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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 风皖韵 □孙春旺

□徐晟七 彩时光

如 歌岁月 □杨金坤

民居小院，绿荫之下，文友小聚，推杯换盏间，酒微

醺。莽撞老徐，大呼一声：盛一碗夏！

初闻，满座讪笑，疑其不胜酒力，酩酊之中，词不

达意。老徐见状，环顾四座，摇头晃脑，口吐莲花，侃

侃而谈。

春绿，夏翠，秋黄，冬殇。绿尚嫩，黄已老，殇为

夭。翠，带诗意晶莹，含水汽剔透，饱满而浓稠，如夏里

粘了露水的黄瓜，咬一口嘎嘣脆，似伏天冰镇的西瓜，

吃一块清爽甜。故，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唯夏可食，我

呼盛一碗夏，何奇之有？

我等听完高谈阔论，细思之，皆叹妙。

民以食为天，上下几千年，饮食文化，源远流长。

黄帝“造釜甑，灶蒸谷”；燧人氏“钻木取火，以化腥臊”；

伏羲氏“结网罟以教佃渔，养牺牲以充庖厨”；彭祖“善

养气，能调鼎”。在不断探索、沉淀、继承和发展中，谷

奉为主食，五畜、五果、五蔬为副食，煮炒炖炸、涮蒸卤

熏，方式多样。地理环境、气候物产、文化传统、民族习

俗，各有不同。鲁、川、粤、闽、苏、浙、湘、徽八大菜系，

各具特色。同理可证，老徐点一碗夏，不为过。

中华饮食，博大精深，不时不食，精髓所在。云南

松茸，夏季始有。天目山雷笋，春雷响彻天空，拔节而

长。阳澄湖大闸蟹，中秋前后，雌者成金黄色，雄者如

白玉。此时夏季，天阳下济，地热上蒸，天地气交，万物

华实，宜当养阳，忌生冷寒凉。既如此，学学阿庆嫂“垒

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煮一碗夏，未尝不可。

有风吹来，桌椅上空，巴掌大的树叶，沙沙作响。

阳光透过密密麻麻的枝叶，在粗瓷大碗上，透下星星点

点光斑，宛如佳肴。声声蝉鸣，没有韵律，没有节奏，只

是爽朗、随意地叫。声音冲破羁绊、冲破束缚，临空撒

向佳肴，平添万点佐料，色香意形陡增。入味、入诗、入

画，让人心里多了几分舒畅。

草木之香，随风弥漫，若有若无、若即若离，清淡而

含蓄、内敛而拙朴，稍不留心，错过呼吸。各种植物，或

孤高与清雅、或悲悯与仁慈、或坚韧与不羁，传递生命

密码。

前有一池塘，小而满神韵。荷叶圆举，碧绿青翠，

荷花正盛，红白交错。数只蜻蜓，忽高忽低、忽上忽

下。几尾红鲤，悠游自在，吐出几个泡泡，泛起一层涟

漪。蛙声阵阵，由远及近，由近及远。低声如泣、高音

似鼓，此起彼伏，不绝于耳。

季节是善意的，就像这暖风、阳光、蝉鸣及草木之

香、蹁跹蜻蜓、悠游红鲤、阵阵蛙声，提醒我们，该珍重

的要珍重。

推杯换盏间，主人捧青花大碗，唤一声：夏来了。

置桌，见碗内碧水泛波、荷叶田田、金鱼摆尾，有“潭清

疑水浅，荷动知鱼散”之美。问其名，曰：金鱼戏荷池。

盛一碗夏盛一碗夏

青 萍絮语 □楚仁君

人行世间，短暂数秋，一尺繁华，几度闲愁，人生

值得留恋的东西很多，权力、地位、财富，等等。“名声

施于无穷，功烈著而不灭。”司马相如认为，相对于诸

多的身外之物来说，一个人的名声更值得去拥有、珍

惜。因为，名声是人的第二生命。

爱惜和珍视名声，闪耀着人性的光华。人对名声

的追求有三重境界：一是淡然超越名声。不执着于一

时的得失，将精力用在“尊理以修实”上，“理著而名流”，

实至名归。二是刻意追求名声。“立名而物怼”，虽做到

了成己，但未必做到了成物，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三是

执意求取名声。用以获利，“名盛而害深”，害人害己，正

如颜子推所说“上士忘名，中士立名，下士窃名”。

名声是荣誉的不朽兄弟，每一个人都可拥有荣

誉，但只有少数例外的人获得名声，因为名声的获得

只能通过非凡的业绩来实现。功德留给人们的是记

忆，并且，除非历史把事功业绩记录下来，像化石一样

地传给后世，否则，这一记忆就会随时光的流逝，持续

地减弱、变形，最终模糊而湮没。

人的一生中，名声到来的越迟，维持的时间就越

长久，任何优秀的东西都只能慢慢地成熟。流芳后世

的名声，就像一株慢慢成长起来的橡树，那得来全不

费工夫，不是寿命不过一年的快速长成的花卉。而虚

假的名声则是迅速茁壮起来，但很快就成了被连根拔

掉的稗草。

当人开始顾及名声，像鸟儿爱惜羽毛一样时就代

表着成熟。每个人私心杂念里都渴望名声大震，辉煌

地活着，这是名声的格局。活着，就应当有所顾忌，不

能小人作恶；活着，就应当有所畏惧，不能忘恩背德。

透过自己，看清人生；透过身边，看清世界。

名声若日月，功绩如天地。品有优劣，名有好坏，

濯缨濯足，皆由自取；或一念成佛，或一念成魔，泾渭

分明，判若鸿沟，考验着每个人的自我把持和掌控能

力，正所谓“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名声靠立，立方能

直；名声要磨，磨方有形。一个人懂得砥行立名，做到

正身清心，修己安人，独善自养，谦卑自牧，才能名正

言顺，名下无虚，身名俱泰，青史留名。唯此，就能仰

不愧于天，俯不怍于地，也不羞于自己曾经向往的心

陌南尘、闲云清烟。

砥磨名声砥磨名声近年来，我心里深

埋着一个想法：再度寻

访安徽第一面党旗纪念

馆，探觅烈士们的成长

足迹。今年适逢中国共

产党百年华诞，我欣然

前往。

午后的阳光，刺眼

又灼热。我走进淮南市

寿县小甸镇，远远望见

一处园林式建筑，园内

一座烈士纪念碑高耸在

苍松翠柏之间。那就是

中国共产党小甸集特别

支部旧址、安徽第一面

党旗纪念园。

步入纪念园内，路

边的松柏整齐列队，阳

光洒在树叶上，仿佛染

红了我的双眼，好像自

己走在一条红色的大道

上，满是火红的信仰。

纪念园内，前来参观学

习的党员一批又一批，

大家在纪念碑前鞠躬、

献花。参观者还在纪念

园内高举党旗，在英烈

精神的鼓舞下，举起右

手，重温入党誓词。

1923年冬，中共安徽

省第一个农村党组织

——中共小甸集特别支

部成立，在安徽革命史写

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小甸集特支纪念馆

大门朝南，门楣上方的

横额写着“小甸集特支

纪念馆”，红底金字。在

小甸集，这里有“一门三

烈士，光荣吾门庭”的烈

士曹渊、曹云露、曹少

修。1947 年 9 月 30 日，

国民党反动派逮捕了曹

少修，曹少修牺牲时写下豪言壮语：“吾弟渊

为革命而死，吾侄云露为革命而死，今吾亦

死，一门三烈士，足以光荣吾门庭。”伫立在

三烈士的塑像前，凝视着他们那犀利的眼

睛，我由衷地感慨：三烈士虽然英年早逝，却

给后来人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

在讲解员的带领下，人们在革命烈士事

迹陈列室、小甸特支纪念馆、淮上中学补习

社等展区内驻足凝视，重温小甸特支的光辉

奋斗历程，缅怀革命先烈们的英雄事迹和革

命理想。

“寻求真理狂澜挽，展望神州换新

颜。”小甸中心学校 100 多名少先队员向

纪念碑敬献鲜花，随后齐声朗诵了曹蕴真

的《明志诗》。

小甸特支中的大多数党员在人生最美

好的年华，都壮烈牺牲了。他们不信鬼神、

不畏权贵、不贪钱财，以鲜血和生命诠释了

共产主义信仰，同时将这种信仰之美，永远

镶嵌在历史的天幕上。

拾起记忆的碎片，我离开了纪念馆。

漫步向前走着，突然很想回过头来看看自

己走过的路。转身背对夕阳，视线很清晰，

那些松柏依然沐浴在霞光之中，微风吹过，

松柏一排推着一排轻轻摇曳树枝，仿佛千

千万万颗灵魂站立起来，为了同一个信

仰。小甸特支是寿县人民和安徽人的光荣

和骄傲，他们似流星闪现般短暂绚丽的生

命，铸就了一座座永恒的丰碑，带给我无限

的景仰与感慨。

寻
访
安
徽
第
一
面
党
旗

寻
访
安
徽
第
一
面
党
旗
升
起
地

升
起
地

红
色
印
记

□
朱
绍
学

“高逾千仞，可望数百里，雨后清晨始见，否则云

雾笼其颠……高矗云霄，为诸峰第一”（清道光八年

《宿松县志》载），地处皖鄂四县结合部的罗汉尖，其主

峰高达1010.8米，坐落在宿松县柳坪乡境内，素有“大

别南来第一峰”之称。

罗汉尖主峰矗立，形如一尊天然罗汉，一柱擎天，

四面群山簇拥，千峰拱立，古人喻为“金刚坐佛”，此乃

罗汉尖名字的由来。

罗汉尖地形险要，势控吴楚。在春秋战国时期，

是吴楚争兵夺地的主要战场之一。元朝末年，战乱

不断，社会动荡，当地民众先后在罗汉尖一带建起了

鹞鹰寨、高山寨、莲花寨等山寨，以保平安。宿松县

西乡陈武村村民陈汉，聚众在罗汉尖不远的笔架山

结寨，深得广大民众信赖，被推为众寨之王。朱元璋

定都南京，建立明朝后，陈汉顺应潮流，率所属 48寨
归附明朝。

在现代革命斗争史上，罗汉尖革命根据地的建

立，为罗汉尖的光辉历史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935年 5月，红二十八军皖西特委利用罗汉尖地势险

恶、易守难攻的优势，开辟了罗汉尖革命根据地，组织

红军便衣队开展游击活动。同年12月，成立由朱育祺

任司令员的罗汉尖“大中华抗日救国军”，还组建了农

会、儿童团、交通站等组织，创办了兵工厂，制造罐子

炮、大刀、长矛等武器；建立了山林医院，医治救护红

军伤病员。在这片红色革命热地上，涌现出朱育祺、

朱赛英、吴应典等无数革命烈士、仁人志士，为建立和

巩固罗汉尖革命根据地作出了重大贡献。

解放后，宿松在罗汉尖兴办了多个国营林场，开

展植树造林，把这尊天然的“罗汉”换上了新装，使这

里处处绿树成荫、鸟语花香。

为弘扬和传承罗汉尖红色历史，2019年 8
月，当地政府在罗汉尖脚下的罗汉山村建成以

罗汉尖革命根据地纪念馆、红军山林医院、红

军兵工厂、观音卡要塞、红军路等为主要景点

的红色旅游线路，并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巍巍大别山，郁郁罗汉尖。站在罗汉尖主

峰，俯瞰大地，一览无余，村庄、河流、山峦……

春天，罗汉尖因淡冶而如笑；夏天，罗汉尖因苍

翠而如滴；秋天罗汉尖因明净而如妆；冬天，罗

汉尖因暗淡而如睡。罗汉尖，因蕴藏着很多的

神话传说，而被人们视为“神山”；又因承载着

厚重的人文历史，而被人们视为“名山”。千百

年来，它傲立于群山之巅，就像一颗璀璨的明

珠镶嵌在皖西南大地上。

悠悠罗汉尖悠悠罗汉尖

如今网络时代，崇尚快餐文化，又是快节奏的生活，人们

的放松休闲方式已多元化，我没什么爱好，除了看书、写作，别

得几乎提不起兴趣。

儿时，家里清贫，没有像样的摆设，只有一个四层占据半

面墙壁的大书柜，那上面整齐地摆放着各类书籍。母亲告诉

我，那是你爸爸的心肝宝贝。我常常在父亲不在家的时候偷

偷从书柜里抽出一本书，连续几个小时地看，不管里面的字是

否认得全。

对一个孩子来说，读书有时候并不是来自刻意的教育，而

是来自兴趣。而兴趣的产生往往来自环境的熏陶。父亲爱读

书，只要有时间，父亲就会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戴上眼镜，坐

在书桌前看书。为培养我们从小养成读书的好习惯，尽管家

里并不富裕，但父亲坚持给我们订了《儿童文学》《中国少年

报》等读物。

那个年代不像现在的孩子们每天有写不完的作业、考不

完的试。我那时完成作业之后，有不少时间可以读书，读书是

世间最幸福的事！记得那时我吃饭、睡觉，甚至上厕所都带本

书。读书于我成了一种嗜好、一种习惯。然而，这一切在我的

奶奶眼里却成了一种灾难，因为她受不了我每晚躺在被窝里

看书，很晚都不睡觉。“你就作吧，眼睛不要啦？”她总说。

工作之后，读书、买书成了我的最爱。每月工资一发，留

下伙食费，我从书店抱回一摞书。我买书不讲究，全凭个人兴

趣，随心所欲。那时，我最大的梦想就是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

书房。我住在单位一间堆放旧物的小仓库里，属于我的 1000
余册书分装在九个编织袋里，一个挨一个地靠在墙角处。

我真正拥有书房是在结婚后，两居室的房子里，“领地”一

旦形成，就意味着住房面积“缩水”。儿子曾问我：“老爸，书房

里的那些书，您都读过吗？”我面露尴尬。我承认，这些书有三

分之一读得还算认真，有三分之一只是随意浏览，

剩下的三分之一往往束之高阁。这真如孙犁所说：

“寒酸时买的书，都记得住，阔气时买的书，读得不

认真。读书必须在寒窗前，坐冷板凳。”

林语堂称读书是“魂灵的壮游”，还把阅读比作

“找情人”，只有情投意合，才能心心相印。我深以

为然。每天走进书房，面对书架上那一排排的书，

总有一见如故的真挚，好像今生有缘。随手取出一

本书，“岂待开卷看，抚弄亦欣然”，一行一行时短时

长的句子，就像强健的筋络和气魄、素质原应紧密

相连一样，久久地抚爱着你，不动声色地渐入你的

心底。只有在这样一种氛围之中，才能真正体会清

代张潮在《幽梦影》中所说“有功夫读书，谓之福”的

含义。

读书有福读书有福
朝 花夕拾 □王唯唯

季节的脚步总是磕磕绊绊，刚走出“梅子黄时家家雨”的

潮湿，又陷入“赤日炎炎似火烧”的重围。

三伏天里，明晃晃的太阳，望一下都觉得刺眼。“拿出来晒

伏。这么好的太阳，别浪费了。”妻忙着擦阳台，让我清理衣橱

里的冬装。

晒伏是在一年中最热的伏天，将粮食、衣物等搬到太阳底

下暴晒，以达到去湿、杀菌、灭虫的效果。小时候在农村，三伏

天里，父亲总会将粮仓里的麦子挑到稻场上晒。有一种叫“牛

子”的蛀虫，黑芝麻似的，最喜欢躲在粮仓里吃麦子。还有一

种蛾子，寄生在麦粒中，白白胖胖的。

父亲将麦子往滚烫的稻场地面一倒，这些白蛾子、黑牛子

四处乱爬寻找生路，一些没及时逃到阴处的被活活烙死。黄昏

收麦子时，顺风一扬，蛾子、牛子飘落一地，成为小鸡们的美餐。

晒伏的重头戏是晒衣物。母亲在大门口摆两条板凳，搁

上抹干净的门板，摊开衣服鞋袜。又在院子里几棵大树上拉

起绳子，晾上棉絮被褥。最后，母亲搬出簸箕，刷得干干净净，

把压箱底的东西也倒出来。母亲的箱底，还真藏有宝贝。一

对绣花鸳鸯枕、两床绣花缎子被。母亲说这是她的嫁妆，舍不

得用。更让我好奇的是，我们都这么大了，箱子里竟存着一双

半岁孩子穿的婴儿鞋！鞋尖绣着虎头，样子十分可爱。母亲

说这是她亲手绣的，我小时候穿着忒好看，看着鞋子就想起我

小时候的样子。晒伏，晒出一院子喜气！

伏天还是晒酱、晒干菜的最佳时间。母亲喜欢晒面酱。

进入伏天，用麦面蒸一锅粑，冷却后放进一个大瓦盆里，盖上

塑料膜和锅盖，几天后长出霉毛，掰碎加盐水浸泡，搁在屋瓦

上，日晒夜露，从伏天晒到秋后，只是下雨时盖上木盖。晒酱

是个漫长的过程，需要时间和耐心。等酱料呈褐色，酱香扑

鼻，面酱就晒好了。下饭做菜，味道极佳。

梅雨季节，野地里疯长的马齿苋，菜园里吃不完的豇豆，

入伏后被母亲收回来，用开水焯一下，放到太阳下晒个三两

天，母亲将它们缠成一把一把地挂在廊檐下，过年时取下来用

水泡开，烧肉煮罐，难得的佳肴。

结婚后搬出了老屋，晒伏的情景变成如烟的往事。妻让

我帮忙翻晒衣物，那些晒伏的记忆又重新出现在脑海，让人倍

感温暖和亲切。

“平常总感觉没衣服穿，没想到阳台都晒不下了！”看着满

阳台红红绿绿的羽绒服、皮草、双面呢，妻嘴里抱怨，脸上写满

幸福。晒伏，晒的不只是潮气霉菌，晒的还是一种心情，晒的

是生活中的小幸福！

晒伏晒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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