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0 2 2 年 5 月 2 4 日 星期二本版责任编辑 流冰 版式设计 李娟 东 石 笋 副 刊 7

东东石石笋笋副副刊刊
本本版版责责任任编编辑辑：：流流 冰冰
邮邮箱箱：：554433338855554411@@qqqq..ccoomm

我的老家名字叫叶集，这是一个很不
起眼也没有多大名气的小地方。

前些日子，我和几个工作在京的所谓
文化人，应邀来到叶集参加《韦素园传》
新书发布暨叶集文化建设研讨会，这里强
烈的文化自信氛围，一下子就激起了我心
头的阵阵涟漪。

这个“巴掌大”的地方，其实很美

我国鄂豫皖三省交界地段的大别山腹
地，那七上八下、层层叠叠的溪流，好像
情人约会似的，唱着、跳着汇聚成一条清
澈无比的河流——— 史河。

在史河岸边的一块湿润土地上，有一
个古镇，或许是早年叶氏商人经商且生意
红火、商铺林立、人丁兴旺的缘故吧，这
个古镇就叫做了叶家集，也就是历史的今
天叶集的由来了。这大概也是地域文化
吧，在叶集附近还有很多这 “ 集 ” 那
“集”的，如周集、孟集、徐集、刘集什
么的“集”，而这些“集”一旦成了历史
和文化的符号，似乎也就成了永恒。

叶集过去属于安徽省的霍邱县，20

世纪90年代后期与霍邱县分离，成为六安
市下辖的县级改革发展实验区。2015年10

月，它正式成为安徽省六安市辖区叶集
区。

要说叶集这个“区”，应该是全国很
小之一的“小区”了。其占地面积只有
568平方公里，人口也只有28万，当地老
百姓说是“巴掌大的小地方”，说的那是
个实话。但别看它小，这里的确是一块风
水宝地——— 身处豫皖界，东望长三角，西
接中原地，南枕大别山，北连淮河水，素
有“大别山门户”和“安徽西大门”之美
誉。

可就是这块“巴掌大的小地方”，却
被紧挨着的一个一个的美丽绝景所紧紧簇
拥和环抱。在叶集的南侧一点点就是“红
军故乡、将军摇篮”之誉的六安金寨，这
里的景色是“峰峦叠青翠，林深山溪腾，
树高虫鸟叫，花香百里红”；这叶集身边
酣睡的梅山水库和响洪甸水库，像似镶嵌
在青山翠谷里的两颗璀璨明珠，闪亮而楚
楚动人，每到春天和秋季，水库周围那绵
延的杜鹃花和山茶树、橡栗树，红火的像
似红红的飘带，绿翠的像似绿绿的地毯，
黄橙的像似黄黄的金谷，是幻想不出来的
美景世界。记得我12岁那年和几个同学是
“夜里走路、天亮到库”，那是我豆蔻年
华第一次爬上梅山水库的库顶，那个印记
的底片一直存在我的记忆里挥之不去。

在叶集的怀抱里，给予我的美感也好
像与众不同———

“丘陵”看上去要比一般意义的丘陵
要多些灵气，主要是那些野花草木不大不
小、不高不低地扎根在一片连一片的漫丘
遍陵上，其野性的韵味构成的起伏风姿煞
是独特。

“平地”瞅上去也很生动，生动的是

它的湿润，一锹挖下去就是一汪清澈的泉
水，接受滋润的万物一年四季似乎都在
“赤橙黄绿青蓝紫”的颜色里变幻。尤其
是那遍地的梨青、桃红、杏黄，和一眼望
不到边的金灿灿的油菜花，招惹采花蜜蜂
的吟声在这个城区的上空幸福地游唱。

“水系”发达的“迈步就是河，举目
就是水”。你到了这里，保你随时都能看
到史河岸边那水灵透明的三三两两的村姑
镇女在那洗衣和逗趣，那撩水玩水嬉水的
歌声，没法让你不陶醉。那个女人发卡式
的未名湖，只要你走近它的身边，足以使
你一步三回头，左看右瞅，就是看不够、
瞅不休。这湖很大，转一大圈需要两小
时；这湖很清，清澈的连小鱼在水草里戏
耍都能看得一清二楚；这湖很闹，抬眼就
是成群结队的飞禽在湖水岸边叽叽喳喳地
乱叫。记得去年春节我回老家的时候，特
意让小妹夫一早陪我在这个湖里转了两
圈，然而还觉得不过瘾，自己又呆呆傻傻
地在湖边石头上坐了午饭时间都过了方才
带着“不情愿”回家。

这里那道绿，这里那片红，这里那处
黄，这里那个翠，不就是叶集人自己拍摄
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现实版电
影吗？

叶集，我可爱的故乡，我魂牵梦绕的
这片热土是那样的清纯与芳香。

这个“土的掉渣”的地方，其实
很有文化

谁说叶集“土的掉渣”？
要我说叶集不土，当然也就不会“掉

渣”，叶集很有文化，且叶集的文化底蕴
深着呢！这里在明清时期是商业重镇，说
明它有商业文化；这里在抗战时期是国民
党将领的指挥场地，说明它有抗战文化；
这里在解放战争时期也是支前援军的地
方，说明它有红色文化。诚然值得讴歌
的，无疑是它的未名文化。

这是一曲属于叶集人引以自豪的历史
红谣——— 受当年五四运动的感召，在20世
纪20年代的上半叶，中国大地雨后春笋般
地涌现了许多且大多由进步青年创办的新
文学社团，其中就有在鲁迅领导下成立的
未名社。未名社成员有鲁迅、韦素园、台
静农、李霁野、韦丛芜、曹靖华等6人。
而在这6人当中，除了鲁迅与曹靖华两人
之外，其余四人都是叶集这个小地方土生
土长的文化人，后来家乡人把未名社的四
个叶集人称为“未名四杰”。

这个当年被鲁迅称之为“是一个实地
劳作，不尚叫嚣的小团体”的未名社，虽
然它的生命只有短暂的六、七年时间，但
文化影响可不能小觑。未名社出版有两套
丛书，一套是专收翻译的“未名丛刊”，
其中有鲁迅翻译的《出了象牙之塔》《小
约翰》，韦素园译《外套》《黄花集》
等；另一套是专收创作的“未名新集”，
其中有鲁迅的《朝花夕拾》，韦丛芜的

《君山》《冰块》，台静农的《地之子》
《建塔者》，李霁野的《影》等。完全可
以这样说，那个诞生于上个世纪20年代初
期的未名社，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影响，
是有贡献的。在这“未名四杰”中，当属
1902年出生在叶家集北大街忠义堂旁的一
个小商人之家韦素园为首。未名社最初的
地址，是在北京大学一院对过沙滩新开路
5号韦素园居住的一间陋室，鲁迅称之为
“破寨”，而韦素园却是“守寨”的人，
主持这个“寨子”里的日常事务。

1929年初冬，韦素园拖着病体在这个
“寨子”里写下了《痕六篇》，包括了六
个抒情短章：《影的辞行》《“窄狭”》
《端午节的邀请》《小猫的拜访》《蜘蛛
的网》《焚化》，含而有漏地表现了作者
“反抗绝望”的心态和苦况。“……概括
地说，我看出来是这样：怀疑，是对旧时
代的破毁；坚信，却是对新时代的创造。
不能彻底的怀疑，旧时代不能有彻底的动
摇；但是不能彻底的坚信，新时代却也不
能有彻底的建造。现在我们站在新旧时代
的交口上了，我们是仍旧怀疑，还是走上
新 的 坚 信 的 路 呢 ？应该判 决 的时候到
了。”真是弃旧扬新的时代弄潮儿!

难怪鲁迅在《忆韦素园君》中这样评
价：“是的，但素园并非天才，也非豪
杰，当然更不是高楼的尖顶，或名园的美
花，然而他是楼下的一块石材，园中的一
撮泥土，在中国第一要他多。他不入于观
赏者的眼中，只有建筑者和栽植者，决不
会将他置之度外。”鲁迅的“高抬”至今
还留在北京香山脚下的万安公墓，韦素园
的墓碑上镌刻着鲁迅的碑文：“呜呼，宏
才远志，厄于短年。文苑失英，明者永
悼。”

韦素园“在中国第一要他多”，何况
在叶集呢？

当然，叶集除了有这“未名四杰”
外，还有蒋光慈、张目寒、赵赤坪等文化
大家和革命大家。

“明者永悼”，无论时光流到什么时
候，叶集人都会把韦素园和“未名四杰”
以及蒋光慈等文化名人，当作叶集的历史
和文化丰碑而引以自豪！

或许正是有了这个属于叶集人的“未
名四杰”，使叶集人就喜沾上了文化的名
气，“张口就是诗，出言就是句，家家有
文人，户户ABC”的文化氛围，把叶集装
点的很有文化。读名牌大学的比比皆是，
在京城和外地“做官”做生意的大有人
在，并出现了像军旅作家徐贵祥、百姓文
友诗人史红雨、小说作家谢德新、现代文
学教授黄开发、乡土散文作家黄圣凤等一
群带有未名泥土芳香的文学大家，他们的
大作《历史的天空》、《六安民间文学丛
书》、《有个农民叫秦二世》、《周作人
的精神肖像》、《韦素园传》等，无疑就
是“未名文化”的诠释和发展。

眼下的叶集，正在并将持续打造“未

名文化”。未名湖、未名广场、未名路，
未名湖畔小区、未名讲堂、未名娱乐会
所、未名青年志愿服务队、未名演艺传
媒、《未名文艺》等等，已经成了当今叶
集人的一张张文化名片。

总之，叶集这个无名之地似乎正在变
得有名。

这个“老少边穷”的地方，其实
已经换了新装

过去听老家老人说叶集是“老少边
穷”，这话当时不懂，现在明白了其中的
含义。这里的“老”是指革命老区，叶集
也算是；这里的“少”指少数民族，叶集
也有很多少数民族，尤其是回族人居多；
这里的“边”指边远地区，叶集的确是处
在安徽的最边边角上；“穷”就不用说
了，叶集当年那真是“穷的叮当响”。

我非常赞成这句话，叫“没有改革开
放就没有叶集”。是改革开放的强劲东
风，催生了这块土地走向了富裕和繁荣的
天堂，中国故事里无疑也有叶集的故事。

叶集这颗镶嵌在大别山下、史河岸边
的明珠，如今正在焕发出旺盛的发展活
力。

叶集人好像很懂得了解自己、壮大自
己的发展路径。他们正在按照“抓叶集、
促崛起、聚特色、塑产城”的发展思路，
全力打造加快创建皖豫边界中部崛起示范
区和省际毗邻地区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合作
示范区。力争以最积极的进度链入合肥都
市圈，主动承接长三角、珠三角产业转
移，大力引进培育专精特新企业，使之尽
快成为名副其实的“商家云集之地、商品
集散之都”。

眼下的叶集，正在努力实干！他们紧
抓“特色”不放松，建立“2+N”产业链
专班推进机制，实施“积树成林”工程，
大力利用“中国板材之乡、华东四大木材
集散地、安徽林产业十强县”的林木经济
优势，“以点带面”地带动其它经济如叶
集黄梨、叶集羊肉、叶集稻虾综养等特色
产业快速优质发展。

眼下的叶集，正在努力巧干！他们看
准了“拥河发展”的巧妙所在，与河南固
始县共建“一河两岸一座城”，持续推进
城市更新改造，持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持续实施“妈妈式”服务，持续筑牢绿色
低碳发展底色，全力打造“文化兴叶集
强”的叶集升级版。

眼下的叶集，正在强“集”富民的路
上快跑。水路，那是区内史河、汲河环
绕；铁路，那是沪陕高速、合武高速、沪
汉蓉高速交汇于此；“天”路，那是乘飞
机去合肥新桥国际机场，仅驱车1个小时
便可到达。叶集，已经成为东进西出的咽
喉和贯穿南北的节点。

这些一个个、一处处、一片片的“眼
下”，就是告诉你现在和未来的叶集，正是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日新月异的
好风光，风景这边也好！不信你走着瞧，到
时一定会让你翘起大拇指给予大大的点
赞。

叶集呀，我可爱的故乡 !这汪水，这
片山，这处林，这
些人，这里的一切
的一切似乎都带有
古典的历史文化韵
律，这里一切的一
切似乎也都带有新
时代美好梦想的发
展符号。

大别山下这个“集”
彭元正

水爷，人送外号“想当初”。
水爷逢人便张开仅剩几颗牙齿的

瘪嘴巴，叹一声“想当初啊”，熟悉的人
都知道，他要讲故事了。

水爷讲的故事，是他亲身经历的
事儿。

想当初，淮水泛滥，水爷家的茅庵
被浊流吞没，老水爷眼疾手快，抓起还
是小水的水爷，扒着独轮车漂出水窝，
一路乞讨来到这岗村。谁料想远离了
水害又遭遇了旱灾，田地干得冒青烟，
他爷儿俩只得靠帮人家打零工过活。

揪心的日子终于到了尽头，春雷
一声响，共产党给人民打下江山。已是
大水的水爷快活得像只百灵鸟，腰系
彩带，扭圆屁股，推着装饰成花篮的独
轮车，在游行队伍中撒欢儿，可着嗓门
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浑
身的热血燃烧起来，噌噌腾起火苗。

新中国建立后，党和政府号召兴
修水利，老水爷和大水自告奋勇上前
线，于是，工地上便活跃着一对独轮车
老少，年老的掌车把，年少的拉牵绳，
两个人的屁股扭成了风车轮。让大水
引以为傲的是，他还和专区的郝专员、
县里的赵书记打过擂台，结果他赢了，
郝专员、赵书记硬是把自己的白毛巾
奖给了他。还有特别开心的，水渠开通
那天，大水随水头一路狂奔，突然被人用水淋淋的双臂拦腰抱住，
转脸一看，原来是赵书记，身边还有郝专员，反正他们的身份早已
是工地上建设者了，大水便也放肆地搂住他俩的脖子，旁若无人地
跳起了“水上芭蕾”……

起初，水爷讲的故事很让后生们震撼，十里八乡的会专门寻
来，央求水爷讲上一段。不知从何时起，听众就渐渐少起来，甚至水
爷一开口，便有人截住话头：“想当初，老黄历，早过时了！”水爷干
瘪的嘴动了动，便闷闷地猛吸自个的旱烟。

也许是“想当初”的那些故事在水爷的心里憋得太久，也许是
水爷的年纪越来越大，他见到人只叹一声“想当初啊”，就不再有后
话了，尤其是见到某些装腔作势的摆谱人，他更是连“想当初”这几
个字也不吐，只是默默地摇头叹息。

日子就这样像当初开挖的水渠里的水，悄悄流过了冬，流绿了
春。

有一天，水爷立在村头遥望远方想心事，一辆面包车嘎地停在
他身边。车上下来几个人，领头的中年人很和气地走近他，道一声：

“水爷，您老人家好！”一旁的人上前介绍说，这是县委郑书记，是专
程来听“想当初”故事的。

水爷撩起衣襟擦了擦昏花的眼睛，“想当初啊”，可瘪嘴巴张开
了老半天，脑子里却一片空白，那些故事竟像土遁一样消失了。想
啊想啊，他一拍脑门，孩子似的“嘿嘿”笑起来，笑得眼前这几个人
莫明其妙。

嘿嘿嘿，那个赵书记啊，老赵，真把俺笑岔气了！
炸开切岭那天，俺的两条腿上紧了发条，低着头，铆足劲，推着

独轮车就像在工地大舞台上表演，哪还顾得身边的人呢！只听“扑
通——— ”一声，俺就知道不好了。

抬头一看，哎呀，迎面的独轮车被俺撞翻了！
那会儿，为了加固溢流坝，正在搞灌桩施工，挖有一个大池子，

满满的都是像稀饭糊糊一样的黄泥浆。那推车的人身子一歪，仰脸
栽倒在泥池里，满身、满脸都是泥浆，连鼻子、眼睛都给糊住了，活
像一个泥菩萨。

俺赶紧丢下车把去拽，等拽上来一看那个泥人样儿，俺忍不住
哈哈大笑起来，可笑到一半突地噎住了。你猜怎么着？我的妈呀，这
不是赵书记吗！真的是老赵啊！

这咋整呀，俺真的不知咋办才好，尴尴尬尬地杵在那儿。没想
到老赵那个泥人呢，像啥事都没发生一样，反倒接着俺的笑又“哈
哈哈”起来。

俺要给赵书记赔个礼道个歉，而他呢，扶起车把子一溜烟跑远
了。

望着他泥菩萨样的背影，大伙儿都哈哈大笑起来，俺想憋也憋
不住啊，笑得边推车边揉肚子。

嘿嘿嘿，你们瞧，这就是给咱老百姓打下江山的干部啊！
水爷的话戛然而止。郑书记和他身边的几个人都沉默了。
好一会儿，郑书记一把握住水爷的手，

神情凝重地连声说：“谢谢！谢谢！”又转身
面向跟随的人，“水爷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
的党课，他告诉我们什么是初心，什么是使
命。以后，我们真要多请水爷给我们讲讲故
事！”

水爷咧开几乎没了牙的嘴，脑海里又
闪过“想当初”那些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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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很寻常的星期天。早上，一家三口
吃完早餐后，老公大明说上午约了一个客户谈生
意，拎着包就出了门。老婆阿娟收拾了一下家里，
安顿好儿子写作业，她就去了菜市场。

在去菜市场的路上，阿娟琢磨着今天该买点
啥菜呢？她想到最近老公生意比较忙，早出晚归
挺辛苦的。难得有一个星期天，该买点他喜欢吃
的菜犒劳一下。她知道老公最喜欢吃红烧大肠，
可是做这道菜对她是个不小的挑战，她胃浅，对
异味特别敏感，每次清洗大肠她都要干呕好几
次，弄得自己翻江倒海、眼泪哗哗的。

到了菜市场，阿娟犹豫了一下，还是向一家
挂着大肠的猪肉摊档走过去……

大明和客户谈完生意上的事情，又一起去餐
馆吃了个午饭。下午，大明去公司处理完一堆事
情，一看还有些时间，他想到最近肩膀越来越疼，
就去了附近的医院。他到医院挂了号。见到接诊
的大夫，大明就把最近肩膀越来越痛的情况跟医
生说了一通。医生按了按他的肩膀，又拉了拉他
的手臂，询问了他的痛感程度；又让他抬高手臂，
他举到一半就举不上去了。

医生让他去拍了片子……经过一番检查，医
生说，你这是肩周炎，人到中年后，很容易得的一
种病。并问他，平时久坐办公室吗？胳膊用力多
吗？大明想了想说：我有锻炼的习惯，经常拉单
杠、做俯卧撑、推健腹轮啥的。还有，就是结婚后，
老婆喜欢枕着我的胳膊睡觉，十几年了，一直都
是这么过来的。

医生一边开药，一边笑了笑，说：得给你的肩
膀减减负，你们这个睡觉习惯恐怕也得改一改
了。大明踌躇着说：我怕她睡不好觉。有时候我把
胳膊抽出来，她就醒了，一直睡不着，只好又给她
枕上。

傍晚，大明一回到家，就闻到了一股他喜欢
的红烧大肠的味道。他顿时来了精神，从柜子里
摸出了一瓶酒，砸吧着嘴说：好菜得用酒来配。
饭桌上，儿子说：老爸，老妈给你弄大肠，吐了好
几次，好辛苦啊。唉，也不知道你为啥偏偏喜欢
吃这么个菜。大明听了，一脸歉意地看着阿娟，
说：哎呀，真难为你了，下次别再做大肠了。阿娟
笑笑说：别听儿子讲得那么夸张，你喜欢就多吃
点。

晚上，上床睡觉的时候，阿娟还是像往常一
样，拱到大明身边，习惯性地把头枕在他的肩膀
上。大明在黑暗中皱了一下眉头，忍住没有出声，
伸出胳膊，像往常一样，默默地揽住老婆……

六 一
张绍国

在六一节，我看到
孩子们的快乐无以言表
他们没有生活的牵绊
没有荣辱的烦恼
快乐发自心底
单纯、自然和真诚

孩子们像带露的花朵
鲜艳、芳香和圣洁
湮灭人间的阴霾与颓废
孩子们更像蜜蜂
一心在花海里遨游
带来醉人的琼浆

与孩子们在一起
我们学到了快乐的秘密
像花朵一样开放
只为美丽打开自己
像蜜蜂一样飞翔
只用甜蜜愉悦人间

望 春 谷
郑 文

这是一片贫瘠的土地，
山河破碎，百姓流离。
黑暗中摸索，苦难中呐喊，
光明在哪里？

这是一片红色的土地
十月革命的光芒，

在这里这点燃，
浴血奋战，为国捐躯，
人民站起来了，
流浪从此过去。

这是一片改革的土地，
一切为了人民，
脱贫走向富裕，
蜿蜒而平整的道路，
敞亮的楼房，灿烂的笑容，
诉说着春天故事。

这是一片美丽的土地，
三月的望春谷，
远处山峦那一簇簇的白，
梦似云雪，缕缕清香犹如炊烟，
那是玉兰绽放把春唤醒。

雁 阵
欧吉忠

用一字长蛇阵
把南方与北方连接
最后一只
摇摇摆摆地没有放弃

把目标锁定
在一千公里一个村庄
风云再起
队伍变成了人字阵

左边看是九只
右边看也是九只
温暖的树林
一个没有少

下班回家，我那
刚上小学的儿子正无
精打采地趴在他的小
书桌上。看到他的样
子，我有点紧张，放下
手上的背包马上问：

“儿子，是不是生 病
了？”儿子看都不看我
一眼 ，把头摇了摇。

“今天被老师批评了？”儿子这才抬起头
来，满脸不开心地回答：“没有。”我轻轻
地拍了拍他的头又问：“到底是怎么回事
呢？”

儿子直起了身子，把折叠起来的一
张纸打开。“六一儿童节快来了，老师让
我们在纸上画出自己的六一心愿，并让
爸爸妈妈帮着去实现它，可我不知道该
画什么。”儿子显得颇为苦恼。“你想画什
么心愿就画什么吧，爸爸一定帮你实现
它。”

儿子有点不相信：“您说的是真的
吗？”我说：“当然是真的，你不相信的话，
我们可以拉勾嘛！”得到我肯定的答复
后，儿子高兴地伸出手，小手指与我相互

勾着，大拇指相对，说：“拉钩上吊一百年
不变”。看着儿子开心的笑脸，我想无非
是给他买个大一点的变形金刚或玩具汽
车而已。孩子毕竟是孩子，在大人眼里算
不了什么事。

我去厨房跟妻子打了个招呼，儿子
叫我了：“爸爸，我已经画好了。”我走过
去，看到那张纸上画有游乐园、小汽车，
还歪歪扭扭地画了两个小人儿。“开车去
游乐园？还是买个小汽车？”我琢磨着儿
子的意图。“不是的，去年妈妈就给我买
了！”儿子气呼呼地说。“那么，是不是再
买个大一些的小汽车？”我试探着又问。

“我已经有两个啦！”儿子急得都有点想
哭了：“我要爸爸妈妈陪我一起过六一！”

我恍然明白了。因
为工作的原因，我和妻
平日没有时间陪孩子，
多数时间是爷爷奶奶陪
着他。如果儿子想要什
么玩具之类的物品，我
大都会满足他，并以为
物质可以满足孩子的欲
望。然而，我此时才明

白，孩子的情感是细腻的，他需要的未必
是漂亮的服饰，昂贵的玩具，他更需要的
是无法替代的父母的关爱与陪伴。

晚上，我和妻子说起了此事。说着说
着，相对无言，心中都充满了愧疚。看着旁
边已进入梦乡的儿子，我们约好，不但要
帮儿子实现他的六一心愿，而且会在以后
的日子里尽量多
花 点 时间 陪伴
他，关爱他，一天
一天，一年一年，
让他的童年生活
因为父母的温暖
相伴而过得幸福
快乐，健康美好。

小小 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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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诗 歌歌

﹃

想

当

初

﹄

赵
克
明

短诗三首

六 一 心 愿
甘武进

肩周炎
李阳月

夏至已至
青草芳香

扎羊角辫的女孩
担子上
一头 盛满幸福
一头 漾出快乐
儿歌悠扬

文图/刘学艳
诗与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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