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81 年暑期，我父亲受江苏省教育厅
师范教育处委托，赴北京参加全国中师美
术新编教材研讨会，工作之余抽空前去拜
访并看望中央美术学院文金扬教授。文教
授是淮安人，当他得知改革开放后，淮安发
展变化时甚为高兴，又得知家乡学校美术
教材缺乏，新编教材尚需要一定时日才能
出版，且父亲对版画和国画有研究，便把自
己用心血撰写的透视学教材、其子文国璋
创作的一幅《寻方》石版画及自己的山水画
精品送给了我父亲。

文金扬是著名画家徐悲鸿弟子，擅长
技法理论、油画，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为
新中国美术技法理论教学作出了突出贡
献。著名作品有《乞丐》《石子山战斗》等，专
著有《绘画应用透视学》《绘画色彩学》等。
文国璋先生从小在父亲文金扬的影响下迷
上油画，考入中央美院附中至美院研究生
毕业，一路奋斗并立志，以德拉克洛瓦、伦
勃朗为师，深入研究西方油画及其材料、技
法，实现了真正艺术家的梦想，成为中央美
院版画系教授、我国当代著名画家。他创作
的版画、油画作品曾在国内外产生过很大

影响。他的《我们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入
选全国版画展，并在《中国美术》创刊号上
发表；套色石版画《时代的强音》被选制成
马克思逝世 100 周年纪念邮票发行。

文国璋创作的石版画《寻方》，不仅是
一幅极具艺术价值的画作，其题材在党史
教育中更具现实意义。作品反映的是周恩
来等进步青年赴欧洲勤工俭学寻求救国良
方的故事。画面中，左臂挽着外套的青年周
恩来从容睿智，在挚友陈毅的陪同下，急匆
匆地赶到一群聚集在咖啡厅的青年中间。
画作巧妙运用三角重叠构图，很好地表现
了旅欧进步青年为了崇高理想，团结一心，
坚定执着的精神风貌。周恩来处于三角形
顶端，领导者身份集中突出。左前方一组人
物，或坐或立，三两一聚，有的在耐心地等
待，有的拿着报纸与他人交谈。右前方一组
人物有的在沉思，有的眉头紧锁、苦苦思

索。背景中金发女郎及雕塑不仅增加了画
面的纵深感，同时也点明了故事发生的地
点。周恩来身后的窗户光线照进了原本昏
暗的拥挤不堪的小屋，既为房屋空间，也为
人物心灵增添亮色和希望，含蓄隽永地表
现了中国即将从黑暗走向光明。此画人物
传神、情境生动，艺术地选取了周恩来等旅
欧爱国青年为渴求救国而集会的场景，生
动地表现他们为理想而奋斗的崇高境界。
正是旅欧勤工俭学期间，周恩来、赵世炎、
陈乔年、陈毅等一批爱国青年，除为解决生
活问题半工半读外，他们利用一切时间学
习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从《共产党宣言》
等经典中汲取思想力量；他们对资本主义
进行深入考察研究，比较各种思想主义、社
会制度优劣，思考改造中国社会的良方，最
后作出了一生中最重要的抉择；确立共产
主义信仰和为之奋斗的坚定信念，并在欧

洲组织建立了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成为
中共最早的一批党员。对于这样一段宝贵
历史，作者运用了石版画独特的艺术形式
暨黑白对比的手法，将一群革命志士的精
神面貌展现得富有张力和感染力，而画中
所蕴含的信仰力量，则是激起后人深思，激
励人们赓续红色血脉，继续奋斗不竭的动
力。画作凝重而深沉，朴实而无华，达到了
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统一，其党史内涵、艺术
价值和教育意义，将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加
凸显，从而在美术画作鉴赏中激起赞叹和
掌声。

后来，我父亲参考文老著作，结合师范
学校学生实际，编写了中师美术透视学教
材，并经专家认可在全省师范学校推广使
用。文先生赠送的真迹，父亲视为珍宝，并
重视发挥其教育作用，每逢欣赏课，他总把
文家父子画作让学生近距离观看临摹，并
讲述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早年
赴欧寻求真理，确立共产主义信仰这段历
史，用画作濡染培养每个学子的思想觉悟
和艺术修养。

一幅党史画 一段丹青情
江 淮

一字一句读完了，没有华丽的
词句，没有过多的修饰，满满的亲情
乡情，厚重的历史文化，把我带到那
时隐时现温暖又有点心酸的小村：
草屋、小院、天井，房前屋后种瓜种
豆；弯曲的街道，泥泞的小路，露天
电影；墨水瓶制作的煤油灯、蓖麻籽
串起的麻油灯，后来发展到加个灯
罩的炮子灯、马蹄灯、汽灯……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才陆续用上了电
灯。

4 岁时，母亲让我拿着饭票去
集体食堂领窝窝头，当炊事员的大
姑可怜瘦小的我，说她送给我一个
票加上我手里的三个窝窝头票，给

我半块馒头半个窝窝头，我不敢，也
来打饭的奶奶替我做主说“回家我
和你娘说”，我吃上了有生以来最香
甜的白馍馍，这可是我和母亲一天
的定量啊。

不足 12 岁的我也把扁担钩子
向扁担上绕一圈跟着伯父家的哥哥
去二里外的水井挑水吃，也曾把水
桶掉进井里过。

说到记工分，我的印象太深刻
啦！那时我们家也是你说的一头沉，
我父亲也是教书的，微薄的工资交
给我奶奶，爷爷奶奶需要买口粮。多
病的母亲带着我和弟弟妹妹，参加
劳动，“人七”的口粮领回家，“劳三”

的部分就得凑钱了。为了少向队里
交钱，每个周六下午周日一天，秋假
麦假，加上农忙时的早上，都是我挣
工分的时间。因为我长得壮实，又舍
得下力气，14 岁就记妇女整劳力的
工分 8 分，14 岁、15 岁读着初中，挣
得工分够我的“劳三”还有余。虽然
不精，但锄镰锨镢我可是都用过哟。
16 岁退学正式参加生产队劳动至
年底（1971 年 11 月），社会招工来到

“九二三”，开始攒工资给我母亲和
弟弟妹妹买口粮……

读着《剪一段灯光》，我哈哈大
笑，我泪流满面……这就是乡愁
吧！？

乡愁悠悠
陈淑芹

我是赫本的“妈妈”，不是亲妈，也不是继母，那我
又怎么是赫本的“妈妈”呢？好奇了吧，故事要从几年前
说起。

这一天，安稳有序，一切如常。但是生命中，却从此
多了一份责任，这是我与赫本相识的第一天。读完信件
我了解到，赫本是一名来自贫困地区的孩子，她的母亲
是智障人，家庭的重担全落在她父亲肩上。也正因为如
此，从小她就是身边人嘲笑的对象，对她来说，“妈妈”
是她最怕触及的疼痛。

起初对我而言，帮扶贫困地区的孩子，一方面是为
了响应国家精准扶贫战略，为社会发展贡献自己一份
力量；另一方面只是自己一直期待着在繁华的都市中，
心灵世界获得一份给与的满足和皈依。

因着这份情缘，我和赫本相识了。我常常会给赫本
寄一些衣物和书本，当然，经济上的支持也总是让这个
孩子再三道谢。赫本的诚恳，写进了信封里；赫本的善
良，印刻在字迹上；赫本对我的崇拜和期待，也伴着时
间而加深。

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就成了赫本的“妈
妈”，赫本总是“妈妈”“妈妈”地叫着，我似乎也很享受
这样的称呼，对我来说，这不仅仅是一份爱，更是赫本
对我的信任和托付。

2014 年秋天，是我与赫本第一次见面的季节。我仔
细照了一眼镜子，迈步走向车站。在川流不息的出站
口，第一眼看到赫本，我心头莫名地一阵疼惜。赫本一
米五出头的个子，面容清瘦，身体柔弱，眼神胆怯，严重
缺失同龄人该有的活泼和朝气。短暂恍惚后，我猛然清
醒，这就是赫本，一直在书信中喊我“妈妈”的孩子，我
上前紧紧地抱住了她，也抱住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和
爱。

四年后的一个冬日夜晚，我翻阅着与赫本在大学期
间的微信，QQ 聊天记录，每一条都饱含着“母女”之间
的温情。赫本大学这几年，从来没有要过我一分钱，每次
给她钱的时候，她只回应着“妈妈，我有钱！”其实我知
道，在大学节假日期间，当赫本的同学们在游山玩水或
享受着假期惬意的时候，她在默默地勤工俭学，每一滴
汗和每一分努力，都只为了让我更加安心和放心。感慨
了许久，想到明天赫本就要来到一家离我很近的私企上
班了，这让我感到兴奋不已。而我这名“妈妈”，仍旧对她

“碎碎念”，或是督促她晚上要注意学习，参加一些技能
考试和培训，有自己的一技之长；另一方面，又帮她报名
考驾照。当然了，离家近的好处便是逢年过节我都会带
赫本来到家中，让她尽情地感受家人的温暖。

如今，我们的故事还在继续。我很庆幸我认了这个
女儿，因为这个女儿，我的心灵得到了洗涤，我的精神
得到了升华，因为这个女儿，我深深体悟到做为一个母
亲不一样的幸福。

老伴给子女下通知，说刚过完国庆节，重阳节就不
过了。他是怕我刚忙完国庆家庭聚餐，重阳节子女再
来，我还不得清闲。

再者，老伴内心是排斥重阳节的。记得那年老伴单
位重阳节给他发了一个电吹风，老伴一打听是专门发
给 55 岁以上的老人的，难过了好几天。倒不是吹风机
不好用，而是 55 岁就被划到老人行列，他着实接受不
了。如今十几年过去了，快古稀之年的他依然会感慨，
时间怎么走得如此之快，感觉昨天还是毛头小伙子呢，
一转眼老头子了。

昨天我去医院量血压，看见一位民工手受伤了，来
医院包扎。医生给他处理完伤口，在电脑上开药，问他
年龄，他竟怔住了，想了几秒钟，结结巴巴说：“60，60
岁吧。”这个模棱两可的回答把陪同他来的小领导逗乐
了，笑他连自己年龄都搞不清。小领导看着也就三十开
外，他哪里懂得老年人的心思，人活到一定岁数真的会
忽略自己的年龄，只记得自己是哪年生人，而对岁月驶
过的年轮不去刻意累加了。

我见民工尴尬地立在原地，忙解围说：“您看着不
像 60 岁，这体格，再工作十年也不输年轻人。”民工咧
嘴笑了。我这样说他是高兴的，最怕有人发善心说：“哎
呦，60 岁了还在工地干体力活，子女也看得下去。”因
为说这话改变不了他的生活状况，反而直戳人家痛处。
换个方式想，这个年龄还能干壮劳力的活儿，说明体格
健壮，如果心理年龄再年轻些，真是值得恭喜呢，至少
比那些拿着退休金，衣食无忧，哼唧在病床上的同龄人
幸福多了。

我有位同事，自 50 岁后，过生日一直过“18 岁”，
蜡烛要摆 18 根，上面要写“18 岁生日快乐”。她说 18
岁刚刚好，既成年了，又风华正茂。有人笑她矫情，接受
不了越活越老的自然规律，她说，她过的是心理年龄。
她真比同龄人年轻许多，60 岁还报名学瑜伽，硬生生
练出了一字马，65 岁那年心血来潮考了个驾照，如今
70 岁了还在社区当义工。

得知我重阳节“罢过”，她忙提醒我，重阳节是要过
的。我挪揄她：“怎么了，‘小同志’也开始重视重阳节
了？”

她说：“重阳节约几位好友，登高望远，饮菊酒，忆
当年，多有情趣，可别错过。”是呀，重阳节之于晚辈是
提醒他们父母已老，尽孝趁早；之于我们老年人，更要
珍惜当下，在节日里轻松一下，微调自己的心态。不管
多大年龄，有颗年轻的心，便活出了岁月真味道。

活出岁月真味道
李秀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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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光下

站在淮安古城墙上
欣赏中秋缓缓升起的月亮
我竟然倏地有了焚香抚琴的欲望

月光下

龙光阁祥云环绕
苑如一阙云间仙境的绝唱

月光下
古枚里月色朗朗
倚楼长笛的清音雅韵
越过长安
越过运河
在湖嘴老街打了一个漩涡
多了淮腔淮调的惆怅

月光下
射阳簃前竹影摇曳
吴承恩打了一个呵欠
一不小心将笔尖上蘸满的墨汁西游到沈坤府邸
哀婉了抗倭状元郁闷的心房

月光下
萧家湖的初霜瘦柳
拂过桐园残月的悲凉
叶笔生花曳的凄美
弹奏着漕运兴衰的愁肠
红玉击鼓的飘逸
缠绵了天妃宫蒲菜一夜的清漾

月光下
北来的关汉卿镇淮楼酒醉
唱的是窦娥冤屈的悲怆
南去的边寿民白马湖荡舟
画出芦雁与秋水共奏悠扬

月光下
淮安府署
叶十番锣鼓曳演绎万古铿锵
河下古镇

叶温病条辨曳孕育千年良方

月光下
虎门不倒的身姿
站立成国破山河在的悲壮

楚河汉界壮怀激烈
铁衣战马英姿飒爽
胯下桥立了又倒 倒了又立
吟唱着英雄一生的悲歌苍凉

月光下
一口古井
一弯勺水
一条文渠
浪花滔尽英雄
奔涌着大鵉翔宇高歌的豪放

月光下
古楚历尽沧桑
一轮明月
照亮前行的方向

月光下
我们从青莲岗出发
举一樽六千年的石碗
饮古顺河花好月圆的玉液琼浆
唱淮剧 品淮菜 振淮乡
用亮丽的诗行
在新时代里
书写新淮安篇章的辉煌

旅雁思亲野菊黄袁 登高眺远度重阳遥
采来枫叶风中舞袁 捡尽秋光诗里藏遥
仰望白云追丽梦袁 俯闻丹桂散幽香遥
笑问长江千尺浪袁 扁舟可载我还乡遥

勺湖、月湖、萧湖像三位靓女
呈现在淮安的大地上，又如三朵出
淤泥而不染的荷花盛开在人世间。
前不久受友人之邀游了一回萧湖。
我是地道淮安人，第一次游萧湖，
真有点“不识庐山真面目”的味道。

萧湖亦名珠湖，又称东湖，一
年四季风景如画。萧湖分为南北两
区，南区主要纪念兴汉三杰之一的
韩信，北区为盐商的私家园林群。
中间跨三桥，东为通城桥，中为通
惠桥，西是广济桥，桥下通舟楫。

进入湖区沿环湖大道逛了一
圈。湖水清清，垂柳依依，鸟语花
香，空气新鲜。风起波涛滚滚，风息
水平浪静，视野开阔，十分惬意。亭
台楼阁倒映在湖水中，不啻是一幅
天然的水墨画，沉睡的萧湖苏醒了
过来。难怪历代文人雅士、达官贵
人、富豪大贾都十分青睐此地，流
连忘返。唐代诗人赵嘏在此怀古抒
情。诗仙李白曾到萧湖写下了“暝
宿淮阴市，欣得漂母迎”的诗句。巾
帼英雄梁红玉在萧湖畔放喉对歌。
冷兵器时代大军事家韩信曾垂钓
于此，漂母亦曾浣衣于萧湖边。汉
代辞赋家枚乘枚皋父子常到萧湖
观景赏花吟词作诗。诗论家袁枚以

“名花美女有时来，明月清风无逃
处”赞美萧湖的风流雅致。萧湖中

有一道石堤横亘，蜿蜒二三里，势
若长虹。由于街石上满是缠枝莲花
故名莲花街，是一条充满宗教情怀
与天真童趣的古街，有诗云：“记得
小时骑竹马,行歌踏遍石莲花。”乾
隆御碑巍然壮观，一幅俨然不可侵
犯的架势。由爱心市民捐赠的书巢
为读者提供了阅读方便。日军轰炸
淮安的“惨案纪念碑”警示人们不
忘国耻。

萧湖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吸
引了明清两代达官贵人、富商巨
贾云集纷纷在此修建园林。园中
紫藤环绕，怪石林立。还有清代张
新标父子的曲江园、黄兰岩的止
园、程莼江的晚甘园、吴辑堂的带
柳园等。《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
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淮安的
边寿民等名流经常出入亭园吟咏
风月，谈笑风生。清人金农《泛萧
家湖》诗写道：回汀曲渚暖生烟，
风柳风蒲绿涨天，我是钓师人识
否？白鸥前导在春船。”都给人留
下难忘的印象。

历史的尘埃似乎永远尘封不
了那些波澜壮阔的往事。湖边枚乘
枚皋父子俩雕塑手握书卷，溢出了
文人的才气。汉赋奠基人枚乘以

《七发》著称于世，其子枚皋才思敏
捷，立马成文。《七发》不仅是阐述

养生保健之道的名篇，还是我国最
早的一个心理医生的医案。由此我
又联想到韩候钓台和漂母祠。两千
多年前韩信落魄之时漂母伸出了
援助之手，让韩信渡过了难关，一
饭之恩被后人铭记。“人间岂少真
男子，千古无如此妇人”。漂母为古
代三母之首，人们建祠纪念她泽惠
千古的恩德。淮水悠悠，汉风迢迢。
家乡人民通过多种形式虔诚祭拜
英雄和漂母。漂母的美好情怀，无
私善举酿制了历史长河中最动人
的美酒，让千秋万代的人品味并为
之陶醉。

一幢状元楼巍然耸立在萧湖
边，勉励人们奋发向上，努力实现
自己的人生价值。如今的萧湖，水
舞灯光秀，更加吸引人们的眼球，
以数码音乐喷泉，立体激光表演，
环湖光影表演和状元阁梦幻表演
组成。主题突出，气势恢宏，五光十
色，美轮美奂，品位高雅，疑是天上
人间，真是个“音乐喷泉光电秀，精
彩表演梦中景”，给萧湖带来了新
的神韵和繁华。经有序开发和精心
打扮，如今的萧湖已变成了既具淮
安地方特色，又融苏南园林元素出
类拔萃的名湖，成了网红打卡地，
广大市民休闲娱乐的后花园。

萧 湖 行
李乃祥

重 阳
董振安

月光下的淮安
咸高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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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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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 奎 作春风得意马蹄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