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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太生

源于黄山西麓的秧溪河，似一位妩
媚端庄、从容不迫的女子，从黄山脚下
的焦村镇，一路向着西北端的和平汪王
岭款款而来。

河面渐行渐宽，水流不急不缓的秧
溪，流经汪王岭境内 10多里的河段，愈
显流量丰沛，舒缓轻盈，静默无声地滋
润着两岸巍峨的高山、茂密的森林和岸
边的山花小草。放眼望去，河流、茶园、
森林、白墙黑瓦的农舍，错落有致的村
庄，恰似一幅水墨丹青的长卷在这里铺
展呈现。

“五一”期间，自驾游汪王岭。轻车
熟路，从太平湖南岸的上坡村往南行
进，沿着秧溪溯流而上，一路上画眉啁
啾，黄鹂鸣唱，布谷声声，清澈见底缓缓
流淌的秧溪，似一首多情的诗，舒缓的
曲，流淌的歌，它迎面而来，擦身而过，
然后一路向北涌入柔情万般的太平湖，
亦为太平湖注入一股源头活水，平添几
分清澈与美好。

汪王岭村的新岭、河口、狮鸣、铜
锣、芦坑一个个沿河而建的村落，依山
伴水，绿树掩映。往日坑洼不平的板
车小道，被眼前的水泥道路所取代，沿
途旖旎的风光让我不时停下车来，拍
摄美景、闻听鸟鸣，尽情呼吸清新空
气。站在河口一处河磡边，隔水相望
对岸石壁上，几棵大树生长于石缝罅
隙间，那情形好似放大的山水盆景，令
人称奇。临河而建的狮鸣村，河塝上
一棵高大的枫杨，树龄几百年，庞大的
树冠一片浓荫，粗壮的树干如盘虬卧
龙，往河滩延伸，古老、苍劲、凌然，它

经历过沧海桑田的古今变迁，见证了
当地乡村的进步与发展。不远处的茶
山，茶树青绿，沟垄清晰，满园茶树仿
佛在述说着去年的行情，讲述着今年
的茶事，也显现着茶农的艰苦劳作，辛
勤付出。铜锣河畔，10 多棵高大的枫
杨呈一字排开，自然生长的大树，犹如
绿水青山的卫士，傲然矗立，蔚为壮
观，怡人的景色，令人流连忘返。常有
山外游人和过路客在这里按捺不住地
拍照留影，欲把这茂林修竹、清澈的秧
溪、巍峨的山岭、满山茶园都摄入镜头
留作纪念。

汪王岭，色彩艳丽吸人眼球的还有
农家房前屋后的月季、牡丹，山岭间紫
的鳩花、红的杜鹃，以及满树冠鹅嫩浅
黄的苦槠花，明媚艳丽的花姿与色彩，
使山村春光无限，魅力无穷。这里，山
花蒲儿根更是神奇地沿路生长，从河口
到狮鸣的大路旁、山脚下，野生蒲儿根
的黄色小花一路绽放，绵延 10 多里。
它们陪伴着秧溪，装点着村庄，美化着
乡村道路，也好似以沿路列队的方式，
欣喜地欢迎着山外来客。置身汪王岭，
分明感到茶香、花香、草木馨香在秧溪
河边汇聚、交融，在青青山岗和高高的
岭上弥漫升腾。

掬一捧秧溪水，那样清澈明净；抿
一口猴魁茶，润喉解渴又甘甜。在山脚
采一朵蒲儿根，以草入药清热解毒的弱
小花朵，轻轻嗅之，一缕馨香缭绕鼻
端。林间，几只画眉欢歌鸣唱，追逐跳
跃飞向对岸，如画的春天就在眼前，温
婉明澈的秧溪正缓缓流过汪王岭。

行走在路上行走在路上
——我与《黄山日报》的情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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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 洁曾经是一名不折不扣的文学青
年，读高中时就在《语文报》和《中学生
语数外》上发了几篇豆腐块文章，再后
来在大学广播站和校报当业余编辑，
至今还执有一张《安徽大学报》的记者
证，那时的我，对文学是有些狂妄想法
的。

与《黄山日报》结缘乃是工作后。
学校每个班级都订有《黄山日报》，但
班主任工作的繁杂，迫切想在业务上
发挥特长、当一名好老师的愿望，使我
仅仅只限于读报读文章，思考的却是
教学，书写的也都是教案和论文。而
恋爱、结婚、抚育孩子、琐碎家务也花
去了我太多的精力……有那么五年，
头脑中偶然绽放的只言片语断章残句
总是难以成文。

然而悉心读报，她的几次改版扩
版，我都默默地关注。纷繁复杂、生动
有趣的工作、生活也令我不时产生捉
笔的冲动；同事江红波老师的勤奋笔
耕，更是激励着我。在 1999年的春天，
我终于重新提笔，将许多久积的热望
倾洒，而正是《黄山日报》副刊，迅速给
了我热切的回应。我的第一篇文字是
胡效民老师编辑的，但是，他很快换
岗，第二篇文字的编辑就是高莉莉老
师了。

在《黄山日报》以及《黄山晨刊》的
若干个栏目里，曾经最喜欢《天都周
末》，因为是专刊，内容丰富，以纯文学
的形式展示着城市形象和徽州文化；
然后，因为职业使然，我在王存之老
师、李学军老师所办《教育周刊》发了
很多呓语一般的教育随感；在程东灵
老师编的《旅游周刊》里有更多记录徽
州古街、古村落的文字。而“新安花
语”“万家灯火”“散花坞”“徽苑”等，也
有了我深浅不一的涉足。从当年手抄
稿的爬格子，到后来在电脑上的捉刀
码字，从贴上邮票的信封投递，到发编
辑邮箱再到直接 QQ、微信投稿，从接到
稿费汇款单直奔邮局到如今的支付宝
领取稿费，23 年，时光漫漫，我们用文
字，一直走到今天。

还记得 2003年 6月，非典之后，《黄
山日报》在休宁古城岩和齐云山举办

了“徽风、徽韵”副刊笔会，从古城岩的
得胜鼓、大头娃娃舞到重温的少年游
戏：踢毽子、打鞭螺、滚铁丝圈、跳绳跳
房子还有织沙包；每人背着几瓶啤酒
登山，看齐云山的丹霞地貌、摩崖石
刻、道教文化，还有谈到黄山白岳的

“黄”“白”之分或石质的“黟”“红”之
别；颇具文化品位的田园晚餐，以紫藤
花为菜，八卦图为肴的享受；以及高潮
迭起的篝火晚会，我唱起了那首《相逢
是首歌》……夜晚，我们几个女子，住
在齐云山月华街的木板旅店，卧谈至
深夜无法入眠，次日，坐竹筏顺江而下
……半月后，报社用二三版通栏发表
鲍忠恕、李平易、高莉莉、阮文生四位
编辑一同署名的副刊专版：《徽风徽韵
黄白游，神欢意畅任飞翔》，刊登了大
家的文字，其气氛、其感觉，特别美好，
终生难忘。

虽是业余写作，但值得回忆的事
儿真的好多：有篇《花季.师情》发在教
师节，使初中母校许村中学的老师们
再见我时总是颔首而笑；《新洲石塔》
发在本校申报市级示范性高中全面评
估的关键时刻，引起了许多人关注；
《堨田汪家老屋留下采白壁画》发表的
当天，黄山市电视台的记者赴堨田村
采访了壁画主人，拍摄壁画并在“黄山
新闻”中予以报道，令汪氏家族的老人
们兴奋不已；读过我的家族文字后，有
同事复印了曹鸿藻老人手写的《雄村
志》给我送来……

鲍忠恕老师说，投稿时心态要平
和，作为报纸，稿源不能太窄，不要期
望值过高，但一定不能放弃，坚持写下
去；阮文生老师说，文章与版面要合
适，思路应放宽写，要有深度，不要老
是个人婚姻家庭题材……2004 年的

“三八”妇女节，《黄山日报》推出了“新
安花雨——女作者专版”，我有了一篇
抒写外婆辈爱情的文字《曾经的花样
年华》；也因为李平易老师的推荐，我
的中篇小说《校园上空的莺》在副刊得
以连载，散文《水意》，在 2002年度全省
报纸副刊好作品评选中获得了一等
奖，还有了华东六省一市的副刊奖项。

多年来，高莉莉老师对我们这些
文字女子特别关照，我的一些尝试性
的书评、一些做菜和徽州美食的文字，
常常出现在版面上。李萍、方长英、项

丽敏、吴晓雪、程云芬等，我们因文字
而结缘，因兴趣而走近，一直延续着纸
墨芬芳的友情……每逢我去屯溪开
会，大家就会约聚，一起畅谈文学生
活、美食美衣，怡然快乐。有时遇上同
一版面而初次见面的作者，大家就会
笑着说，哦，原来是你啊！

网络时代的来临，《黄山日报》也
开通了微信公众号、客户端和新闻移
动网等新媒体平台，坚持传统媒体和
新兴媒体融合发展，“新安夜空”闪亮
登场。如今，借这一方纸面，我要诚挚
地感谢《黄山日报》副刊的众位编辑老
师，他们或和蔼可亲，或言辞犀利，但
敬业严谨。正是他们的关心，令我将
许多普通的回忆张扬成激情的文字，
演绎成诗和散文。

回首曾经写文的岁月，那些由诗
文伴随走过的年轻路，触摸着或敏感
或真实或忧伤的情怀，一些感觉就会
氤氲而至，挥之不去。

想到快要离开城东，就总想做点什
么。

可能以后来城东的次数不会再多，
毕竟我生活的轨迹以城西为主，但城东
这 3 年一定是一生中最难忘的 3 年，因
为陪伴。也因为遇见。

昨晚小区群里突然通知要全民连
续核酸三轮，昨天白天已经做了一次，
这个通知意味着周六周日必须继续做
两轮。

大家都很配合，没有人发牢骚。群
主在群里反复发布了做核酸检测的时
间和地点。我顺手@了业主委员会主
任:请问社区需要志愿者吗？

主任问了社区主任后，说需要，并
把主任联系方式推给我。

群里开始有人点赞，还有人说，园
长威武。这 400 多人的群我也不知她
（他）是谁，如何知道我是园长的？我发
了个拱手表情表示感谢，心里想:看来
还是要多做好事，不能做坏事，你不认
识他（她），他（她）却知道你……

一早醒来 6点，看见社区舒主任发
来消息，让我9点半到社区。

时间充裕。做拉伸操，吃饭，洗衣
服，叠被子，样样都能有条不紊地进行，
做完这一切，阴雨了很久的天空突然出
了太阳，天地一片开阔明朗，人的心情
自然也欢愉起来。

我被社区指派到湖边商城检测点，
负责登记人员基础信息。

——是毫无技术含量的工作，但也
是要认真对待的。换上防护服，一秒进
入工作状态。

基本是屯浦阳光、名人之家、山水
人家、金太阳大厦、润城豪园的居民，间
或有碗山、王村的村民，也有路过就停
下来随机来做的。

登记这件事虽简单，但也要手速
快，耳朵灵，记性好，不然会影响到核酸
检测进度。可能是年龄渐渐大了，有时
候来检测的居民嘴里一呼噜就过去，我
还得追着问:1865599后面多少？！但有
时候确实是对方的问题，不在我。比如
有个带着南方口音的人来登记说他叫
李一阳，我登记下来，他说不是这个

“阳”，是有水旁的“洋”。我写了“洋”，
他更急，说也不对，水旁在下面。我也

急了，用笔在白纸上划拉半天，也不知
哪个洋字水旁在下面。我求救地望向
另一个登记员，正巧她也直愣愣看着
我，我刚张口：你是否知道……

“不知道。”
李一“洋”已经要怒了，我见状，递

笔过去:你自己写吧。
他龙飞凤舞地写下一个“然”字，最

后一笔力透纸背，随即把笔啪的往桌上
一拍:洋！洋！这个洋你不知道啊？！

“好的，李一然，请往前走……”我
依然面容淡然优雅无比笑着对他说。

中午吃的盒饭，萝卜烧肉，素炒蚕
豆。旁边一位工作人员说，昨晚是蚕
豆，今天又吃蚕豆。我最不喜欢吃蚕
豆，嫩的有青气，老的一肚粉！

我嚼着嘴里的一肚粉，望着排队的
人。几个小孩在打打闹闹，脖子上挂着
预约码，蓝色黄色的挂绳上下翻飞。奶
奶大声喊:轩轩，你过不过来，不过来我
不带你回家了！年轻的妈妈则沉下嗓
音，一字一句用最有威慑力的声音数:
一！二——感觉“二”字后面已经涌过
来千军万马，令人瑟瑟发抖了。

远远看见女儿过来了，粉色卫衣，
长长的马尾辫，青春可爱。女儿用眼睛
逡巡，一时找不到穿得严严实实的老
妈。终于来到我桌边，她小心翼翼弯下
腰盯着我看。我也盯着她，不动声色，
她试探性轻轻地喊了声“妈妈？”

我忍不住笑了。
到中午已经做了 700多人，下午人

明显少下来，登记间隙还可以刷刷手机，
处理下单位的事。突然有工作人员过
来和我说，你赶紧到那边去换隔离服。

心往下一沉。
难道是检出了“阳”？！下一秒就打

了退堂鼓，撤吧，家里有高三娃，不能开
玩笑。换衣服的 2分钟里，内心戏已经
达到了高潮，最后想想，算了，都坚持四
分之三了，我不会那么倒霉的。

继续。
下午 3点多社区送来一杯奶茶，是

我喜欢的口味，内心又一点一点欢愉起
来。这时候有个貌似领导的来人说，
咦？怎么志愿者也穿隔离服了？志愿
者有防护服就可以了。

哦，看来并不是有“阳”，松了口气。

到傍晚，气温骤降，雨点落下来，用
来登记的桌子一半在雨里，一半在棚
里，我只好局促地挤坐一角。单位群里
有同事发视频说:这是啥天气啊，都立
夏了我又把薄棉袄套上了。

真的是越来越冷，坐在防疫棚里禁
不住打寒战。棚里几盏 LED 灯已经亮
了，护士们都在刷手机，大家都累了一
天，已经不想说话。

我数了数手上登记的册页，一共 40
多张。一张 30人，就是说，光湖边社区
湖边商城点就做了1000多人。

天完全黑了。有个护士走过来柔
声说，你回去吧，我同事一会来接你班。

按照安排，检测要到晚上 8 点结

束，现在6点半，我算是提前下班了。
到家赶紧加了件衣服，在群里汇

报主任我已经完成今天的志愿者服
务，然后把零星照片凑成一个简单的
视频发过去。主任在群里又给我伸了
几个大拇指，然后下面就一堆大拇指
发上来。

《人生海海》里说，生活不是你活过
的样子，而是你记住的样子。

编辑了一段文字发到群里:我是小
区的租户，在这里住了 3 年，小区环境
宜人，生活便利，邻居温暖。还有二十
几天租期就满了，我们全家将要离开这
里，我们会怀念这个温馨的小区，也会
珍惜这3年的美好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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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红云今年母亲节，我没有给母亲送花，
母亲却托人给我送来亲手种植的蔬菜。

母亲根本不知道何为母亲节，与她
相关的母亲节、三八妇女节，在她看来
都与己无关，所以我一般不专门给母亲
打电话祝贺节日。但我知道，在这个特
别的日子里，应该回老家看看她、陪陪
她，可疫情当下，却不宜出远门。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曾经是军
人，现在为警察，这么多年，我一直少有
时间陪父母、伴孩子。而记忆中，母亲
虽然过得很清苦，但她最愿意做的事就
是抽空陪伴子女，并在陪伴中体会幸福
与快乐，而我也在母亲的陪伴中读懂母
亲，从青丝飘然到白发苍苍，那穿透岁
月的陪伴，凝聚了永远不变的母爱！

40 年前，母亲把我送进只有一位
民办教师同教两个年级的一间教室，成
为一名小学生。

从那时起，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
我家的那三间破旧茅草房内，就会上演
一出出瞌睡大战。此刻，母亲擦净灯
罩，划燃一根火柴，点亮一盏煤油灯，顿
时整个堂屋充盈着时空的温暖。透过
微弱的灯光，母亲按时督促子女写作
业。每天晚上，母亲都会借着灯光做点
针线活，静静地陪着我们。母亲说自己
是“上灯瞌睡”，一到天黑就瞌睡难耐，
这是每天起早贪黑地劳动过于疲倦的
原因。母亲通常是一边纳鞋底，一边打
瞌睡，经常在突然惊醒时，被针戳破手
指。而在一旁做作业的我们姐弟三人，
也是一边翻着书，一边打着盹。但当我

趴在桌上睡着，总会被母亲及时发现并
立即推醒。当然，我也不服气，只要看
到母亲打瞌睡，照样马上叫醒她，瞧见
弟弟学习走神，也会上前训斥他。这
样，打打瞌睡，做做作业，忙忙家务，你
叫醒我，我推醒她，相互吵吵闹闹，是母
亲陪伴我们的互动场面。

节假日里，母亲照样以劳动的方式
陪伴我。母亲在田间割稻，我在田埂上
玩泥巴；母亲拉着板车买化肥，我就坐
在板车上嬉闹；母亲挑着西瓜去叫卖，
我就跟着算账收钱。

小时候，总觉得母亲有着使不完的
劲。记得有一次，母亲挑着100多斤的稻
谷，走到5里开外的加工厂去碾米。返回
时，见我实在走不动，大汗淋漓的母亲索
性把我抱进箩筐，让我坐在稻米中，一并
挑回家。伴随着“吱呀吱呀”的声音，我在
箩筐中一路嬉笑。那时只觉母亲力气大，
却没能体会到母亲身体的劳累。

那些年，父母靠辛勤的劳动，供养
我们姐弟三人上学。宁愿自己承担所
有农活，也不愿让我们累着；即便到邻
居家借碗米，也从来没有让我们饿着；

哪怕去亲戚家借些钱，也从来没有拖延
我们的学费。

20年前，我是一名边防军人，那一
年我从云南边陲主动申请去西藏工
作。从此，母亲对一座以前从不知道的
城市拉萨倍感亲切，每天通过看西藏天
气预报知晓我的冷暖成了她的习惯。

在西藏的 3年，我很少能回家。母
亲陪伴我的方式是：她在电话那头，我
在电话这头。每次打电话，她都会责怪
我又浪费电话费，却舍不得挂断电话，
口中反复叮嘱的总是那句话：别冻着、
别饿着、别累着。

家里离镇上有五六公里，为了节省
乘坐三轮车的 1元钱路费，母亲平日都
是挑着担子步行上街，买饲料、卖粮食、
购物品，显得十分抠门。记得那次从西
藏回家探亲，母亲特意花 20 元托人包
了一辆车子到镇上接我，她说儿子行程
远、旅途累，回到家门口，可不能再受
累。

到了家，只见母亲从田埂上走来，
戴着草帽，卷着裤角，挎着篮子，这就是
母亲平时的样子。她告诉我，田中的稻

谷刚刚收割完，还有散落的一些稻穗，
她要全部捡回家喂鸡。我知道，这么多
年，在外围着田地转、在家围着厨房转，
仍然是母亲每天的生活轨迹。

那一天，家中餐桌上常见的萝卜咸
菜变成了大鱼大肉，而平日房内的 15
瓦灯泡也换成了 100 瓦，显得特别明
亮。是的，母亲没上过学，不会说什么
大道理，小时候对我讲的最多的就是

“好好念书”，长大后，对我经常说的就
是“好好工作”，虽然言简意赅，却语重
心长，字字管用，让我一辈子受益。

岁月无痕，既让母亲不见痕迹地老
了，也让母亲老得布满痕迹。背驼了，
耳聋了，眼花了，岁月改变了母亲的样
子，却丝毫没有减弱母亲对子女的爱。

母亲没有收到过鲜花，没有拿到过
奖状，表扬过她的最大领导只是大队书
记，但我真的觉得她很荣耀！

母亲身材矮小，蓬乱的头发上还时
不时粘着几根碎草，使用过最好的化妆
品只是雪花膏，但我真的觉得她很美！

母亲能力有限，安心当农民，甘于
守清贫，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地辛勤
劳动，但我真的觉得她很了不起！

母亲那穿透岁月的陪伴，是黑暗里
温暖明亮的灯光，是饥饿时美味可口的
家宴，是迷茫中安稳可靠的肩膀，是一份
让我安心、令我踏实、催我奋进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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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许是心怀对黄山独有的情愫，我
已记不得多少次前往。一睹她的芳容，
用镜头留下她婀娜的身姿是一件十分
惬意的事，旅途的劳累也不复存在。这
次，我又一次约上几位好友上了黄山。
此行主要目的一是登黄山最高峰——
莲花峰，在黄山之巅真真地体验一次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之感；二是
细细地观赏一次我们安徽的省花，代表
生命之春的黄山杜鹃。

自玉屏楼始，一路都有黄山杜鹃的
影子。它们时多时少，时疏时密，或生
于悬崖之上，或长于沟壑之中。长势最
旺、花开最艳的当属地势朝阳且没有高
大树木遮挡的坡地了。西海、北海等地
都是杜鹃花的理想观赏地。

黄山杜鹃树干稍有弯曲，树皮黑灰
色，其叶子、花朵都与低山杜鹃差异较
大。黄山杜鹃属常绿灌木，生于海拔
750-1700米的高山，叶子看上去较硬，
似乎每一片叶子都记录着历尽风霜的
痕迹。最吸引游客目光的当然是它的
花：一朵朵、一株株错落有致点缀枝头，
摇曳生姿。红色的花苞茁壮成长，红白
相间的花瓣在绿叶的陪衬下更加娇艳
欲滴，微风袭来，淡淡花香扑面而来，让
人惬意自然。这盛开的艳丽杜鹃与诸
多奇峰相映，构成了一幅幅瑰丽无比、
浓墨重彩的中国画。

在“飞来石”景点附近的山道旁，

有几株杜鹃长得十分茂盛。正当我们
在细细观赏时，一棵松树上出现两个
不速之客——松鼠。也许是“见多识
广”、也许是从前我们曾经多次相见的
缘 故 吧 ，这 松 鼠 对 我 们 一 点 也 不 惧
怕。我轻轻地走过去招呼它们，试图
用些零食喂它们，顺便给它们留个影
时，没想到这活泼的小机灵竟一前一
后倏地钻进了杜鹃花丛，再也寻不着
它们，只见红白相间的花枝在轻轻地
摇动……

黄山杜鹃孕蕾大抵在头年的夏秋
之交。受高山气候的影响，黄山的冬天
来得格外早，也格外冷。黄山杜鹃迎风
霜，斗寒冷，愈是被寒风劲吹，愈是被雾
凇重重包裹，这花蕾愈表现出极强的生
命力。它知道，不历经寒冷的洗礼，不
历经风欺雪压，自己就不能长成艳丽的
花朵。它更知道，困难是短暂的，熬过
这短暂的寒冷时光，明媚的春天正是自
己继续生长的大好时机，展现自己绚丽
生命的日子也为期不远。

眼前的黄山杜鹃是如此的婀娜多
姿，如此的艳丽无比，如此的让人赏心
悦目。联想到它迎风霜，斗寒冷时的那
些艰难日子，一股敬佩之情在我心里油
然而生。我似乎明白了黄山杜鹃之所
以能当选我们安徽省的省花，不光因为
它的艳丽，还因为它身上所表现出来的
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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