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斯人者，臧永也。枞阳横埠人氏，
供职于横埠镇龙山小学。其人自号臧
永，户口簿上却是臧勇，因而臧永、臧勇
互见。永（勇）字为名，司空见惯，但“度
娘”或报刊上提及的拥有安徽好人、中
国好人、安徽省道德模范、省学雷锋月
评十佳、省校园阅读推广人等荣誉的臧
永（勇），必定是他。

按照臧永的说法，他现在“漂”居于
枞阳钱铺镇将军村神佛岭下。妻子所租
1000平方米的两层钢骨架房子，大半做
了饭店，楼下一大角却被他辟为“三公精
舍”。一个乡村教师，生计本已不易，他
却十数年不辍，尽一己之力创办“三公精
舍”，为乡村留守儿童建起“第二课堂”。
购买书籍、置办桌椅，所费颇多，加之辅
导、组织活动，更是耗时费神。

每与臧永接触一次，我都有写点文
字的冲动，可每次都是“冲”而不“动”。
主要原因是写他的文字太多，连中央电
视台都对他进行了专访。再者，他对这
些镜中影、纸上名向来敬而远之。

当我确定《花如斯人》这个题目时，
自己都觉得好笑。臧永，这厮是条正儿
八经的汉子，若论其长相，除却胡须这
一条，所有描写梁山黑旋风、燕人张翼
德外貌的词汇基本都适合他，诸如身长
八尺、虎背熊腰、豹头环眼、发似铁刷、
声若洪钟之类。而他轻声细语、慢条斯
理且颇为幽默的话语却与此形成了强
烈的反差，尤其是他满月般的脸上那如
花般的笑靥，甚有喜感。所谓记其一点
不及其余，便有了这个题目。

第一次被臧永的笑声所惑，是七八
年前的事。那次征文颁奖在“十里春
风”举办，活动结束后就餐。他从隔壁桌
上过来敬酒，脸上堆着迷人的笑，酒杯差
点碰到膝盖上，举杯见底，一滴不剩。我
这人见不得慈眉善目、笑容可掬的实诚

人，转身便
回敬过去。
三五个回合
下来，他脸
红脖子粗，
连笑容也抖

得七零八落。飘飘然的我只依稀听他说
了几遍三公山好，要我们去耍。

后来一次次去神佛岭，到“三公精
舍”，上三公山，臧永脸上的笑容无以复
加，灿灿烂烂，抛洒得到处都是，即便是
雪中登三公山，亦觉春风习习扑面。去
得多了，我发现他迎客必笑，且言必称三
公山，笑与三公山话题成了他的标配。
我相信他的笑声就是一支哨箭，笑声响
起，便是在告诉三公山，来客啦。客来陪
游，三公山是首选。说他对三公山的一
草一木了如指掌，不免有些夸张，但只要
是在三公山任何一个犄角旮旯拍的照
片，他都能说出具体的位置，这一点不夸
张，他就是活脱脱的三公山代言人。

酒食待客，是自然之道，亦是隆重
的礼遇。臧永交友甚广，教育界、文学
界、艺术界，甚至村童乡媪，来者莫不
奉为上宾；“三公精舍”雅集、畅游不
断，往来之客如过江之鲫。好酒好菜，
搭上动人的笑脸，客人莫不尽欢而
散。我十数次前去，在他的老酒店里
一次次微醺。若是掏钱，他立刻收了
笑脸，要跟你翻脸。我想：长此以往，
如何了得？若不是妻子经营饭店，以
其微薄薪水，何谈养家糊口？是妻子

操劳着家务支撑起他的这些“形而
上”。每每大厅落座，看着他妻子和善
的目光与忙碌的身影，这“安徽省五好
家庭”的美誉并非浪得虚名。

尽管如此，在春暖花开之际，借赏
三公山杜鹃花之名，我们这些自觉“不
胜其烦”的客人再次走进“三公精
舍”。臧永笑呵呵地道，昨天还昏天黑
地，你们来了，老天都不敢放肆。

三公山群峰绵延，黄龙谷有百年
杜鹃王，蓬勃肆意；牛王山有杜鹃花
海，如烟似霞；矾山有庐南十八景之
双山映红。我们此行，因前几日狂风
肆虐，这些赏花之处或绿多红黯，或
片红不存。只有三公之巅，崖间坡
上，花艳欲燃，蔚为壮观。故而他发
出“雨骤风狂，奈三公何”的欢叫。三
公杜鹃，着深红、粉红、橘红的舞裙，
在一人来高的枝头曼舞，细看，可见
媚眼婆娑，妙不可言。我们在花丛中
穿梭、沉醉、拍照，臧永则静静地坐在
山岩上，微笑着，看着我们。突然，他
站起身来长啸一声，响遏行云。一时
山鸣谷应，群芳摇曳。我吃了一惊，
这是干吗呢？转视花枝，仿佛听懂了
他这一声长啸，竟然有了灵性，作鼓

掌致谢状。这一刻，我确定他就是一
株映山红。映山红既非亭亭净植、不
枝不蔓，亦不以馨香悦人，在山崖峭
壁间兀自怒放。如有些粗犷的他，不
卑不亢，不为名所累，不为利所动。
杜鹃映山红，源自春天的呼唤；他之
于三公山、村里的孩子以及他关注的
一切，源自大爱。这不禁让我想起他
抄录的一段《菜根谭》名句：“居轩冕
之中，不可无山林的气味；处林泉之
下，须要怀廊庙的经纶。”他说，看山
非山者，心也。久居神佛岭下，这份
禅意与通达，使得他心中的世界多么
宏达丰饶啊！

我与臧永因文相识，有点酒朋诗侣
般惺惺相惜。我喜欢他的短而意深的
文字，古意盎然，很有张岱之风。尤其
是他陪朋友登三公山所写的文字。踏
雪则：“岁在壬寅，正月十三，江南程君
久约而至，直扑三公观雪。雪后轻雾，
入山尤甚，山林雪厚。柏子洼泊车，徒
步而行。鹿狮茶园为雪所覆，颇有气
象。拾级而上，雪积愈厚，行虽艰难，众
却愈欢。终至三公之巅，四望朦胧，如
处仙境。”赏花则：“世人踏遍山川，以寻
花海，艳则惊呼，寥则叹息。何哉？一
花一世界，以自然草木为镜，励生命之
蓬勃。然自然有道，时至则花团锦簇，
风起则落英缤纷。姹紫嫣红，可慰人
心，石间一朵，震撼灵魂，自然之于人心
之道也。”这让我分不清楚他在说花还
是他自己。

拟花于臧永，我还是有些胆怯。王
尔德曾说：“第一个用花比喻女人的是
天才，第二个用花来比喻女人的是庸
才；第三个用花来比喻女人的是蠢才。”
好在形容汉子如花的不多，但也还是有
的。《旧唐书·杨再思传》有一段文字：张
易之弟昌宗，以姿貌见宠幸。再思又谀
之曰：“人言六郎面似莲花，再思以为莲
花似六郎，而非六郎似莲花也。”我亦学
舌之：花如斯人，而非斯人如花也。这
算不算是谀词呢？

已吐出心底的话，身心俱爽，管臧
永这厮怎么想?

□沈成武

花如斯人
——“中国好人”臧永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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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漫步于乡村的原野，新绿、翠
绿、嫩绿、浅绿、深绿、青绿、葱绿、鲜
绿、墨绿……一抹抹绿色如潮水般涌
入眼帘，肆意流淌，碧波荡漾间，勾勒
出一幅幅诗情画意的景致。

大山之上，绿意盎然，毫无拘束
地蔓延至山脚。每一棵大树都伸展
着绿油油的枝叶，宛如华盖，每一株
小草都挺立着绿茵茵的身躯，犹如
绿色小卫士。山上的树林广阔无边，
树冠相连，碧绿如云。风轻轻掠过，
绿浪翻滚，绿韵在树梢间欢快跳跃。
这绿色的大山，充满了生机与活
力，那原本嶙峋的山石，在这绿色的
映衬下，也似乎增添了几分柔情。仰
望大山，它宛如一位身着华美绿旗袍
的女子，眉眼间流露出无尽的清丽与
妩媚，令人陶醉。

山脚下，成片的竹林随风摇曳，竹
叶青翠欲滴，远远望去，仿佛一片绿
色的海洋。竹子窈窕俊美，随着风儿
的吹拂，发出悦耳的声音，宛如谁在
吹奏着空灵悠远的乐曲。

山下的稻田里，深绿的秧苗茁壮
成长，随风荡漾，绿波滚滚，发出嚓嚓
的声响，这便是大自然的天籁之音
吧。地里，嫩绿的山芋藤与新绿的花
生苗生机勃勃，翠绿的玉米迎风摆
动，如果你静静地站在地头，聆听这
自然的声音，你能感受到生命的拔节
与成长。老农荷锄走向自家的田
地，一条大黄狗在他身边欢快地跳跃
着，为这绿色的画卷增添了一抹生动
的色彩。

人家门前的梨树、枣树，都绿得鲜
明，数不清的小梨子、小枣儿在绿叶
间若隐若现，板栗树、柿子树，都绿得
耀眼，小板栗、小柿子在绿叶中若隐
若现，绿得迷人。还有各种树木，叶子
都仿佛被水洗过一般，绿得发亮。人
家门前的花儿，叶子绿如碧玉，花朵
美若仙子，为这绿色的世界增添了几
分生机与活力。

菜园里，苋菜鲜绿欲滴，空心菜碧

绿丰满，辣椒青绿诱人，茄子墨绿沉
稳，韭菜亮绿修长。那匍匐在地上的
南瓜藤、冬瓜藤、西瓜藤，也尽情地展
示着它们的绿意。更别说那盘桓在架
子上的黄瓜、丝瓜、苦瓜了，在它们浓
绿的藤蔓间，金黄的小花点缀其中，
为这绿色的世界增添了几分灵动与
韵味。

池塘里，荷叶舒展着碧绿的叶
片，亭亭玉立，几朵红莲、白莲与世
无争地绽放着。微风吹拂着绿荷
的裙裾，那份飘逸与灵动幻化成一
首动人的歌谣。有的水塘里覆盖
着绿色的菱角菜，菱角菜肆意地挥
洒着绿意，将水面遮得严严实实；
有的水塘里漂着鲜绿的浮萍，穿着
绿衣裳的青蛙在其间悠然自得地
游弋着。

走进山村夏天的原野，目之所及，
皆是绿色。山是绿的，水是绿的，田
是绿的，地是绿的，连风似乎也被染
上了绿色。原野洋溢着青春的活力，
空气中弥漫着清新的气息。那清脆嘹
亮的布谷声，给这绿色的田野带来了
缕缕温馨与生机。

彳亍于这绿色的原野间，我宛如
走进了一幅绿涛涌动的连绵画卷。我
看到了草的力量，苗的努力，藤的执
着，它们都活出了自己的风采与韵
味。抬头看，天空仿佛也被这绿色所
感染，变得一片碧绿。徜徉其间，恍
惚中，我感觉自己就是一株翠色欲流
的小草，完全融入了这片浓浓的绿意
之中。

我喜欢春晚的舞蹈《只此青绿》。
这是以北宋名画《千里江山图》为背
景创作的，以其青绿的色彩、生动的
舞姿和美丽的意象，展现了空灵缥缈
的舞蹈意境。《只此青绿》如诗如
画，令人如痴如醉。绿色，代表着“清
新、希望、安全、平静、舒适、生命、和
平、宁静、自然、环保、成长、生机、青
春”，这些词汇，都是如此的美好与令
人向往！

□左萃莲

乡村绿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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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消耗自身的不叫生命
不发出光亮的不叫生命
生命，同时照亮自己和他人
哪怕只有火光一星

它和火炬不同
它不高举自己指引什么
它一直在矮化自己，燃烧的同时
它不点燃别的什么

玉碎

没有头颅将与玉碎
怎能完璧归赵？
玉碎，多壮美的词
可惜，我中原燕赵慷慨之士的口语
被东洋邻国用了

这样的语汇
遗失已久

贞女

贞女，不是身体不曾被玷污
而是心从未被占领

守身如玉而心旌摇动者，不是
心旌摇动而义正词严者，不是

身体被胁迫或出不得已
可断不会就此认贼作夫

心是最不易拿出来的东西
除非你甘于与身一同献出

□吕达余

烛 火（外二首）

西溪南是黄山脚下的一个古村
子，离黄山高铁北站只有两公里，至
今已有一千多年。

丰乐河，像一条巨大的白练，
飘在村子前面。村口有一棵高大
的香樟，已有千年，枝干虬结旁逸，
如苍龙出海，树根处的苔藓泛着微
光，仿佛藏着无数个被岁月浸润的
故事。

西溪南最美的是河滩上的枫杨
林，初春时节，枫杨已经抽出了新
芽，无数的倒影映着清澈的河水，漫
步其中，你仿佛进入一个现实版的
绿野仙踪。

河中有一长排的石礅，白亮亮
的河水从你的脚边哗哗地流过，你
忍不住停下来，蹲下来，用手轻轻掬
起一捧，送到脸边，即便不喝，让脸
颊亲亲，也是一种享受。

西溪南的桥很多，几乎每隔数
十步就有一座小桥横跨溪流。你站
到了这木桥上，像是站在一面宽大
的镜子上，河水倒映着水边的枫杨
树，倒映着岸边的粉墙黛瓦。

你眼眉低垂时，可以清晰看到
水中的自己。影随人动，水中的倒
影和桥上的自己形成完美的对称，
让你心醉神迷，孤芳也可自赏。

你舍不得离开这桥，向远处
看，青山绵绵；近处看，炊烟袅袅；
向上看，青天湛湛；向下看，碧水依
依，一切都在轻易撩动你的心弦，
让你恍若隔世，这世上，还有比这
里更美的吗？

西溪南不同于皖南其他古村，
别处古村都是依河两岸建屋，而西
溪南只在丰乐河的南岸建村，沿溪
而建的房屋与碧青的枫杨林隔水相
望，优美温馨。

我去得比较早，游人还不多，但
沿河的小街已卖起了枇杷。枇杷金
黄，比鸡蛋还大。我感到有些奇怪，
我们那边枇杷刚刚开花，这里却已
成熟在卖，看来西溪南的春天比我
们的早。

路过一口老井，井栏上的绳痕深
可见骨，那是百年间木桶起落留下的印
记。井旁有一石凳，一老人坐在那里，
什么没做，什么也没说，看着远方的青
山，目光安静，岁月仿佛在此处静止。

村里升起了炊烟，蓝蓝袅袅，混
着柴火的香气与饭菜的温热，在微
风中轻轻飘荡，让人忽然懂得，所
谓人间烟火，不过是这样的寻常与
温暖。

沿街继续向前，有一凉亭，栏杆
上的雕花已被岁月磨出包浆，给你

一份温润。坐在亭
里望水，有妇人在
洗菜，有男人在挑
水。我们在河里挑
水吃已是30多年
前的事，现在没有
一处河里的水可
以直接吃，而西溪
南，水可以直接挑
回去吃。

河中漂着几
只白鸭，悠闲地游
着，身后拖出长长
的涟漪。有的把
嘴插进翅里，一动
不动，像是在做一
个美梦。

我踏着青石板向西，河面渐渐
宽起来，有一水坝横在眼前，水从坝
上跌落，形成一道小小的瀑布。坝
下形成了一个湖，有一小岛，长着许
多柳树，远看像一丛淡绿的烟雾。

我从石坝向村子深处走去，一
条条深深浅浅的巷子，散着古朴与
静谧。你漫行其中，每一条石径、每
一个转角，似乎隐藏着不一样的风
景，让人在静谧中感受惊喜，在古朴
中品味古雅。

皖南古村都有古屋，但一些名
气大的古村屋里，总是人头攒动，喧
嚣热闹，红尘滚滚，你不入红尘也入
红尘。而西溪南是一个被时光遗忘
的角落，青砖墙长着深绿的苔痕，爬
山虎正吐出新叶，嫩绿的卷须在砖
缝间蜿蜒，给人一种宁静和古朴。

老屋阁是众多巷弄里最重要的
存在，飞檐和翘角在蓝天下划出优
美的弧线，门楣上的砖雕虽已风化，
却依然能看出“渔樵耕读”的图案。

那些被岁月尘封的故事，那些
藏在砖雕木刻里的光阴，都在这个
初春的早晨慢慢苏醒，化作一抹历
史的微光照在心头。

偶尔遇见一扇半开的木门，从
里面走出一位老人，不紧不慢地走
着路，说着话，做着活。时光慢了下
来，仿佛悠然间来到南山，在青石板
路上的每一步，都成了与千年岁月
的温柔对话。

一生痴绝处，当为西溪南。
这 个 让 时 光
都 放 慢 脚 步
的地方，是藏
在 皖 南 山 水
间的一首诗，
在 梦 里 也 会
吟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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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虹瀑布彩虹瀑布 新新 疆疆 摄摄

也许，最先感
知夏的来临，应该
是蝉吧！

谷雨刚过，蝉
似乎已经等不及
了，它们有的俏立
枝头，有的低伏草
丛，有的干脆明目
张胆地就栖在你
家 门 前 那 棵 大 槐
树粗干上，先是试
探 性 地 轻 轻 啼 鸣
一两声，就好像是
刚学琴的孩童，先
来一个试音，缓和
下情绪，调整下姿
势，稳定下心态。
接 着 便 开 始 投 入
到 自 己 的 深 情 表
演之中。于是，刹
那间，它们便扯开
了 嗓 子 ——“ 知
了”“知了”地叫开

了。那声音时而急促高亢，时而缓
慢低沉，时而齐声合唱，时而单独
演奏，无论是音色还是音调，无论
是和声还是颤音，它们都能把握得
精准有度，不愧为大自然最优秀的
演奏家。

临窗听蝉鸣，我在想，那是一只
怎样的蝉呢？是从秦朝时期穿越时
空而来的“熊蝉”吗？那么它一定见
过雄才大略威风凛凛的秦皇嬴政的
风采吧！他大手一挥，六国并一，书
同文，车同轨，为华夏文明做出了杰
出贡献。是从《诗经》里飞出来的绿
草蝉吗？“四月秀葽，五月鸣蜩。”

“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难怪如此婀娜秀丽，苗条动人，色彩
鲜艳，如诗如画！是骆宾王狱外嘶
鸣的那只寒蝉吗？“西陆蝉声唱，南
冠客思侵。不堪玄鬓影，来对白头
吟。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无
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难怪它叫
得如此哀怨，哀怨又彷徨，彷徨又迷
茫，但又充满了慈爱与同情。

一个夏日的午后，刚刚还是晴
空万里的，突然间天空就暗沉下来
了，乌云如墨般翻滚聚集，似千军万
马奔腾而来。狂风呼啸着席卷大
地，树木被吹得东倒西歪，枝叶在风
中疯狂舞动，发出“沙沙”的声响。
紧接着，豆大的雨点噼里啪啦地砸
落，打在屋顶、地面上，溅起朵朵水

花。路上的行人惊慌失措，于是呼
喊声、风声、雨声交织一片。雨水迅
速汇聚成流，沿着路边的排水口汹
涌而去，整个世界仿佛都被这狂风
暴雨所笼罩，陷入一片混沌与喧嚣
之中。

雨幕中，蝉鸣却并未停歇。它
们像是一群无畏的战士，在这狂风
暴雨的肆虐下，依旧执着地奏响着
属于夏日的乐章。那声音透过密集
的雨帘，虽被风雨削弱了几分，却依
然坚定地传入耳中，仿佛在向这突
如其来的暴风雨宣战。

静静地站在窗前，凝视着窗外
这一片混乱而又充满力量的景象。
雨水打湿了玻璃，模糊了视线，却无
法模糊那萦绕在心头的蝉鸣——那
稍纵即逝的春天，那无法挽留的生
命，似乎都化作了一声声嘶鸣——穿
过雨幕，直直地刺进心底，让人听之，
更平添几分愁绪，过往的遗憾、失落
与无助如潮水般涌来，将心紧紧包
裹。在这喧嚣又寂寥的氛围里，忧伤
如细雨般弥漫，挥之不去，只觉满心
皆是难以言说的落寞与怅惘。

设若是晴天，湛蓝的天空如澄
澈的宝石，无垠而深邃，洁白的云朵
似棉絮般飘浮，形态各异，时而如骏
马奔腾，时而如绵羊漫步，时而如灵
猴观海……阳光炽热而浓烈，毫无
保留地倾洒而下，大地被笼罩在一
片光明之中。树叶翠绿欲滴，在阳
光下闪烁着光泽，仿佛每一片都蕴
含着无尽的生机。微风轻拂，带来
阵阵草木的清香，混合着泥土的气
息。此时听蝉鸣，那清脆悠远的蝉
声，每一声都像是在诉说着一个古
老而又坚韧的故事，它们在岁月的
长河中，经历了无数的风雨洗礼，却
始终坚守着自己的使命，用生命歌
唱着夏天的到来，让人听之不觉心
旷神怡，宠辱偕忘。

文学家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
如是说：“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
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
悲……”然而，知易行难，真要达此
境界又谈何容易？多数人仍会在这
蝉声、风雨与晴空的变幻中，或喜或
悲，被情绪所左右。但或许正是在
这蝉声的起伏、风雨与晴空的交替
间，才让我们更加明白：生活本就是
喜忧参半，唯以平常心待之，方能在
岁月流转中，守得内心安宁，不辜负
这夏之盛景与生命的馈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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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好人”臧永在“三公精舍”书架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