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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棠文苑
同护蓝天绿地碧水 共创卫生健康家园

中午，做一道葱烧鲫鱼，再送
些让老岳母品尝。我在厨房里找
葱，看到菜架上只剩几棵青葱了，
妻子在一旁说：“今天早市上没有
看见卖葱的。”小暑后雨水不停，断
断续续下了十几天，地里的小葱受
淹。

过去，乡村人家，哪一家小菜
园里，或家前屋后不种上几行小
葱。老家门前地里长年都长着
葱。母亲在炒菜时，会喊一声：“去
菜地里掐点葱叶。”我应声后，马上
到门前小菜园葱畦中，掐一把青嫩
葱叶，拿到厨房里洗干净后，递给
母亲切成葱花炒菜。

老家门前小菜园，撒葱种或栽
葱秧，都是母亲亲手去做。把菜地
整平，撒些葱种，地气潮湿，几天
后，也冒出细小葱芽。大多情况下
去买葱秧，打垄后栽了几行，葱秧
也泼皮，浇水后，第二天小葱秧也
缓过劲来，葱杆挺直了，再过几天，
根部长出新叶。麦收前小葱开花，
在叶尖结出伞状花苞，葱香味引来
采花的蜜蜂嗡嗡作响。

进入秋天，小葱叶子经不住霜
冻，母亲就栽了几行大葱秧。大葱
有手指粗，冬天气温降到零下，葱
叶冻成枯萎，葱茎白也冻不死。天
寒地冻时，市场上看不见小葱，小
菜园葱不够吃，家家去菜场买回一
捆山东大葱，一根葱有一尺多长，
能吃上几天。

大葱味甜清脆，外地人也有喜
欢生吃的，作家梁实秋《中秋菜单》

文中：他邀请叫张心一的朋友到家
中吃饭，他的朋友要求：大葱一盘，
别无所欲。梁实秋特备大葱一盘，
家常饼数张。朋友以葱卷饼，顷刻
而罄，对于其他菜肴竟未下箸，直
吃得他满头大汗。朋友说这是数
年来第一次如意的饱餐！

一年四季不断葱，春夏吃小
葱，秋冬吃大葱。大葱和小葱吃起
来的味道不同，大葱味道辛辣，作
调料用来炝锅，能激发出它独特的
香味，用煎饼卷着吃。而小葱味道
清香，炒好菜之后撒上葱花，起点
缀作用。

用葱做汤，还留下“葱汤”的诗
句。宋代大儒朱熹到女儿家探亲，
女儿家中没有像样的食材，东拼西
凑做出一顿“葱汤麦饭”，用小葱熬
汤、麦子煮饭。女儿满脸愧色，朱
熹却很是欣慰，吃完饭后饶有兴致
题了一首诗：“葱汤麦饭两相宜，葱
补丹田麦疗饥。莫道此中滋味薄，
前村还有未炊时。”夸赞葱汤能滋
补身体。

葱是居家不能少的调味品，有
时炒菜发现葱不够了，到邻居家

“借”。同样，邻居家的葱不够了，
也会到我家来“借”。“借”去的葱是
不需要归还的。香辣的大葱里，深
含着邻里间的相互关爱和友情。

葱香扑鼻，有葱的生活，多了
许多的滋味。大葱那翠绿的颜色
和独特的香味，总能让人联想到家
乡的味道和那些美好的回忆。

出门在外住酒店，
已是现代人的一种常
态。有的酒店为提升
服务软件，常常在房间
放置一些温馨小提示，
似乎也不足为奇，然
而，专门为每一位入住
宾客赠送嵌入其姓名
的祝福藏头诗则实属
稀罕。

近日参加省里的
一个会议，入住一家宾
馆。吃罢晚饭回到房
间，看到床头柜上放置
一张黄色的带有金穗
的小卡片，并未引起注
意。毕竟，按以往的经
历，这些小卡片无非是
一些提醒、提示，最好
也不过是一个温馨祝
福而已。由于千篇一
律，体现的不过是一种
职业应付。然而，刚躺
下时间不长，同住的室
友惊叹：自己姓名被写
进这首藏头诗中了！
闻此，我亦翻身查看，
果然，本人的姓名也写
进了放在床头柜小卡
片的藏头诗中。诗曰：
卞家俊豪四季天，书传
佳话好运连，樵迎瑞色
如心愿，福玉满堂皆如
愿。把“卞书樵福”四
个字，嵌在了诗的第一
个字中。见此祝福藏头诗，不由悦
目赏心，顿觉睡意全无兴奋无比。
再打听其他同住同僚，皆获不同于
其他人的、专门为其创作的藏头
诗，均由衷感叹酒店的创意别具一
格。

藏头诗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古
代诗经和楚辞时期，是中国古代的
一种文学形式，也是一种有趣的文
化艺术表达方式。它通过将每一
句诗的首字组成一个词或短语来
传达情感，被广泛应用于古代文人
墨客的创作中。随着时间的推移，
藏头诗逐渐成为一种文化传统，深

受人们喜爱。这家酒店将
宾客的姓名嵌入藏头诗，
形成祝福语，更是发扬光
大匠心独具。毋庸讳言，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各地
酒店宾馆包括民宿发展神
速，其住宿环境日益改善
甚至攀比豪华。然而，在
追求物质视觉冲击时，却
往往忽略了精神特别是文
化方面的需求，最多的也
就是赶赶时髦，找几个三
四流的网红蹭蹭流量打打
卡，根本不注重内涵的提
升。有的酒店虽然也有一
些标语提示，但往往展示
的都是些需要注意的事
项，高高在上甚至冷冷冰
冰。曾记当年，随省里一
个代表团入住法国的一家
酒店，放下行李走进卫生
间，在满目外文中，忽见一
行中文提示贴，在刚刚感
觉有点亲切的瞬间，随即
被其提示内容兜头一盆冷
水：“不要将水洒到地面！”
此举也许出于无奈，是针
对一些不自觉中国旅客
的，但明显伤及无辜，顿觉
如鲠在喉。其实，酒店有
提示不难，有温馨的祝福
也是易事，而用心用情针
对每一位入住者专门定制
藏头祝福诗却是难能可
贵。

这家酒店为每一位宾客“定向
祝福”的创意，既不豪华也不奢侈，
只是可能会增加一些时间与精力，
需要用心地为每一名入住宾客创
作，然而，此举给每一位宾客留下
的却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感受与印
象。也许，不是每一家酒店都会有
这样的“诗人”，但注重问候与祝福
的唯一性应当不难，只要用心，送
上定向的、有温度的问候与祝福，
获得回头客、提升好评率必然水到
渠成，应当值得酒店经营者与管理
者借鉴。

湖水安澜，花木葱茏，汪达之先生的墓就静立在
这片幽静中。我常去萧湖边散步，会在汪达之先生
墓前驻足，每每心中的感佩和敬仰油然而生。

前些天，收到刘友开老师寄来的《汪达之评传》，
认真研读，汪达之先生敬业奉献无私的一生如诗如
画波澜壮阔的展现在眼前。

汪达之1903年4月21日诞生于安徽黟县碧山
村。父亲是一位私塾先生，懂中医兼顾给人看看病，
全家靠他一人维持生计。母亲是一位不识字勤劳朴
素的家庭妇女。在汪达之尚处母腹之中的时候，父
亲就因贫困劳累等诸多因素早早地离世，失去家中
的顶梁柱，生活的重担落在母亲瘦弱的肩上。母亲
带着他和两个哥哥、一个姐姐，过着穷苦的生活，全
家靠着寡母为人缝洗度日。

就是在这样的家庭，汪达之先后以优异的成绩
完成了中学和省立师范学校的学业。毕业后，汪达
之因为喜欢教书育人，在繁昌县平清铺和望江县吉
水镇做教师。生活的苦难使汪达之更深切地体会了
国家的贫弱、人民的困苦，一颗年轻的心有着对生命
意义的思考，因为这样深层次的思考，汪达之在苦闷
和徬徨中，开始寻求改变中国现状的道路。

这时候，他深受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影响，支持陶
行知“征集一百万位同志，创办一百万所学校，改造
一百万个乡村”教育目标。为了进一步拓宽自己的
视野，他决定到晓庄师范学习，追随陶行知，在教育
上进行一场革命，办一种革命的教育来改变中国的
一切。1928年秋，汪达之终于成了晓庄师范的第四
期学生。

1930年，国民党反动派疯狂屠杀晓庄的青年，
学校遭封闭。在这段恐惧艰难的时期，汪达之受陶
行知先生的委托，到苏北淮安县河下镇，接任了原由
陶行知兼校长的私立新安小学校长职务。

新安小学，创办于1929年，地点在淮安河下莲
花街，由人民教育家陶行知担任校长。1930年春，
陶行知委派他的学生汪达之到新安小学任教，当时
在新安小学的教师全无薪金报酬。新安小学没有经
济来源，政治上又承受空前的压力。面对这样的状
况，他自己的生活极其节俭，到新安小学工作，只有
两套旧学生装，一双旧皮鞋，不外出不穿。在校每天
和大家一样穿草鞋，吃玉米面、白菜。他外出办事，
不能回校，只吃四分钱一碗的面条，舍不得多花集体
一分钱。有时一天只能吃上一顿玉米面糊，也丝毫
没有动摇他对新安事业的信心和决心。

到1933年，学校只剩下汪达之一人，他一个人
坚持着苦苦支撑。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汪达之依
靠当地群众，在陶行知和一些晓庄同学的支持下，进
行教育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打开了全新的教育方式，
创造了新安旅行团的传奇。

1935年，汪达之提出组建新安旅行团，以修学
旅行的形式唤醒民众共赴国难，抗日救亡。陶行知
先生十分赞同这一倡举，还把预备安葬母亲的500
元捐献出来，作为筹备成立新安旅行团的费用。同
年10月10日，在汪达之的率领下，一行14人，年龄

最大的20岁，最小的12岁，组成闻名中外的新安旅
行团。团员们身穿工装裤，打着三角团旗，冒着蒙蒙
细雨，告别乡亲，登上轮船，踏上了宣传抗日救亡的
征途。

在新安旅行团之前，还曾有过一个新安儿童旅
行团。新安儿童旅行团的事迹，在当时的教育界、舆
论界引起了轰动，成为建国前教育史上的空前创
举。陶行知为此赋诗：“一群小光棍，点点有七根，小
的十二岁，大的未结婚，没有父母带，先生也不在，谁
说孩子小，划分新时代。”

新安旅行团在历时17年的时间里，经历了第二
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初期的几个重大的革命历史阶段，足迹遍
及祖国22个省、市、自治区，行程5万多里，为民主
中国的胜利作出了贡献，并在实践中培养了大批优
秀人才，是陶行知教育思想的丰硕成果，也是汪达之
对党、对人民的巨大贡献。

刘友开老师的《汪达之评传》用细腻的笔触、饱
满的情感，将汪达之伟大的一生栩栩如生地呈现在
我们面前。

40年的时间，刘友开将灵魂嵌入这本书里。所
以我们能清晰的感觉汪达之在各种困难迷惘中对生
命的叩问，他百折不挠的精神、乐于奉献的思想，以
及汪达之的教育理念。这些高贵的品质深深感染着
刘友开老师。他认为汪达之伟大之处，可以概括为
三张名片：汪达之是第一流的开创性教育家，第一流
的综合教育主将，优秀的共产党人。

今天，当我阅读了35万字10章的《汪达之评
传》，刘友开老师这种持之以恒的写作态度和对文学
的追求是我学习的榜样。刘友开老师在字里行间流
露出对汪达之深切的情感和敬佩之心，也深深地感
动我，使我的精神和灵魂得到升华。

正如汪达之自己所说：“33年以来，把握住一个
中心，按陶行知先生‘劳力上劳心’指导思想，搞新实
验。”他说：“我以生命渗和在内面”，“新安这部书是
用我的生命来写的。”

是的，这是一部“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
生命的大书。

可以燎原的生命之火
——刘友开老师《汪达之评传》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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葱香滋味长
张晓敏

这个位于北纬三十度上的文明
奇迹，这个距今已经近五千年的三星
堆，这个一醒惊天下，出土了丰富到
令人震惊的青铜器文化、玉石器文
化、金器文化、陶器文化、骨器文化，
呈现大量新石器时期古人的生活痕
迹的古老王国，处处透着森森的尊
严，让我走近历史的步伐越近越拘
谨，越近越膜拜。于是，崇高在心头
不断萦绕、升起。

远观“堆列三星”，三星堆标志性
的“古蜀之眼”在玻璃幕墙和青铜遮
阳板及堆体的天然花岗石的虚实对
比中尤为令人瞩目。走进新近开放
的馆内，三星堆独有的“古城古国古
蜀文化”的艺术气息扑面而来。“世纪
逐梦”“巍然王都”“天地人神”三大展
区，特别是1500余件（套）文物，向我
们多层次多角度展示着三星堆遗址
的前世今生，展陈了发掘、研究的最
新成果，“世纪逐梦”如一幅盛大的画
卷，在张爱萍将军“沉睡数千年，一醒
惊天下”的亲笔题字下徐徐展开。“初
识三星堆”“一醒惊天下”“盛世华章”
记录了三星堆百年考古的沧海桑
田。从文明探源的角度，“魏然王都”
对三星堆古国的自然环境、社会面
貌、都城布局、手工技术、权利结构等
进行了全方位地展示和解读。“天地
人神”以祭祀区出土的精品文物为展
示对象，呈现了古蜀人在祭祀活动中
使用的重要礼器、祭祀行为、崇拜对
象及其信仰体系和宇宙观念，表现了
古蜀国先民浪漫的想象力和非凡的
创造力。

穿行在参观的人流中，静心端详
着这一件件精美的器物，我目不暇
接。我无法想象，神秘的古蜀国人是
如何打造出这样灿烂的文明，这样厚
重的文化底蕴，这样精美绝伦的远古
奇迹……望着青铜大立人、神树、神
鸟，我穿越到了古蜀国时代，穿越到
了首次发掘三星堆的上世纪二三十
年代，穿越到了广汉，月亮湾，燕家院
子。我在高等级建筑基址，灰坑，灰
沟，玉石器作坊遗址中穿越，在诡橘
神秘的玉器“生产车间”穿越，在玉石
器原料、坯料、废料、残片、成品中穿
越。这些玉啊，让我思绪万千，正是
它们揭开古蜀文明的“面纱”。

古语云，玉可以通天，玉可以通
神。《周礼·春官·大宗伯》中有文曰：

“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
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
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
璜礼北方。”可见，玉之珍贵。

三星堆的玉真叫人目不暇接，赞

不绝口！那琳琅满目的玉，那千姿百
态的玉，那晶莹剔透的玉，倘若没有
一定的专业知识，还真不知道如何
赏，如何说，如何评价。你看，玉琮、
玉璧、玉斧、玉凿、玉剑、玉戈、玉璋、
玉璜、玉管、玉珠、玉币、玉虫、玉刀、
玉钩、龙形玉佩、玉猪龙……还有那
么多，不知道叫什么名字的，太令人
震撼了。这些玉大都线条简洁，形象
生动，巧夺天工，美轮美奂。

俗话说“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
活”，三星堆的这些精美的玉器是用
什么方法打造出来的？我无法想象，
也不敢臆想。

同行的专家说，三星堆的玉器，
质地多为透闪石软玉、蛇纹石玉、汉
白玉、透辉石玉。大致运用了片切
割、线切割、砣切割及凿、挖、琢、钻、
磨、雕刻、镂孔、抛光、线描刻绘等一
系列加工工艺技法。古时玉的切割
不易，钻孔不易，打磨也不易，每道工
序都不可能一蹴而就，耗费精力和时
日不啻今日之百倍。那些玉最终被
打磨得十分光滑圆润，直观玉质，光
彩鉴人。三星堆的先贤是怎么制造
出这些优良的玉器的？他们究竟运
用了怎样的智慧创造了这么多的精
美。我在三星堆亲眼见到过一块五
六个人未必能搬动的玉料，整齐的切
口痕迹证明，那是一块已经切割过的
玉石。但切割面的光滑平整令人不
可思议。

这就是三星堆的玉，高深莫测。
它让我们发现了一个古老的古蜀国，
发现了一个迷团一样的人神交融的
文明，发现了怪异的“形”与高深的

“神”，发现了远古传奇，发现了神奇
梦幻，发现了扑朔迷离，发现了辉煌
灿烂！但这些玉啊，又留下了新的迷
团，为何三星堆能创造这样一个人类
的奇迹，它是怎样创造这样奇迹的，
在它达到如此高的成就时，为何突然
消失得无影无踪？正像人们在钦佩
古埃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古印度
文明一样，又在思索这三大文明的来
踪去影……

三星堆的玉啊，让我陷入了沉
思！在叹为观止的玉器前，在神化了
的众多青铜群像、神树、金杖、金面罩
以及象牙、海贝等珍贵文物前，在注
入了灵性，夸张的纵目面具、高大的
青铜立人、奇特的“通天”神树等不乏
奇特造型、巨大体量的器物前，我唯
有聆听数千年前文明的回响，感受

“何以中国”的神韵，带走深深的情思
和不断觉醒的思考和创新。

三星堆的玉
咸高军

倾 听
淮安外国语学校2023级8班 朱恩谊

远眺窗外景观，已是金黄一
片。那银杏黄是如此纯粹，天地
间，美得像一副油画。

时光的脚步匆匆，一转眼便又
从指缝间溜走。生活是如此急促，
免不了学业繁重，工作繁忙。可亲
爱的朋友，能否把脚步放慢，去倾
听大自然地诉说呢？

雨声，是最能让人安心，让人
惬意的旋律。设想着，撑一把雨
伞，独自漫步在细雨淋沥的小路
上，世界寂静无声，我们只专注于
自然的声响。听着，听着……听那
耳畔若有若无的私语，独自享受着
被雨水洗净的一尘不染的空气，欣
赏着水中那被弄皱的丝绸，体悟着
心中淡淡的飘散的思绪。

倾盆如注的暴雨，独有着他的
一份韵味。暴雨天不适合出门，虽
待在室内，但也十足趣味儿。坐在
窗边，等待着新生的暴雨自天地间
诞生，我也接受那因暴雨而来之不
易的宁静。

“轰隆隆，轰隆隆……”打雷
了，天空发出了怒吼，不一会儿就
在天空这一幕布上撕扯出一道惊

骇闪电，来不及多想，雨水便劈头
盖脸倾泻而下，似乎是要发泄心中
的苦闷。

这时，你可以手捧一本散文或
小说集，慵懒地躺下，对外界的一
切置若罔闻。独留一只耳朵给雨
声，体会那猛烈、热情又奔放的
雨。而这样的机会可不多得，如果
遇见了暴雨，那就请收拾好心情，
和我一同倾听。

落叶发出声响，趣味也无穷无
尽，看那金黄或火红的叶子凋零落
下，凄美之感也溢出了心田。这
时，我们可以依靠在公园的长椅
上，仰起头看着那被许许多多、成
千上万的树叶覆盖着的碎片式的
天空。听着耳边掉落的叶子的沙
沙声，心中没有颓败的感觉，却充
满了热情与期望。掉落的叶子还
会再长，逝去的生命依然可以复
还，有什么悲伤的呢？在这平平常
常的倾听里，却也蕴含了生机与希
望。

多去倾听自然的声音吧，在这
快节奏的时代，倾听让生活变慢，
让生活更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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