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热烈奔放的夏天如约而至
漫山遍野绽放着绚烂的鲜花
妩媚的杨柳婀娜多姿
如缎似锦的大地分外妖娆

我徜徉于浣洗心灵的清清湖水
以一滴水珠的感动侧耳聆听
我徘徊在充满生机的地头垄畔
用一株秧苗的姿势放声歌唱

心田播撒的希冀日益葱茏
乡愁泛滥的河床渐渐长高
青涩妹妹的初恋日臻成熟
思念的藤蔓更是弥漫着故土的清香

故乡的路途是那么遥远
诗里诗外都是难忘的故乡
每当乡恋的果实挂上枝头
心中那盼归的满月也越升越亮

夏日乡村

夏日的乡村和煦温馨
充满了诗意与浪漫
夏日的乡村犹如一幅山水画
迷人的景致让人流连忘返

我徜徉于油绿的地头垄畔
感受着空气的甜润，泥土的芳香
我徘徊在清澈见底的小河岸边
痴迷着向晚的微风，天边的彩霞

铺天盖地的绿，是乡村的主色调

千百年延续着不息的光芒和血性
门楣上的艾草、香蒜、红辣椒
是乡村收成最好的晴雨表

在这妩媚妖娆的夏日乡村
我的感动在一缕炊烟上灼灼盛开
而心湖涌动的澎湃涛声
也在季节的循环往复中久久地回响

夏天的雨

在夏天，我感受雨的节拍
如同感受心的律动
夏天的雨
没有春雨的缠绵
也没有秋雨的萧瑟
更没有冬雨的冷冽

夏天的雨
是发自血脉的那声召唤
是竞技场上奋力的背影
夏天的雨
是时光的沙漏
是迷失爱情那杂乱的脚步
夏天的雨
是风中少女凌乱的秀发
是杨柳依依那未了的话语

夏天的雨
是万千花蕊齐奏的号角
激越的音符盛邀雷电作为合声
夏天的雨
是唐诗宋词平仄的雨刷
清洗着我蒙尘心灵厚厚的污垢

□杨明军

夏天里的故乡（外两首）

铜陵，我离开她已经二十三年了。
每次回来，或探亲，或路过，都匆匆的，
只深情地瞄上她几眼，回味她或卧或躺
的姿态。她也在深情地打量着我，似乎
在说：这么多年在岭南，不知过得好不
好？诗还写吗，也不知写诗能不能养家
糊口……

这次回铜陵，呆得久了，加上昔日
好友的撺掇，自然要为她写几句，哪怕
不好，也是我的一片心意。写什么呢？
我头脑里满是历代文人为她写的诗，记
不真确，就翻书、查资料。陈翥的诗我
倒还记得，他就是铜陵钟鸣人，少小离
家，出仕在外。到六十岁时，就回到了
家乡，在几亩山地上种植桐树（泡桐），
种了数百株并悉心研究，终于写成《桐
谱》一书传世。夹杂着还留下《西山桐
十咏》等诗作，如“时人羡桃李，下自成
蹊径。而我爱梧桐，也已成乎性。”的句
子，就脍炙人口，寄托着他的品性和坚

定的笃学精神。陈翥后来哪也不去了，
终老铜陵，对家乡是爱得切了！

还有几个是在江上、船上、洲上看
铜陵的，路过而已，然情不能已，挥笔赋
诗。他们看到了什么？又记下了什
么？对我们有哪些启示？

曲港危樯密，空江落日圆。
故人初邂逅，野岸共留连。
这是清代诗人《晚泊铜陵老鹳嘴与

邱曙戒侍讲堂岸小饮》诗里的句子。铜
陵沿江多有这个“嘴”那个“洲”的，是优
美的处境，很受文人的喜爱。

酒兴那如归兴浓，此行谁信破囊空。
扁舟小舣庐江外，雨夜深埋虎穴中。
独客痛心无可说，何人料事偶相同。
昏时抛过铜陵去，不管长江起北风。

这是宋代董嗣杲的《泊庐江县界
几遭寇掠》，写他被困在临近的庐江而
遥望铜陵，他的行程多风险，触目惊
心，但他的心是向着铜陵的，尽管长江

上风雨如磐。
枫叶霜余霞灿烂，苇药风起雪纵横。
铜陵江上秋容好，两绝新诗取次成。

这是王之道的《和秦寿之铜陵江上
二首〉的其中一首，是写铜陵晚秋景色
的，总被铜陵当地人引用。

说来也怪，宋、清时期的诗人到铜
陵，大都天气不好或环境恶劣，反映了
那个时代诗人面临的冷酷的自然环境
和人文环境。黄庭坚就写过《阻风铜
陵》，同是宋人的晁补之写铜陵，也迫不
得已在江中船上观望；董嗣杲还写过
《自曹家沙风中抛江危甚抵铜陵县》。
铜陵多山，长江从她的西北角穿过，那
时候自然生态良好，风多雨多，往往风
高浪急，因而铜陵一直是歹人、浪子出
没的地方。此处产铜，也产小人，所以
有志向的读书人都跑到外地或京城去
了。说铜陵迁徙之风旺盛，我是信的。
远的不说，明清两朝，铜陵就有中举的

士人一百多个，其中有名的诗人十余
个；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政治、经济、军
事和学术研究上做出贡献和有影响名
望的人，就有几十个之多。他们都是胸
怀家乡，放眼世界的人。从这一点来
说，铜陵又是一个很开放的地方，没有
一丁点儿山寨意识、围城意识。他们从
山坳、围城出发，离家而走，奔向大海，
奔向彼岸，走向心中理想的圣地。这次
返里，我就专门拜见了从铜陵三中走出
留洋、后来又回到三中执教的钱瑶博
士，她在铜陵传播着教育的星星之火的
事迹深深地感动着我……跟他们相比，
我在外面打一份工，苦一点、累一点又
算得了什么呢？于是，有感而发，胡诌
了几句：

铜官巍巍六百寻，长江西流折北行。
山多嶙峋不设寨，水流湍急藏龙身。

李白最爱铜官乐，陈翥《桐谱》天下闻。
不悔孔雀东南飞，归来再做育雏人。

□张 麒

仿效古人咏铜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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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过天晴，是观云雾的
好时机。初夏的一个雨后，
我与文友相约前往枞阳的三
公山。

青山如屏的三公山，因
有三座主峰，远望如三位老
者，共同守护这片家园，故称

“三公山”。也有人说，大山
地跨枞阳、庐江、无为，三地
公有而得名。

智者乐水，仁者乐山。
途中文友说得最多的是臧永
和他的“三公精舍”，说他如
何心系乡村振兴创建乡村阅
读点，如何热心公益事业精
心打造“三公精舍”品牌。

一个多小时的车程，不
知不觉，就来到了将军村
口。将军村在“三公山”脚
下，传说三国时期东吴周瑜
曾在此驻军而得名。文友沈
成武摇下车窗，用手一指，不
远处一栋集装箱式的两层灰
色楼房出现在眼前，那就是

“三公精舍”。舍前已停了七
八辆车，人头攒动，好不热闹。

大大的眼睛炯炯有神、弥勒佛一
样的脸型和身材，在“三公精舍”大门
口，我们一行遇上迎面走来的“三公精
舍”主人臧永。爽朗的笑声，大嗓门

“热烈欢迎，大驾光临”，臧永将我们一
一握手迎进了屋里。屋里已聚集了许
多人，一阵寒暄过后，好客的主人引领
我们这些山外人，走进三公山腹地。

蓝天白云下，三公山上的竹子正拔
节疯长，竹林有一万多亩，若连绵起伏的
绿海。站在山巅，三公山犹如三条巨龙
汇聚盘旋，腾云吐雾，气势恢宏。山坡竹
海连绵，一望无际。山下农舍田园，星罗
棋布，一览无余，别有一番风味。

三公山是一座绿色的山，一座红
色的山，一座工业的山。1940年9月，
新四军第三支队参谋长林维先率挺进

团进驻三公山，
开展武装斗争，
建立了以三公
山为中心的桐
东抗日游击根
据地。井边铜
矿遗址就在将
军村，此矿曾是

铜陵有色集团公司下属的
主力矿山。三公山还是佛
教之山，北峰有龙王洞，供
奉着龙王菩萨。山上还有
多处神庙，是人们对大自然
的崇拜。山的凹口处有明
心寺，供奉着地藏王菩萨。

下山后，我们又回到
“三公精舍”，只见“三公精
舍”里挂起了“琴声弥漫三
公，文化振兴乡村”的横幅，
摆起了八架古筝。刚刚我
们一同登山的人，都是身怀
绝技的人物。他们有市古
筝协会的演奏家、市书法协
会的书法家、市作家协会的
作家，还有媒体的记者。原
来，铜陵市古筝协会此次向

“三公精舍”捐赠古筝一架、
图书一百多册，还有书法家
捐赠书法墨宝。

臧永现场接受记者采
访时说：“琴声首次荡漾在

‘三公精舍'，给‘三公精舍'
增添了韵味，增加了厚

度”。近年来，“三公精舍”搭建了文化
交流平台，通过开设“三公讲坛”、研学
交流、阅读推广和文化建设等活动，让
书舍“热”起来。同时，还采取了公益捐
赠、定期对图书进行轮换的方式，构建
了“三公精舍漂流书屋”，让书籍“动”起
来，让书香“飘”起来。

据了解，1979年出生的臧永，原是
枞阳县横埠镇龙山小学教师，2017年
用7.5万元将自家平房前厅改造为“三
公精舍”乡村书屋，免费向村民和留守
儿童开放。2022年10月，他又租借了
一个两层楼房，扩大了书舍规模，优化
了读书环境，营造出了一个乡野文化
阵地。书籍从最初的600多本，通过
收集和社会捐赠，到目前藏书8000多
册，借阅3万多人次。2021年度，臧永
荣获中宣部主办的“新时代乡村阅读
盛典”乡村阅读榜样，这是安徽省唯一
入选者；2023 年一季度臧永被评为

“安徽好人”。
“精舍”古指讲学的学舍,是精雅

之地，精练勤修之处；而“三公精舍”就
是藏在三公山深处的“翡翠”，成为现
代人修身养性、追求人生真谛而求学
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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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里时光山里时光 盛利者盛利者 摄摄

梅豆，书名称之为四季豆。因为
梅豆是在初夏的梅雨季节上市，故有
此称号。在青黄不接的初夏，纤纤竹
梢上随风摇曳的梅豆成为菜园里的
一道引人注目的风景。

梅豆长成半米多长的时候，就开
始搭菜架了。将小竹棍“人”字形插
在地上，交叉处用绳子绑牢，上面的
竹叉间横一根小竹棍。把梅豆的秧
苗引到菜架子边，用绳子简单绑下，
娇嫩的秧苗就像长了眼睛一样，逆
时针攀上菜架子上，一圈一圈使劲
地往上长。没过多久，藤苗就把菜
架子挤得水泄不通了，绿茵茵的一
团。微风吹来，摇曳舞蹈，曼妙生
辉。不经意间，浓密的叶子底下星
星点点开了淡淡的近乎透明的浅紫
色，原来它的花是这么美，花型就像
一只纯洁的小白鸽，藏掖于碧绿的
叶子当中，半露出艳丽的花朵，就像
调皮的小孩一般，又像腼腆羞涩的
乡间女孩。梅豆的花期很短，短的
让你措手不及，来不及细细观赏，甚
至还来不及喊一声惊喜，那花儿就
谢了，花儿尚未凋谢落地，梅豆就急
不可待地跳了出来。青青梅豆，左
右对称，像女孩头上扎得小辫儿一
样，被高高挑起。

看着纤细的梅豆由细变粗、由绿
变浅，一串串饱满的梅豆挂满菜架
子上，心中好不喜悦！几天后，梅豆
藤秧更加葱葱郁郁，爬过竹竿向空
中蔓延，我不知道，如果有足够的高
度，梅豆秧会一路蔓延无限，那种不
怕挫折，勇往直前的精神值得我们
学习。

梅豆在密密匝匝的叶子里脱颖
而出，挂在叶腋间的梅豆就像无数绿
色琴弦，被微风吹起，弹奏一支欢畅

的华尔兹；又像窈窕女子，在风中潇
洒轻盈荡着秋千。那些葱郁的叶子
开始变得厚重而宽大，在菜架上翻滚
着，一些淡黄色的须子，有的牢牢抓
住竹竿，有的打着卷儿向空中翻卷而
上。

看着满架的梅豆，该是到了采摘
的时候了。母亲手里挎一只小竹
篮，行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来到菜园
里，一手挎篮，一手扒开梅豆浓密的
叶子，凡是饱满修长的梅豆用手轻
轻一掐，便到了手中。手里满把后，
放进竹篮里。竹篮里便横七竖八躺
着青翠娇嫩的梅豆，心情不由得舒
畅了起来。回到家中，将竹篮里的
梅豆倒在地上，从屋内端来小板凳
和淘米篓，从地上抓起梅豆若干，用
手掐去两头，撕起两侧的经络，再掐
成小段。掐好经络后，放在水池里
洗净，就可以着手下锅烩炒了。炒
之前，拍几瓣大蒜，放在油锅中呛
香，再把梅豆投入锅中翻炒。炒至
半熟的时候，母亲打开玻璃瓶，从里
面舀出半勺豆瓣酱，放进锅中和梅
豆一起烩炒。母亲说，梅豆有股青
味，有了豆瓣酱后，炒出来的梅豆就
更加入味好吃了。

炒好以后，盛入盘中。刚才
还是饱满的梅豆此时瘪缩了不
少，但依旧青翠如许，搭配上鲜红
的辣椒，瓷白色的大蒜碎末，不时
散发出诱人的香味。在这个青黄
不接的时节，一盘青翠碧绿的梅
豆成为农家饭桌上的时兴菜，大
家端了满满一碗饭，一阵风卷残
云，碗里的米饭顿时见底。梅豆
成为初夏寻常百姓家饭桌上一道
普通的菜肴，一如这简单而多彩
的生活。

□江初昕

梅豆舞竹梢
初夏季节，故园天色靛青诱

人，天地如一轴水墨氤氲的倪瓒山
水。乡下小院时光缓慢，屋后杨梅
树枝斜倚墙头，似古画，留白写意，
自生风雅。

杨梅溜圆，形如枇杷，通体长满
纤细小刺。日渐成熟后，细刺变得柔
软绵滑。枝干虬曲，树姿孤高峻挺，
一颗颗或紫或红、晶莹透亮的杨梅，
映射阳光，凝翠流碧，玲珑诱人，赏心
悦目。

杨梅肉丰质糯，酸甜可口，汁多
味甜，果核细小，入口清香。淋几场
透雨，新鲜成熟的杨梅红里透黑，远
望去总是让人浮想联翩，惹人垂涎。
轻风吹拂，酸甜青涩的香味扑面而
来。满目的杨梅果，在青色天幕下呈
现透明质感，构成一幅浑然天成的水
墨画。

驻足凝望，禁不住摘一颗杨梅入
口，轻轻一嚼，齿颊间顷刻弥漫一股
甜汁。酸涩清甜的滋味堪称一绝，满
嘴的软甜、绵润、滑滋在舌蕾上绽
开，爆浆的果汁让味蕾陷入鲜美的沼
泽中。

此时，燠热闷湿，南方人易犯风
湿、脚气病症。《本草纲目》载，“杨梅
可止渴、和五脏、能涤肠胃、除烦愦
恶气。”雨后初霁，暮色清凉而欢悦，
庭院中置桑木桌，杨梅叠放青花盘
里，圆润青碧，村姑一样，内敛且忧
伤。取一捧色泽光鲜的杨梅，做成酸
甜爽口的冰镇杨梅汤，生津止渴又健
脾开胃。

初夏清闲，备一些乌梅、冰糖，
放在砂锅里文火慢熬，直到乌梅肉
彻底熬尽，化入粘稠的汁水中。将
所熬汤汁滤去渣滓，兑入适量凉开
水，然后密封，置于冰箱冷藏。数日

后，喝上一碗，酸而不涩，甜而不媚，
流溢百年的气质和风情，亲切和婉，
仪态万方。杨梅吃在嘴里，甜如蜜
糖，缱绻温馨。乡野生活，雅致而有
禅意。

杨梅除了鲜吃、冰镇，还可腌制
成酸甜可口的杨梅干。母亲喜欢把
杨梅洗净放在竹匾里，曝晒数日。再
配以白糖，蒸透晾干，便制成杨梅
干。母亲做的杨梅干味道甜美，有一
种醉心的滋味，有色彩、光亮和无尽
的乡愁。

杨梅酱也是乡间佳馔。作家郑
逸梅赞之：“梅酱为家厨隽品，涂面
包啖之，味绝可口。”村妇采来青
梅，盐水浸泡后，在土灶上柴火熬
煮，去核搅拌，果酱由黄绿转深褐，
完成蜕变。凉拌黄瓜或西红柿时，
淋上新制杨梅酱，美味可口。灵动
的蔬果，如幅幅水墨小品，隐逸着
一份轻盈和厚重，顿生不知今夕何
夕之感。

梅子酿酒，十里清欢。杨梅浸于
米酒，兑少量红糖，堪称消暑佳酿。
抿上几口杨梅酒，令人气舒神爽。喝
杨梅酒，嚼塘鳢鱼，嚼青蚕豆，嘬青螺
蛳，最是暖心熨帖，顿觉天地宁静，不
由忘却喧嚣尘事。梅酒入胃，甜润的
果肉顷刻化作酽酽汁水，满口酸甜，
沁人肺腑，心旷神怡。

“远望山边点点红，五月杨梅正
当时。”啜一口故乡的冰镇酸梅汤，尝
一口青梅佳酿，一如东坡眼中雪沫乳
花、蓼茸蒿笋，都是清欢。而我更喜
欢故乡的酸梅汤，吟诵着“一川烟
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乡愁缭
绕中，尘世渐远，岁月绵软而悠长，
心中弥漫着田园生活的清苍疏旷和
恬淡悠然。

□宫凤华

夏日啜杨梅

吴春富先生大作——长篇小说
《村支书》面世了。

《村支书》是以上个世纪末至本世
纪初二十余年瓦窑村的变迁为背景，
以主人翁村支书“李先泽”带领全村人
民发家致富为主线索，用饱含深情的
笔触，将“乡间的死生、泥土的气息，移
在纸上”。一切都是身边人、身边事，
小说显示了鲜明的乡土色彩与气息，
读来亲切真实。

桐城作家吴春富生长于乡土，工
作于乡村，长期行走山乡，关注底层。
作家把目光聚焦于以瓦窑村村支书

“李先泽”为代表的村干部，把基层最
辛苦、最复杂、最接近民众的那一拨子
群体，作为小说的主人翁，进行了细致
而深刻的描述，把他们为了精准扶贫、
带领群众致富而舍小家为大家无私奉
献的精神纳入创作视野；把战胜贫困
与绿色发展以及乡村振兴这一时代大
主题放在对乡土生活的叙述中书写，
把二十多年来的农村生活变迁和变迁
中的农民生活，通过一桩桩故事、一个
个情节展示出来。

作家凭着自己丰富的生活阅历和
在乡镇工作的经验，洞察当今社会农村
现状及其农民的普遍愿望，在通俗易懂
的语言叙述中，走进多重复杂的乡土语
境，在小说人物“李先泽”“六喜”“湘绣”

“油子”“六喜舅姥爷”“尹发明”“琚三
瓢”“翠萍”“郑三群”等等一众人物的各
种冲突、各种矛盾、各种心理活动和冲
突矛盾处理的方式方法的叙述中，把乡
村那种“质朴”中暗藏着“狡黠”、“实在”
中隐现着“深沉”、“和气”中隐含着“斗
气”、“大方”中透露着“计较”的纯真而
复杂的农村社会，写得很具体、很到位，
形象地塑造了底层老百姓那种多层次、
多维度的人生性格和农村社会既淳朴
又势利的客观现状，彰显着这种乡土社
会治理的独特性与复杂性。特别是将
小说主人翁“李先泽”这位一心为民带

领全村脱贫致富的质朴而忠厚的好支
书人物，放在农村、特别是村委会这个
舞台上、放在处理村级事务的各种“人
情与法度”的冲突中来书写，从而展示
了这个人物勤劳、正义、聪明（有时甚或

“小聪明”）、奉献的丰满而实在的“现代
村干”的形象；也通过村级经济发展和
村级社会发展等各种变迁中展露出的
现代农村的乡土事件，以及事件中折射
出的乡土人情，对村级社会发展中出现
的一些现实问题和困境，做了一些有益
的探索和回答。

《村支书》中没有波澜壮阔的架构
与叙事，俯首皆是我们熟悉的乡村场
景，乡间语言，质朴情感。正是这种写
作手法和技巧，有力地彰显了小说的
浓郁的乡土气息。

村支书李先泽带领乡亲们脱贫致
富，不仅是形势所为大势所趋，关键
是，李先泽带领大家在脱贫致富奋斗
的整个过程中，通过“乡下狮子乡下
舞”的朴素方式，无形地扶植乡土农村
的伦常美德的进步，弘扬久远的质朴
厚道的农村文化，唤回拯救人心人性
的道德力量。作家用凝结真情真心的
朴素文字，在小说的字里行间默默作
答，笔墨深沉稳重，导向如山如海。透
过这一切，让小说的意境超越了“村支
书”的单一范畴而走向农村文明提升
的高度。同时，小说展示了瓦窑村扶
贫工作取得的成绩，也关注到这一过
程的艰巨和复杂性，既描述了瓦窑村
人民战胜贫困的强大意志、生存智慧
和牺牲精神，也对人性的弱点进行了
批判与反思。更难得的是，作家把写
作视野还伸展到生态保护、移风易俗、
道德建设等等方面，使作品整体上获
得了超越单一主题的广度与深度。

“李先泽”是广大村干的缩影，“瓦
窑村”是广大农村的写照。我从《村支
书》的字里行间里，还看到了小说的另
一层意义，那就是在满满正能量的叙
事中，隐隐揭示了当下的广大村干艰
辛、彷徨、无奈的心理活动和新时代乡
村振兴艰难而漫长的客观现实。

□吴传兵

乡土小说的现实意义
——读作家吴春富长篇小说《村支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