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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棠文苑
同护蓝天绿地碧水 共创卫生健康家园

漫步于河下古镇，恰似翻开一幅悠远绵长的历史卷
轴，每一步皆踏在了千年的脉络上。这不仅是一场空间的
旅行，更是时间的逆溯，让人在古朴的石板路上，听见了历
史的低语，感受到了岁月的轻抚。幽深的巷弄，如同时间
的细流，悄悄带领着旅人穿梭于过往与现今，那些关于文
臣武将的辉煌与梦想，在一砖一瓦间低吟浅唱，讲述着不
为人知的秘密与荣耀。

古镇的血脉中，流淌着一条见证沧桑巨变的古老运
河，它不仅是地理的动脉，更是历史的见证者。从夫差的
雄图大略到隋炀帝的盛世繁华，这条河默默承载了无数的
刀光剑影与悲欢离合，今日的潺潺水声，仿佛依旧回响着
过往的金戈铁马，又似在低唱着和平年代的宁静与祥和。

步入吴承恩纪念馆，即刻被一股浓厚的文化气息与创
意灵感所包围。这座纪念馆不仅仅是对《西游记》作者生
平的简单陈列，它是对一位伟大文学巨匠深邃思想与无限
想象的致敬。馆内，一排排古朴的书架上，仿佛还能嗅到
历史的墨香，它们静静地诉说着吴承恩笔下那个奇幻世界
的诞生过程。每一卷书籍，每一件展品，都是通往那个光
怪陆离、神魔交织世界的窗口，让访客得以窥见大师创作
时的心路历程。

在精心复原的书房一角，你可以感受到吴承恩当年伏
案疾书的身影，那盏昏黄的油灯似乎还映照着他不朽的才
华与不懈的努力。这里，不仅收藏着《西游记》的各种版
本，还有吴承恩其他著作的手稿与信札，它们如同时间的
碎片，拼凑出一个更加丰满、立体的文豪形象。

河下古镇的深处，有一家名为“老虎灶”的茶馆，这里
仿佛是时间特意遗落的一隅，将明清时期的风貌保存，每
日迎接着络绎不绝的访客，热闹非凡。步入茶馆，瞬间被
一股浓郁的历史气息所包围，古旧的木梁结构支撑起高挑
的屋顶，雕花窗棂透进斑驳的光影，每一处细节都透露着
岁月的痕迹与匠心独运。

这里的茶单丰富，汇聚了天下茗茶，从江南的龙井、碧
螺春到福建的大红袍、安溪铁观音，乃至边陲的普洱、黑
茶，每一种茶叶都经过精心挑选，只为满足最挑剔的茶
客。茶艺师手法娴熟，或冲泡或烹煮，每一壶茶都蕴含着
对茶道的深刻理解与尊重，茶香四溢，引人入胜。

与茶香相伴的是淮安各式点心的诱惑。小巧精致的
茶食摆放在青花瓷盘中，色泽诱人，令人垂涎。有软糯香
甜的糯米藕，酥脆可口的岳家茶馓，咸鲜适口的油端子，还
有细腻松软的千层糕，每一口都是对味蕾的极致诱惑，与
手中的茶水相得益彰，构成了河下古镇特有的味觉记忆。

茶馆内，老榆木桌椅错落有致，围坐其间的是各色人
物：有闲话家常的邻里，有慕名而来的游客，更有不少文人
雅士，他们或挥毫泼墨，或低语论道，茶馆成了文化交流的
小小舞台。墙上挂着的字画，桌上散落的棋盘，无不透露
出一股浓厚的文化氛围，让人在品茶的同时，也能感受到
那份沉淀了百年的文化底蕴。

走进古镇，仿佛踏入了一幅流动的古风画卷。随处可
见身着华美古装的少女，她们轻盈漫步于青石板路上，衣
袂翩翩，发髻轻挽，举手投足间散发着古典雅韵，与周围的

古建筑、石桥流水构成了一幅幅活灵活现的仙境图景。这些温婉的身影，不仅为古
镇增添了几分灵动与生气，也让每一位游人恍若置身于遥远的朝代，体验着时空交
错的奇妙感受。

古镇的每一处，都因这些古装少女的点缀而更加鲜活，她们的存在，使得这份
历史的沉静与现代的活力巧妙融合，展现出河下古镇独有的魅力与韵味，让访客在
现实与梦境之间流连忘返。

在明清阁的一角，隐匿着一处小巧精致的秘境——“浅谷香道”。空间不大，却
处处透露着匠心独运的精致与考究，它不仅提供了一流的茶道体验，更致力于香道
艺术的传承与创新。浅谷香道，强调香、茶、心三者的微妙交融，如同一场感官与心
灵的双重盛宴。当淡雅的茶香与细腻的香氛交织在一起时，空气中弥漫的不仅是
自然的芬芳，更有一种难以言喻的禅意，引导着人们在喧嚣之外，找到内心深处的
平和与静谧。

无论是晨钟暮鼓的宁静，还是商旅往来的喧嚣，河下古镇以其独有的方式，诠
释着生生不息的生命力与文化的传承。这是一方让人愿意放慢脚步，细细品味的
土地，每一次回眸，都是一次心灵的触动，每一次驻足，都能听见历史与未来的对
话。

河下古镇，不仅是一幅流动的古风画卷，更是一首时光轻吟的诗篇，它以无声
的语言，讲述着永恒的故事，让每个到访的灵魂，都能在古与今的交织中找到归属，
收获一份超越时间的美好与感动。

今年春夏交替之时，我从淮
安又一次来到成都。此次行程
中，有去望江楼公园寻访唐代女
诗人薛涛遗迹、观赏“天下第一长
联”的安排，心中充满期待。

在去望江楼之前，我对薛涛
的认知是十分有限的。只知道她
是唐代女诗人，人称“女校书”，与
刘采春、鱼玄机、李冶并称“唐朝
四大女诗人”，与卓文君、花蕊夫
人、黄娥并称“蜀中四大才女”。

走进望江楼公园大门，由于
没有传统中式照壁的遮挡，一片
苍翠竹海猛然间扑入眼帘。薛涛
一生爱竹，她写竹的诗最有特色，
也常以竹子的美德来激励自己。
为了纪念薛涛，后人在园内遍栽
佳竹，其中不乏名贵竹种。人们
把这幽篁如海、清趣无穷的园林，
誉为“天下第一竹园”。

漫步在竹林的小径上，感受
到大自然的美好。空气清新湿
润，绿荫带来了凉意，人的心情也
变得宁静和愉悦起来。我发现，
这里的竹子除了挺拔俊秀之外，
竹与竹之间，疏密恰到好处，深处
的景物不会被一览无余，就有了
纵深、有了密度和诗意。回想一
下薛涛写竹的诗，现存的只有三
首，但每一首都堪称绝妙，特别是
《酬人雨后玩竹》：南天春雨时，那
鉴雪霜姿。众类亦云茂，虚心能
自持。多留晋贤醉，早伴舜妃
悲。晚岁君能赏，苍苍劲节奇。

多年前，我去过杜甫草堂，那
里也遍植了许多竹子，点缀于草
堂、花园、庭院、小径和水塘周边，
让景色看起来更加雅致。但是，

草堂不以竹的品种和数量取胜，
它的长处是意境，人们称之为“竹
意”。眼前的竹子有别于草堂，以
竹的品种和数量为傲。于是，人
们称之为“竹海”。

在竹海中走走停停，不时会
遇见一块块形状奇异、大小不一
的石头，悄无声息地站立在竹丛
中。石头的正面，用不同的书法
字体镌刻着一首首薛涛的诗作。
移步读去，仿佛徜徉在古典诗词
的长河中，陶冶了情操，丰富了知
识，净化了灵魂。此时，我的心中
也充满了诗意。

不经意间，走进了一条“枇杷
门巷”。“万里桥边女校书，枇杷门
里闭客居。扫眉才子知多少，管
领春风总不如。”这首诗出自唐代
著名诗人王建的《寄蜀中薛涛校
书》，赞扬的就是唐代女诗人薛
涛。这是一个出入口，巷名就取
自王建的这首诗。沿着巷道前
行，一路红墙青瓦，将人们引入了
历史中的成都，引入了薛涛传奇
不凡的一生。

薛涛纪念馆原名雷祖庙，始
建于清嘉庆十九年（1814年），是
那时人们登船之前拜神祈求平安
的地方，清咸丰初年（1851年）毁
于战乱。现存建筑为同治五年
（1866 年）成都知府孙濂组织重
建。2005年，望江楼公园对其建
筑翻新改造，主馆及庭院面积约
2300平方米。

走进薛涛纪念馆，一股大唐
盛世之风扑面而来。展览以“万
里桥边女校书”为主题，通过多维
度、多媒体的展示功能，运用声

音、图片、实物、模型、沙画、宣传
片的形式，配合声、光、电等现代
科技手段，让游客能沉浸式体验
历史文化的场景。内容分别通过

“锦城丝管日纷纷”“浣花溪上如
花客”“最高层处见边头”三个单
元、七组分类，详细讲述了“女校
书”薛涛的传奇人生及其生活的
时代背景，也清晰地描绘了成都
的历史文化和地方风土人情。在
馆内，看到精心整理的《薛涛存世
诗歌名录》，每一首诗的名字都在
其中。同时，还特意选出分别代
表薛涛豪迈与婉约不同风格的两
首代表诗作，让观众了解这位女
诗人的创作宽度与广度。

参观过程中，薛涛的人生轨
迹，引起人们浓厚的兴趣。她年
幼时随父入蜀，聪慧善辩，知晓声
律，善于写诗，名动一时。父亲去
世后，与母亲相依为命。德宗贞
元元年（785年），受剑南节度使韦
皋的召令入了乐籍。后因得罪韦
皋被罚往松州（今四川省松潘
县），被召回后便脱离了乐籍。脱
籍后，仍出入于幕府。据史料记
载，与薛涛有唱和往来的节度使，
有韦皋、高崇文、武元衡、王播、段
文昌、李德裕等六人。与薛涛有
往来酬唱的文人名士，有元稹、白
居易、杜牧、刘禹锡、王建、张籍、
张祜等二十人。薛涛与韦皋、元
稹两人各有一段凄美的爱情故
事，为其传奇人生增添了不少色
彩。

薛涛一生创作经历丰富，曾
有《锦红集》五卷，500首诗，可惜
大部分诗作在流传中散佚。《全唐

诗》中收录88首，近代张蓬舟《薛
涛诗笺》中收录91首。她的诗题
材丰富，用语晓畅通俗，诗风清丽
雅正，含蓄委婉，境界开阔明朗，
兼具女性特质和男性风骨。不仅
诗名远扬，她还自制一款尺幅较
小的彩色诗笺，亦享誉千载，被人
们称为“薛涛笺”。

纪念馆边的“读竹苑”内，有
一座薛涛塑像，高三米，汉白玉雕
成。近处看，她体态丰腴，脸如玉
盘，发髻高盘，服饰华丽飘逸，尽
现唐朝女子之美；远处望，她手执
诗卷，行吟在茂林修竹之间，含笑
款款地走来，颇有盛唐诗人们的
风采。

薛涛井，建于明代，旧名玉女
津。清人于石碑上题“薛涛井”三
字，款书“康熙甲辰（1664年）三月
立”。井台为石质圆形莲花石座，
有石盖，井口呈八角形，井的口径
75 厘米，井后立有砖石牌坊一
座。井旁修竹茂密，曲径通幽，有
疏篱小亭及石刻“万里桥边女校
书”一诗。

傍晚时分，来到望江楼前。
一副212个字的长联，让人惊叹不
已。最后一句“看、看、看，哪一片
云是我的天？”给人深深的启迪。

登上望江楼顶层，静立凭栏，
思绪万千。此时，俯视茫茫竹海
之中，一位唐朝女子的身影若隐
若现，仿佛一幅美丽的画卷，让我
沉浸在无尽的遐想中；又似乎看
到一缕灵动的诗魂，其形态翩若
惊鸿，随风轻盈飘逸，成为一道永
恒的风景……

我的老家住在城里锅铁巷，1938年 6月 15日下午5
时左右，一架日机，从东北方向飞过来，低空盘旋一圈后，
投了一颗炸弹。

家乡多处房屋被炸毁。我叔伯家的兄弟四人被炸弹
炸死，他们都是青年学生。我家被炸得墙倒屋塌，人也被
炸伤。我当时只有四岁（现年90岁），被压在倒塌的房屋
砖瓦堆里，等从砖瓦中扒出来，我已奄奄一息了。母亲及
时喊来一辆黄包车，把我拉到城外中医诊所去抢救。车
子拉到城外龙光阁附近，车子不走了，把人放下，提出要
加钱。

我母亲身上没带什么钱，于是就抱着我坐在地上
哭。这时从东边田间走来一位白胡子老人，头戴礼帽、身
穿马褂、手拄拐杖，听到路边有妇女的哭声，走近问个究
竟。我母亲哭着说：“房子被日机炸毁，孩子被砸伤，已不
省人事了，车子半路上要加钱，我身上也未带那么多钱，
车子不肯走，孩子生命危在旦夕……”老人听后，随手从
口袋里掏出一把票子，也没有数，对车夫说：“快救孩子，
救人要紧。”说着，他把钱往车夫手上一塞，车夫拿了钱，
叫我母亲上车，我母亲向这位老人说了一声“谢谢”。车
夫提起车把撒腿就跑，直奔中医诊所（那时没有医院）。
到了诊所，就进行抢救。母亲将我抱在怀里，我七天七夜
方才苏醒，真是死里逃生，活下来了。

母亲常常说，我这条命是路上那位恩人给的。如果
不是那位老人，我早就见阎王了。母亲时常提醒我不要
忘记感恩。我工作以后，也常常想起这件事，如何报答这
位老人。不知老人姓名和住址，到哪里去找？如何去酬
谢？心中也常常惦念这件事。后来，在报纸上见到有家
庭困难或有重病的人，我就出钱帮助他们解决困难。
2012年 12月 18日，见到《淮海晚报》刊登淮城鱼市居委
会居民张秀梅家有重病人，因家贫无钱治病，我主动寄去
1000元，帮助她家给病人治病。2014年4月19日，《淮海
晚报》上刊登席桥农民邱伟广家有重病人，无钱给病人看
病，我亦寄去钱给他。2014年 5月 17日，《淮安日报》刊
载宋集农民周永康患有重病，无钱治疗，我也寄了钱给他
……总之，见到报刊上刊载的困难户、重病号的真实信
息，我都会寄去1000元上下，帮助病人治病，解决其家庭
困难。这样，我心里也平衡。《淮海晚报》曾多次报道过我
的事迹，说我在用另一种方式，感谢恩人。

生活在幸福的社会里，愿所有的孩子懂得感恩。

一个周末的上午，我和往常一样伏
案写些东西，查找资料。

“怀军好！晚上小聚一下，我发个
位置给你，6点左右到。”打开微信一看，
原来是初中时的班长文萱发来的。

对于同学聚会，我还是乐意参加
的，在各种各样的聚会中，除了同学聚
会，还有战友聚会，这似乎是我最积极
参加的活动，因为这种聚会没有身份的
绑架。

这些年在外工作，我不太愿意参加
社交应酬，能推辞就推辞，有时主要领
导让参加了，不去也不行，一年下来也
就十来次。

我问文萱班长，晚上聚会同学有多
少人？我准备向他们赠送我最新出版
的散文集《红叶集》。文萱很快把11人
的名单发给我。

于是我又忙了起来，为每一个人精
心写了赠言共勉。

时间过得真快，毕业30多年了，我
们这群曾经肩并肩，走过青春岁月的同
窗好友，通过各种方式保持联系，偶尔
约上几个也能喝喝酒，实质上还是聊
天，在岁月中不忘同学这份情。

晚上聚会的地点是在一农家小
院。农家院布置得很别致，户外的棋牌
伞上挂着风铃，清脆的声音随着微风飘
进耳朵，让人心情愉悦。同学们陆续到
齐了，推开门，空调早已打开，凉气迎面
扑来，大家顿时感到特别舒服，仿佛能
洗净尘世的烦恼。

我们没有谦让，也没有刻意座次安
排，户外是一片绿意盎然的菜园，让人
心旷神怡。一时间，包间里充满了欢声
笑语。我挨着启军班长和达国同学坐

下，我们聊起了各自的近况，谈起了工
作、生活，还有那些年我们一起度过的
时光。光荣同学上学时就是班上的“活
宝”，俏皮话不断，他说，把自己的日子
过好，才是真好，平底鞋给不了高跟鞋
的骄傲，高跟鞋给不了平底鞋的安全
感，不用去羡慕别人，适合自己的才是
最好的呢。大家听了，都乐了，赞誉：

“高！”
我看着这些曾经一起走过青涩岁

月的同学，有的已经成为社会的栋梁，
有的创办自己的企业，有的还工作在一
线，每个人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发光发
热。我想，这就是成长吧。我们从懵懂
无知的少年成长为担当责任的成年
人。而今天，这个小小的聚会中，再一
次感受到同学友谊的温暖。

时间在不知不觉中流逝，有的说，
今天的菜肴有特色，文萱班长挑选的地
方好，龙虾味道非常地道，大家看时间
也不早了，有的还要上晚班，于是不舍
地告别。我们知道，这次聚会将成为我
们记忆中又一笔宝贵精神财富。我们
互道珍重，健康是我们这个年纪的第一
财富，不管有多忙，有个好身体，才能出
来相聚，还能推杯换盏、无愧岁月。

回家的路上，我心中充满了感慨。
我们都已年过半百了，有的同学已经做
了爷爷或者奶奶了，我们还能这样相
聚，是多么不易。我想，这就是生活的
美好吧，无论我们走到哪里，都有这样
一群人，他们曾经陪伴我们成长，现在
又和我们一起见证下一代的成长。那
些过往的岁月，如同一本厚重的书，每
一页都镌刻着我们的成长与岁月的变
迁。

前两天，我去接女儿放学，一眼就
瞥见了她手背上的小红花。我低头问
她：“宝贝，这是老师奖励的小红花
吧？”女儿兴高采烈地答：“对啊，今天
吃午餐的时候，有的小朋友插队，我没
有插队，老师就表扬我了。”

一路上，女儿把手上的小红花高
高扬起，逢人就展示一下。回到家，她
一边小心翼翼地揭下小红花，一边跟
我说：“妈妈，我想把小红花收集起来，
把它粘到我的床头上，这样我一睁眼
就能看见。”我欣然应允。

可一转头，看见屋子里乱糟糟的
玩具，心里便堵得厉害。但转念一想，
既然她那么喜欢小红花，我何不效仿
老师，来一个奖励机制？于是，我跟女
儿商量：“宝贝，你看你这屋里的玩具
都找不到家了，要是你以后玩完玩具，
可以把它收放好，妈妈也奖励你一朵
小红花。而且，我还有升级版，要是集
满了十朵，我就满足你一个小愿望。”
女儿一听，笑眯眯地答应了。

晚饭后，我忙着收拾碗筷，女儿在
那凌乱的玩具里翻积木，好不容易找
到了一些，但堆成一个小房子后，却少
了门。我笑着打趣她：“你看，如果上
一次玩积木，你把它们收放好，你的房
子就有门了嘛！”女儿一听，若有所思
地想了一会，随即“哈哈”大笑起来。

到了睡觉时间，我提醒女儿该睡

觉了。她像没听到一样，继续摆弄她
的玩具。我把闹钟放到她面前，她看
了一眼，终于怏怏地起身，往卫生间走
去。就在我忍不住要提醒她时，她突
然站住了。然后转身走到阳台找来箱
子，把那些积木都收了进去，再重新搬
回阳台。我正感到欣慰时，她激动地
向我跑来：“妈妈，我的玩具收好了，你
的小红花呢？”我冲她竖起大拇指说
道：“放心，今天这朵小红花，妈妈先给
你记着，明天一定奖励你！”女儿这才
心满意足地去洗漱了。

第二天，我专门去文具店买了一
版小红花，等女儿一放学，我就立马拿
出一朵递给她。她兴冲冲地跑进卧
室，把小红花贴到了她的床头，嘴里喊
着：“太棒了，妈妈，我有两朵小红花了
……”

自从制定了小红花的奖励机制
后，家里随处可见的玩具终于有了归
宿。我对女儿的抱怨也减少了，我们
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和谐。才发现，养
育孩子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这个过程
需要我们做父母的学会爱、包容、接
纳，并运用智慧去进行正向引导，孩子
才能慢慢成为优秀的模样。

我望着女儿床头逐渐增多的小红
花，忍不住笑了。恍惚中，那花儿似乎
也张开花瓣，对我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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