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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初夏充满了诗意。
沂水村的周围，一垅一垅的姹紫嫣红，抬眼望

去，远处的芳菲分明是在告诉我，那是四月的春，
春还没有尽呢。

叶大哥的家就是沂水村的，沂水村属于桂花
镇。从桂花镇到沂水村要经过一条隧道，隧道只有
一百多米，但让人有出入福地洞天之感。隧道两边
一副对联，诠释着这里的景致：峰秀隔道平常景，
洞幽穿径非凡情。

叶大哥本名叶登明。他站在隧道出口，远远地
就朝我们笑着走过来。我们就是慕名专程来拜访
他和他们村的。叶大哥是沂水村的劳动能手，也是
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在他身后，黑压压的遮阳网
覆盖着好大一片土地，叶大哥说，那是村民们栽种
的灵芝，“灵芝是名贵中药材，来年这些灵芝会给
村民带来更多的财富呢。”

我还在回味着隧道口的那副对联。见我对
隧道感兴趣，叶大哥便给我们讲起了隧道的故
事来……

从村里到桂花镇必须经过一道大山梁。村民
去镇上赶集、办事要翻山越岭，不仅要走很长的山
路，而且挑担背东西很不方便。遇上下雨天，路就更
不好走。他小时候和村里的孩子们去镇上上学，常
常在山道上滑倒，很是危险。从那时起，叶大哥心里
就有了一个梦想：修上一条通往镇上的平坦大路。

1997年夏天，当上了村党支部书记的叶大哥
终于下定决心，要为村里开辟一条通往外界的隧

道，彻底解决村民出行难的问题。
说干就干。这个夏天，叶大哥召集村里党员干

部和村民们开会讨论修隧道的问题，话刚说出，村
民就一致举手赞成。但经过咨询相关专业人士，得
知修好这条隧道要花费200多万元，这对一个穷乡
僻壤的山村来说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要想从村民
们每人几十元的捐款中凑够这个数目相当困难。

“没钱，就自己动手修！”叶大哥狠狠地撂下这
句话。

一声号令百声和。为统一大家的认识，叶大哥
和党员们挨家挨户地进行再动员：“资金的事由村
两委去想办法，投工投劳的事得靠大家。”直到村
民们都在倡议书上签下大名摁上指印后，他长长
地舒了一口气。之后，他又四处奔波筹措资金，最
终在上级党委政府的支持下，争取到了部分资金。
这下，村民们的干劲更足了，全村不分男女老少、
能力大小，都主动抢着上工地。这条长度为146米
的隧道，历时7年，终于在2004年12月开通。隧道
开通的那一天，人们欢呼雀跃，无数的辛酸化作幸
福的泪水。这条隧道，为沂水村的村民带来了极大
的便利和致富的希望。

2008年“5·12”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村民搬
离了沂水村原址，住进了统规统建的小区里。如
今，四处散落的老屋宅基地便成了农家山鸡、山鸭
的养殖基地，村民们种植了板栗树、桃树、梨树、猕
猴桃等。我们虽错过了果树的花期，但眼前呈现的
如桃核般大小青涩的果子和红得透亮的樱桃惹人

垂涎三尺。
坐在樱桃树下，嚼几粒甜透心肺的樱桃，听叶

大哥给我们摆起了沂水村的老龙门阵。
叶大哥说，沂水村曾经有过一段轰轰烈烈的

红色斗争历史。那是新中国成立前夕的1947年到
1949年，在桂花镇沂水村和丰乐村一带活跃着一
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川西农民武装“猎枪会”。这
支队伍在桂花乡周正发、丰乐乡付利成等人的带
领下，凭借手中的土制猎枪、长矛和大刀，在竹林
里、山坡上，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
争，并最终迎来了革命的胜利。

为了让人们永远铭记这段红色历史，叶大哥
的心中又升起了一个新的梦想：在村里建立川西
农民武装“猎枪会”陈列馆。

为了实现心中的梦想，叶大哥风餐露宿四处
搜集“猎枪会”资料，跋山涉水寻访英雄后人。2012
年，这个村级革命历史纪念馆——“猎枪会纪念
馆”落成了。

那天，当我们走进纪念馆参观时，望着那一幅
幅珍贵的历史照片和一件件当年“猎枪会”队员们
使用过的实物，一股热气冲进鼻腔，我的眼眶顿时
湿润起来。纪念馆中心竖立的三支猎枪将我们的
思绪带到那段令人难忘的硝烟岁月里……

站在纪念馆门前那棵高大茂密的百年古树
下，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沂水村的大山、隧
道、古树、猎枪，还有远处那片田园花海，不正是这
个初夏最美的诗意么？

充满诗意的初夏
□ 刘筱蓉（成都）

我的幸福记忆
□ 胡斌（成都）

小学三年级之前我在村小学就读，班
主任石芝媛是我的启蒙老师，语文和算术
两门课一起教。她每天中午都要走路去公
社小学的食堂吃午饭，然后再回来给我们
上课。这当中，她总是让我管班上的纪律。
当她回来的时候，每次都看到同学们在认
真自习，教室里很安静，她因此很满意。她
后来当着我母亲的面夸过我好几回，我听
了，心里感觉真幸福。

我上初中的时候，熊老师教语文。当天
学的课文或者诗词，他都要求同学们当天
背诵。放学之前，熊老师就来教室宣布，今
天要背诵的内容是哪几首诗词或者某篇课
文里的某几个自然段，背诵完之后才准许
出教室。他在门口站着验收，过不了多久就
有同学陆续去排队。熊老师要求很严，凡有
磕磕巴巴不利索的，一律打回，等重新背熟
了再去。每次遇到背诵，我都是前几名，有
时候还能拿到第一名，背诵完之后就高高
兴兴出教室玩去了。这个时候，我的心里感
觉真幸福。

我十七岁那年，读完两年制高中，就去
云南前线当兵了。边境一线阵地都住坑道或
猫耳洞，便于隐蔽。我长年住在坑道里，难免
寂寞、忧愁。中秋节那天，我走出坑道，看见
山坳里有一个哨所，哨所是一顶军用帐篷，
帐篷的门上居然贴了一副对联，红底黄字，
格外醒目。对联是这么写的：一家不圆万家
圆，一人辛苦万人甜。那一刻，我心中思念家
乡、思念父母的情感顿时化成一股热流，一
直升上了头顶。战士守卫边疆、保卫和平，孩
子们才能坐在明亮的教室里学习，工人才能
安心上班，农民才能收获粮食。

我父亲在县城上班，其实我当兵走之
前，一个邻居叔叔在县武装部当科长，他私
下给我父亲说，这批兵是上前线打仗的，要
不然给胡斌换个方向，去北京部队。当时全
县招了三批兵，还有一批是去武警部队。我
父亲是抗美援朝的老革命，立过两次三等
功，打完仗还参与了朝鲜的建设，在朝鲜前
后待了近八年时间。他对那个科长说，要看
他本人的意愿。第二天科长真来问我，我当
时很果断地说，当兵就是要上前线，不怕！

离开家乡时，送行的都是家人，大家都
已经知道部队要上前线。我记得当时有一
个当哥哥的给弟弟送行，他在旁边说：当兵
就是要上战场，死了是烈士，活着就是英
雄！那句话深深感动了在场的人。

守卫边疆的战士们都知道，我们身后
有父母、兄弟姐妹，还有无数同胞，我们决
不能让敌人进犯祖国的领土。那时候，来自
祖国四面八方的慰问信像雪片一样飞来，
慰问信大多来自学校、工厂，收信人几乎都
是同样的称呼——八十年代最可爱的人、
云南前线部队指战员。部队决定，各级收发
员按照上级安排，把信件随机分配给所属
各分队指战员，叫大家抽空尽量回信，不能
让祖国人民听不到回音。

我有一次拿到一封慰问信，是兰州市
西固区一小学写来的。我回信过去后，学校
大队部老师很快又来信了，说决定邀请我
当校外辅导员，主要给小学生讲前线解放
军叔叔保家卫国的故事，随信还寄来了聘
书和红领巾。我给学校老师回寄过去几本
部队政治处刚编好的书，书中介绍了 1979
年以来，前线部队的勇士与烈士们不怕牺
牲、保卫边疆的的英雄事迹。大队辅导员收
到后，很快又回信了，说书很好，有教育意
义。

来信中，有不少人都会问同样一个问
题：你们上战场的时候怕不怕死？其实，这
个问题一点都不用回避，我用老父亲在抗
美援朝战场的一次经历来回答。1953年夏
天，父亲已当上了班长。一天中午，他带着
一个战士去抢修被敌机炸伤的桥梁，正要
完成任务的时候，两架敌机又一次俯冲着
呼啸而来，并扔下一连串炸弹，他俩躲到桥
下死角处，每人抱着一根桥脚。父亲对那个
新兵说：“马炳兴，你莫动哈，我们就躲在这
儿，如果它（敌机）今天把炸弹撂准了，我俩
就该死在这儿了。”

今年“五一”我回老家，父亲再次提起
这段往事。马炳兴是简阳人，1955 年就复
员回老家了。我想，如果马炳兴老人还健
在，我都替他感到幸福。

我记得曾参加过长沙保卫战的一位
97 岁抗战老兵，叫周辉群。在接受电视采
访，记者问他怕不怕死时，他说：“敌人都打
到家门口了，不去打，只有死。打仗不要怕，
拿命去拼，不拼只有死。”

我父亲也说过，打仗不能怕死，不怕死
往往就冲过去了，怕死反而可能没命了。

我一直很喜欢唱一首歌——《战士与
梅花》。战士是硝烟中的雄鹰，梅花是和平
的象征。和平与幸福，是我们共同的心愿。

刘道平诗二首

老榕树

叶柔无一黄，把伞弄晴光。
肤皱生机勃，须长秉性刚。
班门难入眼，倦客好乘凉。
纵遇秋风恶，依然着绿装。

羁旅

瓦屋山深处，戒烟友伴随。
漫聊非瞎扯，闲走是恒规。
莺唱蝉音和，蝶防蛛网围。
素餐知足矣，岂可一身肥。

摊破浣溪沙·遣怀（外一首）

□ 廖军武（成都）

岁月无声日夜流，青春一晃到深秋。
回首人生如意少，莫生愁。

饱览群书香馥馥，闲观闹市步悠悠。
感月吟风情未老，梦长留。

昙花

夜见阳台上，昙花含笑开。
娇姿迷望眼，心意却难猜。

仪陇县位于南充市东北部，历史悠久，气候
温和，物产丰富。因是朱德家乡，全国闻名。每年
都有全国各地的游客专为朝拜朱德总司令而来，
寄托一份敬仰与怀念。

我是怀着朝圣之心踏上这片土地的。仪陇新
县城的红色经典广场让我震撼：广场主体是朱德
总司令塑像及毛主席题词，朱总司令双手叉腰，威
仪庄严，两眼平视，仪陇县的建设发展、老百姓的
柴米油盐似乎都看在眼里；毛主席的题词遒劲有
力，“人民的光荣”表达了对他建功立业的高度评
价，“意志坚如钢，肚量大如海”充分赞扬了他坚定
的革命信仰和博大的革命胸怀。

张思德也是仪陇人，与朱德塑像咫尺相望的，
是张思德纪念馆。一个士兵，一个元帅，相邻而伴，
接受人们的瞻仰，无声地诠释了一个道理：一个
人，无论身份地位高低，只要坚持信仰，不懈奋斗，
为人民做好事，人们都会记住他。张思德1915年4
月生于仪陇，18岁正式参加红军，参加过长征，当
过战士、班长、警卫员、烧炭工，最终因为炭窑垮塌
而牺牲。1944年9月8日，中央直属机关为他举行
追悼大会，毛主席写了“向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张
思德同志致敬”的挽词，亲自参加追悼大会，并做
了《为人民服务》的著名演讲。

朱德和张思德都凝视着脚下的土地，他们的
在天之灵一直与家乡人民在一起，家乡的每一点
变化都看在眼里。他们的身旁，就是嘉陵江畔的
秀水长滩，花园式的七里长堤给滔滔江水镶上花
边，树木高大，花草繁茂，曲径通幽，鸟语呢喃，给
老百姓提供了休闲度假的好去处。

自 2005年 9月 29日新县城整体从金城搬到
新政后，彻底解决了长期缺水的问题，老百姓的
日子更加滋润。整洁的街道，高大的楼房，宽阔的
广场，茂盛的花草树木，硬是把一座新县城装扮
得漂漂亮亮。年轻人骄傲自己是仪陇人，老年人
夸赞自己赶上好时光。或许，在雅致的饭馆里，在
温馨的院坝内，在如画的公园中，在温暖的家里

面，朱德和张思德正笑眯眯地看着大家乐着呢。
仪陇是农业县，农业经济发展态势喜人，除

抓好粮食生产外，大力发展传统丝绸产业。家丰
公司的蚕桑基地主要有七个桑树新品种，栽种了
约十万亩桑树，建立了现代化桑蚕产业示范园，
努力打造包括种桑养蚕、缫丝织绸、印染加工的
完整服装产业链，可解决10000人以上就业，带动
百姓增收。走进服装制造车间，只见各道工序无
缝衔接，裁剪、拼接、缝纫、检验，一片一片零碎的
丝绸，在工人们的手中翻飞舞蹈，变成款式新颖、
花色艳丽、漂亮合身的裙子、时装，让人眼花缭
乱。走进万亩桑田，如同进入广阔无际的绿色海
洋，大片大片的桑叶宽大肥厚，比传统桑叶大几
倍，桑树只有一人高，便于采摘，微风拂过，桑叶
的清香沁人心脾。蚕儿吃着这样的桑叶，该是多
么惬意，结出的蚕茧，该是多么的晶莹剔透，缫出

的蚕丝该是多么的爽滑亲肤。目前，已有多家大
型蚕丝服装企业入驻仪陇，为农户增加了收入，
为当地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为国家出口创汇立
下了功劳。为打好丝绸产业这张牌，仪陇做足了
文章，令人钦佩。我想，朱德和张思德如果看到家
乡丝绸产业的发展，定会欣然而笑。

何止蚕桑丝绸，仪陇亮眼的产业还多着呢。在
香港中南海集团花椒博览园，我见识了天南地北的
各种花椒。香港中南海集团受国家乡村振兴政策感
召，在仪陇成立公司，在双胜镇承包了万亩山地，建
设花椒基地，打造“朱德故里，花椒之都”，推动农业
产业与乡村旅游融合发展，拉动地方经济。站在观
景台，瞭望万亩花椒园，坡地起伏，花椒树郁郁葱
葱，长势喜人，空气中飘荡着淡淡的花椒香味，浸透
五脏六腑，醒脑提神。在宸泰新能源科技公司，零距
离接触新能源电池，让人大开眼界。据介绍，该公司

生产锂离子电池，绿色环保，效能高，类似5号电池
大小的锂电池，可以根据要求任意组合成整体，满
足电脑等许多电子产品的电源需要，还可以为新能
源汽车提供动力、照明等。公司认为仪陇投资环境
友好，配套政策到位，政通人和，交通发达，是东西
部产业转移的最好承接地之一。由于时间有限，很
多优秀的企业我们来不及造访，只有等待下一次机
会。到那时，相信还会有更多的惊喜。

仪陇，朱德和张思德的故乡。当年，他们走出
家乡，可能未想过未来的家乡具体会是什么样
子；如今，故乡焕然一新，美景让人陶醉，无限喜
悦涌上人们心头。

一个人，永远让人怀念，润泽一方水土，荫庇
一方百姓，善莫大焉。那个无惧生死纵马驰骋的
朱老总，那个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张思德，永
远活在我们心中。

仪陇掠影
□ 曾庆渝（广元）

翻开小作家钟若菱的诗文集《菱歌随想》（北
京燕山出版社，2021年6月），我既惊诧又感慨。我
惊诧于岁月的无情，后浪们已经把前浪推到沙滩
的边缘了——我分明嗅到了扑面而来的青春的气
息；而我感慨的是，正读高三的花季少女的心事，
关乎人、关乎情感、关乎社会、关乎自然的心灵絮
语，也有着令人挥之不去的美丽与真纯。

孟郊在《劝学》一诗中写道：“青春须为早，岂
能长少年。”2004年呱呱坠地的钟若菱，从德阳市
庐山路小学到德阳中学校高中部，一路写来，累有
诗文数十篇什散见于《作文成功之路》《快乐作文》

《创新作文》《课堂内外》《中外文艺》《华西都市报》
《德阳日报·教育周刊》等报刊，也曾获全国创新作
文大赛四川赛区一等奖，全国奥林匹克英语作文
大赛小学组一等奖，德阳市中小学生暑期影评征
文比赛一等奖，德阳市“文轩杯”中小学生诗歌散
文大赛初中组一等奖。也因如此，小小年纪的她，
竟已是德阳市作家协会和四川省青少年作家协会
的会员了。细想起来，颇给人“自古英雄出少年”之
感。

大仲马说：“自信和希望是青年的特权。”引申
开去，之于少年，亦可作如是观。综览《菱歌随想》
中的诗歌和散文，大致可分三类：一是描述花季少
女所经历的较为温暖的洒满阳光的幸福生活，如

《父母温暖的家》写对父母亲情的感恩，《一张长了
翅膀的卡片》《琴王》写对老师关爱的感谢，《梦幻

青海湖》《帕米尔的春天》写对祖国大好河山的感
怀；二是抒写菁菁女孩的丰富内心世界，如《文具
盒里的悄悄话》《小黑成长记》充满孩提时的童真、
童趣，《错误不失为一种美丽》《隐秘的河流》记述
少年的烦恼或对成长的思索；三是写青涩的校园
生活，如带有幻想色彩的《四十分钟魔法》描写了
小女孩的梦想，略带文言风格的《蒋氏海琳传》《彭
氏琬玲传》礼赞了友情，乍看“自吹自擂”，但却散
发着青春光芒的《晒晒我们班的“牛人”》《关于“我
自己”的散文诗》则直陈了自信和年轻。

《菱歌随想》所选诗文的写作时间覆盖了小学
到高中整个基础学习阶段，见证了一个孩子在父
母和老师的培养下的文学成长之路。“业精于勤，
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显然较为勤勉的小作
者一开始还囿于简单的模仿描写，遣词造句尚显
稚嫩；后来慢慢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文笔也日
渐成熟。至此，不少文章既有着优美的语言、恰切
的修辞（多用比喻和通感）和真挚的情感，也见出
颇有意味的形式和不俗的写作技巧。翻阅起来，容
易发现作者乃是一个乐观阳光、积极向上的女孩。
她把自己比作云：“清晨的第一丝阳光／是我金色
的休止符，／伴着早起人儿甜美的笑容，／我心爱
的小提琴变成了／一条五颜六色的彩虹，／我头
枕着彩虹，／做着彩色的梦……”（《假如我是一朵
云》）；她理想成为蜜蜂一样的老师：“正如蜜蜂在
花间辛勤劳作，而快乐却像花蜜一样，醉了它们的

心，醉了它们的梦！我想，这就是当老师的无穷韵
味吧！”（《我的理想》）

夫子云：“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钟
若菱还是一个勤于思考的女孩，自然界的花鸟虫
鱼，旅行中的所见所闻，四季时序的更迭，生活的
点点滴滴，都会引起她无限的遐思。写神秘的天
湖：“无限在这片空灵的时空中扩散，天湖如同天
空液态的一角无声地散落在这里，阳光洒满的湖
面上，漂浮着原始的神秘，像真切又难以触摸的梦
境，湖面映衬着时卷时舒的轻云和默默无语的青
山，似天然的水墨，幻化成当地独具特色的坐标，
远处涨潮的浪花苍茫在微濛纯净的天际，吟诵着
对自然的向往”（《青花》）；写山水晚照：“夕阳的余
晖洒满大地，天上红彤彤的火烧云散发出淡淡的
光芒，为归鸟指引着回家的方向”（《山水雅韵》）。
这些文字，明显见出一种灵动、阔远、智慧的韵味。

许是年龄和生活经验所限，书中一些文字的
情感表达还不够老道，略显不真实，多少给人“为
赋新词强说愁”之感。有些文章的意境、意象还不
够丰富、鲜活；有的比喻在不同的文章中多次出
现，缺少变化，乍看新鲜，然重复出现后便觉单调。
然而，我坚信，只要小作者足够勤奋，假以时日，现
为小作家的花季少女，一定会成长为知名的女作
家的。当然，“少年易学老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
愿钟若菱以青春与勤思为翼，随着时间的推移，将
许多优美的诗文作品奉献于世。

半夜无眠
读“猫诗十首＋猫摄影”

□ 陈小蘩（成都）

忽然萌生养一只猫的念头
猫的世界没有虚伪
猫虽冷傲
它的坦诚与相伴
比人来得实在

猫的灵异与这世界
天生隔着一层薄纱
它来自另域
刷出有别于现实的存在
猫与闪电侧身而过
灵感之光发生
在凝视猫眼的瞬间

猫咪瞬间使人活力四射
童心迸发
养一只猫的快乐
能使人活过他应有的年岁

领养一只猫
有很多种理由
只要看到人与猫相处
呆萌的表情
再坚硬的心也开始融化
毕竟与一只猫在一起
不累，比与人在一起
轻松

仪陇县新政镇嘉陵江大桥（周乐天 摄）

齐鸿 摄

花季少女的心灵絮语
——诗文集《菱歌随想》读后

□ 峻冰（成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