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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固始县胡族铺镇黑湖村有一座革命烈
士陵园，高大的墓碑上，书写着“十一烈士 永
垂不朽”八个大字。碑后十座坟，安葬着在北
庙集战斗中英勇献身的十烈士忠骨。

1949年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奉命南下，
准备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一天，胡族铺
区委接到上级紧急指示，在两天内要架通由
期思集直达胡族铺的白露河浮桥，确保南下
大军顺利通过我县。经区委研究决定，把这个
艰巨任务交给正在北庙集剿匪反霸的区大队
二排。在李启令区长、薛清海副区长的指挥
下，全排战士积极发动群众，抢架白露河的浮
桥。就在同志们投身紧张架桥的时刻，一场血
战到来了。

农历 2月初 7日夜，天空乌云密布，以匪
大队长陈俊生为首与国民党区分部书记韩子
云、伪区长石雪岩、伪乡长张仲和、北庙集匪
首祁志中、鲁明久等人，在胡族铺北街后一座
寨院里，密谋策划劫取我在北庙集执行任务
的二排枪支，破坏南下大军渡江作战，扩充土
匪大队实力。会后，由陈俊生带领两个土匪中
队200多人，攻打北庙集。

2月 9日上午，匪骨干分子带着短枪，化
装成卖菜、卖草的赶集人，混入北庙集街内。
10时左右，匪徒们嘴里咬着红布条，以枪声
为暗号，突然向我二排战士袭击。匪徒吴黑
盖、张干巴先闯进屋里，开枪打死正在擦机枪
的两个射击手，夺去机枪和一箱子弹。战斗一
打响，薛副区长带领五班长王连生和14名战
士，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奋起向敌人冲锋。

薛清海被敌人抓住衣服，但他临危不惧，连开两枪，击毙两个土匪，得以脱
身。这时他左胳膊已负重伤，仍置生死于不顾，率领战士冲入敌群，一直打
进十字街口，不幸中弹。在生命最后的时刻，用尽气力说：“同志们，冲啊！
为人民报仇！”就在这时，五班长王连生被敌人卡住脖子，他举枪打死两个
匪徒，刚想脱身，士匪小队长陈老虎用刀向他猛砍过来，又被他当场击毙。
年仅十五岁的新战士郑大荣，在战斗中表现非常英勇，土匪朝他脖子、胳
膊连砍两刀，腰部也负了枪伤，鲜血顿时湿透了衣襟，可他仍然忍着剧痛
和敌人开展了搏斗，用嘴咬住敌人的手指紧紧不松。事务长宋炳然被敌人
拦腰抱住，他把手枪插在胳肢里将敌人打死。后来，宋炳然又与区长李启
令被匪徒围困在土楼内，可他们仍然顽强地坚持战斗。

战斗激烈的进行半小时，匪徒已死伤 30多个。我驻胡族铺部队闻讯
后火速赶到，敌人才四散逃窜。在这次战斗中，我胡族铺区干部、战士 11
位同志牺牲。他们的名字是：

副区长：薛清海 河北人
排 长：张福春 河北人
副排长：孔明生 河北人
班 长：刘士强 山东人
战 士：刘坤田 胡族四里村人
战 士：谭明生 道超集人
战 士：李德发 杨集人
战 士：王有发 山东人
战 士：吴昌友 武庙集人
战 士：盛辫子 胡族苏岗人
战 士：单士俊 山东人（此人忠骨单独安葬）
同年秋，党和政府发动广大群众，深入开展剿匪运动，匪首陈俊生、石

雪岩、张仲和、韩子云等一个个落入人民法网。我胡族铺区人民政府召开
万人斗争大会，把这些血债累累的坏家伙就地执行枪决，为人民伸了冤，
为烈士们报了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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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山中一日，仿佛离开人间千年——
当一群谙熟天地的人
开始南山行走，细雨织出的天衣
罩在每个人的身上，便长出羽毛
获得了身轻如燕的自由
载我们的依维柯是一架飞行器
穿越在西九华的凹冲之间
神秘、悠远、宁静，每一步都是诱惑
虽然我们暂时无法深入其中，却轻易
进入心灵，进入乡愁，进入我热爱的词语

二
走在采风的队伍里，镇党委书记敞着怀
转身就露出诗人的胸襟。在刚刚收获的打谷场
又变成一个灌篮高手
熟知南瓜、西瓜和冬瓜的篮球，被你旋转
舞蹈着星系的灿烂
说起俏巴邻里、人居环境、村史馆、三土服饰
黄书记如数家珍，不厌其烦的解答
说得竹林扭腰，小溪接茬
晒黑的皮肤，掩不住脸庞上的红
怎么看都是一枚鲜亮的徽章

三
此刻的南干渠是银河的一条支流
我们在梦幻里漂流。莲花的倒影里
两只鸟儿只在香樟上调试嗓音，仔细听出
是《韶乐》的一部分，正用来
校正摇摆的炊烟和乳鸭的航线
富金山一侧，大炮敲掉山的大牙
刚刚被红花知青点修葺的旧居
补上，流畅的风和流畅的水，完整地诉说着
一段特殊的历史，我们作为旁观者
一次次走近，一次次走出

四
妙高寺的海拔依然最高
无法深入的内部，风都可以代替我们抵达
并把漏洞填满——
似曾相识的雨，从未相识的流水
都是经历风雨的西九华留给尘世的词语
一愣，我看见大鲵在长江河边修行
青蛙在荷叶的团铺上
像地衣，像苔藓，像根须，像落叶
带着向上生长的敬意，像河流
在最低处的时候，随时跳出五行之外

五
想在美丽的事物背后找到落差
可以去大茶壶，那儿的山风比你内心还陡峭
谁能喝下这一壶天露，自带光芒
比唐诗宋词还要抒情，可以有辽阔的比喻
有所共鸣者，无须动用惊叹，但可以动用沉浸
在这儿，阳光不是虚词
它的暖，没有边界，不像妙高寺
给尘世开一扇仄门。你可以在石阶上发呆
天堂也好，沧桑也罢，你都可以捣碎了入药
直达穴位，找到更多细小的呼应

六
人间灯火，在这时候隐藏了起来
内心通透之人，诗意微醺。下山时不知身在何处
走一步错一步。竹园公社，茶园小镇
每一段都像地方志，一个个诗意盎然的句子
都是我无法带走的沉甸
我们在诗外桃源，其实也在诗内
这里的桃花被南山十珍诱惑着
举起的酒杯，动用了恢宏的星象
是生命和信仰在吟唱，也是天空和流水在抒情
迷蒙之中，天青色烟雨还在为小镇上釉……

当第一缕秋风悄然拂过，那满
树的叶子便像是听到了季节的召
唤，开始纷纷扬扬地飘落。一片一
片的落叶，宛如一只只金色的蝴
蝶，在空中翩翩起舞，然后慢慢地
落在大地的怀抱之中。那满地的金
黄，像是大自然用它最温柔的笔
触，绘制出的一幅绚丽画卷。

我站在树下，望着那漫天飞舞
的落叶，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惆
怅。这落叶，是秋天的使者，它们宣
告着一个季节的结束，同时也预示
着另一个季节的开始。在这叶落的
时节，我的内心深处似乎也被触动
了，那是对时光匆匆流逝的感慨，
也是对过去岁月的怀念。

然而，当我走进那间小小的书
房，那股惆怅便被一种宁静而充实
的感觉所取代。书桌上那一本本整
齐摆放的书籍，仿佛是一位位沉默
的智者，在静静地等待着我去开启
它们的智慧之门。我轻轻翻开一本
书，那纸张发出的沙沙声，仿佛是
在与这秋天的落叶相互应和。

在这叶落的季节里，书声开始
在我的耳畔响起。那清脆的读书
声，如同山间潺潺的流水，流淌在
这寂静的空气中；又似清晨婉转的
鸟鸣，打破了夜的宁静；更像一首
悠扬的古曲，在这小小的书房里回
荡。我沉浸在这书声之中，仿佛进
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我读着那些优美的文字，它们
在我的眼前展开了一幅幅绚丽多
彩的画卷。在《诗经》里，我仿佛看
到了古代的先民们在那片广袤的
土地上，辛勤劳作、歌唱爱情的场
景；在《离骚》中，我感受到了屈原
那满腔的爱国热情和不屈的精神；
在唐诗宋词里，我领略到了诗人词
人们那细腻的情感和对人生的深

刻感悟。每一本书，都像
是一扇通往不同世界的
大门，引领着我在知识
的海洋里遨游。

比如《平凡的世界》
这本书，它就像一位挚
友，在我迷茫的时候给
我力量。书中的人物在
艰苦的环境中依然努力
奋斗，他们面对生活的
苦难却从不放弃的精神
深深感染了我。让我明

白，人生虽有坎坷，但只要有坚定的
信念和不懈的努力，就能够在平凡的
世界中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不平凡。

还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它
如同一座灯塔，照亮了我前行的道
路。保尔·柯察金的故事让我懂得了
什么是真正的坚韧与勇敢。每当我
遇到困难想要退缩时，保尔那钢铁
般的意志就会浮现在我的脑海中，
激励着我勇往直前，不向困难低头。

回忆如潮水般涌上心头。小时
候，每到秋天，我便会坐在窗前，听
着窗外落叶的声音，捧着一本童话
故事书，沉浸在那一个个奇妙的故
事之中。那时候的我，仿佛是一个
天真无邪的孩子，在那充满幻想的
世界里，追逐着自己的梦想。随着
年龄的增长，我开始阅读一些经典
的文学作品和科普书籍。在那些书
籍里，我学到了很多知识，也懂得
了很多道理。它们就像是一盏盏明
灯，照亮了我前行的道路。

然而，在学习的道路上，我也
并非一帆风顺。有时候，我会遇到
一些难题，那些难题就像是一座座
难以逾越的山峰，横亘在我的面
前。我曾经感到过沮丧和迷茫，甚
至想要放弃。但是，每当我看到那
窗外飘落的落叶，想到它们在生命
的最后一刻依然那么美丽、那么从
容，我便会重新振作起来。我告诉
自己，不能轻易放弃，就像这落叶
一样，即使是飘落，也要展现出最
美的姿态。

在这叶落的季节里，我在书声
中不断地充实着自己。那飘落的叶
子和那朗朗的书声，构成了一幅最
美的画面。我知道，这是大自然与
人类智慧的完美结合。那落叶象征
着时光的流逝，而那书声则代表着
我对知识的追求和对未来的憧憬。

叶落书声起
□ 王建强

山中一日：南山行走之陈淋子

色彩斑斓西九华 张 佳 摄

□ 李庆华

一
“山中一日，仿佛离开人间千年——”
起笔引出了那个古老而又常新的哲学命题：我是

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仅有的一具肉身因为一方山水的介入而被忘记。而

这种境界、体验莫非便是传说中的物我两忘，天人合一？
尘世的纷纷扰扰被一件“细雨织出的天衣”遮蔽。雨

从天上来，雨往脚下去，沐浴其中，唐诗、宋词，你真的无
法分清是哪一滴。你的指尖刚要触及，瞬间，她便化成了
湿漉的回忆。

莫道不销魂，“穿越在西九华的凹冲之间——载我
们的依维柯是一架飞行器”。它不是跑的太慢，而是飞得
太低。山路逶迤，让“神秘、悠远、宁静”，渐次进入“我热
爱的词语”。

二
“走在采风的队伍里，镇党委书记敞着怀/转身就露

出诗人的胸襟”。
这不由不令人浮想联翩。我也想知道诗人的胸襟，

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具象。是手挥五弦，目送飞鸿？是
“挥身自兹去，萧萧班马鸣”？是“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
征战几人回”？还是“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
人”？而答案还是交给昨夜到此一游的雨和今日吹面不
寒的风。

而闪转腾挪，也不止是风雨才有的本领。“在刚刚收
获的打谷场/又变成一个灌篮高手”，在庆华先生笔下，

“熟知南瓜、西瓜和冬瓜的篮球，被你旋转/舞蹈着星系的
灿烂”。

闭上眼睛，即能想象出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场景。是
不拘一格的就地取材，是生龙活虎的魅力乡村。南瓜、西
瓜和冬瓜皆篮球，大概也只有庆华先生敢这么命名。

作为一方“诸侯”，黄书记用他的实际行动带领着活
力乡村。

“说起俏巴邻里、人居环境、村史馆、三土服饰/黄书记
如数家珍，不厌其烦的解答/说得竹林扭腰，小溪接茬”。

山川风物，家国情怀。也只有爱到骨子里，才会对这
里的一草一木如此动情。我惊叹于黄书记的博学广闻，
更钦佩他的好学精神。

“晒黑的皮肤，掩不住脸庞上的红/怎么看都是一枚
鲜亮的徽章”。

万山磅礴，必有主峰。诗人若木在长诗的第二节画
龙点晴，一位“守土有责、守土尽责”的人民公仆形象，跃
然纸上，栩栩如生。

三
“此刻的南干渠是银河的一条支流/我们在梦幻里

漂流。”
有渠就有水，有水就有源。顺流而下的不止是农人

头顶草帽的倒影，还有溢出两岸的一渠蛙鸣。
有水就有渠，有渠就有桥。有桥就有了纽带与联姻，

穿过桥面的有双轮驱动，也有四蹄生风。
“富金山一侧，大炮敲掉山的大牙/刚刚被红花知青

点修葺的旧居/补上”
当抗日的烽火烧过史河，富金山成为武汉阻击战的

外围，宋希濂率部下用血肉之驱挡住了日寇进攻的铁
蹄。红花村的每一座岭头都成为绞肉机，万人坑里长眠
的是中国军民的宁死不屈。映山红开遍的时候，哪一朵
不是对和平的希冀？

沿着南干渠一直朝前走，就走进了历史的深处。知
青岁月已成为过去，但历史不会忘记。在这片广阔天地
里，饱蘸着他们用无悔的青春，洒下的热血和汗水。

而今日讲述者，正是“流畅的风和流畅的水”。

四
“妙高寺的海拔依然最高/无法深入的内部，风都可

以替我们抵达”。
一愣，不是因为妙高寺的海拔，而是这不动声色的

表达。
我懂，一座地标建筑在当地人心目中意味着什么。
记得庆华先生在组诗《孟夏的西九华》中写道：有人

问我妙高禅寺有多大，我指着西九华山的苍茫/这一片，
全是——

佛祖拈花，迦叶微笑。诗人什么都没说，但什么又都
说了！

五
“想在美丽的事物背后找到落差/可以去大茶壶”
袖里乾坤大，壶中日月长。“谁能喝下这一壶天露，

自带光芒”“比唐诗宋词还要抒情，有所共鸣者，无须动
用惊叹，但可以动用沉浸”。

“在这儿，阳光不是虚词，捣碎了入药，直达穴位，找
到更多细小的呼应”。

大茶壶，乃茶人精神图腾。千辛万苦，只为换来你噙
在嘴角的笑意盈盈。我并不反对巧妙地植入，久而久之
便成了巧夺天工。

山溪哗哗流向人间，有风穿过竹林。是生命和信仰
在吟唱，也是天空和流水在抒情。

六
“人间烟火，在这时候隐藏了起来/内心通透之人，诗

意微醺。”
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要不然怎么能

称之为诗人。
此时此刻，竹园公社，茶园小镇，让诗人又重新找回

那一段曼妙的青春，它们一次又一次撞击着诗人的心
灵，兴之所至，索性“用一座大山来为米酒命名，把山茶
和竹海酿在其中”，哪怕“下山时不知身在何处/走一步错
一步”。

“我们在诗外桃源，其实也在诗内/这里的桃花被南
山十珍诱惑着”

民以食为天，我想舌尖上的中国会因为“南山十珍”
的加盟而多了一份温情，“南山十珍”作为南山土特产的
提纯，藏着一幅乡村振兴的恢宏画卷，也藏着一个红红
火火南山人家的梦。

“迷蒙之中，天青色烟雨还在为小镇上釉……”，那
是烟雨替山水陈淋子发出的邀请，在“别来、别来”的动
人旋律里隐藏着南山人唯恐“招待不周”的谦逊以及“来
了就不想离开”的盛情。

感谢这一场以青春名义相约的诗会，让我见到了天
地，见到了众生，见到了自己。

那山那水那人
——读李庆华先生《山中一日：南山行走之陈淋子》有感

□ 介 于

立冬，宛如一位神秘的使者，迈着轻盈而坚定的步伐，
悄然降临人间，轻轻翻开了冬日的扉页。从此，世界开始步
入一个银装素裹、静谧深邃的季节。

立冬之时，大自然像是一位技艺高超的画家，开始用
淡雅的色调勾勒出冬日的轮廓。天空变得更高更远，湛蓝
如宝石般纯净，偶尔有几缕薄如轻纱的白云飘过，像是被
风随意吹散的棉絮。太阳不再像夏日那般炽热，它带着一
种柔和的暖，懒洋洋地洒在大地上，仿佛在和世间万物作
着温情的告别，为即将到来的寒冷积蓄着最后的温柔。

风，是立冬的信使，它开始变得凛冽起来。起初，只
是微微地吹拂，带着一丝凉意，轻拂过人们的脸颊，像是
在轻声提醒着冬日的来临。渐渐地，它的力量增强了，呼
啸着穿过大街小巷，吹得树枝沙沙作响，那些还未来得
及褪去秋装的树叶，在风中打着旋儿，如同一只只翩翩
起舞的蝴蝶，最终缓缓飘落，为大地铺上了一层五彩斑
斓的地毯。这风，既是旧时光的清扫者，也是冬日故事的
开场白。

山川河流在立冬之后，也逐渐展现出冬日的韵味。山
峦像是换上了一件灰白色的披风，原本郁郁葱葱的树木在

风中抖落了最后几片叶子，只剩下光秃秃的枝干，在寒风
中挺立，像是坚守阵地的战士，它们以一种坚韧的姿态，迎
接着冬日的洗礼。河流不再奔腾喧嚣，而是变得沉静缓慢，
水面上泛起一层淡淡的雾气，如梦如幻，仿佛河流也在这
立冬的氛围中陷入了沉思，回味着曾经的繁华与热闹。

立冬的田野，是一片空旷而寂寥的景象。收割后的土
地袒露着胸膛，那些残留的庄稼茬子在寒风中瑟瑟发抖，
像是在诉说着丰收后的疲惫。田野里偶尔会有几只觅食的
麻雀，它们蹦蹦跳跳地寻找着食物，为这寂静的田野增添
了几分生机。而在不远处的农家小院里，烟囱里升起袅袅
炊烟，那是冬日里最温暖的符号，它带着家的味道，飘散在
寒冷的空气中，召唤着劳作归来的人们。

立冬，打开了冬日的扉页，它不仅仅是一个节气的更
替，更是一种心境的转换。它让我们在寒冷中寻找温暖，在
寂静中聆听生命的低语。在这个季节里，我们可以围坐在
火炉旁，与家人分享生活的点滴；也可以在雪后的清晨，踏
出一行行脚印，感受大自然的神奇与美丽。立冬，是冬日乐
章的序曲，它奏响了一曲宁静而悠扬的歌，引领我们走进
一个充满诗意和梦幻的白色世界。

立冬，打开冬日的扉页
□ 丁太如

阡陌的尽头，一片微寒之地，匍匐的野菊花开了，粉
的、黄的、白的都有。一朵朵组成一簇簇，一簇簇拥成一片
片，在深秋的晨阳里，静静绽放，默默灿烂。

我并不羡慕，那些开在明媚季节的花儿。在时令搭设的
秀台，或以婀娜吸引眼球，或以姹娅释放香艳。它们在最好
的季节，不过是履行公事地走秀一场。唯我心仪的，如野菊
花一般，不问贫苦与荣华，在生命复至的季节，与一段时令
相守，与一种岁月相伴，尽管无人喝彩，也不为寂寞失落。

我本来自乡野，如野菊花一般，散落在田间地头，不惧风吹
雨淋，自顾成长在无忧无虑的浅山远村。忽一日，当我们的体格
渐成父辈的模样，便在父母的叹息声里，涌向陌生的城市。

在陌生的城市讨生活，我们付出全力。有多少回报的
收获，就有多少拼搏的汗水。累了困了，实在扛不住的日
子，一杯廉价的烈酒，把我放倒在铺着硬纸片的水泥地面。
酣然入梦时，家乡满山满坡的野菊花，缤纷在脑海，那略苦
微凉的清雅，芬芳口鼻……一觉醒来，又奔波在讨生活的
工地和城市的角角落落。

尽管思乡心切，我们仍不得不在喧嚣的城市安营扎
寨。牢记父辈的嘱咐，为了让幼苗初成的下一辈，不再行之
泥泞，用辛劳的积累，在城市一隅垒起一方“小窝”。欣慰微
笑时，只不过转眼的工夫，用去的却是 30年的苦辣酸甜。
虽与故乡渐行渐远，我的情感，总是融入不了城市的繁华。
这让我常常忆起家乡山坡、村头、田间适时开放的野菊花。
想想也是，我们何尝不是散落在城市街头的野菊花呢？

假期携着家人回到久违的故乡，找寻梦里的童年踪
迹，虽闻鸡鸣犬吠，心底的愁绪却更加沉重。伫立村口老槐
树下，眼眸里的山坡和田野之间，满天星似的野菊花开得
千姿百态、明艳夺目。紧走几步，我随手采撷近前的一朵，
细看，尽管蕾微花小，亦然绽放出橘黄的豪迈。嗅一嗅，还
是亲切熟悉的芬芳。

这看似朴实平凡的野菊花，不以孱弱自卑，用坚忍执
着独领风骚，不失为故乡的宠儿，田野的精灵。

回到讨生活的城市，心驰神往的，依然是故乡阡陌里，
花开正艳，赋予浓秋以瑰丽的野菊花。

开在阡陌的野菊花
□ 东方春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