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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 色印记 □江志伟

青 萍絮语 □张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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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寺古镇岩寺古镇““小延安小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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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林农林””知味浓知味浓

在北京中国军事博物馆的军事地图上，我

们发现一个诸多箭头集中指向的地名——岩寺；在新

四军军史的首页上，我们又读到了这个被誉作“江南小延

安”的地名——岩寺。于是，在耳畔犹然回响着昔日“北有

延安，南有岩寺”的宣传口号声中，我们慕名走进了位于黄

山市徽州区的岩寺古镇。

岩寺成镇于南宋时期，至明时已是一个“鳞次万家，规方

十里，商贾云集”的皖南重镇了。然而岩寺的闻名遐迩，却是

在1938年4月4日新四军军部完成从江西南昌北移于此的时

候，八省游击健儿万余将士在这儿进行了一个多月的集结、

点验、整编和训练，然后挺进云岭军部、奔赴抗日前线。

现今漫步岩寺古镇，处处可见革命遗迹，让人置身于浓

郁的“江南小延安”的氛围：丰乐河从镇边潺潺流过，那清澈

见底的河水，当年曾饮过叶挺将军的战马；河畔上文峰塔巍

然耸立，纳塔旁的凤山台上，当年曾呐喊出新四军将士们抗

战到底的誓言。那条青石板铺筑的古镇长街，当年曾迎来

四面八方前来投笔从戎的青年男女；那座苍老的石拱桥“洪

桥”的桥头小屋“香积”里，每时每刻似乎还在传出当年机要

电台的收发报的“嘀嘀”声。江家祠堂里，还能闻到当年修

械所的火药香；朱舫兵站

里，还在传颂着当年周恩来副

主席夜宿兵站的轶事；东家厨房水缸里，还

盛过新四军战士挑来的清水；西家八仙桌上，曾留下平民一

起学文化的读书声。战地服务团教唱过的《游击队之歌》，

还在古镇的喇叭里播放，新四军将士们佩戴过的“N4A”的
臂章，还在纪念馆的展柜里闪光……当年的岩寺古镇，竟然

与叶挺、项英、张云逸、袁国平等一大批新四军的高级将领

的英名产生过相关链接；今日的岩寺人，都以那段红色岁月

而自豪，人人传讲一个个动人的故事。

故事最精彩的地方，当属岩寺镇后街阴山巷的金家大

院了，因为这里当年是新四军的军部所在地，今日是新四军

军部旧址纪念馆。楼上会议室里的茶杯，依然如旧地陈放

着；楼下叶挺军长卧室里的手摇电话机，仍在全天候保持畅

通；那对破旧的沙发椅，仍在讲述着陈毅与镇上罗医生对弈

的棋局；而那把叶挺办公的古老木椅底下的“新四军军部借

方友文”的一行毛笔

字，则向人们讲述着“新四军秋

毫无犯、借物璧还”的往事。

在神州城镇行列中，这座以“江南小延安”而著称的岩

寺古镇是别具特色的。现在，岩寺古镇正进行新四军军部

旧址纪念馆和各支队驻地陈列室的扩建工作，出版《新四军

在岩寺》《铁的新四军》等文史资料，收集珍贵历史图片和历

史文物，并新建一座纪念碑，做足、做好“江南小延安”文章。

岩寺古镇，一个令万千新四军将士魂牵梦绕的青春圣

地，一座爱国主义教育的大学校，一处独具特色的红色旅

游胜迹。

处暑，意味着夏之暑热正式结

束，自此残暑褪、新凉生。在这个秋

意渐浓的美好时节，民间有出游赏

云、放河灯、开渔节等祭祖迎秋的习

俗，也有煎药茶、吃鸭子、吃秋梨等

风俗。

“离离暑云散，袅袅凉风起。”经

过了夏日“小暑大暑，上蒸下煮”的

煎熬，凉爽的秋使人心旷神怡不说，

连胃口也变得大开。然而，“食欲之

秋”是不能乱吃的，由于处暑之后，

早晚转凉，天气较为干燥，饮食上只

有多吃蔬果、多喝水才能够预防秋

燥。吃秋梨无疑是最好的选择。经

过春雨的滋养和夏日阳光的照射，

梨子已经成熟，若美美咬上一口，真

是清甜润喉，妙不可言。

我过去长期在部队工作，对节

气里的许多习俗知之甚少。庆幸的

是，自从岳母来帮我们照看孩子后，

给我补上了这一课。

岳母没读过书，不识字，但脑子

特别好使，是家里的活日历，什么时

节种什么庄稼，每个节气有啥习俗，

她都如数家珍。“冬至饺子，夏至

面”，这是我老家皖北的饮食习惯。

岳母每年夏至准做碗香喷喷的“过

水面”，抚慰我思乡的离愁。

这不，立秋刚过，岳母迫不及待地打电话提醒岳父，将

树上的梨子挑个大的摘下，裹严实寄过来，别误了“秋梨

宴”。“秋梨宴”是女儿取的名字，每年处暑节，岳母都用梨

子做些美味供我们食用。有女儿喜欢吃的梨子红枣银耳

羹，也有儿子爱喝的榨梨汁。

我们劝说岳母，梨子随处有卖的，不必麻烦岳父千里

迢迢从老家寄，可她认为老家的梨子最好吃、最养人。老

家盛产黄花梨，肉脆汁多、味浓鲜嫩、气味芳香，还富含人

体必需的多种营养成分。

家里举办“秋梨宴”，岳母时常邀请左邻右舍来家里做

客，共同分享秋天的丰收喜悦。“秋梨宴”上，岳母还不忘教

孩子们唱民谚歌，什么“七月枣，八月梨，九月柿子红了皮”

“处暑田豆白露荞，下种勿迟收成好”……

平时，我没少为老人家点赞，岳母总是笑呵呵地说：

“老辈们留下种瓜点豆的节气活，咱啥时都忘不了。”是啊，

老祖宗留下的丰厚文化遗产，我没有很好地用心弘扬，而

岳母田间地头劳作一辈子，却深谙着节气里的冷暖。正是

众多像岳母一样的华夏儿女，才让中华传统民俗文化薪火

相传、生生不息。

处暑至，暑气止。这个节气，我已铭记“处暑秋梨最养人”。

古人尝万物，遴选出裹腹的水稻，也累积出种植

它的方法，流传久远。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薅稻依

然是皖中盛夏农人必修的农事之一。

农耕年代，家乡前畈后山，水稻一年三季，却依然

青黄不接，农人呵护水稻胜于自己的生命，那是他们

养活子孙后代的希望。一方方稻子，播种在河流与丘

陵之间；一粒稻种从春天薄膜里发芽，人力移栽入耕

牛犁耙碾碎的泥土中，沐浴着阳光雨露，饱吸着农家

肥料，享受着家人般的呵护，在盛夏已是碧浪滚滚，一

片葳蕤茂盛。伏天至，稻秧齐膝，鲜活拔节，一些害

虫、杂草也纷至沓来，试欲它们争夺地盘。世上没有

哪一个事物的成长是一帆风顺的，水稻的丰硕亦是如

此，尤其是与稻子有着近亲关系的“稗子”，见缝插针，

伪装其中，与水稻抢营养占空间，是水稻们的“天敌”。

于是，薅稻成了农人盛夏季节不敢耽误的农活。

头戴草帽顶烈日，赤脚挽裤下水田，面朝稻秧背朝天，

农人们匍匐于广袤的田野，流汗流血。薅稻，江淮方

言，即用两手清除稻秧间的杂草赘物和拔掉其中的稗

子，让稻秧轻盈饱满生长。童年岁月，与父母下过稻

田，见识过烈日炎炎下薅稻的辛劳。夏害猖狂，蚂蝗

偷袭你的肌肤饱吸鲜血；被惊扰的水蛇昂头吐舌乱蹿

乱游；那些绿叶有力地触摸着你的脸颊，像老父亲的

胡桩一样扎人。根浅的水草，手到根除；然而稗子扎

根稻秧间，长相似稻。娴熟于农事的母亲，会时不时

提醒着初涉农活的我们：稗子比稻子散漫，节节肆无

忌惮地发叶，稻子抱团且端正，直挺挺地往上长；稗叶

尖长，稻叶宽长，颜色深绿。如果没有水田滋润，拔除

它靠蛮力，则欲速则不达；抓住根部匀劲一气呵成，方

能铲草除根，否则，它依然会重新发芽祸害。有时埋

头苦干，冷不丁一只野鸡扑棱棱地在前方飞起，走近

看一窝鸟蛋安然在枯草窝里，意外收获令我们兴奋，

疲惫顿逝，趣味油然而生。

长大后，关于稗子有了新的认识。曾经痛恨的稗

子，居然用途不小。它品质好，营养价值高，是马、牛、

羊最爱吃的草料；用它养出的草鱼，生长速度快，肉味

非常鲜美；谷粒能作家畜和家禽的精饲料，亦可酿酒

及食用，尤其是根及幼苗，能主治创伤出血；茎叶纤维

还可作造纸原料。流年只是它生不逢地，生长错误的

地点被人唾弃，否则也会享受到与水稻一样的呵护和

待遇。看来，世上有许多事物，用非此即彼的方法思

考，是有失偏颇的。

薅稻那年月薅稻那年月

七 彩时光 □孙邦明

人生不设限，挑战不可能，观东京残奥会，就像看

一部励志的影片，让我不再用悲悯的心情来倾听残疾

人的故事。

萨马兰奇先生说：“残疾人运动会是唤起人类良知

的运动会。”残奥的赛场上，面对那一个个缩小的躯体，

那一个个残缺的身姿，总有一份感动会触动心灵，总有

一种力量会点燃激情。这些原本不幸的人们，其奋斗

的艰辛、生活的梦想，为其铸造了一只自信的翅膀，而

社会的和谐关怀，则为其塑造了另一只友爱的翅膀。

这双翅膀，自信与友爱齐飞，梦想与现实共振，重新书

写人生的色彩。

“精神寓于运动”，这是残疾人体育运动的精髓所

在。当肢残跳高运动员单腿完成轻盈的助跑、起跳、腾

越、落地这一气呵成的动作，在空中勾勒出一道优美的

曲线时，不禁让人惊叹于他们的潜能和毅力。无腿，却

能在水绿池深的泳池，游动如鱼；眼盲，却能在绿茵场

上，纵横驰骋；无声，却能配合娴熟……人虽残，志更

坚，展开隐形的双翅，变形的肢体；开启心中的光明，心

灵的语言，跑、跳、腾、蹲、跃并不比健全人逊色！残奥

会之美尽在于此，美在自信，美在超越，美在梦想。

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创始人顾拜旦说：“生活中，重

要的不是凯旋，而是奋斗！重要的不是必须获得胜

利，而是奋力拼搏！”残疾人运动员，只是肢体或生理

上的残缺，但他们没有放弃更高、更快、更强的精神

追求，他们彰显着生命活力，并以最坚强的毅力捍卫

着人的尊严。

绽放生命的力量绽放生命的力量

铜陵，这座长江南岸的山城，新中国的第一炉铜水浇

铸之后，短短几十年间，迅速发展成颇具规模的现代城

市。发展之快，让人禁不住留恋和向往市郊“农林村”的田

园生活。

农林村依山傍水。依的是黄山的余脉；傍的是母亲河

长江。温暖的阳光，多样的小气候，让农林村的物产极为

丰富。特别是中药材，黄芪半夏杜仲桔梗肉桂，山上山下

沟渠水洼到处可采。

农林村与市区仅隔一条红星河。顺着红星河，是一条

高铁线。从市区到农林村，只有高铁线下的两个隧洞相

连，隧洞接着河桥，然后小路弯弯沿着山脚向密林深处延

伸，别有洞天。

柯先生是生活美学家，品出农林村桃源般的真味，索

性租一处民房，开了家饭庄，取名“浓林十二味”。

夏日周末的上午，我们应邀驱车前往。过了隧洞，过

了河桥，浓密的林荫迎面扑来。不知过了多少个山坡，坡

下露出一座小桥，溪流从桥下钻出来。顺着溪流，散落着

几户民居，掩映在古木交柯浓荫蔽天之下。一幢三层小楼

的门楼上赫然刻了隶书的“浓林十二味”字样。

柯先生站在檐下，将我们迎上三楼西厢的房间。

房间东面的整个墙面上挂着一本虬曲的紫藤老干，梢

头耦合着大片的斑茅，根部镶嵌着千层怪石，好一幅枯

藤老树的挂壁盆景。见我看得出神，他便走到南面窗

前，手指窗外道：“这厢是枯藤老树昏鸦，下面便是小桥

流水人家。”

朝窗外望去，果然桥下流水潺潺，桥上枫杨枝叶婆

娑。小溪对岸的田野郁郁青青，像一张巨大的绿毯铺展

到不远处的山脚下。山是青黑色的，山上云缭烟乱，恍若

梦境。

柯先生早备好亲自下厨烧的家常小菜，把酒言欢之

际，我好奇地问十二味的奇妙之处。他说：“自出于中医

世家，又酷爱美食，根据季节变化结合本地的食材炮制了

十二道养生菜，名之‘十二味’，今大家品尝的是这个季节

里的三味。”

第一道养生鳜鱼粥，是选用湖泊鳜鱼，去骨切片后调

味上浆；再选中药材熬制的水加米煲成稀粥，调味后倒入

砂锅加热，下入鱼片烫熟，具有补中益气、健脾开胃、滋阴

清热、补肝健肾，老少皆宜。第二道是清炒竹菇，选取山间

毛竹生长的菌菇，在沸水中焯片刻出锅加冰块迅速降温，

再用新鲜菜籽油滑炒勾薄芡淋明油装盘即可，具有清热化

痰、止吐抗氧化的功效。第三道是凉调松针，采集春季松

针的嫩芽，九蒸九晒之后，用沸水烫制，再用冰水过凉，采

用自制的汤汁调味，具有祛风燥湿、活血安神、延缓衰老的

功效。

听说松鼠吃松子，还没听说松鼠吃松针呢？筷子不自

觉地伸到松针碟子里，夹起来品尝，果然是从未领略过的

滋味，有一丝清香、一丝淡涩。我忽冒出一句，这松针能

吃，怕是青草也能吃吧？

柯先生微笑地说：“‘十二味’里真有一味青草的，只是

须用春天里一种头茬青草的嫩尖作原料。各位要尝，只有

等来春了。”

他说，自己本来生长于乡土原野，来此地开“浓林十二

味”，无非是一种回归。

我仔细品味着，似有所悟。

每年开学，孩子总是充满期待。红领巾洗干净叠好，

书包里早准备了文具；铅笔削好了，和橡皮一起装进崭新

的文件盒里；用过的课本，也码得整整齐齐的。这些都是

孩子自己准备的，每年开学前都是如此。

暑假对于孩子来说，是继续学习的过程，只不过把学

习从学校延伸到了社会。今年暑假，我和孩子一起学会了

游泳，一起到社区做公益活动，还到医院当了几次义工，甚

至穿汉服学习表演行为艺术。孩子过得特别充实，用她自

己的话说“暑假里做自己喜欢的事，才是最有味道的”。

我想起了儿时的暑假。那时在乡下，暑假里到处疯

玩。不是爬树摘果子，就是下河摸鱼虾，晒得像条泥鳅。

父亲在“任我行”的同时，总不忘培养我的兴趣。三伏天，

父亲骑着自行车带我到镇上看书，看完一上午奖励一根白

冰棒。后来，我在书上读到一句话，说“快乐是一种本领”，

深有感触。临近开学时，父亲总要带我上街，买些书本之

类的。每看到崭新的学习用品静静地躺在书包里，我就能

感觉到读书的氛围。

记忆中，每年开学那天不管多忙，父亲都坚持送我去

学校。父亲有个习惯，一定要将我亲自交到老师手上，还

要跟老师聊会天。当时我也一直不理解，老师和学生都相

互熟悉，没必要再三托付吧。

“今天我送进学校一个纯朴的儿童，明天你将还我一

个怎样的青年？”长大后，偶然

读到张晓风的文章，才渐渐明

白父亲的良苦用心。有了孩

子后，开学那天我都要送孩子

上学，然后亲自把孩子交到老

师手里，让孩子感到开学有种

仪式感。

又到开学季，有仪式感的

开学，才是最有意义的。

又到开学季又到开学季
况 味人生 □王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