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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下漫笔

生命之悟

行走在滁州的春天，我随着春的

脚步，穿越心灵的屏障、穿越历史的樊

篱、穿越精神的羁绊、穿越古老至现代

文明的时空。有人说黄山的美是静态

美，千百年来秀姿不变，那我要告诉

你，安徽滁州的美，是古朴之美、文明

之美、发展中的动态之美……滁州民

风淳朴、山水灵韵、景色旖旎。

行走在滁州的春天，山在城中，

城在绿中，绿在水滨。登临琅琊山，

让我想起唐代诗人韦应物在这里留

下的“春潮带雨晚来急”的著名诗句；

欧阳修的千古名篇《醉翁亭记》，更赋

予了这座城市厚重的文化积淀；南宋

爱国词人辛弃疾驻守滁州，安定民

生、修整街市，带来的融和气象仿佛

依旧停留在清流河畔的小巷人家。

行走在滁州的春天，这里曾是魏

吴交兵的古战场，而今已化作蓝天白

云下片片青青禾黍；这里是大包干的

发源地，响起改变中国农民命运的第

一声春雷。这里保存了丰厚的历史

文化底蕴，又增添了现代化的都市气

息。这里人们的观念发生了改变，行

为方式发生了变化，发展经济的思路

发生了转变。企业更加重视职业教

育、技术培训及打造知名品牌，争创

百年老店，确保工业产品、食品质量

等的提升。农村区域经

济园更加重视专业人才

的引进，新农村生态文明

建设和产业的布局更科

学、合理，社区服务质量

提高了，居民的幸福指数

上升了，投资环境引起外

商对故乡的青睐。

行走在滁州的春天，

聆听那来自岁月深处的音韵，铿锵回

旋。在这里，你会看到见证了故乡历

史沧桑和发展变化的清流河逶迤穿

城、清澈见底，你会看到龙蟠河、世界

级湿地景观菱溪公园、妩媚标致的南

湖，它们成为滁城重要的水文化风景

带。故乡人民利用自然与历史赐予

的丰富资源与禀赋，实施揽山入怀、

纳河入城的战略，让这座历史古迹与

现代景观错落有致的山水园林城市，

处处步换景移、鸟语花香。

行走在滁州的春天，清流河蜿蜒

的身躯在城中伏卧。千百年来，这条

古老而奔腾不息的生命之河，故乡人

为她自豪，将她喻为“母亲河”。多年

前的清流河，由于居民屯聚、建筑杂

乱无章、洪水泛滥、泥沙淤积，使母亲

河饱含岁月沧桑，失去了往日风采。

滁城百道河，终要入清流。要让洪水

听我们的调遣！整治清流河，是一场

故乡人民改变历史、面向现代化的攻

坚战。滁州市委、市政府在保证五十

年一遇防洪标准的功能基础上，美化

堤岸，构筑了山水相连、宜人宜居的

大型滨水生态景园。

行走在滁州的春天，漫步在清流

河畔，葱茏树木点缀着母亲河的容

颜。千百年来奔腾不息的河水啊，润

泽着栖居此地的父老乡亲。两岸传

承历史文脉的亭阁里，述说着醉翁亭

下亭文化的绵长，在领略“野芳发而

幽香，佳木秀而繁阴”时，便会在水声

潺潺里，品味滁州的风土人情。晨曦

的轻霭迷雾里，白玉兰飘香四溢，碧

波漾起涟漪。

行走在滁州的春天，河流是城市

的血脉，湖泊是城市的眼眸。南湖，

优美动听的名字，她该是位秀美的少

女伫立在城市南端吧？岸上柳丝悬，

水中波滟滟。走近她，波浪形的堤岸，

让你想到姑娘美丽的曲线。当你绕堤

慢行时，会不禁感慨：这湖怎会这样美

丽玲珑？可是提到以前的南湖，人们

投来的却是忧伤的目光。光绪年间，

滁州古城南大门外，有座古桥跨于护

城河上，人们将它称作“保生桥”。如

今这座桥已有几百年的历史，和古老

的城墙一起走进了人们的记忆，护城

河也随着时光归隐于闹市。南湖岸

边保生桥周围荒草萋萋，最早曾是当

地渔民喂养鱼苗的池塘，墨绿的水面

散发的气味常令人窒息……恢复环

城水系、弘扬滁州历史文化，必须美

化南湖！不仅要给她穿上漂亮的衣

服，还要给她佩戴美丽的胸花和项

链，让她代表滁城的形象，

伫 立 在 秀 美 的 琅 琊 山 下 。

滁州市委、市政府投资五千

六百万元，“以水为魂”让死

水变活，扩大湖面，用梯状

结构连通城西水库、南湖、

北湖和清流河，建起一座加宽型三孔

通水、两孔通行人的五孔桥。打造具

有地方特色、传统与现代并存的园林

景观。

行走在滁州的春天，今日的南湖

已不再是一湾小小的鱼池，轻雾拂面

的烟波里，呈现出一幅湖光携山色共

朝晖、亭桥引层楼入画屏的优美画

卷。汉白玉的护栏间，保生桥的字迹

嵌映着明清往昔的历史记忆。曲水

琴音，是宋时遗风么？蓝天碧水间，

风动竹摇，步移景换。月华轩的亭阁

里，金心玉瓣的菊茶香，在溪畔的花

木间漫卷。烟雨楼粉墙黛瓦间，演绎

着唐诗宋词的诗意情缘。教堂里赞

美 诗 的 音 韵 在 潺 潺 流 水 中 回 旋 蔓

延。林在水中生，水在树中流，舟行

碧波上，人在画中走。好一幅文化意

蕴深厚的写意山水园。

行走在滁州的春天，在菱溪湖

旁，你会读到北宋时期欧阳太守为滁

州遗下“三个女儿”的故事。《醉翁亭

记》和《丰乐亭记》被称之为姊妹篇，

他的第三个女儿《菱溪石记》，则是欧

阳太守与民同乐的心性表白。

行走在滁州的春天，菱溪湖明清

时期因为琅琊诸峰琼浆的惠顾，一片

沼泽的水生植物世界里，长出块样式

奇特的神异奇石。每岁寒霜落，水涸

而石出。“菱溪夜雨”从而得名，并归

为滁州的十二美景。欧阳翁曾在这

荷花莲叶的翠碧间缘石感世，写下

《菱溪石记》，随后用三头牛拉于闹市

供百姓观赏，之后便置于丰乐亭。在

抗日战争中，菱溪湖还曾是八路军和

日本鬼子交锋的战场。战争的烽烟

使菱溪湖失去了往日美丽的容颜，只

剩下一块水池般的池塘。如今，滁州

市委、市政府为还原菱溪胜景，以“魅

力菱溪”为目标，开发古城滁州的地

缘文脉，打造菱溪公园。菱溪公园总

投资约七千二百万元，将菱溪湖建成

滨水生态景观精品，建成一座国内知

名、省内领先的特色湿地生态园。

行走在滁州的春天，菱溪湖已不

再是一个不起眼的池塘，而是已成为

一道优美的城市生态风景线。如机翼

的门楼前，儒雅的秀士在向你拱手致

礼。宽阔平整的石板道旁水雾般的喷

泉，为你掸去旅程的疲倦。回环的岛屿

间，竹叶轻轻摇响风的步履，红柱碧瓦

的凉亭里，萦绕着春江花月的音韵。

湖水中钢架桥的倒影，辉映着木栈道

边菱叶铺展的园景，恍惚间，仿佛看到

欧阳翁醉于菱溪塘的菱角香，回乡与

民同乐的情景。三头奋力牵引的牛在

方砖铺陈的宽阔道路上，将菱溪石从

远古拉进现代、拉向远方……走进菱

溪，走进世界级湿地生态园景，让人流

连忘返，返程的归途啊，向你讲述着

“菱溪夜雨”那古老的美丽传说……

行走在滁州的春天，绵延九华里，

昔日尽荒滩。龙蟠河，在历史的记忆

里只是个任谁都不愿多看一眼的排水

渠，河床里乱石杂草相间。滁州市委、

市政府为彻底根治每隔五年山洪暴发

的灾害，将以往有规律的撇洪沟，变为

有规则的龙蟠河。今日

的龙蟠河，浓荫掩映着

楼宇，来此游玩的人们，

步履在碧波烟柳间愉悦

地响起。这里是历史人

文、自然景观风光带，

有吴楚史书广场、摩陀

岭休闲小径，在明清风

物铜雕群里，唐诗宋词

的意韵漾起……

行走在滁州的春天，徜徉于凤阳

县小岗村生态田园农庄、伫立于当年

按下红手印的茅屋旁，让人感慨万

千。习总书记曾来到小岗村考察，下

麦田、进农家。如今，行走在留有习

总书记脚印的地方，思绪之花也在春

天绽放。这里麦浪铺金、繁花掩映，

到处充满农耕文化、乡土风情，葡萄

长廊里，展示着桃花源般原生态的农

业文明古韵。目睹故乡翻天覆地的

变化，想起古人云：“为政贵在行。”的

确，实干出成绩。今天滁州的巨变是

一点一点干出来的，是建设者无眠的

身影，于晨光里、星空下，凝聚着汗水

与泪水浇铸出的累累果实。

行走在滁州的春天，品饮着醉翁

亭里的滁菊香茗，呼吸着清流河畔沁

人心脾的清新空气，读着吴国楚地洒

满龙蟠河畔的历史古韵，迈过保生桥

那跨跃湖水的迷蒙波光，回味着菱

溪夜雨的传说……我深切地感受到，

四十年来，故乡的变化，是人文与自

然的融合，是生态文化的展示，是改

革精神的践行，故乡人民用辛勤的汗

水脚踏实地建设着美好的家园，实现

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文

明的中国梦。

行 走 在 滁 州 的 春 天
乔 红

刚刚过去的七月十一日，一个

再普通不过的平常日子，但对我来

说，却有着难忘的意义。

早晨，自北京出发，在舒适快

速的动车里，观赏着沿途美丽的自

然风光，八个多小时一晃而过，傍

晚到了赣西北玉山县。小憩一晚，

次日赶往赣剧泰斗潘凤霞出生地

必姆镇石笋村，参观新建的“凤霞

戏台”，瞻仰筹备就绪亟待开馆的

潘凤霞艺术纪念馆。

因为工作关系，艺术纪念馆倒

是见过一些，但一个村镇为家乡杰

出戏剧人建馆纪念，却是头一回见

到。心里自然有一番别样的激动，

生发出潜心学习、补我无知的渴求。

进得村来，入目是美轮美奂的

田园风光。远山青碧，“石笋”指

天；莲池花谢，莲蓬挺然。汤翁《牡

丹亭》里的名句，倏地跃入脑际，却

又融入眼前景观，有些改变：原来

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装点着钟灵

毓秀家园！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

乐事在玉山……

是呵，光是欣赏这番美景，跑

多远都值。来对了，来巧了，收获，

才刚开始。

村头，立着一块牌匾：中国赣

剧第一村。我的学习就从这里起

步了。原来，作为江西省地方代表

性戏曲剧种的赣剧，已经有六百多

年的历史，溯其源，正是起于玉山

的灯戏和发端于玉山的道士戏。

明代即汤显祖生活的年代，唱高腔

（弋阳腔及其后衍生的青阳腔），后

融入昆腔、弹腔（含皮黄、南北词

等），逐渐形成乐平班、饶河班、广

信班、东河班、宁河班等。班社林

立，盛况空前，几乎是“无玉不成

班”。玉山弟子演遍了闽、浙、赣、

皖、湘等广大地区。新中国成立

后，省相关领导征求各方意见，郑

重地将剧种定名赣剧，各班社合并

组建省赣剧院，至于今。其传统剧

目库中，保存了弋阳腔、青阳腔、弹

腔多种优秀剧目。

“赣剧第一村”的美名，则基于

石笋村这一带原本是戏窝子，又奉

献了赣剧泰斗、“赣剧第一名旦”潘

凤霞的缘故。

出身赣剧世家的潘凤霞是个

非常了不起的艺术家。可以说，是

她造就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到六十

年代赣剧的辉煌。

她生于一九三三年，如今已是

八十五岁高龄。她七岁学戏，九岁

登台，十三岁成为戏班的当家花

旦，挑起大梁。此后进入江西省赣

剧团，也是台柱。尤为可喜的是：

赣剧三大声腔的代表剧目，尽在掌

中。如弹腔戏的《梁祝姻缘》《僧尼

会》《白蛇传》、青阳腔的《西厢记》

《孟姜女》、弋阳腔的《珍珠记》《还

魂记》《西域行》等，这些戏让她大

放光彩，享誉菊坛。

一九五九年秋，党中央八届八

中全会在庐山召开，潘凤霞为毛主

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演出了弋阳

腔《还 魂 记》中 的“ 游 园 惊 梦 ”一

折。毛主席高兴地带头鼓掌称好，

给予了“美，秀，娇，甜”四个字的赞

语，并亲笔书赠。毛主席有关文艺

方面的题词，人们熟知的是新中国

成立初为中国戏曲研究院题写的

“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此后的“百

花齐放，百家争鸣”，以及“希望有

更多好作品出世”等，多半有关文

艺方面的大政方针，为戏曲艺人提

笔书赞，似乎还是破天荒头一回。

如今，这潇洒、飘逸、遒劲的书法，

悬挂在纪念馆显赫的地方，供参观

者瞻仰。而当时，佳讯传开曲苑欢

欣雀跃，备受鼓舞，潘凤霞也由此

声名大噪，红极一时。

一九六二年，潘凤霞率团进京

演出青阳腔《西厢记》。延安走出

的老诗人阮章竞（《漳河水》的作

者）在《光明日报》著文大赞，题目

叫做：《余音三日绕屋梁》，足见印

象之深、评价之高。香港《大公报》

也刊发了《石西厢》一文，盛赞之。

所谓“石西厢”，指的是该青阳腔剧

本，为时任江西省文化厅厅长的石

凌鹤先生创作，是相对于戏剧史上

有名的“董西厢”“王西厢”而言。

报上还刊登了七言诗一则：“会真

翻作石西厢，胜似当年关董王，演

到佳期甜绝处，莺莺今信在南昌！”

王实甫的《会真记》变作了《石西

厢》，而潘凤霞“美秀娇甜”的高超

表演，竟让人们以为莺莺小姐原本

不在山西蒲州而在江西南昌！这

番入木三分的刻画和极高评价，真

让我遗憾万分于当年不得一见！

我们参观展览室了解到：潘凤

霞还曾应邀到周总理家做客。一九

六三年，潘凤霞到北京开会，周总

理、邓颖超大姐三次请她到家中做

客。告别时，总理见她穿得单薄，

让邓大姐拿来一件大衣，亲自给她

披上，说：“你是南方人，北京天冷，

容易感冒。这件大衣，你拿去御寒

吧。演员不可以冻坏身体呀！”邓

大姐告诉她，

这 件 大 衣 是

当年重庆谈判时，她亲自为总理改

制的。从那时起，就一直陪伴总理，

从旧中国到新中国。凤霞感动不

已，铭记终生。回南昌后，她郑重穿

上，摄影留念，并托进京开会的领导

带回奉还。

这期间，还有一件值得大书一

笔的盛事：江西省赣剧团创排了表

现班超通西域的新作《西域行》。

主笔还是石凌鹤先生，“石西厢”化

作“石西域”了。一九五九年搬上

舞台，适逢党中央在庐山开会，毛

主席亲点“汉宫夜谏”一折，潘凤霞

赴会演出，周总理等陪同观看。潘

凤霞饰女主角班昭，“夜谏”的重头

戏在她身上；第一男主角班超，则

由赣剧第一男生、她的丈夫童庆仍

扮演。这对舞台伉俪艺精技高，德

艺双馨，交相辉映，传为佳话。人

们熟知，张骞、班超乃我国历史上

丝绸之路的最早开拓者。在大力

倡导“一带一路”的当今，省里准备

认真修订，把《西域行》重新推上舞

台，其现实意义重大，我期盼着早

睹真容。

五十年代赣剧辉煌的岁月里，

赣剧不仅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

恩来、朱德、陈毅等领导人的关怀

爱护，文艺界名家茅盾、巴金、田

汉、曹禺等也赞赏有加。周恩来、

郭沫若曾先后为江西省赣剧团题

词。田汉则将北京评剧大师新凤

霞与南昌赣剧泰斗潘凤霞并提，称

之为“南北双凤”。

有趣的是：新凤霞的丈夫吴祖

光，也对童庆仍、潘凤霞一家极度

赞誉：“一门五杰，举世无两！”五杰

者，为首的自然是潘、童老两口，长

子童侠、次女童丹，也是赣剧界不

可多得的好演员。夫妻子女同院

同台，成为赣剧舞台佳话。长女童

薇薇更为杰出，童年随父母学戏，

青年为赣剧名旦，中年华丽转身，

进上海戏剧学院进修戏剧导演，毕

业后供职于上海越剧院导演室，如

今已成为享誉华夏剧坛的资深名

导了。她执导过越、赣、京、昆、评、

婺、粤、锡、汉调二簧……十余个剧

种的戏，把十几位演员送上了戏剧

表演最高奖梅花奖的领奖台。如，

张家港市锡剧团董红，凭《一盅缘》

勇登第二十六届梅花奖榜首；广州

市粤剧院吴非凡，以《鸳鸯剑》斩获

了第二十七届梅花奖，亦居鳌头；

同届，还有她执导的婺剧青春版

《穆桂英》，主演杨霞云也获得梅花

奖，排名进前十。行内戏言：童导

开办了“梅花”促成班，她是班主。

在她的指导下，梅花盛开不已……

室外，响起了童稚的嬉闹声。

出门一看，原来“凤霞戏台”上来了

一群学龄前的孩子，多半是妈妈带

着，正穿着戏装、摆出姿态，“亮相”

拍照呢。我悄悄问了问，并不是统

一组建的旅游团，而是各自专程而

来，有玉山县的，也有上饶县的，最

远的来自省城南昌。来干什么？

玩，看风景，也让孩子们从小感受祖

国的传统文化。我甚为惊讶，为年

轻父母的眼光、为祖国古老优秀文

化的魅力！我在想：在这群幼稚者

中，安知不会诞生出未来的潘凤霞！

我陷入了无端的遐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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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里有一个不起眼的淡蓝色小

塑料凳，一直扔在角落里，却被来家

里小住的母亲当成了宝。

近些年，母亲一直在帮弟弟带孩

子，前不久她腿疾复发，我家离医院

近一些，为方便治疗我把她接到了家

里。母亲住了几天院，症状刚减轻一

点便急着要出院，怎么劝都不管用。

“我这是老毛病了，要想断根是不可

能的，回家抓几服中药调理一下就

行，干嘛老呆在医院呢？费钱不说，

这闹嚷嚷的环境我也不喜欢！”我只

好依从了母亲。

为免除母亲去菜场买菜的辛劳，

我每天都买很多菜放在冰箱里，早上

出门前一再叮嘱母亲中午要多做几

个菜。母亲嘴上答应得好好的，但傍

晚下班回家，我打开冰箱依然看到那

几样原封不动的菜，就知道母亲骗了

我。对我的“质

询 ”，母 亲 总 这

样搪塞：“我没工夫像模像样地做菜

吃呀！”

确实，母亲每天都挺忙的。自从

她来以后，家里被收拾得里外一新，

地面瓷砖擦得能照出人影。母亲天

天要打扫卫生，她腿疼不能蹲，家里

那个淡蓝色的小凳子派上了用场。

她坐上去，慢慢地用抹布擦家具、擦

地板。为了让母亲少干活多休息，有

一天，我偷偷地把那个小凳子弄坏

了。看着已裂成几块的小凳子，母亲

惋惜了好半天，然后要我重新买一个

新的，我只是嘴里答应着，母亲这个

愿望应是难以实现了。

一连三天，我见母亲因为没有小凳

子的帮助，没再费心巴力地打扫卫生，

不禁为自己的小聪明而得意。第四天，

回家见到的景象却让我大吃一惊：母亲

坐在地上，正艰难地用抹布擦地。我倏

地明白，要让勤劳了一辈子的母亲闲下

来是不可能的。地上冰凉，长时间坐在

地上对她身体不利，我只好将为母亲买

凳子的请求立即付诸行动。

在超市里，母亲相中了一个绿色

的小塑料凳子。除了凳子，我还买了

很多日用品，足足装了好几个手提

袋。为减轻我的负担，母亲除了拎上

她心爱的小凳子，还帮我提着一包东

西。从超市出来，外面正下着雨，我

原本想打车回家，但等了好半天也没

出租车来，只好带母亲上了公交车。

车里只有一个空位，我让母亲坐，她

偏让我坐，自己则坐在她买的那个小

凳子上。我坚持要和母亲换座位，但

她说啥也不肯，推让之间，车里的乘

客对我们投来异样的目光，我只好作

罢，心里有些生气。

车里乘客越来越多，简直挤得水

泄不通。到达目的地后，我提着几大

包东西往下挤，一边叫母亲下车。我

挤下车，却发现母亲没下来，正着急

的当儿，车开走了。我赶紧打母亲手

机，让她在前面的站台下车。“妈，我

让你坐座位，就是为了方便照顾你，

可你偏不听，惹出这么大的麻烦！”我

没好气地说。

怕母亲迷路，我急忙往前走去迎

接母亲。雨越下越大了，远远地，我

看见母亲用一根绳子把小凳子跟装

满商品的手提袋系在一起，然后挎在

肩上，一步一挪地往回走，一阵酸楚

涌上我的心头。跟母亲会合后，母亲

似乎有些难为情地对我说：“你腿长，

小凳子太矮，时间坐长了会难受的。

哪知我在小凳子上腿坐麻了，一时站

不起来，耽搁了下车……”看着雨水

顺着母亲脸上的皱纹往下流，我哽咽

着说：“妈，我错怪您了……”

我和母亲躲了一会儿雨，又开始

往家走。我让母亲把肩上的东西全

给我，可她坚持要拿那个小凳子。看

着母亲抱着凳子走得艰艰难难的背

影，我已泪眼婆娑。

一 个 小 凳 子
张雪飞

这哗哗的流水声

是你的心，在跳动

是你有节奏的呼吸

多少次，我走近你

我喜欢看

河水从橡胶坝上滚落

溅起无数晶莹剔透的珍珠

斑斓的灯光下

透明的河水调皮地泛着

一重重一道道迷人的涟漪

夜色中巨大的彩虹桥

把我带进一个童话的世界

任霓虹灯恣意舞蹈

此刻，我还是有几分忧虑

担心一群来自远方的朋友

迷失在你

布尔哈通河的夜色里

在天池

一片又一片林海

一座又一座山峰

高大的樟子松带路

带我步入人间仙境

此刻阳光明亮

微风含情

高山上，一盆圣水

多么清澈透明

云海，松涛

世界是如此气派

曾经无尽的追逐

诸多烦恼

都逃遁得无影无踪

在天池的身边

蜂拥而至的人们在寻觅什么

莫不是想用这天池的水

洗涤疲惫的心灵

当眼前的一切定格在画面中

还有什么比这更美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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