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寿 州 乡 村
边家强

乡村，生长梦的地方
原始。淳朴。简洁。本真。
古铜色的光，踏实的脚印 。一代代

农人，耕耘土地，耕耘人生，耕耘梦想。
黎明，乡村醒来。牛，是不倦的诗眼，牵
着万千诗行，在大地的书页上涌动成麦
浪 。田间 ，高亢的歌谣里 ，有朴素的愿
望，有烟火的味道。

乡村，生长梦的地方。星星之火，燃
起来，慢慢扩展。脚踏黄土背朝天的人
们 ，心房亮了 ，亮成质朴的愿景 。在乡
村，土地是命，一辈辈的拓荒者围绕着
它，打造生活，打造信念，打造家园。

古寿州。淮河、瓦埠湖、安丰塘 、淠
河，水系发达。高山、平原、丘陵，自然分
明。大大小小的村庄，星罗棋布，烟火气
息浓厚，地域特色鲜明。

从传统的农耕，到半机械化 ，到现
代化。 从简单的农副产品的生产和加
工，到大规模的种植，到科技助力的现
代农业。

寿州乡村，孕育了走向富强的五彩
梦。

寿州乡村，一幅恬静唯美
的长卷

发展，需要智慧 ，更需要坚强的追
梦人。寿州乡村的发展，记录了寿州人
民一路走来所创造的文明与辉煌。

在大顺，古渡悠悠，麦浪成海，新型
材料厂让古村落折射出现代工业的光
芒。在张李，花卉产业园芬芳四溢，自产
的蔬菜瓜果确保一方百姓四季菜篮子
新鲜，并远销全国各地，白鹅养殖更是
形成了产业链。在小甸，安徽第一面党

旗那么鲜艳，人们精神抖擞地将新农村
建设不断地向深处推进。

寿州乡村。村村通 ，成了大地的脉
络。光伏发电，是亮闪闪的风景。文化广
场， 折射出地域文化和现代文明的光
芒。戏剧大舞台，成了传承和弘扬传统
文化的主阵地，也丰富了村民的业余生
活。电商平台，把乡村的特色产品推向
神州。

放眼。高铁呼啸而过 ，寿州乡村就
是沿途渺小但耀眼的景点。 瓦埠湖大
桥，一条壮观的彩虹，将两岸村民的心
紧紧连在一起。

寿州乡村。河道纵横，庄稼茁壮，林
海翻涌 ，花香袭人 ，群鸟翱翔 ，亭台古
朴，民居林立，民风朴实。

寿州人民在这古朴而又现代气息
浓厚的氛围中，不停忙碌、不断创造着。

乡村，永远的人间烟火
徜徉。驻足。凝思。展望。
乡村，就是人间烟火 ，就是文明和

发展的标记。一路走来，风雨兼程，矢志
不移。一路走来，永远朝着太阳升起的
方向。

八公山豆腐村 ，见证了传说 ，见证
了曾经的辉煌，也见证了今天的万亩梨
园和豆腐产品的研发创新。 寿西湖农
场，西湖晚照下，一望无际的黄豆秧苗，
无人机正在喷洒农药， 像蓬勃的诗句，
跳动在生动的大地， 跳动在村民的心
坎。

走在寿州乡村，稻浪、荷塘、沙地、杉
林、板栗基地、芡实水域、垂钓中心、现代
化工厂、闪光的古迹、各具特色的地域文
化，已成为寿州大地璀璨的风景。

传承 ，开拓 ，创新 。寿州乡村 ，一
直在建设与探索的路上 。沐浴楚风汉
韵 ，脚踏肥沃土地 ，在风雨坎坷中坚
守 ， 在青山绿水中书写文明和进步的
华章。

乡村，永远的人间烟火。 寿州乡村，
寿州人心中巍峨的灯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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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雪的怀抱（外四首）
刘 哲

雨夹雪，赏析的切入点绝不是
惯性的动词，而是雨和雪的关系
借用彼此得以自我完整
可终究像农夫与蛇
每片雪花堡垒都被怀里的雨滴攻

破

一块枕巾
每晚我都依靠着一块枕巾
绒布的感觉，素色的给人温暖
上学的时候，对母亲的思念少有直

言
只在夜晚，仅这块枕巾可堪共情
思念让这块枕巾潮湿
熟睡时的我
只剩下心跳、呼吸、身体的起伏
头发在这里葳蕤又凋零
我做不出枕巾面积之外的梦

偶 得
江边儿遛弯一步一块方砖

夜晚浓墨重彩了河床
水声附着晚风，在耳畔潺潺
江水的情绪，我已了然……

落叶的自白
我成了干枝的擦肩客
却也得到了一些人诗思的垂怜
病树仍有春风，我却没有明天了
愿我亦如秋雁，声影南逝
人们脚下迸发出的清脆
正是我粉身碎骨的瞬间

月夜狂想
炊烟四起
不孤独，无风的直立
翻滚上升，簇拥着进入夜的领地
缺月无依，明亮是炊烟的远方
我在天空的脚下，数着荧光点点
星星是一个个不堪孤独的小月亮
月亮悬藏栖居在人们目不可及的

眼皮上

母 亲 的 冬
耿庆鲁

季节入了冬
母亲就开始准备过冬的物资
在漫长的寒冬中
为一家人提供营养和温暖

小雪收白菜
母亲把收来的白菜
整齐地放在菜窖里
和萝卜红薯一起做伴

母亲在厨房里不停地忙碌
腌制过冬的酸菜
把做好的腊肉挂在高处
在烟火中熏烤出醇香

晚饭后母亲也闲不下来
为一家人准备过冬的棉衣
抵御冬天的寒冷
一针一线都饱含着母爱的深情

窗外寒风凛冽
屋内温暖如春
有了母亲做好的准备
我感受到爱与关怀的包围

母亲的冬
是一门人间生活的艺术
母爱的默默付出
让我们的生活有了灿烂的色彩和

滋味

最美是留白
王南海

看朋友的摄影作品， 春江水暖，鸥
鹭飞翔， 如一幅幅水墨晕染的画卷，山
峦，鸥鹭，垂柳只占画面的一部分，而在
画面的一侧，有着大片空白，突然脑海
里出现了“留白”二字。用百度搜索，说：
“留白就是以空白为载体， 进而渲染出
美的意境的艺术”。

画家最懂留白。 这种画才更有韵
味，让人看了，似乎画笔未点到的空间
里，有更多精彩的语言，给人无限的遐
想。画得太满了，反而显得杂乱。喜欢南
宋马远的一幅 《寒江独钓图》。 一只小
舟，一个渔翁，整个画面上没有一滴水，
却让人感觉烟波浩渺，满幅皆水，使人
无限回味。

作家也懂得留白。如果在写作中把
文字写得过满，事无巨细，细枝末节也
写得林林总总，似乎就直白无味了。 小
说的留白就该像是一幅淡雅的山水画。
“但见深山处， 余烟袅袅升， 不见村姑
唤，却见晚霞红。 ”让人读来，欲罢不能，
掩卷而思，更觉意境之美。 就像画家来
画这首诗，不画房舍，只画炊烟，才是画
的精妙所在。

音乐也要留白。当我们弹奏钢琴曲
《敕勒川》， 当用音符演绎辽远的草原
时，老师告诉我们，乐句之间不必急于
弹奏，让音乐留白，让美妙的尾声飘一
会儿，那声音会渐行渐远，那样才有韵
味。

留白，是中国式的大智慧。

细细想来，人生更需要留白。 那是
历经风雨和磨难后的一种大智慧。 荣
辱不惊，博学淡定，笑看花开花落。 真
正的幸福，不是锦衣玉食，不是富宅豪
车，而是永远追求幸福的内心。 亦如白
岩松在《白说》中所说：“也许我们追求
的不是幸福，而是追求幸福的过程。 ”
幸福就像 “百分之百 ”的黄金 ，没有绝
对的到达，但可以无限靠近。 人生需要
内心的满足和心灵的自由 。 简单 ，淡
定，平和才是生活中最宝贵的留白。 学
会留白，释放压力，才能享受到更精彩
的人生。

爱情需要留白。特别喜欢古诗词中
那种美妙的爱情。婉约，细腻，需要时间
来相濡以沫， 绝非现代人的速食爱情。
如雪小禅所说：“你若爱一个人，隔着山
隔着水， 远远地欣赏着总是最美的，如
此这般就够了。 ”如果非要在长长久久
与轰轰烈烈之间让我作一选择，我宁愿
选择长久而温情的陪伴，两个人相知相
携，相互牵挂，又温情相守。 “花看半开，
酒饮微醺”这才是最美的意境吧。

而真正的朋友，也是淡淡的吧。 你
需要的时候，我就在你身边。 而当你幸
福着，快乐着的时候，我只是一个默默
的影子，祝福你，却不打扰你。给友情留
白， 也给友情留有一个自由呼吸的空
间。 这样，朋友也会更爱你。

如此想来，留白，真的是人生的一
种大智慧……

黄河之水天上来 陆士德 摄

柿子熟了 蔡晓阳 摄

带 着 村 民 去 旅 游
熊燕君

沅水村党支部书记李明上任后不
到一周，决定自己掏钱带着部分村民们
去旅游。

李明大学毕业后，先在县政府担任
县长秘书，后下派到沅水村担任村党支
部书记。 沅水村二百多户，人口将近两
千人，以朱、李、张、王四大家族为主，还
有赵、钱、武、孙七八个姓氏。

没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前 ， 李明听
村干部说 ，这个村不好管理 ，村民们
经常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争吵 ，
甚至打架 。 尤其是朱 、李 、张 、王四大
家族，他们之间没少发生矛盾，打架是
常事， 这四大家族仗着户门大 、 人口
多，欺负其他姓氏的人更是家常便饭，
那些被欺负的人家都选择忍气吞声 ，
又不是什么大事 ，镇派出所也不便插
手 ，几个村干部为了这些小事，忙得焦
头烂额。

前年夏季，武奎十岁的儿子武小虎
到李亮西瓜地里偷摘了一个西瓜，还没
跑出西瓜地就被李亮逮住。 李亮先是让
武小虎到他的地里干了一下午活儿，李
亮除草，武小虎在后面捡草，干完活儿
又把武小亮送到村党支部，说武小虎偷
他的西瓜， 必须送到镇派出所关几天。
村干部劝李亮：“你让武小虎干了一下

午的活儿，他还是个孩子，偷了你一个
西瓜，这算多大的事，有必要送到镇派
出所吗？ ”李亮一本正经地说：“年龄小
不是借口， 关键是他这种行为属于偷
盗，我这是替他的家长教育他，必须送
到派出所关几天。 ”后经村干部多次调
解，武小虎才免遭一难，但是被父亲狠
狠揍了一顿。

去年冬季，朱武家的鸡到村民赵军
家麦田里啄了几口麦苗，赵军发现后随
手捡起一块小石头朝鸡砸去。 赵军本想
吓唬一下那只鸡， 没想到一下砸中鸡
头，鸡当场丧命。 这一幕恰好被朱武看
见，朱武恼了 ，非拉着赵军给鸡跪下磕
头。 赵军解释说只想吓唬一下那只鸡，
谁知砸到鸡头，鸡才死的。 无论赵军怎
么解释，朱武就是不罢休，他说自己的
鸡啄了赵军的麦苗，可以赔偿赵军一蛇
皮口袋小麦， 但是赵军必须给鸡下跪。
后来，经村干部多次调解，赵军最终赔
偿朱武一百块钱，才息事宁人。

像这种事， 在沅水村屡见不鲜、举
不胜举。 还有一些人因为宅基地、田地
分界等等问题大打出手的事情，每年都
有十多起，这让村干部们很头疼。

谁也没有想到，李明担任村党支部
书记后，竟然决定自己掏钱，邀请村里

一些难缠的人到外地旅游两天，这次旅
游的人共有 36 人。 在旅游的大巴车上，
村民李亮笑着问李明：“李书记，你这次
邀请我们去旅游，到底去哪儿？ 真不让
我们掏钱吗？ ”

李明笑了：“放心吧，我说不让你们
掏钱，就绝不让你们掏，这两天你们只
管好好玩。 但是，旅游期间如果你们买
东西，那就得自己掏钱了，这个我不会
出钱的。 ”

村民朱武激动地说：“李书记，我长
这么大还没出去旅游呢，这次到外面可
得好好玩玩，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吧？ ”

李明哈哈大笑：“那当然了，你真在
外面待时间长了，就不想回来了。 我告
诉你们，咱们现在是一个团体，到外面
可不能因为一点小事跟人家闹矛盾，谁
要是给我惹事，下次再旅游就不让谁去
了。 ”

经过十多个小时的长途奔驰，大巴
车驶进了安徽桐城。 这个时候，导游开
始介绍这次旅游目的地———六尺巷。 六
尺巷位于桐城市文昌街道文城西路，东
起西后街，全长 100 米 ，均由鹅卵石铺
就。该巷南为宰相府，巷北为吴氏宅。六
尺巷建成于清康熙年间，因张英与邻居
吴氏互让而形成。

下车后，村民们跟着导游走进了六
尺巷。 导游开始介绍六尺巷的来历：清
康熙年间，张英担任文华殿大学士兼礼
部尚书。 他老家桐城的官邸与吴家为
邻，两家院落之间有条巷子，供双方出
入使用。 后来吴家要建新房，想占这条
路，张家人不同意。 双方争执不下，将官
司打到当地县衙。 张家人一气之下写封
加急信送给张英，要求他出面解决。 张
英看了信后，认为应该谦让邻里，他在
给家里的回信中写了四句话：“千里来
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 万里长城
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家人阅罢，
明白其中含义，主动让出三尺空地。 吴
家见状，深受感动，也主动让出三尺房
基地，“六尺巷”由此得名。 这条巷子不
仅是一条物理上的巷道，更是一种精神
的象征，体现了 “谦和礼让、知进退、和
为贵”的传统美德。

村民们一边走，一边静静地听着导
游的介绍。 不少人还掏出手机，不停地
拍照、录视频。 李明笑着说：“大家可以
把拍的照片和视频发到咱们村便民服
务微信群里，让全村的老少爷们也听听
六尺巷的来历。 ”

说来也怪，这次旅游后 ，沅水村再
也没有发生过因鸡毛蒜皮之类的事情。

荻 花 风 起
卿 闲

荻是多年生草本植物，长得和芦苇
很像，也似芒草。 不过，我们常常说芦荻
秋，芦苇和荻可谓秋天的代言人。

刚开出的荻花带点高级的灰褐色，
光泽度很高，有人说形状似离子烫的头
发。 我曾特意跑到水边观察了下，确实
很像那种细小的卷发， 比喻得形象生
动。 随着秋深，荻花渐渐地变成黄米色，
到了冬天，成了雪白色，很美。 神奇的是
荻花的花序都往一个方向倾着 ， 下垂
着，整齐，气势，似大自然的舞蹈队。

从外形上看，荻，匍匐根状茎，节处
生有粗根与幼芽，叶片扁平，宽线形；圆
锥花序疏展成伞房状，主轴无毛，小穗
柄顶端稍膨大，小穗线状披针形，成熟
后带褐色。 荻的叶片细长，芦苇的叶片
比荻的短、宽。 芦苇的茎秆中空，荻的是
实心。 芦花青灰色，雪白荻花的颜值高
其一筹。

荻又很像芒草，从细微处 ，可辨出
与芒草不同。 另外，最直观的便是生长
环境，荻在水边，芒草多在山坡路旁。

《本草拾遗》记载荻有很多功效，如
荻性凉，味微甘，可祛暑解表；其荻根茎

发达，可固沙、护堤；荻秆还可造纸、盖
房、织帘等。 正如天生万物，没有无用之
才。

像“囊萤夜读”一样，荻在古人的生
活中还演绎着感人肺腑的故事。

北齐颜之推 《颜氏家训·勉学 》记
载：“梁世彭城刘绮， 交州刺史勃之孙，
早孤家贫，灯烛难办，常买荻尺寸折之，
然明夜读。 ”梁人刘绮家贫，不能就学读
书。 他白天干活劳作，夜里则悉心读书，
没有钱买灯烛，就买荻折成小段，燃亮
以照读。 这就是“然荻读书”的故事。

还有一个“画荻教子”的故事，是关
于欧阳修的。 “欧阳公四岁而孤，家贫无
资。太夫人以荻画地，教以书字。多诵古
人篇章，使学为诗。 ”欧阳修四岁时父亲
就去世了，家境贫寒，没有钱供他读书。

于是母亲用荻草秆当笔， 铺沙当纸，教
欧阳修练字，诵读诗书。

而另一个重要的不能忽视的，便是
荻在人们精神世界所呈现的一种诗意
的意象。

《诗经》开篇《蒹葭》：“蒹葭苍苍，白
露为霜。 ”蒹葭，有人说是芦苇，也有人
说是芦苇和荻的总称。 我愿意把蒹葭看
作是后者，古人生活的水边和我们现在
的情形应是一样的，不光有芦苇，还有
荻，只是我们把荻忽略了，错认了。

于我，这一错，这一忽略，就是几十
年。 似乎，那些在水边安静生长的植物，
任你忽略，任你和它们相见一千回一万
回，就是不记得它们，这对自己的生活
也没什么影响。 它们和生活就像两条平
行线，真的是这样吗？

当我站在水边 ， 念起白居易的诗
句：“浔阳江头夜送客， 枫叶荻花秋瑟
瑟”， 望着两岸绵延的不知是苇花还是
荻花的时候，内心里莫名涌起一种凌乱
感，像望着凌乱的庭院，急切地想规整
清楚。 想起古人诗句里的“荻花风起”，
我突然迫切地想好好认识一下这位被
忽略了多年的沉静的老朋友。

一步步走近，一点点观察 ，慢慢去
了解， 才恍然发现这真是美妙的经历。
那些看似无关的植物和生活根本不是
平行线，而是辅助线，解开了很多难解
的问题。 认识这些朋友，读一读他们的
诗词：“如今岁晏无芳草，独对离樽作物
华”“水为乡，篷作舍，鱼羹稻饭常餐也。
酒盈杯，书满架，名利不将心挂”，在他
们的沉静里沉静，不由得就抛开了生活
上的焦虑和不安。

荻在悠长的岁月里，这生长在水边
的一种普通的植物， 我们人类的朋友，
却不是眼中看到的那么普通。 在作为水
边植物最基本的身份之外，它以其细弱
的茎、美丽的花，发挥着每一分光和亮，
来架构起人世的琐碎和宏大。

□散 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