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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去菜园摘茄子，顺手采了半
篮子马齿苋。在盛夏的菜园，马齿苋
是最肥嫩的菜———野生而能欺正主
的，好像只有马齿苋了。马齿苋能得
如此，在于它喜肥沃，但不肥也可；喜
湿润，但干旱也可；并且它还有一个
爱好：在烈日下开花，且丰腴水嫩，恐
怕这连太阳花也会汗颜的。

马齿苋像个“野孩子”，壮实，自
愈能力强，生存能力强。马齿苋的功
能很多，江湖人称“天然抗生素”，比
“及时雨”拉风得多。马齿苋又像野
老，不大讲究，但是生活经验丰富，故
事多。老北京叫它鞋底儿菜，因它与
老式的袜底颇为相似。它还有个外
号，叫“死不了”，这就很神气。

咋叫“死不了”呢？你拿它爆炒，
那当然死得了；若要想将它晒干了，
留作日后包饺子，或者是像梅干菜一
样拿五花肉红焖，那它还真死不了。
一个毒日头晒下来，地都晒焦了，它
依然青翠欲滴。有人说，敢情这菜像
传说中狗挨土死不了一样？拿它到竹
缏上晒，还是栩栩如生。我母亲的办
法是，拿草木灰跟它一起揉，然后再
晒，一会就干了———只是可惜了它体
内的那么多“乙醇浸液”，全浪费了，
这个她不懂，她只晓得儿子喜欢五花
肉烧干马齿苋。

那时候家里穷，一到夏天，菜园
里连茄子都不结。茄子跟穷有关系
吗？当然有。穷得四处奔忙，没时间打
理菜园，有饭吃就行，菜能糊弄就糊
弄吧。于是就认识了马齿苋，马齿苋
可真多，边边角角不说，还直接登堂
入室，占领了菜畦，把辣椒直接给挤
萎缩了。事情有时候就是这样奇怪，
被贫穷逼迫而食马齿苋，却吃出了百

病不侵，我记得小时候生病特别少，是不
是跟“长寿菜”马齿苋有关呢？

宋代的方岳提起马齿苋时，说：“断
无文伯可相累，比似何曾毋太豪。”诗歌
写得不咋的，意思很明白：马齿苋是乡野
老农，没多少文人愿替它作文作诗，但它
的味道和作用，却并不比何曾的“万钱
食”差。他说的大抵不差，吟咏马齿苋的
诗文颇少，老杜有一首提到马齿苋：“苦
苣针如刺，马齿叶亦繁。青青佳蔬色，埋
没在中园。”说马齿苋叶子繁盛，却被苦
苣埋没了，似乎有寄托。

诗中提到的何曾是晋武帝时的丞
相，对于吃的讲究，他应该是千古一人。
晋武帝每次举办宫廷盛宴，何曾都不吃
太官烹制的馔肴，他觉得太过粗糙，无法
下咽。晋武帝也不怪他，允许他自带家厨
烹制的饭食。到后来，他一日吃饭要花费
近万钱，但是还是无法下箸。他死后，博
士秦秀以何曾奢侈无度，奏请武帝谥他
为“缪丑”，武帝不允———后世秦桧倒是
获得了这个谥号。

且不说身后事，就是在生前，务求美
食的何曾其实也是痛苦的，用现在草根
的话说，“有钱买不到好胃口”。现代医
学有告诉我们，太过肥美的菜肴对身体
不好，“纯天然菜”、“有机菜”、“野
菜”、“保健菜”受到了追捧，而这四个
要素马齿苋都占全了———回头再看，贫
瘠的岁月，竟然逼我食用了如此美好的

嘚食物，真的可以 瑟一下了。
世事白云苍狗，保持一颗积极乐观

的心态真的很重要，比如说菜园将芜马
齿生；比如说在酷烈的阳光下，马齿苋朗
然开花；比如说那样艰难的日子，我们因
为有希望，活得如倔强的、乐观的马齿
苋，而果不其然，今日我们真的开出了花
来。

马齿苋
□董改正

文 学 副 刊

“十八岁，十八岁，我参军到部
队，红红的领章印着我开花的年岁。”
日月如梭，时光飞逝，回想穿上绿军装
跨进军营的情景，仿佛就发生在昨天，
但岁月之舟已无情地飞越了三十二个
春秋，因为生命里有了当兵的历史，军
人的情结总时常汇聚在心头，一辈子
都感到珍贵、富有。而尤令我难忘的是
一段与众多将军们的邂逅。

那年，参军来到了有千岛之称的
舟山群岛，成为舟嵊要塞区的一名炮
兵。舟嵊要塞区前身为山东军区所属
主力兵团，后编为华东野战军 3 纵，
1949 年经中央军委命令改编为中国
人民解放军第 22 军，首任军长为曾
率十七勇士强渡大渡河、后任济南军
区副司令的孙继先中将，政治委员为
丁秋生中将，他年少时在毛泽东的引
领下从安源参加革命，后担任北海舰
队第一任政委。1953 年 22 军与守备
十四旅合编组建舟嵊要塞区，为军级
单位，1985 年精简整编改为舟嵊守备
区。

当兵期间恰遇舟嵊要塞区组建三
十周年和军史馆开馆，我作为基层连
队代表参加纪念大会和开馆仪式。纪
念大会在要塞区礼堂举行，一进会场
只见满堂的大檐帽、绿军装，全都军姿
端正正襟危坐，主席台上第一排绝大
部分是身着便装、一个个慈眉善目、满
头飞雪的老人，守备区司令员、政委等
几位现役军人夹杂其间，乍一看你绝
想不到，这曾是一群曾叱咤风云、攻
城拔寨的战神，是令鬼子魂飞魄散、
统领过千军万马的将军，是一群驰骋
疆场、身经百战的开国功臣：丁秋生
中将、王一平少将、刘春少将、铁瑛少
将……等，一时将星云集，星光璀璨，
这可都是写在军史上、活在故事里、
印在书本上的人物，一个个大名鼎
鼎、如雷贯耳，每个人都是一本书、一
段史，作为生在和平年代的一名小上
士，也许一辈子都看不到这么多名垂
史册的将军啊，可惜离主席台太远，看
到的只是一片花白的头发、一排模糊
的身影。

好不容易等到大会结束，军史馆
开馆剪彩，我有幸站到前排，紧随将军
们身后一道参观军史展。与将军们有
了一个“近距离”接触，老人们年事已
高，行动有所迟缓，但身上所散发的那
种气势、威严却丝毫不减当年，忆往昔
沙场点兵、叱咤风云，再回首浴血奋
战、决胜千里，尽管岁月的风霜已令那
腰背不再笔直、步伐不再矫健、动作不
再敏捷，但威严的仪态和刚毅的英姿
中，总能透出军人的气质和那已融入
骨髓的当兵味道，不怒而威、不严而
惧，极富气场。将军们缓缓来到写有
22 军创建以来牺牲的英烈榜前，肃然
而立，神情庄重，在英雄林茂成烈士的
遗像前，丁秋生将军十分动情地说

“他作战勇敢，战功赫赫，当年英模会上
是我亲自给他授勋章，听到他牺牲的消
息，我极为痛心、极为惋惜，折我一员虎
将。”一个个难忘的英名、一张张熟悉的
脸庞，让老将军们又梦回那血雨腥风的
战斗岁月、同生共死的烽火硝烟，正是这
众多倒下的和这些尚健在的，是他们用
鲜血和生命、用青春和激情书写了 22
军英勇善战的传奇，铸就了敢于亮剑、威
震敌胆的铁血军魂。

在战旗展区，一面面战旗让他们驻
足，当年他们或亲授军旗、或亲扛战旗、
或勇夺锦旗，这里有他们冲击搏杀的见
证、攻坚拔点的褒奖、浴血突围的肯定，
他们视军旗为生命，“人在阵地在，誓与
军旗共存亡”的誓言，惊天地泣鬼神，多
少战友血洒疆场、埋骨四方，这一面面的
战旗浸透了英雄的鲜血、饱含了先烈的
忠魂。我看到这些曾经出生入死、视死如
归的老人们，情绪有些激动，有的在用手
帕擦拭着眼睛，或用颤巍巍地手轻轻抚
摸战旗。尽管他们大多已脱下军装、也有
些早已转岗，但如今站在军旗前，仍像当
年将士出征一样，头虽花白，但雄风犹
在；体虽老迈，但气势不减；他们肃立鞠
躬，以虔诚向神圣的军旗告别，以谦恭向
久别的战友告慰，英雄的部队后继有人，
先烈的鲜血没有白流，这面面战旗就是
铁血的军魂、是永远的忠诚。

在“洛阳营”牌匾前，在命名授旗大
会的照片前，丁秋生将军一眼认出了当
年的营长张明，1948 年 3月，在参加洛
阳战役中，28 岁的营长张明带伤指挥战
斗，先后攻克国民党军十余道堡垒防线，
率先攻破洛阳城门，被评为甲等战斗英
雄，全营被授予“洛阳营”光荣称号，他
当年写下的一篇新闻稿件《桌上的表》，
从一个侧面反映我军秋毫不犯、不拿群
众一针一线，被选入中国优秀通讯选，当
年的“小鬼”营长如今已成长为共和国
的中将、南京军区副司令员。一件件实
物、一张纸发黄的照片，是历史的见证，
更是精神的传承，老人们看得认真、听得
仔细，尽管已过去四五十年，但当年的烽
火岁月，已化为脑海中永恒的记忆，曾经
的堡垒、雄关在他们谈笑间樯橹灰飞烟
灭，曾经的强攻、血战在他们运筹中气吞
万里如虎，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
和月，将军们在参观中无一谈及自己，更
多的是追忆战友、敬畏先烈，感怀的是支
前的民工、老乡的小米，因为他们深知树
高千丈，根必须深扎土地；世界再大，也
不能忘了鱼水的情义。

日月如梭，韶光飞逝，三十余年如白
驹过隙，当年的青春小伙，眨眼间便人到
中年，逝去的岁月渐已归于淡忘，但随将
军看军展的经历却历历在目，过目难忘，
这可能主要是受将军们传奇的经历、所
建的功勋、崇高的人格所感染，我想这正
如一位诗人所言：给人民作牛马的，人民
永远记住他！为国家独立富强建立功勋，
历史永远记住他！

我随将军看军展
□陈文革

“抬眼一览湖面绿，低眉细品荷
花姿。”又到一年仲夏，正是荷花竞相
开放的季节。沿着青石小径，漫步湖边
池畔，远远望去，一片片碧绿的荷叶
中，一朵朵荷花亭亭玉立，一支支含苞
待放的小荷初露尖尖角。微风送来阵
阵清香，风吹荷动，花随风摆，花叶相
依。近闻荷香，细观荷态，让人不由得
陶醉其中。

荷花秀丽婀娜，清雅高洁，出淤泥
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被誉为花之君
子，历来就是人们所喜爱的花卉。李时
珍的《本草纲目》记载道：“莲茎上负
荷叶，叶上负荷花，故名。”古代的文
人墨客，赞荷爱莲的不少，虽风格迥
异，或描绘它绰约可人的风姿，或吟咏
它傲岸自洁的情操，但都韵味悠长，带
给了人们无限的美感和遐想。

三闾大夫屈原善歌荷花，他在
《离骚》 中吟唱：“制菱荷以衣兮，集
鞭蓉以为裳。”用穿莲衣荷裳，赞美荷
花的坚贞不屈，表达自己的心志，他对
荷花的喜爱简直到了愿与之融为一体
的程度。唐人王昌龄的《采莲曲》云：
“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开。
乱入池中看不见，闻歌始觉有人来。”
全诗生动活泼，富有生活情趣，很好地

表现了人倚花姿、花人同美的优美意
境。

宋人杨万里脍炙人口的名诗
《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毕竟西湖
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
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令人宛见西
湖夏天的荷花，在旭日朝霞映照下连
绵十里，香飘云外的美景。明代诗人沈
野的 《采莲曲》，亦写得俏丽风趣：
“解道芙蓉胜妾容，故来江上采芙蓉。
檀郎何事偏无赖，不看芙蓉偏看侬。”
清代画家郑板桥的笔下的荷花，则别
具一种恬淡、朴实的美。“最怜红粉几
条痕，水外桥边小竹门。照影自惊还自
惜，西施原住苎萝村。”通过貌美村姑
的自惊与自惜，一声轻叹便说尽荷花
天然之美，很是真切，这样一幅自然的
图卷，诗情画意，风韵自成。

老家屋后有一片荷塘，到了夏日，
生机勃勃的荷塘上面，满眼是碧绿的
叶子，层层叠叠相互簇拥着，清风过
去，绿叶随波，温柔的像铺在水面的绸
缎，一波接一波流动着，涌向一边，怡
人的清香随风四溢，沁人心脾。荷叶下
面，碧水荡漾，肥美的鱼群在水中畅
游。细看那荷花，白的、黄的、红的绽开
在绿叶丛中，像颗颗钻石闪烁着迷人

的光芒，互相辉映着，情趣无限。倘若
赶上清晨或雨后，便会发现圆圆的荷
叶面上常会停留滴滴水珠，轻风徐来，
梗动叶摆，水滴犹如一粒粒散落的珍
珠，来回滚荡，晶莹剔透，玲珑可爱。荷
花带露而开，娇媚中有坚韧，更加惹人
怜爱，便成了“叶上初阳干宿雨，水面
清圆，一一风荷举”。

一池荷花一池凉，一阵荷风一阵
香。夏夜，天空繁星点点，月挂树梢，风
吹影摇，流萤飞舞，荷塘深处，一片浓
绿，静谧而安宁，使人凉意骤生，烦热
顿消，这里便成了很多人纳凉避暑的
好去处。初时只是一个两个，后来纳凉
的人越来越多。大家悠闲地坐在池边，
观赏满塘的荷花，耳边清风徐徐，荷香
悠悠飘来，凉意漾出心底，惬意至极。
这一刻，我感觉荷塘是一个梦，让我不
禁想起了朱自清笔下的那个飘着袅袅
轻雾，如梦如幻的荷塘，在《荷塘月
色》中，他将荷花比作“碧天中的星
星，又如刚出浴的美人”，真是一幅醉
人的月下赏荷图，令人陶醉。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荷叶田
田荷花香。炎炎夏日，徜徉在一池的红
莲碧水旁，为我们带来许多愉悦和清
凉，真是令人心旷神怡，流连忘返。

荷叶田田荷花香
□钟 芳

距离母亲生日还有一周的时间，我
便在办公室的台历上记下“一定要记
住给母亲打电话，祝福老人家生日快
乐”的提醒语，以防母亲生日到了，我却
什么祝福问候都未能及时送给她。

我离家外出工作，至今快三十个
年头。以前，每逢父母亲生日，我都是
记得非常清楚。虽说不能每次都回家，
但至少要送去一个问候祝福的电话，
同时还邮寄一些零钱。随着时间的推
移，我逐步进入知命之年，或许是工作
的忙碌以及记忆下降等原因，近几年
来，父母的生日经常被我忘记的一干
二净。每每此时的下午或晚些时候，弟
弟就会给我电话，言语中多半是“父
母生日你连一句问候都没有，做人岂
能忘本”之类的责备和警醒，让我羞
愧和无地自容。

弟弟的责备极是，其中的“做人
不能忘本” 更是每每触及我的心灵。
记得我从有记忆时起，父母亲就时常
教育我们做人不能忘本。小时候，家里
很穷，父母亲在家都是长子长女，年幼
的弟妹们很多，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
耕生活，到头来连温饱都成为问题。及
至我们兄弟五人相聚问世，家里甚至
穷的有时是吃了上顿难有下顿，那时
的山芋和田野里种植用来做肥料的红
花草便是我们能充填肚皮的美味佳肴

了。有时甚至连这些都没有，我们只好
挖食一些野菜充饥。看着我们难以下
咽的表情，虽说父母心里不是滋味，但
他们仍然笑着对我们说：“难吃总比没
的吃要好。现在多吃些苦，将来日子好
了，你们才知道珍惜，不会忘本”。自那
时起，我便对父母“做人不能忘本”的
教诲有了初步懵懂的接触和认识。

此后，随着农村土地改革的实施
和深入，家里生活逐步有了改善，但父
母依旧过着简朴和善的生活。记得在
我小的时候，父亲略懂一点草药治病
知识，特别是用山上挖来的两副药草
混配治疗肾炎病为父亲所擅长。这种
慢性病在当时农村一些大至县级的医
院，要根治都是很困难的，一般家庭为
此难以承担长久的医治费用。为此，不
少人找到了父亲，父亲都是尽力帮忙
上山采药的，不论是高温酷暑，还是农
事缠身。由于中草药治病是个慢性作
用过程，因此一次肾病治疗要吃二三
十副中药，且此类草药又全部生长在
山间草丛中，很消耗采药人的时间和
精力。但每次都是待病好了，父亲才只
是象征性收点钱，对困难人家甚至是
义务帮忙，对家境好的或“吃商品粮”
拿工资的人，父亲也从不多要一分。对
此，我们兄弟几人着实有点想不通，何
况家境困难需要钱用，但父母亲解释

说：做人不能为钱而活，要诚实厚道，
这才是做人之本啊！自此，我对“做人
不能忘本”又多了些认识。

上了大学，远远地离开了家乡，第
一学期放假回家，我与家门口的大叔
大婶们讲话语音一时未能及时改正过
来，很多人听了不习惯并在后面指指
点点，而我并未及时意识到。母亲把我
喊进家门，说道：“你现在是大学生
了，在外在家讲话要有区别，回家就应
该讲家乡话，不能忘本被人瞧不起。”
母亲的话让我当时为之一怔，“做人
不能忘本”在我的脑海中又多出了一
层含义来。也就从那时起，我无论在何
时何地，老家桐城方言一直未变，直至
我现在的两鬓渐白。大学毕业，我分配
到远离城市的矿山工作。才出农门，又
进山沟，理想与现实的落差让我一时
情绪低落，甚至不思上班，父母知道后
立即从老家赶至单位批评了我：“国
家培养了你并且给了你工作就应知
足，做人要脚踏实地不忘本，干出点成
绩才是主要的。”父母的话再次让我
醒悟，想想此前老家生活的艰辛，以及
工作后生活条件的改善，我释然了，自
此我便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

光阴荏苒，转眼间我参加工作快
近三十年时间，人生已过半百。几十年
来，我遇见过诸多坎坎坷坷，思想也随
之有起起落落，但我一直平稳的从一名
普通的技术员走到领导岗位，还光荣地
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可以说与父母常常
念叨的“做人不能忘本”有很大的关
系。不去忘本，常怀初心，且行且珍惜，
做人如此，何愁没有收获和快乐呢！

不能忘本
□盛叶彬

在滨江公园
望江
江水茫茫
思绪茫茫

波浪平平仄仄
过尽千帆皆不是的那一只
暗淡了闺中人眼中的春水
送别的日光已经从上午走到黄昏
而恋恋的眼望孤帆远影隐于远方
远行的舟子卧于春江花月夜
妆镜台徘徊的倩影在心中摇荡

千古唯美的意象
在波浪间跳荡
在口唇间流芳
这是多情的江
永恒的江
诗的江

拂尽千年的风云
这千古的诗情
还在江水间流淌
让人吟哦
令人怀想

在山溪

在酷暑天气 最清凉的地方
还是到水边
譬如 江河湖海
最不济 也要到山间小溪

就如同现在
风将草木的清气吹来
将水涟漪漾入你的心间
看游鱼衔一支水草
一缕沁凉
触碰你的脚趾

不需要冰镇西瓜与啤酒
不需要空调器与芭蕉扇
可以在水中濯缨与浣足
也可以捧一泓清流 饮下
让你也成为水
山溪的水

沐八面凉风
映丘壑清幽

望江（外一首）
□翠湖闲人

（一）
历史的车轮跑得飞快，
一转眼
这座小城已迈进花甲之年；
回首建市六十个春夏秋冬，
真可谓翻天覆地沧桑巨变！
曾记否建市之始的小城旧貌？
仅有的一条几米宽五公里长的长江路，
两边楼房屈指可数，
市中心唯一的看点是三层高的百货大楼；
重工业只有有色公司一家初有名气，
曾为国家重点建设担大梁开局奠基……
那时地图上尚无“铜陵”地理标识的踪影，
召唤全市人民的只有兴业兴市奋发努力！

（二）
立市艰难爬坡 20 余载，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开了古铜都振兴的花蕊：
勤劳智慧擅长实干的铜都儿女，
紧抓经济建设中心坚定不移谋崛起。
遭“文革”重创的铜老大有色系统，
内拓外联强筋健骨，
“一业为主多种经营”战略捷报生辉！
化工、建材、城建、商贸各业蓬勃发展，
初具规模的市区面貌令四海宾朋垂青，
招商引资放开手脚建设发展大提速，
重实干富民强市彰显铜都精神敢为人先！
国企、民企、个体经营如山花竞开，
做大、做强、做优成为全民意志。
随着城市知名度不断攀升扩大，
国家地图册上终于标上咱有名的“铜陵市”！

（三）
进入 21 世纪十多年间，
小城全方位发展步伐更坚定，
凭综合实力迈进全省前十方阵！
深化改革各项事业齐头并进变化大！
更喜铜陵有色越战越勇越做越大，
“十二五”期间荣登安徽国企第一位次，
如今，全市上下着力落实“十三五”规划，
新蓝图新思路引领新跨越：
以五大发展理念“四个之城”建设为统领，
善始善终做足调转促大文章，
全力调动百余万铜都人民智慧与力量，
抓改革鼓实劲奋力再创新辉煌！
强市富民举措正化为强劲动力，
乘东风破巨浪扬帆攻坚势不可挡！
紧跟举国步伐如期实现小康，
进而建成更高程度现代化之城；
到那时，全市人民高举金杯庆胜利，
人人开怀畅饮再续崭新华章！

小城巨变话沧桑
□徐业山

———为庆祝建市 60 周年而作

夏荷 汪 勇 摄

铜官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