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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李清照故居，已是华灯初上。伫立在习习晚风

之中，我在默默地问愈行愈远的李清照故居，问城中熙

来攘往的行人和相拥而行的情侣，问茫茫大地无数窗口

里的点点灯光：李清照和赵明诚坚贞不渝的爱情故事，

为何能从古至今，传唱不息？为何那样感人肺腑？

李清照故居，坐落在济南市东北方向，在章丘市地

界，从济南城开车，大约50分钟路程。30年前，我在济南

军区 199师工作期间，出差路过那里。在故居停留了半

个时辰，走马观花看了看。那时的故居，破破烂烂。稀

疏的野草，在秋雨秋风中，不情愿地摇曳着，给人一种悲

怆凄凉之感。这一次，应战友之约，又一次走进故居。

故地重游，重读那至性至情缠绵悲怆的爱情故事，重温

那痴情女子刻骨铭心的小词，感怀不已。回到家中，静

下心来，我在心中暗暗思忖，能不能为这位美丽而又多

愁善感的女子写点什么？

午后的阳光温暖地洒在李清照故居上，踏进故居

大门，恍兮惚兮，仿佛回到千年以前的宋朝。那时、这

位年方十八岁的才女与吏部侍郎赵挺之子赵明诚，携

手走进花烛洞房。此时的赵明诚还是一位太学生，李

赵二人，可谓才貌相当，志趣相投，恩爱有加。在那些

温暖幸福的日子里，空闲之时，二人烹茶猜书、谈笑风

生、填词吟诗，小院上空飘荡着欢声笑语。但是，这样

的日子没过多久，就被战马嘶鸣声打破。风雨飘摇的

国家，不仅有朝中倾轧之乱，而且有金人大举入侵。兵

荒马乱的岁月，夫妻二人天南地北，各自一方。对于这

对恩恩爱爱、新婚燕尔的小夫妻来说是如此残酷的现

实。从此，思念便成了他们最美丽的享受和幸福。翻

阅关于李清照一些史料，欣然发现她不仅是一位才貌

双全女子，更是一位多情善感的女子。这位才女的词，

大都是抒发她的满怀愁绪。前些日子，找来李清照一

些文章，细组品读起来，令人感慨、感怀，让人过目不

忘，久久回味。

那是许多年前夏日的一个夜晚，我在滁城一家音乐茶

座，听到《月满西楼》这首歌，歌词委婉、凄凉、悲怆。这不是

李清照《一剪梅》的词吗？后来才知道有人给改了词名，音

乐工作者谱了曲。“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

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子回时，月满西楼。花自飘零水自流，

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

头。”听着这凄美歌声，双目紧闭，我在心里默默地遐想，在

这个荷残花凋的清秋，在这个秋风飒飒的时候，这个年正芳

华的小女子，独自登上一叶小舟，近视河水缓缓流淌，远望

阵阵从头顶飞过的大雁，却等不到心上人片言只语。小女

子就是在这样的日子里，左等右等，今盼明盼，思绪万千，一

天又一天。那个战乱岁月，丈夫出征在何地何处都不知道，

更谈不上有书信往来。太阳照常落下，星星照常眨巴眨巴

眼。每当夜晚来临，星星点满夜空，月光洒满西楼，仍无法

排除相思之苦愁。她走出院落，仰望星空，任夜风吹着秀

发，不勉感慨万千：“才下眉头，却上心头。”这样的思念是何

等的深沉，离愁又是何等的缠绵。由此，我想到上个世纪八

十年代中期，我所在的部队，接到中央军委的命令，开赴边

境参加自卫还击战。隆隆炮火中，战友们把家人和爱人的

书信，揣在口袋里，冲锋陷阵。那个时候，战友们最懂得“家

书抵万金”的深刻内涵。他们把亲人的信看了一遍又一遍，

甚至能背了下来。我曾在《书信岁月》一文中这样写道：“虽

然现在通信技术如此迅猛发达，但是总也抵不过家书的沉

重和珍贵”。

“新来瘦，非干病酒，不是悲秋。”这一声声的愁怨，

一句句的倾诉，又怎么不让痴男怨女同为一叹。本来，

兵荒马乱年代，连普通老百姓都夜不能寐，更何况这对

情投意合，恩爱有加的新婚夫妇呢？时间愈久，女词人

思念丈夫之情愈浓，闲愁离恨，无处诉说，连身子也消

瘦了许多。明明知道相思苦，偏偏对他牵肠挂肚。

人生自是有情痴，生命之中总要有点痴，生命才有

所寄托。何况李清照这样一位痴情之女？她的爱情诗

词都是悲情的、凄美的。她的爱情悲剧，在那样一个动

乱不已的时代是必然的，谁也无法改变，谁也改变不

了。于是乎，女词人用她手中一支生花彩笔，记录下那

么动人的情辞，记录下那绮语芬芳的美丽思念。

美丽的思念
□高立海

●让泉诗韵让泉诗韵●

古寺原名曹庵，因碑文、传记、典籍等遗

失无存，具体曹庵始建于哪个年代，已无从

考证，只知道它始建于清初（公元 1643 年），

当时庵内设有大殿，供奉菩萨，住有许多和

尚，香火旺盛，因社会与时代的变迁，它毁于

1973 年，历经 330 余年风雨沧桑。拆除古寺

时，工人们将主屋中梁撬开，发现中梁记录

着许多文字，可惜工人们多数都不认识，只

认得大清元年建造一行字，这才知道建庵具

体年代，这也许是当时工匠们有意识安排留

给后人的证据吧。

古寺见今朝 过去今朝皆古事

虚华当实境 后来实境亦虚华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有汤家父子从江

苏六合云游到安徽全椒三汊河，或许因生计

不济，便来到曹庵侧屋居住，当时汤父（汤金

刚）是一位有识之士，属于文人墨客夫子之

类的人物，写得一手好书法，知识渊博，举止

文雅，受人尊重，以教书育人为生计。上世

纪七十年代初，我多次与他聊天，得知他和

毛主席同岁，他非常喜欢毛泽东诗词，童年

时代我没有读过书，但在八年军旅生涯里，

部队培养了我，也有幸读完《毛泽东选集

（1-4 卷）》，并能熟记毛泽东 32 首诗词的全

部内容，所以我们聊起来有共鸣，算忘年

交。当然，我不能与他相提并论，他有着极

其成熟的人生观和广博的知识，他的许多话

语掷地有声，给我许多做人的启示，他儿子

汤毓春随从父业，也选择教书育人，我虽未

跟他上过学，但见面总以老师相称，在偶尔

的闲聊中，总能得到愉悦和快乐。他们父子

秉承老子处世哲理，宽厚仁慈，谦虚柔和，只

有这样的人在社会上才能行走无忧。他们

已离世多年，汤毓春有位贤内助陈秀英，也

已耄耋之年，但身体很好，为人知书达理，勤

劳俭朴，持家有道，四世同堂，一家人温馨相

处，舒心生活，属于殷实人家，只有这样的家

庭，才能培育好下一代，为国家贡献人才。

2000年，汤金刚重孙汤宁生以优异成绩考取

成都科技大学，读完研究生后被分配到南京

国家高科技单位工作，成为国之栋才，备受

邻里人称羡。

曹庵正前方 30米处有棵银杏树，约 4人

合抱才能围拢，树高约 30 米，共有 9 根主枝

杈。银杏古称白果树，生长较慢，寿命极长，

自然条件下，从栽种到结果，要二十多年时

间，四十年后才能大量结果，因此别称“公孙

树”，有公种而孙得食的含义，是树中的老寿

星，具有较高的观赏、经济和药用价值，全身

是宝。银杏树是第四纪冰川运动后遗留下来

的最古老的裸子植物，是世界上十分珍贵的

树种之一，因此被当作植物界的活化石。此

树究竟有多大年龄，已无从考证，听前辈人说

它有一千多岁，在外地说三汊河也许人们不

知道，但说到曹庵白果树，人们都说知道。可

想它的声誉有多么大，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

从军营探家，当汽车行驶到全椒界首高坡时，

迎着初夏的阳光，我远眺南方，相距近 20 里

就看到黑洞洞一蓬，我顿时知道那是白果树，

是我的家乡，是我魂牵梦绕的地方，遥想当年

与同伴在它树下纳凉玩耍，深秋季节在它脚

下捡拾白果，在它跟前我度过多少美好的童

年时光，所以我深深眷念它，它是我们当地一

道亮丽的风景线，是一颗璀璨的明珠。

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科技还不够发

达，就因为它的高大而被定为飞行航标。近

些年，它已很少结果。由于当时缺乏保护意

识，在新中国成立几十年里，银杏树先后被

砍下几根树杈，加速了它的衰老，当前急需

壅根培土延续生命。

它穿越千年时空，在那无声岁月里，它

见证了中华民族几度兴衰沉沦、潮起潮落。

它送走了多少人间过路客，它的生命比我们

每一个平常人生命更有价值。我人微言轻，

只能呼吁社会各界的人们为它壅根培土，使

它的生命延续更久，留于后人景仰。

古寺今朝
□李廉洁

□杨绵发

驱车过来安

我说来安和盱眙，是亲密的山水相连

一道高隆绵延的江淮分水岭

你在山之南，我在山之北

你我犹如两个肩并肩的兄弟

山之北有你的亲情，山之南有我的热爱

这里的山川田畴里和我的家乡一样

都遗存着周朝的徐国和春秋战国的吴国与楚国

那一抹抹远古的乡风乡情

那一定还有一层层深厚的兴衰荣辱

俗话说：是兄弟，就要常走动

机缘，来自随一颗颗滁之“文心”的采风

从盱眙到来安，悠然幽静着一条文昌小路

或许是欧阳修、苏东坡、陆游常走的

期待，携一路古风，兴然前往，盎然相聚

行前，百度里翻阅着历史深处的来安

秦始皇二十六年，一个叫建阳的县衙

在一道围水的土埂旁

开启了治理一方水土的新纪元

汉时，建阳在淮南国和九江郡的罗盘里

南北朝之梁，白塔集置一个高塘郡

隋唐时，这里立新昌、永阳之县治

南唐中兴元年，永阳改来安，成千古安定之治

啊！这江淮分水岭之畔的一方厚土

总有一个个吉祥名字随岁月风悠扬的

庚子之冬，天已冷，心很暖

驰滚滚时代车轮，走半塔、过新安、达汊河

一路自北向南，将明眸探出窗外

去寻滁大地琅琊山拂来之古风

去阅城市矗立之浩气，去揽乡村绚丽之画卷

去采一方山川大地与人文之神韵

行走来安
（组诗）

不平凡的二〇二〇年终于成为了历史，

在每个人的年轮记忆中，这绝对是个令人印

象深刻、感悟颇多的特殊年份。让我重拾记

忆，让时光倒流，让记忆倒带，梳理一番属于

自己的二〇二〇记忆印迹，概而言之，可用

三个关键词串起。

关键词一：全民抗疫

新年伊始，春节喜庆的余味还未散去，

一个叫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一夜之间

变成了高频热词。

在疫情最为严重的二月份，我每天所能

做的，就是带着口罩、骑着共享自行车去单

位上班值守。每天刷着手机新闻，关注疫情

数字的更新变化。封城、封小区、封高速，聚

会停止、餐饮停业、公交和出租车停运，尚属

人生首次遭遇，那是一段彻底让“衣食住行”

这四个字都变得不轻松的日子。事实上，滁

州市的疫情相对于全国其他地区来讲，算是

不太严重的了。然而信息化的社会，让每一

个人都融入到全国抗疫、全民抗疫的共同氛

围感受中，共同经历、见证了一段一起走过

的日子。

抗击疫情的这段日子里，每天收获最多

的就是感动。英雄逆行者的壮举，民族脊梁

钟南山、李兰娟的敬业奉献，武汉全城抗疫

的牺牲精神，都值得大书特书。

关键词二：文明创建

2020 年，适逢滁州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进入决胜之年。滁州市自 2018年 2月启动文

明创建活动，举全市之力誓夺全国文明城市

招牌。2020年，正当创城形势局面喜人，只待

临门一脚时，新冠病毒疫情冲击影响了这一

进程。然而，在我的个人记忆中，2020 这一

年，滁州并未因困难干扰停滞这一步伐。

2020 年，文明餐桌、分餐分食、光盘行

动、公筷公勺行动，成为一大紧迫工作任

务。市市场监督局成立了《公筷公勺服务规

范》地方标准编制小组，我作为编制小组成

员之一，全程参与了标准的立项、起草、审

查、修改等各编制环节的工作。意料不到的

是，该标准是我省首个关于公筷公勺服务规

范的地方标准，也是我市首个市级地方标

准，在不自觉间我竟干了一件具有开拓性质

的历史工作，值得今后小小纪念一番。

2020 年 8 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关于制

止餐饮浪费行为的重要指示，这一项重大的

政治工程和民生工程，引发全国各地各部门

掀起了贯彻落实浓厚氛围。这项工作自然

也 成 为 文 明 创 建 工 作 一 项 不 可 或 缺 的 内

容。为高标准做好这项工作，我主动协调配

合市文明办、市商务局、市餐饮行业协会等

单位，研究制定相关方案、计划、通知、倡议

书等 30余份，联合有关部门开展督查检查 20

余场次，发布相关通报、红榜 10 余期。个人

积极撰写宣传报道，先后在媒体上发表相关

创建工作主题的信息稿件 40余篇，有力促进

了活动开展和充实了网上申报材料。

2020 年 11 月 20 日，滁州市如愿一举荣

获全国文明城市荣誉称号，全市上下无不欢

欣鼓舞、倍感骄傲。作为参与文明创建的一

份子，我们为自己曾经在创建活动中的付出

得到回报，也同样倍觉兴奋。文明创建工作

中展现出来的精气神和冲天干劲，值得在今

后其它工作任务面前，加以传承发扬。

关键词三：风景独好

二〇二〇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这一

年，不仅有众志成城、坚忍不拔抗疫精神的

伟大，更有国家腾飞发展巨大成就的奇迹。

今天的中国，在迈向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

中，不断取得了令世界瞩目和刮目相看的成

就。反观当今世界，国外新冠疫情仍在许多

国家蔓延肆虐。一些老牌发达国家的国民

安全感、幸福指数反成下降衰落之势。贫

困、骚乱、饥荒、战争、暴力冲突在全球许多

地区仍在持续，影响世界和平发展的不稳定

因素依然存在。特别是经历二〇二〇年的

人们，应该对国内国外这一巨大反差深有感

触，这也应了毛主席的一句诗词：风景这边

独好。

二〇二〇年，我们所生活的滁州市同样

值得赞叹。我市主要经济指标增速保持全

省前列、经济总量站稳全省第三。融入长三

角经济一体化、南京都市圈有了突破性进

展，“亭满意”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实现首创

全国文明城市成功夺牌，荣膺全国双拥模范

城“六连冠”。可以说，滁州处在了历史上最

好的发展时期。

现在，二〇二〇年已然过去，二〇二一

年已经到来。今年恰逢中国共产党百年华

诞，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节点。作为一名

党员，应当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自身的价

值追求融入到党和国家的发展事业中，为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应有力

量。二〇二〇年所收获的感动、难忘、不舍，

都应当化作立足本职、坚守岗位的动力源

泉，去实现二〇二一年更伟大、更骄傲、更有

价值的新跨越、新荣耀。

我的二〇二〇记忆关键词
□徐以成

●菱溪物语●

●灵湫微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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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流漫谈●

□杨绵发

冬，不忍心抖落的几多深秋的绚丽

走读来安池杉湖，一路上首先亲近我们的

是一丛丛芦荻花，一路尽情摇曳着几多温馨和暖意

一叶小船，载几多文思之士

一湖碧水，漾一湖热烈和昂扬的精神

这精神，来自于一池碧水与万株火焰的相濡以沐

火焰一样窜向天空的池杉，是要去点亮一个明媚的春

五万棵红红火火的池杉拥抱在一起

温暖着每一个冬天来向他们问好的朋友

一叶小船，载一池碧水与万棵池杉

造化出的人间仙境般静美

鸬鹚、野鸭、白天鹅、黑天鹅们

一双双悠然游荡在火红的杉林中

船工示意我们：小点声，别打扰它们谈恋爱

前方一片片杉树头上，怎么是雪一样的白

船工又说了：这是北方来此过冬的珍禽们拉出的粪

春天到来，这浮落在水面与水下的鸟粪

那可是池杉湖及其周边荷塘与鱼塘最生态的营养唷

冬，以及一颗颗镶着几多诗意“文心”

早已被五万棵池杉捧出的火焰般的爱温暖着

那荡漾并热烈在这池杉树一颗颗“文心”们

都在池杉湖里打出一圈圈不会散去的爱之涟漪

忽然，我的脑海跳出一个梦想

要是让这满湖池杉树基部鼓隆起的“葫芦丝”

一起为我们吹奏起一支“池杉湖之恋”

那一定是惊天动地、憾人心魄的交响

游览礼拜这红红火火又静静静美美的池杉湖

小船载着我们一路抢拍着美景

小船儿和我们不尽欢悦的神情

自然也就成了池杉湖中一幅妙妙曼曼的风景

池杉林——热烈又静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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