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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叮铃铃……”一阵铃声响起，我向学生们示意下课，起身收拾好教材，
从五楼教室缓缓地走下楼梯。我的膝盖不好，上下楼比较吃力。好不容易走
到一楼，身上已经泛出微汗。一阵凉风吹来，寒意席卷全身，这时我才想起
来围巾忘在教室了。低头看了看这双老腿，立马放弃了回去取围巾的想法。
一抬头，几个学生一窝蜂把我围住，手里举着我的围巾……叽叽喳喳的声
音渐行渐远，我看着他们互相打闹的背影，思绪回到了从前……

我参加中考时，是属于“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年代，幸运的是我成功
了。一心要走出农村的我想填报师范院校，因为我的梦想是当一名老师。想
象着自己天天和阳光可爱的孩子们打交道，想象着自己站在三尺讲台上的
飒爽英姿，想象着自己滔滔不绝地“传道授业解惑”，台下专心听讲的学生
们那一双双明亮的眼睛，沉醉其中无法自拔。可我的三个哥哥都是教师，母
亲自己长年身体不好，家里得有一个学医的，父母决定要给
我填报卫校。我鼓起勇气和他们抗争，但终究还是败下
阵来。梦碎了，心凉了，断送一生梦想，只消一晚
时光。
斗转星移，岁月匆匆，几十年过去了，

做一名园丁的梦想依然会在心底深处徜
徉。终于在2017年，我们医院与皖西
经济技术学院联合办学，我被聘为
客座讲师，梦想成真！虽然不是科
班出身，但我也教得有模有样、有
滋有味。
对于教学工作，我有自己

的心得。我觉得“教书育人”，
重在一个“育”字。这些孩子们
虽然底子薄，成绩平平，但他
们身上有闪光点。在教学中多
多鼓励，发现他们的优点给予
肯定，就可以增强他们的自信
心。他们很多都是爷爷奶奶、
姥姥姥爷带大的，有的父母常
年在外务工，有的父母离异等
等。成长环境注定他们缺失父母
的爱和陪伴，以至于对学习缺乏
兴趣和主动性。于是我就在课堂上
让他们变被动为主动，积极参与，充
分认可他们、信任他们。比如在晚自习
时偶尔找一些医院、科室的宣传片播放给
他们看，引起他们的兴趣，通过和书本不一
样的方式增加他们的知识点，增强对医务工作
者的神圣感、责任感，让他们对今后有可能从事的
职业有个很好的第一印象。有时候我看到一些好文章会
让有兴趣的同学或者普通话较好的同学走上讲台朗读，增强他们
展示自己的欲望，树立积极向上的好心态。我在用自己的方式让他们相信，
他们不是躺平的问题少年，就算以后成不了大材，至少成为一个对社会有
用的人。我用真诚真心真情去对待任何一个孩子，给他们尊重同时要求他
们自尊自重。久而久之，他们也认同了我，愿意把心里话说给我听。

前年我带的一位女学生，家在外地，父母离异，父亲年纪较大。平时这个
小女孩学习态度认真，成绩也很好，而且主动学护理专业。我平时对她较为关
心，偶尔会买点零食带给她。突然有一天她打电话给我，说她心慌胸闷喘不过
气，于是我带她联系医院做检查，是贫血导致的，估计是日积月累的节衣缩食
造成的营养不良。我看着她那苍白的小脸很是心疼，立即给她转钱让她买点
营养品补补，并且让我先生炖点老母鸡汤送给她喝。她对我说：“老师，感谢
您，将来我有能力了一定报答您的恩情。”我告诉她：“我不需要任何形式的报
答，对你的关心出自本心。你以后成了白衣战士，就用学到的专业知识、精湛
的技术和优秀的医德去服务好你的病人，尽全力帮助他们早日康复。”经过调
养，她回到了课堂，脸色也红润了，我看在眼里，喜在心头。

……
回想这七八年来的任教生涯，虽然我传播的知识深度有限，但是我一直

在用真心真情教育这些学生，让真善美的种子在他们心中生根发芽，开花
结果。这条园丁路能走多久，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不仅实现
了梦想，而且阳光普照，一路生花。

暮春清晨，校园漫步，微风拂煦，清香
阵阵。寻着馨香，来到主教楼南面靠西的
嘉木丛中，一株高大的楝树矗立眼前。说
它大，它的胸围两个壮汉也抱不过来。说
它高，它的枝丫把香雪送到了主教楼的五
楼窗口。说它矗立，是因为它的正直，正牵
引着旁边一棵被大雪压倒的雪松。楝花烂
漫的时节，它脚下的麦冬草上铺满一层紫
雪，再细看地面上还有一颗颗金黄色的果
实，弯下腰拾起几颗带梗的，如桂圆般大
小，是楝实，我知道氤氲在空中的果香确
是来自这株楝树。

《淮南子·时则训》“孟秋之月，招摇指
申。……，七月官库，其树楝(音练)。”宋代
罗愿的《尔雅翼》释“楝”：木高丈余，叶密
如槐而尖，三四月开花，红紫色，实如小
铃，名金铃子。子可以楝，故名。
仰望楝树翡翠般的冠，羽状的楝叶，

翠绿飘逸；烂漫的紫花，香雪飘零。正如杨

万里的诗“只怪南风吹紫雪，不知屋角楝
花飞。”满树粉紫细碎的楝花，恰如那青春
少女娇羞脸庞上的绯。又是，满目紫玉千
般俏，一树楝花百步香。

楝花实在太美，淡紫色花朵从叶腋处
发出，一蓓数朵，居于中间的是紫色圆柱
形的花芯。这氲氤在朝气中的花香，就是
源自这花芯上的花药。这高贵的宫紫和翠
绿的羽叶，让我想起东汉崔骃的诗“鸾鸟
高翔时来仪。”极目眺望，那翠绿的楝叶，
宫紫的花蕊，雪白的花絮，随风荡漾。恰似
神鸟，舒展花翎，蹁跹曼舞，岂不就是“鸾
鸟来仪”凤凰来朝？

楝叶也很美。谷雨过后，南风送暖，绿
叶新生。小叶对生披针形，顶叶略大如尾
翼。由于楝叶能清热解毒，所以很早就有
用楝叶包粽子的传说。《荆楚岁时记》：“蛟
龙畏楝，故端午以楝叶包粽，投江中祭屈
原。”相传，人们纪念屈原，做竹筒米投掷

河中。话说东汉某年，有人夜梦屈原，说你
投入江中的那些东西，的确很好，不过都
被水中的蛟龙吃了。你要是再做，就用楝
叶，封住竹筒口，这样蛟龙忌惮楝叶之苦，
我就能享用一点了。传说很凄美，但在端
午节，人们用捆了楝叶的粽子投入江中，
纪念屈子确有其事。
校园里，嘉木繁多。文东楼南边丛林，

也有两株楝树，比主教楼前的小很多，但
在这晚春时节也是玉树琼花，淡紫如烟。
说到“如烟”，我又想起温飞卿《苦楝花》的

后两联“晻暧迷青琐，氤氲向画图。只应春
惜别，留与博山炉。”是啊，朝霞弥蒙着楝
花，花与叶的斑驳荫影掩映着雕花窗格，
那种淡淡的楝花香气如烟，慢慢地飘进室
内，熏染着浸润着墙壁上的仙图。作为最
末一番花信风，楝花退去，花事已了，春天
离去。楝花也是伤春的吧，这伤春的楝花，
宛如香炉里的袅袅紫烟，仿佛在祭告这渐
行渐远的春天。
每到严冬，楝叶落尽，楝树枝头上挂

满金黄色的果实，恰如金铃高悬。是故，楝
实又叫金铃子，味苦，是一味不错的中药，
据考自东汉已经入药。《庄子秋水》里有云，
凤凰“非梧桐不栖，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
饮”，其中的“练实”就是这楝树的果实。
很巧的是，校园里不仅有楝树、梧桐，

还有眼镜湖和鹅池两眼醴泉。只可惜没有
凤凰。谁说没有？那刻苦攻读的莘莘学子，
不就是那“啄食楝实”的人中龙凤么！

六姐妹又聊上天
了。这是暑期以来的
首次茶叙，闵老师做
东。

蓉老师率先
开腔：“报告大家
一个消息，本人
终于去健身房
了，嘴上唠叨好
几年的夙愿，上
周日下午两点到
县体育中心体验，
这一去就停不住
了，运动健将即将
横空出世。”
惠老师接上话：

“蓉，五十大好几的女
人，像刚入社会的小年轻

样，时尚起来了。好，那我们
就翘首以待你的返老玩童吧!”
一向沉稳的星老师，总是在大

家七嘴八舌之后，作总结性发言：“蓉，
讲重点，叙叙你首入健身房的经过，看能否

牵动我们几位老姐妹的心!”
蓉老师整了整衣襟，挪了挪坐姿，慢条斯理说：“话说

三个星期之前的周六早上，在菜市场巧遇亲戚家的杨小
胖。他的样子让我眼睛一亮，见他气宇轩昂，客客气气地
和菜摊的大爷询着菜价，挑着菜。我立马喊他，他扭头笑
了，‘蓉姨，您也买菜来了，看您又过年轻咯！’我心知肚
明，小伙子在忽悠我呢。不过，我倒是被他的精干惊呆了。
之前那个走起路来浑身肥肉只晃悠、人没到肚子先到的
胖小伙子，半年不见竟然脱胎换骨了！你看他腰杆挺直，
胳膊、背、胸，身体各个部位尽是强健紧致的肌肉。我瞪大
眼见看着他，这哪里是年前的小胖，分明是‘奥运健儿’！
我忍不住好奇问他是怎样做到的。小胖诡秘又调皮地一
笑，反问我有没有变美少女的想法，并让我第二天下午换
上运动装，三点到霍山新体育馆北门口等他，他陪我到健
身中心体验体验。”

爱运动的岚老师嫌蓉老师有些啰嗦，急切地喊道：
“蓉姐，快奔主题，说说教练先教你啥了？”

蓉老师立马喜上眉头，像一个腼腆的少女接上话：
“可别说了，一到健身中心，小胖立即引荐了一位看上去
四十出头的张教练，一身橘黄色运动装，很是抢眼。他微

笑着向我走来，用极富磁性的浑厚男中音
跟我交流，‘欢迎蓉姐加入我们健身队伍。
今天您先试试背部肌肉训练。’说话间他
帮我带到一个像弓箭样的器材旁边，让我
坐下，调整好姿势，双手搭上弓的两端，要
求我昂首挺胸收腹，吸气快速下拉，呼气
慢慢向上收，拉六组每组12个。‘蓉姐，今
天您就做20公斤重量的背部肌肉群训练，
这个动作对您这样的美女很好。一看您就
是从事伏案工作多年的人，练着练着，您
就会背薄腰直，练着练着您肩颈沉重这个
职业病就缓解了’。我用疑惑的眼神打量
着教练……”
寻常不爱运动的星老师急了，打断蓉

老师的话：“蓉，你这大把年纪，可坚持练
完12组？你那老胳膊老腿的，可别练出什
么幺蛾子来！”

“哎呦，我当天不仅练了第一个动作
的12组，接着练背部的还有其他三个器
材，小张教练带我一一尝试完毕。”

闵老师一直没有插上话，急切地问
道：“蓉，抓紧展示亮点吧？”

“好！好！首次尝试健身不知不觉就一
个小时过去了。帅哥张教练一边辅导一边
不停地夸我太有运动天赋，讲一遍动作要
领就全会了。他还给我例举了一个大学刚
毕业的小女生，说她来了半个月都没有我
的动作精准。他跟我保证只要坚持3个月，
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届时，一定是身轻如
燕，再则自信满满，以后渐渐地恐怕要甩同
龄人几条街呢!哈哈，不足千元的年投资，但
愿真能收到如他所说那样的收益哦！”
蓉老师眉飞色舞地谈笑着,那话匣子

很难止住。平日里一向诙谐的惠老师接
话：“嗯嗯，蓉妹子，你哪里吃得住小帅哥
的甜言蜜语，我敢说，你肯定让张教练带
你去前台，忙不迭地举起手机，‘888元已
到账’，对不？”
蓉老师像小鸡啄米一样直点头：“知

我者惠也，好了，今天我的牛就吹到此。还
是那句——— 不看广告看疗效，请大家见证
我的成长进步吧！”
欢声笑语中，聊天继续。

早晨五点的小镇
河水升起了白雾
跑步的人低着头不看前路
熟悉的人们已经在洗衣服，在吃早餐，
在买菜，在杀鱼，在炸新鲜的油条
河南的商贩驮着水果在叫卖
那应该三点就起来的吧
买来的包子送给了那个每天都会见面的儿郎

每一种生计都变成了习惯
如果，奔波的时候，太热闹，太繁琐
不如找一个不下雨的清晨
去菜市场看一看
那里可能也会让你想起一切最开始的模样
就在卖农家菜老奶奶的眼神里、言语里，
和布满风霜的手指里

每一个小女孩在成长之前都曾向往
一生不食人间烟火，不染阳春水
后来烟火里有你
春水里也有你

太阳升起之前，
这个小镇，温柔得似一个少女

墙角数片绿，独放一枝花。
边城雨水如织，连续下了几天，墙角的

南瓜秧，花苞终于绽放了。迷糊着双眼，抓
拍了黄花从初开、伸展到绽放的三个瞬间。
貌似开了三朵花儿，实则仅是同一朵。

鲁迅《野草》集《秋夜》中有“一棵是枣
树，还有一棵也是枣树。”写尽失落之情。于
我，这枝南瓜黄花，远景拍了一次，近景也
拍了一次，完全绽放又拍了一次。

吴孔文《南瓜蛋子》记：“种了四窝南
瓜，收获两只南瓜蛋子。昨晚炒食一只，清
芬如当年之味。”想来还是挺知足的，四窝
南瓜终究还结了两只南瓜蛋子，自然，见到
了不止一朵黄花。

去冬表妹兰送一枚南瓜，苦守严防，想
留着挨到隔年暑期，等妞妞归来，做一次南
瓜饼，以解寒假来去匆匆的遗憾。腊月、正
月的动荡中，这枚南瓜走哪带哪。

端午前，隔年的南瓜呈现黑斑，隐隐已有溃烂之势，无奈之下，
削其皮，剖其身，掏其馕，取其籽，瓜肉蒸食入腹，放了那么久，依然
不甜，好在有一种怀旧的意味。取出的籽，随手丢在蔫蔫秧秧绿萝的花
盆里。不曾料到，没几日，抽枝发叶，一片欣欣之姿。

画家戴剑经过，观察，指点：“老哥，这个以前在老家舒城张母桥栽
得多，埋些鸡毛，南瓜长得好，也生得甜。”嘿嘿，这话换作旁人赌咒发
誓，我也是不信的，偏偏戴剑说，咱信！不虞有他，剑兄善于发现、观察：
鼠年画鼠时，剑兄清晰、准确、生动地画出鼠的前爪四趾、后爪三趾。这
份严谨、细腻、生动，对别人易于疏忽的细节把握，让我折服。

苦无鸡毛。不知何时，菜市里不允许再卖活禽，所见皆鸡兄鸭弟赤
裸坦荡之身。穷其极至的心理作用，让我整日郁郁寡欢，不得开颜。

万物皆存因果。端午前一日，表妹兰又至，拎来一只活蹦乱跳的
鸡。甫见之下，眼中心中全是满满的鸡毛，反而疏忘了鸡肉本身，叨叨
着“鸡毛好！鸡毛好！终于有鸡毛了！”弄得表妹兰一头雾水，不知所云。

埋入花盆的鸡毛，不到二十天，已与土壤融化为一体。心中执念
日盛，睡三更起五更的睡前一眼睁眼第一眼，皆是南瓜叶儿，幻想
着南瓜黄花儿绽放。

今夏的边城，格外热，老旧的二匹机累了，带不动空调，置换三
匹机的短短几天里，肥硕的身躯，第一次起满痱子，又痛又痒。煎熬
中，依孔文兄准确的量词而言，那几窝花盆里的南瓜秧，反复在昼
夜间强烈的温差中，白昼萎靡，暗夜舒张，仰赖早晚一桶桶水煎熬、
生存。

边城的雨，七月终于淅淅沥沥落下，从清晨滑过暗夜，从暗夜
迈向清晨，湿漉漉的大地，
明亮。这样一个清晨，蕊黄
的南瓜花，绽放了……
心心念念间，能否结

南瓜已不重要，守望的过
程更让人用心。正所谓：
只问播种，不论结果，这
才是对待生活应有的真
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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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州作为中国
历史文化名城，以其水乡风貌和丰富的
文化底蕴而闻名于世。自从女儿毕业后
到苏州落脚，我便喜欢上了江南的小桥
流水，迷恋上姑苏静默的亭台楼阁，对江
南水乡的人文与地理也产生了浓厚的兴
趣。
如果说，一座城市有一个属于自己

独特的音调，那么评弹就一定是独属于苏
州的。评弹唱腔就仿佛身临其境，徜徉在
江南风光里，伴随着琵琶拨动、吴侬软语，
仿佛看见绿树花墙，闻到了四季花香。
苏州评弹与昆曲、苏州园林一起，成

为历史文化名城苏州的“文化三绝”。
2006年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被著名国学大师俞大纲誉为

“中国最美的声音”。
吴亮莹老师名气很大。看吴亮莹老

师的现场表演，一般都是要提前预约的。
我准备去苏州的头一天，女儿就为我预
订了苏州名气最大的“琵琶语评弹馆”的
卡座。
琵琶语评弹馆在依水傍河的平江路

上。进入观前街，便看到“琵琶语评弹馆”
标识。巷子两旁挂着红红的小灯笼，灯笼
上面写着“琵琶语.评弹”字样。还未进入
馆内，便有隐隐约约的歌声和琵琶声传

入我的耳朵。阳光洒进巷子里，把树影印
在墙上，为场馆增添了一份特殊的韵味。
推开门，丝丝缕缕的茶香便飘入我的

鼻翼。古铜色的鸟笼，古色古香的房间装
饰，充满江南风味的景象。我感觉自己像
是穿越进入另一个时空里。台上，放置着
两张铺着蓝色绣花布的座椅，一张椅子旁
靠着琵琶，另一张椅子上靠着三玄琴。台
下观众都在慢慢地品茶，静静地等着开
场。
一会儿，演出便开始了。首先登台的

是一男一女两位年轻优雅的评弹演员，
他们用慢条斯理的普通话解说词作为铺
垫，演唱时全是苏州吴侬软语，一个字也
听不懂，好在看台两边装有电子屏幕，同
步显现出汉字。那清秀的容颜，柔和的三
弦，清亮的琵琶，悦耳的音色，令人很快
投入并陶醉其中。

前两位演员退场后，女主角吴老师
和男搭档刘国华老师便闪亮登场。看过
张艺谋导演的《金陵十三钗》的人们相信
对剧中倪妮怀抱琵琶演绎《秦淮景》这一
画面会有印象，这首《秦淮景》的原唱便
是吴亮莹老师。“我有一段情呀，唱给诸
公听，诸公各位，静呀静静心呀，让我来，
唱一支秦淮景呀。”吴老师温婉甜美的嗓
音一出来，我的耳朵便像灌了蜜似的，感
觉整个人都是酥的。

唱完《秦淮景》，吴老师接着唱了压
轴戏《声声慢》，现场聆听肯定与视频里
欣赏的效果不同。“青砖伴瓦漆，白马踏
新泥，山花蕉叶暮色丛染红巾”，随着酥
脆甜美的歌声润入心田。

“吴侬软语令人醉，一曲评弹欲绕
梁”。其间，最打动我的是配角刘国华老
师弹唱的《林冲夜奔》，万万没想到柔到

骨子里的吴侬软语居然能唱
得如此悲壮苍凉，也许只有
我们中老年人才能听出，唱
腔唱词中流露出的那种对
生活的无奈和被命运折磨
后的悲怆。相对于年轻人来
说，可能更偏爱吴老师的评
弹歌曲，轻松愉快，朗朗上
口，容易传播。正像谦虚的
刘国华老师所说，“感谢吴
老师的明星效应带火了苏
州评弹。我从艺四十多年
来，只有最近几年才看到台
下坐着这么多的年轻人，而
之前都是老年人。我想以后
或许会有更多的年轻人愿意
静下心来听一听我们苏州的
评弹吧！”

“一条平江路，半座姑苏
城；一曲评弹，一场江南”“粉墙
黛瓦石板路，小桥流水傍人家”。
在这里，摇一把苏扇，听一曲评
弹，吴侬软语在耳畔百转千回；或
品一杯雨前茶，坐一程摇橹船，独
有的江南韵味在街巷氤氲绵延。来
苏州，不到平江路琵琶语评弹馆体验
一把，等于没到苏州。

安庆曾是安徽首府，也是历史上“长
江五虎”之一。革命年代，安庆属于早期
就有党员和党组织活动的城市。2012
年，因为培训，我在安庆师范学院老校区
及周边待了十几天。期间行走了莲湖公
园、菱湖公园、迎江寺、独秀园、赵朴初
故居等地，了解了敬敷书院、黄梅戏等充
满底蕴的城市文化。后来阅读家乡英烈
事迹，才知道六安县土门店走出去的许
继慎，青年时代最初就在安庆学习和革
命。

《许继慎将军传》载，许继慎去六安
三农求学，听取朱蕴山等建议到安庆读
书，省城新思想更加活跃，可有更大作
为。于是他开始了离乡追求理想的历程。
1920年，19岁的许继慎先后进入安庆第
二模范小学插班学习、考入安徽省立第
一甲种工业学校土木工程科学习。1921
年，他参加在怀宁县学宫召开的安庆社
会主义青年团筹备会、在菱湖公园茶社
召开的青年团成立大会，当选为安徽省
学生联合会常委兼联络部长。1922年，
转入安徽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习。

2023年5月，我第二次来到安庆，和
几位同事走访许继慎当年在这块土地的
足迹。许继慎的出生地距离我住家仅七
八里路，我感觉这次专程来安庆很有意
义。安庆市委史志室光科长引导走访，许
继慎初到安庆引导他阅读进步书刊的光
明甫，正是光科长先辈。
第一站来到龙门口街安庆第一中

学。校门旁石牌显示“毛主席视察安庆一
中纪念地”。校园楠楼后，有视察的纪念

雕塑。《安庆一中校史》载，1958年9月16
日中午，毛主席视察了校办炼铁厂、电机
厂和木工场。我想到舒城九一六茶园，当
日主席就是离开安庆到达舒茶公社的。
最后面图书馆旁一栋老建筑，是校史馆，
以前是院试考棚、中共安徽地委旧址。许
继慎在此学习时，校名叫安徽省立第一
师范学校。许继慎同乡杨溥泉、舒城的吴
展前后也在此学习。

第二站前往孝子坊街中共安庆建党
会议旧址。途中经过龙山路安庆四中，校
内明伦堂为怀宁县学宫古建筑群仅存的
最后一进，是建团筹备会议旧址。建党会
议旧址，原是濮家老屋，位置也称北门外
万安局一号。《中共安庆地方党史大事
记》载，1923年12月，根据陈独秀指示，
在此召开会议成立中共安庆支部。许继
慎和同来自六安的杨溥泉、高永春参加。
光科长联系以前六安区划介绍，安庆说
这个支部是安徽最早成立的党组织，寿
县说小甸集特别支部最早。有待进一步
考证，或可以说一个是城市最早、一个是
农村最早。

在此我们探讨了许继慎入党时间。

有的说是1923年，他参加安庆建党会
议，虽然和其他多位参会者是团员身份，
但会后不久就应快速发展成党员了。安
徽党史方志网、六安市委史志室网显示
他1923年12月在安庆加入中国共产党，
安庆建党会议旧址展厅显示他1923年
冬加入中国共产党。另一种说法是1924
年5月考入黄埔军校一期，不久入党。

《六安县志》《许继慎将军传》《安庆一中
百年史稿》以及安庆一中校史馆展厅是
这样介绍的。这也有待考证，有关方面倾
向于前者，革命紧要时期，优秀人才破格
入党也是客观需要。

第三站来到宣家花园街安庆二中南
区。过润德楼，见到一栋两层砖木结构民
国老楼。该保护性历史建筑是安徽省立
第一甲种工业学校旧址，当年由安徽巡
案使韩国均创办，所处地块为安庆府署。
霍山舒传贤早许继慎两年考入该校，后
来二人共同参与组建安庆社会主义青年
团。现在里面保留有木质楼梯，一楼是教
导处、团委等办公区。楼后运动场，好几
队风华正茂的学生正自由快乐锻炼。

所到三个点，按先辈历程应是二中

南区、一中、建党会议
旧址。两所学校、一处老
屋外，许继慎在安庆还留
下很多抵达的地方，包括一
些秘密场所。1920年至1923
年他在安庆期间，参与创建安
庆党、团组织，反对军阀侵吞教
育经费并声援六二学生运动，声
讨倪道烺、马联甲贿选省议员，反
对曹锟贿选总统。

离开前，在迎江寺前的长江边稍
作停留。这里有熊范二烈士专祠、纪
增辉烈士殉难处。1920年，许继慎由六
安赴安庆，船进长江时，看到江面上飘
着米字旗、星条旗的炮舰自由出入，不
禁义愤填膺，吟诵完文天祥《过安庆江
上》，又口占五律一首：“鼓轮破巨浪，风
送夕阳归。明晨云雾散，昂首看朝晖。国
事艰难日，英雄奋起时。光阴如逝水，觉
醒不宜迟。”这估计是许继慎留世的唯
一诗作，最早见于《许继慎将军传》。该
书作者鲍劲夫老先生说，许继慎同学
鲍中岳回忆提到作诗之事。

百年沧桑，岁月更迭。今日伫立
迎江寺前观望，江岸堤坝坚固，江边
景色宜人，江上运输船只来往自如。
如果这个年代许继慎乘船经过，定
会有另一番感慨。抚今追昔，思绪
如江水起伏，我不禁草拟一首五
律，以缅怀先烈：逝水有先知，江
花再抵宜。雾云前路散，锦绣远
山披。壮志垂青史，雄风展赤
旗。今朝乘巨浪，帆正任君驰。

在皖西有这么一个小镇，它依水而建、傍水而生、临水而居，
就连它的名字也因水而得。

在广袤的江淮平原上淮河静静流淌，穿过这座小镇，给这
个小镇送来一个唯美的名字——— 临淮。古时淮水难以治理，
隔三差五会出现洪涝，人们筑牢高高的岗台，世世代代居住
在上面才得以安居乐业，后人又称之为临淮岗。这座小镇
因环境优美、物质丰富被誉为“淮上明珠”。

淮河的流淌为下游带来肥沃的土壤，长年累月，形成
江淮平原，坐落在江淮平原之上的临淮岗，靠着土地、灌
溉和水运的优势发展迅速。春天大片大片的土地被绿
植覆盖，淮畔之地绿树成荫，芳草萋萋。夏季的清晨淮
河水面时常会腾起浓浓的水雾，笼罩着淮河两岸，带
来一种人间仙境的感觉。秋收季节一望无际的水稻低
下害羞的脸颊，天底下凡是能入眼的地方皆是一片金
黄。入冬后的一场大雪，小镇披上婚纱，拂去往日的萧
条，成为来年春天即将出嫁的姑娘。

小麦、水稻、油菜都是这里的传统农作物，近年来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这里引进了茭白、莲藕、芡
实等水生作物。稻虾养殖、皖西白鹅养殖以及淮河滩
地的山羊养殖，极大地丰富了农产品种类。因地势平坦，粮食种植面积广，每
到收割的季节这里便自生很多农机手。收割机越来越多，本地收割完毕，再组
团去外地收割，天南海北，为人民群众带来可观的收入。
淮河不仅给这里带来土地和灌溉优势，同时也带来发达的水运和渔业资

源。这里的码头让皖西的铁矿石通过水运到达长三角。这里渔业资源丰富，为渔
民带来收入的同时也把鲜美的鱼虾送到千家万户的餐桌上。多样性的产业结
构，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收入，使这里的人们生活有奔头、日子有想头，生活年年
岁岁步步高，形成了一片安居乐业、其乐融融的盛世。
淮河发源于河南省南阳市桐柏山，干流流经湖北、河南、安徽、江苏四省，于江

苏省扬州市三江营入江。淮河古称淮水，与长江、黄河齐名，而今是中国七大江河
之一。淮河全长1000公里，总落差200米，上游的360公里的流段落差174米，占总
落差的89%，中游490公里的流段，落差却只有可怜的16米，中游的水面几乎就是一
个平面，站在安徽段的淮河边，几乎看不到水面流淌的迹象，这就是为什么淮河安徽
段经常出现洪涝灾害的根本原因。
每年的梅雨季节，接连大雨，本就容易产生内涝，再加上上游冲流下来的河水，经

常洪水泛滥。据历史文献统计，公元前252年至公元1948年的2200年中，淮河流域每
百年平均发生水灾27次。水灾一次又一次地吞没了人们的家园，良田千亩变为汪洋大
海，鸡鸭牛羊葬于水下，百姓流离失所。
记得那是2020年，也是我调至临淮岗派出所工作的第二年，7月下旬淮河流域接连

不断的雨水，致使整个流域所有水库超出警戒水位，而淮河安徽段的水位也达到有史料
记载以来的第二高。上游持续降雨的河南已无力控制，准备开闸泄洪，下游的江苏本已使
出洪荒之力，眼下的局势更是岌岌可危。危难关头是安徽承担了所有，国家防总以1号文
件向安徽下达了上保河南、下保江苏的蓄洪指令。一瞬间安徽开启了八个蓄洪区的闸门，
汹涌的洪水涌进安徽老乡的家园。

开启临淮岗洪水控制工程中的姜唐湖进洪闸的大门时，我站在闸上眺望，滔天海浪，
犹如猛兽一般四处吞噬，11万亩的良田全部沉入水底，我瞬间嗓子便哽咽了。因为蓄洪来
得急，很多群众都还没有来得及转移牲畜，成群成阵的家畜被冲散、被淹没，屯在家里的
粮食被冲得无影无踪，高大的树木已看不到树梢，原本高高的岗台俨然成为一座座孤
岛。

尽管如此，临淮岗人民没有抱怨，他们在乡村领导干部的带领下，在武警官兵的帮
忙中，有条不紊地救灾挽损。当路人为泄洪闸下澎湃的巨响而震撼时，临淮岗的群众埋
头苦干、湿透衣服为老弱人群送去生活物资。整个河堤和蓄洪区五星红旗飘扬，这是
党委、政府带领人民众志成城的旗帜；这是人民群众捍卫家园的力量；更是临淮岗人
民乃至安徽人民“舍小家为大家”博大胸怀的象征！

淮河为临淮岗带来优厚的水利资源
和美丽的自然风光；同样也是淮河为临
淮岗带来了善美情怀。岁月静好，临淮
岗迎来属于它的春天，这座皖西小镇
正以它独有的善美，向后人展示它的
韧劲，我不禁为之咏叹：“水起云雾
逸仙江，腾冲四海静流淌。境遇淮
河水乡上，醉美霍邱临淮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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