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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江红·又过嫩江

暮雪初晴，寒江素、鸦声渐弱。
明月岛、银装雅淡，白云漂泊。 一
道星河连北国，万家灯火通村落。
留过客，独自探冰霜，时光寞。

围平甸， 林澄廓。 堤照镜，桥
悬鹤。 守隆冬滩岸，月映清阁。 沃
野平畴宏图展，小康夜色繁花掠。
回眸看，卅载复天翻，神州跃。

满江红·别样元夕

元夕追春，蜡梅绽、含香四溢。
玉兔升、星河火树，提花灯出。 夜
色流光喧委巷，西风吹雪摇年橘。
忆童年，炉暖岁安宁，今留笔。

行人趣， 闲情蜜。 恭市利，迎
祥吉。 描太平盛世，祥和恬谧。 岁
月悠长华夏静，山河无恙人民逸。
散阴霾，临似锦前程，迎红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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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杉情思
翟国胜

在我居住的小镇，有几处水杉
林。 其中最早的一处，据说是在上
世纪七十年代初期由一位当时在

黄泛区下放劳动的原省领导从外

地引入的。 半个世纪过去了，当年
的树苗已成参天大树。每当我看到
这些笔直挺拔的水杉，敬意就油然
而生。

这片最早的水杉普遍有四五

十米之高，一棵棵笔直挺拔，使人
在仰视的同时不禁有几分感慨。细
细看去，每棵水杉的树干大约两米
多处开始分枝。 这些树枝都不长，
向侧面斜伸出去，且少乱杈，多呈
对仗。 树干由下往上，树枝越来越
短。远观之，整棵树呈宝塔型。春夏
时节，树枝上布满绿茸茸的细碎树
叶，整个树身像披上了一件绿色的
长袍，看上去清新脱俗，给人以“清
水出芙蓉”之感，能使人躁动的心
顿时安静下来。入秋后树叶慢慢呈
金黄色，“满树尽带黄金甲”， 看上
去非常壮观。 到了冬季，树叶渐渐
脱落，仅留下稀疏的树枝，但树身

仍是挺拔向上， 就像是一个个坚
强的卫士。 据史料记载，水杉是一
种珍贵的树种 ，1941 年中国植物
学者在湖北利川谋道镇， 首次发
现了这一闻名中外古老珍稀孑遗

树种。 水杉是国家一级保护植物，
有“活化石”之称。 它不仅是著名
的观赏树木， 同时也具有较高的
经济价值， 材质细密轻软， 是造
船 、建筑 、桥梁 、农具和家具的良
材， 同时还是质地优良的造纸原
料。

人们经常称道水杉的观赏价

值和经济价值，但在我看来，水杉
那种正直挺拔的风貌、那种昂扬向
上的精神更值得赞赏和效仿。 你
看，无论是骄阳如火的盛夏，还是
滴水成冰的严冬，它的树身从来都
是笔直的，没有一丝弯曲，一律都
是昂扬向上，正直挺拔。 这让人很
自然地想起了孟子的一段话：“富
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
屈，此之谓大丈夫。 ”水杉不就是树
中的“大丈夫”吗？ 它笔直挺拔，坚

守气节，从不因外界环境的变化而
改变本性，在这方面，又有哪些树
种能与其相比呢？

由水杉我又很自然地想到了

古往今来许多具有这种昂扬向上、
不屈不挠精神的人。 革命战争年
代，许多仁人志士为了实现自己的
崇高理想不惜抛头颅、 洒热血，宁
为玉碎，不为瓦全；现实生活中，更
有许多人在前进的征途上，不为困
难和挫折所屈服，始终保持昂扬向
上的斗志。 有些人最终战胜了困
难，从挫折中崛起，一步步走向辉
煌。那位把水杉引进到黄泛区的干
部就是这样，他落魄不落志，依然
坚守理想信念，几年后重新回到工
作岗位。当然也有些人由于种种原
因，最终也没有突破重围，仍旧是
业绩平平，但他们始终保持着百折
不挠、顽强不屈的精神，他们同样
也值得人们铭记、赞扬。

我愿做一棵具有崇高气节的

水杉，我更希望身边有许许多多具
有水杉精神的人！ ③22

散文

咏 春
胡天喜

看到了河堤上泛青的杨柳，闻到
了野地里扑鼻的花香，领略着徐徐的
暖风，聆听着小鸟的歌唱，我突然意
识到，令人向往的春天来了。

是的，春天来了。 春风吹过，万物
复苏，茫茫大地，一片碧绿。 真可谓一
夜春风吹，百花相继开，杨柳万千条，
草色绿尽染。

春天的风是和煦的。 它不像冬天
的寒风，拔凉刺骨，也不像秋天的朔
风，横扫落叶，更不像夏天的热风，炙
热难耐。 春天的风吹到人们身上，轻
轻的，暖暖的；吹到脸上，软软的，柔
柔的。 它好像在对人们窃窃私语，又
似乎在为大地悄悄歌唱。 “沾衣欲湿
杏花雨 ，吹面不寒杨柳风 ”，南宋志
南和尚的 《绝句 》从人的触觉方面 ，
直言春风和煦而无寒意。 “卷帘亭馆
酣酣日 ，放杖溪山款款风 ”，南宋诗
人杨万里的《南溪早春》也同样写出
了徐徐春风的柔和温暖。 当春风轻
轻吹过， 沉睡了一季的太阳慢慢睁
开了曚昽的双眼，这时候阳气上升，
万象复苏，约上几个朋友，带着风筝
到野外放飞，看着钻入云端的精灵，
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该是多么兴奋！

也可以游园踏青， 这时候你会看到，
公园里 ，绿地上 ，游乐场 ，到处都是
人，坐着的，躺着的，走着的，跑着的，
打两个滚儿，踢几脚球，其乐融融，其
趣无穷。

春天的雨是温柔的。它不像夏天
的雨粗暴狂野， 也不像秋天的雨缠
绵无常，更不像冬天的雨水冰变换。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随风潜
入夜，润物细无声”，春天的雨，下得
温柔 ，下得细腻 ，下得明媚 ，下得洒
脱。 春天的雨下起来像牛毛，像绣花
针 ，如烟 ，如絮 ，轻手轻脚 ，小心翼
翼，仿佛生怕惊吓了孩子。春雨落在
田野里，淅淅沥沥，不紧不慢。 得到
了春雨滋润的秧苗， 舒展起卷曲的
身躯，甩开膀子使劲往上挺拔。春雨
落在院子里 ，滴滴答答 ，不急不躁 。
从房檐上落下的一股股细流沿瓦槽

与屋檐潺潺流下， 在和土地进行亲
密接触后 ， 又顺着水沟溜出院子 。
这时候如果躲在雅舍 ， 泡一壶清
茶， 捧一卷书香， 静听窗外细雨纷
纷， 遥看远处草色青青 ， 该是何等
惬意。

春天的景是多姿的，它没有夏天

的荷花挺立， 也没有秋天的硕果累
累，更没有冬天的白雪皑皑，阳春三
月， 细长的柳条上泛出一层新绿，冒
出鹅黄色毛茸茸的小芽。 被冰雪严寒
侵扰、封锁了一冬的小草们，争先恐
后探出小脑袋，抖擞了精神，享受着
明媚的阳光。 果树上，新生的芽儿鼓
胀胀的。 接着，迎春花、樱花、桃花、油
菜花、月季花也开了，不管在城市的
公园，还是在乡村的阡陌间，不管在
渠边河畔，还是在地头山间，不管是
人们亲手栽种于门旁庭院，还是野生
野长在坡坡坎坎，它们盛开得都是那
么热烈，那么美艳。 田间果园，成了花
的海洋。 它的景色使人们大饱眼福，
它的婉约吸引了人们的目光，它的秀
姿陶醉了人们的心田。 人们甩掉冬
装，踏着轻松的步伐，徜徉在桃红柳
绿之间，沉醉在花香鸟语之中。

春天是一幕诗会。 古往今来，不
少文人墨客写下叹春、感春、颂春、惜
春的佳作。 唐朝韩愈《早春》：“天街小
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 最是一
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 ”还有
“春城无处不飞花 ”“春风又绿江南
岸”“春水春满地，春时春草生”“春蝶

春蜂采春花，春风春雨送春归”等，都
是对春的赞美，对春的颂扬。

诸多好事、美事、顺事，在说法上
与“春”字相连，如春风、春意、春潮、
春晖、春梦、春风得意等等。

一元复始，万象更新，春为岁首，
四季之先。 一年之计在于春，歇了一
个冬季的农民开始修理农具准备春

耕。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没有
春种就没有金秋的收获。 度过了轻松
愉快寒假的学生们整理心情返校上

课， 前途在召唤他们，“少壮不努力，
老大徒伤悲”， 孩子们都懂得这个道
理。

春天，是一个美好的季节。 春天
的天 ，是碧蓝的 ；春天的地 ，是嫩绿
的；春天的山，是青翠的；春天的水，
是清澈的；春天的草，是柔软的；春天
的花，是娇艳的。 春天最美，春天最
暖，春天阳光明媚，春天，就是一幅灵
动的画卷！

有人喜欢骄阳似火的夏天，有人
喜欢硕果累累的秋天， 有人喜欢银
装素裹的冬天， 而我却喜欢万物复
苏、 百花争艳、 到处都是绿色的春
天。 ③22

散文

抚摸王广建烈士的墓碑
（外一首）

李学文

王广建 （1898年~1933 年），
河南沈丘人。 宁都起义时担任起
义委员会总监军。 于宁都起义后
参加红军，曾任红五军团第十三
军第三十九师师长。 率部参加中
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在宜黄
南部伏击陈时骥第五十九师战

斗中， 胜利前视察前沿阵地，被
流弹击中牺牲。 沈丘烈士陵园建
有王广建墓。

一块方形的大理石

一块血写烈士英名的墓碑

庄严、肃穆
能照见尘埃

这是一块黑色的银屏

可看见宁都起义总监军

警觉的目光

在回放三十九师

跃进战壕的勇猛

能触摸流弹击中英雄眉额

喷出的血

这更是一面铜镜

那冷峻的光亮

是烈士在审视

来来往往的过客

在这里

有的人，被洞穿
灯红酒绿麻木的心

有的人，被照见
奴颜婢膝丑陋的脸

在宜黄霍源的怀念

站在黄陂霍源的高山

看到茫茫的摩罗嶂还在

满眼的杂木林还在

围歼的战壕还在

空气中弥漫反“围剿”的硝烟
树 林 中 传 来 战 士 冲 锋 的

呐喊

向导说，“1933 年 2 月 27 日
下午

王广建和王树亚率红三十

九师赶到霍源

接下了围歼敌五十九师这

个盘”
敌人已占领了高地一侧

拿 下 整 个 高 地 才 能 保 证

完胜

顿时 ， 一个团的大刀发起
冲锋

砍得压在山顶的乌云魂飞

魄散

敌人立即龟缩到了西源

28日晨，红军发动全线进攻
红三十九师一马当先

把敌五十九师大部装入自

己的口袋

逃出的残部也在蛟湖方向

歼灭

“命运，总是在关键时候拐弯
王广建和王树亚爬上高地

视察

罪恶的流弹飞来

两颗将星从天空陨落人间”

向导刚刚说完

满山的马尾松噙满泪水

连片的阔叶林已经哽咽

我看到满地的红杜鹃

红到遥远

那是烈士喷涌的热血

连到了天边①8

诗歌

雷锋，一首永恒的歌
尚纯江

一线阳光，温暖冬天的孤独
一缕风，化解冰冻的小河
一抹绽放在枝头的嫩绿

在一片茁壮的沃土里

你用一腔沸腾的热血

繁衍出万里河山的嘉禾

那个搀扶大娘上火车的人是

你吗

那个背负着伙伴过河的人是

你吗

那个助人为乐不肯留下姓名

的人是你吗

是你，是你，就是你
你是一颗螺丝钉

为人民服务是你矢志不移的

座右铭

你是一块砖

哪里需要哪里搬

你是最为平凡的一片云彩

你是最为普通的一条小河

你看

阳光不言，却给了草木温暖
你听

桃花不语，树下却溪流扬波
你挤下了海绵中每一滴水

让助人为乐的善行广为传播

伟人挥一挥手

“向雷锋同志学习”
祖国的万里河山

在你的精神感召下

绽开了鲜花千朵万朵

“学习雷锋好榜样
忠于革命忠于党”
那简洁明快、铿锵有力的曲调
在你的身后

染绿了一株株小草

孕育了无边无际的波澜壮阔

你，用一簇小小的火焰
煮沸了神州大地六十年的

江河

热血沸腾的人们啊

一遍又一遍地唱着，唱着
唱着这首用一颗普通战士的

心血谱写的歌

“自己活着
就是为了使别人过得更美好”
你的每一句话

你日记里的每一个字句

都融进了中华民族的骨髓

都写进了祖国的血脉

你用 22 岁短暂的生命
谱写出了一首永恒的歌③22

乡村的夜晚
王保义

母亲去世后，老家小院就被一把
冰冷的铁锁锁住了。 二十多年来，我
很少回老家，也没在老家住上一个夜
晚。 但我这只飘荡在空中的风筝，仍
被老家那只无形的大手紧紧地拉着，
被殷殷的亲情牵挂着。 退休之后，闲
了下来，我终于下了决心，重修老家
小院。 翻新厢房，装修主房，布置院
落，经过半年的努力，小院里长廊秋
千、假山鱼池、菜园小径，一应俱全。
回到老家，观翠竹，赏金鱼；闻花香，
品时蔬；会好友，宴宾朋，不亦乐乎。
在老家居住， 我被浓浓的乡情感动
着，体会民俗民风，回忆童年往事，度
过了一个个温馨的夜晚。

傍晚，喜鹊夫妇结束了一天的奔
波，披一身晚霞回到了自己温馨的乡
间别墅。 它们先是卿卿我我互相问
候， 又悄悄地聊起一天的见闻和感
悟。 也许是在感叹着，如今乡村里树
太少了，可以用来垒窝的大树就更少
了。 是啊，就连我家小院里这棵已有
五十多年树龄的大椿树，多少人劝我
砍掉，都被我一一婉拒。 喜鹊们一定
为能在这棵大树上安居而庆幸吧。 村

里综合治理之后，闲置的小片荒地被
人有偿承包了， 并规定不准种树建
房。 村里多数农家院落用水泥硬化
了，很少有人在院子里栽树。

夜晚， 一轮明月悬挂在空中，星
星也闪着亮光， 把一泓清辉洒向大
地。 值班的路灯上岗了，监控器也精
神抖擞，为守护乡村的安宁与祥和尽
职尽责。

清风送来虫子 “唧唧”“吱吱”的
吟唱声 ，池塘里响起了 “呱呱 ”的蛙
鸣， 这得益于近些年的环境治理，南
水北调，雨量增加，地下水位上升，长
期干涸的坑塘又蓄上了水，蛙们才从
蛰居的地下重栖坑塘。 遗憾的是当我
静静地躺在床上时，整个夜晚只听到
村里几声狗吠， 却没能听到鸡叫声。
我在想，这没有鸡鸣的乡村还是乡村
吗？ 现如今，养殖规模化，人们吃鸡蛋
去超市里买，谁还在家里养鸡呢！ 当
年的乡村里，一只只公鸡身着盛装气
宇轩昂，时而闲庭信步，时而又扇动
起多情的翅膀。 风情万种的母鸡们在
融融春日里，“咯咯”叫着，引领小鸡
们挠土觅食，稍有寒意，它便把孩子

们护在羽翼之下。 这些充满母爱的画
面再难见到，也听不到母鸡下蛋后引
以为傲的“咯嗒咯嗒”的叫声了。

夜深人静时，童年趣事总会在我
眼前浮动。 那时的我们生活虽清贫，
却不清苦，穷并快乐着。 我们没有繁
重的课业负担， 不知道啥是学习压
力。 每到夜晚，小伙伴们相聚街头，玩
起捉迷藏、攻山头等各种游戏。

夏秋之际，到田间逮蝈蝈更是一
件有趣的事儿。 在一些明月高照、清
辉袭人的夜晚，小伙伴们相约沐浴习
习的晚风， 踏着明亮的月光溜进田
间。 月夜里的蝈蝈格外张扬，爬到庄
稼棵儿的最高处，呼朋引伴，振翅而
歌，合奏起古老而悠扬的小夜曲。 我
们尽享天籁之音， 循着蝈蝈的叫声，
逆光而望，锁定目标后，小心翼翼地
接近它们，然后迅速出击，往往能手
到擒来。 在享受快乐的同时，偶尔也
会被恼羞成怒的蝈蝈咬住手，但那些
微的疼痛很快被天真的野趣消去了。

冬天的夜晚，生产队里的草屋是
我们的好去处。 每年冬天，生产队的
人会把铡好的麦秸储存在几间屋子

里，这草屋就成了我们的游乐场。 我
们经常在里面打打闹闹， 尽情撒野。
身陷软软的麦秸窝， 浑身格外暖和，
虽也有大量的尘埃吸入鼻腔，却依然
疯闹不止。 牲口屋也是我们的聚集之
地。 那时，生产条件落后，农业机械化
还只是宏伟的蓝图，牲口是耕作的主
要劳动力，是生产队里的宝贝，格外
金贵。 为抵御严寒，饲养员总会在牲
口屋里点燃起一堆柴火，我们就挤到
屋里与牲口们共享温暖，听大人唠家
常、侃大山。 满屋子弥漫着浓烈的烟
火味， 和牲口的粪便气味混合在一
起， 我们不仅没有丝毫的厌恶之感，
反倒觉得格外亲切。 如今想来，那才
是地地道道的乡村味道。

想想， 童年的我们像是散养的，
如今的孩子像是圈养的，沉重的课业
负担压得他们失去了应有的童真。 如
今，乡村的夜晚没有了游戏逗乐的孩
子， 那间草屋也坍圮在漫长的岁月
里。

乡村的夜晚是美好的，又是空寂
的。 乡村的夜晚，让人无端生出一抹
淡淡的乡愁。 ①8

随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