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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都艺苑

唱“红歌” 忆亲人

“八月桂花遍地开，鲜红
的旗帜竖呀竖起来……”

每当听到这首庆祝苏维
埃政府成立的“红歌”时，我都
会情不自禁地跟着唱起来，那
歌声总是让人感到无比的亲
切。唱起它，让人心底无私；唱
起它，催人奋发向上；唱起它，

就会让自己想起在鄂豫皖苏
区斗争中牺牲的亲人……

2011

年，正值中国共产党
成立

90

周年， 作为红军的后
代，我想自己必须要写一篇纪
念他们的文章，表达自己深藏
内心多年的那份特有的亲情，

并以此缅怀在中国革命斗争
中牺牲的无数英烈们。

记得自己刚满
6

岁时，就
在清明节那天，父亲带我到爷
爷、 三爷和大爹的墓地“挂
纸”， 那是老家在清明节祭奠
亲人的方式。父亲就地捡起一
个个小石块，将事先准备好的
一张张白色的纸条，压在长满
青草和开有黄色小花的坟头，

神情凝重地扫视着墓地的四
周，并小心翼翼地用手擦去粘
在碑文上的泥土。看着墓碑上
红色的“革命烈士”字样，自己
眼前一亮，不禁想起父亲经常
给自己讲起的鄂豫皖苏区的
故事，想起爷爷、三爷和大爹
在红军队伍里英勇战斗的事
迹……

“若要盼得哟红军来，岭
上开遍哟映山红……” 儿时，

每当映山红盛开的时节，总能
唤起自己对红军亲人的无限
遐想， 眺望那漫山遍野的红
花，似乎就能看到爷爷、三爷
和大爹身穿灰色红军服装的
身影，似乎能听到那阵阵的军
号声、枪炮声，看到他们正整
装待发、正英勇战斗……

父亲的话语终身难忘：这
儿叫“柏树坟湾”，因祖辈在这
里栽下的一棵柏树而得名，是
我们血缘最近的亲人们安葬
的地方。 这是你的爷爷郭继
权、三爷郭继宏和大爹郭世春

三个人的墓，他们是
1927

年一
起参加革命的，都牺牲在

1933

年。你爷爷牺牲时担任着弦南
区五乡的苏维埃主席，才三十
八岁；三爷是县苏维埃税务干
部，只有二十六岁；已是红四
军营长的大爹还不到十九岁，

他们都是革命烈士，你要记住
他们。 特别是你的三爷和大
爹， 他们牺牲时还比较年轻，

没有自己的亲生儿女，他们都
是我们的亲人，你一定要永远
记住他们、记住这个地方。

爷爷牺牲时，父亲还不到
3

岁。 奶奶和三奶得知亲人牺
牲的消息后悲痛欲绝。因不知
道他们牺牲的准确时间，她
们就把接到消息的那天，当
作每年祭奠自己亲人的忌
日。母亲常讲，你奶奶姓聂、

三奶姓柯，她们真不容易，几
十年来她们一直都处在对亲
人的思念和失去亲人的痛苦
之中，在你爷爷、三爷和大爹
的忌日里，一哭就是一整天，

你的三奶因为思念三爷，常
年眼泪不断，没过一年就哭瞎
了自己的双眼……

今年清明节， 当我伫立
在他们的墓碑前时， 父亲的
话语又在耳边回响。 仔细打
量这块坟地， 与儿时所见相
比，面积仿佛小了很多，墓地
前后的土地正被周围的田地
侵蚀着。 当我用手抚摸着他
们的墓碑时， 碑文的字迹却
已斑驳得让人难已辨认了，

内心不犹得生出一种悲切和
沧桑之感。自

1983

年我入伍、

工作以来， 屈指算来也不过
将近三十个年头， 而那一直
铭刻在自己心中、 描着红色
的“烈士”字样，如今却已无
处觅寻， 唯有那无名的小草
依然顽强地生长着、 亲切地
依附着， 让人感到可亲、可
近、可敬；还有那棵历经百年
风霜雪雨的翠柏， 依然用自
己挺拔的躯干支撑着那从不
改变自己本色的茂盛枝叶，

显现出自己那份固有的、铁
骨铮铮的品格……

八 股 松 下 忆 将 军

2011

年
5

月
8

日， 噩耗从北京传
来，李德生将军与世长辞。

将军逝世了， 但将军的精神永
存。我想到了将军故里那枝繁叶茂的
大松树———八股松，它就是将军精神
的象征吧。

八股松是位于将军故里李家洼
村不远处山头上的一棵大松树，主干
有合抱粗细，高约两丈，顶端平长着
八股粗壮的枝丫。

八股松和将军的一生有着紧密
的联系。少年时代，将军因家贫给村
里一个本家放牛， 每天太阳刚出山，

他就来到了村左侧的木城寨上，将牛
绳挽好挂在牛角上，让牛自由地吃草
去，自己则爬上八股松顶端，稳稳坐
好，欣赏大自然美丽的景色，编织着
未来的梦。

十来岁的时候， 家乡闹起了革
命。将军的家乡叫柴山堡，是鄂豫皖
第一块革命根据地。

12

岁， 他当上了
儿童团长，八股松就成了他最好的

望哨， 这时放牛就被赋予了新的意
义。红军战士喜欢这个机灵的儿童团
长。

1930

年，将军
14

岁。个子长了，想
法也长了，他想当红军，把手中儿童
团的木棍、木枪换成一支真枪。他找
到红军的一个营长， 提出了要求。营
长说，你还小。将军说，我不小。营长
说，红军打仗要急行军，你跑不快。将
军说，那比试比试？营长让将军和他
的通讯员赛跑， 将军一点也不落后。

归来时，营长问将军一路都看见了什
么。将军说，听到谁敲了三下木棍，地
上有“红军”二字。连长笑了，说，真机
灵，同意了。将军来不及回家报告，把
正在吃草的牛往八股松上一系，当红
军去了。

两年后，红四方面军西征，将军
随部队西进川陕，长征途中，爬雪山、

过草地，一路走、一路打仗、一路提
升。到了

1947

年
8

月，刘邓大军南下，

千里跃进大别山，将军再次回到家乡
的时候，已是旅长。这是将军参加革
命后第一次回乡。

15

年了， 将军时刻
思念着亲人， 思念着孤苦伶仃的父

亲。他利用部队在檀树岗休息的短暂
两个小时， 回了一次家。“近乡情更
怯，不敢问来人。”父亲还好吗？家里
的房子还在吗？远远的，他看到山头
上挺立的八股松，眼睛湿润了。迎接
他的是乡亲们的嘘寒问暖，还有父亲
早在

1933

年就已去世的噩耗。

将军的第一次回乡，山头上的八
股松见证了，它为曾经是将军的伙伴
而骄傲；村里的乡亲们见到了，他们
为村里走出了将军而自豪。我也很幸
运， 将军于

1993

年、

1995

年两次回到
家乡，我作为接待人员，亲耳聆听了
将军的教诲，还荣幸地和将军一起合
影留念。

1993

年
5

月，信阳第三届茶文化
节举办，将军应邀参加，并偕夫人曹
云莲一起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

那天，阳光很灿烂，将军在李家洼村
头的大银杏树旁下了车， 乡亲们围
上来了， 他一一询问着他们父辈的
名字， 向夫人介绍着和自己亲缘的
远近。 将军此时因中风留下了后遗
症，行动不是十分方便，随行人员和

乡亲们一起搀扶着他， 向自己的旧
居走去。旧居只一间土屋，他坐在门
前的院子里和乡亲们聊起了家常。

他大声说：“我想念乡亲们呐！”还问
了乡亲们的生活、 孩子们的读书情
况。一再强调，要让孩子们读书、要
多栽树。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村子
里树多了， 空气就好， 水土保持就
好，能多打粮食，人还能长寿。孩子
读了书，才能成为有用人才。之后，

将军到了父母的墓地去扫墓。 父亲
的墓在李家洼旁边，隔了一条小溪，

将军奋力走到墓前，抚摸着墓碑，喃
喃地说：“父亲，你受苦了。”后来，将
军在回忆录里， 一再提到父亲受苦
时的情景。将军母亲去世很早，去世
时他才

9

岁，葬在木城寨下，山顶上就
是那棵八股松， 去墓地的路很难走，

他就让工作人员和其他亲属代他去
了。记得将军夫人说：“早些年身体好
没回来， 现在不能到墓旁了吧。”将
军说：“早些年不是工作忙嘛。”

将军这次回乡还去祭拜了他的
老领导、老战友许世友的墓地。许世

友的墓在新县田铺乡许家洼。墓地在
半山腰上， 需要走上百级的台阶，工
作人员担心他的身体，背了一把靠椅
跟随着。走了一半，工作人员提议坐
下歇一会儿，将军不同意。他一口气
走了上去，直到祭拜完毕，说：“现在
可以坐了。”原来，他不坐是出于对许
司令的尊敬。坐下来，有人介绍墓碑
是杨尚昆、 徐向前以个人名义立的，

所以写“许世友同志之墓”，而没有称
“将军”。将军听了，说：“同志好，同志
最亲切。” 接着， 大家都来和将军合
影，将军愉快地一一满足了大家的愿
望， 还和摄影师们开起了玩笑， 问，

“相机里有胶卷没有哇？ 不要浪费我
的表情呐。”照到最后，还问：“还有人
照吗？照相嘛，来者不拒。”周围响起
了一阵又一阵笑声。

隔了一年，又是茶叶节，又是
5

月，将军再一次回乡。这一次，他冒
雨参观了家乡的胡子石小学， 一次
次告诫县、乡的领导，要办好学校，

要多栽树， 发展经济林， 让山绿起
来，让乡亲们富起来。这次回去后，

经他多方努力， 为家乡筹来了一笔
笔款项，建起了陈店乡中学教学楼、

胡子石小学教学楼， 并新建了李家
洼教学点。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

伴随着国家的经济发展，如今，将军
的乡亲们的日子也越过越红火了。

将军，你就放心的去吧！家乡的人民
会按照你的要求，努力奋斗，把你的
家乡建设得更加美好， 把老区建设
得更加美好。

感 受 地 震

今年上半年，短短的数月时间，从
2

月
22

日
新西兰

6.3

级地震， 到
3

月
10

日云南
5.8

级地震、

到
3

月
11

日日本
9.0

级地震， 再到
3

月
24

日缅甸
7.2

级地震……一次震级比一次大，破坏性更厉
害，死的人更多，就在

3

月
8

日，在离我们信阳不
远的周口也发生了

4.3

级地震，我在家里也感受
到了震感，可以说，

2011

什么最“给力”，地震，

什么最流行，地震，什么最让人揪心，地震。

最早知道地震是在
1976

年， 那时我才
6

岁
多，家在农村乡下，父亲在县城里上班。唐山大
地震过后不久，父亲从城里回来，就在我们家
门口的小树林里用稻草搭了个棚子，一家人和
当时的很多老百姓一样， 舍自己的房屋不住，

住进了草棚子，并美其名曰：防震棚。我们还在
家里的桌子上竖了几个酒瓶子， 用来预告地
震。可地震一直也没等来，后来，大家都陆陆续
续回到原有的家里，恢复了原来的生活。

作为信阳人， 最幸福的是不处在地震带
上， 从长台关楚国古墓出土的文物可以看出，

它们基本处于直立状态，这说明了，信阳这个
地方

3000

多年来，没有发生
5

级以上的地震。但
是我还赶上几次对信阳有影响的地震。第一次
是在十多年前的冬天的一个夜晚，市民传言发
地震了。（第二天上班时，我的一位女同事对我
说，她一家三口正在卧室里，感到了桌子、床的
晃动。）当时，我和妻子在街上，没有感到有晃
动的感觉。是夜，市民人心惶惶，很多人走上街
头。睡到半夜，妻子问我是不是要到街上避避，

我问她听到狗叫没有，她说没有，我就说只要
狗不叫就没事，只管放心大胆地睡觉，果然，一
夜平安无事。 后来得知是湖北随州发生了地
震，余震传到了信阳。

第二次经历地震是在著名
2008

年
5

月
12

日
的汶川大地震时， 当时也就是在中午

1

点
58

分
左右，我们一家三口在卧室休息，我躺在床上，

感到剧烈的晃动， 只见衣架上的衣服左右摇
摆，窗帘打在墙上噼啪作响，我连忙对女儿说
“地震了！”女儿一听，大吃一惊，连蹦带跳地喊
着“发地震了，发地震了！”往外跑，跑到阳台
上，她又回来了，叫我到阳台上往下看，只见我
单位的同事和家属都从楼里出来了，密密匝匝
地聚满了整个院子， 他们一个个神色惊慌，议
论纷纷。很快看新闻得知，是离我们很远的四
川汶川发生了大地震，其震感居然让全国大多
地区都感受到了，可见其地震能量之大、破坏
性之强。后来就是全国人民纷纷向汶川地震灾
区捐款，我也不例外，捐了几百元钱。

此外还有，

2009

年
03

月
11

日
14

时
20

分
31

秒，据安徽地震台网测定，在信阳市商城县、新
县交界处，北纬

31.64,

东经
115.23

，发生
1.6

级地
震。

2010

年
1

月
7

日
3

时
35

分许， 信阳市淮滨县、

息县交界发生
3.2

级地震，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
失报告。中国地震台网测定，此次地震震中位
于北纬

32.5°

，东经
115.1°

，震源深度约
6

千米，

属浅源地震。这两次地震里市区远，震级小，所
以基本没感觉就过去了。

总之，我省和我市无论是在地震发生的强
度，还是在发生的频度方面，在国内均属地震
发生中等程度省份，也就是“大震没有，小震不
多”的地方，广大群众不必担心。

最近，全球的地震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大
概是地震的频发期到了， 人类尽最大努力改
造自然，大自然抖动几下，人类就受不了了，

看样子，人定胜天还只是一个理想呀。什么时
候预报地震能像预报天气一样， 那将是全人
类的福祉。

舍得之间

这些天一直在思考一个
问题，到底什么才真正属于自
己的？

思考后，我发现：人生成
败得失间。 功名利禄不过是
过眼云烟。 我深深体会到岳
飞将军的伟大和睿智。“三十
功名尘与土

,

八千里路云和
月”！千秋功过不过是世人茶
余饭后的谈资罢了。 既然无
所谓拥有就不在乎什么失去
了。诚如舍得酒的广告词：舍
得之间，尽显男儿本色。有得
必有失，先失才有得。道理如
此简单，做到却不易。获得固
然是好事，可要失去时，放手
却不容易。 取舍之间真的可
以从容自若吗？ 也许千年前
的汉武大帝的舅舅， 可以在
得到千金赏赐后，扔在廊下，

用来激励士兵。 我感动那个
时代， 尽管他一向不怎么得
意， 成了外戚政治斗争的牺
牲品。 可在这点上他看得开
看得透。 因为人本来赤条条
来的， 最终也会两手空空而
去，为何该放手时不放手呢？

我不是命运的宠儿，这
些年来磕磕绊绊，一路走来，

伤痕累累，得失均有。可仔细
考虑，失多得少，可毕竟还有
所得，我感谢上天待我不薄。

我一直欣赏魏晋士人的那种
淡定、从容、优雅。谢安举棋
中的那句“小儿辈大破贼”，

引得千古风流人物自叹弗如
啊！谁还在乎他屐齿折断呢？

就连阮氏丑女许夫人， 在面
对朝廷抓走丈夫时， 家人惊
慌失措时， 她淡然一笑转身
回厨房做小米粥等待丈夫归
来，果然如此，在小米粥还温
热时，丈夫就回来了。我常常
想象许夫人那时的镇定从容
一定很迷人。 也许诚如书中
所载， 她不美可她不凡的气
质和非凡的智慧让她一样可
以魅力四射， 流芳千古在很
多美人被人遗忘的今天。上
天没给她美丽的容颜， 可给
了她对等的智慧和识见。得
失之间我不知她有何感想？

是否宁愿要绝世的容颜，那
《世说新语》中就不会有这样
精彩的奇女子了。 平凡如我
的女子，如果让我选择，美丽
和智慧还有健康时， 也许我
也难以抉择。女人如花，女人
如画、如诗。可美丽绝伦、艳
光四射的则天皇帝拥有了
权力、智慧、美貌、健康但却
也牺牲了亲情。 野心膨胀
时，她只有自己，可作为人
妻和人母，内心的悲哀可以
想象。得失之间，孰多孰少？

孰是孰非？ 也许只有她自己
清楚了。

我知道平凡的我只要选
择快乐健康地生活着，读自己
喜欢的书， 做自己喜欢的事，

那便是一种得到、 一种收获、

一种幸福了。

走 在 西 湖 边

烟柳笼堤，杏花春雨。一个词句、寥
寥数字就烙上深深的地域戳印， 那就是
“江南”。若硬要推一个能代表“江南”的
地方，当仁不让的应该是杭州西湖了。

西湖绕堤十里的乔木是法桐与香
樟，都是一样的浓密、繁茂、高大。

浙大西溪校区紧挨西湖，学习之余，

游走在它们的浓荫之下， 种种的似曾相
识唤醒了文化记忆，让你慢慢找回自己。

那是一种庄严的矜持与沉静的骄傲，一
草一木皆灵性，一枝一叶总关情。在那浓
荫下缓缓而行的一刻里， 你不再是商贾
或政客， 似乎口袋里的钞票以及头顶上
的官帽都变得轻飘飘，不再那么重要。你
的神思会踌躇、会疑惑：我是我，可我非
我。你知道其实骨子里，自己还是一个文
人， 一个爱这个湖爱到骨髓与灵魂深处
的文人。

看客都说， 张艺谋执导的山水系列

演出中，“印象·西湖”最糟。可怜的老谋
子，名利、美女样样不缺的他，在带给大
家一个又一个美轮美奂的惊艳之后，缓
缓倒在西湖边上。

其实这又怎么怪他！ 孩童时代就立
志前往杭州为官的白居易， 在任杭州刺
史届满离任时， 漫步在他组织修建的白
堤上，一往情深、满含眷恋地感叹：未能
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余秋雨先
生也说过，西湖湖底那软软的，不是千年
的淤泥，而是积淀千年的文化。所以，送
过林子方的净慈寺、缠绵悱恻的断桥、遐
思无限的苏小小墓，还有平湖秋月、雷峰
夕照、 花港观鱼……这林林总总的西湖
八景，甚至一尾西湖醋鱼的酸香、一碗西
湖藕粉的香甜，乃至残荷的茎与影，粼粼
水面的波与光，这哪一点，不是西湖！

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

行吟在西湖边上的人们， 各式演出
见多了：灯光的奇彩、婉转的歌喉、演员
的身手、华美的布景、盛大的场面，攀比

之中没了特色，“印象·西湖” 吃亏即在
此。山水实景之上，演出开始了：一轮玉
璧初上，柳绿桃红乍现。可此时每个看客
心中都有一个不同的西湖， 需要一个心
中情与眼前景的交融； 人人都揣着一个
精神上的要求，那就是共鸣，就是想让艺
术的表现能把自己脑中、 心中的东西唤
醒，有一个契合。寄情山水与演艺，都是
为了片刻的忘却与涤荡。可是，当看客以
为剧情中邂逅的红男绿女是流传千年的
许仙白蛇时， 一只黑鹰却掳走婚堂上的
美艳新娘。或许，这是当地又一个传说或
折子戏，可来自天南地北的看客不满了：

这是谁？这不是我的想象和印象，不是契
合与呼应，没有共鸣，单凭泰坦尼克式的
大型场景，啥子稀罕！

其实，老谋子也容易把“印象·西湖”

导好。处方是四个字：删繁就简。你想要
什么，我就表现什么，拿去，给你便是！

走在西湖边上，让舒展、雅致与温和
的感觉慢慢浸润每一寸肌肤与每一寸心
灵。

走在西湖边上， 偷得浮生半日闲的
自己宠辱皆忘。

走在西湖边上， 没有压力与功利的
自己，宛在天堂。

茶都史话长

孟庆安
豫南信阳城，今昔为茶都。

画眉衔茶种，神农解百毒。

圣曰光州上，女皇肠疾除。

东坡赞第一，时珍茶效语。

世博获金奖，红茶喷云出。

悠悠茶文化，风采秀今古。

挑 水

（外一首）

程永康
记得从小你家门前有一

条小河
我每次挑水总在你家门

口歇脚
你那深邃美丽的眼睛
就像河水一样晶莹清澈

那时，我懵懂得直冒傻气
竟没读懂你含情的秋波
任由涟漪打湿我的衣裳
却没把它捧进心窝

今天，我又从你家门口经过
你已成为孩子的外婆
我依旧捧起一泓河水
只尝到甜蜜记忆的苦涩

挑水的日子早已从墙上
撕去

沉没在故乡的历史长河
谢谢你给我的一段美好

回忆
和那挑水时荡起的浪花

朵朵
街头图书摊

晚霞好似彩色的绸缎

铺在街头摆着图书的摊
子上

我的心情被这氛围感染
了

也加入放学孩子们形成
的包围圈

站在孩子们中间想起我
的童年

那个年代课外书籍很难
寻见

如能借到一册流传的“手
抄本”

还得躲在家里偷偷地看

如今的孩子们多么幸福
到处都有可学的东西、可

视的画卷
只要有心爱读书
生活处处是经典

门店的旗帜迎风招展
街坛的花蕾绽放着娇艳

的花瓣
打开图书的孩子们
正在向知识的彼岸破浪

扬帆

百花园里的遐想

春天里， 步行穿越信阳
百花园，花的馨香扑面而来，

沿着百花园外围行走， 花的
芬芳又飘过来， 弥漫在南北
东西的街道上， 伴随着沉醉
的春风，饱吮着清清的甘甜，

顿时目明神爽， 百花园百花
盛开的情景更是别致炫目：

迎春花，朵朵怒放，迎接着春
天的降临；白玉兰、紫玉兰像
一个个深闺中的姑娘偷窥这
春天的景色；美人梅、红梅花
儿开，端出红色的酒盏，邀你
进去品尝春天的琼浆； 含笑
似丰韵的佳丽， 傲然一笑令
人神往；海棠花、郁金香让人
飘然在春天里， 还有那丁香
花、樱花、桃花、月季花……

翠绿片片，鲜花朵朵，惹人喜
爱、令人赞叹。

百花园里、百花丛中，无
论是鲜花绽放， 还是刚刚吐
出若隐若现的绿芽花蕾，闭
目一会， 尽情享受着无限的
柔情和抚慰， 是何等的惬意
啊！又能引出多少遐想。世界
上的花有多少？ 实在难数清
楚，而我们信阳的百花园，花
的种类有

280

多种，它们有的
红得耀眼，有的白得圣洁，有
的蓝得像大海，豪放刚野、清

淡素雅、 淳朴粗俗、 雍容华
贵、羞羞答答、明朗妩媚、千
姿百态、包罗万象，充满了生
机， 天生是要给人带来无尽
的美感和遐想。 花的真正动
人之处是那充沛的活力、能
够感召生命的力量， 使鹤发
童颜的老人回忆起青春的岁
月；使青春的少年倍感蓬勃；

更为如日中天的中年人还有
那为民服务的公务员添加无
尽的力量和慰藉。 百花园因
花成为勤劳善良的普通百姓
饭前茶后休闲、 消遣的养身
之地。

然而，再芳香再美丽的花
朵一旦被人采摘，哪怕被插在
精致的花瓶里受到特殊的待
遇，但离开了滋润和培养它的
泥土、离开了百花绽放互相争
艳的群体， 它会很快枝枯花
落，被抛弃掉。此举告诫人们
要爱花、 赏花而不要摘花。做
事、做人、做官何尝不是如此。

人们要从深厚的生活的土壤
里汲取诗情，从百姓群众中汲
取力量， 一旦离开了生活、脱
离了群众，丧失了根基，会如
同花儿离开了泥土一样，很快
花败花落。愿百花园里百花盛
开、馨香斗艳而灿烂，愿信阳
人民幸福生活繁花似锦、魅力
信阳万紫千红。

春游龟山

吕舜
云生丛林端，雾绕峰峦间。

行车龟山下，泛舟水边。

春木含翠玉，碧水衔远山。

浮生本无意，偷得半日闲。

□

郭忠界

□

段黎明

□

胡光明

□

邱春梅

□

赵毅平

□

肖东

本报记者王大明摄于平桥天目山

巨石“谜踪”

傲视苍穹

神龟探幽

立根破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