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去林州，去红旗渠 □ 江龙光

天涯诗海

□ 孙光利苦瓜生活

村
庄
的
情
怀

乡下的父母真勤快，不止地

里的庄稼长得好，家里那半亩见

方的小院也没让它闲着，瓜果蔬

菜种得满满的。我喜爱的苦瓜也

在其间。

天热了，苦瓜结得丁零当啷

的。风一吹，就坠在藤蔓下一晃

一晃的呢。

闲来无事，站在那棵核桃树

的余荫下，看着就在它近处的苦

瓜温润莹绿的样子，总让我有咬

一口的冲动。

咬一口？它苦着呢。是的，

它苦着呢，可我偏就喜欢它的清

苦之味呀。苦瓜，苦瓜，后面是一

个瓜字，你当它是水果不就得了

吗？只不过味苦而已。苦瓜，我

视它为这酷暑时节里解暑上品。

每次去哥那里，他要么苦瓜

炒肉，要么蘸酱。炒肉么，苦味并

不减少一分，但却没了苦中的清

味，真是可惜了。至于蘸酱就无

所谓了。可蘸可不蘸。我向来不

大喜欢吃酱，所以不蘸酱，只取其

苦，慢慢嚼。辣味、苦味，个中滋

味就一个字：爽！

哥有一同学兼干亲家，高中

时，是高我一级的校友。我们常

在哥那里碰面，熟得很。夏日，他

也爱吃苦瓜。通常是，我洗上三

几支，从中劈开，挖去种子，切成

段，盛在盘内端上去。他蘸酱，我

生吃，各得其乐，不亦快哉。

又是夏天了，酷暑来临。忙

了一天，回到家里什么都懒得干，

连饭也不想吃了。去厨房里看

看，昨天回家带来的两个苦瓜还

鲜着呢。我拿起一根，洗了，切

了，剜出种子，坐在沙发上慢慢品

着苦瓜的清苦。瞬间，有一种身

心都清爽的感觉。

其实，苦也是一种味道，与甜

相比，它是另一种风格。只要是

喜欢，不怕其苦，与甜又何异。再

说了，苦不也是生活中必不可缺

的一味么？

就像我种这苦瓜的父母，或

许他们过的就是一种苦瓜般的生

活，其味清苦，但温润有加，这何

尝不是一种幸福？

□□ 耿艳菊毕业照

南北朝时的江淹有《别赋》日：黯

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人世之初，

波澜不惊、平淡如水的日子中，最初

的离别都在一张毕业照上吧。

算起来，小学、初中、高中、大学，

也黯然神伤过几次别离。别离之际，

留恋不舍。要照毕业照了，大家的心

里惶惶然，照相师傅在前面盎然地指

挥着，要我们跟着说“茄子”。我们一

群人只好也嘻嘻哈哈起来，故意培养

一种轻松快乐的气氛，在定格为历史

纪念的那一刹那，留下永久地笑着的

面容。那时的心情却是十分复杂的。

少时在乡村小学读书，风气淳朴

而单调庸淡，一心要快快长大，到镇

上的中学去。每每看到要毕业的学

生兴致勃勃地照毕业照，羡慕之情总

让我的脚步放缓。然而，当自己和相

处几年的同学一起站在镜头前的时

候，那份喜悦竟是淡然得很。

及至到了青春年少的叛逆时期，

在中学里总爱彰显自己的特立独

行。不喜参加集体活动，爱坐在后排

窗边的角落里，徜徉于小说里。到了

照毕业相的时候，却异常的积极，生

怕被落下似的。

到底是被落下了，落下的是班里

的一个女孩。一直记得那是个阳光很

好的半下午，我们已经在老师和照相

师傅的指导下，齐齐站好了，突然有人

大声说，老师，还差个许芸啊！大声说

话的是许芸的同桌，许芸那天恰好请

假去了城东的姑姑家。老师有些犹

豫，照相师傅说也不差她一个，都站好

了，照吧。老师反而坚定了，说一个

都不能少，大家也纷纷同意。

照相师傅不管了，让我们自己

商量，他去给别的班照相去了。他

给我们两个小时的时间，在五点放

学之前再给我们照。我竟自告奋

勇，和许芸的同桌一起去找许芸。

我们的学校在西郊，只有两个小时，

时间很紧张。

一路跑去，一路跑回，等我们气

喘吁吁赶回学校的时候，已经六点多

了。然而，意外的是，大家都在，照相

师傅也在。他们都站好了，一直在张

望着我们的出现。那一幕真暖，觉得

累和辛苦一下子都值得了。

大学时的毕业照是读书生涯中

的最后一次。那时，班里的很多同学

都到外地实习，在照相的那天，却都

如约赶了回来。那样的相聚真是美

好的尾声了。我那时不太喜欢自己

的专业，希望尽早出得校门去，却是

最早赶回去的。

渐渐，毕业照上的容颜和背景在

老岁月的深处辗转，成为思念明净如

琉璃，韶华青春的源头活水。

■■ 黄国清

在洋浦古盐田

古盐田就像一张张炕

海风搓揉着赖床的海

水

左一下，右一下

轻一点，重一点

是谁漾起笑脸

惹得艳阳热辣辣地拥

吻

爱情故事里最平淡的

情节

慢慢挤干水分

留下盐巴耀着白光

生腌这段岁月

海湾是一间集体宿舍

我不知赖在哪一张炕

上

早已被繁杂的生活

以及个人的欲望

反复搓揉

灵魂被挤出

一张脸颊也成为古盐

田

曾经激昂的泪水

竟熬成苦涩的盐巴

海风搓揉古盐田

被风吹动的故

事，曾经是你幻想

的天空，曾经是你

遨游的溪水，曾经

是你苦涩的诺言。

当 村 庄 的 情

怀 ，变 得 含 情 脉

脉。那条弯弯曲曲

的小路，就已蔓延

了我所有的飞翔。

我仰望袅袅升

腾的炊烟，无法抑

制内心的牵挂，就

像我面对祖父祖母

的坟茔，早已学会

了把痛苦深深地埋

藏在心底。

就算那远去的

车辙，无法碾碎我

一身的疲倦；就算

那眺望的视线，无

法朦胧我喉咙里的

呐喊。

我也依旧会这

样在这里等你，等

待初夏的那一束阳

光，照耀我倔强的

成长。

无 论 季 节 是

否轮回，我都会在

这 里 静 静 地 巴 望

着你，巴望着初夏

的那段怀念，流经

我的脉搏，流进我

日 记 中 发 黄 的 文

字。

而 今 ，伫 立 在

你凝视的目光中，

我感觉到一种生命

的脆弱与博大，我

感觉到一种流浪的

厚重与轻薄。

唯有把心交给

你，交给这初夏的

雨季，我才会变得

义无反顾，我才会

变得勇往直前。

哪 怕 这 场 雨

季，会一如既往地

迷茫我的诗句。

□
丁
太
如

时光荏苒

（组诗）

像一道道人墙守护海

岸

根与枝缠绕牵连

任海潮吞没

任风雨侵扰

也不改红色的骨头

即使泥土软烂

即使海盐苦涩

也挺直脊梁

撑起茂密的伞盖

让海鸟在它怀里搭窝

让小鱼虾们安个家

在海陆拥吻处

炼就侠骨与柔情

它又像眼睫毛

灵动了海湾这颗眼珠

喜看人间春色

红树林

白云就像海上的玫瑰

一朵朵热烈地绽放

是谁的青春

在空旷的海天里奔跑

花香带着海的鲜腥味

惹得鱼儿跃出水面

化作飞鸟

在花丛里流连忘返

被风扯散的花瓣

又续写了一段爱情故事

在轮船汽笛响起时

丰富了大海咸涩的人生

一朵白云就有一个花

语

朵朵花儿构成赞美诗

白玫瑰在海上绽放

在河南，游完了中国历史上建都

最多的洛阳后，决定去林州和兰考。

因为这两个地方，有过两个被中国老

百姓含泪称赞的县委书记杨贵和焦

裕禄。

杨贵，曾受毛主席在专列上亲切

接见，对他带领林县（今林州）人民创

建红旗渠给了高度评价；焦裕禄，他

逝世后，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单独

接见的，就是他的女儿焦守云。

先去林州。今天就去。

从洛阳到林州，要想直达，只有

坐汽车，每天一班，7：45开车。

早上，清风送我与旅伴老李进车

站。车开，车窗外碧绿的林草，碧绿

的河水，碧绿的天空，水天一色，碧绿

写满人间。

14：45，正好 7小时车程，林州汽

车站到了。到林州计划游红旗渠和

太行大峡谷。红旗渠是重头，留足明

天一整天。那么下午这不足半天时

间，就得火急火燎赶去大峡谷。

停车下客，正想从车站买票去大

峡谷，一妇人眼巴巴求我俩乘其出租

车去。看到可以立马走，价格适宜，

还帮提行李，便满意应允了。

开车的是她儿子小杨，为人谦

和。开车途中，他很为我们老年人旅

游着想，给我们科学安排路线。他给

的路线既不很累，也不漏主要景点，

晚上住景区，他说有事求助，可随时

拨打他的手机。让人感觉林州人可

亲可敬。

好人好心好点子，让我俩当晚睡

了一个好觉。

第二天去红旗渠，时间依然不充

足，因为红旗渠与大峡谷是两个不同

的方向，我们昨晚又住在景区里，如

果倒回林州市再去红旗渠，半天时间

又没了。苦恼之际，不抱多大希望

中，还是给小杨打了电话。小杨接了

电话，果断回答 3分钟内会告诉我们

如何解决。我们也期待着“桃花源”

里有新的出路。

两分钟后，一个电话打来了，但

不是小杨，而是老杨，是小杨的父

亲。“40分钟内赶到”。无望变有望，

愁闷的脸上终于绽开欢快的笑容。

老杨也开出租车，阅历和经验比

小杨更丰富。凑巧，被接上的还有两

个北京游客，也是同年龄段的人，昨

晚就住在我们旁边的景区民宿。凑

巧，我想。但又想，仅凑巧吗？

求助的加不加费？北京两个游

客，其中一个又高又大的，体重远超

两百斤，一人几乎等于我俩总重量，

故他俩收 120，我俩收 100，时间一整

天。再想，这个价格在全国很多地方

车主都不会接受，况且又是顾客主动

求助的。但积少成多，集腋成裘，信

誉加感情，才能“生意兴隆通四海”，

老杨总是这样想。

出租车的落座位置，也可称出旅

客之间感情的重量。小车是先接我

俩的，考虑到老李比我高一点，年纪

也比我大一点，我让他坐副驾驶位置

舒服一些。但看到北京这个重磅旅

客后，老李旋即让出自己的座位。重

磅旅客感动得直点头、赞美、感谢，所

有乘客都为有缘相会而欢心笑了。

车主见后也笑开怀，全车就在暖融融

的笑声中启动了。

红旗渠，目前供游客参观的，主

要集中在纪念馆及周边分水苑一带，

另一处是去青年洞沿渠走 5公里景

区。这两处景区距离比较近，杨师傅

鉴于老年人体能弱还特意嘱咐，先走

需花一定体力的青年洞，最后的时间

留在纪念馆慢慢看。

开始 4人一起走，北京客人每人

各带一部相机，边看边拍。我俩则看

看停停，边看边议。渐渐地各为一

伍。我俩突前，他俩殿后。一路险境

丛现，向上望，峰峦叠翠，白云缭绕。

往下看，公路就在百丈深的脚下方，

车如小甲虫，人如小蚂蚁。再赏眼前

的渠水，略带淡黄色，欢快的流淌，一

路哗啦哗啦唱欢歌。该水利工程用

了近 10年时间建成后，周恩来曾向

国内外宣布：“中国出了两个奇迹，一

个是南京长江大桥，一个是红旗渠”；

邓小平首次出席联合国会议，带去放

映的第一部电影，便是纪录片《红旗

渠》，一下轰动全世界。

见到青年洞，看到整条红旗渠悬

挂在巍峨雄峙的太行山上。青年洞

总长616米，高5米，宽6.2米。为何叫

青年洞？因为这里是林县当时最难

啃的攻坚战，全县抽调了 300名热血

青年开凿山洞大会战，历时 17个月，

故称青年洞。又适逢3年困难时期，

每人每天供粮6两，劳动繁重，工余时

间上山挖野菜，下漳河捞河草充饥，几

乎所有的人都得了浮肿病……听了导

游的讲解，我看到很多前来参观的青

年男女，有人低头默默擦眼泪了。

走了青年洞，看了分水苑，将进

纪念馆时，高音喇叭不停播送电影纪

录片《红旗渠》主题曲，“林县人民多

壮志，誓把河山重安排”，这歌词，我

在 50年前就唱过，深深感受既年代

久远，又近在眼前。

□
赵
腊
平

名
家
美
文

周
敦
颐
的
﹃
爱
莲
池
﹄

在湖南省邵阳市，沿着城北路一直

往邵水河边走，在市政府院内墙角树荫

浓密处傲然耸立着一座石碑，上面豁然

刻着“爱莲池”三个字。据说，北宋散文

家、理学鼻祖周敦颐的传世名篇《爱莲

说》，就是在这里写成的，因之称为“爱

莲池”。

“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晋

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来，世人盛爱牡

丹；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

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

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

……”此文高风亮节，清雅脱俗，精短，

朗朗上口，实为古文中难得的精品短

篇。而且一

文双解，内

容厚实而意

境深远。加

上其文近似

白话，易读

易解，所以成了流传后世脍炙人口的传

世佳品，也成就了中国文人的一方精神

高地。

莲花，曾是古往今来文人笔下高歌

咏叹的对象，但大多数文人都是惊叹于

它的清姿素容，并将其形诸笔端；而周

敦颐的这笔散文精品却独辟蹊径，通过

对莲的形象和品质的描写，歌颂了莲花

坚贞的品格。作者托物言志，表达了作

者不慕名利，洁身自爱的高洁人格和洒

落的人生态度，同时也表达了作者对追

名逐利，趋炎附势的鄙弃。散文问世已

近九百余年时光，许多文人墨客都将

“出淤泥而不染”作为自己为人处世的

座右铭，也以莲之高洁来寄托自己毕生

的心志。

在我的办公室，也挂在一副书有

《爱莲说》的书法作品。书者是我的老

朋友曾煊名先生。他是一位由钻工出

身的书法家，后来担任贵州省地勘局

106队的宣传处副处长、离退休干部处

处长。

说起来有点不好意思，我一直以

为，周敦颐的《爱莲说》是他在江西庐山

西北麓濂溪书院讲学时创作的。据有

关记载，宋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已

值暮年（55岁）的周敦颐到江西星子县

任南康知军。到来星子后，他在军衙东

侧开挖了一口池塘，全部种植荷花。由

于年迈体弱，公元 1072年，周敦颐辞官

来到江西庐山西北麓创办了濂溪书院，

从此开始设堂讲学，收徒育人。他将书

院门前的溪水命名“濂溪”，

并自号“濂溪先生”。因

他一生酷爱莲花，便在

书院内建造了一座爱莲

堂，堂前凿一池，名“莲

池”，以莲之高洁，寄托自

己毕生的心志。先生讲学研

读之余，或独身一人，或邀三五幕僚好

友于池畔赏花品茗，并请朋友们评论他

的手笔《爱莲说》。

《爱莲说》一直为后来者珍视。淳

熙六年（公元1179年），朱熹调任南康知

军，满怀对周敦颐的仰慕之情，重修爱

莲池，建立爱莲堂，并从周的曾孙周直

卿那儿得到周敦颐《爱莲说》的墨迹，请

人刻之于石立在池边。

朱熹作诗道：“闻道移根玉井旁，花

开十里不寻常；月明露冷无人见，独为

先生引兴长。”

可不曾想到，《爱莲说》原本是周敦

颐老先生在邵州为官时创作的。

在邵阳市城北路 6号的市政府院

内，也有一个爱莲池遗址。据当地老人

介绍，从前这里有一条南北向的石板巷，

一边是古城墙，一边是店铺。巷北端有

爱莲池，池中有石桥，桥上有君子亭，为

古城名胜“莲池古香”。

史料载，北宋治平四年（1067），道

州营道县（今湖南道县）人周敦颐以永

州通判来摄邵事，到熙宁四年（1071）

升郴州知军，计在邵为官四载。期间，

周敦颐见当时的州学“左狱右庾，卑陋

弗称”，于是在城东南择地重建，并亲

自为新落成的州学举行祭告先圣和先

师的典礼。在州学前手植丹桂树，意寓

“蟾宫折桂，造士育人”，并在州学旁辟

池种莲。

史料记载，爱莲池始建于宋治平

四年（1067 年），池方形，广十余亩，与

江水通盈涸。池周砌石为墙，环植垂

杨。池内莲花叠瓣充楼，香幽而不实，

亦不藕。周子于熙宁三年在这里写下

著名的《爱莲说》，以此表达自己不与

世浑浊的高洁品质。这就是“爱莲池”

的来由。

往后历代莲池一直保存了下来。

康熙年间一位姓李的知府还赋诗云：

“劫后池亭在，闲花犹是莲；此花号君

子，其人斯在焉。”

这条巷子在清代叫“白家巷”。民

国年间，改巷名为“爱莲巷”。巷东北有

爱莲女学，即邵阳市第三中学的前身。

上世纪七十年代，邵阳市政府移驻此

地，爱莲池与学校遂不复存在。后随着

城北路的延伸、邵水西路的兴建，爱莲

巷仅残存老屋数间、老街半条。

宋嘉定三年(1210年)，知州傅伯菘

修濂溪堂，疏浚爱莲池，在池上建多拱

小石桥，成一直线相接为长堤，堤上建

木结构爱莲亭，以便凭栏观莲赏花。又

因濂溪先生在《爱莲说》中称莲花为“花

之君子”，于是题“君子”二字于亭上，故

又名“君子亭”。清人钱南园仰慕周子

高洁人品，在君子亭题有“人同心，心同

理，数语莲成说；美斯爱，爱斯传，千秋

犹见高风”之楹联。

时至今天，爱莲池只留遗址。为了

纪念周敦颐，今人在邵水西路建有“爱

莲亭”，亭后有一池，水清见底，里面种

满荷花，依稀可见当年周子“香远益清，

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的爱

莲风骨。

( 作者简介：赵腊平，作

家、学者、高级记者。中国自

然资源作家协会副主席、中

国地质大学（北京）自然文化

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自然资

源科普与文化》编委。著有

《历史在这里沉思》《透视中

国矿业》《中央党校楹联浅释》

《赵腊平笔耕集》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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