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我的生命

没有承接在你健硕强壮的枝丫上

如果我的情感，无所依托

总是在你慈爱的目光外飘荡

祖国啊祖国，我将无法拥有

欢乐的叶片和丰硕的果实

我将没有自由只有哀伤

我是酷爱自由的鸟儿

可我不愿意终生流亡

漂泊的足迹在情感里生长荆棘

又怎能找到播洒幸福的土壤

祖国啊，美丽的祖国

你是摇篮你是植被你是梦床

如果没有你，没有你父母般的抚爱

即使炎夏也会感觉凄凉

祖国啊，亲爱的祖国

如果每个细胞每根神经可以再植

我愿意在你的身上根植千遍万遍

这样

我便可以成为你生命中细小的一脉

每时每刻在你的心房流淌

置身这片土地

置身这片生机勃勃的土地

我的心境如此蔚蓝明净

阳光的声音在耳边萦绕

月色的气息在心头荡漾

祖国哦 祖国

你美丽醉人的风貌

令人神往的发展态势

教我怎能不为你喝彩为你歌唱

清风在山水间曼妙流转

鲜花在阳光下热切绽放

每一处含笑的水域

倒映着祖国靓丽的风景

如画的山水走廊

以庞大的肺活量

唱出祖国持续发展的美妙乐音

我生命中的河流山川

怎样才能表达我对你的挚爱

我多想 化作亮丽音符

伴长江黄河的涛声

融入城市的脉动

我多想 化作缕缕芬芳

无论春夏 无论秋冬

都可以抒发我的向往我的深情

你是美轮美奂的图画呀

自天宫垂挂到人间

你的土地飘逸着醉人的芳香

你的水域蕴藏着欢喜和灵性

你似云霞 柔情四溢

更似虹霓 璀璨妍丽

你的身躯 浸润过沧桑和泪水

你的足下 走出过骄傲和绚美

你呕心沥血 以坚韧的个性

修筑着精神的城堡

你精心谋划 以沉实的品性

建造着物质的大厦

祖国啊 腾飞的祖国

你是搁在心头的歌谣

是我生命中奔涌不息的主题

你以嘹亮的乐章

点燃我永无止境的牵挂

你以强健的翅翼

牵引我日久弥新的诗情

你以绰约的风姿

将生活点缀得多姿多彩哦

你以枝繁叶茂的庇荫

将生活演绎得和谐 幸福 安宁

□程应峰

祖国（外一首）

在铜陵有色七十五年的历程中，模
范先进人物年年涌现。早年，叶尚初的
名字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他是打眼工，
每天手握几十公斤凿岩机在井下工
作。他凭着顽强的拼劲、善于“抢”时间
的智慧，刷新台班掘进纪录、创下天井
掘进全国纪录；5年完成了12年的定额
生产任务。他曾经在井下负55米火
区、坚持在超40摄氏度高温环境中打
掘进，奋战21天，连续创造台班进尺奇
迹。1964年他应邀进京受到了党和国
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获得“社会主义
新人”光荣称号。

铜陵有色公司《铜花》报连续刊文
《赞叶尚初》《二赞叶尚初》：“叶尚初最
朴素，个人利益全不顾。见了困难他来
担，见了荣誉他让步。打眼工效4米
多，生产指标常突破”。“社会主义新人”
精神从此融入铜陵有色企业文化。提
起那段岁月，叶尚初是醒目的标杆之
一。60年过去，叶尚初离开我们也已
多年。铜陵有色企业在与时俱进、创新
转型中，“兴我有色、献我才智”的敬业
精神常传常新。

2024年，铜陵市博物馆筹备“铜都
百年展”，计划登门征集与叶尚初相关
的老物件。6月的一天，博物馆负责人
给我打电话，邀请我一道去叶尚初旧居

看看，我当然很乐意。
叶尚初的家在友好社区的一片楼

房中。他退休后闲不住，在楼房对面的
山坡上开荒种地，还在附近散户区购置
二间小平房存放农具，他自己也经常住
在这里。如今是人去屋不空，他使用过
的老物件都还在。我们在他儿子陪同
下，推开院门，右边一架柴棚，柴棚里有
水桶扁担，檐下挂着镢头、镰刀、锄头。
柴棚的对面是红砖小平房，里边的板
床、木箱、橱柜、脸盆架瞧着眼熟，都是
四十年以上的老样式。里里外外看过，
睹物思人。在叶尚初面前，我算晚辈，
可也是从那个岁月走过来的，理解那个
时代先进模范人物吃苦耐劳的初心，这
初心就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不断进
取的动力。

我曾经有幸近距离观察过叶尚
初。那是本世纪初、铜陵有色举办的年
度联欢会上，我座位的前排坐着先进模
范人物，叶尚初正好坐在我的右前方。
那天，他身披荣誉绶带，两眼平静地望
向主席台，古铜色的脸颊如同矿岩一
般。这矿岩般的侧影，极像我记忆中的
甫师傅。甫师傅是我们凤矿安全科的
安全检查员，他原是老庙矿井下支柱
工，省级劳模。我跟在他后边干过活，
印象至今难忘。那时凤矿刚投产，一
天，正10米37线川脉巷道顶板发生垮
塌，造成安全隐患与通风隐患。科长派
甫师傅和我下去查看，拿出解决办法。
我们来到井下现场，垮落的矸石堆接近
顶板，巷道两头拉起了警示绳，一旁堆

着抢险用的圆木。我朝上一望，倒吸了
一口凉气，顶板上一个三角形空洞望不
到底。甫师傅叫我站在警示绳外，他贴
着帮壁进去，用镀灯（矿灯）上下左右扫
了一遍，爬上矸石堆对塌陷洞观察了一
番。回过头对我说，现在可以接顶，马上
就干，耽误不得。他下来拖过一根圆木，
拿眼向塌陷洞瞄了瞄，抄起支柱工斧头
砍将起来，分分钟便砍好了圆木的两
端。我照他的指挥，扛起砍好的圆木爬
上矸石堆，甫师傅双手接住，担在塌陷洞
口壁上的石窝里，稳稳地一道横梁，照此
法又固定好第二根。听他说：“妥了。”
然后蹲在地上砍了一些长短不一的圆
木段。他忙完这些，再爬上横梁，置身
于塌陷洞中。他吩咐我给他递送圆木
段，他开始打木垛。湿漉漉的木头又沉
又滑，很难抱住，可以想象悬在横梁上的
他要付出多大的力气！但见甫师傅的镀
灯光在木垛缝隙里晃来晃去，喘气声里
夹杂几声咳嗽。我想起不久前他查出了
矽肺，过几天便要去疗养。哎，我恨自
己没有本事换他下来歇歇。我们干到
午后完美收工。塌陷洞内一架梁柱结
构的木垛生根于石壁之间。甫师傅从
木垛间隙里跳下来，对他的“杰作”瞄了
瞄。他不善言辞，凭着对井下岩石精准
判断力和一把支柱工斧头绝活，博得了

“斧师傅——甫师傅”盛名。巧得很，他
的名字正好有个“甫”字。

话题回到叶尚初，我第二次见到他
是在我退休之后。我退休后，曾经受邀
参加大铜官山地质公园申报材料讨

论。那时候的铜官山露天矿大凹宕还
没有回填，我经常上去转转。这天我从
大凹宕边坡准备抄近路下山，路边石头
上坐着一位老工人，我一瞧正是叶尚
初。我们对视笑笑，我朝他点点头：“歇
歇啊。”他颔首应道：“嗳。”他不认识
我。我有意识地跟他聊起昔日的大凹
宕，想引起当年露天矿干得欢的话题。
我说当年法国进口的“赛马”大卡车，车
头方头方脑的，怪好玩的，那车子马力
大，开起来轰轰震耳朵。站在大凹宕上
边往下看，大电铲、大卡车就像个火柴
盒子。叶尚初眯缝的眼睛突然明亮开
来，问我是不是在露天干过？我说是作
为学生来参观过。他感叹道从前搞点铜
不容易，夏天大凹宕热得像蒸笼，电铲、
汽车的驾驶室里都放大冰块。还有松树
山井下火区那个热——你脚下边就是松
树山。高硫矿，四五十摄氏度高温，采矿
场换人不歇机，轮班上、轮班冲……他
刹住了话头，恢复了刚才的平静。我想
听他说下去，他站起来搓搓手说：“比起
从前，越来越好啰！”他同我道过别，转
身到菜地去了。不善言辞，崇尚实干，
大概干矿山的都是这个性。

如今，大凹宕已经填平。绿化、筑
沟、修路、敷设路灯，“大铜官山公园”一
期工程初具雏形。放眼当下，各地“名
人馆”“好人馆”建设时有报道。我想，
在二期规划中，公园最好能建一座《铜
陵有色金属矿业劳模人物馆》，把他们
的动人事迹和精神风貌展示出来，他们
是值得纪念的，也是值得垂范的。

□朱益华

走近劳模

在 杂 志 上 读 到
一则西方寓言：象头
神伽内什是湿婆神
与雪山神女帕尔瓦
蒂的儿子，他哥哥是
战神鸠摩罗。两兄
弟小的时候，有位远
方的旅者来访，赠给
他 们 家 一 颗 芒 果 。
当他们的妈妈要切
开给兄弟俩分食，旅
者却说此物不可分
食，只能给一人吃。
他建议让兄弟俩比
赛，谁能先绕世界三
圈谁食之。哥哥一
听，立马启程，快速
绕完世界三圈。当
他回到家中，弟弟已
分到芒果，妈妈告诉
他：当你在外头时，
你弟弟在我和你爸
脚边绕了三圈，他说我们就是他的
世界。客官看罢这篇寓言，你相信
这是西方的文字？明明在讲中国的
孝道嘛！

但我以为兄弟俩的竞赛是不公
平的。旅者所说的世界，概念应该
是明确的，即我们物质的世界，大
千的世界。而弟弟所说的世界，则
是精神领域的，在此他偷换了概
念。只是因为迎合了父母的欢心，
他赢得了芒果。而实诚的哥哥却
因为实诚，不会脑筋急转弯，输掉
了这场竞赛。在这个故事里，最奇
怪的是旅者，他是规则的制定者，
他却没有主持公道。一场竞赛如果
没有确定的规则，而任由人的主观
意志来评判，则竞赛本身是没有意
义的。

非常遗憾的是，生活中类似的
竞赛，却是屡见不鲜的。在这样的
竞赛中，乖巧者大行其道，而实诚
者却多败北。在一个组织内部，如
果乖巧者总是站在领奖台上，而实
干者却默默无闻，其问题即在制度
与规则的失效，而评价的标准则有
赖于人的主观意志，而不是客观的
绩效与成果。如果主持竞赛的人公
道，还不会出现太大的问题，如果
主事者如寓言中的父母一般，带有
个人的感情色彩，则雄武的哥哥总
是会被乖巧的弟弟占尽便宜的。在
一个家庭里，偏心的父母是常有
的，不会产生大的影响。而一个组
织常是如此，则人才会被压抑，而
使组织的活力尽失，衰落和失败就
不可避免。

我疑心这个故事是中国人编
的，西方的寓言里恐怕找不到这样
的故事。而发表这则寓言故事的编
者，他显然是很赞赏弟弟的机智
的：一个简单的问题，一个解决的
如此笨拙，一个解决得这般灵巧。
其实，这个故事让我来编的话，哥
哥可以像弟弟一样不出家门，而是
演一出中国式的“孔融让梨”，两个
孩子孝悌兼有，其父母当又如何评
价？巡行世界的事谁来干呢？

□
吕
达
余

实
诚
与
乖
巧

那年立秋夜，我骑着电动车，在
城市街头兜风，开心极了。

突然，天降暴雨，下得纷纷扬扬，
让我见证了入秋的第一场大雨。雨
下得太急，一会儿，我躲雨的屋前小
路上，积水好深，淹没了脚跟。那雨
还在下，我能够感觉到，这立秋之雨，
与夏雨有些不同了，那空气中的湿
度，明显降低，浑身感觉到的热度，明
显清爽多了。直觉告诉我，立秋了，
秋天来了，我内心很惬意，不自觉地
哼唱起歌手刘文正的《雨中即景》。
我唱着，看着纷飞的雨丝，我想那立
秋之雨，入眼入心，爽身爽心。

突然记起清代乾隆帝在《即事·
立秋秋孟朔》中诗云：“立秋秋孟朔，
皆逢雨即晴。幸弗致霪霖，暴以秋阳
晶。迩日率阵雨，旋霁浮云征。时若有
如斯，或可期西成。今晓更爽凉，秋象
益分明。筑场尚遥哉，虔巩戒满盈。”全
诗的诗意，皆是与秋雨有关的情境，那
雨中的气象，雨后的爽凉，是立秋即景，
也是诗题中的立秋即事。纵观全诗，写
出了立秋意趣，更准确说，是写出了立
秋的秋雨后，那即事之景。

清代诗人额尔登萼，他在《立秋
日陶然亭即事》中诗云：“郭门迢递寺
嵯峨，落叶声中载酒过。地迥方知秋
色早，亭幽倍觉好风多。”诗中的立
秋，写出天象地气的不同，有落叶，有
秋色，有凉风多多。事实上，立秋节
气到了，自然界万物就由茂盛生长，
趋向成熟，逐渐萧索。可是立秋伊
始，暑热并未结束，历法上有“秋后加

一伏”，还有“秋老虎”的说法，是说从
暑热到凉爽，有个渐变过程，那“秋暑
之热”，是立秋气象，与立秋的雨、风
一样，皆可入诗。

立秋在中国古代更有壮举，也就
是立秋节气，是重大的节日。因为立
秋了，随之而来的秋季，一片丰收景
象，稻田金黄，果实成熟，五谷丰登。
秋收了，就会让人们一年衣食无忧，
丰衣足食，于家于国，都是最重要的
一件事情。所以，古代帝王，就以隆
重仪式，迎接秋神白帝，祭祀土神，并
在立秋时奖赏将帅，秣马厉兵，以备
保卫疆土，守望丰收成果。那仪式
上，白色的仪仗旗，在太阳里猎猎飘
扬，庄严肃穆，安详宁静。

立秋仪式，唐代诗人司空曙在
《和王卿立秋即事》中有记证：“秋宜
何处看，试问白云官。暗入蝉鸣树，
微侵蝶绕兰。向风凉稍动，近日暑犹
残。九陌浮埃减，千峰爽气攒。换衣
防竹暮，沈果讶泉寒。宫响传花杵，
天清出露盘。高禽当侧弁，游鲔对凭
栏。一奏招商曲，空令继唱难。”那诗
题中的王卿，也叫太常，是古代朝廷
掌管宗庙礼仪之官，立秋的祭祀和礼
仪，与太常息息相关。诗中，诗人向
太常寺官员问秋，他们上通天文，下

知地理，通晓历史，那诗中的蝉、凉
风、瓜果、寒衣，还有秋气荡漾在宫廷
里迎秋的花鼓里，在皇宫高架的承露
金盘上，有露水凝结。还有，那秋气
在天空老鹰盘旋里，在水中的游鱼跳
跃里，一切都在太常寺高官的口中，
犹如“招商曲”，告诉你立秋的秋美，
岁月渲染的浓重色彩，皆是说不尽的
万象丰富，天地喜悦。

另一位唐代诗人卢纶，也写有
《和太常王卿立秋日即事》，其中写
道：“绛纱垂簟净，白羽拂衣轻。鸿雁
悲天远，龟鱼觉水清。别弦添楚思，
牧马动边情。田雨农官问，林风苑吏
惊。”诗中的绛纱、白羽、鸿雁、龟鱼、
楚思、边情，还有农官问，苑吏惊，都
把立秋问秋，还有立秋仪式，乃至多
象的秋景即事，写得惟妙惟肖，让人
触景生情，浮想联翩。

是呀，立秋了，那农事繁忙，水稻
抽穗扬花，灌浆乳熟，还有春玉米的
收获期，夏玉米的拔节抽雄期，夏大
豆的分枝期等等。那立秋有三候：一
候凉风至，二候白露降，三候寒蝉鸣，
尽皆渐寒之意。我仿佛看见，那立秋
后的树枝上，微风吹动，白露降临，寒
蝉嘶鸣，那酷暑将要过去，秋意渐浓，
秋事渐喜，也渐凉了。

□鲍安顺

问 秋

我从陇上走过我从陇上走过 方方 华华 摄摄

立秋前后，
气温还在三十八
九摄氏度徘徊，
像个热疯子赖着
不走，可谓热度
空 前 。 炎 炎 酷
暑 ，天 也 黑 得
迟。傍晚时分，
就成了居民逛公
园、遛遛弯、散散
步的好时光。

读大二的女
儿暑假期间，我
们选择在故乡顺
安小住几日。晚
饭后，我对女儿
说，我们骑着电
动车，逛逛顺安
古镇新面貌吧。
孩子满口应允。

从荷花盛开
的羊湖公园路过，
只需瞅两眼，便可
见三三两两的人
群缀满在公园的
角角落落。慢跑
的、闲逛的、打球
的、健身的，谁不

是一身汗水，谁不在享受运动带来的
健康与快乐。孩子是个超市控，我们
先行选择两家毗邻而立的连锁零食
超市。一步跨入，满屋子冰凉的冷气
裹满全身，那叫一个舒服！超亮的灯
光，实惠的价格，琳琅满目的零食，一
刻不停地刺激着消费者的购买欲，大
可满足每一个挑剔的味蕾。

沿着东城大道东行，至临津路
口向北，经过老顺安中学。这里曾
是古镇最繁华之处，车马喧嚣三十
多年。座座高楼矗立在中学旧址，
邮政支局、两侧鳞次栉比的商铺、农
贸市场早已拆除，留待新的开发和
布局。向前几十米，一条新修的县
道赫然于眼前。黑亮的六车道路
面，施划好的白色标线，看起来十分
爽眼。居民们行走于人行道上，手
执小扇，散步消夏，甚是悠闲。道路
右侧尚未开通，左边则通向在建的
新顺安河大桥。

路过古色古香的荆公书堂，奔驰
在宽阔的八车道路面，前面两百米处
即是旧桥拆除后新建的大桥了。大桥
坚固挺拔，美观大气，如一道彩虹，卧
波河面。河水清澈粼粼，静静流淌，也
化为一众垂钓爱好者的心仪之地。桥

一侧可供小型
客车通行，两端
因基建尚未结
束，全面通车仍
需 假 以 时 日 。
站在桥上，沐浴
在夕阳的余晖
里，依次望去，

澜山府、有色世纪新城……一个个拔
地而起的居民小区如雨后春笋，被镀
上了一层耀眼的光芒，用煌煌新貌诉
说着一座千年古镇的美丽蝶变。这还
是我年轻时住过的顺安吗？这还是多
少人昔日印象中陈旧破败、古板仄小
的古镇吗？她变大了，变高了，变美
了，变得越来越难认，越来越超乎想
象！

第二天傍晚，我们继续逛。再访
顺安古桥，拜会荷花园，打卡鱼鳞坝。

世间的每一座桥，其实都是诗。
孩子提起，想去见一下小时候便记住
的那座古桥。从新桥到古桥，路程不
到千米，时空却穿越了近五百年。走
过碧波荡漾的临津公园，顺安古桥像
一位饱经世事的沧桑老者，目睹着这
里一切的新奇和流变。古桥始建于明
朝嘉靖年间，是一座三孔两墩、青石垒
砌的拱券石桥，结构稳固、比例协调。
2016年8月，新成立的义安区对古桥
予以修缮保护，成为古镇最有力的见
证，也是铜陵地区一处重要的历史文
化遗存。而这座桥于我，则有着不一
样的厚重的情感和记忆。父辈建造的
房屋曾位于桥旁，直至二十多年后拆
迁离开。

夏季天，孩儿脸。层层乌云掠过，
雨点呼啦啦地飞落下来，让人猝不及
防。冒雨骑行过了顺安河桥，下坡便
到了自我命名的长龙山生态荷花园。
若称荷花塘或荷花池，都显太小，涵
盖不了这足有三百亩地之宽广阔绰的
意境。立于公路护栏外，但见一朵朵
乳白色娇小的荷花亭亭玉立，遍布其
间，或含苞待放，或微微乍开，那么
多，那么密集，阵阵清香扑鼻而来，为
你传递着绿叶白花的美美气息，倍觉
神清气爽，美不胜收。

雨住了，又见夕阳归来。向东
再骑 8 公里左右，行至东正大道上
的富乐德大桥，网红地鱼鳞坝就到
了。路旁车辆停了一长排，还有福
州、苏州、芜湖等外地的。岸坡上停
有两台挖掘机，用于护石整治施
工。“请勿打闹 注意安全”的提示牌
提醒着自发前来的游人。向下一望，
嚯！大人、孩子有一二百人，正在鱼
鳞坝玩水嬉闹呢！新桥河是顺安河
支流，河水在此转弯处有一落差。新
建的溢流坝的坝面如弯弯鱼鳞，一弯
叠着一弯降坡度向下延伸，水流漫过
形成层层叠叠的水花，形成为一处
亮丽的风景，让新桥河焕发出新的
生机。一经媒体报道后，很多人慕
名前来。孩子换了拖鞋，也加入其
中，惊呼水好热啊！

孩子打小去过国内几十座城
市，算是开了点眼界。这两天见到
顺安的新变化，也是忍不住啧啧称
赞。每到一处，举起手机，频频记
录，直呼:“真没想到，千年古镇也有
此等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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