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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樱

初春，静夜里，一书一茶一清灯，展

卷邓德林先生这阕献给中国共产党生

日的词：

“梅报年春，兰苕幽静，遍山茶蕾芬

芳。/杜鹃吐曜，十里碧桃徉。/榴锦鲜红

似火，栀子润，茉莉新妆。/玫瑰雅，清纯

情恋，莲韵满池塘。

秋 高 丹 桂 赏 ，芙 蓉 争 艳 ，月 季 流

光。/傲霜寒，仙菊尽享高阳。/映眼神州

大地，牡丹放，国色天香。/乾坤朗，悠悠

岁月，和顺又福祥。”

似有百花满庭，暗香浮动，让人穿

越时光的隧道，追寻那散落的美丽。

花虽无言，却有语。

这是德林先生作词之妙处，朵朵花

开，花开中国，中国花开，开出了青春的

芳华，开出了生命的壮丽，开出了中国

天空中的繁星闪烁，开出了中国大地上

的红旗猎猎，开出了中国的盛世繁荣。

词以“梅报年春”开句，严寒中，梅

开百花之先，独天下而春，先生巧借梅

的“初生为元，开始之本”，意为中国共

产党开天辟地革命史序幕的拉开，更借

梅的“高洁、坚强、谦虚”，意为中国共产

党人的立志奋发、坚韧不拔，尤借梅的

“梅开五瓣，元亨利贞”，意为中国共产

党如梅一般，定能传春报喜。

随即，上阕中，先生以象征手足情、

民族情、爱国情的幽兰，表达了中国共

产党人的情怀、精神与境界。早春，寒意

依旧，茶花满山遍野，含苞待放，尤其山

茶花不似其他的花朵，它在凋谢时不会

凋谢整个的花朵，而是花瓣片片凋落，

一直到生命的结束，她这样小心翼翼的

凋谢的方式，不就和共产党人追求人生

价值的态度是一样的吗？无论身处何地

的寻觅，无论岁月变迁的守护，都能连

接起一个历久弥新的世界。

紧接着，先生笔下杜鹃、碧桃、锦

榴、栀子、茉莉、玫瑰、清莲次第绽放，每

朵绽放都在诉说，风里雨里走过，只为，

走向姹紫嫣红的盛夏……中国的革命

也历经寒冬走向盛夏，向阳而生，革命

的红花，开在“雄关漫道真如铁”的岁月

中，竞放在“人间正道是沧桑”的时代

里，从云周西村的铡刀，到渣滓洞里绣

红旗的热泪行行，从子弟兵的母亲戎冠

秀，到淮海战场冲向炮火推小车送军粮

的姐妹，从解放区一封封写给前线儿女

沾满热血的家书，到宁死不屈的八女投

江……每朵绽放的红花都在呐喊，枪里

弹里拼过，只为，走向中国革命的胜利。

秋天绽放的花朵，已然带着岁月的

沉淀和底蕴，下阕中，丹桂的飘香、芙蓉

的争艳、月季的放彩、金菊的傲霜，一份

静好，几许醇香。若，革命先辈走过那洒

满鲜血的路上，一个个脚印记载着多少

风雨与沧桑，哪怕只有半季的绽放，哪

怕只是如流星划过，为了解放全中国，

他们前赴后继着，他们无悔奉献着，他

们艰苦斗争着，赢得国家的独立和民族

的解放，烙下抹不去的印记。

百年的奋斗，绿染春风今又是，敢

教日月换新天。

先生的心，飞翔，笔下牡丹怒放。华

夏大地春潮奔涌浪赶浪，莺歌燕舞庆升

平。东方，飞翔的蓝色梦幻，亚太经合组

织、世贸组织的加入，放飞着中国人的梦

想，上海像一颗明珠，点缀在长江巨龙的

额畔；南方，奔涌的绿色旋律，“时间就是

金钱”的宣言揭开了一个时代的序幕，深

圳跳跃在南方人轻捷的步伐中；西方，苏

醒的黄色灵魂，敦煌清风，关山冷月，岁岁

年年，大漠孤烟，黄河落日，年年岁岁，今

天春之精灵已在荒原开花；北方，搏动的

红色心脏，北京奥运让中国成为世界瞩

目的焦点。神州起航、嫦娥奔月、青藏铁

路、一带一路、金砖峰会、电子信息、分子

生物、原子能、微电脑、港珠澳大桥……

一朵朵绽放的“国色牡丹”，告诉世界，一

个强大的中国崛起在世界的东方。

在最美的年华里，与梦想相遇，执

着追梦，即使寒冷的冬季，也能感受到

春日的暖阳。

全词，四季里，一花一瓣一颗心，花

开不同赏，花落不同悲，若问共情处，花

开花落时……

光
阴
里
的
大
酉
山

花开四季，情暖人间
——读邓德林《满庭芳·花开四季香满园》

文学评论

春天，
去看山、河、湖、田

谭仲池

壶瓶山

一半在白雾中

一半在绿色里

还有一半在想像里

还有一半在诗画里

为何壶瓶山如此美妙

只因山在播种春天的色彩

云在雕刻自然的画卷

人在守护天赐的神圣

就连露珠爬在草叶上

也在编织心灵的圣经

我走进壶瓶山

攀上峡谷的悬岩边

最想看远古的石梯

是不是还藏在苍老的青苔里

我看见两只小鸟

站在枝头对话

它们不时朝我打量

似在问

你是不是迷路了

我想告诉鸟儿

我知道大山的深幽

溪涧的空灵

花草的鲜丽

我还在想山外

听到的那个故事

一个护林员

在河滩上救起

一条娃娃鱼

像爱护自己的孩子

把它送回山谷的小溪

红色的胖娃娃鱼

摆动柔软的尾巴

自由活泼地

游向春天的深处

浏阳河

我喜欢河弯款款回环

扯住你绿盈盈的衣角

有说不完的向往

我爱看你澄澈面容

比少女更加妩媚

心里荡漾缠绵的微澜

河岸的村庄变成了花园

船上的渔火化作天空的烟花

麻石码头留下的记忆

托起彩虹飞过山坡

梦中我不止一次

抱着菊花石

听蕉雨琴哭诉

昆仑肝胆

是怎样在京都崩裂

把烈士的剑魂雕塑

一条河流着殉道的殷红

流着思想的血脉

流着山河的雄丽

流着天地的高阔

流着千古不变的追寻

和一树树花开的火焰

还有无声细雨

对春天的许诺

洞庭湖

江豚回来了

卷起一圈一圈的黑色波浪

把久别的苦情淹没

候鸟飞来了

不再去黑杨盘起的城堡

眼前的世界宁静宽阔

巍峨湖堤长城般延伸

胸中荡漾着

八百里烟波

渔网不再网明月星光

沙石场的尘埃

消失在春天湿润的微风

滕子京终于醒来了

唤退脚下的波涛

他要去不再喧嚣的湖湾

听渔歌唱晚

他又一次用心

去牵动范公心中

亮着的万家灯火

和山海苍浪

洞庭湖多情青螺的故乡

你水天一色的殿堂

湘妃挥泪的竹坞

早刻下千古不变的守望

只是今天

湖洲上的芦苇

才真正有了独立的思想

紫鹊界梯田

万年千年百年

从远古走来

这片崇山怀抱的风景

演变成不老的神话

山是紫色的

石是紫色的

泥是紫色的

田是紫色的

风也是紫色的

只有水是白色的

禾苗是绿色的

谷子是金色的

梦是彩色的

层层梯田藏在石砌的围城里

丰收播种在软软泥巴的相思里

期待融入滴滴汗水的晶莹里

欢笑挂在山里人门口红红的灯

笼里

我来看紫鹊界的梯田

太阳暖暖地照着古老山寨

光芒在田间闪耀

一群喜鹊飞过碧霄

飘在云朵里的叫声

是甜色的

李少岩

在 我 遇 见 大 酉 山 之

前，她浸在亿万年的光阴

里，以一种深邃的格局存

在。

我所说的深邃，不啻

是大酉山独特地貌，还有

她源远的一腔文脉。追根

溯源，相传，早在二千多年

以前的秦朝，专横跋扈的

秦始皇焚书坑儒，一众有

识之士，冒着杀身之祸，从

彼时都城咸阳出发，迢迢

万里，不畏险阻，将一批弥

足珍贵的典藏文集偷偷运

至大酉山、小酉山，藏在大

酉洞。藉此，便有了“学富

五 车 ，书 通 二 酉 ”经 典 咏

传。

当一座山，与一抹氤

氲的书卷气交相融合，注

定了她与众不同的气象。

一路风尘，走山涧，穿

隧道，我们来到位于大酉

山 麓 的 湖 南 辰 溪 县 潭 湾

镇。远远望去，一座灰瓦白

墙的大酉书院，隐在绿树

掩映中，气宇轩昂，古色古

香。穿过一扇朱红大门，沿

青石廊檐，迂回婉转，行至

曲径通幽处，忽见一方偌

大的天井悬在头顶。透过

宽阔的天井，看到瓦蓝色

的天空里，云影散淡，一望

无垠。院内绿意丛生，素雅

而幽静，一口大缸立在天

井中央，浮水之上，一簇褚红色的水

莲，在静默中，见证了时光走动的影

子。一时间，我的脚步愈发迟缓起来。

我在冥冥中，仿佛走进一段悠长的历

史时空。我忽然感觉，时空构筑了距

离，距离形成了苍茫感。难道不是吗？

岁 月 之 河 流 逝 多 远 ，大 酉 山 都 在 这

里。作为一位姗姗来迟的造访者，面

对无限的自然万象，我有限的精力，

该是多么地苍白无力。

在幽暗的陈列室中，一幅幅介绍

大酉山以及书院的图案、书籍位列其

中。我仔细梳理这些图案与文字所拼

接的历史，沿着一条漫长的时间线，

寻 找 无 比 邈 远 的 文 化 脉 络 。2300 年

前，楚国诗人屈原被放逐，宦海沉浮，

他深感前程渺茫，心灰意冷地顺着长

江 进 入 洞 庭 ，一 路 漂 泊 来 到 沅 江 上

游，巡游辰河，弥望绵延不尽的大酉

山，浮想联翩。他在《涉江》名篇中写

下“朝发枉渚兮，夕宿辰阳”诗句。我

不禁冥想，这位屡遭贬谪士大夫，站

在辰河一叶孤舟上，那种天荒地老的

孤独、海枯石烂的寂寞，在他心里回

旋、萦绕，喧腾不息。

时间的车轮，滚滚向前。世间没

有停滞的脚步，也没有一座绝对静止

的山川。与屈原涉足辰河、大酉山所

不同的是，一千多年以后，明代理学

家、心学创始人王阳明，在游览大酉

山、大酉洞时，他没有屈老夫子那般

颓废、挫败的心境，而是胸襟旷达，心

怀苍生，即兴题诗《大酉洞》：“路入春

山久费寻，野人扶病强等临，同游仙

侣需乘兴，共商花园莫厌深，鸣鸟游

丝俱自得，闲云流水亦何心？独怜疾

首灯窗下，辗转支离叹陆沉。”显然，

这与他“知行合一”的思想理念，在某

种意义上，有着如出一辙的暗合。王

阳明认为“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

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据

辰溪县志记载，王阳明在正德三年至

正德五年间，在前往山西的途中，曾

经三年两次行走大酉山，可见他对于

大酉山的钟爱，无以复加。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人类进化

起 源 于 大 山 ，从 刀 耕 火 种 的 原 始 生

活，到茹毛饮血的素食果腹，逐渐走

向广阔的平原，逐水而居。事实上，人

类每一次回归大山，就是接近谦卑，

从世俗的喧嚣中沉淀下来，像山一样

达观，如水一样澄澈。在潜移默化中，

就这样，一群钟爱大山的粉丝来了，

王昌龄，刘禹锡，沈从文等古今文人

雅士，他们从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

域来到大酉山，妙笔生花，为大酉山

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千古美篇。

时值周末，除了我们一行人，还

有几个团队在大酉书院游走。书院内

人流攒动，里里外外，一派热闹的场

景。我一个人坐在廊檐下，

聆听淅淅沥沥的冬雨，从

天井上空泻下来，一滴一

滴打在青石板上，叮叮咚

咚，如同清脆悦耳的音符，

盈满书院。忽想，这样纷纷

扰扰的雨天，将我留在大

酉书院，应是一份天意。在

绵延不尽的雨幕中，我切

实体悟天井与书院的相得

益彰。往往就是这样，有时

刻意寻找的某种意境，却

在不经意间，与我们不期

而遇。

雨已停歇。我还陷在

一阵沉思中，文友过来邀

我去酉庄走走。这是一座

与 书 院 配 套 打 造 的 集 餐

饮、休闲、娱乐为一体的综

合庄园。园内亭台楼阁，山

水相宜。放目远眺，只见一

波平静的水面，荡起一叶

小舟，一位垂钓者端坐舟

上，安详地打发静悠的时

光。稍后，当我走近时才发

现，我的眼睛被忽悠了，原

来舟上那位垂钓者，只是

一尊没有灵魂的塑像。便

想，现实中，我们被这样虚

拟的表象迷惑还少吗？转

念一想，又何必较真呢，仅

有这一湖宽广的静幽就够

了。平日里，我们所要寻求

的语境，不正是这一抹皈

依本真的呈现？

夜宿酉庄。我推开客

房窗户，依稀可见，外面是

橘园，橘园外是一片幽深的树林。此

刻，夜已落幕，白天里那些运动的活

物，退进暗淡的舞台，等待下一次精

彩上演。我在想，大酉山这样阒静的

夜里，总该有一枕好梦吧？

翌日清晨，当我还处在迷迷糊糊

的睡意中，窗外叽叽喳喳的鸟鸣声将

我 叫 醒 。我 匆 匆 起 床 ，侧 耳 倾 听 。起

初，是一只鸟呼唤，而后是两只鸟在

交流，紧接着，许许多多的鸟们不甘

落后地附和起来。一会功夫，整个茂

密的林间此起彼伏，那架式，似在饰

演一场别开生面的大戏。蹑手蹑脚，

我将窗帘拉开一个小缝，透过细小的

缝隙，我偷窥着窗外闹哄哄的镜像。

我敛声屏气，不敢弄出丝毫的动静，

害 怕 些 微 的 冒 失 会 惊 扰 了 它 们 。试

想，在这片葳蕤的林间，它们才是这

里当之无愧的主人，人类的每一次临

近，顶多算是可有可无的访客。

早餐过后，因为约定的事宜稍有

变动。见时间有些宽裕，有人提议环

湖转悠一下。大家一致应允，沿着小

径漫步，路旁的橘柚黄了，它们探头

探脑地粘在枝叶间，隐隐地释放着浓

郁诱人的果香。越过一道湖堤，迎面

是两株巍峨挺拔的桉树，硕大的树冠

直插云霄。站在桉树巨大的气场里，

一 瞬 间 ，我 感 觉 一 种 生 命 蓬 勃 的 张

力。同行者告诉我，桉树是一种速生

树种，它根系发达，吸取养分特别强

大，它的存在，让周围其他物种忌惮

无比。我不由想，在自然万物中，适者

生 存 ，谁 能 逃 脱 这 份 物 竞 天 择 的 窠

臼？

大酉山不语，她恬静的样子让我

想到，无声，其实是一种绝妙的境界。

这样想着，我与大酉山的相逢与

作别，不需要完美的解释。来来去去，

本是人生常态。许多时候，相逢意味

着别离，而别离又总是人生舞台上，

一个无法回避的细节。

在大酉山从容的目光里，我们的

汽车渐行渐远，以致模糊不见。一次

次的回眸中，大酉山的身影隐入一片

远逝的虚空。我也是一个山里长大的

孩子，大山除了滋养我的肉身，也调

理了我毕生行走的心境。多年以来，

我对于大山总有一种难以释怀的情

结。从我来到大酉山那一刻，我已经

被 这 里 浓 厚 的 文 化 底 蕴 所 熏 染 、渗

透。我知道，往后余生，我再也走不出

大酉山的视线。在每一个月朗星稀的

夜 里 ，在 我 每 一 次 对 于 大 酉 山 的 景

仰。

细想，何止于我，每一个远离大

酉山的人，穷其一生，在心里，沿着一

条既定的路径，终将回归大山。因为

只有这里，才是我们亘古不变的精神

原乡。

汉诗新韵

游宇明

朋友相聚，聊起看瀑布的感受，我

问大家一个问题：瀑布为什么壮观？有

人说：由于地势高；有人说：由于水流

大；最后一个说：因为它没有退路。所有

听的人齐齐鼓掌，觉得这个回答既有诗

意又有深度。

如果有平坦的溪道或河道可走，溪

流肯定会选择更轻松、更舒适的生活方

式，因为缺少退路，只能在悬崖上倾泻

而下，它也就无意中成就了自己的壮

观。

人生的“壮观”同样是在无退路的

情况下逼出来的。1937 年下半年，日本

飞机对中国腹地猛轰滥炸，全国抗战面

临极其危险的局面，国民政府决定将内

地大量的人员、物质西迁战时首都重

庆，以作长久抗战准备。那时，中国的铁

路、公路、航空都不怎么发达，运力极其

有限，许多地方还被日军侵占，更是加

剧了这种困难，不得已，所运人员、物质

只能由宜昌逆长江而上进入四川。在民

族危机的关键时刻，其时著名的民营航

运公司民生公司的总经理卢作孚毫不

犹豫地站了出来，他亲自到宜昌第一线

指挥运输。

此时日寇大军压境，逼近武汉，离

长江的枯水期也只有 40 天时间，不抓

紧抢运，后果不堪设想。川江航道暗礁

极多，江流汹涌，必须白天航行，为了争

取时间，改为夜间装卸。凡是次日需要

运走的物质，当晚就装好船。入夜，轮、

驳、岸各处灯光辉映江水，装卸的号子

声、起重机的轰鸣声、汽笛声响起一片。

日本的飞机在天上扔炸弹，炸完，还要

嚣张地俯冲下来看看有没有炸沉。卢作

孚竭尽所能动员民生公司全体职工参

与这次大航运，他一方面大力宣传抗战

是正义事业，为之牺牲无限光荣；另一

方面关心职工生活，节省其他开支给大

家加薪水，以鼓舞士气。他调集 22 艘轮

船、850 多条木船参与抢运。在这 40 天

中，卢作孚的民生公司付出了惨重的代

价，16 艘轮船被炸毁，116 名船员遇难。

然而，这次不考虑退路的抢运为民

族抗战作出的贡献却是值得大书特书

的。直到宜昌沦陷，民生公司共运送军

队、伤员、难民 150 多万人，货物 100 多

万吨，其中包括两万吨的空军器材、广

东炮厂的物质等，创造了世界航运史上

的奇迹。没有卢作孚主持的这次战略抢

运，中国后来的抗战一定会艰难许多。

人本质上是追求幸福、舒适的，一

般性的工作也好，重大决断也罢，有退

路总是使人愉快。不过，生活却时常告

诉我们：有时，没有退路，反而可以使人

获得卓越的成就，让我们的生命闪耀出

平时难以见到的亮光。

干一件事，最可贵的是坚持。人有

许多选择的时候，往往习惯于这里试

试、那里弄弄，看似充满开拓进取之心，

其实处处都是浅尝辄止。一旦只剩下一

条路，没了后退的可能，你的目光就会

凝于一处，你的脑子里就只会有逢山开

路遇水架桥的念头，最后往往将原本不

可想象的事情做成了。

人的智慧也是个变数。有的人一辈

子不喜欢动脑子，智慧处于被人为封存

的状况；有的人一生将自己的智慧开发

到了极致，使我们惊叹人原来可以如此

聪明。人什么时候可以脑洞大开？一定

是没有退路的时候。没有退路，唯一的

生机就是把那条明显有些艰难的路走

通，你就会将自己的潜都能用上，就会

培养原本不具备的能力，无意中，平庸

的溪流变成了壮观的“瀑布”。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是句老话，

也是被历史与现实中无数事实证明的

真理。

“无退路”才可成就壮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