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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标葡萄园园歌”歌词征稿大赛启事
被誉为江苏省“葡萄大王”的曹连

标，在去年被评为江苏省“劳动模范”后，最

近又给人们振奋人心的喜讯：在由中国农

学会葡萄分会主办的全国观光葡萄产业学

术年会暨2012中国·句容第三届葡萄节

上，他选送的品种在全国各地送展的100

多个葡萄精品中脱颖而出，其中，“夏黑”葡

萄被全国葡萄协会评为金奖，“醉金香”和

“金田蓝宝石”葡萄荣获银奖，获奖等级和

获奖品种为历年之最。为了歌颂中国劳动

人民的创业精神，展望和赞美生态观光农

业在现代农业发展中的美好前景，激发葡

萄种植人科学发展、高效发展、创新发展

的激情，本报和连标葡萄园联合举办“连

标葡萄园园歌”歌词征集大赛，现面向社

会广泛征稿。

歌词必须紧扣“连标葡萄”这个主题，

融入绿色、生态、健康、旅游、农家乐等主体

元素，力求主题鲜明，大气流畅，歌词简洁，

便于谱曲传唱。

征稿时间：即日起至2012年9月30日

投稿地址：高邮市文游中路176号

新闻信息中心 居永贵 收

邮箱：yzgyjyg@126.com

评奖及奖项设置：歌词征集结束后，

将组织专家进行评奖，一等奖一名，奖金

为1000元；二等奖二名奖金各600元；三

等奖三名，奖金各300元；入围奖10名，

赠送连标葡萄园精致礼品。

征稿期间，本报副刊将择优刊登作者

作品，评奖结束后，公布获奖名单。

相关说明：入选作品知识产权归征集

方所有。

高邮市新闻信息中心

高邮市连标葡萄专业合作社

2012年8月17日

回眸，远行者心灵的顿悟
———读姚正安先生《记忆》有感

□后金山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

远行者，从小背负着父母的

希冀一步步走向未来，行囊

里塞满了苦涩、辛酸、感动和

快乐。多年后，发现行囊空

空，那些曾经相伴的日子已

经发黄，那些曾经让人心跳的往事已经尘封在记忆里。

现代人生活节奏不断加快，很少有时间静下心来回望昨

天，当你一不小心已经触摸到时光的胡须，猛回头，才惊

异地发现，那些封存的故事是多么美好。正安先生最新

出版的散文集《记忆》，就是停下他匆忙的脚步，在心灵

的驿站洞开一扇扇记忆的窗口，让人重新品味生命旅途

的甘甜，给你一种远离浮躁、涤去铅华的轻松和快意。

认识正安先生很早，他从教多年后又从政，虽然

平时接触不多，多半是在报纸、杂志上见识“蒙龙”之

勤奋。一次小聚，得知他与我同年同月生，只相差几

天，因此，读他的文字便多了一份亲近、亲切之感。

打开《记忆》之窗，亲情的风是温暖怡人的，如果说

人的一生是条河，那么亲情就是孕育人的品格、性情的

源头，作家将烙在心灵深处的影像还原成文字，给我们

堆砌了那个时代农村农民的淳朴、善良、正直的形象，

用最细腻的笔触勾画出身边亲人的音容笑貌，自然而

然地把你带进那个充满艰辛的年代，带进那个似曾相

识的家。那时候生活条件虽然艰苦，但兄弟姐妹多，一

个大家庭，就像一棵伟岸的树，它枝繁叶茂，遮风挡雨，

父母的双脚深扎在泥土里，一群儿女是在父母汗水的

浇灌中成长，是在三亲六故的呵护中成人的，因此，镂

刻在作家心灵中的记忆自然丰满感人，它是现代年轻

人无法体验的，也是岁月无法复制的人间情怀。

我没有正安先生生于

大家庭的生活背景，因而更

喜欢他的《乡事记忆》。这个

版块，我们一点不陌生，多

半写的是我们农村孩子共

有的生活。可正安先生善于

捕捉，无论是他的《夹长鱼》、《桑枣子》还是《手擀面》，

都写得活灵活现，饶有情趣，没有刻意地去雕琢和粉

饰，很本真。偷桃子、摘桑枣子、捉麻雀子，这些蕴含着

当年游戏色彩的孩童生活，经过正安的精心淘洗，让

人梦幻般留念孩提时代的快乐和野趣。

“……我仰头再看那桑树，高高的，树干歪歪捏

捏，枝叶上还残留着有一粒粒紫紫的桑枣子，与我小

时候在老家看过的吃过的桑枣子一样，我真想跳起

来摘下一两粒，放到嘴里。哪能呢，几位乘凉的老奶

奶正看着我。”（摘自《桑枣子》）这段文字让我感慨，

在城市生活拥挤的隙缝里，残存的“桑枣子”的存在

并没有让现代年轻人留意，可它是这个城市的记忆，

是这片土地滞留在岁月长河中的帆影，是生了根的、

有情感的甜蜜往事，对“桑枣子”的追忆，已经远远超

越它本身的意义，它是生活变迁的时光缩影，是这座

城市有意无意留给后人慢慢品尝的绿色书签。

高邮是个文化古城，难得的有不少干部热爱文学创

作，正安先生是其中的一位，这不能不说是高邮文学之幸。

一本《记忆》搁在案头，它让我又一次走近正安，

打开他看似冷漠、刻板的面孔后面的那扇窗，亲情如

雨、乡事如风、心路如丝的文字，给我心灵带来震撼，

我猛然感觉到自己正置身记忆的另一端，与正安一

起，与这个世界一起呼唤懂得感恩的情怀。

日常的诗意
———读姚正安先生《记忆》

□姜传欣

获赠姚正安先生的新书《记

忆》，扉页上签名字体刚健遒

劲———一个人的笔迹一般能无

意间透露其内心世界，就如相由

心生，从字迹就能感知到姚先生

的刚劲、正直和激情。姚正安先

生的文章，质朴细腻、温馨感人。无论洋洋洒洒的长文，

还是短小精悍的千字文，无不精到独特，耐人寻味。有

的针贬时弊，催人奋进，像《平常心》《让我们多一点责

任》，有的情趣盎然，清新优美，像《焦屑》、《夹长鱼》，有

的亲切自然，感情真挚，像《牵挂》《为父母拍照》等。时

光流逝，生活留下的痕迹大多被岁月慢慢磨灭，留下的

就是记忆了。其实人生何常不是一段段记忆的链接呢？

记忆了一些人，记忆了一些事，记忆了一些情。姚正安

正是智慧地找到了这样一个切入点———从日常出发，

让诗意浸透在生活的点滴之中。

“真”是这种日常之美的基石，真人、真事、真感

情。念长辈，忆往事，议时下……真情真爱无处不在。

亲情篇中的《不忍想起》构思巧妙，抓住人物的主要特

征和个性细节进行描写，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文章

讲述了在除夕之夜发生的事情，作者是这样写的：“但

有一件事却使我心疼难忍，时过境迁，难以忘怀。”一

下子把读者的心提了起来。往事并不如云烟，一转身，

一低首，便涌上心头……究竟什么事情让作者如此记

忆深刻呢？“可爸冷不丁来一句，今年秋天好险呢，你

们差点就看不到我。”原来作者八十多岁的父亲在农

忙时摔倒了，一直瞒着儿女们。看似作者的三言两语，

却饱含深情。读到此处，我的眼睛已经湿润了，父爱如

山，我看到一个伟大的父亲的形象。作者接着写，“爸

豁达得很，笑嘻嘻地说，我不碍事，你们安心工作。”养

儿防老，可做父母的再苦再累也不对儿女说，能够自

己扛着一定不麻烦儿女。作者通过典型细节的刻画，

个性化语言的表达，主要人物内心的挖掘，把子女的

感恩和父母对子女那份无私的爱展现得淋漓尽致，真

爱、亲情跃然纸上，让人动

容，催人泪下。正因为姚正安

先生怀有对亲人无限的爱，

对家无比的思念，才会写出

这样直抵人心的温暖文字，

读后久久不能忘怀。有人说，

文学作品语言之美不在于文字的简洁、生动、准确，而

在于作者能用简洁、生动的文字准确地表达作品人物

的内心世界。姚先生的文章给我们作了很好诠释，似

乎无意感人，但欢愉悱恻之情，溢于言表，虽然话语平

常，不事浮饰，娓娓道来却是情真意切。

作者对生活的情趣和热爱，感觉到生活中的美和

诗意，对生活中人和事，注入深情和诗意的目光，才会

从记忆中呼唤出一个个令人感动的诗意世界，呈现在

我们的面前。借用乡贤汪曾祺的话，他写的是美，是健

康的人性。感觉很深的是《拉扒网》中的文字，“我的老

家在水乡，河连河，沟套沟，荒塘废地多的是。”“拉扒

网一般是两个人参与，一个人在河堤的半腰或者穿套

鞋在河边拉，一个人则用竹篙支住网的横杆……”“拉

扒网成了记忆中的文物，拉扒网也成了村中人们美好

的记忆。”从文字表意上看，讲述农村拉网捕鱼的场

景，给读者呈现一段平凡的生活状态。实质展示了一

幅里下河农村的风情长卷，我们从作者笔下分明看

到：蓝天白云，林木葱葱，大河小冈，村民扒网捕鱼，人

声鼎沸，鸡犬相闻，安居乐业，生机勃勃又情趣横生的

田园风光图。文章句子结构单纯简练，文字干净利索，

细致入微地感知到作者记忆中儿时的生活状态，看似

叙述朴素，但绝非单薄，文字的背后恰恰隐藏着一个

丰富的世界和作者一颗炽热的心。姚先生的文章，诉

诸直觉，忠于生活，不饰雕琢，而又兴趣盎然，悠远的

记忆和纯美的画面中饱含无数的深情。

平时常闻书香，却读书不多，现在觉得好的文章

会有两个重要因素，一个是真挚，一个是纯美，这也

是《记忆》给我的感悟和启发。

《而立集》：心怀感恩，情系桑梓
□王三宝

因为我和周

荣池是同乡、同行

的缘故，与他接触

越发多起来，年龄

上我是他的长辈，

文学上他是我的老师。我们常在一起谈东

论西，以致于现在我们成了忘年交。

上世纪八十年代一个元宵节，周荣池呱

呱出世。元宵节是一个让人欢快的节日，可

这一天并没有给他的童年带来欢乐。可以说

他的童年是在一个穷苦的环境里，在带有酒

精味的父亲的粗暴打骂声中度过的。他的童

年、少年甚至是青春初期都打上了清苦的烙

印。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十多岁的他就帮家

里做着力所能及以及力所难及的事情。背着

篓子去卖鱼，推着板车卖西瓜，考上大学那

一年，他混在农民工的队伍里捞虾子，为秋

季的学费奔波忙碌。当他把这些事情告诉他

妻子的时候，他的妻子半信半疑，总认为这

些事情只能在电影里出现，谁知在她丈夫身

上曾有发生。上中学的时候，他是一个“饥饿

的月亮”（《饥饿的月亮》），曾为偷吃同学从

家里带来的咸菜懊悔不已。所有这一切，都

让他比同龄人对生活有更深的思考和认

知。当他跪着忍受父亲用柳条鞭打的时候，

当他挨着饥饿在学校奋发读书的时候，当他

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对未来充满无限幻想的

时候，他没有退缩，勇于面对，敢于担当。他

用一颗坚忍不屈的心迎来一个又一个的

挑战，战胜一个又一个的困难，获得一次又

一次的新生。他的艰苦的历程成为他前行的

动力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

我想，他在描述自己被父亲粗暴打骂

时的心情也许是沉重的，表达出来的文字

是让人震撼的，但他没有流露出一种反抗

的心理，他的心管里流淌着父母的血液，

这是任何人都无法割舍的亲情。因为他的

父母是爱他的，他也爱他的父母。尽管他因

拔邻居的萝卜遭下跪挨打，也因大意丢掉

父亲心爱的上海牌手表（外婆送他爸的）而

挨骂，所有这些都是父爱的表现。父亲三十

岁时生了他，用父亲的话说是“坏稻剥好

米”。（《原味的端

午》）这一朴实的语

言隐含着父亲的自

豪和对儿子的爱。

当他说喜欢吃藕的

时候，父亲毫不犹豫地“扑通”一声一个猛

子扎入河里，好一会工夫从淤泥里抠出一

段瘦弱的断藕来，他拿着的不是一段藕，是

一个父亲对儿子深深的爱。他在寒冷的天

气里忍受饥饿的时候，母亲送去一碗热乎

乎的饭和几块咸肉片。一次暑期返校，患晚

年痴呆症的母亲，把放在怀里的五元钱（用

于她迷路时返回的车票）送给他说：“乖乖，

这个钱你拿着坐车用。”（《痴呆的爱》）是

的，他父亲说的一点不假，他是一粒好米，

一粒闪闪发光的“珠光米”（高邮有“甓社珠

光”的传说），上大学时他就成为一期《散文

诗》期刊上的封面人物，去年他被《散文百

家》期刊作为特别关注的人物予以推荐，一

期中刊登了他十多篇散文，这是难能可贵

的，这些散文都收录在他的《而立集》中。

我觉得周荣池用一颗感恩的心去描

写让他留下心酸而又快乐的童年，描写深

爱他的故乡和故乡上的亲人。他用专注的

神情和独到的目光关注故乡里的风土人

情。他恨不得把故乡里的每一滴露珠用心

一点一点放大，以致在太阳照射下放出闪

亮的光辉来。一碗面条里吃出故乡的味道

（《一碗面条的故乡》）；旅行出发时“带上

的是萝卜干，装在心里的是家的温暖”《萝

卜干和出发》）；一个拾荒者从破烂的世界

里，寻到生活的甘甜（《拾荒》）……

《而立集》是他用三年文字的结晶向

三十年的岁月献礼。这三年是他人生角色

大转变的三年。他从农村来到城市，从教

员成为科员，从居无定所到住上新房，从

丈夫成为爸爸。在这些因角色转变而承担

更多事业和家庭重任的时候，他忙里偷

闲，把对故乡（包括文字故乡）、亲人的情

和爱，对人生的感和悟，收进他的《而立

集》，这是一份多么厚重高雅的礼物，一份

多么值得品赏珍藏的礼物。

形散而神不散
———读周荣池《而立集》

□俞永军

从我浅薄的阅历和浅显的理解来说，艺术

应该永远是一种形散和神不散的结合体。散文

更是如此。它总离不开形散的基础，取材广泛自

由，表现手法多样。同样，它也离不开形散的超

越，也就是神不散的特质，否则便是材料的堆

砌，所有抒情、叙述和议论都是水中月镜中花，

可望而不可即。也就是说，无论散文的内容多么

广泛，表现手法多么灵活，无不是更好地为表达

主题服务。当然，就散文来说，其艺术水准的高

低并不是取决于形散和神不散的比重孰重孰

轻，而在于两者的结合是否达到完美的状态。周

荣池先生的散文专著《而立集》，就是一部两者

结合完美的散文集，在形散的广博和超越中又

不可分割地揉杂着凝练辩证的神韵，反之亦然。

这种状态下的散文，我称之为大散文。

分解开来，周荣池先生在文中的形散并没

有归并于虚无缥缈的材料和空洞无物的说教，

而是以哲思妙语、悲悯情怀进行了淋漓尽致地

展现。诸如：“岁月就是一部时光机，把所有的日

子一点点地带走了，让人对未来的日子感到恐

惧，因为那些未来的日子总会被时光这部机器

无情地带走，把所有美

好与痛苦都变成回

忆。”（《时光机》）道出

了作者对时光飞逝、一

去不复返的无限伤感。

“农村的生活很简朴，

但是那些仪式总是那么庄重。当我们洗净了身

上的泥土，住进干净的城市的时候，富足的生活

中我们却忘记了这些仪式。这种忘记给我们的

生活带来了便利，却让生活缺少了虔诚、真挚与

敬畏。”（《原味的端午》）写出了作者对传统佳节

的向往与回味，尽管如今的洋节日精彩纷呈、如

火如荼，但缺失的是真情，流露的是孤独与空

虚，寂寞与无聊。“很多人为我的离开感到庆幸，

我也为自己生活的改变而感到满足，但是每当

自己又回到校园里，哪怕是一个陌生的校园，站

在某个角落里停顿一下，我会突然明白：这曾是

我心里最宁静的地方。”（《回到校园》）表达了作

者深爱校园，深爱三尺讲台，他喜爱孩子，喜爱

宁静的地方。诚如他初为人师时所写：“这些孩

子依旧这样，我想我也会随他们一起老去。我们

且不要一味地大放厥

词，也不必再用怀疑与

不屑的目光看着他们，

我唯一要做的就是陪

着他们安静地成长，直

至老去。”虽不能至，心

向往之，尽管后来，他“离开临泽”，离开他心爱

的校园和孩子，但他一直没有摒弃自己的悲悯

情怀，一直没有忘记自己教师的身份。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就是周荣池先生著

作中可以“触摸与亲吻”的形散，因为它们是有

形的，它们就和水分、空气、阳光一样，伴随我们

每一天，只要闭上眼睛，用心去感悟，我们就能

感受它们的存在，氤氲、飘荡、弥漫，无孔不入，

沁人心脾，暖人心神。然而，不仅仅如此，在这部

著作里，那些形散的材料，还紧紧聚合在一起，

透露着神不散的韵味，就像卧龙盘虬的大树，不

管枝丫伸展得多远，都离不开躯干。

正如他在《村庄的真相》中所写：“从农村走

向城市是很多人希冀或者正在进行的人生轨迹。

然而当我们怨恨似地离开那个贫困朴素的村庄

之后，我们又会在城里的月光中看见了所谓的乡

愁。这种乡愁不是现实意义的分割，是村庄在我

门生命底色上的一种映照。”所以，作者的书写离

不开村庄，离不开生他养他的故乡。故乡中看似

平常而又简单的花草树木、虫鱼鸟兽、人情世故，

却一直温暖作者的梦境，坚定作者的信念。

当读到作者十多岁的时候竟然“背着篮子

去卖鱼，或者推着板车去卖西瓜”，以及考上了大

学竟然还“冒充民工去外乡捞虾子赚学费”等事

情，我就知道作者散文创作中神不散的基调，那

就是仁爱天下，就像艾青诗中所吟唱的“为什么

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深爱着这片土地”。所

以无论家事，还是行走；无论评论，还是鉴赏，作

者都离不开辩证统一的思想，而非全凭个人狭隘

的好恶观，不问青红皂白，一巴掌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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