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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别山区，位于鄂豫皖交界处，东西绵延约
380公里，南北宽约175公里。它西望武汉，东守
南京，南至九江，北达淮河，交通方便，地形险
要。自古以来，大别山是兵家必争之地。土地革
命战争时期，这里是全国第二大革命根据
地———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活动区域。

1934年11月16日，中共鄂豫皖省委率领红
二十五军长征后，国民党军以10余万兵力继续
对鄂豫皖根据地进行“清剿”。大别山的革命处
于危急关头。中共皖西北道委书记高敬亭率领
留在鄂豫皖边区的红军和游击队，于1935年2月
在太湖凉亭坳(今属岳西县)重新组建了红二十
八军。在与党中央和鄂豫皖省委失去联系的情
况下，高敬亭率领红二十八军和红军游击队独
立自主地坚持了大别山三年游击战争，使红军
革命的旗帜一直飘扬在大别山上。

雷伟和在红二十八军八十二师特务营当战
士，在八十二师二四四团、二四五团当班长，以
及随后在八十二师特务营四连当排长，正是红
二十八军坚持大别山三年游击战争时期。

当时，大别山根据地的形势异常艰难严峻。
国民党反动派对坚持在大别山的红二十八军，
采取“追剿”“堵剿”“围剿”“清剿”以及制造“无
人区”的战术和“三光”政策。他们在“有民就有
匪，民尽匪尽”的方针指导下，提出了“驻尽山
头，宰尽耕牛，见人就杀，鸡犬不留”的口号，组
织杀人队，屠杀革命群众。

敌人的决心，是要把苏区变成无人区。他们
所到之处，真的是鸡犬不留。雷伟和出生的斑竹
园“小河村”，就是被国民党烧掉的，村子没有
了，人也没有了。整个苏区尸骨遍野，房屋被焚，
成千上万的大别山人被敌人杀害了，成千上万
的家庭给敌人毁了。很多地方都成了白天不见
人、晚上不见灯的无人区。至1934年底，大别山
只存下皖西的赤城、赤南、六安六区、鄂东北等
四块残缺不全的小块根据地。

但是，红二十八军和大别山根据地人民没
有被白色恐怖吓倒。皖西北军民密切协同，积极
组织游击队、便衣队，扩大地方革命武装，开展
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

在三年游击战争中，我红军战士和大别山
根据地人民发扬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和乐观主
义的革命精神，千方百计克服困难，同心协力坚
持作战。红二十八军战士编出一首首不怕苦不
怕死、再苦再累也要坚决革命的歌谣：

“青山绿水陡石崖，为了革命上山来，坚决
与敌斗到底，誓死保卫苏维埃。”

“山沟石洞是我房，树枝稻草盖身上，山菜
野果能当粮，三天不吃打胜仗。”

“山林是我们的医院，肩膀是我们的粮站，
山洞是我们的房子，茅草是我们的被子……”

“树也砍不完，根也挖不尽，留得大山在，到
处有红军。”

“红军都是英雄汉，白匪再多干瞪眼，总有
一日天要红，人民定要做江山。”

其实，当时的战争条件、医疗条件、生活条
件都极差。

先说行军。
红二十八军自1935年2月重建后，没有一

天不在行军、突围，突围、行军中度过。这种行军
走路，不同于平常一般的走路，而是在敌人追击
中、在战斗中的奔走。在没有后方支援、战线也
不固定的情况下，为了摆脱追击的敌人，红二十
八军不分风霜雨雪，不分白昼黑夜，穿丛林、钻
荆棘、越悬崖、跨洪流，常常一天一夜走50多公
里路。敌人第二十五路军，跑不过红二十八军；
敌人的十一路军，也跑不过红二十八军。那时，
红军战士想的不是自己的安危，而是战胜困难，
奋勇前进。雷伟和在老年时回忆说:“1936年夏
天，红二十八军特务营由梁从学带领行动到黄
州。前有大河，河里洪水急流，后有追兵，我们只
好强渡大河，有的同志被洪水吞没，光荣牺牲
了。”(雷伟和《艰苦奋斗 克服困难》)

1937年春卫立煌组织实施的“三个月清剿”
中，红军部队平均每日睡觉仅二三小时，而且在
长期疲倦的情况下，还要频繁作战。我们的战
士，有时走路都能睡觉。新中国成立后，红二十
八军老战友相聚时一说起三年游击战争什么最
苦，就是一句话：“无一日不走，无一日不战，无
一日不伤亡。”几天几夜连续行军而不能睡觉的
情况，真是多不胜数。所以，许多人对“打完仗你
第一件想做的事是什么”这个问题的回答是：

“睡他个三天三夜！”
那时候，长期奔走在山林间，蚊子叮、蚂蟥

咬，碰上下雨，只好挨淋。红二十八军当时没有
一顶蚊帐，战士被蚊虫叮咬是常事，在嗡嗡的蚊
声中仍能入睡。夜晚盖的被子，每个战士只带一
床单被或夹被，有时弄丢了，就只好垫稻草、盖
稻草。患了伤风感冒和疟疾，就靠一副铁身板硬
抗，行军出汗是最好的药。
再说吃饭。
大别山本身是个缺粮的地方。深山里根本

不种粮食，只有小山坡上栽上一点山芋、玉米。
皖西北一带，也是土地贫瘠，产量很低。本来一
年收成极有限，加上连年战争，田园荒芜，粮食
就更困难了。当时根据地由于敌人的“三光政
策”和经济封锁，部队、群众大都靠吃野菜、树皮
为生，连山野菜都吃光了。粮食成了部队的第一
需要，因为只有生存下来才能战斗。

红二十八军除开展冬季生产运动外，也挖
野菜或树皮蕨根，还设法挖掘动物的洞穴，如松
鼠、獾子、田鼠的洞，夺他们过冬的食物。大雪没
脚齐膝，风刮过山林像狼嚎似的，出门就打仗的
红军见不到粮食，啃树皮，扒雪底下的野果，饿
得前胸贴后胸……

有时，不得不派部队外出打粮(打地主老财
的粮)。对打仗缴获来的粮食，或者没收地主豪
绅的粮食，指战员自背大米袋子，把粮食带到无
粮地区。当时战士说“肩膀是我们的粮站”，就是
这个意思。

有时，行军途中碰上敌人，打一仗后将大米
袋丢掉了，只好饿着肚皮行军作战。做饭时，前
面派一部分部队把敌人冲垮，后面派一部分队
伍掩护，阻击敌人前进。当中的队伍在山上做
饭。每个连有两三个炊事员。那时的炊事员，每
人一把锅铲、一个行军锅，什么油、盐、酱、醋根
本不提。饭做得很快。不快不行，每顿饭连做带
吃不超过一个小时。每个干部、战士身上都有一

个缴获敌人的瓷缸或瓷碗。饭煮到差不多时，每
人挖一碗就走，一面走，一面吃。没有筷子，有的
用手抓，有的用树枝代替筷子。锅打烂了，走到
人烟稀少的深山区，找不到煮饭锅，即使身上有
米也无法煮熟。有时刚做好饭，没有顾上吃，敌
人就追上来了。

相当一段时间，每天一早一晚各吃一顿，摸
黑吃饭。早晨起来，烧点开水，把布袋里头一天
装的米饭倒在铁碗里泡着吃。实在没有办法，就
边走边抓冷饭吃，在河沟小溪里随便舀碗水就
喝，也不拉肚子，都练成“钢胃”“铁脚板”了。
在这些情况下，战士们总是饿一顿、饱一

顿，甚至一连几天不能好好地吃一顿饱饭。大家
饿得两颊塌陷，又加上缺食少盐，更是感到浑身
软绵无力。当时，雷伟和经常听到指挥员说：我
们要做到“四能”，这就是能饿、能吃、能跑路、能
打仗。
现在，说说穿衣、穿鞋。
穿衣，主要没收地主豪绅的衣布和攻克城

镇中没收资本家的布匹自缝，还有战斗中获得
的敌人服装。实行伪装战术时，就全部穿着敌人
的服装。冬季，战士们常常是单衣薄衫，有的只
好把能御寒的布被单裹在身上。那个时候，无衣
换洗，也没有时间处理个人卫生，夜晚又是穿衣
服睡觉，因此身上都生虱子，战士叫它“革命
虫”。整天爬高山、钻老林，本来就褴褛不堪的服
装，后来更加破烂了。开始大家还能挖大襟补小
襟，截长袖为短袖。后来，像破渔网一样，浑身上
下没有一点好布，补也无法补了。

穿鞋，指战员自己打草鞋。这草鞋，不是一
般的稻草打的，而是用麻绳做筋，用布条编成。
这种草鞋，穿上养脚，比较耐穿。夏天，一般不穿
袜子。在冬天的冰天雪地里，仅用一块方布包
脚，穿在草鞋里。少数有条件的穿着拥军的布
鞋；有的布鞋穿烂了只有草鞋，这山道长牙，再
好的布鞋、草鞋，要不了几天，保准鞋底穿，只有
用破布包着走。

以上这些，还能熬得过、顶得住，最令人心
焦的是枪弹越来越少了，一粒子弹比黄金还贵。
国民党那边，十一路军、二十五路军的兵士为了
捞现钱，常常偷偷变卖子弹、枪支，一颗子弹卖
一块光洋，现款现货。

“八月桂花遍地开，红军队伍多呀多豪迈，
消灭反动派呀，消灭反动派呀，革命胜利幸福
来。”在三年游击战争的艰苦岁月，大别山军民
以顽强的革命斗志和坚定的革命信念，克服了
难以想象的困难，坚持根据地的斗争。《八月桂
花遍地开》的歌声，响遍了大别山。国民党近20
万大军“围剿”红二十八军，可是“剿”而不灭。除
了红军英勇善战以外，国民党的政治家和军事
家无法知道，与他们交战的几千红军背后还有4
万平方公里的大别山土地，近300万大别山

人民。
在鄂豫皖边区三年游击战争中，红二十八

军和地方武装、便衣队在党的领导下，以不足
3000人的武装力量，转战鄂豫皖三省边区51个
县，牵制国民党正规军最多时达68个团，约17万
人，历经大小战斗数百次，歼敌近万人(18个营、
15个连和大量的地方保安军)，创造了人民战争
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罕见奇迹。

(张正耀编著)

在大别山三年游击战争艰苦岁月中

三月里的小雨淅淅沥沥地下个
不停，好似在天空中抛洒了一道细
细的雨幕似的，氤氲密布；我轻轻地
漫步在小雨中，沿着曲曲弯弯的小
路，去寻觅那儿时清纯浪漫、多姿多
彩的梦……
霍邱县老县委片区拆迁终于尘

埃落定，潇潇洒洒的春雨依然不停
地下着，好像为居住了几十年的人
们送行似的。我特意冒雨来看看，映
入眼帘的是一处处残垣断壁和拆得
七零八落的房屋，还有那历经数百
年风雨沧桑的老城墙埂，似乎在述
说着昔日的繁华与辉煌，可说是：洗
尽铅华始见真，浮华褪尽方显诚。这
个地方毕竟是我们儿时的精神家园
啊，承载着儿时满满的美好回忆。

六安市作协副主席穆志强对霍
邱城关考古研究多年，他时时刻刻
都在关注着老县委片的考古工作，
随着土建工程开建，他不断从这片
区域发掘宋、元、明、清等朝代的陶
瓷碎片，通过这些碎片可以看出这
片区域历史上的前世今生和文化渊
源，能感知先民们生活轨迹和时代
变迁，也揭示一个现象，这么珍贵的
瓷器普通人家是用不起的，可说这
里的房屋历代所居住者非富即贵。

相传在帝尧时代，中原地带频
发洪水灾害。大禹采取疏导方式治
水，他亲率民伕，水里趟、泥里滚，
苦干九年，将各地洪水疏导入淮，并
凿开峡山口，打通洪水东泄的通道，
平息了水患。一次，禹治水路过临淮岗，看见淮
水南岸，一片汪洋中聚集着一个小部族，眼看要
被洪水吞没。禹有好生之德，伸双手把部落的男
女老幼捧起来放在一片高地上，又去干别的事
去了。过一会儿，高地不见了踪影，禹四下里寻
找，看见那高地正在向淮河边移动，仔细一瞧，
原来是只大螃蟹驮着部落人。禹拔了两棵大树，
钉在螃蟹两只大螯上，这只蟹便钉在了古蓼城
关的位置，后人就在这块高地上兴建了城池，人
称“蟹驼城”。

因为有这个古老的传说，不知在什么朝代
城西湖湖畔沣河桥口和北七里的位置，建起了
两座七层砖塔，说那就是禹王钉蟹螯的木桩。当
时坐船从城西湖中朝县城看，城西门和门外石
泊岸，好似螃蟹的口器，向北向南伸出的高地，
真像螃蟹的两只大螯，而在北七里和南沣河桥
口矗立的古塔，正好似牢牢钉下这只螃蟹的木
桩。沣河桥口的塔倒得早一些，北七里的塔一直
到1958年才被扒掉。古往今来，淮河流域无数
次洪水滔天，而霍邱城关始终安然无恙。

由此，沿西门往北的一片广大区域大约有
80亩土地，53万平方米的地方，就成了霍邱古
城的风水宝地，自古就是庙宇成群，衙门官宦办
公住家的首选之地。

霍邱古时称蓼，自隋朝设县距今已有1400
多年的历史。霍邱古城原来是有城墙的，始建于
宋代，历经明清两代不断修缮，可以和寿县的古
城墙相提并论。然而，古城经过1932年霍邱保
卫战，遭到国民党军队飞机、大炮的轮番攻击，
损毁严重；1939年3月为了防备日本鬼子入侵，
当时的国民党县长陈应行发动全县民众将其拆
除，一座千年古城湮没在历史的浩劫之中。当年
的霍邱古城还有一大特色，可谓“五步一牌坊，
十步一座庙”。1 . 08平方公里的县城，大小寺
庙、牌坊30多座，其中著名的有文庙、福昌寺、
观音阁、华严寺、蚂蚱庙、城隍庙、文昌阁、魁英
楼、清末状元李霄峰故居、古县衙，等等。然而，
一座县城解放十多年，却连一条像样的马路都
没有，县委、县政府为了改变古城落后的交通面
貌，加之一些古建筑年久失修，不得不忍痛割
爱，对这些古建筑进行有限拆除。五十年代末因

修建西湖路需要取直，把沿途的
许多牌坊、寺庙都拆了，后来因建
旅社、商贸大楼，又拆了几座大寺
庙，历尽沧桑几百年的古建筑，完
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在这片土地上能够给后人留
下深刻印象的还有埋蛇沟、李霄
峰故居、老一校、老古井等古迹与
传说。相传楚令伊孙叔敖小时候
就居住此地，在他八岁那年，有一
天因事出门，半道上遇到一只庞
大的双头蛇挡住了去路，怎么躲
都躲不过去。当地有个说法，谁遇
到双头蛇谁不久就会死去，他一
开始有点害怕，转而一想，与其让
它害了性命，不如与它一搏；于是
转而回家取出父亲的宝剑，追上
双头蛇，奋力将双头蛇斩为两截，
母亲知道此事即担心又害怕，连
夜就把双头蛇给埋了。孙叔敖不
仅没有死，后来还官居楚国宰相，
之后，人们就把此地称为“埋蛇
沟”。
城关有四大名门望族，分别

是裴、罗、刘、陈四大家，而这四大
家比不过城北的一李家，这个李
家就是清末监察御史李霄峰，他
的故居在全国闻名遐迩，因为在
1932年霍邱保卫战中，它曾经作
为红25军军部而扬名海内外。
1932年5月初苏家埠战役硝烟刚
散，鄂豫皖苏区的红二十五军一
部就沿淠河北上，于5月12日攻

占淮河南岸重镇正阳关，接着又乘胜前进奔袭
霍邱。5月中旬，红二十五军一部开赴霍邱城，从
四面八方逃进城里躲难的土豪劣绅，像炸了窝
的马蜂，连夜逃走，有的逃往蚌埠，有的逃往南
京。5月16日，军长旷继勋率军部和教导团400
余人进占县城。军部就设在李霄峰家大院子里
(现北关粮站南侧)。次日，中共霍邱县委和县苏
维埃政府从大顾店迁入城内，霍邱县城宣布解
放。

然而到了6月中旬风云突变，国民党政府纠
集30万军队，开始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进行第
四次“围剿”，月底蒋介石调集国民党军队徐庭
瑶师关麟征、杜聿明部向霍邱境内进犯。

7月7日霍邱保卫战打响，到7月13日下午5
时，霍邱城失守，除身负重伤的旷继勋军长率
100多人，从西门水道经城西湖游水逃至关嘴、
徐集脱险外，近千名红军赤卫队和群众被俘，
1000多军民为保卫霍邱城献出宝贵的生命。

如今，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拥有百年历史
的城关一小，脱胎换骨建成了一座现代化的设
施完备、功能齐全的小学；沿湖边的老城墙埂旁
也将挂牌“霍邱老城墙遗址保护处”；李霄峰老
宅原址已仿建“霍邱保卫战遗址纪念馆”，并修
建了宽阔的红军广场。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历史的车轮不停
地滚滚向前，时代的潮流浩浩荡荡不断奔涌前
进，也不会停下发展的脚步。江山代有才人出，
各领风骚数百年。正是有了英雄人物的辈出、新
生事物的涌现、科学技术的提升，才会不断地影
响社会经济、时代文明、居民生活的发展、创新
与提高，从而推动历史的发展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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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明月，洁白的月光倾泻
下来，给地上铺上一层银色，乡间的小路上，两个少
年手拉手在奔跑，怀里揣着刚买到的中秋月饼。
那两个少年是我和四哥，那年我11岁。那天早

上，我吃过白水饭，就上学了。同位的林同学正在吃
月饼，那嚼冰糖的清脆声音不断地冲击着我的耳鼓，

那芝麻的香味直钻
我的鼻孔，馋得我直
咽口水。
中午回家，我

就问妈妈，晚上能
不能吃上月饼，母
亲捋了一下头发，
看了我一眼，我从
她忧郁的眼神中知
道，我渴望的月饼
是没有了。母亲默
默地摘着院中梨树

上的梨，轻轻地放在篮子里，然后对我说，父亲晚上
回来就有。于是我心中又升起了希望。
下午，又有同学在吃月饼，我跑到离他们远远的

沙池里玩，我挖出湿沙，团成月饼模样，排在沙池边，
不一会儿，沙团失了水份，瘫成一个个小沙堆。

散晚学时，我急切地回家。父亲还没有回来，家

里没有一点过节气氛。一轮圆月慢慢地从地平线上
升起，我垂头丧气地坐在小凳上，惆怅地望着明月。
不久，戴老师来到我家，说我父亲工作忙，回不

来了，带回来五块钱，让我们买月饼。母亲一扫脸上
的愁云，喊我们快去买月饼。我和四哥拿着钱飞快
地向商店跑去。
供销社月饼卖完了，东街的商店没有，北街的

商店没有，村部小店也没有，都卖完了！我俩像霜打
的茄子，蔫不拉几地回来了。

“太迟了，都卖光了。”我几乎是哭着说出来的。
母亲很自责，抱怨在外工作的父亲给钱太晚。“今晚
只有吃梨了。中秋吃梨，一家人也一样团圆平安。”

“连月饼都吃不上，这过的什么节！”我气得吼
起来。隔壁的江奶奶听到我的叫声，过来对我们说：

“河西太平桥小店还有月饼。”
希望来了，我和哥摩拳擦掌，自告奋勇要去买

月饼。“你俩行吗？”母亲面露难色。“我们能行！”我
俩拍着胸脯说道，抓起钱一阵风地跑了。
母亲的担忧是有道理的。到河西太平桥小店要

过河上窄窄的木桥，然后经过一段阴森的竹林小
道，大人走都有点胆怯，更何况两个孩子呢。可我俩
一心想吃月饼，早把这抛之脑后了。
我俩跑过小街，来到街边小河，此时明月高悬，

河面泛起银波，清脆的流水声与竹林哗哗声应和
着，增添了夜晚的宁静，几个石墩将几条40公分宽
的窄木桥连接起来，桥面并不平整，白天走在上面，
晃晃悠悠的，晚上就更难通过。
我们小心翼翼地踏上木桥，河面上掠过一阵凉

风，吹得我们摇摇晃晃的，哥攥紧我的手，侧着身，
横着脚，一步一步往前挪，终于走过小桥，来到竹林
小道。晚风吹动竹林，发出沙沙响声，道边竹稍摇摆
不定，小道忽明忽暗，增加了竹林的恐怖气氛。我们
不敢向竹林里看，总觉得身后有什么东西跟着，飒
飒作响，后背嗖嗖发凉，心砰砰直跳。终于穿过竹林
小道，看见前面不远处村部小店。我们飞奔过去，买
到了心心念念的月饼。
哥将月饼揣在怀里，我从店外拿了一截竹竿壮

胆，一扫来时的恐惧。我不停地央求哥哥让我先吃
一口，哥无奈，只好拿出一块月饼让我咬了一口。酥
脆的质地，香甜的口味，真是人间美味啊！

“月饼买回来了！”我们高兴地蹦着叫着。我们将
5个月饼交给母亲，她看了一眼残缺的月饼，并没有
怪罪，立刻将金黄色的外面撒有芝麻的月饼切成许
多块，里面冰糖、青红丝、花生米、瓜子仁都露出来，
每人都分到一小块。我先慢慢咬掉外面的皮，再一点
一点吃里面的馅，最后把落在手里的一点酥皮和芝
麻添干净，随后拿起母亲摘的脆梨，大口大口地吃
着。母亲欣慰地笑了，我们也高兴地说笑着。

“孩子们，我回来了。”突然，院门开了，父亲披
着一身月光走了进来。院子里更热闹了，我们迎上
去，递月饼，拿脆梨，父亲笑了，都很开心。
有月饼的中秋才叫中秋，有父母陪伴呵护才叫

团圆。在洒满月光的院子里，我们吃月饼、听故事、
赏明月。那晚我仿佛看见月宫里嫦娥在翩翩起舞、
吴刚醉饮桂花酒。

寥廓的天空
苍茫的大地
层林尽染
荻花飞絮
处处有诗意

金子般的稻谷
金灿灿的酥梨
还有银杏橙橘
黄色的脸和黄土地
丰收之季

枯萎的荷叶
沁香的金桂
风骨与风采
都是秋色之迷

中中 秋秋 月月 儿儿 明明
王王 健健 秋高气爽夜添凉，

山岫沉酣画霓裳。
菊绽斑斓惊墨客，
荷消红绿著残装。
窗含岭上丹枫舞，
门对湖边白鹭翔。
正是金天风日丽，
赞叹景色满园香。

秋色赋
袁孝友

秋 景
柯宏胜

徐徐缓缓 摄摄于于悠悠然然蓝蓝溪溪景景区区

“快来看啊，那上面落着一只红蜻蜓呵！”随着
那个穿白色百褶裙的年轻女子发出的一声惊呼，
所有人的目光都吸引了过来。真的是呀，近水的池
塘满目碧绿，簇生着成片成片的菱角，还铺陈着众
多如绿蒲团一样的水生芡实，在其中一页芡实的
正中，独立生发出一截毛茸茸的植株，植株顶上是
略微绽开的内显紫色的花蕾，果然有一只红色的
蜻蜓轻盈地停落其上。

霎时，我们所有人都围聚过来，大家的眼里流
露出好奇、兴奋与欣喜，纷纷举起手机、相机，对着
那小小的红蜻蜓一顿拍。“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
蜻蜓立上头”，南宋诗人杨万里昔时随口吟诵的诗
情画意，如今却是现代都市人必须远足乡野，才能
一见的珍贵乡愁。

立秋后的一个下午，应朋友之约，暂时放下繁
杂的工作，驱车二十公里，来到位于裕安区江家店
镇林寨村的林水寨生态园，这里是一处远离都市
喧嚣，可以暂时放松，让身心得到栖息的所在。

林水寨生态园创建于2015年，是集生态种
养、农产品销售、农耕体验、农耕文化、农业研学、
观光旅游、休闲康养等一体的大型田园综合体。走
进生态园，放眼望去，千亩的高标准鱼稻共生区，
绿意盎然，稻苗抽穗，时有白色鸬鹚从田间探出头
来，摇摇摆摆，笨拙之态惹人怜爱。一路走来，道路
两旁是芃芃蓊茸的植物，桃李杏柿，各自摇曳；池
边垂柳，依依多情；架上凌霄攀援，四下蝉声不绝。
于此情此景之中，你方能真的体悟到“蝉鸣林愈
静，鸟鸣山更幽”的禅意。
沿着弯曲的埂道慢行，可以看到园区指示牌

上那些雅致的地名：望月亭、白鹭洲、稻香亭、石榴
园、漫石桥……每一处都令人遐思，更令人跃跃神
往。曲径通幽，移步换景，经过“秋千摇椅”，绕过

“小兔推车”，前方忽然出现一座徽式门楼，青黑色
的砖石、檐瓦，古朴的石鼓门墩，还有旁侧摆放的
原木制作的桌椅。恍惚间，感觉自己穿越了时空，
误入哪户农家的庭院，甚至期待门扉后面还会出
现“人面桃花相映红”的一幕。

迈步门槛，进入生态园的接待区，首先映入眼
帘的就是一池碧水，水面不大，很是秀气，如果将
生态园喻为一位古典美人，这池水就是点缀在美
人眉心的朱砂痣。水面四周漂浮着田田睡莲，偶有
盛放的莲花，努力地从绿叶间挤出，探伸粉红娇艳
的蕊来，特别令人惊艳，时有游鱼嬉戏期间，更添
许多生机和意趣。白居易有诗云：“离离暑云散，袅
袅凉风起。池上秋又来，荷花成半子”，说的大概就
是此时此景吧。轻声叩问，久居都市的你，有多久
没有如此地亲近一株盛放的莲了？又曾辜负过多
少大自然赐予的良辰美景？

八月，一个特殊的季节，既是夏末，又是秋初，
此时自然界的一切动植物，都在以各自最大的激
情，共同合奏盛大的季节交响。立秋未秋，所有的
收获和希望都在路上，正如这蓬勃发展的生态园
一样，一群有理想、有情怀、有抱负的年轻人，为着

“生态农业”的梦想，从北上广深的大城市集聚到
皖西一隅的乡村，根植田园，既从事优质农产品的
生产，又全力打造农耕文化，让久居城市、远离田
野的普罗大众，既能品尝到“原生态的地道农产
品”，又能在工作忙碌之余，找寻到一处可以沉浸

“捉鱼摸虾、采摘、划
船、插秧、收割”等农
耕体验、寻根乡愁的
心灵乐土。
接待我们的公

司负责人，是一位毕
业于北大的年轻姑
娘，有个诗意而好听
的名字“依姗”，是公
司总部派来统筹管
理的，自生态园立项
就一直在这边负责。朋友跟她比较熟悉，看着她忙
前忙后地给客人招呼、介绍，像一只翩飞的“红蜻
蜓”，就同她开玩笑说：腰带定知今瘦小，衣衫难作
远裁缝。哈哈，将此“依姗”做了彼“衣衫”。“衣带
渐宽终不悔”，“伊人”为了“生态农业的创业梦”
虽“略显娇弱”，但能感觉到她和整个团队对前景
的坚定信心和强烈的内生动力。

“Yesterday once more”，看着池塘边的红
蜻蜓，我仿佛回到童年的乡间——— 依稀看见白发的

爷爷领着几个叔叔，正在田间收割成熟的稻穗；邻
家的哥哥牵着水牛，远远走来；我的那几个哥哥弟
弟，正趴在水田里捉黄鳝逮泥鳅；稻田间的小路上，
有零星绽放的油菜花和蚕豆花，时不时会有蜻蜓、
蝴蝶落在上面……那美丽的“田园牧歌”的背后，是
祖父辈辛勤的劳作，是我们永远难忘的乡愁。

林水寨的红蜻蜓，让我再次听见小虎队在高
唱：我们都已经长大//好多梦正在飞//就像童年
看到的//红色的蜻蜓……

陈陈 力力 摄摄于于林林水水寨寨

林林水水寨寨的的红红蜻蜻蜓蜓
郑郑 策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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