、北不北，不东不西，但

做成了自己的东西。襄阳是一座具有浓郁人文气息的城市，也是一座包容性极强的

市民化城市，甚至就像胡辣汤的品格一样：多、杂、热情而自成一家。在襄阳的街

头，南北风味都可以吃到，南北风味与原产地都有很大不同，这或许是襄阳的生命

力所在。

二

襄阳自古有名。她那厚重的城墙，穿越而过的汉江水，无不展示着古城的传奇

与沧桑。襄阳古城里，那被时代沧桑打磨的青条石，那被岁月风霜剥蚀的古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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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一下子置身于古老的历史和深邃的时空里。

我常想，汉水是襄阳的灵魂，古城墙则是襄阳挺起的脊梁。古城墙的存在，见

证着襄阳曾有的辉煌和失落，还有那些跌落在时空中的沧桑岁月。

生活在襄阳的日子里，我常常轻抚城墙的灰砖，眺望襄阳的山川，将千年历史

一一看来。也曾无数次地往返于襄、樊二城之间，在百思不得其解中迷失于街头巷

尾；也曾查过与襄阳有关的书籍资料，在浩如烟海的典籍中彻夜难眠。

我曾在闲暇、寂寞之时，茕茕孑立于汉江之畔，饱览着船来船往，水涨水落。

也曾乘着扁舟逆流而上，去追寻先贤的游迹。

我常站在汉江之畔的临汉门上，看着清秀透明的江水、古朴拙雅的襄阳和高楼

林立的樊城，仿佛一脚踏进两个世界：大美襄阳一一展现在我面前，简直让我语无

伦次。

往事越千年。该有多少惊心动魄的故事在襄阳发生，该有多少英雄俊杰在这里

长成。拙朴的古城与光鲜的都市，越来越让我敬畏历史、尊崇厚重。

环绕襄阳的古护城河，是襄阳美景之一。护城河最宽处250多米，平均宽度超

过180米，是我国最宽的护城河。在护城河泛舟而游，可见城垣高筑，灌木葱茏，

有一种时光倒流的感觉。

古隆中，是襄阳最有名气的地方。这里山峦叠翠，溪水潺流，风景如画，美不

胜收。智慧化身诸葛亮从这里走向世界。脍炙人口的三顾茅庐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

。置身古隆中，我仿佛又回到三国时代，常常不知今昔何年，身在何处。

习家池，是中国最早的私家园林。从习家池展眼望去，可见飘若绿带的汉水杳

然东去。那里的千年古宅，曾住过东汉时期襄阳侯习郁及其家人。东晋著名史学家

、习郁后代习凿齿曾隐居于此，著有《汉晋春秋》54卷。他写的《襄阳耆旧记》是

襄阳最早的人物志。

米公祠，是襄阳文化气息较为浓厚的地方。这里充满了中国古建筑的元素。亭

、台、楼、阁、榭、廊高低错落，游鱼满塘。最为珍贵的是列着米芾、苏轼、黄庭

坚、蔡襄等书法的100多块石刻，还有当代著名书法家留下的墨迹石刻。这些书法

精品，以其美不胜收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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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上古时期，襄阳受到仰韶、长阳文化影响，就开始了南北交通。殷、周时

期，王师多次南伐，都要以襄阳为集结地。从那时到近现代，襄阳历来是南北商品

的交换地、军事交接的要塞。我国古典名著《三国演义》有一百二十回，其中三十

回的故事发生在襄阳。金庸小说《射雕英雄传》中的人物故事，好多以襄阳为背景

展开。

襄阳人才辈出，先后走出了春秋时期玉石鉴赏家卞河、三国奇人庞德公、智慧

化身诸葛亮、与诸葛亮齐名的庞统、东汉建安时期文学家王粲、政治家刘秀、史学

家习凿齿、东晋佛学家释道安、唐代诗人孟浩然、杜审言、张继、皮日休、宋代书

画家米芾、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等风流人物。想当年，符坚的80万军队攻打襄阳城

，全是为了请出那个信徒百万人，译经百万字的佛教大法师释道安……

马可.波罗曾到过襄阳，在他的游记里，他曾惊讶地写道：“襄阳是商贾云集

之地……”那时的襄阳，有21条街巷直通河岸码头，大小船行就有20多家。

襄阳曾是诗歌的圣地。李白、杜甫、孟浩然、刘禹锡、张继、皮日休、欧阳修

、苏轼等著名诗人、文学家都曾在襄阳生活、游历过，并留下了美丽的诗篇。我在

襄阳，看见月亮，想起李白；看见岘山，想起孟浩然；看见大堤，想起刘禹锡；重

阳时节，想起杜甫。那是一座诗歌的城啊，处处有诗，时时入诗。

诗，是襄阳的另一个传奇。

三

在我看来，襄阳之美，不仅在于自然，而且在于人文，不仅在于自然和人文，

还在于自然和人文相得益彰。碧玉似的襄江，山峦起伏的岘山，庄重沉凝的古城墙

，使大自然与人工相融相洽，赋予了襄阳壮丽风采。特别是那条滚滚不尽的汉江水

，见证了时间的风云变幻，目睹了朝代的兴衰成败。

如果站在整个中华版图看，襄阳的地域文化还有更深一层的意义。汉水源于陕

西，到武汉而入长江，流经100多个城市，与长江、黄河、淮河并称为“江淮河汉

”。汉江是中华文明史上一条重要的河流，其多样性、包容性的文化传承让人惊讶

。襄阳是汉水之畔最古老的城市。这里既是南来北往人和物的集散地，又是各种观

念习俗、各色文化汇集的搅拌池。不论是中原，还是西南高地，各类文化都必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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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块古楚地上不断地碰撞、搅和。襄阳就是这碰撞与搅和中溅起的耀眼的浪花，开

出的一朵奇葩。

所谓近者如盲，只缘身在此山中。或许就是这个道理，很多时候我对襄阳难以

评说一二。我在襄阳的时候，还有太多的东西看不明白，但是我一旦离开襄阳，襄

阳便在我脑海里越来越清晰。无数个夜晚，我仿佛梦回襄阳。襄阳的奇山奇水，奇

峰奇景，奇人奇事会在我面前一一闪现。能不忆起襄阳吗？襄阳在我心中，恐怕一

辈子都走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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