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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夏一过，露台深池中满枝头的枇杷果
儿，由青变黄，不下半月便是一树黄金了。

枇杷最初是被称作琵琶的。宋代医药学
家寇宗奭说：“枇杷其叶形似琵琶，故名。”枇
杷树四季常青，果肉含果胶和纤维素等多种
营养物质，其叶入药有止咳清肺化痰之功效，
因此，古人将枇杷称之为富贵树。小满一过，
这绿叶中的枇杷果越发诱目扎眼。傍晚，新
雨过后，看到那绿叶中一团团黄灿灿的枇杷
果儿不觉有点垂涎，摘了一枚又大又黄亮的
果儿，剥开皮送入口中，那又鲜又甜的味道简
直难以言表。难怪宋代诗人戴复古写下了

“东国载酒西园醉，摘尽枇杷一树金”的佳句。
与女儿和孙女约定好，周末将黄金果儿

快递到上海，让她们分享我这丰收的果实。
采摘时间到了，我进入花池，一手握果，一手
操剪，从外向内、从低向高专挑大的熟的，一
个一个地剪个不停，全然不顾汗水湿衫、蚂蚁
叮咬。不到半个小时，黄金果已装满了提篮。

八年前，女儿从上海带来三粒枇杷种子，
让我种在花池中。女儿说，这是四川的大五
星枇杷，肉厚果大，特鲜特甜，在上海很难买

到。那年我刚从政协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在
不太大也不算小的露台侍花弄草，栽培果蔬，
成了我老有所为的一大“主业”。

翌年初春，我在花池中埋下了三颗咖啡
色的枇杷种子。时至谷雨，三棵小苗破土而
出。一月余，选了一株壮苗移至深池之中。
从此为它浇水、施肥、除草、修枝，四年后，已
嫣然长成了树冠挺拔、高约两米的枇杷树
儿。在第五个年头的末秋，我惊喜地发现，
嫩绿的枝头上冒出一簇簇白色的花朵。“枇
杷开花了！”我兴奋地叫了起来。因为这将
预示着来年能够吃上又鲜又甜的大五星枇
杷果了。

2018年的元月3日，一夜暴雪，池中的枇
杷树被厚厚的积雪压成了形似半开的银伞。
清晨，我小心地为它拂去枝叶上那厚厚的积
雪。忽然间“咔嚓”一声，主杆北侧的一根近
一米长的分枝突然折断了。看着折断的枝儿
我心疼不已，后悔自己太粗心大意。雪后，我
为它松土、浇水、施肥。盼啊盼啊，小满一过
便是满树黄金了。果子熟了，可果儿不大，最
大的不过比儿时玩的小玻璃球大一点点。摘

下几个，去皮，送入口中，果肉虽然不多，但特
别鲜甜。接着又采摘了十几个，让老伴尝尝
鲜，可她才吃了两个便不再吃了：“全是核子，
没啥吃头，干脆砍了换上石榴。”我说：“这是
第一年结果，明年可能会好些。”

这棵栽在屋后深池中的枇杷，枝繁叶
茂、树冠如伞。秋末，新抽的枝丫上，又开出
一簇簇白色的小花，不时地散发出淡淡的清
香，成为露台上的一道风景；隆冬，绿叶深
秀，傲霜斗雪，露台显现出难得的生机；初
夏，满枝的枇杷果与绿叶争辉，美不胜收。
枇杷——这不起眼的果儿，白居易、苏东坡、
辛弃疾等历代文豪或赋诗或填词倍加赞
赏。苏东坡将枇杷果称之为“粲金珠”，戴复
古则咏为“一树金”。这么贵气的枇杷，我怎
忍心将它砍了呢。

去年五月，又是一树黄金果。果儿特多，
但个头不大。老伴又开始叽咕了：“这枇杷可
能不是正宗的大五星品种，还是砍了换成石
榴树吧。”我心有不甘，立即视频与上海的女
儿商量，是否将枇杷树砍了。谁知女儿坚持
说：“这是正宗的四川大五星枇杷，刚刚挂果，

过两年可能会出现奇迹，还是以观后效吧”。
由于我和女儿的坚持，终于迎来了今年一树
大个的“黄金果”。采摘完果子，特意挑了一
个特大的，洗净送到老伴手中：“尝尝看，是不
是中您老人家的口味？”老伴一看惊呼：“我怎
么没发现今年结得这么大？都快赶上乒乓球
了。”说着便美美地吃了起来：“真甜特鲜，看
来还真的是四川的大五星枇杷。”

翌日清晨，我提篮进入花池索性将剩下
的枇杷果儿全摘了。晚上我俩边看电视边剥
食枇杷，我专挑小点儿的食用。老伴边吃边
说：“大是大了许多，可就是核子太多。”我说：

“你别挑扁圆的吃，要挑椭圆形的，不信你试
试。”说罢，她便挑了一个椭圆形的。“嗯，只有
一个核子，不仅甜鲜，肉质也厚，怎么不早告
诉我。”“你就错怪我了，我也是刚吃出点门道
来，这大概也算是枇杷结果的规律吧。”“那这
枇杷树还砍不？”我问道。“你别装傻，这么好
吃还砍了干嘛。”说罢她将那些椭圆形枇杷果
的独个核仁装入盒中：“汪大姐家空地多，让
她种上几棵，你去当她们指导老师……”说罢
便给了我一个温馨的微笑。

摘尽枇杷一树金
□周玉生

●让泉诗韵让泉诗韵●

□毕建芳

笔墨本无重量
书写又如此单薄
无法描绘出一个少年
水波一样成长的年华
也不能将二十多年的水上光阴
反复雕刻出应有的温润

同在人间
我欣然接受被你的光泽镀亮
尽管此刻的诗句过于浅薄
借助许多个被你打捞的生命
依然可以行走于光阴的另一面

以崇敬的心情仰望稚嫩的你
一路成长为滁州人民眼里的英雄
多年以后，当湖水为镜，草木成景
青葱少年，已然接过父亲当年的桨橹

一个人
和一片水域相处久了
便有了心里的一片海
年年月月四季流转

暗流、风浪，以及
垂立岸边的隔夜灯火
它们记录却沉默
如一段青春枝丫上凝聚的风霜
陪伴稚子逐渐长出有力的臂膀

桨橹之下
一再探触岁月的深浅
胶着、推拒、融合、排挤
直到后来，让自己融为
这片水域的其中一滴

南湖之水波光艳丽
好像一座城市怀抱的心事
许多时候，一尾游鱼
都会感染岸边草木盛开

被你打捞的每一个生命
都如天上闪烁的星星
被你撑起的是一个人
绝望之际头顶的一片蓝天

你是南湖的儿子
一次次从南湖之水里
托举起陷落的悲伤
年复一年被南湖之水洗净铅华
青春粉饰了生命
年华粉饰了光阴

未来可期，一些生命
在你的托举下得以延续
尘世无涯，而一抬头
便会有你忠诚守护的亮光

年年岁岁
南湖之水不语
日夜荡涤着一座城市的前世今生
柳枝芊芊
一遍遍轻抚岁月的纹理

当岁月在守护者的额头刻下第一道烙印
青春无惧微澜
春天再一次停下脚步
用细密的骨骼
在南湖的波光里搭建起时光的拱门

生命之光
——诗赞滁州市道德模范、“中国
好人”潘超

英雄可以名垂青史，但未必都能感动他
人。司马迁说：“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
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可也有一些平凡
的人，他们谈不上倜傥风流，更未建非常之
功，却由于得到人们内心感动的共鸣而流传
不朽。近日再读鲁迅的《藤野先生》，同时对
比藤野先生对鲁迅的回忆文章，既惊奇于二
者相互印象的巨大落差，又感叹于两人亦师
亦友朴素而真切的感情。

鲁迅对藤野先生是非常尊敬的。在他那
篇著名的散文《藤野先生》里，无论是回忆藤野
先生声调缓慢而顿挫的自我介绍，或是耐心细
致改正鲁迅的听课笔记，或是看到鲁迅成功完
成解剖实习的兴奋举止，还是最后离开仙台前
的依依惜别，字里行间都充满着对这位异国老
师深深的感激和怀念，并觉得“在我所认为我
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
个”，可见藤野先生在他心目中位置之高。

但略显意外的是，藤野先生对鲁迅这位
中国学生的印象却似乎并不太深。鲁迅去世
2年后，藤野先生在《谨忆周树人君》一文中自
言旧事“记忆不是很清楚”，对鲁迅到他家里
来玩过，已“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了”，而那张
鲁迅一直珍藏并挂在寓所的照片，他也“已经
记不清是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样的形式赠送
给周君的了”。当得知被鲁迅尊为唯一的恩
师时，藤野先生甚至“自己也觉得有些不可思

议”，因为他觉得“所做的只不过是给他添改
了一些笔记”这样不足为道的事罢了。

似乎这个让鲁迅终身难忘、感激的藤野
先生有些太“不解风情”了，但如果去分析考
究二者的为人、性格和境遇，这两种落差较大
的印象却也十分正常。

毫无疑问，藤野严九郎是一个古道可风
的教师。他之所以对鲁迅有格外的关怀，只
是因为他在少年时代曾经学习过汉文，“很尊
敬中国人的先贤，同时也感到要爱惜来自这
个国家的人们”。而且在他看来，所帮助鲁迅
的仅仅是一些“微不足道的亲切”，自然也不
会有多深刻的记忆。此外，从一个普通教师
的角度，对多年前一个成绩中等的学生印象
不深也是人之常情。因此，藤野先生的“记不
大清”也就不足为奇了。正如给予韩信一饭
之恩的漂母和帮助伍子胥渡河逃难的渔父，
他们在给予别人帮助之时都没有把帮助之事
记挂在心，藤野先生的诸多记忆不深更加证
明了他的清风和伟岸。

鲁迅彼时是一个孤寒无助的青年。在国
内，遭遇了父亲早故、家道中落、族人不公，于
侮蔑中独自去南京寻“异路”。在日本，不愿与
东京醉生梦死的“富士山”们为伍，孤身去仙台
寻医，却因为是弱国弱民遭到同学的歧视和讥
讽。观看日俄战争的影片时，看到围观的身体
健壮却麻木不仁的国人，听到周围刺耳的“万

岁”，进而发觉自己作为人生追求的“治病救
人”梦想原来“并非一件紧要事”。冒昧揣测，
凡此种种都让青年鲁迅心里倍感失望、屈辱、
愤怒、彷徨和无助。而藤野先生，一个非亲非
故的日本人，居然在异国他乡能给予他格外的
尊重和关怀，这是鲁迅绝对未敢奢求的。所
以，即使这些关怀只是帮助改笔记、临别送照
片等“微不足道的亲切”，也足以让孤寂的鲁迅
感动、感激和铭记一生了。

同样的事情，在帮助的一方看来是微不
足道，在被帮助的另一方认为却是弥足珍惜，
这也让我想起一件往事。

大约二十年前的一个暑假，表哥养了十
几只“北京鸭”，骑自行车准备到县城去卖。
当时我正痴迷于看武侠电视剧，想让表哥去
县城卖完鸭子后给我买一根电视里大侠们吹
的笛子。表哥应声答应了。

虽然答应，但我心里却没抱多大希望。
因为一来我只是看电视时随口一说；二来表
哥虽然答应，但是答应的太“随意”，连前提条
件或者借口都没有说；三来我也觉得表哥不
一定能找到县城卖笛子的地方。

然而，当表哥回来时，大家却发现他真的
买了一根笛子！我已忘却了当时的自己是怎
样的惊喜和感动，只记得大人们知道后埋怨
表哥乱花钱，因为我只是个小孩，又不会吹笛
子，买了只是浪费。当然，事情的发展也确实

如大人们预料的那样——笛子吹了几天，我
就没有兴趣了，最后也没保存下来。但对表
哥买笛子这件事我却一直记着。

上次开车从婺源乡下带亲戚去县城吃
酒，小侄女和她的奶奶（我的姑姑）坐在车
后。小侄女在车上撒着娇，嘟囔着想买彩色
蜡笔，但被“严厉”的姑姑以时间来不及拒绝
了，小侄女也只好就范。在酒席的间隙，我抽
空去买了一整套的彩色蜡笔。小侄女见到蜡
笔后异常的兴奋，她大概没有想到我这个久
不在家，容貌都有些陌生的表叔会给她买了
央求很久而不可得的蜡笔。而与之前的情景
相似，姑姑知道后也像当年埋怨表哥买笛子
那样埋怨我乱花钱，因为小侄女只是一时兴
起要彩色蜡笔，用不了几天就会丢到一边。
但姑姑可能不会觉察，今天想要彩色蜡笔的
小侄女正如二十年前想要笛子的我。

王羲之在《兰亭集序》中说：“虽世殊事异，
所以兴怀，其致一也。”诚然，对不同的事人们
会有不同的印象；但即使是对相同的事情，各
自的印象却也可能差别很大——或觉得弥足
珍贵，或认为只道寻常，但是能触发人内心感
动和感恩，却是相通的。这种感动、感恩于其
大者可以鼓励像鲁迅这样的伟人激荡前行，于
其小者可以换取小侄女这样的孩童会心一笑，
虽对象、效果不同，但其精神是一致的。这大
概也是《藤野先生》一直能打动人的原因吧！

两种印象
□王 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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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士鹏

在镰刀与锤头高举的头顶
太阳从红旗之上升起，照亮图腾

在一点星火里打开霞光万丈
沿着红船，驶过峥嵘的岁月山河
竖起脊梁，黄河咆哮，直抵龙门
一个伟大的名字，重新定义了
雄鸡的版图，蓝图展开万里天晴

七月，从山顶的日出开始
改革草木，开放水天一色
沿着九州奔腾而去的诗行
用火的颜色，向夏日抒情

七一观日出

诗为心画。正所谓，因花想美人，因酒思侠
客，因山水忆诗文。

滁州，除六一居士留下了“环滁皆山也”的
咏叹之外，另有一“涧”——滁州西涧，亦因韦苏
州一首七言绝句而享誉文坛，引人遐思。

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春日正好，阳光
正晴，背起背包，我踏上了滁州西涧寻访之旅，
欲借诗人之眼，领略那一处诗意的风景。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网上寻寻觅觅，“野渡
舟头民宿”撞入眼中，既处西涧之滨，更暗合韦诗

“野渡无人舟自横”闲适散淡的意境。就它了！
导航引路，从车水马龙中只需一个转弯，尘

嚣就被扔在外面，唯有感叹“从前慢”了。右侧
陪着一路的是高高的堤坝，当地人说，那里面是
城西水库，滁州人的大水缸。

滁州西涧，顾名思义，就在滁州城西啊。水
库一修，改天换地，诗人笔下的西涧还有踪迹可
寻吗？

东张西望的忐忑中，野渡舟头到了。门前迎
客的是两尊俯首低眉的石兽，轻轻推开木门，一
个院落，不！应该说是一处园林立刻惊喜你了双
眼。三进院落，依山势而建，层层叠叠，随意而砌
的石阶，曲径通幽着各个房间。花木掩映，沁绿
滴翠，鸟鸣啾啾。一株老槐正在微风中花枝乱
颤，伸手轻拉一枝靠近，槐香扑鼻。一尊1米多高
观音莲花坐像靠墙而置，在光影斑驳中，双手合

十，面带微笑，让人心生安详。院落中还在散落
着砖雕、木雕、油画等诸多工艺品。据说，这都是
店主的个人收藏。店主何人？一知名画家也。
难怪啊！

画家看来是把野渡舟头当成自己作品构思
的，有匠心也很贴心，各屋均有超大玻璃窗，引
景入室；室内装修简约现代，与古典园林之境相
得益彰。

“登上楼顶，就能看到西涧。”主人邀请登
楼远眺，越过着绿树叠翠，一片汪洋奔来眼
前。涧者，山夹水也。古西涧者，沧海桑田，已
融入水库。

诗人笔下的“涧边幽草”、“深树黄鹂”之景
依然历历如绘，而“春潮雨急”“野渡舟横”且靠
想象弥补吧。

一切景语皆情语。《滁州西涧》取象的虽是
平常景物，但一经诗人点染，却成了一幅意境幽
深的有韵之画。亦有人从中臆测出了诗人不在
其位、不得其用的无奈与忧伤，给景物涂上了一
层伤感的色彩。

据说，韦应物生性高洁，爱幽静，好诗文，笃
信佛教，鲜食寡欲，所居每日必焚香洒扫而坐。
很佛系啊！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追慕先贤，心向往
之，西涧，且留下。

我只想在野渡舟头，看看风景，读读时光……

野渡舟头觅诗情
□娄 山

●灵湫微言●

素
羽
无
瑕

郑
路
迅/

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