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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蒋成忠《戊心斋吟稿》
□刘勇刚

寒斋插架，有《戊

心斋吟稿》一帙，乃乡

贤戊心斋主蒋成忠先

生所著。展卷细读，蒋

君于旧体诗词创作之

苦心孤诣，跃然纸上，令人深有感触。

刘勰《文心雕龙》云：“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

自然。”人生天地之间，心物相接，感受颇繁，情动于中而形于

言，又借助于辞采、意象以感发读者，使其能得相同之感受，如

饮醇醪，如嚼橄榄，味之无穷，不觉自醉，是之谓诗。诗人之情，

首贵真挚，其体悟万象，大至国计民生，小至一草一木，苟有真

情，即成佳作，否则浮词假象而已。一己之思，及发为歌诗、铸为

意象，则如隋珠和璧，辉映千载，引人发亘古之幽情，骋百代之

遐思。此即诗之生命体悟，蒋君可谓善悟此！

观其集中所作，大抵志思蓄愤而吟咏性情，有叙夫妇父子

兄弟及祖孙间之浓厚亲情，如“孙钓鱼鲜满篓归，爷爷乐得笑声

飞”（《孙儿钓趣》），“雪飞三九苦风凄，正是娘亲诀别时”（《哭娘

亲》），“相忆幼时意重，失亲湖北飘萍。离多聚少苦伶仃，难舍深

情”（《画堂春·至亲》），诸作皆从肺腑流出，语言质朴，沉厚动

人。亦有叙游览心得及自然观感，陆机《文赋》云：“遵四时以叹

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春秋代序，

摇荡性灵，加以吾乡高邮烟霞胜景，风光独绝，才人辈出，题咏

甚富。何处不触人诗情？“邮驿风尘路几千，长堤远水柳含烟”

（《盂城驿》），“龙图世泽风流士，淮海家声婉约词”（《访秦观故

宅》），及“栖鹭伞，卧蛙

盆，蜻蜓款款恋香莼。

横桥本是瑶池境，直到

而今未染尘”（《鹧鸪

天·横桥荷花荡》），皆

本景语，亦是情语。遗踪名胜发为浩叹，湖光山色赋予生趣。历史

自然与心灵融合无间。另有肝肠似火、嫉恶如仇的讽谕诗，揭露

社会弊端。如：“得意忘形思逆水，贪婪载满祸临头”（《戒贪》），

“长虹折射苍生泪，县宰红袍换紫袍”（《高邮运河二桥落成有

感》）及“搜三爪子吃三口，下岗工人苦似鸡”（《下岗苦》）等，直面

现实，关注民生，不独以性灵为诗，更见肝胆，不仅有乐天之易，

更有史迁之愤。

吾国诗教，源远流长，渐渍于人心者至深且巨，而二千余年

之诗作，亦世界文学宝贵遗产之一，如能继承发扬旧诗创作传

统，亦可培养国人爱国之心志与高尚之情操。蒋君所为诗篇、词

章、楹联、赋作，能深悉古作者之用心，而融生活之气息、时代之

新意，情韵悠长，惬心贵当。虽其诗作多为七言绝句，少于律体、

排律、长篇古体；多赠酬、应制，易使诗沦为羔雁之具、游戏笔墨，

然则何谓“戊心”者乎？戊者，天干第五位，亦为正中之位，心居其

中，乃为要旨。细读其诗，能窥其用心而想见其人，蒋君高情卓

识，追摹风雅，实切“戊心”二字。今《戊心斋吟稿》付梓，吾谓其盖

亦汪容甫《与刘端临书》“念他山错攻之义，使学业行谊表见于后

世，而人得知其相观而善之美”之意耶？余之评述，未能尽意，蒋

君勉乎哉，岁月飘忽，诗情永存！

薛家庄
□张恒强

薛家庄（老话称作薛嗄园子）不大，只有六十来户人家。庄里

的姓氏有八个，其中乔、李、吴三家单门独户，而张、薛、陈、郑、周

五家为大户，人丁兴旺，尤以张氏人口最多。小时候我很好奇，为

什么薛家庄不叫张家庄？长辈们解释说，最初庄上杂草丛生、一

片荒芜，有一个姓薛的财主不知什么原因竟然看上这块地，举家

迁徙到这儿安家落户！当然他也吸纳了一些其他姓氏的人过来

为他打工，时间长了，他们与财主比邻而居，后来索性就在这生

儿育女、安居乐业了。为了感谢薛姓财主的大恩大德，人们就将

这称为薛家庄了！

薛家庄位置偏僻，与其它村的经济条件相比，最穷。这倒不

是我们庄上人懒惰，实际上经过多少代人的繁衍生息，庄上的人

口数量急剧上升，而赖以生存的农业耕种面积一丁点都没扩大，

加上地里也没什么油，总是长不出什么庄稼来。僧多粥少，不穷

才怪呢！

远看薛家庄，土地庙前旗杆上的红

旗迎风招展，似乎敞开胸怀迎接四方来

客。庄上有两处土地庙，分别位于庄的

正南、正东方向。它是由各家各户集资

捐助建成，也是我们庄最神圣、最庄严

的地方。每逢庄上有人家婚丧嫁娶、生儿育女及重大民俗节日，

都要在这里举行相应的祭祀活动。庄子四周全是水，小河将其全

部包围着，且绿树环抱，俨然是一座置身于世外桃源的小岛。鸡

犬在其间鸣叫、炊烟在这里升起，还有我们欢快的笑声在天空中

久久飘荡着。青瓦红砖隐约在翠绿的树丛中。这就是我们儿时快

乐的家园。大人们相互见面，都会彼此问候：“你吃过啦？”就这么

简单的一句问候，却能瞬间拉近大家的距离，仿佛生活的压力一

下子轻松很多！

最幸福的还是我们小孩子，捉迷藏、掏鸟蛋、抽陀螺、打水仗

……如果说童年是无忧无虑的，那不是真话！至少我还有烦恼。

庄上树很多，但能结果的只有邻居老鼠家（他属鼠，庄上人一般

随属性这样叫他）的一棵梨树。我和孝兵、小亮、老虎、恒牛、恒

贵、小红等一帮小伙伴天天盼望着梨树早日开花、结果。大家在

梨树下，边唱歌、边玩耍，女孩们则在旁边跳绳。热闹劲甭提多高

了！盼星星、盼月亮，梨树开完花后终于结果啦。刚结到鸡蛋点

大，我们就禁不住果实的诱惑，于是趁老鼠离家时，就开始行动

了。梨树长得高，用芦竹敲打肯定是不行的。我们发明了用砖头

击打梨子的方法。这可是技术活。力气大击中了，可梨开花了，不

能吃；打偏了，浪费时间浪费砖头。我个头高有巧劲，这活自然落

到我身上。我当仁不让，“嗖嗖”拍砖而去，梨子应声而落。伙伴们

欢呼着奔过去捡梨，脸上都笑开了花。我成为了小伙伴们心中的

大英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正沉湎于自我陶醉中，突然

晴空一声霹雳———老鼠回来了！他的怒吼声惊得我们作鸟兽散，

逃得无影无踪。

老家河网纵横、水路发达，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非常适合渔

业养殖和家禽饲养。每年暑假，我的父母就早早地到镇上买回一

些苗鸭交给我放养，且随着我年龄的增长数量逐渐增多。为此，

我成了远近闻名的“鸭司令”。“一份耕耘，一份收获”。自己挣钱

自己用，鸭子养肥了兑换来的钱正好充当我下一年度的学费。养

鸭不累，但要耐得住寂寞。远离了伙伴，我走向了田野、漂泊在河

面上，整天与鸭为伴。百无聊赖，我常带着鱼杆一边钓鱼，一边放

鸭。鸭子是流动地吃食，哪里有可口的美食，它们就追逐到哪里，

全然不顾主人钓鱼的兴趣。我也常常闯祸，太专注于钓鱼了，鸭

子却悄没声息地失踪了。我四处寻觅，一无所获，急得像热锅上

的蚂蚁团团转。西边的太阳已经落山，留给我的时间也不多了，

我只能失魂落魄地奔回家请求紧急支援。一家人马上全部出动，

连我白发苍苍的奶奶也颤颤微微地加入到寻鸭的队伍中。

一年中孩子最合情合理的放纵还是腊月廿四。那天被乡人

称为“祭灶日”。晚上家家户户都做糯米饭（小时候晚餐大都吃稀

饭），妇人们用两只饭碗为模具制作糯米饭团，饭团顶端用一只

红枣加以点缀，黑白相间，煞是好看。

同时带上点燃的香、蜡烛到自家厨房

供奉灶神，祈盼来年薪火兴旺、丰衣足

食。这天晚上孩子们玩火，大人不但不

会责备，还有怂恿之意。我们带上大人

们扎好的火把（条件好的人家还蘸上柴油），三五成群地跑到打

谷场上集合。随着一阵阵欢呼声我们边点燃火把边奔向远方，后

面的又陆续引燃跟上，汇聚成火龙，甚至与邻村的会师，场面煞

是壮观！

在噼里啪啦的鞭炮声中我们迎来一年一度的新春佳节。

一大早，我们就穿着崭新的衣服和母亲做的布鞋争先恐后地

向长辈们拜年请安，祝他们精神

力壮、长命百岁！长辈们眉开眼

笑，向孩子们分发糖果并一个劲地

点头说：好、好、好，也祝你们学习

进步、早日成材！在甜蜜的祝福声

中大家若有所悟，我们都长大了，

天真无邪的童年正悄悄与我们渐

行渐远。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大学毕

业后，我离开家乡一度四处飘泊。

薛家庄的往事成为我心中甜蜜的

回忆，那段经历也是我成长中不

竭的动力。苦尽甘来，我在省城慢

慢站稳了脚跟，购房、成家、生子、

立业，逐步完成了人生的几件大

事。可稍不留神，十六年已飘然而

过！其间薛家庄也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大家都摘掉了穷帽子，

过上了长辈们想都不敢想的幸福

生活。

史公祠与梅花岭
□马晓煊

扬州史可法纪

念馆，是个赏梅的

好去处。

史可法纪念馆

又称史公祠，始建

于清代乾隆年间，位于扬州市史可法路南

端梅花岭畔，现为3A级景区。史公祠内有

飨堂、史公墓、梅花仙馆、遗墨厅、梅花岭、

祠堂等景点，其中，梅花岭是扬州重要的人

文景观。明万历中，州守吴秀浚河积土成

丘，丘上植梅，故名梅花岭。

纵观史公祠，与梅息息相关，两处景点

含“梅花”，馆内遍植梅花，尤以梅花岭居

多。梅花岭是土石混合的假山，虽为假山，

却也颇得真山神韵。山路蜿蜒曲折，山上梅

花密布，山下有洞，洞中连有石凳，夏天可

用做乘凉。梅花岭畔，池塘、梅亭、梅花仙馆

融为一体，相得益彰。

二月底，早春

时节，我经过扬州

城北，顺便拜访了

史公祠。景区内参

观者稀少，赏梅却

是正当时。腊梅已开始凋谢，梅花正在怒放，

红的，白的，粉的，漫步梅花岭，闻着梅花的

芬芳，很是陶醉。查寻资料得知，梅花与腊梅

是两种完全没有关系的植物。梅花属蔷薇

科，腊梅属腊梅科。腊梅花为黄色，初冬开

放，而梅花是开在初春，两者相差一个季度。

不过，文人墨客和普通游客也许并不会刻意

区分，而是将其混为一谈，无妨。用梅来形容

史公的品格，再也恰当不过。

只是觉得，作为旅游景点，史公祠的名

称是否对梅花岭有所遮蔽呢。外地游客大

多没听过梅花岭，大概也不知道史公祠是

绝好的赏梅之处。事实上，史公祠并非只是

纪念民族英雄史可法的省级文物保护单

位，其园林特色和梅文化同样值得游客前

来参观。从扩大知名度和吸引更多游客参

观的角度而言，纪念馆应该对梅花岭进行

宣传，改变大众游客对“史公祠就是纪念史

公的祠堂”的印象。
游周庄

□张永锋

走进周庄，

小桥、流水、人

家，便映入眼帘。

小镇内小桥 众

多，有的呈圆拱

形，有的呈长方形，有的桥的栏杆上还有狮子雕像。小镇河道密布，码头

随处可见，两岸杂植着垂柳以及一些不知道名字的树，长长的柳条如娇

羞少女的秀发，树影倒映在水中，微风吹过，风移影动。镇内的建筑多为

两层小楼，依河而建，粉墙黛瓦，便于居民洗衣、做饭、出行，有时能看见

临河人家晒的衣服，小镇生活显得宁静而又悠闲。小镇随处可见到船娘

撑着乌篷船穿行于河道中，穿过座座古桥，游人悠然地坐在船内，一边

喝着阿婆茶，吃着糕点，一边欣赏着小桥、流水、人家，静静地享受着水

乡的古朴、宁静，有时船娘还会哼唱着船歌，更给水乡增添了无穷的趣

味。但是摇船的人多为中老年妇女、男子，总觉得少了点灵气，若是面容

清秀的年轻女子，岂不是更有水乡的韵味？

漫步小镇，渐渐感觉到周庄既具水乡的秀气，又有江南的古韵。镇

内的沈厅、张厅、澄虚道院、全福讲寺、双桥、富安桥等有着悠久的历史，

周庄的古韵不仅仅体现在古色古香的建筑，还在于浓厚

的文化底蕴。西晋文学家张翰，唐代诗人刘禹锡、陆龟蒙

等人都曾到过周庄，近代柳亚子、陈去病等南社发起人也

曾相聚周庄饮酒赋诗，当代名人到周庄采风者更是不可

胜数。其实，游览名胜古迹，除了要看它的外表，更重要的

是看它承载的历史和文化，这是它们的灵魂。

镇内商铺林立，有卖各种美食的，也有卖各种传统工

艺品的，还有卖书画作品的，等等，商业气息浓厚，游人如

织，人声嘈杂，把小镇的古韵冲淡了许多。

泼
□朱延庆

杨朔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青年文学爱好者非常崇拜的

散文大家，他的《泰山极顶》《荔枝蜜》《茶花赋》《雪浪花》等被

选为中学、大学教材，好多青年文学爱好者模仿他的散文写散

文，“杨朔散文”似乎成了一个文学模式。他的散文成为一个时

代的文学足迹，本文并不是对他的散文的长短作一评断，而是

由他文章中的一个字词引起联想。

杨朔在《三千里江山》中写道：“无穷花开的最旺……长的

又泼，随便掐一枝插在泥里，就活了。”又《蓬莱仙境》：“造起防

风林，栽上最耐寒的片松、黑松和马尾松，以及生长最泼的刺

槐。”这里引用的两节文字中的“泼”，有不论条件、生长力旺盛

的意思。

几乎全国各地方言中都有“泼妇”一词，那是指凶悍、不讲

道理、肆无忌惮的女人。花、树的生长不讲条件，哪里有土壤，

哪里就能茁壮生长，因而人们说它们生长最“泼”，我们也可以

将它们称作“泼花”“泼树”，这里的“泼”与“泼妇”的“泼”的意

思似有相通之处。

在江淮方言中，“泼”还有一种用法。

小波今年18岁，读高二，父母在外地打工，他跟奶奶在

家，不住校，学校离他家4公里路程，早出晚归。奶奶尽可能

地给予他多多关照。家里养了七八只母鸡，下蛋都给他吃；可

他吃饭时总是将蛋往奶奶碗里搛，自己埋头吃青菜、扒饭。小

波的食量大，奶奶做菜总是一小锅，什么青菜、萝卜、山芋、芋

头等他都大口大口地吃，有时盐放少了，有时汤放多了，他都

不嫌。每逢节日，奶奶杀只鸡，他总是将鸡肉让给奶奶吃，并对

奶奶说：鸡身上凡是软的地方都能吃，鸡骨头的关节处啃得干

干净净。

一天，一个住在镇上的同学突然来访，小波留他吃中饭。

这天奶奶烀了一大锅青菜，油放得不多，那同学实在难以下

咽，动了两筷，吃了半碗饭就说吃饱了。事后，那同学对别人

说：小波家的菜简直是猪狗食。小波听到了，一笑置之。有一同

学在一旁打抱不平：你看人家小波吃的猪狗食，倒是长得身材

魁梧，体格健壮；而你呢，吃得再好，还是又瘦又小。几个同学

搂在一起，哈哈大笑。

小波奶奶逢人便夸小波：这孩子懂事，嘴泼，吃东西从不

挑食，我做什么，他就吃什么，不管三七二十一，捞上一饱了

事。

小波的“嘴泼”，其意思是吃东西不讲条件，不论优劣，只

要能吃的，能充饥的，好的孬的都吃，填饱肚子就行。

“嘴泼”的反而是“嘴刁”。

“嘴泼”不能说成“泼嘴”。有“泼妇”一词，却无“泼夫”一

词，这是约定俗成的缘故。

“嘴泼”是主谓结构的构词方式，在镇江、扬州、泰州一带

常用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