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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应物任滁州刺史后，多次在秋天思念友人。
如他“怀君属秋夜”，就在秋夜怀念一位邱姓友人。
现在他枯坐寒斋，屋外绵绵秋雨突然浇湿了思念，
让他想起这位全椒道士的好友，也在思念中温暖无
助的自己。《寄全椒山中道士》诗道：“今朝郡斋冷，
忽念山中客。涧底束荆薪，归来煮白石。欲持一瓢
酒，远慰风雨夕。落叶满空山，何处寻行迹。”

从诗意看，诗人想到此时的风雨正吹打着好友
打柴的身影，该携壶佳酿，穿越风雨，到全椒深山去
寻找他从山涧回家的脚印，然后用酒的火焰点燃红
泥小火炉，通宵煮的不是白石，而是共醉秋夜的友
情。可惜漫山树叶，提前给大山覆盖一件过冬的棉
被，将你的足迹捂得了无痕迹。我到哪里去寻找茫
茫的你？除非把满山黄叶清扫一遍，才能裸露你

“半肩风雨半肩柴”的脚印。
首句“今朝郡斋冷”的一个“冷”字，不仅是身

冷，风雨催寒，也是心冷——期待友情的取暖。在
思念的风雨中，时年 47 岁的诗人也步入生命的深
秋。好在你在修道、我在写诗，都在做未眠的幽人，
清修人生的化境。如此落叶满空山有啥要紧，难料
的茫茫世事中，你永远走在我的心里。“我有一瓢
酒，可以慰风尘。”我想，全椒道士若能感应到诗人
心中的火焰，足以慰藉他尘世的风雨历程。

从韦应物的生平看，他既重友情，更重视民
情。时任滁州刺史的他，可不是北宋就任太守的欧
阳修，在滁州山水中与宾客畅饮，与民同乐。而是
发愁空虚的国库，“仓禀无宿储”，百姓又在如山的

徭役和赋税下流离失所，“徭役犹未已”。疾病缠身
的他虽然恪尽职守，殚精竭虑也无法让乡亲们摆脱
徭役和贫困的折磨，“邑有流亡愧俸钱”，他愧对每
月的工资，因为自己的工资都出自百姓。

流离的百姓也触动了诗人的心扉。他曾是唐
玄宗御前身骑骏马的护卫，在安史之乱的硝烟中，
也汇入“腹作千雷鸣”的难民潮，饥肠辘辘。这让他
对百姓的饥苦感同身受，“邻家孀妇抱儿泣”，爱莫
能助的诗人心如刀绞……在“落叶满空山”中，似乎
就能听见“穷秋卧滁城”的诗人，为再也回不到“公
私仓廪俱丰实”的开元盛世而叹息。所幸的是，“披
衣露更寒”的诗人没有像全椒道士那样避居深山、
逃避红尘，而是以“我有一瓢酒，可以慰风尘”的担
当和意志，竭尽所能地践行为民谋福的责任和使
命。难怪宋代的范仲淹和朱熹读到韦应物的“邑有
流亡愧俸钱”之句时，赞为“仁者之言”和“贤矣”，都
认为他是一位说良心话、办良心事的贤臣。历史也
如实证明，公元791年，寄宿苏州寺庙的诗人，连回
长安的路费都没有，不久客死姑苏。但享年55岁的
诗人绝对不知，他怀想好友修道的全椒，千年后诞
生了一位与他志同道合的文豪——写出长篇小说

《儒林外史》的吴敬梓！
窗里人将老，门前树已秋。秋天之后就是冬

天，当冬去春来，滁州西涧又长出幽草，黄鹂又要在
山涧的树上唱歌。千年了，春潮焦急地穿过一遍又
一遍的雨中，没有人告诉我，诗人就像一艘孤舟，永
远横在春潮中。

我出生于1963年，从七岁上腰铺小学，
1985 年到腰铺乡政府工作至今，一直没有
离开腰铺镇这块生我养我的热土，对腰铺镇
近40年的沧桑变化可谓了如指掌。

在我少年时，腰铺集镇是沿着一条老滁
全路而建，到了如今的育才路十字路口电管
站才算进入腰铺街，它是个长不到300米的
丁字街。沿街而建的乡政府、供销社、铁木
社、食品站、粮站、文化站、邮政所和中学，这
些单位所有职工加在一起也只有一百多
人。加上紧挨着集镇居住的腰铺大队南队
和北队社员300多人，集镇人口也就在500
人左右。如今，腰铺集镇四十年前的地形地
貌，我记忆犹新，最让我难忘的是少年时每
天上学所经过的桑树滩。

我家住在腰铺社区大墩村民组，“大
墩”这个名字的来历，是因为村庄南边 500
米处老滁全路旁有座古烽火台。大墩生产
队离腰铺集镇只有一公里，大墩村民到腰
铺集镇赶集，为了抄近路，只要不拉板车运
东西，靠两条腿走路，一般不绕道滁全路上
街，而是穿过鬼塘子和桑树滩乡间小道直
达腰铺街，因为是走三角形的斜边而缩短

三分之一的路程。我到腰铺上学时，天天
走的也是这条路。

我对桑树滩不仅记忆犹新，而且还可以
说是甜蜜的记忆。1974 年，我到腰铺上初
中，那是物资匮乏的年代，下雨天有时在学
校食堂吃饭，一碗饭加二分钱青菜汤，有的
学生从家中自带咸菜就饭吃。那时腰铺中
学的学生们都盼望着每年的五月，因为那时
可以到桑树滩的桑树林中摘桑树果子吃。

为了发展副业生产，生产队在腰铺中学
东边 300 米处的大旱滩子上，栽了许多桑
树。几年后，桑树成林，树上长满茂盛的叶
子，生产队在紧挨学校的南边公房里建起了
养蚕房。我们放学后偶尔进去看一下，只见
那蚕长得白白胖胖，社员们称它为蚕宝宝。
蚕宝宝一伸一缩，在叶子上蠕动着身子，不
停地啃着桑树叶，发出沙沙的响声。社员们
不停地向蚕床上撒着桑树叶子，脸上出现喜
悦的神情。后来我知道，蚕宝宝结出的蚕茧
能给生产队增加收入，他们也能从中分得一
些红利而改善生活。

桑叶长得肥而大的时候，是社员们脸上
笑得最多的时候，也是学生们开始兴奋的时

候，他们知道桑树开始结果子了，不久就能
吃到不花钱的美味了。我天天从桑树林经
过，看到发青的桑树果，盼它一夜之间能变
红，果子发红时就可以吃了，但它还是有点
酸不太甜，等它发黑时是最好吃的，吃到嘴
里鲜甜，入口一搅就化了。每当果子长到青
一半红一半时，就有学生来摘果子吃，我近
水楼台先得月，自然每天都要摘几个吃。在
那个一年吃不到一次苹果的年代，我们有此
享受，心里不知道有多高兴。

来摘果子的学生多了，树下的果子被摘
完了，有时为摘到树上面的鲜果就要爬树，
常有折断桑树枝的情况。生产队长派几个
社员到桑树林看着，不让学生到桑树林摘果
子吃，但桑树林那么大，一两个社员根本看
不过来。队长把此事反映到学校，校长要求
班主任在班上强调，发现哪个学生去桑树林
偷果子吃，一要写检查二要罚站，有时还安
排初三学生在水塘埂上轮流值班，不准学生
往桑树林跑。但放学了，没有人值班了，就
会有几十个学生从四面八方往桑树林跑。
看桑树的社员也知道，孩子们生活很艰苦，
果子熟透了掉地上也浪费，于是他们和学生

约法三章。社员开恩，懂事的学生当然很配
合，看到树上又大又红的甜果子摘不到也不
爬树了。我们在树林中边摘边尝，临走时装
两口袋回家给弟妹吃。回家的路上，小伙伴
们走着、跳着、笑着，那段时间是我们最幸福
的时光。

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后，桑树林分给
了各家各户，农民们不养蚕了，桑树也就无
人看管了。由于这地方是旱滩子，政府提
倡农民种植耐旱作物棉花，这里成为了一
方棉田。

现在从腰铺中学往东看，几十年前一片
旷野大地上的桑树滩，已经完全找不到影子
了，取代它的是汇聚人气的北苑小区，夜晚
灯火通明的北大街及每日穿梭不息的高铁
火车。集镇建设和人民生活可谓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但在我的心目中，桑树滩在
少年的记忆里永远抹不掉，这也许就是乡
愁，是时代发展的历史见证。

风景雅致。顺着一湾溪水
在竹林幽静里徒步，云彩飘逸
犹如人间仙境一般绝美
木栈道旁，雨打芭蕉声传来
手持花折伞的少女缓步走过

石阶上，苔藓占据其间
被草木遮住了羞怯的半个脸
池塘荷塘，蛙声此起彼伏
小桥流水的韵律里找寻过往
一曲笛声，划过了夜的寂静

烟雨蒙蒙，潮湿的时光隐喻
借着风的柔情诉说衷肠
从雨巷延伸的美，抵达心灵
这江南的版图上盛产乡愁
让每一个游子，一次次驻足

时光印记

人生海海。走过风霜雪雨
这静态的画面，暗藏玄机
将一个人的灵魂摆渡
时光中攀爬的，乡愁故土
从遥远的地域里升腾

时光不老，总是扑朔迷离
猜不透内心深处的故事
途经家园，老屋依旧伫立
成游子心中的一座丰碑
生命中庇佑，跌倒时爬起

重返童年，记忆回归从前
容颜一天天变老，不变的
唯有远去的时光印记
镌刻沧桑情感，夜色中
时常手持灯火照亮着前程

烟雨江南
（外一首）
□何军雄

美丽的丹东，我们向往您娇好的面容，因为这里有
我们亲密的战友弟兄。分别46年后的今天，我们终于又
见到了亲爱的老兵、老班长。我要拾起丹东的一片秋
叶，写上我对你们的祝福，借一朵丹东秋云，送上我的问
候。在这金秋岁月，我祝愿沈阳、凤城、丹东的老兵战友
安康长寿，祝愿九连战友个个都是不老青松！

岁月如梭，时光无法挽留，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今天见到了当年的老兵、老班长啊，忍不住的热泪

往下流。怎能忘记龙头山下杀声吼，更不会忘记同炕、
同锅、啃窝头；乙子圈里打山洞，大兴安岭建房反苏修；
牡丹江畔受洗礼，血汗洒边疆，青春献国防。当年的老
兵、老班长啊，你我都是十七八，如今我们都是满头白
发。战友啊，40多年分别太久太久，今天我要展开丹东
大地的宣纸，用鸭绿江水当墨，写上一份深情的邀请函：
亲爱的老班长，尊敬的老战友，来吧，请你们抽点时间，
南下看看江淮大地上的小战友，看看扬州美景，品品上
海老酒，听听吴语小调，再览长江众山小。

我醉了，我高兴，今天终于见到了沈阳、凤城、丹东
的老兵、老班长。这就是我们滁州战友的心里话，这就
是我献给沈阳、凤城、丹东老兵、老班长的歌！

献给老兵的歌
□李明朝

“我们新疆好地方啊，天山南北好牧
场，戈壁沙滩变良田，积雪溶化灌农庄
……”这首具有浓郁的维吾尔族风格的歌
曲——《新疆好》，从我青少年时代起就深
深烙印在我的心田，激发我一睹新疆芳容
的强烈愿望。终于在我古稀之年，因友人
的邀约，国庆前夕，踏上新疆南疆之旅，共
用十七天时间，圆了我久远的梦想！

新疆是我国五个少数民族自治区之
一，是陆地面积最大的省级行政区，自汉朝
以来就是中国神圣领土的一部分，1949 年
和平解放，1955 年成立自治区。新疆地处
亚欧大陆腹地，陆地边境线5600多公里，与
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八国
接壤，历史上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现
在是第二座“亚欧大陆桥”的必经之地，战
略位置十分重要。

当我们坐上大巴车，从乌鲁木齐向南
疆进发之时，导游小杨说：“一脚踏土上，开
弓射三箭，箭箭射田边，请打一个字。”大家

面面相觑，无人能答。小杨笑道：“就是新
疆的疆字。”疆字的半边，形象地展示出新
疆的地形，即三山夹两盆。北部阿尔泰山，
南部为昆仑山系；天山横亘于新疆中部，把
新疆分为南北两半，南部是塔里木盆地，北
部是准噶尔盆地。习惯上称天山以南为南
疆，天山以北为北疆，把哈密、吐鲁番盆地称
为东疆。塔里木盆地位于天山与昆仑山之
间，约53万平方公里，是中国最大的盆地。
中国最大、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塔克拉
玛干沙漠位于盆地中部。全长2100公里的
中国最长内陆河——塔里木河长流淌其间，
给黄沙漫天死气沉沉的沙漠，带来生机。

我们乘坐的“大巴”向南穿越天山山脉，
沿天山西麓、昆仑山北麓和塔克拉玛干沙漠
南缘而行，在和田地区的民丰县向北纵贯塔
克拉玛干沙漠，然后返回乌鲁木齐。旅游还
有最后一天时，我听到有人说，新疆没什么
好看的，还累得很，连大巴车驾驶员韩师傅
都点头赞同。我笑着说：“我们那里有耸入

蓝天的雪山吗？有辽阔无际的牧场吗？有
黄色海洋似的沙漠吗？我们到新疆，就是要
看我们那里没有的景物、没见过的景物。我
们那里没有的景物、没见过的景物，对我们
而言就是最好最美的风景！它能开阔眼界、
增长知识，甚至能启迪心智。”

南疆之旅，我感到最突出的地方，就是
“大”“特”二字。

大家都知道，新疆是我国最大的省区，
面积166万平方公里，占全国陆地面积的六
分之一，比河南、山东、河北、北京、天津、山
西、陕西、湖北、安徽、江苏、上海、浙江、湖
南这13个省市加起来的面积都要大一点。
然而，去过新疆的人总爱说，不到新疆，不
知道祖国之大！乘坐上海到乌鲁木齐的T
字头火车，从哈密到乌鲁木齐就要4个多小
时，全长600多公里。坐大巴车从一个景点
到另一个景点少则半天，多则一天。大巴
车通常在高速公路或省道上行驶，很少在
县级公路或乡村公路上走。我估计，大巴

车的平均时速要在80公里，也就是说，从一
个景点到另一个景点少则几百公里，多则
上千公里。加上大巴车不是火车卧铺，手
脚受限严重，常有腰酸背痛、手脚发麻之
感。这就给人新疆太大的切身感受，不是
那几个数字说新疆大所能比拟的。

有个成语叫地大物博。新疆很大，资
源非常丰富，是祖国不可多得的宝地。我们
在大巴车上时常看到，道路的两旁有成片成
片待收的棉花和瓜果，山头上林立着缓缓旋
转的发电风车，沙漠里开采石油的设备不停
地工作着……权威资料表明，在群山峻岭、
绿洲戈壁之间，有着数不尽的“粮仓”“肉库”

“油盆”“煤海”，其中著名的有：新疆是全国
三分天下有其一的产棉区；石油资源占全国
陆地石油资源量的30%；天然气占全国陆地
天然气资源量的34%；煤炭占全国的40%；黄
金、宝石、玉石等资源种类繁多，尤其是和田
玉，古今驰名，令人神往；葡萄干、枸杞子等
农产品以质优闻名中外……

本版责编：陈姝妤
Email:qingliuwenxue@126.com

新疆是个好地方
——南疆之旅散记（上）

□刘世琪

草坪是绿的，黄色的落叶
安详，金秋十月
大地的衣裳，有了斑斓的味道

树叶，先于小草抵达秋天
用暖色调，诠释尾声
仿佛中年的我，眼里仍有火焰

于是，我拾起一片落叶
让它，在秋风里再次起飞
让它，与天空纠缠

粉黛乱子草
秋天的粉红，糯糯的甜
仿佛新生的女儿红
我把她们吸进眼睛里
品尝，别样的秋味

这些年，我常常在秋天里
寻找，让心里燃起火焰的东西
比如，翩然而落的红叶
比如，湛然起舞的秋波

乡村的秋天，收获是主色调
沉甸甸的满足，安稳的日子
可是风不这样想，她摇乱了
一片粉红，融化秋天的成熟

韦应物的秋思
□蒋 华

记忆中的桑树滩
□贲明广

草
坪
上
的
落
叶

（
外
一
首
）

□

彭

涛

今年是我们入伍50周年，滁州籍7位战友去东北看
望当年的老兵、老班长。所到之处，无不被这些老战友
热情的接待所感动。随手写下了心里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