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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凡
她真的来了，迈着纤步飘来

……

早起去菜市，只听得雪子敲打

在瓦砾上，发出清脆悦耳的声响；踩

在上面又有些滑滑的感觉。我在

想：这或许是大雪来临前的前行者

吧！就像音乐的前奏，接下来便是

优美袅绕悠扬……

等我从菜市出来，已是漫天白

雪。我期盼的感觉，亲临身旁，欣

喜！没撑雨伞，领略雪花的恣意，展

开双臂，与雪花起舞，飘落脸颊的温

润，飘落眉毛、发梢的亲昵，我融化

了她，好似一缕云雾袅袅……

倚窗而立，静静地观赏她的美

丽。放眼望去，密密麻麻的银白色，

将天地相连，变成银白色的世界。

而此时，不时看见一群小鸟飞过，穿

梭在银白色间，好像要和雪花相媲

美，清脆的鸟鸣使宁静雪舞有了一

丝灵动。

雪越下越大，一团团，一簇簇飞

舞，忽而柔美舞蹈；忽而疯狂奔放，

不时变换轻盈舞姿，装点洁白美丽

的世界。我推开窗伸出手，一朵雪

花飞落，即刻融化，三四朵如同柳絮

落入我温馨的“小屋”，瞬间变成了

小水珠。不知什么原因，促使我赶

忙收回手，任由她自由飞翔。

孩时的我，遇到这样的天，一定

和伙伴们在雪地里堆雪人，掷雪球，

翻滚打逗，嬉戏玩耍，全身上下湿漉

漉，分不清是汗水还是雪水，回到家

里，定然遭到妈妈一顿训斥，甚至挨

打，可待到来年，那一幕还会重演。

因为那份开心和快乐，是那个年代

少有的娱乐，故而直至今日，仍旧记

忆犹新。

下午，到处是白皑皑一片，真有

银装素裹，分外妖娆之感。草地上

也盖上了厚厚的被子，就连光秃秃

的枯枝，也被雪花装点得十分别致。

我在为雪花飞舞，欢呼雀跃

时。看到一些树枝，被积雪压弯了

腰，我真的很担心，再这么下去，枝

干会被折断，实为遗憾。如果快乐

与喜悦，建立在别人的伤痛之上，那

还是不要的好。默默祈福，美丽的

雪花止步吧！这样想时，雪停了，心

里便有了一份小小的满足。

雪的遐思

原杰
说起明代奉化诗人，戴德彝、

戴洵与戴澳的诗别具一格，充满

亮点与“正能量”，颇为后人所称

道。

戴德彝（1364- 1402），字帮

伦，城区人，在奉化可谓妇孺皆

知。早年与方孝孺讲学于妙相寺，

后同入宋濂门下。其于洪武二十

三年（1390）乡试中举，四年后又夺

得探花，授翰林编修，三年任满升

侍讲。太祖曾对他和状元张信说：

“官翰林者，虽以论思为职，然既列

近侍，在朕左右，凡国家政治得失、

生民利害，当知无不言。昔唐陆

贽、崔群、李绛之徒在翰林院时，皆

能正言谠论，补益当时，显闻后

世。尔等当以古人自期，毋负朕擢

用之意。”戴德彝由此感奋，直声震

于朝。明建文帝时，先任为左拾

遗，参修太祖实录，后任监察御

史。“靖难之变”中，方孝孺被杀后，

戴不久也被害死。

德彝以忠贞不屈传世，写诗

并不是他的强项。考其存世的三

首诗作，其中收在王鸿鹏《中国历

代探花诗：明朝卷》（昆仑出版社

2006年出版）之《岳林寺前》当真

实可信。而常被人津津乐道的两

首绝命诗疑为假托——不太符合

现实场景。可想到诗能设身处

地，较好诠释德彝彼时的精忠思

想与精神，因而也不妨一读。

第一首为绝句《失题》“全忠全

孝生平志，况读先贤正气歌。一死

成仁臣子分，寸心岂肯计如何。”另

一首为七律《绝命词》：“丈夫砥节石

如坚，临难何辞鼎釜煎。王蠋捐躯

英万古，常山断舌志千年。灵光长

照丹心血，飞魂还歌正气篇。碎首

今朝知毕业，空留遗恨有谁怜？”诗

中提到的王蠋，为战国时齐国画邑

(今山东淄博市临淄区高阳乡)人，

齐国退隐大夫。常山断舌即“断舌

常山”，说的是《新唐书·忠义传中·

颜杲卿》的故事。王蠋、颜杲卿皆指

宁死不屈的忠义之士，德彝当以此

两人自况。如果说第一首中规中

矩、还有些拘谨的话，那么后一首则

激昂悲壮，充满一往无前的英雄豪

气，令人为之动容。

相比德彝，戴洵（1534—1597）
要陌生得多。其字汝诚，号愚斋，别

号樟溪，自称无能居士，也是城区

人。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进士，

授翰林编修，官至南京国子监祭

酒。著有《司成集》。

无能居士自幼识度宏远，落笔

惊人，擅作画，诗也写得不错。无论

是《忆昔》，还是《过外祖父家》《寄吕

东桥》，都写得真切动人，清新脱俗，

尤其是刻画人物形态之“新甥拜捉

襟”“暮坐青犊归草庐”等句，令人忍

俊不禁。这印证诗是一种抵达准确

的努力之观点。诚然，那些词句提

出来时，是非常有生命力的，是新鲜

的词，唤起人们对事物的感受。

而最为人所称道的是《翰林

松》：“翦伐先曾乞县公，至今人号翰

林松。野猿知道非封爵，犹抱寒条

候晚钟。八景销沉绝旧踪，百年只

得一株松。也知不是无情物，翠色

而今作意浓。”……关于这首诗，还

有一个世代流传的故事。说的是在

原雪窦寺前，有一株古松，大可二十

围，高可百余尺。明隆庆五年

（1571），当时的县尹欲将其砍伐，翰

林戴洵作诗力谏而止，人遂呼为翰

林松……本诗记叙的便是这一件事

的全过程。今松虽已不存，然尚存

此名，当然还有故事。

关于戴澳（约 1578-约 1644），

我们也并不太熟悉，其实他系戴德

彝后世孙。其字有斐，号斐君。明

万历四十一年（1613）进士。授虞衡

主事，后以稽勋郎中假归。曾两度

复出，忧时而卒。著有《杜曲集》《丰

干集》。

宁波大学教授张如安编著的

《宁波历代文选（诗词曲卷）》，明代

部分共选录 80位诗人，而奉化入选

的仅戴澳一人。细读发现，其诗确

实不同凡响，纯情真切，诗艺纯熟。

如《喜得家书》“思家正苦久无书，忽

得家书喜莫如。未及开椷（椷：箱子

一类的器具）先问客，来从何日别吾

庐。见儿封识知无恙，说母平安一

似初。还道姊归新抱女，怀中学笑

解怜渠。”更难得的是，身处明末清

初动乱年代，敢抨击朝政，忧国忧

民，充满正能量；或者说，自觉突出

诗性正义，有乃祖德彝之遗风。

其《哀路殍》描写当时边疆白骨

露于野的惨状：“死兵烈如归，死疫

昏如醉……寒雨时洒泣，阴风每感

喟。当途肉食者，谁抱苍生志？”（当

途：指掌握政权；也指掌握政权的

人）。而《贫民行》则数说老百姓的

困苦生活：“贫民养蹇驴，主养不主

骑。八口仰驴背，执鞭奔恐迟。酷

日炙破脑，毒尘糁入皮。但愁驴踣

顿（踣顿：倒毙即死亡），遑恤身困

罢。得钱未到家，怒吏忽已随。”如

果说前两首诗反映的是当时民不聊

生的社会现状，那么其《燕邸中秋十

二绝》则揭露军队的腐败与无能，并

把矛头直指当时的最高统治者：“虏

入檀州（檀州：即今北京密云）逼帝

京，不知谁是汉长城。将军此夜仍

歌舞，明月空临十二营。”“月应不忍

照沙场，千里沙场骨似霜。鬼哭夜

深都有泪，化为清露洒昭阳”（昭阳：

即昭阳宫，汉时武帝六宫之一。此

处代指皇宫）诗既有豪情又有胆略，

意境悲凉壮阔，有很强的艺术感染

力。

总之，如果用河流来形容“三

戴”正能量诗的区别，那么，戴德彝

的诗像暴风骤雨后陡涨的河水，戴

洵的诗是白日晴天的潺潺流水，而

戴澳的诗，则为百川汇流后的大江，

壮阔而汹涌……

明代“三戴”的正能量诗

应杜孟
也许是当兵离家时间太久，

或许是渐渐老去的关系。每当喧

闹的都市生活平静下来的时候，

总会特别怀恋家乡奉化九龙那条

孕育我成长的小溪。小溪源自于

崇山峻岭的幽谷间，由无数条细

流汇聚而成。涓涓的流水，从大

山经络中渗出，经无数山石冲撞，

透着灵气，叮叮咚咚，一路欢歌，

穿过山村，奔向远方。我就在小

溪边那栋老屋里出生，喝着小溪

的“乳汁”长大。小溪虽小也没有

什么名气，却是清秀的“县江”源

头之一。

初冬时节，天朗气清，惠风和

畅。我带着怀恋和感恩，专程回

了趟家乡，在横跨小溪的那座“永

宁”桥头驻足、举目四望，山村的

旧貌新颜尽收眼底。近几年村里

为呵护美化小溪下了很大功夫，

几代人一直沿用的百余口丑陋不

堪的露天粪坑已不再，新建了五

座格式化的公厕；沿溪数百米长

的堤岸，安装了实用美观的护栏

⋯⋯弯弯曲曲的小溪成了山村

最亮丽的风景线。小溪的流水，

依然哗啦啦川流不息；清澈见底

的溪水中，仍见小鱼小虾游弋蹦

跳；水平似镜的溪潭，倒影着山间

的竹影婆娑。家乡小溪一轴轴精

美的山水画卷，一幅幅既熟悉又

陌生的动人画面，把我的思绪一下

子带到了过往的美好记忆里。

自从我懂事起，爷爷就多次给我

讲述，村里的这条小溪历史十分悠

久，用巨石垒成的岸堤，经历过无数

次特大山洪的考验，几条用鹅卵石和

岩石铺成的沿溪小路，一直延伸至山

巅，这些古迹都倾注了祖先的心血和

智慧。小溪四季如歌，从不干涸，尤

其是到了夏天，随着雨水的增多，会

变得更加欢快。清澈的溪水翻着雪

白的浪花潺潺流淌，在岸边摇曳的翠

竹映衬下，如同一条飘动的彩带。那

美妙的流水声，配上那一阵阵如银铃

般的山雀叫声，那真是一种心灵的享

受。在童年的记忆里，毎逢夏天来

临，我与小伙伴们都会撒欢般地赤身

露体，一起跳到清凉的水潭里，学游

泳、打水仗、摸螺蛳、逮石蟹，无忧无

虑，尽享童稚浪漫。有时一玩就是大

半天，直至手脚起皱、皮肤泛白、嘴唇

发紫才上岸，回到家少不了挨父母一

顿骂。

村里一栋栋岩石砌墙、土瓦盖

顶、全木结构的老屋，基本上都靠溪

而建。我家的房子距小溪很近，走

上十几米下几个台阶，就到了河埠

头。世世代代山里人淘米洗菜、洗

涤漱涮，包括夏天男女老少的洗澡

冲凉，都有赖于这条小溪。那时村

里没有自来水，有的村民为了用水

省力方便，把挺直修长的毛竹劈成

两半，去除竹节当水管，将溪水直接

引到灶台前的大水缸里。遇上旱季

水源不足，还是要靠肩挑手提到溪

潭里取水。东方欲晓，晨光熹微，大

人们就会早早起来，所干的第一件

事，就是把水缸挑满。年少的我，偶

尔也会帮父母减减压，踉踉跄跄学

着挑水，有时一担水还没挑到水缸

边，已经洒得所剩无几。如今，村里

早用上了自来水，挑水用的特制木

桶和带铁勾的扁担，也已成了时代

变迁的见证之一。

溪水养育了世代山里人，也滋养

了田园庄稼。家乡山多田少，粮食紧

缺，每年要吃上国家一季“反销粮”。

分布在村前村后的百余亩梯田，被村

民们视为珍宝，每年都会插种两季水

稻，溪水自然成了确保丰收的重要资

源。那时所有田地都由生产队统一

耕种管理，在靠天吃饭的年代，遇上

天气大旱，小溪流量锐减，村里就会

统一调水，开源节流，尽力提高溪水

的利用率。记得有一年持续干旱，刚

种下去的晚稻急需灌溉，全村主要劳

力都投入了抗旱保苗大会战，年少的

我也有好几个晚上没有睡觉，帮着父

亲不停用水车车水，将小溪里有限的

水“车”上来浇田，尽管显得微不足

道，但也尽了一份努力。每当看到满

畈稻谷飘香指日又能吃上香喷喷的

大米饭时，村民们的脸上都会露出灿

烂的笑容。

在我的记忆中，家乡的小溪和

田园水沟里，随处都能见到鲫鱼、泥

鳅、黄鳝，还有螺蛳、石蟹等等。我

常跟三叔一起去小溪里捕鱼，通常

是吃过晩饭出门，一手举着爷爷特

制的火把，另一手拿着带齿的长把

铁钳，用不了多久，带去的竹篓总能

装得满满地回家。令山里人津津乐

道的是，在那个物质相当匮乏的年

代，这些原生态几乎都成了老老小

小山里人度过饥荒的重要食物，不

用说泥鳅、黄鳝，就连溪水中潜伏的

小小石蟹，卵石上蠕动的小小螺蛳，

只要见了一概都不会放过。正处童

年的我对饥肠辘辘的生活，也留下

了深刻印象。饮水思源，如果没有

小溪的慷慨恩赐，像我这等贫弱的

山里孩子，也许没有气力走出山村

奔向远途，甚至可能难以熬过艰难

的昨天见到美好的今天。

家乡的小溪，是我童年少年美

梦中时常笑醒的地方。小溪如同一

部记录片，在我的心里放映次数越

多，它的画面就越清晰。小溪用丰

富甘甜的乳汁养育了山村的祖祖辈

辈，用柔软的宽阔肩膀温暖了一代

又一代，将自己的一切默默地献给

了淳朴善良的山里人，它带走的是

岁月的艰辛，留下的是一路欢歌。

家乡的这条小溪在我的心中是永不

干涸的记忆；家乡的小溪，你永远是

游子心中的歌！

怀恋家乡的小溪

沐小风
12月 18日晚 7点，我还是掐着

时间点儿冲进三味书店二楼咖啡吧

内的沙龙现场，沈潇潇、高鹏程、原

杰、蒋静波、王杰明、虞燕、杨洁波、叶

辉、林杰荣等老面孔都来了，还看到

两张熟面孔——文学爱好者张桂佳

和裘浩锋。王林军则难得一见，2018
年他有好几篇佳作登上《散文选刊

（原创版）》和《浙江散文》，整个人都

自信了很多。一旁的大屏幕上，“回

顾2018，展望2019”这几个大字默默

告诉我——按阳历算，此次文学沙龙

就是2018年最后一次沙龙了。

沙龙主持人高鹏程春风满面，

简要回顾了区作协一年来的主要工

作和取得的成绩。2018已渐行渐

远，总有一些片段让人留恋。大家

回忆起那些外出走亲和采风时遇到

的人和事，说起海岛与船，月亮与沙

滩，以及山里山和湾里湾，曾经模糊

了的记忆竟然又变得清晰起来。经

历如果不是用影像和文字记录下

来，就如过眼云烟稍纵即逝，所谓的

念念不忘，是说一些重要的人和事

我们得多念叨才不至于忘记吧。

再看虞燕和杨洁波两位的如花

笑靥，我分明感觉到文学的火花正

在她们周边爆燃。2018年奉化文

学圈的热词是“虞燕”和“理想塔”。

她的短篇小说《理想塔》在宁波文学

周“奉化小说家作品研讨会”上被几

家纯文学名刊争抢，在《作品》2018
年第 1期刊发，又被《中华文学选

刊》2018年第2期选载之后，温度持

续攀升，引发《作品》杂志首届网络

评刊活动热潮，并带来了良好的辐

射效应，她的其他小说四处发表、遍

地开花。杨洁波则已成为《长江文

艺》的常客。《长江文艺》素有“新中

国文艺第一刊”的美誉，多年来倍受

选刊和读者的关注，也是中国 27家
文学创作类核心期刊之一。杨洁波

的小说已经两次登上《长江文艺》，

接下去又有一篇新作即将刊出，她

的实力可见一斑。

座谈过程中，大家历数着一年

来取得的成绩，收获的喜悦映照着每

个人的脸庞。总之，2018年奉化作协

会员创作“小宇宙”持续爆发，亮点纷

呈，硕果累累，计划内只有奉化诗人

群体作品研讨会因故未能实施，高鹏

程向本土老牌诗人原杰和新生代诗

人林杰荣表示了歉意，并保证 2019
年春天一定促成此事，不留遗憾。

接下来展望 2019环节，高鹏程

提出了一些吸引沙龙人气、激发会

员活力乃至促进作协发展的想法，

得到与会成员的认可。三味文学沙

龙方面：准备建立“双轮值”制度。

由作协骨干会员轮值主持，负责策

划主题、召集会员、群内预热、现场

主持，每年 4-6人轮换，由 6-12名
会员轮流撰写“三味夜话”，区作协

1：1配发稿费。同时设置“规定动

作”。室内：增设每月荐书、每月一

诗、每月一星活动，每项 5-10分钟；

每年邀请 4位区外作家编辑来奉交

流，其中市外不少于 1名。室外：每

年组织户外采风、走亲不少于 4次，

其中区外不少于1次。

话题说到这里，大家的兴趣立

马高涨起来，七嘴八舌之余，初定由

王林军牵线搭桥，于农历年内搞一

次岳林寺采风活动。可见文学创作

的热情跟我们的生活一样，时不时

需要来点新鲜感，触发一下好奇心。

宁波市提出要打造十万文艺甬

军，我们要动用各种办法发现发动、

重点培养、物色吸收一批文学爱好

者入会，不断壮大作协队伍；同时继

续向上级协会推荐优秀会员，成熟

一个，合格一个，推荐一个；还要物

色两块地方作为作协创作基地，原

则是自愿合作、互惠互利。

大家一致认为，推出优秀作品

才是作协工作的重中之重，所以我

们要继续利用沙龙讨论修改会员作

品，采取会员互评、编辑批阅、名家

点评等方式，助力会员创作优秀作

品。高鹏程透露，在新的一年作协

将配合文联举办“纪念建国 70 周

年”征文、奉化文学新人作品大赛等

多种征文活动，既能发现新人，又能

服务大局，一举两得。

最后，高鹏程为我们预演了今

年沙龙的新规定动作“每月一诗”，

向在场成员介绍了他的作品、刚发

上《人民文学》诗歌头条的《海边空

屋》的创作情况。他从最初的构思、

入笔的视角、个人的经历等等，讲到

这些东西的有机整合，诗意的碰撞，

日常生活的还原，及至诗歌抵达的

哲理深度。周遭宁静，我恍惚想起，

这个夜晚已离冬至很近很近，可竟

然涌动着春天般暖湿的气流。

今年花胜去年红

诗人的冬天
纪广洋
太阳的火炉

疏远了

月亮的甜饼

残缺了

白云的棉被

雪花飘飘

大地的床上

坚冰无垠

……

终于拭干眼泪时

已是千百年之后

另一个

桃花初绽的春季

雁南飞 汤青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