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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山副刊》
专题征稿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全方位、
多角度展示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史，展示党领导
下取得的巨大成绩，展现钱塘区广大干部群众在
党的带领下开拓奋进的精神风貌，展示经济发
展、城市建设、创新创业、人民生活等方面日新月
异的进步。《钱塘新区报》启动“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100周年·感恩之心源流长”征稿活动，欢迎
社会各界踊跃投稿。

征集内容：讲述自己及家庭亲身经历的历史
重要时刻。展现在家国变迁的时代大背景下，中
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钱塘人民奋进百年的光辉历
程，感受钱塘区日新月异的变化，憧憬钱塘区的
美好未来。体裁为诗歌、散文、小说，字数2000
字内为宜。稿件一经采用，即付稿酬。

投稿邮箱：qtxqdaily@126.com
联系电话：0571-82987137

□陈于晓

当秋风吹来阵阵凉意的时候，很自然地就
让人想起了芦花。芦花很美，一整个秋天，也许
就是因着一枝芦花而柔软下来的。但我想芦花
的美，更多的在于它的缠绵与苍茫。多年以后，
更对芦花有了一种钟情，那是因为一见到芦苇，
就会想及《诗经》里的“在水一方”，那位行走在

“蒹葭苍苍”之中的佳人。
记得旧年的沙地，芦苇丛生。河流的两岸，

芦苇长得密密麻麻。仿佛芦苇是跟着河流走
的，芦苇绵延着绵延着，拐个弯，河流也就拐弯
了。我老家新 街 ，在围垦有
土地。生产 队 的 时
候 ，到 垦
区耕种，
往返坐
的是水

泥船。记得晚上天擦黑时摇船出门，天亮的时
候，差不多就到达围垦地头了。接着劳作一天，
晚上又返回，往往不过夜。

夜里摇船，一路听着风吹芦苇的沙沙声，凉
快。我那时还小，不过这样的船还是坐过几次
的。从生产队里出发的时候，是空船，摇起来相
对不费力，大人们兴致就高，时不时会把船摇到
芦苇丛边上。站在船头的，用撑船的竹竿，敲打
着水面，那时鱼多，常常会有鱼儿跃出水面，跌
入船舱，有经验的，一路行船，能收获好多条
鱼。不过等返回的时候，船只载满了收获的农
作物，吃水很深，船速很慢，摇着又累，大人们只
盼着早点到家，就很少有兴趣抓鱼了。

那时的人家，灯火黯淡，夜一深，往往就漆
黑一片了。回程路上，一路听着吱吱嘎嘎的橹
声，小孩子禁不住瞌睡，往往就睡着了。如果芦
苇不起声，说明没风，大人们通常不会喊醒我
们。但如果风吹芦苇，沙沙地响，大人们就不
让我们睡着，说在风中睡着，很容易着凉了。

茂盛的芦苇，会让人想到听过的一些鬼故事，小
孩子的心上，会感觉有点阴森可怕。好在有大
人在，也就不会特别在意了。

其实，那时我家的门前，就是池塘，小半个
池塘，被芦苇占了。夏天的晚上，我们喜欢到

池边乘凉，又不敢太靠近芦苇丛，怕芦
苇丛中藏着水怪。不过，白天就不

怕，如果有心，还可以在茂密的

苇叶中，寻觅到意外的收获。比如，有人家喜欢
把南瓜架，搭在池畔，成熟的南瓜掉到池中，刚
巧被风吹到芦苇丛中，你就可以“捡”了。记得
暴雨之后，池水浑浊，虾浮在芦苇丛的缝隙中，
反应迟钝，很容易就被捉了。记得最有趣的应
该算是“捡蛋”，芦苇丛中虫子多，鸭子成天在里
面觅食，有时干脆把蛋也下在了芦苇丛，这些，
鸭子的主人未必知道。去芦苇丛中“摸索”，不
时地能收获几枚鸭蛋。因为谁也说不清这是谁
家的鸭子下的，于是，这蛋，似乎理所当然，就归
了捡到的人。

现在，围垦的土地，已经过多年的改造，围
垦的河流，经过了多次的整治，大片的芦苇已
经不太见得到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时候，
芦苇还是常见的。一直记得有一年的秋天，因
为想拍些芦苇的镜头，围垦的一位承包户，让
我坐在他的乌篷船上，他一路摇，我一路拍，
有一种水一程芦苇一丛的感觉。现在回忆起
来那画面还很清晰，乌篷，波光潋滟，很有水
乡的韵味，记得那位承包户，当天戴了顶乌毡
帽。

在秋日，乌篷和芦花，都是一种意境。时间
往回溯，沙地只是潮水馈赠给我们的一方湿地，
苍苍茫茫的芦苇，是湿地之上最早的居住者。
而佳人，只是在摇曳着的芦苇入了诗篇之后，才
开始在字里行间出没。当我想起芦花了，沙地
的秋天，便有了乡愁的隐喻。

沙地上的芦苇

忘忧草
□陈光辉

草非草

花非花

忘忧草

你的名字注定你的前世今生

是一场闲看风起云涌

静听花开花落的邂逅

伫立在六月的河边

独自静好

无关骄阳

无关昏晨

多少过往的旦旦誓言

总在风雨中渐渐消散

多少悲欢离合的记忆

全凝聚成一朵忘忧的姿态

在岁月中尽情绽放

等待不会酝酿出失望

分别不会生长出悲切

把那些人世间的恩恩怨怨

让夏日的雨漂白成

一池河边的烟雨

任尔东南无声无息

放下是一种忘忧

释怀是一种忘忧

顿悟是一种忘忧

淡泊是一种忘忧

得不到的不必追寻

靠不住的不必依偎

爱不着的不必起恨

剪不断那些缕缕忧伤

不如看尽纷繁

不伤落霞映碧水

不争秋月上桂枝

邂逅一花

忘忧一生

□姚林中

“绿荫向人浓”，我已记不得是哪个宋人词
里的句子了，但每到这个季节总会想起这几个
字来。

夏天的绿荫有时像女人，柔得很。阳光从
绿叶间照到地上，斑斑点点，像碎花裙。风一
吹，叶子动了，光斑也动了，走在绿荫里，如走进
了梦幻里。

夏天的绿荫有时像男人，热烈得很。密密
麻麻的枝叶，把阳光挡在了外面，不让一丝一缕
穿过，走在绿荫里，阴凉得让人欢喜。

小时候的夏天，家乡有一种农作物——络
麻，长得有三四米高，叶子又大又密。田间靠路
边的络麻为了有更大的生长空间和更充足的阳
光，常常往路中央长，每到最炎热的日子，田间
路就成了绿荫路。放学回家，我最喜欢走这样
的路了，不带遮阳伞，一路还阴凉，路上玩耍那
是自然的事。

后来到了省城读书，第一次站在校门口，
就见一条笔直的林荫路通向深处，眼前的路
是通向知识殿堂的路吗？我浮想联翩。路两
旁的法国梧桐树，每一株都很粗壮，树干一人

是抱不了的，树冠也长得好，在路面上方自然
长成了圆拱形。整条水泥路面，打扫得干干
净净，而且又宽阔又长，在农村是见不到的，
那是要影响路边多少庄稼的呀。这一天惊喜
得我在这条路上来回走了好几遍，虽然我也
知道选择这所学校学习，将在这里走上无数
遍。

几天后我知道，这是一所掩映在绿荫中的
学校。一百多年的历史，从最初是小学，到中等
专科学校，再发展到大学，每一次发展都很少砍
树，所以校园内随处都能遇见大树，每一条路都
在绿荫下。

课间穿梭在校园里，烈日时，绿荫送来凉
爽，可缓缓漫步；细雨时，绿荫遮挡了雨丝，加快
脚步或跑上几步，不带伞衣裤也不会湿。至今
想来，在绿荫下完成了学业，是多么美好，多么
让人回味呀。

那次去山里游玩，见一株大香樟树，感到
好奇就停车去看。走近香樟树时才发现树的
北面有一条小溪流过，往溪的上游望去，原来
是一山谷，溪水就从山谷中来。溪的两侧房屋
错落有致，听树下乘凉的一位白发老爷爷介
绍，谷中住着一百多户王姓人家。这一树绿荫

在谷口，竟把整个村掩得严严实实。对于我的
惊叹，老人笑了。他饶有兴趣地和我说，鬼子

“扫荡”的时候，这棵树的绿荫还救过全村人
呢。他一边环指着四周，一边细数着村庄，都
被鬼子扫荡了，唯独这里鬼子多次经过都没有
发现山谷中还有个村庄。老人还和我说，村里
保留完好的明清建筑有二十多幢呢。站在树
下，我更感到神奇，这一树绿荫应该不止一次
让村庄躲过了浩劫。

在老家也有一处绿荫大家都喜欢，有五六
株树，两株枣树、一株香樟树，还有几株我都叫
不出名字来，在村中央的小河边。夏日的早晨
太阳升得早，村里的女人喜欢聚集在有绿荫的
河边洗衣服，洗好了还在树下站着拉一会儿家
常的呢。夏日的中午，太阳猛烈，但树下无阳光
又通风，男人们喜欢在这里午休，拿张席子赤膊
仰躺，不一会儿就鼾声响起了。夏日的傍晚，这
里又成了男女老少聚集乘凉的地方，微风徐来，
大伙儿天南地北地谈论着，直到暑气消去才回
家睡去。

“绿荫向人浓”，多好的句子，绿荫是有人情
味的，懂得爱人，会给予人。是的，她又何止只
给了人们阴凉，更给了大家快乐与向往。

绿荫向人浓

□余观祥

忆钱塘，最忆是围垦。
去年底，“钱塘·潮声”宣讲团成立，我有幸

成为一名宣讲员。
作为一个沙地之子，一名钱塘围垦的亲历

者，一位围垦文化的传播者，宣讲举世瞩目的
“钱塘围垦精神”，传承钱塘人民宝贵的精神财
富，为建党百年献礼，意义非同一般。钱塘围
垦，是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
具体体现，是钱塘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万
众一心、艰苦奋斗、艰难创业的生动实践。

作为区级宣讲团成员，接到任务后，倍感压
力，为了圆满完成任务，我精心备课，力求将精
致的文字，震撼的图片，声情并茂地传递给受
众，望不负组织重托，展现昂扬的激情，高质量
的宣讲效果，向党的百年华诞，献上一份薄礼！

凭借多年珍藏围垦资料图片的优势，从中
选取具有现场感、纪实感的图片，制作成PPT，
用文字的穿透力，图片的冲击力，语言的感染
力，把沿江一带百姓，当年“涂涨就开垦，坍江就
逃难”的辛酸史，淋漓尽致地做了展现，再把钱
塘人民与天斗、与地斗、与潮斗的豪情壮志，写
在纸上，播在屏幕上，真实再现钱塘人民的时代
风貌。

讲座现场，我把当年围垦战天斗地、你追我
赶，惊天动地的照片、视频一一进行展现，力求
在文字和语言上做到声情并茂，同步表达，以

“围垦拓荒牛精神”去鼓舞新一代创业者，使之
成为建设热土的精神动力。

“围垦感受：抽筋、剥皮、掉肉 。”“围垦感悟：
激情、振奋、忘我 。”首先我对抽筋、剥皮、掉肉做
了解释。“在围垦滩涂上，挑上一百多斤重的泥
担，一天到晚行走在像装了弹簧一样的滩涂上，
当河道越掘越深，大堤越筑越高时，双腿挑到石
石硬，挑堤挑到脚抽筋”。

而1993年以前的围垦，清一色是人海战

术，挑筑堤坝全靠肩挑手扛，人称“肉搏战”。每
一期围垦，一挑通常挑上七八天，大多数人的肩
胛皮都磨破，有的磨得血出淋淋，这就是挑堤挑
到肩剥皮，简称剥皮。

有人会禁不住问：“长在身上的肉会掉吗？”
我掷地有声地做了解答：掉肉一词，并非夸大其
词，而是确实存在的。每一次围垦，住的是草
棚，睡的是地铺，吃的霉干菜和麦粞饭，喝的是
盐碱水，挑的是重挑，朔寒风、踏冰霜，早出晚
归，负重而上。一次围垦下来，一个成年人体重
减少三五斤，是司空见惯的，这也就是我们对围
垦挑泥挑到人掉肉的注解，俗称掉肉。

在宣讲过程中，会场异常安静，台下受众聚
精会神。当我解读完“掉肉”一词时，会场响起
了热烈的掌声，这也是围垦精神的魅力所在。

紧接着，我对围垦感悟：“激情、振奋、忘
我”六字作了一一解读。

“激情”。在围垦驻地，围垦大军们，通过一
夜的休整，一支支队伍挑着工具，冒着刺骨的寒
风，赤脚踏着刀尖般的薄冰，蹚过一条条流化
沟，摸黑向10多里路外的工地进发，场景蔚为壮
观。目睹现场，让人激情澎湃，热血沸腾。

“振奋”。在围垦工地上，虽人人都负重前
行，但互相追逐的场景无时不在上演。乡与乡、
村与村、队与队、人与人之间，大家自觉产生了
强烈的竞争意识，劳动中你追我赶，争先恐后，
激情饱满。作为一个集体来讲，都不愿意滞后
于人家半拍，作为一个个体来讲，谁都不愿意落
后于人半步，现场的气氛，就一个词，“令人振
奋”。

“忘我”。就是“我将无我”。凡前来参加围
垦的人，都怀着“各行各业，支援农业”的一股热
情，围垦是农业的一大部分，当然是支援的重
点。有的在乡镇企业工作，义无反顾，请假而
来；有的开店经商，暂停营业，关门而来；有的出
外打工，跋山涉水，远道而来……

紧接着我用一幅幅图片，配以简洁的文字，

分别展现了“围垦主要工程”“围垦英雄辈出”
“围垦处处皆风景”和“围垦精神释义”。通过图
片和文字，受众们有了更直观、更深入的了解。

围垦，铸就了钱塘人民“艰苦奋斗，百折不
挠；崇尚科学，务实创新；万众一心，团结一致”
的精神，它成了萧山人民的力量源泉和精神支
柱，最后我对围垦精神做了总结，受众们频频点
头，心灵与心灵产生了高度的呼应。

时间过得很快，不知不觉间，宣讲接近尾
声。我又激昂地说，围垦时代虽然已经过去，但
围垦精神永在，它会历久弥坚。我相信，在新时
代、新形势、新起点“创强战略”鼓舞下，围垦人
会再度激发起使命担当，点燃起精神之火、时代
之光。传承伟大的围垦拓荒牛精神，在围垦这
块神奇的大地上，一代一代薪火相传，续写钱塘
自古繁华之传奇。

围垦精神，熠熠生辉，永不磨灭！

钱塘潮声不滞 围垦精神永存

□姚坚定

浙江之潮，天下之伟观也，钱塘江，浙江人民的母亲河，
钱塘江在其入海口的海潮，以汹涌澎拜，气势雄伟之景闻名
于世，被誉为“天下奇观”。

“海阔天空浪若雷，钱塘潮涌自天来”，甚至连著名词人
柳永看过大潮后，也一改婉约词风，挥笔落下“云树绕堤沙，
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这样气吞山河的字句。

从小我就生活在这钱塘江的入海口，生于斯长于斯，我
有太多太多的话要对您说。我有很多作品，在报纸，刊物上
有大量文字写了母亲河钱塘江，我的37万字的散文集《沙地
百年》，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北京日报》评论《沙地百年》
是“萧山沙地的现代史”“有文，有思，有趣”。里面大多文字
都写的是钱塘江沿岸的人和事。我把沿江百姓对钱塘江的
爱与恨尽情倾诉在文字上。

潮水从远方迎面滚滚飞驰，声如闷雷逼近，转眼白线潮
翻滚而至，从面前呼啸而过；江水顿时陡涨，逆流沸腾，大地
也跟着震颤，潮头最高的可达近4米，潮差8到9米，这是
1969年时我在新围垦种队时亲眼目睹的一幕，所以我在杭
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组织编写的《建国以来杭州救灾史
料》和萧山区政协编写的《我与萧山围垦》上发表了《我亲身
经历了1969年的坍江》一文。钱塘江潮从唐，宋以来年年给
沿江两岸百姓带来了无穷灾难。

“十万军声夜半潮”。钱塘潮一日有早晚两回。苏轼写
过一句“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世人都以为看潮只在这
一天，实际上钱塘江月月有大潮，每月农历初一至初八，十五
至二十均是大潮日，一年共有150多天潮日，潮的种类也特
多，如一线潮、碰头潮、喷雪潮、蟹钳潮、冲天潮、龙卷潮、海市
蜃楼潮等等。南岸的百姓看潮已习以为常，而且钱塘江南岸
下游处处有观潮佳景，只要精心打点，都可以变为观潮胜处。

古人仰目所观的天文，便是钱塘潮“天时”的成因，这在
宋朝著名的天文学家燕肃的《海潮论》中就写了潮水的汹涌
澎拜的形成是月球引力和地球自转的离心力相互作用，导致
海水倒灌的“月球引力潮”，另一“地利”则是杭州湾喇叭口的
特殊地形。海潮涌起时和上游的水互相冲撞，摩擦，再加上
下游入海口附近有沙坎，于是激起了冲天巨浪。

当你在临江码头迎着东海喷薄而出的红日，看着它冉冉
升起，面对着浩瀚的大海，这壮丽的景色绝不亚于泰山看日
出；当看到水鸟盘旋，鱼翔浅底，白帆远逝，波光粼粼，那又是
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这里江、河、海、湾四水共导，大海的磅
礴，海天一色的广阔，江、海、湾、河的各色植物和鱼类，动物
能让人饱眼福，这里是继西溪湿地之后，浙江省第二个国家
湿地公园。当然你更不会忘记，登上观潮城和每一处标准塘
上，每一处大堤上，看远处一条白线滚滚而来，领略那一浪高
过一浪形成的“万马突围天鼓碎，六鳌翻背雪山倾”的壮丽奇
观，并由衷发出赞叹：美哉，浙江潮。壮哉，浙江潮。

月影银涛，光摇喷雪，雪移玉岸，没有了白日喧嚣，钱塘
江在万籁俱寂中显得格外突出。灯光照在江面，波光粼粼一
片，潮声由远到近，层次分明，这场面，非是有心人才能看
到。像宋代著名诗人陈师道的“漫漫平沙走白虹，瑶台失手
玉杯空。晴天摇动清江底，晚日浮沉急浪中。”没有对钱江深
入细致了解观察，绝写不出如此瑰丽的诗句，我从事语文教
育四十多年，一年里经常去钱塘江边观潮，看到如此美景，深
深敬佩古人写诗高超的非凡本事。

这是钱塘江美的一面。

钱塘江抒怀（节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