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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满中山陵
□张献丹

早年，孙中山先生在紫金
山说：“他日我辞世后，愿向国
民在此乞一抔土，以安置躯壳
尔。”我仰慕先生，内心一直有
一个坚定的想法：去南京，去
中山陵！这次国庆，我遂了愿。

这是一座园林式陵墓，依
山而建，坐北朝南，西邻明孝
陵，东毗灵谷寺。在紫金山长
眠的不仅有中山先生，还有孙
权与朱元璋。中山陵平面图呈
一警钟形，寓含先生“唤起民
众”之意。中山陵设计师吕彦
直在一笔一笔画下设计图时
在想些什么呢？是不是在思
考，究竟要怎么设计，才能体
现先生的宏图大略？

乘坐观光车进去，一路的
法国梧桐高耸仿佛入天，似是
为先生守灵。梧桐静默地陪伴
在这，守护在这，一股肃穆之
感油然而生。游人也安安静静
的，仿佛怕打扰了中山先生的
沉睡。我们不约而同地拍照，
记录陵园路这一刻的静谧美
好。照片定格的一瞬间，仿佛
框住了百年前的风。历史的沉
淀，时光的质感，都静静地在

这条梧桐道上流淌。
到了广场，映入眼帘的是

牌坊上先生手书的“博爱”。博
爱体现了先生宏大的人文情
怀，家国天下的宗旨理念。透
过这两字，彷佛看见他为求得
民族自由与平等呕心沥血的
样子。“国父”二字，先生当之
无愧。在博爱坊前拍了合照，
便继续向前。前路松柏苍翠，
行道静默。

前面有石阶392级，代表
着那个年代中国三亿九千两
百万同胞。这些台阶是用花岗
石砌成的，从下往上看，只见
台阶不见平台，从上往下看，
只见平台而不见台阶。我抬头
远望上面的祭堂时，想起一张
老照片，黄埔军校的入伍官兵
在中山陵石阶前的合影，现只
留下“中山依然在，不见黄埔
人”的叹息。

登了顶，回头一望，果
真是览山小，梧桐伏，南京
城池尽收眼底。一百年前，
先生还在为国共合作而努力，
在 1924 年，召开了国民党
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实现
了国共第一次合作。那时候
的中国还处在北洋军阀统治
下，政治日益腐败，民不聊
生，和现在的太平盛世、河
清海晏形成强烈对比。

先生和鲁迅先生很像，

都是学医，都是目睹中华民
族有被西方列强瓜分的危险
而弃医另寻出路，始于对国
民苦难的同情，从“救人之
仁”到“救世之仁”再到
“救国之仁”，爱国主义精神
贯穿了两位伟人的一生。看
着熙熙攘攘的游人，望着繁
华富庶的南京城，想起先生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
者昌，逆之者亡”，这是先生
已经知道资产阶级救国之路
行不通后发出的感慨。如今，
想必先生泉下有知，也可瞑
目了。

遥望紫金山，远眺南京
城，我走过了“博爱”，走过
了“天下为公”，走过了“三
民主义”，走过了“九州大
同”，也走过了三万万同胞的
臂膀。登上紫金山的山顶，
站在先生墓前，我眼含热泪。

今天的中山陵不单单是
为了纪念孙中山先生个人，
它如同吕彦直先生的设计一
样，成为了中国国家历史记
忆里的一口大钟，时刻提醒
着我们铭记历史。如先生说
过的“惟愿诸君将振兴中华
之责任，置之于自身之肩
上。”

南京中山陵，石阶三九
二。山静似太古，先生长眠
处。离开时风清气满陵园路。

再读《与朱元思书》
□邵小武

友人说去富春江，我慨
然应之。

读过吴均《与朱元思书》
的人，都知道富春江之名。
四十年前我读此文，才知天
下写山水可如此优美，如此
入胜，如此令人心往，如此
使人心醉！四十年后，经过
岁月磨炼，人事沧桑，尤其
是波涛急流，江宽水缓，更
对此文感到亲切，感到味远，
感到情思无限。

文首尤佳：“风烟俱净，
天山共色。”自然有风烟，人
间有风烟；自然的风烟，为
山川云聚云散；人间的风烟，
谓世道世俗或清或浊。风烟
俱净者，风乃清朗之风，烟
乃清明之烟。天地一派风清
气朗，故曰天山共色。山亦
苍苍，天亦苍苍，水亦苍苍，
苍苍然一体，苍苍然无穷。
此等干净融通境界，无论你
是顺境，亦或逆境，谁人不
爱。

下言：“从流飘荡，任
意东西。”世界从无文明规则
到建立文明规则，是人类之
大幸也。人存于世，无人不

从流，或从顺流，或从逆流；
或从清流，或从俗流；或流
于形式，或流出灵魂。人若
不下流，不二流，逐清流，
追一流，而随意飘，随意荡，
或东或西，或南或北，然不
变根本方向，不变终身旨趣，
随人间大道之流而行，此乃
真人生、真名流也。
于是高迈一呼：“自富

阳至桐庐一百许里，奇山异
水，天下独绝。”山奇水异，
普天之下无可匹敌。譬如
水：“水皆缥碧，千丈见
底。”譬如鱼：“游鱼细石，
直视无碍。”譬如湍浪：
“急湍甚箭，猛浪若奔。”譬
如山峰寒树：“夹岸高山，
皆生寒树，负势竞上，互相
轩邈，争高直指，千百成
峰。”譬如激泉鸣鸟蝉啭猿
叫：“泉水激石，泠泠作
响；好鸟相鸣，嘤嘤成韵。
蝉则千转不穷，猿则百叫无
绝。”譬如飞鸢俊杰：“鸢
飞戾天者，望峰息心；经纶
世务者，窥谷忘反。”美景
如画，天籁如诗，沉迷于此
景，消融于此境，归化自

然，升华人生，是为大化
也。

结尾则妙：“横柯上
蔽，在昼犹昏；疏条交映，
有时见日。”秀山有林木上
蔽，人间有凡尘遮挡，故言
身处幽林，白昼犹若黄昏，
阳光并不刺眼，颜色亦非单
调。加之森郁之林，百密有
疏，云移林稀必见阳光如
箭，故唐王维曰：“返景入
深林，复照青苔上。”一切
皆是若有若无、若隐若现的
幽默、美好，使人总觉得人
间永远有温暖，永远有希
望。

青少年时期未出方圆三
十里的书生，以为吴均乃天
外仙人，远矣，逸矣！后才知
吴均是浙江安吉人，安吉离
家乡苏南甚近。又知吴均是
梁武帝时代的人，梁武帝萧
衍是吾乡武进的先人，万绥
是齐梁故地的核心地区；昭
明太子萧统是中国文化史上
的一座高峰，也使我们江南
尤其常州拥有东南一流的文
采风流。这样想着，我与吴均
的心情越发近了。

秋天里的一棵栾树
□路竹

我是秋天里的一棵栾树
与夏的花开金黄挥手作别
同秋的粉嫩浪漫张臂相拥
一半是夏
一半是秋

我是秋天里的一棵栾树
与秋风一舞蹁跹
逗引过路的人儿驻足留恋
一半是花
一半是果

我是秋天里的一棵栾树
在秋雨中静默
看过了山野万里，看过了河流无数
一半是风
一半是月

我见你在发光
□盛燕双

在 40摄氏度高温的工地
滚烫的石板上
坐着汗流浃背，面色黝黑的你

偶有一阵南风
拂过浸湿的额发
你才拥有短暂的惬意

磨破的血泡，缺损的指甲
高楼由你一块砖一块砖垒起
城市在你的手中一点一点改变

你说你灰尘尘的
可我见你
在发光

《赏菊》钱新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