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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到了大化坪，都会痴迷黄芽那缕
缕清香，而对大化坪厚重的历史却漠然了。
其实，揭开历史的尘封，透过黄芽的氤氲，一
个了不起的大化坪就在你的眼前。
大化坪位于大别山腹地的霍山，是一座

千年古镇。相传商周时期，有农夫来此拓荒，
便在荒坪上插花为标来宣誓“主权”，人们即
称此坪为插花坪，说来也怪，所插之花虽未
浇水施肥，却生长得茂盛，花朵大而鲜艳，后
来人们就称此地为大花坪，时间一久也就成
了现在的大化坪了。
虽说是个传说，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

就是大化坪土地肥沃，风调雨顺，适合植物
生长，因此这里盛产名茶也就不足为怪；这
里能聚集人气、走出仁人志士也就在情理之
中了。
大化坪因盛产黄芽茶而闻名遐迩，早在

两千多年前的《史记》就有记载:寿州之山有黄
芽焉，可煮而饮，久服得仙……寿州之山，指
的就是霍山，正是因为这一记载，霍山黄芽
自唐代至清朝的一千多年时间里被列为贡
茶。陆羽在《茶经》里对霍山黄芽也不吝笔墨
予以赞赏，1915年的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霍山
黄芽还拿了金奖。大化坪，这个名不见经传
的古镇，搭上黄芽的翅膀响誉中外。
到了大化坪，茶余饭后人们谈论最多的

除了茶叶，还有这里的人和事。千年古镇，物
华天宝，人杰地灵；历史包浆，玲珑剔透，幽
光沉静。就连这里的每一处地名都有一个美
妙的故事，如金鸡山、舞旗河、大兴湾、铁炉
山、浪垱岭、千笠寺、棋盘岭、多盘坳、廖寺
园、隐贤湾等等，都是一段段历史的沉淀，无
不蕴涵着大化坪的厚重与辉煌。
淮河的一级支流东淠河贯穿大化坪全

境，早在隋唐之前，这里就是中原水路进入
汉口的要塞，也是陆路官道进入安庆的驿
站。镇内的舞旗河渡口、大河北码头、千笠
寺码头，水运繁忙，商铺林立，商贾云集，是
鄂皖药材、木材、茶叶、盐巴等商品的集散
地，是鄂皖交界处的“不夜城”。
在南来北往的人群中，有一位道骨仙

风、鹤顶童颜、手持雌雄宝剑的隐士格外引
人注目，他在千笠寺码头下船，径直去唐记
客栈，此人便是“八仙”之一的吕洞宾。

吕洞宾，号吕喦，山西芮城人，屡试不
第，便去了终南山修练，后受云房先生点
化，成为天下剑仙之首。揭去神秘的面纱，
吕洞宾也是凡人一个，此番是应朋友之邀去
洞庭湖品茗论剑，途经大化坪，见千笠寺山
环水绕，风景秀丽，歌舞升平，便下船小憩。
店主唐又新对仙人的造访，喜不自胜，拿出
上等黄芽，促膝长谈，主客甚欢，相见恨晚，
仙人原本只是歇脚一会的，不想一连住了五
晚，还与唐又新结为兄弟。临别之前吕洞宾
特意自画一张肖像赠与唐又新作纪念，并在
画上题写一首七绝:谁写头颜入画图，岳阳
酒满洞庭湖；玉容不藉丹青手，亲笔描来世
上无。
唐又新与吕洞宾分别后，把仙人的自画

像视为珍宝，在唐家珍藏了一千多年，现在
千笠寺一带七、八十岁左右的老人都看过此
画。建国后此画还在霍山县文化馆展览过，
目睹此画的人都感叹吕洞宾的生花妙笔，可
惜的是“扫四旧”时被红卫兵焚烧了，也有
人说在展览中丢失了。

程在嵘，号霍岑，大化坪人，生于康熙五

十年(1711年)，乾隆三十三
年(1768年)高中举人，又联
捷进士，曾任广西贺县知
县，后又任宜山知县，因“爱
民教士，勤课农工，俸廉外
毫无所取”，为官清廉，深得
乾隆赏识，升任永康知州，
80岁那年他向乾隆辞职，告

老还乡，回到霍山。1795年，已是84岁高龄
的程在嵘，收到乾隆爷的请柬，奉诏去京城
参加千叟宴。他带给乾隆的霍山黄芽和霍山
石斛颇受乾隆喜爱，乾隆当即赐予他寿杖一
根、诗词一首。寿杖和诗词一直是“程氏宗
祠”的镇祠之宝。

朱坤然，清嘉庆至道光年间的霍山女诗
人，嫁于大化坪监生俞学沛。朱坤然尤娴诗
赋，她冲破世俗，悲歌抒闺怨，鞭斥旧礼教。
咏有“幸有清高曲，可以抒哀思”和“离怀落
落谁堪侣，三尺瑶琴一卷书”等名句。著有

《琼华楼诗集》，措词卓异，潇洒飘逸，宛有
唐诗风味，该书已收入《中国历代妇女著作
考》，光铁夫编著的《安徽名媛诗词微略》收
录朱坤然诗词多首。

徐大桂，号毓衡，又号钝斋，1895年出
生在大化坪舞旗河，自幼医文并修，留有遗
著40余卷。他医术高超，中西合璧，有“皖西
华佗”之称，在内、外、妇、儿等科造诣了得，
善借外治法治疗内部疾患，弟子中很多成为
名医。著有医学巨著《脉症会解》、《药石雏
言》、《伤寒论类要注疏》等十多本，多数由
安徽省卫生厅搜集整理，并由上海中医书
局、安徽科技出版社出版。徐大桂善长诗
赋，著有诗文集《钝斋诗集》、《闲情集》、《分
园杂诗》等二十多本。抗日战争爆发后，他
又积极投身抗日运动，并在1944年献出了
宝贵的生命。2014年，徐大桂这位红色的白
衣战士入选《中国300名抗日英烈名录》。

多盘坳廖寺园无名烈士墓长眠着18位
烈士。1935年10月，红军某部队长张士坤带
领17位小战士执行任务，到达千笠寺时遭
遇国民党11路军，除队长张士坤留下姓氏名
外，另17位皆未留下姓名，且多是不满二十
岁的青少年。丧心病狂的敌人砍去队长张士
坤的头颅，割下另外17位小战士的耳朵带
回千笠寺街上示众。烈士的鲜血染红了廖寺
园，真的是“烈士无名存浩气，青山有幸埋
忠骨”。

1946年7月皮旅奉命掩护中央主力北
上，在大化坪清风岭与数倍于已的敌人进行
顽强拼战，由于当地群众舍命支援，送水送
粮，送弹参战，救死扶伤，使得皮旅“两战两
捷”，顺利完成了中原突围任务，皮旅仍保存
着五千人的建制，为中国革命史增添了浓墨
重彩的一笔，旅长皮定均也因此“由少进中”。
试想若没有当年的“两战两捷”，革命形势会
是怎样的变化？大化坪这块英雄的土地，功不
可没，山山埋忠烈，岭岭皆丰碑。

衡山不墨千秋画，淠水无弦万年歌。一
千多年前的渔火，在人们的眼前时隐时现；
一千多年前的喧闹，在人们的耳边时常响
起；一千多年来的往事，如今沉淀为文化。历
史不会随风而去，今天不会凭空而来，如今
的大化坪，立足“两山”，发挥优势，处处美
景，乡村振兴，已成为“中国最美旅游环线”
上一颗耀眼的明珠。

1936年春，红二十八军为了摆脱困境，执行
“敌进我山区，我进敌平原”的决策，采取灵活机动
的战略战术，分散转入外线作战。高敬亭、方永乐
和梁从学分别率部插向敌后方活动，分散作战，引
出敌人，摆脱敌人，寻机歼敌。兵分三路，其活动范
围达3个省51个县。

梁从学，六安县沛联乡(今属裕安区分路口镇)
人，由于身材壮实，力气大，被称作“老黄牛”，又由
于作战勇敢，被称作“梁老虎”。曾担任红八十二师
师长、红二十五军七十四师师长，在“肃反”中被诬
为“第三党”，遭逮捕。怀疑取消后，梁从学担任八
十二师二四四团团长。不久，他又在继续推行错误
的“肃反”政策中被怀疑为反革命，再遭逮捕。当
时，军事干部十分缺乏，为粉碎国民党军对鄂豫皖
革命根据地的“围剿”，仍由梁从学率二四四团与
国民党军队作战。1936年3月，红二十八军将八十
二师二四四团第三营扩编为第二四五团(下辖二
个连和一个手枪队，共230余人)，梁从学受命任该
团团长。
雷伟和由二四四团三营转入二四五团三营七

连，仍是班长。
二四五团成立后，梁从学随即率领部队跳出

国民党军的层层包围，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活动
于太湖、怀宁、岳西、潜山地区。

这里，重点说一下梁从学率队一天一夜“巧闯
五镇”的故事。那是4月初的一天，梁从学带领红二
十八军八十二师二四五团三营和一个手枪队共
200多人，采用伪装战术，出潜山、下平原，一天一
夜跑了50多公里，巧闯五个集镇。

这天的黄昏，游击队伍化装成“剿匪”部队，沿

着潜山山区的羊肠小道向东南方向疾进。团部手枪
队全部身着国民党灰色军服，佩戴敌十一路军符
号，走在队伍前面。团长梁从学化装成敌长官，随手
枪队前进。走在队伍后面的同志，仍穿红军服装。

夜，月色皎洁，山风阵阵送来扑鼻的芳香，使人
感到分外清新、舒畅。不知不觉走了一夜，第二天拂
晓时逼近了黄泥港。黄泥港是安徽省潜山县南部的
边陲重镇，也是一个古镇。它临水兴镇，商贸繁盛，
有“小上海、二苏州”之称。街镇东西两头，各有一个
碉堡，由敌两个民团小队分别驻守，监视、盘查过往
行人，经常迫害我红军家属及当地群众。
当手枪队来到镇子跟前时，离大路二十余米

的街西头碉堡里哨兵高声喝问道：“你们是哪一部
分的，往哪里去？”手枪队长机警地回答说：“我们
是十一路军的，在山里‘剿匪’下来。”他一边答，一
边停下脚步，在路边准备应付敌人。

不一会儿，碉堡里走出几个人来。为首的大概
是个小头头，歪着头，斜着眼，手提着把盒子枪，带
着一种怀疑的神情，不停地打量着手枪队的人。见
敌如此，手枪队队长不禁火冒三丈，走上前就朝那
家伙脸上狠狠打了几个耳光，大声骂道：“老子‘剿
匪’下来，还不赶快给我们找个地方休息？误了时
间，老子要你的狗命！”那个家伙被打得昏头昏脑，
战战兢兢地连说：“是！是！”未等他话说完，团政委
朝着手枪队厉声说道：“把他们的枪给我下了！”手
枪队同志早做好准备，一拥而上，把碉堡里十几个
团丁的枪支全缴了，打死一个小队长。

团长梁从学带着部队顺利进入集镇。镇东头
碉堡的敌人，看到我队伍后面赶上来的人头上戴
着八角帽，知道红军来了，慌忙逃出碉堡，仅剩两

三个人紧闭大门，龟宿在碉堡内。为了继续前进，
不在这里耽搁时间过久，游击队伍未予理睬，在
镇上休息一阵，继续向东北方向前进。

手枪队照例走在队伍前面，和整个队伍保持
一段距离，大约走了10公里，便到了王家河镇。这
个小镇，由南北走向的两条街道组成，一条小河
从两个街道之间穿流而过。在东街的后面，有一
座古庙，驻有当地民团40余人。这里处于平原地
带，平时红军来的不多，敌人麻痹大意，戒备疏忽。

手枪队一到这里，首先派人剪断通往各地的
电话线路，然后大摇大摆地迳向东街后面大庙走
去。站在大街远远看去，大庙门前交叉竖立着两面
青天白日旗，门两边无精打采地站着两个哨兵。还
没到大门口，手枪队就边走边喊：“我们是十一路
军的，从山上‘剿匪’下来，赶快叫你们队长出来，
我们长官有吩咐。”

敌哨兵见这支队伍武装整齐，来头不小，根本
不敢违抗，连说：“是！是！”其中一个哨兵拿着枪就
往里跑，我手枪队乘势跟着快速进入大庙，并控制
庙门。
这时，敌民团团丁刚刚起床，有的在刷牙，有

的在洗脸，有的还在伸懒腰。他们见我手枪队突然
来到，慌里慌张，乱作一团。梁从学见此情景，便大
声训斥道：“怎么这样松松垮垮的，像你们这个样
子，红军来了怎么办？”又以命令的口气对手枪队
队长说：“把他们的枪统统给我收掉！”手枪队一哄
而上，立即将民团挂在墙上的枪支、子弹全部收
下。这时，民团团丁一个个呆若木鸡，不知所措。

“集合！”手枪队一面吹着哨子，一面大声喝
道：“统统到大门口集合，听长官训话！”敌民团团
丁一个个都跑到门外排队，站在那里。梁从学当即
给他们进行了一番政治教育，讲明红军对待俘虏
的政策。这时，他们才真正醒悟过来，一个个都垂
下头来。
游击队伍进入王家河，在镇上吃早饭。当地群

众得知红军一枪未放，消灭了王家河民团，都欢欣
鼓舞、拍手称快。小集镇顿时热闹起来。王家河小
街，是一条狭窄的石板铺就的街道，人群挤来挤去。
游击队伍在镇上进行了一番宣传，还没收了镇上两
家地主商店的东西，分给当地贫苦群众。九点多钟，
游击队伍又快速向高河埠进发。 (张正耀 编著)

在荣集老家那儿，我妈有两处菜地，一
处在河埂下靠近老屋的地方，是修大埂时
形成的荒地，后来改造成了菜园。另一处在
老屋西边的庄台上，那里是我大娘家的庄
基地，1991年大水后就一直荒着，长年长满
杂树杂草，后来也被我妈费了大力气改造
成了菜地。两处菜地的菜畦地块都不大，最
小的一块还没有方桌面大。
春天里，较早种下的是苋菜。苋菜地位

于庄台最西边，是所有菜畦里面积较大的一块。翻
地、上底肥是我的活，后期管理就是我妈的任务了。
苋菜籽下地出苗一般二十天左右就可食用，此后一
直能吃到夏天，直到它开花、茎木质化。我种的是圆
叶红苋菜，从它初芽时的羸弱到铺满整个菜畦时繁
盛，我感激它给了我蓬勃向上的精神动力，我用手
机记录下它成长的每一步，它让我记忆深处的红苋
菜汤泡饭又苏醒过来。
往东紧靠着苋菜地的是黄瓜地。黄瓜架是我妈

用手指粗的青竹竿搭成的，很牢固。我们熟悉的黄
瓜并非中国原产物种，它原产于喜马拉雅山南及今
天的印度一带。初入中国时名叫“胡瓜”，后来又发
展成南北两大派系。北方的黄瓜颜色深绿，细长多
刺；南方的黄瓜色浅，短粗刺少，老了颜色变成黄白
色。我猜想黄瓜的名字可能由此而来吧。
我种的是南方黄瓜品种，非常适合凉拌吃，洗

洗可以直接当水果吃。初夏时节，近30棵黄瓜苗的
藤蔓爬满瓜架，盛产期时，每天早上都能摘一大篮
子黄瓜。我们把各种吃法都用足了，后来实在吃腻
了，我妈就劝我们：“多吃黄瓜好啊，解渴！我们上的
底肥都是豆饼肥，你们没发现吗？这黄瓜的味道比
街上卖的格外清甜……”我们不要，她顿感失落；我
们收下，她又孩子似的欢喜。一畦黄瓜带给我们的
不仅是吃不完的黄瓜，还有一份惊喜。
有一天早上，我摘黄瓜时突然从黄瓜藤蔓里传

来一阵雏鸟的“叽叽”叫声，我正准备仔细寻找时，
附近的树枝上两只成鸟紧张地蹦跳着，惊叫着，我
静静地退了出来。下午趁成鸟不在时，我搬了个板
凳悄悄地站到鸟窝下。我掀开罩在鸟窝上的那片宽
大的黄瓜叶子，鸟窝里的三只雏鸟露了出来。它们
都没长毛，闭着眼张着蜡黄的大嘴问我要吃的。以
后的日子，我隔三岔五地都要去看看它们，直到它
们羽翼丰满离去。秋天收捆黄瓜架竹杆时，我舍不
得丢弃那个精致的巢，我盼着它们今年还来此安
家。
在庄台的墙角处，我妈还栽了几棵冬瓜。冬瓜

秧一开始长得慢，一两个星期，好像没有什么大变
化，后来就爆发了，就像把前段时间积攒的力量一
下子都使出来一样。它长得很旺盛，瓜秧很快就铺
满了它的领地。长在路边的两个冬瓜我们是看着它
们长大的。占领黄瓜架一角的瓜藤上也结了一个，
一开始吊在瓜架上，后来因太重，终于落了地。最让
人意外的是在墙角处结的那个瓜，我们走来走去居
然都没发现它，等到发现它时，它已是繁霜满面，摘
下来一称，70多斤！冬瓜切开后，切囗处容易腐烂，
所以几个大冬瓜都送给了在农贸市场卖菜的本家
叔叔，回报是免费吃一年的冬瓜。冬瓜性寒，与冬瓜
有关的美味中最有名的应该是“老鸭炖冬瓜”了吧。
夏天吃可以消暑去热。酱冬瓜皮是我儿时的美味，
据说吃了可以消痱子。我妈酱做好了，总要在酱盆

里酱一些冬瓜皮，酱好捞出来洗洗就面条，
那是绝配。

南瓜是菜园的恶霸，它的蔓总是肆无
忌惮地侵占大片的土地，它爬上我新栽的
橘子树，我把它拉下来，第二天它又厚着脸
皮挤了过来。深秋时，我才发现它居然就结
了一个小南瓜。这个大骗子！
庄台上，老屋院子后门外的空地面积

很小，长不过五米，宽只有一米，就这块地，
也被我妈分成三四小块。春天排小葱，秋天种大蒜、
黄心乌、毛白菜、青萝卜，它们各有各的地盘。菠菜
和芫荽好像是一对冤家，两者在同一地块只能种一
样。
虽说是菜园子，但种的也不全是蔬菜。在庄台

的西边沿着庄台边缘，紧贴着苋菜地就种了两排玉
米，去年夏天高温干旱，玉米苗受干没长起来，玉米
棒子长得也小。今年就好多了，由于雨水调匀底肥
足，两排玉米苗长得比我还高，玉米棒子也长得甚
是喜人。有玉米吃的那段时间里，家里省做了好几
顿早餐、晚餐，煮上一锅玉米，每人啃一两个玉米棒
子足矣。
庄台东边紧贴我妈住房的那块地最大，去年种

了花生，因干旱高温，产量大减，最后收获的果子都
是“铁果子”，个小但长得极饱满，用手很难掰开。今
年那块地仍然种了花生，今年的天气算是风调雨
顺，我想花生的产量会提高许多吧。

菜园地的边边角角被我妈栽上了一些辣椒，茎
叶都是紫色的那种，长有一米多高。秋天的时候，上
面结满辣椒，一开始是青色，渐渐就变成紫色、红
色，摘下来用针线穿起来晒干，冬天吃牛羊肉时可
以用上。有时也会选一两棵辣椒结得特别多的连根
拔起来，倒挂在屋檐下，需要时直接从上面摘。
前年春，庄台及四周栽上了白杨树，它们枝繁

叶茂长得很快，不知道明年、后年能不能再种菜了。

2023年已进入第四季度了，将要迈入
2024年。整理这一年的事项、材料颇费时
间，深感生活不易。由此思绪不由自主地被
拉回到过去的时光，回想起我那快乐的童
年，便想起奶奶她老人家。

奶奶叫丁兰江，在我记忆里她时常是
身穿灰黑色大褂，裹腿缠脚，戴着黑帽，面
容慈祥，脸上布满皱纹，每天都会将自己打
理得很精神。

她姐弟共4人，三个姐妹一位弟弟。他
们都居住在附近的村落，常有往来。奶奶生
育了6个子女，三男三女，其中
一个叔叔因灾荒和疾病过早夭
折，剩下大姑、大伯、二姑、老姑
和我父亲5人。

奶奶一生可谓命运坎坷，
但她始终没有被命运吓倒，没
有向命运屈服，她用勤劳和不
屈的性格将5个孩子拉扯成人，
大伯和我父亲都上过学堂，尤
其我父亲通过读书走上工作岗
位，其余子女也都娶亲完戚，各
自成家立业，开枝散叶。
小时候，每逢寒暑假爸妈

就会带着我和弟弟回老家，回
老家的路那时可是一波三折，
每次都是大半天。我们一到老
家，奶奶看到我总是先招呼：

“我大孙子回来了！”再招呼我父亲。其实严
格来说我不是她的大孙子，因大伯家还有
三位堂哥，我在他孙子中排行老四，她这么
喊可能是我不常在家，一见面尤感情切，可
每当听到这句话我心里很美，对于回老家，
我是乐于参与的，甚至还期盼着。

奶奶的勤劳是中国传统农村女性的表
率，她常忙于菜地、厨房、家禽之间。奶奶经
常在菜地忙活，家里还喂养着鸡、鸭、鹅，我
至今还记得她一手拿着竹竿，一手抱着我
在下雨天里将鹅从外边往家赶，鹅群在奶
奶的指挥下，都伸长脖子小合唱似的回家。

奶奶烧着一手好菜，我经常在吃饭时
听父亲讲起：“你奶奶的渣肉做得好啊！还
有擀面条。”父亲说着仿佛他已经站在老家
锅台旁边，看着奶奶在做饭。我对此也是深
有感触。有年夏天，我与家人回老家，是下
午5点左右到的，刚好是饭点，一进奶奶家，
就看到奶奶和几人围坐着两条板凳吃饭，
有糖拌梨、炒鸡蛋、渣肉……奶奶忙拿碗给
我盛饭，并夹了渣肉放在米饭上面，我爱吃
裹渣肉的渣面，渣面拌着米饭是无以言表
的美味。
菜园是奶奶的主战场，她的菜地是没

有荒着的，各样蔬菜都精心打理，播种育
秧、浇水施肥，除草绑菜架，时常在菜地里
一忙就是大半天，有时她也让我到菜地去
摘辣椒什么的。她每隔几天就会精挑细选
几样新鲜蔬菜，用细麻绳扎好，挑到集市去
卖。记得有一次她带着我，一手扶扁担，一
手拉我，祖孙二人顶着满天星光，兴冲冲地

去赶集卖菜。因为菜好，不大会儿就卖完
了，她会把几块钱整理好，用小手巾包裹再
塞进衣兜里。我清楚地记得，她给我买了两
块油炸糍糕，那糍糕焦酥软糯的味道我很
难忘。奶奶说：“你爸上学都是我卖鸡蛋、卖
菜的钱供的呢。”

奶奶还常腌制很多咸菜、做酱，这是附
近村民都知道的。奶奶家里大大小小的坛
子很多。那年夏天我头发太长了，奶奶说该
剃头了，她找来同村剃头匠李百万帮我理
发。理好后，她从坛里挖出满碗酱送给李师

傅，李师傅笑着说：“这比钱好
使啊。”

奶奶年岁大了，不常出门。
有年夏天，她带着我去大姑家，
路过街市，她说空手去不好，我
诧异地问：“大姑不是您女儿
吗？到自己女儿家还要带东西
啊？”她说：“你大姑家孩子多，
我们在街上买2个西瓜。”她从
衣兜里翻出那个已经发白的小
手巾，轻轻掀开拿出钱后，又包
好塞回去。

我上小学三年级时，奶奶
不知道什么原因，精神出现问
题，据说是被炸雷吓的。一次回
老家，路上母亲告诉我，见到奶
奶不要乱说话。我到奶奶家，走

进奶奶住的房间，看到她倚靠在床头，头发
很乱，目光呆滞，还抽起烟，胡言乱语中夹
杂着方言，她远没有以前的精神头，也没有
再喊：“我大孙子回来了。”我的奶奶她病
了。
自那以后，奶奶就再没有像以前一样，

父亲和姑姑们带她四处求医问药，奶奶的
气色却始终没有太大的转变。

记得我家搬到学校里面住后，奶奶来
住过一段时间，她不是天天犯病，几天犯一
次，常自言自语、断断续续在回忆自己一
生。有天夜里奶奶突然犯病，家人没有什么
好办法，我就自告奋勇地从厨房拿起胡椒
粉吹向她，奶奶在强烈的刺激下连打几个
喷嚏，暂时停止了唠叨。现在回想起来，我
很是自责，我是多么愚蠢，多么不懂事情
啊，去伤害一位饱经风霜还在病中的老人，
她还那么爱我。

1997年，我没有再继续学业而走入军
营。我的奶奶也被病魔无情地带走了！转眼
已经26年，我很怀念奶奶，一位在艰苦岁月
里热爱生活、不向命运低头的老人。

下午在公交站台等车，暖阳照在对面屋
顶的琉璃瓦上，金色的光芒反射下来温暖了
我的双眼。一阵风吹来，行道树上的叶子纷纷
落下，发出“哗哗啦啦”的响声，轻盈而欢快。
有人发出疑问：叶子的离开，是风的追求，还
是树的忘怀？我觉得，那是叶子成熟后的欢
愉。
人们常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

树叶。我弯腰捡起几片浅红的落叶端详起来，
有的叶子脉络纹理像人的毛细血管一样，带
着微红的血丝。有的叶子被虫蛀了，但虫子吃
得很精致，它们只吃去了叶肉，像是用嘴在有
意雕刻一件艺术品，留下一层更为清晰的网

格状的、镂空的、薄薄的叶片，有种难以言说的残缺美。
叶落归根。大地有了一层松软的外衣，阳光静静地躺在上面，

听每一片叶子诉说它们的过往。时光一边收拾着破败，一边粉碎着
记忆。来时的路已变得模糊，就把去时的路交给可以憧憬的未来。
每一片叶子都有自己的故事。春天，它们有努力萌发的梦想。夏

天，它们有朝气蓬勃的倩影。秋天，有它们成熟后义无反顾的离开。
叶子回归到大地母亲的怀抱，阳光倾听它们的故事，风儿陪它

们流连，河流带它们去旅行，大自然不会落下自己的孩子。
其实，要落的叶子，要掉的果实，要飞的种子，不是别离，而是

反哺大地，也是新生的开始。

一
北京诗会吟

江南塞北聚京城，天籁之音缘份生。
红叶云霞寄风雅，诗词世界学精英。

二
重阳游天津

深秋结伴到津门，租界瓷房美食村。
文化名街传统味，海河沿岸大乾坤。

三
中国文学馆领奖有感

荣幸跻身文学馆，传承国粹获功名。
诗词世界浪潮涌，天籁之音笔底耕。
前辈殷勤立标杆，后昆赓续步精英。
金秋十月燕京会，一片丹心红叶情。

四
鹧鸪天·获奖感言

正是秋高气爽天，长空征雁舞翩跹。
诗词天籁北京会，金奖风流时代篇。
歌盛世，庆丰年，今朝相聚喜空前。

流觞曲水龙山宴，家国情怀文字间。

五
〔中吕·普天乐〕祝贺“天籁杯”中华
诗词论坛圆满举行

巨龙巍，燕山伟。香山红叶，绚丽霞
飞。天籁杯，群英萃，老友新朋来相会。
赞诗坛岁岁芳菲，冬季绽梅，春天响雷，
满满生机。

老家菜园子
张 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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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化坪怀古
金从华

《大别山老红军雷伟和》之十一

金秋送爽，果岭飘香，我应邀参加叶集区平
岗街道举办的一场别开生面的赛事活动，暨“果
岭花样美厨大赛”，赛事在果岭山庄小广场上举
行。
我们一行几人先登上果岭山庄的观景台。呀！

真是太令人震撼，登高望远，四周风景如画，如同一
幅幅展轴的画卷呈现在眼前，南边大别山山脉清晰
可见，西南方金寨县城和叶集主城区连成一体，高
楼林立，城廓显现，北部有户外游乐场和户外体育
场(这里承办过全国山地自行车赛)，东南面史河总
干渠像一条蜿蜒的玉带环绕着平岗岭。放眼望去，
丘岗起伏，立体交错，果岭基地一片连着一片，有桃
园、梨园、葡萄园，栋栋农家小楼房掩映在丛林中，
几处池塘里的水清澈见底，天蓝、地绿、水清，人与
自然相和谐。“踏破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
退休之前我多次去过平岗，走遍了平岗的山山水
水，但从未有过此次的感受——— 叶集真是发展太
快了，平岗也变得太美了。
近些年来，平岗人民积极响应总书记“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号召，大力发展江淮果岭，
把绿色经济发展作为重头戏，努力实现人文景观
和自然景观相结合、生态保护和果岭建设相结
合、美丽乡村建设与乡村旅游相结合，“无事找书
记”与全民创业就业相结合。为了打造旅游产业，
平岗举办首次美厨大赛，旨在培育更多的乡村名
厨，推介更多的特色美食，吸引更多的游客向往
此地，让旅客们吃在平岗、住在平岗、游玩在平
岗。

我们来到小广场，南面和北面一排排临时撑
起的红棚子，如同一条美食街，每个棚子的案桌
上摆满各式各样食材，厨师们正在精心地准备着
参赛作品；中间是共赏区，据说每个村都派员参
加，共享、共赏这场美食大餐，正前方摆着一张长
方形的大餐桌，各式各样的美味佳肴随着电动传
送带转动着，评委们分坐在三方，面前有菜名打
分表。
舞台上，节目主持人激情地讲解着此次参赛

的类型、规则和奖项。此次参赛作品共有64个菜，
分三种类型，羊肉类、烧烤类和私房菜，每种类型
取前三名，分别颁发一定数额的奖金。随着一声

“品鉴开始”，评委们边品尝美味边打分，像品尝
“百家宴”一样，大家对每一个菜都认真地品鉴
着。一看色泽和刀功，二品美味和香味，三赏食材
和菜名，有的情不自禁地赞叹道：“这个菜好吃”，

“这个菜有特色”……想想也是，牲口是农家养
的，蔬菜是园子里种的，优良的食材加上精湛的
烹饪手艺，能不好吃吗？桌上摆不下，有的干脆把
作品端在评委的面前，逐一报上菜号，介绍菜名，
都渴望自己的拿手菜能得到评委们的认可。

舞台上表演着精彩的文艺节目，当地文艺爱
好者纷纷登上舞台，他们欢快地唱着、跳着，虽不
是专业团队，但个个都尽显自己的风采。一位男
厨师平时就喜欢音乐，他的作品端上桌子后，放
下勺子，拿起吉他，自弹自唱起来，唱弹得如醉如
痴。这些业余爱好者们为赛事烘托着气氛，特别
是共赏区的那些食客们，边吃边欣赏表演，好不
乐哉、快哉。
比赛进行将近两个小时，按比赛规则要求，现

场打分，现场公布，现场颁奖。当宣布选手领奖时，
有的还没来得及脱下围裙就匆匆走向领奖台，满
怀内心的喜悦，伴着台下阵阵掌声，手里捧着奖金
牌子，与颁奖领导合影留念，此时此刻他们更加憧
憬着未来。

是的，乡间美厨大赛只是一种形式，标志着一个
良好的开端，今后的路会更加漫长。平岗的乡村旅游
离不开这里的自然风貌，离不开地方党政的有力推
动，更离不开这里朴实好客的平岗人民，相信在大家
的共同努力下，花样多多的果岭，花样多多的美食，
花样多多的幸福生活，一定会展现在人们面前。我为
平岗成功举办果岭花样美厨大赛点个赞。

多“姿”多味的果岭
张成民

红红 土土 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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