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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去世已经两年了。大雁北飞还有
归来之时，百花凋谢还有重开之日，但是父
亲离去后却再无相见的可能。许多时候，
我们都不相信他老人家真的去世了，时常
感觉父亲还在我们身边。

2022年12月27日傍晚，父亲静静地走
了。他走得那么突然，以至于竟然没有任
何征兆，就像往常平静地睡去一样。

父亲的一生是辛勤奋斗的一生。他先
后在教育、电影放映、农业、水利、文化、新
闻等部门耕耘过、奉献过，退休之后也没有
清闲下来，20多年间，父亲继续投身于老年
教育事业。后来，年迈的父亲虽然被疾病
困扰，但没有放弃对生活的追求，他依然笔
耕不辍，挥毫泼墨，甚至在病榻上仍念念不
忘尚未完成的作品《鸿爪》。

父亲平时对我们的教育是严格的。记
得上学时，他就教我们学习文化知识、生活
常识和做人的道理，要我们牢记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教育我们一定要品德端正，认真做
事，踏实做人。有好几年，父亲经常在外地
工作，一走就是几个月，但他一回到家，除了
询问我们的生活情况外，还会询问学习情
况。哥哥少群至今记得，他下乡插队的第一
个端午节，父亲专门从城里来到生产队，陪
他度过离家后的第一个节日。可是，刚端起
饭碗，就下起了大雨，父亲立即与他一起参
加了生产队的抢收，浑身淋得透湿。当把场

上晾晒的小麦全部收进仓库时，大家露出
了笑容。

在我们走上工作岗位后，父亲不仅言
传，更是身教，要求我们在工作上树立正确
的理想目标，勇于面对各种困难和逆境，在
利益面前不迷失自我，在挫折面前不低头
退缩，在问题面前敢于担当。在成长的道
路上，我们的每一次进步，都离不开父亲的
谆谆教诲；每一次受到挫折，都能得到父亲
的激励。退休后忙于老年教育的父亲，没
有忘记关注孙子、孙女的成长，一有空闲就
陪着他们看书，教他们写字绘画，陪他们玩
游戏，冬天为他们堆雪人，夏天带他们去郊
游。父亲曾自豪地说：“我虽然一生经历过
风风雨雨，但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有一双孝
顺争气的儿子，还有可爱的孙子和孙女，我
很知足。”可是，亲爱的父亲在弥留之际，却
没有留下任何只言片语，就无声地离开了
我们……

父亲走了，他走的是那么决然。印象
中，父亲是非常坚强的，在骨子里有着永不
言败的精神，总是迎难而上。他在多个不
同行业工作时，都能克服种种困难，干一
行、爱一行、专一行，就像不知疲倦的孺子
牛一样耕耘。他曾获得过无数奖状和荣
誉，但从不骄傲，也没有停下前行的脚步。
他常说“进退无所谓，服务永在心”，在退休
后应该颐养天年的时候，却又全身心地投

入到老年教育事业上。特别是参加创建滁
州老年文化艺术学校之初，在一无教学场
所、二无资金来源、三缺师资队伍、四有外
部压力的情况下，年过七旬的父亲克服重
重困难，多方募捐，硬是把学校办起来了，
最终使学校师资队伍从弱到强，教学设备
从无到有，在校学员越来越多，学校的社会
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多次获省、市相关部门
的表彰和新闻单位的专访，这使他感到有
生之年的奉献是有价值的和自豪的。敬爱
的父亲，你为这所学校付出了那么多的汗
水与心血，如今怎忍心“舍校而去”？

父亲走了，他走的是那么坦然。父亲
的一生坦荡磊落、乐观豁达，一辈子更多的
是关心别人、帮助亲友。从我们记事起，家
里就经常宾朋满座，有同事、同乡、校友、领
导，有文友、笔友、挚友，有年长的、年轻的，
有谈事聊天的，有求字请教的，有探讨文学
的，有评论书法的，不一而足。无论是谁，
父亲都敞开心扉，热情以待，都能找到共同
的话题，满足他们的需求，即使遇到了疑问
或问题，也会帮他们去寻找解决的路径。

父亲在最后的半年里几次住院，身体一
直没有好转，但思维依然一如既往的清晰，
没有叫过一声痛，直至离去前都保持着微
笑。在为父亲料理后事时，母亲提醒我们
说：“你爸曾交代过，他有一个盒子，‘百岁’
以后可以用得上。”我俩在父亲的书房里果

然找到了这个盒子，打开一看，最上面竟是
父亲为自己撰写的挽联：“忠诚敬业廉洁奉
献；勤奋俭朴友善谦和。”下面是他自己整理
好的工作简历和奖状、证书。看到这里，我
们不禁潸然泪下，这时才明白，以父亲的智
慧和他对生命真谛的感悟，他肯定早就知道
住院治疗的最终结果了，知道再好的医术也
无法改变大自然的生死规律。他也早已坦
然地接受了必然的结果，自己默默忍受疾病
所带来的痛苦和折磨，只不过是为了不让我
们担忧罢了。在89岁时，父亲印制了一份新
年挂历，并将他自己书写的“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作为首页。在生命的最后一个春节
里，父亲还书写了“展望新时代”，并装裱好
挂在墙上，其实这是他激励子孙后代不断进
取、迎接美好明天的心愿。这时，我们也才
真正理解了“大爱无言、大爱无疆”的含义。
父亲匆匆地离去了，给我们留下了无限怀念
和不舍……

岁月匆匆过，思念绵绵长。敬爱的父
亲离开我们两年了，七百多个日日夜夜恍
如昨天，他的音容笑貌时刻浮现在我们眼
前，慈颜如春，大爱永恒。在父亲逝世两周
年到来之际，谨以此文寄托哀思，悼念父
亲。梦回往昔，父爱如山重；醒来时分，思
念似水长。亲爱的父亲，儿子想念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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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爱如山 思念似水
——怀念父亲

□姬少群 姬少军

在明光市张八岭镇的柴郢村，有一株“怀抱子”银杏
树，宛如时光深处的智者，静立在山水田园间，满树金黄
似岁月华彩，恰如“满地翻黄银杏叶，忽惊天地告成功”
所绘的图景。

踏上这片土地，目光即被银杏树锁定。树干如大地
脊梁，龙盘虎踞，皲裂树皮写满岁月沧桑，如史书镌刻往
昔。枝叶交织，于阳光下闪着金辉，似撑起金伞。微风
过处，沙沙低语，似穿越时光隧道，诉说传奇。

为探其神秘，我多次怀着敬畏之心前往柴郢村，
与村中老者在树下围坐。阳光斑驳，他们眼神眷恋，
开启记忆闸门。此树已屹立 700 余载，五代时，柴荣在
此筑城屯兵，银杏树如忠实史官，见证烽火年代和村
庄兴衰，从荒芜到繁荣，从喧嚣归宁静，坚守至今。“古
柏高枝银杏实，几千年物到而今”，古树承载着厚重的
底蕴。

柴郢村的空气中，弥漫着银杏树背后爱情传说的芬
芳。曾有年轻夫妇树娃与田螺，彼此相爱，男耕女织，生
活幸福。然战火突至，树娃为护家园与爱人，投身军旅，
别了小家。田螺独守空闺，在无尽的思念与担忧中，唯

将情思寄于银杏。
一个静谧之夜，田螺于树下睡去，在梦中，树娃幻为

银杏枝条环抱她，予她温暖和力量。醒来，田螺竟见一
枝条奇迹般弯曲环抱，她坚信这是树娃的爱意守护，是
爱情之力使树有此变化。此后，这棵银杏树被村民称为

“怀抱子”，成为村里爱情的图腾。无数情侣来此许愿，
盼如树娃田螺般情坚，得美满婚姻。

“鸭脚半熟色犹青，纱囊驰寄江陵城。城中朱门翰
林宅，清风明月吹帘笙。”“怀抱子”银杏树静静伫立，怀
抱宽广，纳世间疲惫忧伤。旅人于荫下得心灵滋养慰
藉，仿若忘却尘世纷扰，获内心宁静平和。它像爱的灯
塔，引五湖四海游客来，听古树穿越时空低语，感岁月长
流的爱与暖。众人树下驻足仰望，似见树娃与田螺的爱
情在枝叶间舞动，令人动容。

站在树下，我仿若卷入历史洪流，田螺的思念之苦，
如杜鹃泣血，哀婉缠绵；树娃的报国之志，似钢铁脊梁，
坚毅不屈；更有他们爱情的坚贞，若金石不朽，永恒流
传。岁月流转，银杏树续写柴郢村传奇，于时光长河中，
成为人们心中的精神家园与情感归处。

“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
城”，咏的是牡丹华贵艳丽；“凡心洗尽
留香影，娇小冰肌玉一梭”，叹的是水仙
淡雅幽香；“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
北风中”，赞的是菊花坚毅不屈……但
我更喜欢“冰雪林中著此身，不同桃李
混芳尘。忽然一夜清香发，散作乾坤万
里春”的梅花。

梅花的品种很多，有洁白素净的玉
蝶梅，有红如胭脂的朱砂梅，有粉颜淡
妆的宫粉梅，有萼似翡翠的绿萼梅，有
枝干盘曲矫若游龙的龙游梅、美人梅、
杏梅……梅花纵有千万种，而我独钟情
于家乡的泉坞山梅。

泉坞山是江淮分水岭上的一座小
山，由四个小山丘牵手相邻组成，地处
素有“将相故里、江淮明珠”之称的“三
色”定远县境内。明代嘉靖《定远县志》
记载“曲阳八景”中就有“泉坞朝云”，泉
坞山因“一景、一庙、一泉”历代久负盛
名。现在，京沪、合青高铁穿境而过，合
徐、滁淮、明巢高速经纬相连，交通十分
便利，拉近了泉坞山与外界的距离。原
本长在“深闺人未识”的山乡野梅，也逐
渐走出了深山野岭，闯入了尘世繁华。

“眼见人家住深坞，梅花绕屋不开
门。”春节前后是泉坞山赏梅的最好时节，骑行车队沿泉坞山
生态环山公路追逐前行，喧嚣热闹。“泉坞晓月”映衬下的山坡
成了花的海洋，高岗上、山坳间遍地是梅花。“梅花深红间浅
红，几处萧疏几处浓”，一团团、一层层，随着山势起伏铺展。
白的如锦缎，向天边蔓延；红的如朝霞，一簇簇点缀山林；黄
色、白色、红色、绿色、粉红，五彩缤纷，比层林尽染的秋色更有
诗意，比桃李绽放的春天更有意境。近处，“林下积来全是雪，
岭上飞去半是云”，很多文人墨客、摄影爱好者前来采风，丹青
水墨跃然纸上，相机咔嚓咔嚓响个不停，欢声笑语，此起彼伏，
但闻花间语，不见花中人。

傍晚时分，炊烟在夕阳衬托下，袅袅升腾，山下一片宁静
祥和。古老的村庄、现代化的党校校园、川流不息的上海路和
永康路在这里相映成趣。曲阳湖、前龙水库、油坊水库，碧波
万顷，手拉着手，敞开胸怀拥抱泉坞山。如果你时间宽裕的
话，可以在山下村庄农家乐住上一夜，欣赏月下梅花，更富诗
情画意。伴雪展芳姿，月下艳成诗，寒香随风逸，烂漫梦心
痴。雪后月下梅影绰绰，枝条横斜，那些含苞待放或已绽放的
小精灵在寒风中摇曳着，任凭霜雪侵，我自向天笑。无论是陆
游的断桥梅、王冕的砚池梅、王安石的墙角梅、还是林逋家的
房前屋后梅……都不及泉坞山梅花的野性美。

岁寒三友、花中四君子都有梅。古人有很多赞美梅花的
诗句，常把梅花和雪联系在一起，宋朝卢梅坡的《雪梅》就这样
写道，“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分香”。小时候，每当梅
花盛开时，小伙伴们都会折几枝放在家里水杯中养起来。长
大后，赏梅时身边多了个人，在寒风中，她的泪笑湿了我的肩
膀。现在，回乡赏梅的次数越来越少，偶尔也约上三五好友驱
车同往，景还是家乡的梅，人已非家乡的人。斗转星移，岁月
苍老了容颜，时光洗涤了内心的繁芜，在寻找心灵纯粹的同
时，泉坞山的梅花情结深深地烙在了我的心底。

我爱我的家乡，更爱泉坞晓月映梅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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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长河中的守望
□冯德斌

▲碧水多情唤我栖 王体明/摄

皇甫山短章
（三首）
□袁正建

弥陀寺里的朱元璋

旧情难忘。悟真兄可有真言
患难之交，打狗棍，讨饭碗
比山珍海味珍贵
洪武茶楼，飘来遥远的茶香

沿着皇甫山道
寻一口双龙泉水
弥陀寺，没把我当成外人
衣钵还在吗？从凤阳城出发
飞越一座座山头
680年的山路，拦路虎成堆
乡亲们一直没有忘记您
也没有忘记南谯贡茶
如今的一草一木
都沐浴在阳光里
孩子们的笑声，一次次震醒山林

榉树有一颗红心

春天，山岗，榉树
皇甫山，我认识了你
认识了新四军烈士
棵棵榉树挺拔在身后
仿佛战士们并没有走远
鲜血浸染的山地，适合榉树生长
榉树的木质瓷实，坚强
每一截木头都有一颗红心
假如我能成为一棵榉树
我将学着你的样子
相伴皇甫山，听泉声鸟鸣
千年万年

鸟鸣

清晨，我行走在千米步道
潺潺溪水伴着鸟鸣
布谷声声，领唱婉转的歌
与山风合奏，献给我，献给群山
北将军峰下，千年枫杨扬起秀发
山胡椒的香气飘满山岗
我与每一棵竹子交谈
把胸中的块垒留在山间
把鸟鸣带回城市
带给识谱靠谱的人

村居
□阎 强

甲辰秋，赋闲于楚河之畔，作《村居》记之。

一
锄经步月小桥东，一片诗心嫁远风。
谁解秋来离别意，蝉声唱晚送归鸿。

二
黄昏欲坠远山冲，漫浸诗笺韵色浓。
秃笔难诠蟾兔意，三更秉烛问秋蛩。

三
一架凌霄半影窗，花香浸墨月幢幢。
新诗旧纸千般意，难续庄生梦蝶双。

四
坐石临流弄酒卮，秋风带露酿成诗。
残荷欲读苏公梦，燕子楼前几许痴。

五
小舍临流倚翠微，诗心逐梦伴云飞。
曹溪浣得灵莎偈，愧我无才感薄菲。

六
秋分日月缀长裾，执笔描云绘太虚。
借得蟠桃枝上色，来年冀望染村庐。

七
雨后黄昏倍觉新，残荷野鸭结芳邻。
月光添补凋零色，也惹诗心寄远人。

八
南田北垅弄锄犁，细雨微风两腿泥。
小憇瓜棚茶一碗，诗裁霁色带香题。

九
秋风漫扫老长街，落叶轻旋聚碧崖。
悯惜寒霜侵骨苦，拣回且作煮茶柴。

十
冬声悄自远山来，柱杖相迎上汉台。
莫叹诗情垂暮老，守心能使淡云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