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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给七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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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三宝

七月初七爱星

拱一弯诺亚方舟

今夜心扉

只待金风玉露叩响

等待是一种祈盼

祈盼是一种表白

表白是一种爱恋

情感润泽的天河

掀起激情澎湃的波涛

再遥远的天河不过鹊桥一步

再刺人的玫瑰

也是温暖的阳光

天上一声问候

人间一句祝福

拥抱亲吻挂肚牵肠

爱的潮汐

秦邮大地荡漾

许愿灯升起来了

是天上闪烁的星星

天上的星星亮起来了

是人间升起的心灯

这天地合一的夜啊

飘来鹊桥上甜蜜的歌声

屋后的那丛芦苇
!

韩世凯

好久没回乡下的老家了。我老

家的屋子依水而建，傍河而立。它

的东侧有一条弯弯的小河，小河绕

过屋后向西一拐然后再打弯向北。

清澈的水流四季不息。有人说，我

这屋子是标准的“左青龙右白虎”，又因为我和妻子一

个属虎一个属龙，不能说它不是个上好的风水宝地。这

屋子已住了五年多了，事事顺心，块块开心，感觉十分

快慰。但，也曾有过烦恼的小事让人闹心，那就是屋后

河坎上的那丛茂盛的芦苇。

芦苇是丛生植物，在我们乡下四处可见。记得上世

纪农业学大赛的当儿，每条生产河两边都得栽上芦苇。

那时栽芦苇的方式很独特，人们拿上一根去掉叶子的

青芦苇杆，将它顺埋在浅浅的土里，一阵雨后它的芦芽

就会破土而出，一个春夏的工夫就会成林成片。有的生

产干河绵延几十里，放眼望去很是壮观。那时人们都自

豪地称它是“绿色长城”。然而，好景不长在。让人们始

料不及的是不久后那些长满芦苇的“绿色长城”纷纷土

崩瓦解，栽在河岸的芦苇集结的根带着大块的泥土倒

向河中，昔日的美丽而整齐的河岸变成了狼牙犬齿状。

于是各地又掀起了挖芦苇的运动。俗话说，请神容易送

神难，要把芦苇清除掉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在土壤

里只要残留着它的一丝小根，待到来年春天它就会发

芽，然后长得生机盎然。那时，为了对付疯长的芦苇人

们想出了许多的法子，有的挖它的根，有的用高浓度农

药喷洒，有的用火烧它的根和竿。然而，效果都不甚理

想。还真应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诗意，大家

只能望芦苇而兴叹。

我家屋后的那丛芦苇不是我家特意栽植的，可能

是扛土时土里带来了它的根。我们还是住过来的第二

年春天才发觉的。它先是冒出尖尖的嫩笋，然后吐出绿

中带黄的小叶，几天工夫就串到米把高了。到了秋天，

邻居老奶奶把它砍了做成篮子，余下的竿儿就被扯掉

叶子搭起了架子长起了豇豆、丝瓜和扁豆。邻居们都夸

这丛芦苇长得好，很管用。然而，这丛芦苇没经得住表

扬，次年的春天它发芽的面积是头一年的好几倍，几乎

屋后的河坎全被它占了———它疯长了。这回我们才隐

隐地知道它的厉害。如果它长多了，它集结起来的大块

的根就容易会带着泥土倒向河里。那就会直接威胁到

房子根基的安全了。我请来了好几位“土专家”，他们都

说“好弄”。有好事者弄来了几瓶柴

油往芦苇嫩笋上一浇，然后火一

点，“呼啦啦”烧了一阵子，落下个

焦土一片，大伙以为彻底斩草除根

了。谁知没过多久，几场雨一下芦

苇被烧掉的嫩笋又重新长了出来。我站在河边显得有

些手足无措了。心想：用火都治不住，还能有什么法子

呢？后来，有朋友建议我挖它的根,来个彻底除根。我思

量了许久没有同意。因为，我觉得我控制芦苇生长的目

的是想保护河坎和屋基，如去大块地挖了它的根岂不

是要把河坎破了，那岂不是“自毁长城”？

如何对付屋后的这丛讨厌的芦苇？我有了心思，还

成了我的一块心病。我想了很久：“烧”也不行，“挖”也

不好，那是否能在“控”上做点文章呢？我决计让芦苇也

来个“计划生育”。于是，我每隔一段时间都会用刀砍去

丛中的一部分芦苇，保证它们的生长控制在一定的量

上。谁知这一招还很灵光，并且给我带来了许多意想不

到的收获。首先是消除了它夹带泥土倒塌下河毁坏屋

基的隐患，因为它的数量长得稀少了；其次也许是因为

它长得稀少的缘故，芦苇的竿子既粗壮又结实，编织起

来的竹篮子和搭建的长蔬菜的架子很结实；再次是它

那绿森森的枝竿和飘飘洒洒的叶子特别地养眼，还有

月光下它那婀娜多姿的丛影无疑给我的老屋增添了一

道亮丽的风景。

事后我遐想：芦苇，别看它只不过是个植物，但它

是有生命的。凡是有

生命的东西它都和我

们人类一样有它的个

性。在芦苇疯长时，我

们应该理性地对待

之。必要时要人性化

地和它“沟通”，要在

疏堵的尺度上下些工

夫，更不要忘了给它

留点出路。如此，它也

会“感动”放弃极端与

我们和谐共处，并且

为我所有，为我所用，

造福于人类。

热 线 ：
!!"!#$%"

传 真 ：
!!#$%&"#

地 址 ：高 邮 市 文 游 中 路
&'#

号 今 日 高 邮 网 址 ：
&''()**+++,-.'/01.,23

在 线 投 稿 ：
&''()**'-,-.'/01.,23

!

("$4

年
!

月
4$

日 星期二
壬辰年七月初五

详情请浏览“今日高邮”网站http://www.gytoday.cn

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 游游游游游游游游游游游游游游游游游游游 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

!"#$%&'(

□ 雪安理

一串串香甜的葡葡

一颗颗珍珠玛瑙

采摘观光的男女

果架下忙得喜上眉梢

收获的田野流光溢彩

四季有果频传丰收捷报

一队队游客的身影

一辆辆汽车鸣号

休闲娱乐的老少

“农家乐”品尝美味佳肴

富饶的乡土笑语喧哗

四季花开荡漾和谐春潮

啊 高邮界首的大运河畔

“连标葡萄园”风景独好

来往的车船奔走相告

著名的品牌家喻户晓

幸福高邮发达兴旺

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失据的公路
!

周游

承蒙何开文先生邀请，我有幸参加

了宝应微型小说创作座谈会，会后又与

陈卫东先生相约到氾水去探访袁术墓。
古镇氾水坐落黄金水道京杭大运河

畔。公路就在河畔蜿蜒而去，时而并驾齐

驱，时而分道扬镳。我坐在的士上咀嚼苏

东坡表兄弟笑笑先生那首《袁术》：

四代司空倚世劳，可嗟不肖事奸豪。

妄云名字与谶合，直欲起应当涂高。

这首“精短人物传记”道出了袁术可

嗤复可悲、可耻复可恶的人生轨迹———

袁术，字公路，是东汉司空袁逢之

子，袁绍之弟。袁术少以侠义闻名，颇爱

抱打不平。因为袁家四世三公，门生故吏

遍布天下，袁绍早期的仕途可谓是一帆

风顺，先后被举孝廉，授为郎中，后来又

任折冲校尉、虎贲中郎将等职。董卓要废

除少帝的时候，任命袁术为后将军，袁术

畏惧董卓惹出大祸，就跑到了南阳。当时

正碰上长沙太守孙坚杀南阳太守张咨，

袁术才得以占据南阳。南阳郡有人口几

百万，但是袁术鱼肉百姓，奢淫肆欲，民

怨沸腾。当时袁绍想拥立刘虞为帝，写信

告诉袁术，袁术看到汉室衰弱，也有不臣

之心，就以冠冕堂皇的理由否认了袁绍

的计划。眼看豪杰归附袁绍，袁术破口大

骂：“群竖不吾从，而从吾家奴乎！”（《后

汉书·袁术传》）又给公孙瓒写信说袁绍

并非袁氏子孙，袁绍闻言大怒，以至兵戎

相见。袁术与袁绍闹矛盾之后，又因与刘

表不能友好相处而向北勾结公孙瓒；而

袁绍因与公孙瓒不和，也转而向南勾结

刘表，钳制袁术。

后来，袁术率军进入陈留(今河南开

封)，竟被袁绍和曹操联合打败。袁术于

是率领残留部队进入九江，杀死了扬州

郡的刺史陈温，自己掌管扬州，并任命张

勋、桥蕤等人为大将军。李傕攻陷长安之
后，勾结袁术作为自己的援军，任命袁术

为左将军，并封他为阳翟侯，授予他权

力，派太傅马日磾前去行封。结果袁术夺
去了马日磾的符节，并扣留马日磾不让
回去。

兴平二年(一九五年)冬天，汉献帝

在曹阳涧(今河南灵宝)遭到李傕等人的
追击，落荒而逃。袁术这时就召集部下

说：“现在刘氏的势力衰微，天下大乱。我

们袁家四世都是公卿，百姓都很拥戴。现

在我想顺应民心天意，自立为君，诸位觉

得怎么样？”大家都沉默不语，不敢回答。

主簿阎象上前说：“过去西周从后稷到文

王，积累功德，拥有天下三分之二的地

方，尚且还对殷商称臣。您虽然出身世

家，却还没有像西周那样强盛，汉室虽然

衰弱，却还不像殷纣王那样残暴无道。”

袁术冷笑不语了。

因为出自名门望族，袁术自命不凡，

高高在上，目中无人，根本瞧不起出身宦

官家庭的曹操，也瞧不起贩履织席的刘

备，更瞧不起黄牙孺子孙策，就连同父异

母的兄弟袁绍也不放在眼里，惟独“有虓
虎之勇而无英奇之略”（《三国志·魏志·

吕布传》）的吕布马马虎虎地入眼，甚至

同他结为儿女亲家。

袁术哪知道陈珪也瞧不起他：“暹、
奉与术，卒合之军耳，策谋不素定，不能

相维持，子登策之，比之连鸡，势不俱栖，

可解离也。”（《三国志·吕布传》）

袁术哪知道陈登也瞧不起他：“公路

骄豪，非治乱之主。”(《三国志·蜀书二·

先主传》)

袁术哪知道蒯越也瞧不起他：“袁术

勇而无断。”（《三国志·魏志·刘表传》）

袁术哪知道何夔也瞧不起他：“天之

所助者顺，人之所助者信。术无信顺之

实，而望天人之助，此不可以得志于天

下。”(《三国志·魏书十二·何夔传》)

袁术哪知道孔融也瞧不起他：“袁公

路岂忧国忘家者邪？冢中枯骨，何足介

意。”(《三国志·蜀书二·先主传》)

……

无论权倾一朝的董卓，还是位极人

臣的曹操，始终不敢篡位称帝。袁术充其

量是个小人得志、小丑演戏的角色罢了。

袁术一直认为袁姓出自于陈，陈是

舜之后，以土承火，得应运之次。时有民

谣云“代汉者当涂高”，袁术认为当涂者，

公路也。从孙策处得到玉玺后，袁术野心

膨胀到了顶点，终于利用河内人张炯的

配合，僭号称帝。除了四肢发达头脑简单

的吕布相信袁术的谎言而攀龙附凤外，

时人莫不认为他是冒天下之大不韪。

于是，曹操点兵平叛。

于是，刘备率兵平乱。

于是，孙策与其绝交。

无不大义凛然！

就连亲家吕布也是按兵不动！

就连兄弟袁绍也是袖手旁观！

袁术称帝之后封九江太守为淮南

尹，又设置公卿，祭祀南郊北郊，然后横

征暴敛，穷奢极侈，造作无端，而民兵却

饥寒交迫，乃至百姓相食，惨绝人寰。

后来，袁术先被“轻于去就”（《后汉

书·吕布传》）的吕布打败，又被“明略最

优”（《三国志·武帝纪》）的曹操击溃，走

投无路，跑到灊山去投奔其部下雷薄和
陈兰，结果又遭到了拒绝。袁术忧愁恐

惧，不知所措，于是想把帝号归于其兄袁

绍。他说：“汉室失去天下很久了，天子受

到控制成为傀儡，豪杰角逐，天下分裂，

这和周朝末年七国纷争没有什么区别，

最终是强者兼并天下罢了。我们袁氏家

族应当受命为帝，已有符谶瑞应很明显

地预示了这一点。现在你占据四州，拥有

百姓百万，论强弱则无人可比，论德行则

没有人比你更高。曹操想以自己的力量

扶衰拯弱，支撑汉室，又哪里能延续这早

已灭绝的命运呢？”袁绍私下也同意这种

看法。

迫于无奈，出于保命的需要，袁术将

那帝号归于袁绍，前往青州投奔侄子袁

谭。曹操哪里肯放过他，指挥刘备、朱灵

围堵追击。最后，袁术弹尽粮绝，坐以待

毙，吐血而亡，至死也不明白：“袁术至于

此乎？！”后来，袁术家人扶柩投奔庐江太

守刘勋，途经氾水，时值盛夏，尸体腐臭，
只好草率安葬。

车到氾水，我问：“袁术墓在哪？”陈
卫东先生说：“就在镇南，没有墓碑，不知

具体位置。”接着，拿出《氾水镇志》“补
白”：“据清代刘中柱《宝应名胜纪略》记

载：‘在氾水镇南数武，高阜临河隈，相传
为袁术墓。有河夫挖土帮堤，深三四尺见

砖门，垂首望之，内有铁棂，空而黑，不知

其几何深也。’”

酒后回到高邮，我竟记起清代谢元

淮《袁术墓》：

天下英雄操与君，何曾知有袁公路。

冢中枯骨应已朽，湖上空传三尺墓。

淮南称帝亦徒然，须臾败灭如飞烟。

不及高邮张九四，至今犹得苏人怜。

所谓高邮张九四，即以十八条扁担

起义抗元的张士诚。张士诚曾在高邮建

国称王，国号“大周”，改元“天祐”，自称
“诚王”。张士诚统治江浙时可谓是轻徭

薄赋，政通人和，百废俱兴，时有“陈友谅

最桀，张士诚最富”之说。张士诚墓在吴

县斜塘镇盛墩村，被列为苏州市文物保

护单位。据说，每年七月三十，老百姓都

会到街上烧香叩拜，时至今日，苏州民间

还保留着烧“九四香”的习俗。“袁术至于

此乎？！”如果不是我们每天都要出行，如

果不是袁术自号公路，恐怕很少有人想

到他曾昙花一现一般称帝搞笑！

栽秧
!

黄世贵

我不会栽秧，却对栽秧一往情深，只要

看到绿油油的秧田在和煦的春风吹拂下，

从那摇摆的秧苗田里飘来沁入心扉的清香

和悦耳动听的沙沙的响声，就会勾起我童

年美好的记忆和有趣的故事。

我那时候虽说是在农村上小学，要比城里的小孩

快乐、欢欣，更比现在上小学的孩子们轻松得多，倒不

是说生活条件怎么好，而是同学们结伴而行，走过田

野，绕过小河，还要穿过几个风车棚，（利用风抽水的大

型车棚）一路风声一路歌。可以说当时的孩子们是在环

境优美、空气新鲜、生态平衡里长大的。春末季节，当太

阳高高地悬挂在空中时，我们已经放学了，这是我们最

盼望的时刻，而我显得更为兴奋，我迈开双脚大步流星

地直奔我母亲栽秧的秧田。当我满怀希望站在田埂上

的时候，我兴奋地跳了起来，一不小心跌倒了田里，全

身像泥人一样，我亦全然不顾，原来母亲早已把秧田里

抓到的乌龟、小螃蟹和虎头鲨放在小木桶里了，然后我

提着木桶高兴地数了起来，一只乌龟、两只螃蟹、一条

鱼、两条鱼……我依然站在田埂上守候着，忽然听见母

亲在叫我，只看到母亲又抓到了一只乌龟甩到了田埂

上，我快捷地把它放到木桶里，……就这样不知不觉地

夕阳西下了。

第二天清晨，我拎着几只乌龟，背起书包雀跃式地

行走在通往集镇的学校的小路上。到了镇上，我炫耀着

手中的乌龟，一路欢欣，一路笑声。烧饼店的伙计高声

地喊：“喂，拎乌龟的小朋友，来来来！”当我站在烧饼店

门口时，小伙计拿了一块烧饼和油条给我

说：“我们家师傅的孩子闹了几天要买小乌

龟，你能不能给一只他玩玩？”我爽快地答

应了……

栽秧号子、栽秧歌谣，更是启蒙我唱

歌、教育我勤劳的最好老师。这是我钟情于母亲栽秧的

又一心源。秧歌的内容，随乡入俗，各地区各有不同。有

技术型的（如隔档栽……），有故事型的（叙述村庄上的

趣闻），有教育型的（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勤劳持家）等

等，我跟在后面哼，接着后面唱，长期以往，潜移默化，

居然嗓子也圆润了。在一次小学毕业典礼会上，我演唱

了一首《让我们荡起双桨》的歌曲，赢得了一阵阵掌声，

至此，我会唱歌的美誉就这样传出去了。那天晚上母亲

亲自煮了白米饭、煮了鱼奖赏我，我看着母亲慈祥微笑

的面容，反而不好意思了。母亲似乎想起了什么，说：

“人无论到什么地方都要勤劳，就像我们栽秧一样，指

望的就是秋天多打些粮食，让大家不饿肚子。你要用功

读书，将来才有出息啊。肚子里有墨水、有文化，将来在

社会上才站得住脚。”

我多么渴望，在那一泓清水下，母亲和农民们在秧

田里欢快地栽着秧，唱着秧歌，向田埂上甩乌龟、小螃

蟹、鱼虾的田园风光啊！那种童趣，纯真、快乐，才是培

养身心的最佳境地。几十年过去了，始终没忘这种心

境，怪不得人们说童年是最美好的时光，然而却一去不

复返了，只能成为美好的回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