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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学 副 刊

时光飞逝，岁月留痕，转眼到了季
节的拐角处。

我站在一棵大树下，仰望满树的黄
叶，它们与碧蓝的天相互映衬，画面极
富美感。一阵萧瑟的风吹来，黄叶纷纷
而落，蝴蝶一般从我的身边飞过。落叶
纷飞，似乎有季节的音符在起伏，鸣响
了时光拐角处的笛音。我在想，这棵树
是不是也知道到了秋冬转换之际？季
节的拐角处，它们是不是也同人一样陷
入凝思？

不知是草木分出了春夏秋冬四季，
还是我们把一年的时间人为切割成四
份。我们总以为，只有人才是有思想
的，一定是人根据温度和草木的变化来
区分四季的。其实，草木比人更敏锐。
它们以天为盖，以地为席，袒露于苍茫
天地间，最先探触到大自然不动声色的

变化。我们人呢，“穴居”室内，与世界
隔着一堵墙，只是通过草木间接来认识
自然的。这样说来，人是后知后觉的。

季节拐角处，万物纷纷准备着一场
谢幕，也在准备着一场无声的迎接。风
冷露寒，清霜满地，草木凋落，大自然删
掉繁文缛节，以最简洁清朗的姿态谢过
秋天的馈赠。树木空了，枝干瘦成了表
意文字，整棵树空得那么透彻，那么爽
利。我喜欢踱到“落叶满阶红不扫”之
地，感受季节拐角处那种天然的风物变
化。落叶满阶，有红的，有黄的，色彩斑
斓，是季节创作的一幅生动水彩画，着
色酣畅，用笔淋漓，好像用尽了最后的
的颜料。从此以后，大自然的创作改为
简约的水墨画，善用枯笔，色彩全无。
踩在厚厚的落叶上，脚下发出的轻微的
声响，心中却鼓荡着一种难以名状的思

绪。季节拐角处，萧瑟，壮阔，厚重。
这个时节，鸟兽们忙着准备过冬的

食物。它们把每一粒藏在角落里的食
物都找出来，用季节的清瘦来丰盈自己
的巢穴。它们飞来飞去，鸟语声声，传
递着季节更迭的秘密，也是在感恩这一
季的丰厚馈赠。它们的叫声中透出底
气十足，有了这一季的储备，即使冬天
再寒冷漫长，也足以抵御。

天空地阔，山寒水瘦，季节的诗章
越来越简洁，越来越含蓄，越来越深
刻。大自然仿佛一位善于启迪的智者，
引领着我们去探寻时光深处的谜题。

我们习惯在某一个时间节点驻足，
比如一月月，一年年。而季节是最好的
时间节点，因为万物会与我们一起感怀
流逝的时光，畅想未来的美好。这一
次，我们送走的是丰饶的秋，迎接的是

荒寒的冬。时光由盛转衰，我们从缤纷
的秋天慢慢走向前面的枯涩之冬。这
样的转变，似乎怎么都觉得有一丝悲
壮。可是，大自然告诉我们，季节更替
是水到渠成的事，岁月轮回是天经地义
的事，没有谁会阻止时间的脚步。枯容
有序，盛衰起伏，本来就是生活的常态，
顺应天时，才是最好的生存之道。无论
是草木，鸟兽，还是人类。

我们为秋天抒写一个完美的结尾，
也是在为冬天展开的精彩开篇。季节
拐角，岁月转换，我们满心欣慰与憧憬。

回首过去的时光，我们播种过，耕
耘过，也收获过，没有辜负任何一个季
节。而所有的昨天，都是明天的铺垫；
所有的过去，都是未来的伏笔。珍惜当
下，未来会好。下一个季节，我们会在
冬天的温暖童话中快乐着，幸福着！

□马亚伟

为冬天开启精彩篇章
2019年1月7日，是我和老伴的金

婚纪念日。恰逢这一年4月27日，我
们参加了“夕阳红”旅游时，旅行社在
桂林专门为我们这些老龄朋友举办了
《爱在桂林，浪漫今生》金婚银婚庆
典。20多对金婚银婚老龄夫妇，手牵
大红团结花，喜气洋洋走上舞台，我们
又仿佛又回到青春岁月……

我事先叫随团的一朋友，用
手机在座位前排为我和老伴拍
下了庆典瞬间照片。但因晚上，
光线不足，拍得不太理想。回铜
陵后，我还是到照相馆冲洗放大
了一张，作为金婚照，留作纪
念。但老伴左看右看，还是不满
意，老唠叼要进正规拍摄影店，
照几张正规的穿婚纱的“结婚
照”。我想也对，老伴跟我一辈
子，相依相守，操劳家务，扶养孩
子，后又把孙子、孙女带大。我
们住房由原来三代人挤在一间
简陋的小平房，改善为全家现有
四套住房，子女们都独住其间。
我们老俩口也住上了宽敞明亮
的一百二十多平方米的新楼
房。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和提
高，老伴想补拍金婚婚纱照的要求完
全合理，我也满口答应。前段时间，在
一朋友的推荐下，我们来到市区一家
婚纱摄影店补拍了金婚照。

拍摄婚纱照那天，老伴很兴奋，店

中工作人员给她化妆、盘头发、画眉
毛，穿上白婚纱、红旗袍和各色的连
衣裙；而我就没有化妆了，只积极配
合穿上店中提供的西服和唐装等四套
服装。在专业摄影师的指导和精心操
作下，调换各种布景、道具，我和老伴
摆拍出各种姿势照片。两天后我们又
去摄影店，挑选了20多张精品，制作影

集一本和6张放大照片，其中有
一张12寸彩色照片并带镜框。
在选取照片和制作过程中，我们
觉得穿红色唐装金婚照最理想，
在上装上各人分别肩披“百年合
好”、“永结同心”条幅，真是福气
团团，非常喜庆。我们当场叫摄
影师在照片上印制了放大的“金
婚留念”字样，作为永远纪念。

时隔一周，金婚照全取回来
了。几个朋友和孩子们看了后，
都说拍得太漂亮了，特别是老伴
穿白色婚纱照片年轻了十几岁，
找到了当年结婚的感觉。我和老
伴也喜得合不拢嘴，经常翻着影
集，回忆美好的青春时光，露出一
脸笑容。我也特别当回事，把婚
纱摄影店发到我手机上的20多

张金婚照片，用心制作了电子相册，配
上音乐，发往几个朋友圈。竟然在短
暂时间，得到众亲朋们的点赞。这增
加了我们的幸福感，始终荡漾在快乐
的漩涡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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琴中古曲是幽兰，
为我殷勤更弄看。
欲得身心俱静好，
自弹不及听人弹。
——白居易《听幽兰》
从查修梵老师的琴社回来已好

几天了，但是大脑里还回旋着查老
师弹奏的古琴声，“绕梁三日，余
音不绝耳”就是如此吧。 虽然平
日里也常在音响中听古琴演奏，但
是从没有在现场听名家弹奏有这
样真切的感觉，悠然，低沉，清如溅
玉，颤若龙吟，宁静空灵，若仙若
禅，有那种“好曲不厌百回听，此曲
只有天上有”之感。

查修梵老师是铜陵市古琴协会
会长，师从多位名师，弹奏经验丰
富，琴曲诠释见解独到，这几年一
直穿梭于沪铜两地教授古琴。说
来有意思，前些日子铜陵有色二冶
大烟囱爆破的地方，曾是查老师祖
上的土地，而我也在此周边生活过
多年，这一下拉近了我们的距离。
查老师的古琴社地处闹市之中，琴
社不大，但极具特色，书案上有古
琴古油灯、竹编的斗笠，墙上挂着
古画和深奥难懂的古琴指谱，摆放
着竹简、画轴书籍、陶艺品、画扇的
古意架上将不大的房间隔开成茶
室和琴室。

古琴又称瑶琴、丝桐和七弦琴，
是中国最古老的乐器之一，在古诗
词中写到琴处其实都是古琴。“丝
桐合为琴，中有太古声。”我特别喜
欢听古琴的琴音，回味悠长，沉醉
它的古意，音韵和弦外之音只可意
会不可言传，让人心境归于平静，
让心灵净化与自然融为一体，心胸
超脱豁达。经常听古琴，能修身养
性，提升内在的气质。

欲听为快。在我们的邀请下，
穿着宽松淡红色汉服的查修梵老
师，气质娴静，举止优雅，为我们抚
琴一曲《欸乃》。《欸乃》是后人根据
柳宗元《渔翁》诗中“欸乃一声山水
绿”诗句而作，是一首汉族古琴名
曲。“欸乃”是船夫拉纤的号子声和
桨橹之声，欸乃声在琴曲中用不同
形式先后出现，且越来越激动。查
老师的纤指在琴弦上或抹挑，或拨
剌，或勾剔，流畅自然，琴韵悠长，意
境深远，让人听后有种空灵的感觉，
表达了一种静中有动的意境……

古琴演奏也有着丰富的表现
力，不只是我们经常听到的低沉舒
缓的曲子。查老师说，古琴为什么
被历史上那多文人骚客喜欢，就是
因为和他们的气质性格相合，最能
从琴中表达他们的情感。“独坐幽
篁里，弹琴复长啸。”查老师又为我
们弹奏了古琴曲《酒狂》的片断，寓
意深刻，意味深长。这首古曲相传
为魏晋时期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
所作。查老师双手在琴上快速划
动，节奏加快，全身收紧，全身感情
融于琴中，演奏一连串同音反复，
流动如注，表现了阮籍外形酒醉佯
狂，内心疾恶如仇的不平之气。

古书多载士大夫蓄素琴一张，
弦轸初调，中夜鼓之，其音宽宏美
妙、深幽难测，不唯怡然自得，久
之，更有爽然自失、逍遥物外之
乐。汉代人称琴为“雅琴”，且多作
诗褒赞其美德，“众器之中，琴德最
优”，观此就可以明白，听古琴演奏
为什么如此让人难忘的缘由了。

□程拥军

难忘古琴

美丽而雄伟的长江三峡对我来
说，既熟悉又陌生。熟悉是因为从上
个世纪六七年代，我曾多次领略长江
三峡的壮美画廊，记得最后一次经过
长江三峡是1981年我从部队转业回
到地方，带着妻女从重庆朝天门码头
上直达武汉的东方红客轮，再一次目
睹长江三峡两岸山峰重峦叠翠、连
绵不绝的奇特美景。说到陌生，是
因为三峡大坝建成后，长江三峡究
竟发生了哪些新变化，我又是陌生
的。

金秋九月下旬，我受好友相邀
请，和老伴带着 39 年的牵挂与思
念，再次踏上了三峡游的快乐之
旅。长江三峡位于我国的腹地，是
瞿塘峡，巫峡和西陵峡三段峡谷的
总称。西起重庆市奉节县的白帝
城，东迄湖北宜昌市的南津关，跨
重庆奉节县、重庆巫山县、湖北巴
东县、湖北秭归县、湖北宜昌市，全
长 193公里。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重
庆瞿塘峡、重庆巫峡和湖北西陵峡
的“长江三峡”。

我重游长江三峡所经过的第一
个峡谷是瞿塘峡。瞿塘峡是以“雄”
著称，两岸如削，岩壁高耸，大江在悬
崖绝壁中汹涌奔流，自古就有"险莫
若剑阁，雄莫若夔"的美誉。同时瞿
塘峡的名胜古迹，多而又集中。峡口
的上游，有奉节古城、八阵图、鱼复
塔。峡内北岸山顶有文物珍藏甚多
的白帝城，惊险万状的古栈道、神
秘莫测的风箱峡；南岸有题刻满壁
的粉壁墙。在风箱峡下游不远处
的南岸，有一座奇形异状的山峰，
突起江边，人称"犀牛望月"，惟妙
惟肖。2015 年 12 月，瞿塘峡景区
入选长江三峡 30 个最佳旅游新景
观之一。瞿塘峡全长只有 8 公里，
它西起重庆市奉节县的白帝城，东
迄巫山县大溪乡，是长江三峡中最
短的一个峡谷，雄据长江三峡西之
首，因“ 蘷 门”——长江三峡始源
地，故而又称之为“蘷峡”。两个小
时的水路，再次让我体验“夔门天

下雄”的意境。此时此刻，我想起
了唐代大诗人李白的“早发白帝
城”的诗句：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
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
舟已过万重山。

9月24日上午8时许，“新高湖”
游轮穿越了长江三峡始源地——瞿
塘峡，停靠在巫山县码头，我们下船
乘坐景区的巴士直达柳坪游客中心，
亲身感受一下12公里“神女天路”的
云中漫步，从另一个视角俯瞰长江巫
峡斜背的地质奇观，确实让人惊叹不
已。这也是我第一次乘车观赏巫峡
美景，如果说没有三峡大坝的建成，
就不可能有我们今天如此美好的体
验与感受。游玩“神女天路”后返回
游轮上，下午2时许，“新高湖”游轮缓
缓地离开巫山县码头，开始了长江第
二峡——巫峡的旅程。巫峡的入口
处有一座彩虹桥——巫山长江大桥，
我站在“新高湖”游轮的甲板上，远眺
着渐渐远去的美丽的巫山新县城，犹
如一幅壮美的大观园画卷展现在眼
前，情不自禁地感叹三峡大坝的建
成，给两岸人民带来历史性的巨大变
化。巫峡，自重庆巫山县城东大宁
河起，至湖北巴东县官渡口止，全长
46公里，有大峡之称。重游巫峡，让
我再次感受到山峰绮丽，层峦叠嶂，
云腾雾绕，江流曲折，百转千回；船
行其间，宛如置身于一幅混然天成
的山水画廊，人在画中游，充满着浓
郁的诗情画意。巫峡有十二峰，峰
峰各不同，其中，又以神女峰最为
闻名。下午 3 时许，“新高湖”游轮
停靠在神女峰对面的神女溪码头，
神女溪是因神女峰的美丽神话传
说而得名。我们下船换乘景区小
游船，游玩了巫峡秀美的神女溪。
坐在小游船上，我们一边听导游讲
解，一边欣赏两岸美景。神女溪确
实很秀、很美，整个峡谷水流湍急，
处于显露人迹罕至的原始状态，既
有一户的村庄，又有长寿村庄，峡
谷内水清石奇，山青青、水绿绿、峡
幽幽的仙境，让游人有一种顿时除

却红尘的空灵与超脱之感。在感受
神女溪美景之后，我们返回到游轮
上，聆听导游小姐讲解关于神女峰
的传说故事，静静观看和拍摄神女
峰的美姿，我们铜陵一行14人还在
神女峰下合影留念，将重游三峡的别
样风情刻印在镜头里。

9月 25 日早晨 6点左右，“新高
湖”游轮离开了神女溪码头，迎着蒙
蒙秋雨，向长江第三峡——西陵峡的
湖北秭归县游去。我透过秋雨之中，
薄雾之中，远眺渐渐逝去的巫峡，仿
佛仙境般的神秘朦胧，美丽中透着各
样风情，感叹大自然的魅力所在。西
陵峡以“险”著称，为三峡的最险处，
西起湖北省秭归县西的香溪口，东至
湖北省宜昌市南津关。西陵峡北岸
有兵书宝剑峡、牛肝马肺峡、屈原故
乡秭归等，南岸有灯影峡。西陵峡滩
多水急，峡中有峡，两岸礁石林立，浪
涛汹涌，屈原、白居易、欧阳修、苏辙
等历代众多名人，都曾在这里留下
了千古传颂的名篇诗赋。由于三
峡大坝就兴建在秭归县，这次三峡
之旅的终点站是秭归县码头。下
午两点多钟，走下“新高湖”游轮，
换乘我们的大巴车，来到整体迁移
过来的屈原祠。我站在屈原祠广
场上，眺望雄伟三峡大坝，恰似一条
巨龙紧紧锁定西陵峡的咽喉，使奔
腾不息的三峡江水，在这里形成“高
峡出平湖”的壮丽景观，让人惊叹、
让人震撼！

这次重游长江三峡很快结束
了，给我留下了两个难以忘怀的印
象：一个是游船行驶在长江三峡时，
没有当年那么惊心动魄了；另一个是
长江三峡两岸变得更加绚丽多姿了，
不仅是奉节、巫山、巴东、秭归等县城
换了人间，而且我们先后穿越了巫
山、巴东、秭归三座长江大桥，这是我
往年多次路径长江三峡未能看到的
胜景。

这正是：重游三峡别样情，青山依
旧景不同。高峡平湖惊世界，两岸美色
日月新。

□詹敬鹏

重游三峡别样情

视此文之题，或张口笑曰：“此则怕
妻懦夫者，可笑矣哉！"答曰：非也，属
误解焉。或曰：“哎呀呀！什么夫人，男
子汉对老婆，何必致敬耶？”此言尤不妥
也。请君读完全文，则体味到如此致敬
之重量焉！

夫人，徐礼荣，桐城西乡人氏。自
幼，素有良好家教，具有善良、诚朴、勤
劳、节俭传统之美德者也。

吾与礼荣结为伴侣，今已六十又八
载矣。长期以来，吾在外地忙于工作，
很少在家。家庭千斤重担，她全力承担
焉！诚然，家庭顶梁柱，贤妻良母者也。

母亲心血

古人云：“儿多母吃苦，须知报母
恩。”

当今，经济发展，生活条件优越，仍
有夫妇感到养育一个孩子不易！更何
况，数十年前，经济困难时期，农村生活
条件差，夫人先后生养一男四女，从十
月怀胎，至孩子呱呱落地，哺乳，喂饭，
食饮撒拉，洗屎洗尿，怀抱肩背，轻拍哼
调哄孩子入睡，牵扶孩子学步，引导孩
子学语，喜逗孩子欢笑，领教孩子歌唱，
寒冬给孩子取暖，酷夏给孩子扇风凉
爽，孩子上学，雨雪接送，孩子调皮吵
架，严肃制止，温情劝导，孩子生病，四
方求医，焦急食不下夜不能寐。干旱之
年，生产队歉收缺粮，大米粥饭喂饱孩
子，自己吃“ 小秋收”。长年劳累，曾一
度身瘦体弱，吾送回奶粉和营养品，她
不肯尝，给孩子补养，喜看孩子茁壮成
长。孩子是娘心头肉，娘是孩子心中一
盏灯。她教育孩子从小诚实莫谎言，她
告诉孩子惜粮，知晓一粥一饭来之不
易，她示范孩子与人为善助人为乐，她
启迪孩子智慧，提升自立能力，她鼓励
孩子好好读书，成为国家有用之人。她
全身心血流入孩子心灵。母亲品质多
么崇高！母亲精神何等伟大！

针线深情

今吾侪身著新服装，足履漂亮皮
鞋，孩子穿戴华丽多彩。

然而，吾记忆犹新者，昔日身上缝
补之衣，足上手工缝做或有针补之布鞋
也。

夫人，在那些岁月，白天生产队上
工，抽空料理家务，夜夜，煤油灯下，做
不完针线活，大人小孩衣裳，旧翻新，打
补钉，可谓“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
又三年”。她为两家老人、大人、小孩做
的一双双布鞋，好多好多双！尤其，搓

麻线，纳鞋底，手掌磨出厚茧，手指被针
刺出血泡。熬了多少夜，长年夜夜辛
忙，一针一线，针针线线寄深情！

兴园怡得

宅旁地，夫人开垦，扎篱笆，圈为莱
园，乃吾家多人生活天然菜篮者也。

随季节转移，莱园里，葱蒜韮，茄子
辣椒，萝卜白菜，青豆黄豆，南瓜冬瓜，
黄瓜丝瓜，应有尽有，四季菜满园，怡得
丰产，四季嚐新，四季供应歺桌有余，年
年还以吃不完之菜喂养大肥猪。

然而，兴菜园，挖土，堆墒，播种，栽
植，施肥，锄草，除虫害，收获亦不易
也。遇天旱，天天挑水浇园，汗流浃背，
劳累辛苦也。

馍馍飘香

一九七八年，喜讯传来，桐城中学
恢复省重点中学，吾被选调入桐中任
职，全家随迁。夫人礼荣亦喜入桐中，
热心为师生服务。她伙同数位女友从
师傅学得一技之长，在学校食堂做馍
馍，供应全校千名师生早餐。做馍馍，
既要熟练技术，亦很辛忙。深更半夜即
起床，和搅面粉，揣拉揉切，上笼下笼，
猛大火力，馍发大味香。快做，快蒸，快
出笼，天亮早读后，学生排队买馍馍吃
早餐，常闻学生同声唱：学校好食堂，师
傅辛忙，馍馍飘香……

凤凰礼赞

铜陵步行街，有家遐迩闻名：凤凰
招待所。

话得从头说起，一九八五年，吾应
特调，由桐城中学来到铜陵，全家随迁，
安居乐业。退休后，子女孝心美意，安
排二老在繁华步行街一套宽敞房子居
住，享乐晚年。入住后，夫人提议：步行
街来往人多，我俩住的房子可腾出三间
做客房，开招待所。老了身体还好，对
社会做点有益之事，服务他人，亦有人
生价值乐趣。于是乎，呈报有关部门登
记，掛出凤凰招待所招牌。谁知，入住
者甚多，慕名而来，高兴而住，满意而
去。谁知，这凤凰招待所服务员，乃是
两位不肯清闲之老人也。吾是当夫人
助手，做好日常事。吾二老视旅客为好
友、如家人，服务周到，谈笑风生，旅客
有呼"凤凰老板“，有称“老教授”、“教授
老夫人”、“凤凰老太太”。

夫妇齐眉，恩恩爱爱，美满姻缘，凝
聚着纯洁朴实同甘苦终身之感情！此
乃人生最珍贵之真情也。

□何振亚

致敬夫人

许国石坊

徽城八脚牌楼绝，四面通衢闹市岿。
七考科举颇鲜少，一征平叛化滇危。
开坊竟借皇言出，显耀难消百姓疑。
若问爵声谁可羡？口碑胜过玉瑶碑。

临川寻根之旅

莺飞草长临川旅，辗转寻根故里迎。
荒岭坟头淆涕泪，神龛谱外话峥嵘。
一方泉井千锄掘，三片良田百熟耕。
立世王家开辟土，而今岂敢误新程。

学友相聚

少时学校书声朗，雏燕分飞独别离。
东耙稻田深陷苦，西开茶岭倍增疲。
职场勤勉祈家国，居宅安闲咀律诗。
又是一秋齐聚日，言欢把酒更相知。

趣赏白石画

只见粉桃和束辔，顽牛画外牧童吟。
躬樱意作佳人拜，老舍邀图喜己音。
蝌蚪双双穿涧走，匿蛙阵阵唤儿寻。
蜜蜂何故空盘恋？情到花痴一往深。

□王昶发

七律四首

山涧溪流 李昊天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