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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徐贵祥主席写贺电，这是我第一次
披露，徐主席本人至今都不知道。

原因有三：一则，本人写了半辈子公文，
这只是其中之一，没有什么可炫耀的；二则，
徐主席收没收到，至今仍是一个谜，当然，不
影响他什么；三则，每个人的人生都有谜语，
不到适当的时候，一般不会给谜底。

2005年1月，全党开展以实践“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
进性教育活动。刚从部队转业回来，当时在霍
邱县委组织部门工作的我，被抽调到县先进
性教育活动办公室。

2005年4月10日，经过一年半的淘汰式
角逐，激动人心的时刻来临，经过评选委员会
的最终裁决，徐贵祥的《历史的天空》等五部
作品荣获第六届茅盾文学奖，又一次展示了
中国文学的卓越成就。

徐贵祥，霍邱洪集人，获此殊荣，值得庆
贺！

中共霍邱县委、霍邱县人民政府很重视，
准备写封贺电。虽然我不知道中间过程发生
了什么，但是几经周折，过去一个多星期时
间，最后确定由我主笔给徐贵祥主席写贺电。
领导给我的理由很简单：我是《中国青年报》、

《解放军报》的特约记者。
我受领此项任务，既兴奋，又激动。兴奋

的是，彼此都是军人出身，曾经拜读过徐主席
的《弹道无痕》等名篇；激动的是，为中国文学
最高成就奖项之一的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写贺
电。当时看，徐主席是安徽省唯一一位获此奖
项的作家，现在看，仍然是唯一一位。
在兴奋与激动的驱动下，贺电很快写就，

那时候手机没有普及，更没有微信，按照领导
要求要用传真方式传过去。当时，徐主席在解
放军出版社任总编室主任，传真机只有解放
军出版社办公室有，接电话的是一位女生，传
真机是自动传真，发过传真后，我又打了个电
话，一再告知：传真一定要送给社领导，同时
要给徐主任本人看。我清楚地记得，传真发出
的时间和落款时间是2005年4月20日，距离
宣布茅盾文学奖的时间整整过去了10天。为
了保险起见，我又给徐贵祥主席把传真的底
稿邮寄了过去，同时，在《霍邱网》和《霍邱报》
上予以刊载，这项工作总算“圆满”完成。之所
以“圆满”二字打上引号，是因为一直都不知

道，这份贺电徐主席本人收到否？
贺电归贺电，生活归生活。随着时间的推

移，我慢慢跟徐贵祥主席熟络起来———
徐贵祥主席是有博大爱心的。2008年5

月，汶川地震后，徐贵祥主席带着2万元人民
币现金，到青川县参加抗震救灾，在一个灾后
重建动员大会上，救灾部队领导请他登台讲
话。 徐主席后来在《皖西日报》的一篇文章
中回忆：“当时，看见台下几千双期待的眼睛，
2万元拿不出手啊，站在台上，我脑子一热，脱
口而出：‘灾后重建，重在人才，支援恢复教
育，我捐20万。’讲完这话我作难了，我是个穷
人，但是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就是装，我也得
装成个有钱人……从台上下来后，跟夫人商
量，夫人说家里只有6万元，其余的钱都是借
来的。我把20万打到广元教育基金会账户之
后，才离开四川的。”据说，为凑齐这20万，徐
主席张口向多家出版社或借钱或预支，除了1
家出版社预支6万元外，其他出版社均“婉言
谢绝”。
徐贵祥主席是有军人血性的。著名作家

张志强在《永远的文学系》一文里，详细阐述
了徐主席凭借一己之力，借力打力，用英雄王
成“向我开炮”的精神，设自己为“活靶子”，让
学员们批自己，批自己的作品，奇迹般地使文
学系“焕发徐怀中时代的光芒”。2019年10月
14日晚，第十届茅盾文学奖颁奖典礼在国家
博物馆举行。历史在这个时刻安排了一个颇
耐人寻味“穿越时空隧道”的场景：由中作协
副主席、茅奖评委徐贵祥给获奖作品《牵风
记》宣读颁奖词，而作者正是已经90高龄的徐
怀中。文学系的最后一任主任和第一任主任
相遇在文学盛典上，并肩眺望渐行渐远的军
艺文学系，成为意蕴辽远的定格。

徐贵祥主席是有人文情怀的。徐主席写

《鲜花岭上鲜花开》，泪流满面向沉睡在大别
山的英雄们问好。徐主席解读《卖火柴的小女
孩》，能够反复向自己的灵魂拷问！《人民文
学》2024年第7期，发表了徐主席的中篇小说

《好汉楼》，开篇中徐主席这样记述：我不是作
家，但我是一个有文学情怀的人，我一直在做
文学梦，从少年到如今。我深信，文学让人安
静，文学让人年轻，文学让人清澈。我用我的
笔在纸上歌唱，表达我对世界和生活的看法，
表达我的感情和理想……2024年7月12日，
徐主席在一个微信小群里这样说：又盖了一
座楼，下半年盖第三座。继《老街书楼》出版之
后，《好汉楼》又刊载，第三座是什么楼？我不
知道，但我可以肯定的是：徐主席的每座楼
里，都珍藏着人文情怀的典藏。我依稀记得，
徐主席在《八月桂花遍地开》里，不惜用1000
余字的篇幅，描述一只中国看门农家犬与日
本训练有素军犬之间的玩命撕咬：中国农家
犬在遍体鳞伤、精疲力竭断气之际，硬生生咬
断并扯出日本军犬的喉咙，尔后，中国农家犬
两条后腿着地、两只前爪前伸，咽气后依然保
持着“战斗姿势”！无疑，徐主席的人文情怀
中，爱国是主旋律，爱家是主基调。徐主席跟
钱钟书老先生有一个共同的观点：把文学当
职业(没有情怀)的人，未必不是文盲。

徐贵祥主席是有家乡情结的。读过徐主
席佳作的读者都知道，徐主席的大部分作品
中，写的都是皖西大地、皖西山水、皖西人物、
皖西故事等等，不一而足。2021年10月的一
天，我邀请徐主席莅临我们在北京的常驻机
构指导工作，等我到大门外接他的时候，他正
在到处找商店，准备给我们买一套炊具，被我
们婉言谢绝。当徐主席发现我们驻地6名工作
人员，每人手捧一本他的不同作品等待他签
名时，他边认真签名边说：好多版本我自己都

没见过。并破例每人签一句共勉或互勉的话
语。有一次徐主席到宣城采风召开座谈会，当
听到宣城市一位领导提到霍邱县全国最美教
师董艳时，他自己“嚯”地一下从座位上站起
来，以茶代酒自己给自己敬一杯。2023年5月
的一个周末，我约徐主席小聚，他发个江苏滨
海县的定位回复我，我告诉他：咱们霍邱籍烈
士陈涛安葬在那里，滨海县有个陈涛镇。徐主
席在当地政府领导陪同下，喊上几位作家，
连夜去给陈涛塑像献花篮、鞠躬拜谒，并专
门写下一篇著名的悼念散文《面向大海》。
徐主席很会总结，以狗喻人写《狗阵》，成
语接龙写《晨语》，等等等等。提笔“烟锁
池塘柳”，放笔“灯垂锦槛波”，他的每一
部作品既有高境界的思想，又有上层次的理
念，无一例外。徐主席也有纠结的时候，由
于区划调整，徐主席所在的乡镇，由霍邱县
划归叶集区，他文章的落款常用“皖西
人”，我曾经直言：分“先来”与“后到”
的，用“霍邱县(今叶集区)人”不是很好嘛!
他笑而不答。2024年6月23日，霍邱在京经
济文化发展促进会成立，徐主席在会长致辞
中这样说：我一生就当过两个官，小学的时
候用拳脚打出个“班长”，这次霍邱在京乡
贤选我当“会长”。在他心目中，其他的统
统都不是“官”。徐主席的休息方式主要有两
种：掼蛋，喝酒。掼蛋，他常用军事“战术”，输
少赢多；喝酒，徐主席一直追求随意休闲的状
态，他有一句名言在家乡广为流传：桌上一壶
老酒，桌边几个老友，桌下一条老狗。这，何尝
不是一种境界？！
徐主席写的故事很多，而他自己的故事

则更多……
我为徐主席写贺电，刹那间已过去近20

年。跟徐主席相处感觉就两个字：舒坦。他既
没有官场上个别官员的居高临下，也没有商
场上少数商人的媚俗。他骨子里皖西人共有
的真诚、豁达、勤奋等品格，感染着一大群人，
他的每一篇文章，每一部作品，“根朝下扎，树
往上长”的皖西情结都跃然纸上。喜迎新中国
成立75周年，这
样的“老徐”，毋
庸置疑是皖西
大地的首推代
言人！

我为徐贵祥主席写贺电
夏书阔

散散 文文

老水是我的乳名，因为我出生时，二道河正发洪水。老
水的老，在家乡话里的语境，是小的昵称。比如排行最后的
儿子，叫老憨子。我也是老憨子。重庆话叫老幺，幺儿。
金秋十月，我专程回家乡看望二姐，我是二姐带大

的，姐弟感情深厚。
二姐老了，犯糊涂。今年五月我和老伴回老家，祝贺

二姐九十华诞万福，她能认出我，也能认出俺老伴杨妹。
家乡以姓氏称弟媳，俺老伴姓杨，二姐自然叫她杨妹。仅
隔几个月，这次见面，就认不出弟弟和弟媳了。但非常热
情，家里来了客，二姐吩咐倒茶烧锅，留客人吃饭，那是
待客的规距。

二姐是住在厂里的。外甥们在厂办公楼外，给母亲
盖了房子，为的是每天上班都能抽空陪陪母亲。餐厅有
个大圆桌，为的是阖家常聚，让老姐姐高兴。回家短短的
日子里，围着这个大圆桌，热烈而又温馨地陪姐姐吃了
三顿饭。

这次回乡探亲，除了在外与亲友相聚，每天上下午，
我都会和老伴一起，去看望二姐。她对过去的事情，记得
很清楚。我就和姐姐叙几十年前的往事。“二姐，我是老
水。”我对二姐说，“你背我上街看灯，让我骑马马肩，我能
看到划彩船。”“你是老水，怎么头发都白了？”姐姐记忆中
的老水，是孩童的样子。我的眼睛湿润了，有些老泪纵横。
二姐用衣袖揩我脸上的泪水：“你就爱哭，爱闹人。”二姐
没有认出现在的我，但她心中却一直装着老水。

10月16号那天下午，俺老伴一边和二姐叙家常，一
边给她揉膝盖。二姐久坐轮椅，揉着揉着，二姐突然说：

“杨妹！”二姐认出了弟媳。我和老伴感动而又吃惊。我赶
忙说：“那年下大雪，我带杨妹回家过年，你带一大块腊
肉给俺们吃。”这些细节，二姐都能回忆起来。她记忆中
的杨妹是几十年前的杨妹和今年五月份给她拜寿的杨
妹。不过，第二天，二姐又认不出老水和杨妹了。

外甥像舅。每当三外甥问
母亲他是谁，二姐马上说：“你
是老舅。”她心中的我除了老
水，还有三外甥的模样，一个五
十来岁时的老舅。

散散 文文

老 水
冯泽田

翠绿的大山
富得流油
竹海茶园
云雾和溪流
茶马古道上

采茶女
踩着轻快的步子
山歌
十万八千箩

刘晶晶/摄 流冰/诗

无酒不成席。酒是餐桌上的灵魂，是快乐的
调味品，是活跃餐桌氛围的添加剂。家有客来，拿
出好酒相待，不仅是对客人的尊重，而且也显得
东家挺有面子。

家乡小镇——— 孟集，人热情，多善饮。大家对
酒的嗜好，可以说是渗入骨子里。对于爱酒的人
来说，酒只是餐桌上的一种特殊饮品。它外形是
水，性格似火。开心庆祝、郁闷解忧、个人小酌、亲
朋好友相聚，酒又起到一种催化剂的作用，它可
以刺激人们的味蕾和情绪，把兴趣和快乐无限量
放大。
小镇人爱喝酒，不谈中国酒文化，只谈谁的

酒量大；“小酌怡情，大酌伤身”大家都明白这个
道理，可是，一端起酒杯来，就不管它三七二十一
了。一碰，“干(gān)”。二碰，“再干”。三碰，“干了
它”；“三杯酒”是孟集餐桌上的见面礼，也是当地
一条不成文的老规矩。因此，很多外地人到小镇
上做客，总是谈酒色变。

“人生三杯酒，一杯忘忧愁，一杯话桑麻，一
杯笑红尘。”小镇人只要是身体允许，端起酒杯
来，就不会让同桌的你瞧不起。

小镇人喝酒，具有北方人的性格。早些年聚
餐，总习惯划拳，吆五喝六的，要么就是“棒打老
虎鸡吃虫”，吐沫星子满桌飞。哪怕是亲朋好友或
自家兄弟姐妹们在一起喝酒，照例要拼个胜负。
但凡遇到外来客人，当地人必然不谋而合，一致
对外，共同将客人灌醉而后快。因此，小镇人一度
被外界传出了“酒风不正”的坏名声。随着人们对
酒文化的认知和处于对外来客人的尊重，酒桌上
那种“欺生”的行为，早已成为不齿的话题。

如今，小镇上的人喝酒最讲究公平。“白酒三
杯，啤酒三瓶”是“起步价”。酒杯统一摆在桌面
上，一视同仁，斟满酒敬人；“三杯酒”过后，大家
方可自由选择，自愿发挥。
酒是开心果，也是连心桥。小镇人喝酒越来

越讲究礼节：“客人为先，长者为大”。三杯酒下
肚，便可敞开心扉，推心置腹地交流。你好、我好、
大家好！热情似火，和气满堂。兄弟姐妹、老少爷
们，交叉碰杯，相互敬酒，丢掉了破事，忘记了忧
愁，一切隔阂和矛盾，顿时化为乌有。

喝酒，在小镇上也有一定的负面影响。大街
上偶有酒驾、醉驾或酒后惹事生非等不和谐现象
发生，因此，贪杯者也成为街头巷尾议论和指责
的对象；喝酒，虽说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人们

之间的交流和友谊，但对于那些酒精过敏或者不
喜欢饮酒的人来说，若要求他们喝酒也会引起他
们的反感和不适。当遇到这类特殊情况时，小镇
人也会因人制宜，区别对待。

小镇人喝酒，不卖关子，不耍滑头。爱拼酒，
爱劝酒，“三杯酒”过后，再喝就要“放罍(léi)子”。
即便“一对一”把你喝醉了，相信你一定会心服口
服。
小镇上的人，民风淳朴，为人坦荡。请客喝

酒，没有理由，喝酒就是喝酒。不会勾心斗角，没
有尔虞我诈。受请者无论是街道官员或是平头百
姓，大家坐在一起都能够畅所欲言。可以放心地
吃，尽情地喝。喝多时，可能偶尔会有人发生口
角，但肯定与算计无关，待到酒醒后，一般人都能
够自我反省。

小镇上爱拼酒的人，不局限于青壮年和男子
汉们。酒桌上“老年不服少壮”、“巾帼不让须
眉”。喝酒的老人们，酒品如人品。能上得了台面
的人，多是德高望重，能说会道，能聊起酒桌气氛
的人；喝酒的女人们，多有刚强和柔软的双重性
格。她们面对生活中的种种挑战时，一般不会低
头，不说孬话。在酒桌上遇到知己，总能够勇敢地
站出来，接受挑战。小镇上能端得起酒杯的女人，
一般都是具有八两到一斤酒量的女人。你若不服
气和不相信她们的实力，哪天就来小镇上挑个软
柿子捏一下试试。

小镇人喝酒，图的是开心快乐；老年人喝的
是寂寞、是性格；中年人喝的是情怀、是豪爽；年
轻人喝的是娱乐、是风度；女人们喝的则包含了
刚强和柔情。

小镇人敬客“三杯酒”讲的是义气，“三杯通
大道”图的是吉利；小镇人敬客“三杯酒”是一种
豪气，“万丈红尘三杯酒，千秋大业一壶茶”，红尘
中纷纷扰扰的事情太多，在三杯两盏淡酒里一笑
谈过，什么事都不是事儿。

“杯小乾坤大，壶小日月长”。中国的“三杯
酒”文化，源远流长，寓意深刻。“三杯酒”可祭、
可庆、可敬。小镇上的“三杯酒”文化虽属跟风，
但却表达了小镇人民对人生、时间、生活的态度
以及对美好事物的向往
和感慨。每一杯酒都承
载着家乡人们对客人的
一份浓浓的亲情与友
情。 随随 笔笔

家乡小镇的酒文化
史云喜

看张玉柱撕马
鸦雀无声众目睽，平心静气手翻飞。
骏马嘶嘶扬尾掣，悲鸿转世艺名蜚。

观姜宏木刻
心灵手巧意当先，枯木逢春镂刻间。
丘壑在胸刀剡画，玲珑世界凤鸾喧。

田孝勤泥塑
淮畔孝勤一朵花，窈窕颖慧爱泥巴。
扎根沃土承先技，放眼西东拜大家。
妙手捏出精湛品，灵心巧构旷奇葩。
频折冠桂芳名显，泽惠子孙万口夸。

收藏家冯克强
总角痴迷老物搜，风风雨雨几十秋。
摸黑起早弗觉苦，冒暑遭寒胜品馐。
抢救文化珍宝聚，延存记忆令名讴。
初衷不改开新径，子嗣被泽魄脉留。

身残志坚张祥贵
坠地肢缺未怨天，轻薄厄运腑心宽。
痴迷翰墨足为手，沉湎学堂苦作甘。
奋力笔耕抒壮志，一心向善惠疾残。
寒风凛冽千花谢，傲雪红梅绽笑颜。

霍邱乡土艺人咏赞
庄有禄

咏古井台
昔时寻常汲饮处，今作垒然古井台。
绕行九匝尤不舍，循阶数步生愧怀。
古风荡然难再拂，斯水甘洌可润哉？
惟愿尽挹清波出，浇灌桃李满园材。
【注】古井台，位于金安区三十

铺镇毛坦厂中学东校校园内，2014年
建校时作为古迹留存。

赋东校楼名缀句
博观大雅启宏程，教苑花开淠水滨。
崇文崇真亦崇德，躬行敏行且笃行。
弘毅轩宇男儿志，兰蕙毓秀集群英。
尚俭健行杏坛梦，陶然居间怡然情。

【注】此诗缀连毛坦厂中学东校
以下楼名：行政办公楼——— 博雅楼，
教学楼——— 崇文楼、崇真楼、崇德
楼，实验楼——— 躬行楼、敏行楼、笃
行楼，男生宿舍——— 弘毅楼、轩宇
楼，女生宿舍——— 兰蕙楼、毓秀楼，
食堂——— 尚俭餐厅，体育馆——— 健行
馆，教师宿舍——— 陶然居、怡然居。

安吉自然博物馆游观
秋初得暇日，千里赴丹阳。
博观天下物，古今馆中藏。

巨眼览大造，细听识微茫。
我辈实芥末，杳然处沧桑。
【注】安吉自然博物馆位于浙江

省安吉市，系东南亚最大的自然博物
馆，2024年夏末得游。

莺歌兴欣独山学归
不畏暑气暄，学道进独山。
参透高大上，悟得专精尖。
莺歌语更润，新星光愈灿。
披霞云间出，来耕世上田。
【注】2024年暑假，本校教坛新

秀李莺歌、王兴欣等赴裕安区独山学
校学习，题诗迎归。

古诗四首
张行中

在岁月的长河中，每一段旅程都是时间的注脚。
今年，随着儿子踏入武汉大学的校门，我们一家决

定踏上一段寻根之旅，前往大别山天堂寨。那里，不仅是
一片山水，更是一段家族史的见证。午后的阳光洒在古
道上，我们的脚步轻快而坚定。

离家不远的大别山天堂寨，是我曾祖父、祖父和父
亲三代人从老家走出山区的一条千年古道。国庆假期，
我们一家五口从古道入口处至九影亭小憩后，开始沿着
古道拾级而上。古道两旁，山峦起伏，奇石纵横，峭壁千
仞，孩子们不停地用手机把美景收入其中。我曾多次来
大别山天堂寨拍摄采访，2008年，还陪同央视记者拍摄
了大别山天堂寨的专题片。如今，我乐此不疲地当起了
导游：将军岩、龙脊背、天屏峰、彩虹瀑、虎形地……每到
一个景点，我都会绘声绘色地解说。

不知不觉地我们就到了“大别山锁钥”的关口。“岩
石古寨插云间，吴楚东南第一关。”想起古人的诗句，一
种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豪情油然而生。站在隘口极目
远望，六安岭南一带的风光尽收眼底，家乡的美景让我
们由衷地赞叹！当晚，我们落脚在观瀑楼的隐溪山庄。昔
日的小楼房，如今被建成颇具档次的农家乐，客房内空
调、浴室一应俱全，里里外外干干净净。香菇、木耳、土鸡
等美食品种多样，店主笑脸相迎，让我们感受到宾至如
归的温暖。

山区的秋夜，空气清新，没有城市的喧嚣，一切都是
那么安静。一家人围坐在一起，我兴致勃勃地讲述曾祖
父与大别山天堂寨的一段不解情缘……

“前世不修，生在深山，十三四岁，往外一丢……”听
祖母说，我曾祖父才12岁，就随本家叔叔到合肥学做生
意。16岁时，他学徒期满，一个人从大别山天堂寨回家。
由于所带的“冷饭馃”不多，以致饥饿难耐，当他好不容
易走到竹林塆附近的一幢茅房时，就晕倒了，幸好被刚
出家门的一位老人救起，扶进茅草房，并给他端来了刚
蒸好的菜包，他狼吞虎咽地吃下后，才慢慢地恢复过来。
老人的善举，让曾祖父铭记在心。滴水之恩，当涌泉相
报，曾祖父后来在茅屋开办了“南北杂货店”，生意兴隆，
他热心公益，捐资修建道路和桥梁。这段经历，成为家族
中流传的佳话，也是我们家族乐善好施传统的起点。

善行惠及儿孙。后来，我的祖父到苏浙经商进货、父
亲外出求学，走的都是大别山天堂寨，得到了乡亲们的许
多帮助。再后来，我有幸到新闻单位工作，又多次来大别
山天堂寨采访，结交了许多朋友，我们一家几代人都和大
别山天堂寨有着不解的情缘。
第二天清晨，我们一家抵达

皖鄂交界地马头峰，感受着清新
的风和美丽的日出，大别山的景
色令人陶醉。儿子站在我身边，他
的目光坚定而充满希望。我默默
地祝福他，愿他的人生之路，无论
曲折或平坦，都能勇敢地走下去，
走出自己的辉煌。

岁月的印迹
万慧玲 沈丽娟

散散
文文

初遇秋天
一只秋老虎下山
横渡夏季
秋风预谋启程
皖西大地尚存38℃的高温?

更有隐约的蝉鸣
落在夕阳余晖里
俘获了秋心
蓦然回首，阳光普照
盛装浸染故乡金寨

成片的稻田逐浪金黄
饱满的果实压弯了秋
捧一把湿润的泥土
故乡母亲的温暖
让我陷入深思

白 露
行走了两千米
汗水已打湿衣衫
分明是中秋，莫名的热流

我更欣赏，低矮的小草
默默地托举
晶莹的露珠
太阳出来了。顺其自然

白昼的差异涅磐逢生
或是，将云染成霜
把它当作飞舞的雪花
然后坠入空中燃烧

其实，直白的人
更喜欢把人生豪情
精彩铺呈
迟来的凉爽
并非错过

秋 夜
今夜我在办公室
看见一只鸟儿
从书里飞落
那该是个迷人的领地

日光灯深情地呼吸
墙壁上一小块一小块
朦胧的光斑，像跳舞的羔羊
我想把它们赶下来
用流淌的月色喂养它们

窗外的小城比新娘还动人

记忆的影子
像大别山低语的月光
小心点儿
别踩疼了静谧

听明月
你可在听
广寒宫桂花树下的
窃窃私语
缓缓流动的蓝色火焰
点燃心灯

今夜，我仰视
一眼望千年
鲜活美丽的传说

情谊浓
在这如此美好的宇宙
桂花开了一茬
又一茬

踏秋而歌(组诗)
冯 英

诗
与
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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