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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暮春我回铜陵，专程去了一趟
凤凰山。不是去逛风景，也不是去重温我
工作过的矿山，而是再到新四军驻铜团部
旧址看看。新四军在皖南有过辉煌与悲
壮！在血与火的斗争中，铸就了为理想为
民族虽九死其犹未悔的铁军精神。

10多年没来，感觉这里变新了变美
了。溪水潺潺，山坡地里的丹皮花白得
分外惹眼。山谷间新修的水泥路宛若
一根飘带、连接起金山冲，新屋岭和丁
山俞。黛瓦红瓦粉墙砖墙在峰回路转
之间若隐若现。尤为别具一格的是村
口公厕，卵石小路月亮门，典雅如庭
院。“新屋岭欢迎你”标语牌，让我想起
铜陵县第一次党代会在村里周氏小学
召开的历史。站在新屋岭朝东望，对面
山上便是竹马山自然村。抗战初期，团
部就设在山坡上一户农舍里。

记得1985年我头一回来到竹马山
时，这户农舍的主人陈老太已经86岁
了。也许她家房屋位置具有地形地物
军事优势，从1939年到1940年先后被
新四军老五团和老一团选做团部。老
一团驻扎的时间长些，所以陈老太关于
老一团的回忆就多一些。她家的房子
从大门进来依次是过厅，天井，中堂厅，
夹道至后门。陈老太说中堂厅作了团
部的会议室。她们一家住在中堂厅左
边的两间厢房里；右边两间厢房分别住
着团长傅秋涛和政委江渭清。项英到
凤凰山就住在傅团长的房里。据老人

回忆，项英是1939年7月到凤凰山的，
出席了在“后陈家操场”举行的纪念七
七事变两周年大会。驻扎在繁昌中分
徐村的新四军三支队司令员谭震林也
赶来出席了大会。参加这次大会的还
有南洋华侨慰问团。

团部旧址是当年的老屋，屋里还
保留着一行80多年前的字迹。字是
用蓝墨水钢笔写的，随手写在厅堂的
板壁上：“薪四军的同志们快快来我
们一起向着纳光明的大道前进好
吗”。“薪”、“纳”别字或许是书写者
别出心裁所致。陈老太说团部有两
个警卫员，年纪小，喜欢写写画画。字
可能是他们随手写的。皖南事变后，
国民党反动派大肆搜捕共产党员和新
四军突围人员。在“石头也要过刀”的
叫嚣声中，他们搜查了这所房屋，拷问
房东陈老太夫妇。事先，主人在板壁
前堆放了一些杂物遮挡板壁上的字
迹，加上字体不大才没被敌人发现。

我早上进山的时候路过新桥头，特
地下车瞻仰了桥头的烈士墓。通往墓地
的小径被飘落的树叶和花瓣覆盖，苍松
翠柏掩映下的坟茔庄严肃穆。墓前立有
一块石碑，近前细看，石碑的背面刻有较
长的墓志铭，我用手机拍下了石碑上的
文字：“袁跃平烈士是江苏省句容县洽口
人，一九三八年入伍，一九三九年入党，任
新四军某部三营八连四班班长。另一位
革命烈士系弹药手，姓名不详，是安徽宣

城县人，一九三九年入伍，当时牺牲年仅
二十一岁。一九四O年四月九日在新桥
头伏击战中，袁跃平班长奉命率领全班十
三名战士同五十倍于己的日军进行浴血
奋战，打死日军军官八人，其中一人是少
将旅团长。终因力量悬殊，袁跃平同志和
弹药手不幸中弹牺牲。”文字是1996年乡
政府补刻的。这次战斗为当地老百姓口
口相传，津津乐道。1970年我到凤凰山
工作时，还有年纪大的村民说起这次战
斗，说战士们突围出去之后，鬼子也撤走
了，老百姓将牺牲的同志悄悄埋葬。解放
初期在墓前立了一块石碑，上刻“两位同
志之墓”。后来我查找相关历史资料，读
到傅秋涛在1939年写的《铜陵一个月报
告》。《报告》里老一团对日寇作战频率相
当高，平均两天就有一次战斗。

最初，我们并不知道团部在哪里。
1984年出版的《中国抗日战争史稿》一
书提到在铜陵凤凰山“金山冲到丁山俞
之间”。为此我曾经下功夫访问过一些
村民，也都是语焉不详。有人叫我去问
周校长。周校长解放前是周氏私立小
学的校长，国共合作时期，与我方人员
打过交道，比较熟悉当时的情况。我找
到新屋岭他家里，一回生二回熟，通过多
次交往，我们成了忘年交。有一回，他向
我讲述了一件令他全家担惊后怕的往
事。皖南事变发生的那年八月，一天夜里
3个新四军部队人员敲响他家的大门，要
求在他家躲避一下。周校长一看就明白

他们是从国民党反动派的枪口下脱逃出
来的。其中一位他认识，叫周水平，是凤
凰山本地参加新四军的。周校长将他们
安置在稻仓里，仓板上面堆压刚从地里收
割的花生杆子。也许是周校长的特殊身
份起了作用，将挨家挨户盘查人员应付过
去。周水平他们躲了四天之后，告别周校
长奔江北新四军部队去了。

事有凑巧，我后来从另一篇文章里
读到了周水平！这让我激动不已。文章
名为《赤石暴动人物寻踪》，刊登在1995
年第一期《新华文摘》上。文章中写道：

“分散突围后至今音信全无的失踪者有：
陆明、章品芬、钟克、傅孝和、何松风、周水
平、顾天才、黄甫。这些同志在集中营对
敌斗争是坚决的，也正因此被编入‘顽固
队’六中队。”至此，终于搞清楚周水平等
人是赤石暴动成功脱逃人员。上饶集中
营对待关押的新四军被俘人员先软化，不
自首就转去做苦役，还不自首就定为‘顽
固不化分子’拖出去毒打一顿，然后送进
茅家岭关押，进行毫无人性的折磨。

回去的路上，车窗外春日融融，欣
欣向荣，一条巨幅标语跳进我的眼帘

“人民向往的美
好生活，就是我
们的奋斗目标！”
我心有所动，这
不正体现了向那
光明的大道前进
的初心吗？

□朱益华

永放光明的铁军精神
夏天是什么？夏天是一池潭水，时

而清澈见底，时而出其不意；夏天是一
幅抽象画，从不同的角度欣赏，就有不
同的感受；夏天是一纸华丽的篇章，有
品不尽的妙词佳句，让人回味无穷。

走进夏天，有“小荷才露尖尖角”的生
机，有“夏莺千啭弄蔷薇”的热烈，有“阴阴
夏木啭黄鹂”的旋律，有“微雨过，小荷翻，
榴花开欲然”的清新。古往今来，无数文
人墨客为夏天写下了许多动人的诗篇。

夏天是孟浩然“荷风送香气，竹露
滴清响”的情趣，沉醉在浓香的花海中；
夏天是徐夤“长养薰风拂晓吹，渐开荷
芰落蔷薇”的安逸，沐浴和煦暖风静看
荷花、菱角与蔷薇花的交替；夏天是辛
弃疾“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的
清幽美景，感悟深沉的山林寂静；夏天
是李白“懒摇白羽扇，裸袒青林中”的逍
遥，涤荡无拘无束旷达潇洒的悠然。

初夏是杨万里“日长睡起无情思，
闲看儿童捉柳花”的沉浸童心复萌中闲
散的意态，更是王安石“晴日暖风生麦
气，绿阴幽草胜花时”的夏天清幽胜过
春天的感怀；仲夏是杜甫“仲夏苦夜短，

开轩纳微凉”的闷热难耐的惆怅，更是
陈文述“一夜雨声凉到梦，万荷叶上送
秋来”的夏日遇雨时快慰舒畅；季夏是
刘言史“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的暑
气渐消秋风阵阵而起的酣畅，更是李商
隐“如何肯到清秋日，已带斜阳又带蝉”
的秋蝉鸣柳的落幕。

“竹摇清影罩幽窗，两两时禽噪夕
阳。”夏天是风，吹在梦里；夏天是雨，落
在心里；夏天是荷，蔓延记忆。夏天是在
夏意盎然的小池中，有荷花接天莲叶无
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雄伟气势和蓬
勃力量；夏天是在阵阵凉爽的夏风中，有
茉莉花一卉能熏一室香，炎天犹觉玉肌
凉的淡淡幽香；夏天是在蝶舞蜂飞的花
丛中，有槐花黄昏独立佛堂前，满地槐花
满树蝉的清甜寻找生如夏花的绚烂。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
片。”夏天是草木花虫，生机勃勃；夏天
是草坪绿草，竞相拔地；夏天是路旁柳
树，摇曳枝条。夏日炎炎，能就江楼消
暑否？在古诗里，能寻一丝沁凉，书册
中穿越而来的清凉夏风，足以慰藉一颗
颗躁动不安的心灵。

□程新兵

诗话夏天

出淤泥而不染出淤泥而不染 李海波李海波 摄摄

六月的山城，天光云影，树木
葳蕤，鲜花盛开，芳草碧绿；俨然一
帧花红叶茂的水墨长卷绵延于天
地之间。六月的古铜都，大街上，
鲜艳的红旗，巨幅的荧屏标语，涌
动的人流，以五颜六色的衣妆，汇
成横亘天地间的七色彩虹，描绘着
人们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的壮丽篇
章，欢庆神州十二号飞船发射成
功，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这个
激动人心日子的到来。百年华诞，
这个庄严时刻的到来，不由得让激
情澎湃的人们回想起南湖红船，也
让自己蓦然回首起当年市老新协
组织我们来到这里，参观学习时的
难忘情景。

那是金秋十月的时节，漫山的
枫红摇曳，给了最炫目的颜色；秋
风萧瑟，层林尽染，一片金黄。我
们四十多名“老新闻”在导游的带
领下，来到了向往已久的嘉兴南
湖红船。“鸳鸯湖边月如水，孤舟
夜旁鸳鸯起”。宋代诗人苏东坡
对嘉兴南湖曾留下这样美丽的吟
唱。眼前的一切在告诉我们，这
令人魂牵梦绕的南湖，虽无西湖
的潋滟娇美，也无太湖的泱泱淼
淼，更无洞庭湖的浩浩烟波，而每
当进入漫山红叶，湖烟氤氲的十
月，它就显得极具韵味了。这是
一艘周身丹红、雕花饰金的丝网
船。而让南湖如此神采奕奕，风
光霁月的，也正是这艘长 16 米、
宽约 3 米的丝网船。1921 年的 7
月，就在这里发生了中国现代史
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件，中国共产
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就在这艘
红船上，通过了第一个纲领和决
议，选举产生了首届中央领导机
构 ，宣 告 了 中 国 共 产 党 的 成 立 。

一轮红日，喷薄出东方！红船，她
是革命的航船；南湖，她是革命航
船起航的港湾。

登上这艘红船，我们不免生出
几许神秘感。钻进窄窄的船舱，
环视四周，仅见一张八仙桌，几只
白色瓷杯，十余把木椅，这就是中
共一大的会场，简朴得让人无法
想象 ，却 庄 严 得 让 人 肃 然 起 敬 。
这 红 船 虽 窄 ，而 负 载 极 重 ；这 红
船 虽 小 ，却 名 垂 青 史 ，她 与 后 来
的 井 岗 翠 竹 、瑞 金 水 井 、遵 义 会
址、延安宝塔、河北西柏坡、北京
天安门、人民大会堂……一起组
成了中国共产党战斗历程的神圣
标志。

南湖所特有的烟雨苍茫的氛
围，足以使人们生发跨越历史的
思索：南湖红船载着七月的嘱咐
和重托，在漫漫岁月长河上执著
前 行 。 她 是 一 个 伟 大 政 党 的 摇
篮，是一部恢宏传奇的开端，是一
种可贵精神的发源。无产阶级革
命的先驱们，在南湖红船风云聚
会，他们以中国脊梁为笔，以赤子
热血为墨，书写世纪宣言，一个无
产阶级的政党犹如一轮红日喷薄
而出。“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
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南
湖之舟的革命圣火，燎原成中国
光明的前程。嘉兴南湖在一个特

殊的日子里，吸引了世界的目光，
也因此载入中国的史册——中国
新 民 主 主 义 革 命 解 缆 起 航 的 地
方；南湖红船，穿越峥嵘岁月的风
烟，穿越沧桑历史的悲壮，在彩霞
满天的黎明，驶入中南海。南湖
红船的舵手们，迈着胜利的步伐
登上天安门城楼。

1959 年，南湖革命纪念馆根据
中共“一大”会议时来嘉兴安排游
船的直接当事人王会悟回忆，仿制
了一艘丝网船模型，送到北京请
中 共“ 一 大 ”代 表 董 必 武 审 定 认
可。后按模型原样仿制了这艘画
舫，作为南湖革命纪念船，供各地
游客瞻仰。

1964 年，董必武重来南湖，他
登上画舫，感慨万千，挥毫题诗一
首：“革命声传画舫中，诞生共党庆
工农；重来正值清明节，烟雨迷蒙
访旧踪。”

毛泽东 1958 年到杭州时，专列
经过南湖，他急令停车，在路边凝
望南湖足有 40 分钟，想伟人当时
胸中一定是心潮澎湃，涛翻云涌。

南湖岸边垂柳依依，撩起我们
无边的思绪；湖中水面波光粼粼，
搅动我们心湖的波涛。回首望去，
红船仿佛在满湖跳动的浪花里，迎
着喷薄而出的旭日航行，坚毅地驶
向既定的彼岸……

□杨信友

红船，时光且住
这是来自一个陌生文友的微信语

音：“程老师，你肯定对我很陌生，但我
很喜欢你的文字。我是苏州的李仙云，
2016年开始写作，和著名作家凌鼎年
是一个地方的。”“我是一个轮椅上的写
作者，基于对文字的喜爱，偶尔翻开一
些书籍、杂志，或打开电脑上可
以看到的副刊，我经常看到你的
文字，看过好多篇什，真的觉得
很有共鸣感，很喜欢。”“我关注
你的朋友圈，也关注你的博客，
我是新浪博客的金心，也把你的
博客链接在我的博客上了。今
天看了你在朋友圈发的图片，是
读书的文章，却看不清，写读书
文字是我偏爱的，所以我想看看
你写的读书文字。人与人之间，
文字是可以走心的，我是真的很
喜欢。你的文字在我读过之后，
感觉总是那么有韵味。”

听了这几段微信语音，我打
了一行字，说：“谢谢你对我的关
注、抬爱，不管是什么原因，我会
用微信网页版将你看不清的文章
全文发给你指正。”接着，我又打
出一行字，同时发了个微笑的心
情符：“原谅我，从来不用语音聊
天，因为我的乡音太重，动辄让人
听不懂。但你的声音很好听，也
听得出你很有语言天赋，这是我
学不来的。我发在图片上的文章
是几篇读书随笔，不是书评，也许
又一次会让你走心呢！”

就这么一次对话，轮椅上的
写作者李仙云的名字自然而然烙入了我
的脑海中。好几次，我翻开她的聊天语
音倾听，感觉那就是尘世天籁。我想，对
个体的人而言，上天也许会不经意夺去
一些什么，但一定也会额外给予一些什
么。

不久的一天，我进入她的博客，读
了她的部分博客文章，看了有关她人生
故事的报道，不能不为这位轮椅上的写
作者击掌赞叹。

她在17岁那年，因为一次意外，导
致脊髓损伤，从此只能靠轮椅度日。但

她并没有因此萎靡不振，而是不间断地
寻找人生的突破口。哪怕各种尝试各
种努力无果，她依然不怨不艾。后来她
一门心思学会使用计算机，然后将自己
的人生经历、所见所思、读书感悟诉诸
键盘，敲入电脑，向各地报刊投稿。因

为她的作品有分量、有质感，
很快得到了包括《人民日报》
在内的编辑的慧眼识珠，作品
频频见诸报刊。就这样，她成
了一位名副其实的轮椅上的
写作者。用她自己的话说，她
是“一个用文字寄寓情怀，诉
说心语，温暖人生的轮椅女
子。”

《在书中的世界寻找自己》
这篇短文中，她说，阅读是灵魂
的相依。因为被禁锢在轮椅
上，她认为读书是梳理自己的
思想、与他人对话、也与内心的
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她是不
幸的，但她看到了比她更不幸
的人，也同时看到了这其中有
一些人身上散发出来的巨大的
能量、不朽的光芒，她因此有了
对生命更铭心更刻骨的敬畏。

读着他人的文字，她一次
次陷入共鸣中，也一次次擦出灵
性的火花。她自己的文字呢，也
因此一发不可收地绽放着人性
中最亮丽的色彩。在迢遥的时
空长廊中，我分明看见一个坐在
轮椅上的知性女子，以平静的姿
态，捧着一卷图书，隔窗望着远

方，也望着自己的内心深处。时光，忽地
澄澈亮堂起来；岁月，刹那变得静寂而美
好。

一个人的内心是真实的，世界就是
真实的；一个人的内心是美好的，世界
就是美好的。还是让我们好好咀嚼一
下李仙云内心的声音吧：一个经历过苦
难的人，一个一直不停地和命运抗争的
人，最在意自己写出的文字是否有光
亮、有力量，是否可以温暖和激励更多
还在逆境中苦苦挣扎的人，让他们在绝
望中看到希望。

□
程
应
峰

予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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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
每次遇到让人愤懑或心塞的事，杨绛先生
这句话，就像一帖良药，总能让我两肩一
耸淡然释怀。在这个彰显个性的年代，似
乎“针尖对麦芒”，“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才
属处世之道，不吐不快，不回怼不足以泄
愤。可很多时候，我却选择静默缄口，不
争不辩，因为人生必须懂得取舍，不与滥
人撕扯纠缠，不将精力消耗在无意义的蝇
营狗苟之事中，低调蕴含的是内心的修为
与智慧。

一次在一条三岔路口，我电动轮椅沿
着斑马线穿行，突然一辆车子极速驶来，
他一个急刹车，我也立即刹住轮椅，司机
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血气方刚，他停住
车对我破口大骂：“你腿残脑袋也坏掉了，
想撞死啊，看不到汽车开过来啊……”我
回了句：“这是斑马线，应该车让行人啊！”

“你懂个屁啊，还车让行人……”在他污言
秽语的谩骂中，道路两边停下的汽车已越
来越多，我冷笑一声随即离开了。

事后讲与友人听，她气愤至极：“你
可真能忍，谁会讲出那么恶毒的话。要
放在我身上，立即拨打110，看谁对谁
错。这种人，绝不能姑息迁就，对恶的纵
容就是对善的欺凌，换做我，绝不轻饶。”
但那天，我有一个重要的约稿必须在当
晚完成，我实在没有时间和精力与他内
耗，而且我曾患重度高血压，必须管控好
情绪，所以我选择默然离开。

闺蜜善良热心，与丈夫结婚多年待公婆
像亲生父母，每次我们聚会，在大家一地鸡毛
的怨叹声中，文雅不争的她总是静坐一旁默然
不语。有次我悄悄问她：“哪家过日子都有个
磕磕绊绊，但从不见你说起，你家里真好，一定
很和睦。”她笑道：“举家过日子都一样的，只是
我看得开，凡事不争，所以家就风平浪静。”

事后闺蜜告诉我，她婆家的嫂子悭吝
刻薄，经常揩公婆的油，连公公买一扎香
蕉，她都能拿去三分之二，还隔三差五就怂
恿丈夫去索要公婆因房屋拆迁而获得的补
偿金。她买了东西去孝敬两位老人，给公
婆洗衣服打扫卫生，可嫂子总指桑骂槐，背
地里还说她心机重，谁知道葫芦里卖的什
么药。一次嫂子出了车祸在医院住了一个
月，她和哥哥轮流陪护，吃喝拉撒把嫂子照
顾得妥妥帖帖。出院那天，嫂子动情得握
着她的手说：“咱妯娌，我差你太多了，以前
的事啥也不说了，以后嫂子会把你当妹妹
待。”其实人心就隔着一堵真情感动的墙，从
此嫂子性情大变，待公婆也孝顺了。

正如古人言：“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
与之争。”很多时候，痛苦烦恼，其实就像
我们一直嘲笑的“包袱虫”的举动，走着走
着，因为一个“贪”念，凡事想不开放不下，
不断地給生命加压，遇到不平事，不据理
力争似乎就枉活一世。可生命中最曼妙
诗意的风景，却是恬淡无争的尘世烟火气
和心暖情浓的与人相处的和谐，不争方
得自在，也才能获得内心的宁静。

□李仙云

不争则宁

和风惠畅，红船放光
一种激情在胸中荡漾
从一百年前驶来的红船呀
让南湖的浪花
依然闪烁着灿烂的光芒
那是革命者不屈的理想
那是共产党人坚定的信仰

风雨飘摇，家国沦丧
一个受尽屈辱和苦难的中国
在挣扎中寻找阳光
前途渺茫，无数仁人志士
都在寻找救国良方
终于在红船的引领下
中华民族找到了正确的前进方向

鲜血在湖中流淌
硝烟在船头弥漫
一个个革命者的头颅
高高昂起在红船的桅杆上
没有谁能阻挡住红船破浪前进
军阀，帝国主义，反动派
都被击得粉碎

一个新生的中国诞生了
一个伟大的民族重新站立起来了
红船从苦难中驶来
它，承载着共产党人的使命和荣光
它，是一种精神
更是一种力量

此时此刻
新时代的号角又已吹响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是一道凝聚着所有中华民族儿女的光芒
我们向红船致敬
我们更需要红船的精神和力量
它必将激励我们
继续昂首向前，乘风破浪！

□杨勤华

红船！在破浪中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