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雅士泱泱，凤翥龙翔。
倚东风、豪兴徜徉。
肖貌天地，声拟风霜。
咏云间月，窗间影，花间香。
霞姿月韵，兰桂齐芳。
适庐师、长风浩荡。
诗词躬授，德泽绵长。
定桃满园，李满蹊，天满光。

诗林折枝诗林折枝

行香子·咏望岳
宋天成

抚琴轻弹五音弦，
觅得知音自古难。
唯有诗词融其意，
深谷幽处有芝兰。

七绝·芝兰（新韵）
周俊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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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沙家浜》到沙家浜
梁东成

履痕处处履痕处处

心灵感悟心灵感悟

早上没有吃饭，准备去医院做个
检查，因为一点小事耽误了一个多小
时。明朗的天空，不一会儿，竟然下起
了雨。我没拿雨衣，于是借了把雨伞，
心想：用不了多大一会儿，雨应该就停
了吧。

六月的天，说变就变。哗啦啦的
大雨，不一会儿地上的水就到了脚脖，
把我淋得全身上下湿透了，中途还摔
了一跤，把钥匙也弄丢了。到了医院，
我直接去找王院长。王院长人特别
好，说话轻声细语，脸上始终带着和蔼
可亲的笑容。他问我：“怎么了？下这
么大的雨你还过来？”我说：“想做个肝
脏彩超，前段时间体检发现肝上有一
个小囊肿，三个月了，想看看有没有长
大。”王院长一听就笑了：“一个小小的
囊肿，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我说：“就是，在县医院做彩超
时，医生也没有给我开药，只是让我
平时多锻炼锻炼，我有点不放心。”
王院长说：“既然来了，就检查一下
吧，今天正好半价。”他给我开了单，
我交了费，就在彩超室门口等着。
一会儿门开了：“下一个！”我赶紧走
进去，身上还滴着水。我问：“衣服
湿了能躺下吗？”医生说：“没关系！”
我躺在床上。他开始检查：“左侧
身，右侧身，躺平，吸气，慢慢吐气。”
我也盯着屏幕，想看看我那个心肝
宝贝长什么样了。半个多小时过去
了，他始终没有给我写出检查报告，
我心里很纠结，也很害怕。他说：

“ 要 不 你 去 其 他 医 院 再 检 查 一 下
吧。看不清楚，不能随便给你写检
查报告。”我一听：“坏了！”

我跟他一起到了院长办公室，把
情况说了一下，院长也说让我去其他
医院再检查一下。我说了一句：“那
就是说在你们医院没有看出结果？”
我跟他们打了个招呼就走了。心里
堵得慌。

刚走到门口，那个给我做彩超的

医生喊住了我：“你等一下！”我站在那
里，心想：还有啥事？他叫了一辆面包
车，让司机倒在门口，他给我撑着伞
说：“你上车吧！”我不明白：“去哪儿？”
他说：“换个医院再给你检查一下，不
然我觉得我的工作没有做到位，你也
一定会纠结不安。”车开了，雨下得更
大了。到车上我才观察了一下医生的
面容：很阳光，白皙的脸上一双敏锐的
眼睛，浓浓的眉毛，长方脸，很年轻，帅
哥一枚……

到了地方，他让我在彩超室门口等
他，一会儿，他拿了一张单子领我进了
彩超室。检查结果出来了，是一个很小
很小的囊肿，不仔细看根本看不见。然
后对我说：“没事！”

走了！我们一起上了车，我心里
过意不去，都到饭点了，从包里拿出一
百块钱塞给他说：“今天太感激你了，
素昧平生，没想到你这么敬业！中午
吃顿饭吧。”

他把钱塞到我手里，说破天都不
肯收，说是应该的。“什么应该的？”我
问他叫什么名字他也不说。到了医
院，我找到王院长，把这件事情告诉了
他。王院长眉开眼笑地说：“他是我们
院的唐主任。”

走的时候，我跟主任打招呼：“谢
谢你唐主任！”他说：“不客气，有事你
尽管来找我。”

在回家的路上，暴雨中去检查的
一幕刻进了我的灵魂深处。我想，现
在这么爱岗敬业的医生还有几个？
有哪家医院又有哪个医生检查不出
结果，会冒雨带着你重跑另外一家医
院检查？雨还在哗哗下着，远处好像
有一个亲切的声音不断传来——有
事尽管来找我。

这声音像一股暖流，穿越时空，越
传越远，越传越长……

好人，犹如黑暗中的一盏明灯，照
亮人们前行的方向。好人，就在你我
身边，就在生活之中。

还是好人多
秦香花

没想到，从卫辉到江苏常熟沙家浜
这几小时的车程，我竟走了整整 50 多
年。

我是上世纪 60 年代初就知道沙家
浜这个名字的，我到乡下后对它依然念
念不忘。因为那时没有剧团，县、公社、
生产大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演出必演

《沙家浜》，特别是《智斗》那段，几乎是
他们的保留剧目，最后弄得村中的大人
小孩几乎将台词都背会了，时不时还像
胡司令那样摆谱，“想当初老子的队伍
才开张……”吼一阵子，跑腔走调自不
待言，有时候把驴吓惊也是常有的事。
我那时就暗暗下定决心，将来等有机会
一定要去沙家浜看看。谁知这一等就
是 50 多年。2019 年，蒙好友相邀，我终
于来到了 50 多年魂牵梦绕的沙家浜。
可是，当我来到了沙家浜，竟突然被一
种巨大的神秘感所震撼。我不禁想，这
就是 50 多年来魂牵梦绕的沙家浜吗？
这一片莽莽苍苍的芦苇荡和这座小小
的乡村，怎么就在那血与火的年代里，
竟承担起那么多历史的重托呢？“垒起
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
十六方……”好友是位票友，见景生情，
他模仿阿庆嫂婉转悠扬的唱腔，将时光
牵引至那个战火纷飞、斗智斗勇的年
代。1939年，活跃在江苏阳澄湖周边地
区的江南抗日义勇军（以下简称“江
抗”）为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撤出东部
地区，奔赴新的抗日战场。“江抗”撤出
后，在阳澄湖畔留下了一所后方医院和
36 名行动不便的伤病员。他们在沙家
浜依靠当地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支持
和掩护，一边医治伤病，一边与日伪军
巧妙周旋。这就是现代京剧《沙家浜》
发生的背景。

好友在当地从事党史研究多年，他
一直在搜集整理资料，尽可能地还原这
段历史，赓续红色血脉。他深情地说：
当时条件十分艰苦，后方医院没有固定
的地址，日伪军一来，医护人员和群众
就得带着伤病员一起转移，农家的客

堂、厨房、牛棚、猪圈、堆柴草的小屋和
湖中的小船都成了伤病员的藏身之处，
门板一架就是医疗床，蚊帐一挂就是手
术房。每逢敌人“扫荡”，群众和医护人
员就将伤病员抬上船，转移到密密的芦
苇荡中。待敌人走后，再将伤病员接进
村子。那片莽莽苍苍的芦苇荡不仅是
伤病员的庇护所，而且是伏击日伪军的
好战场。就这样，一段段可歌可泣的故
事在芦苇荡中不断上演，阳澄湖畔成了
抗日战争中催生“芦荡火种”的革命摇
篮。新中国成立后，曾经在这片芦苇荡
受群众保护养伤的战士把这段经历记
录下来。1960年，上海沪剧团根据这段
历史，创作了沪剧《芦荡火种》，一经演
出，便大受欢迎。1964 年，北京京剧团
将《芦荡火种》改编为现代京剧，并定名
为《沙家浜》进行公演，广为传唱，剧中
的阿庆嫂、郭建光、沙奶奶等深入人
心。《沙家浜》唱遍神州大地，经久不衰。

50多年前，一部京剧《沙家浜》让这
个阳澄湖畔的江南水乡在全国闻名遐
迩。如今，这里仍旧河港纵横，绿波摇
曳，芦苇荡间，沙鸥翔集，宛如一幅水墨
写意画。特别是水村，时时可见，一里一
个，三里一座，星罗棋布。名字就叫你流
连忘返：红石村、双莲轩、横泾老街、钓渚
渡、芦花村、鲍家村……一色的格局：村
外是莽莽苍苍的芦苇荡，以春夏的碧绿
深秋的金黄雪季的灰黑将水村裹在怀
中。村间架上几座古色古香的石拱桥，
如虹卧波，襟连水村，环结小街。河浜
中，渔舟唱晚，桨声欸乃，灯影幢幢。于
是，水村才有了韵味。好一幅人与自然
融洽相处的自然风光！

听着好友娓娓道来的述说，我不禁
赞叹：是大自然的杰作，还是历史的厚
爱呢？

的确，沙家浜可算是常熟的一段风
情了。如果说而今的沙家浜是静，餐饮
区的芦逸酒店、春来街坊秀，简约高雅，
在摇曳的芦苇的映衬下，仿佛人在水墨
画之中；革命教育区的一座座纪念馆

舍，随着声、电、光现代高科技元素的开
启，轮回的历史长卷又让你结识一个个
已逝的抗日英雄；国防教育园，兵器琳
琅满目，仿佛刚刚穿越战火，褪去昨日
的硝烟征尘……那么，《沙家浜》故事的
重点发生地之一，也是新四军前进袭
敌、后移休整的苏常太抗日游击根据地
的芦荡村便是幽了。它位于沙家浜的
最南端，是曾经沙家浜芦苇荡的中心地
带。村庄中间，一道瀑布从假山中流
出；村外河道纵横，流水潺潺，芦苇金
黄，尽显水乡风貌。村中有一处老宅，
是抗战时期新四军养伤旧址，当地将旧
址“修旧如旧”，并搜集整理了大量的历
史文物资料，生动地还原了当时的真实
情景。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江抗”
东路司令部筹备会议旧址，是原江南抗
日义勇军东路司令部所在地，也是新四
军伤病员痊愈后重返抗日战场的出发
地。走进旧址，讲述江南抗日义勇军在
沙家浜这片热土上的成长史、斗争史，
军民鱼水情深的生动画面徐徐展开：
1939年 11月 5日，江南抗日义勇军东路
司令部筹备会议在常熟唐市镇东土地
堂召开；11月6日，“新江抗”在唐市镇宗
戈村正式诞生。伤病员痊愈后，全部参
与到“江抗”东路抗日队伍中，成了“新
江抗”的中坚力量，唐市成了“新江抗”
发展壮大的一个起点。

如果你初到沙家浜，也许如同身陷
迷津，处处苇阻水隔，不辨东西南北，叹
一声“山重水复疑无路”。然而我有好
友相伴，摇一条乌蓬船，转眼便是“柳暗
花明又一村”了。横泾老街是必经之
道。它是一幅不协调的画。青石小街
中，刁家大院、翁家酒坊、春来茶馆……
这一半小巷深深，水亭玲珑，宁静而安
适，另一半铁匠铺、染房，机器的旋律震
落一河月光半河霞。世界是矛盾的，有
矛盾才有生机。古戏台上，阿庆嫂与胡
传魁、刁德一的《智斗》实景剧正演到紧
要处，阿庆嫂的机智灵活、胡传魁的外
强中干、刁德一的阴险狡诈，让台下的观

众时而屏住呼吸，时而爆发出一阵轰雷
般的掌声。《沙家浜》属于这片江南水乡，
更属于中国。沙家浜人用勤奋和才能，
用智慧和胆略，正在年复一年、月复一
月、日复一日地传承红色基因，描绘水乡
新容新颜。

碧波不尽尘难染，芦苇深处浮人
家。在沙家浜国家湿地公园标牌下惜
别之际，好友告诉我一个秘密：其实，这
片芦苇荡原来面积仅有 150 亩，且生态
环境较为单一，以林木和芦竹为主。近
年来，沙家浜人发挥名乡优势，对红色
资源深入挖掘，结合绿色生态资源开发
红色教育和生态旅游，不仅将其打造成
全国红色旅游精品线路之一，而且延伸
红色产业链，走出了一条红色旅游绿色
发展的金光大道。在串连起“沙家浜革
命历史博物馆”“‘江抗’东路司令部筹
备会议旧址”等红色元素的同时，当地
通过水生植物种植、浅滩构建、芦竹浮
岛制作等方式，丰富鸟类栖息地类型，
完善了湿地环境。现在湿地面积已经
扩大到 6000 多亩，禽鸟种类增加到 150
多种。泛舟其间，菱荷相间，水鸟时现，
游人在体味抗日烽火的同时，也在感受
心灵的静谧与平和。

听着好友的解说，我释然了。欲登
车时，忽闻市声如潮。转眼间，只见沙
家浜处处红尘喧杂，处处船流车流人
流。问好友，方知今天是水乡集场。于
是，又步入人山人海，品味物之天地。
走不尽的宽街窄巷，阅不完的金秋风
情。色香味齐全，穿戴用皆备，琳琅满
目。阳澄湖大闸蟹、沙家浜菱角……品
一阵，赞一阵；笑一阵，叹一阵。这物华
天宝之地，这钟灵毓秀之乡，跳动处处，
旋律频频。天堂本虚幻，人间实有之。
这生活，真美，令人心醉。

心虽醉，人却醒。
我欲乘风归去，在豫北水城，谱出

新的春秋华章。
生活要读，更要创新，味儿才愈浓

愈悠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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鸳鸯戏水（剪纸）

艺术园地艺术园地

李志珍 作

赵长振 作

书画世界书画世界

下面讲述的几件小事，已经是陈年
旧事了。这些发生在身边、发生在普通
人身上的小事，经历了岁月的风雨，在我
心中慢慢沉淀下来，散发出一种清淡的
芳香，一点一滴滋润着心田。

多年前，我认识一对中年夫妻，他们并
没有引人注意的地方，每天的工作忙碌而
简单。女人敦厚而认真，从单位到家里，有
忙不完的事。男人是工厂的技术骨干。他
们穿着家常的衣服，吃着家常的饭菜，过着
家常的日子，从没有真正闲下来的时候。
直到有一天，女人忽然下岗了。丈夫安慰
她说：“辛苦这么多年，放松放松吧。”可是
妻子不习惯，她觉得这种停下来的生活不
仅增加了经济压力，也让她不知所措。于
是她又找了一家小企业当了门卫。这个工
作不是那么忙，只要尽职尽责就可以了，唯
一让她不方便的是，隔几天就要值一次夜
班。由于单位比较偏僻，丈夫担心她的安
全，思来想去，决定每逢妻子值夜班时，由
他来代替。妻子听了他的话，并没有马上
同意。她嘴里不说，心里却是有顾虑的，生
怕丈夫稍一疏忽，给单位带来损失。丈夫
了解她的心思，非常认真地对她说：“我会
负责的。”这句话是对妻子最好的安慰。在
妻子的反复叮嘱中，丈夫更加上心，每次值
班回来，都要讲一遍情况，让她心里踏实。
其实，在漫漫长夜中，他从不敢掉以轻心，
没事的时候，犯困可以眯上一会儿，遇上厂
里晚上进货，他就要睁大眼睛，盯紧这个大
门。守好这个门，并不简单。经常会有拾
荒者想趁晚上进去寻找一些废铜烂铁，并
且常以利益来诱惑他。可他毫不动心，都

按单位规定将他们挡在了门外。为了这
些，他挨过骂，受过威胁，但从没有抱怨过
什么。妻子看他如此用心，十分欣慰，又担
心他休息不好，影响工作，于是逢到值夜班
这一天，她天不亮就起床，做好早饭，唤起
上学的儿子，然后去替回丈夫，让他补上一
觉，精精神神去上班。快节奏的生活，并没
有妨碍他们的心情，反而使夫妻俩更有一
种相知相依的感觉，对生活充满了信心。
就这样，风里来雨里去，携手走过10年，直
到妻子离开岗位，没有值过一个夜班。

这对夫妻的寻常经历，让我的内心
涌起一股暖流。艰辛的生活中，我看
见，有一种爱，来自困难时守护着你、支
撑着你，与你同甘共苦。

我要讲的第二件事，发生在我的家
里。大概在我10岁时，夏天的一个日子，
忽然发现家里吃西瓜时，最甘甜的顶尖部
分被削掉了。我意识到这种现象已经有
一段时间了，不明就里的我甚至怀疑是妹
妹吃掉了，于是就去找妈妈要个说法。妈
妈用她惯有的温和，细声慢语地化解着我
心中的疑虑。她告诉我：“你奶奶口腔做
了手术，啃西瓜不方便，削下来让奶奶
吃。”妈妈的话让我恍然大悟。那一天我
主动把削好的西瓜块端给奶奶，她那饱经
风霜的脸上透出的全是笑意。

其实，自从奶奶70岁那年做了口腔
手术，家里的生活就有了很多变化。包
饺子，总是为她包出很小的饺子；喝粥
时，总是等温度适中再端给她。还有，
她的床头总放着糖块、水果，以防她手
术后口腔干燥。这些爱的细节无处不

在，都是妈妈的良苦用心。多少年坚持
下来，直到奶奶92岁去世。

这件事深深刺激了我。母亲这种
爱的热量和光芒在我心中燃烧。少年
的懵懂被惊醒了。我从未留意过妈妈
的辛劳，她为老人、孩子的付出都在平
淡岁月中默默过去了。生命里多少深
情都珍藏在这琐碎的日子里，让爱成为
一种习惯，融化在生活中，是一件多么
了不起的事啊。

最后说的这件事，温暖来自一个邮
递员，他让我收获了一种很具体、很鲜
活的快乐。那天下班回家，一进家属
院，就看到一个老太太拉住邮递员，嘴
里絮絮叨叨地说着什么。她的声音不
小，引起了我的注意，我不由停下脚步，
好奇地看着那个邮递员，也看着那个老
太太。他们的眼里透出温暖和善良。
这个胖胖的中年男人，听着老人的话，
脸上显出不好意思的神色。从他们的
对话中，我了解了事情的原委。前一段
时间，老人的脚受了伤，不能下楼取报
纸，坐在家里养伤，非常烦躁。每天定
时看几种报纸，已是老人多年养成的习
惯，一下子停下来，还真不知用什么形
式来填补这个空缺。后来邮递员发现
了这个情况，主动每天把报纸送到家
里，一直到她康复。老人感念在心，那
天见了面，拉住邮递员再三说着感谢的
话。事情就这么简单，却令我动容。

我很容易被这种小事打动。平日
里，坐公交车，看到有人给老人、孩子让
座；走在路上，看到清洁工倒完垃圾桶，

随手把周围扫得干干净净；甚至看到有
人为迷路者指点方向，我都会被这小小
的善举温暖。想起小时候，邻居一位爷
爷每天黎明即起，清扫一遍院子，除了
雨雪天气，从不间断。扫地时，他随身
带着一把小铁铲，遇到土疙瘩，就随手
铲平。冬天天亮得迟，他就端着一盏带
玻璃罩的煤油灯，蹲在地上，一点一点
往前扫，嘴里还哼着小曲儿。大人们都
说，这个老人是个热爱生活的人。当时
我很不理解，这怎么就是热爱生活呢？
不就是一件很小的事嘛。后来长大了，
也就理解了。而且我发现，随着现代生
活节奏的不断加快，人们似乎也越来越
容易被这样的细节打动。这些普普通
通的人，不以善小而不为，以举手之劳
消除了生活中一个又一个小麻烦，虽然
微弱，但有力量。正是这小小的善意和
爱的种子，给人们带来了温暖和希望，
催生向前追寻的勇气和信心。

世界之所以如我们所见这般安宁
美好，就是因为有人为它守护和付
出。而我们，也可以做这样的事，做这
样的人。

我们也可以做这样的人
王永新

有感而发有感而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