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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 你
!

王少同

紧紧地牵着你的手

徜徉于母亲河畔的杏林幽路

相逢的喜悦，相拥的温馨

甜甜地忘却了廿年间相思的苦

轻轻地为你唱一首关于生命的歌

向日葵的等待收获着青春的梦

即使光阴已让你我渐渐变老

也永恒着彼此曾经拥有的美好

笑靥如花依旧璀璨

心清如水风轻云淡

我还是我，你还是你

带着爱和祝福携手走向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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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儿
!

张文华

腊梅亦称“素儿”，缘于《宾

朋宴语》中记载：宋王直方父家

中多侍女，而小鬟素儿尤妍丽，

王尝以腊梅送晁无咎，无咎以诗

谢之，诗云：“去年不见腊梅开，

准拟新枝恰恰来。芳菲意浅姿容淡，忆得素

儿如此梅。”读至此，不由对“芳菲意浅、姿

容疏淡”顿生无限遐想：究竟是怎样一个女

子，当得起如此赞美？

腊梅非梅，虽与梅香味近而色、韵殊

异。《救荒本草》以其花开于寒冬腊月而称

之为腊梅，亦名寒梅，花色黄而质半透明，

因其瓣、蕊颜色同异而分为素心梅和荤心

梅，素心梅中尤以“檀香”“磬口”为贵。“檀

香”色最黄，内层瓣紫如檀，花密而香浓，花

期最长；“磬口”瓣顶微圆，花疏，至凋谢而

花口仍半开，如佛寺铜磬，冷香幽微，若有

若无。此两种，一以色胜，一以形绝，多为世

人所爱。

腊梅宜庭栽，亦宜做盆景。庭栽多独

干，因其性冷僻，且多直枝，花开时无叶，故

园中常与南天竹相伴，花黄，叶绿，果红，自

有一番风味；盆栽，宜选酸质沙壤土，以土

壅根部上余寸，并保持湿润，每逾年换盆时

则剔土提根，而渐成古朴苍劲之

态。有同事庭中一株腊梅，主干

粗若碗口，花开时枝柯交错、密

若繁星，香飘十余米，一日忽心

血上涌，斫其干，留其根，曰“做

盆景”，结果可想而知，根侧乱枝杂生而独

主干不发，只缘既已成型，再想轻易改变，

绝非易事。

腊梅因开于冬季贫花之时，故适作插

花与造型，古人即有折枝插瓶之习俗。宋张

先《汉宫春·腊梅》云：“银瓶注水，浸数枝、

小阁幽窗。春睡起，纤条在手，厌厌宿酒残

妆”；今人汪曾祺写道：“相中一大枝，折下

养于大胆瓶中”，且“每于雪后摘腊梅朵，以

花丝穿缀，配以天竹果一二颗，奉祖母插

戴”。而我则认为，插梅的器具，宜瓦，宜陶，

如此，梅之精致，器之拙朴，相得益彰。

漫漫冬日，寂寂流年，在无涯的光阴

里，与一剪寒梅相伴，暗香盈袖，相对于生

存环境的坚硬和薄凉，承受，也许是它唯一

的选择，而那缕冷香于我，便是自然界纤微

细致处赋予的最温柔的回忆。

愿我们，在清冷的时光中，和所有使我

们美好的事物，永不离散。

一条流言的诞生(小小说）
!

吴 忠

早上小赵骑车去上班，

路经小区门口西河，看见河

里漂着一只死鸡，正嘀咕，遇

见某机关老钱，同行一段路。

两人是熟人，谈不上是朋友，

相互说了几句“今天天气如何”之类的废话，就无话

可说了。

为了打破沉默得有点尴尬的气氛，小赵无话找

话说：“刚才在西河看见一具鸡的尸体。”

“什么？！尸体？鸡的？”老钱来了精神，“什么情

况？”

小赵还没说什么情况就要骑车打弯了，而老钱

是直行。也许小赵认为根本不需要解释什么情况。

老钱一到办公室，老习惯，先倒一杯茶，然后坐

下来慢慢呷一口。

“你们可曾听说啦？”他说了这句话后，扫视了

一下办公室的另几位，又慢慢呷一口茶，这是为了

让他们能有充足的时间把注意力转移到他这里来。

老钱最享受别人都聆听他讲话的样子。

“什么情况？”办公室孙、李、周几个同事同时

问。他们空虚无聊的时候居多，最希望能听到一些

什么带有“刺激性”的新闻了。

“你们听说西河里发现一具‘小姐’的尸体了

吗？”老钱的思维惯性，“鸡”就是“小姐”。

“啊？！”大家一齐张着

嘴，眼睛放光，“什么情况？”

“我也还没弄清楚，也是

早上刚听说的。”老钱说。

于是大家你一言我一语

开始讨论，情杀？仇杀？为钱？为名？大家展开着合

理的想象。最后，他们或扼腕叹息，或怒其不争，但

无论怎样，话意里显然包含着一层幸灾乐祸的成

分。

……

小赵晚上回家，才一进门，妻子过来，神神叨叨

的样子。

“你可听说啦？”她说。

“听说什么？”

“某公司大老板在外包养小三。”

“这有什么稀奇的？”

“他老婆到小三单位去闹。”

“噢。”

“小三一气之下投河自尽。”

“唉。”

“就投在我们小区前的西河里。”

“啊？！”

“今天早上有人看见她的尸体漂浮在那里。”

樟树飘香
!

朱德金

我生长在农村，

可对树木却很不敏

感。市河旁有一株儿

时常见的榆树，我看

了竟感到颇为陌生，

更不要说城市为绿化而种植的一

些树了。但一种气味，引领我熟悉

了一种常绿的树。

几年前，每到阴雨天，妻子的

膝关节便会莫名疼痛。一天，她带

回一节足有大腿粗的树段，对我

说：“这是樟树木，听别人讲，天热

时用它煮水熏蒸腿部，就能治关节

疼痛，你下乡时顺便把它带回去，

要你爸爸把它劈成细木片。”我顺

手接过来看了看，很普通，散发的

木质清香还略有点呛鼻。

尽管对樟木的作用将信将疑，

我还是把它带回了老家。父亲还没

仔细看，就说：“这是香樟木吧。”得

到肯定答复后又说：“过去有钱人

家都用它打箱子，它做的箱子不生

蛀虫，连蚊蝇都不敢靠近呢！”在锋

利的斧头剁劈下，树段很快变成了

细片，散落一地，整个院落飘散出

微微清香。此时，邻居老奶奶正好

路过门口，她特意停下来，歪过头，

笑眯眯地问：“是在劈香樟吧！”

那个夏天，家中充满了水煮香

樟片的浓郁香味。有点像酒香，但

似乎味更淡更柔和；有点像茶叶散

发的气味，但明显香味更浓；这气

味好像兼有清凉、甘甜、辛辣之味，

还是新鲜木屑与薄荷掺杂的味道

更像吧……面对这清新雅致、时浓

时淡、连绵不断的味道，我拿不定

主意，只能反复比较着、辨别着。

我到网上搜索，只知道了“香

樟”名字的由来。原来这种树上面

有许多纹路，看起来像是大有文章

的样子，所以就在“章”字旁加一个

“木”字作为树名，称为“樟树”，而

它又有香味，所以又称为“香樟

树”。

有一次傍晚散步，妻子指着小

区门口的一棵树告诉我：“这就是

香樟。”我一惊，忙仔细观察。它的

树皮厚实粗糙，就像皴裂开的皮肤

一样，似乎充满了沧桑；它枝繁叶

茂，向着四周蓬散开来，遮住了整

个路面，就像在空中撑开了一把绿

色的巨伞；它高大粗壮，枝头已越

过了三楼的窗户，就像卫士一样守

护着小区的安宁。我

下意识地嗅了嗅，没

有一丝的气味！

我开始发现，香

樟树在我身边到处都

是！它是那样的普通，无论是在街

道旁，还是在小区中，抑或是在单

位里，到处都能见到它的身影。在

这座城市里，它只是普通的为绿化

而栽植的树种。它的周围也没有那

种特别的气味，自然也得不到人们

更多的关注。

已经很久没有听到妻子说关

节痛了，我不敢肯定，这就是香樟

的功劳。但从那一个夏天起，我关

注起了香樟树，还找到了一处特别

的地方。那是一条小路，长不足二

十米，但幽静空旷，两旁长满了高

大粗壮的香樟，树荫区域比路面大

了几倍。即便在隆冬季节，也依旧

浓荫蔽日。到了夜晚，昏黄的灯光

也穿不透那片绿荫，只留下一片昏

暗。那是品味香樟树气味的好地

方！

曾经，无数次走过这里，但直

到一个小雨初霁的傍晚，我才真正

品味出香樟的特别。那天，我踏着

潮湿的印着黑色斑点的路面，独自

在这里散步，偶有水珠滴落肩头。

一进入其中，光线瞬时暗了下来，

淡淡的幽香被吸入鼻中，继而在胸

腔向四周扩散，随着血液在体内运

行。那香气，让人浑身舒畅，使人流

连，令人陶醉！我仿佛处在了一种

神秘的气场中，清净雅淡之感油然

而生，心境迅速进入澄明的状态。

我仔细地体会着这特别的感

受，仿佛在和一位思想深邃的哲人

对话。它收敛起了全部的精华，只

留着普通面孔示人，就像以磨镜片

为生的斯宾诺莎。曾经，我阅读他

的著作，也曾有这样的感觉，并体

会到他作为哲学家的光芒。香樟

树，不就是一部自然写就的哲学著

作吗？只有读懂了它，才能闻到那

种独特的气息，才能使人心情愉

悦、神清气爽，才能感受它清静气

场、清除浊气、慰藉心灵的作用！

现在，每次走到这里，我都有

同样的感觉。我常想，樟树飘香，香

从何来？想到品茗，茶香缕缕，必是

心中先有了对茶的认识，有了对人

生的感悟，人才会有品茶的雅性；

想到爱乐，乐音袅袅，心中必

先有了或欢乐或悲伤的情

感，而后才会被音乐所感动；

樟树飘香自然也不例外吧！

佛曰：“相由心生，世间

万物皆是化相。”樟树飘香，

闻到的是樟树的气味，飘出

的却是心中的幸福与满足！

冬赞
!

施正荣

一提到冬天，人们就会自然联想到萧条冷

落、草木枯萎的景色，似乎冬天是最冷酷无情

的。冬天，好像永远是寒冷的代名词，然而，我

却喜欢冬天。

我小时候就喜欢冬天，喜欢雪。因为那洁

白晶莹的雪是冬天的象征，冬天的使者。昨天还是晴空万里，

今早已是白雪皑皑。孩提时代总觉得四季特别分明，每年冬

天都会下雪，鹅毛大雪将大地变成一片银白,一派“银装素

裹，分外妖娆”的奇景，太阳照射着雪地发出耀眼的光芒。俗

云：“霜前冷，雪后寒。”大雪过后，天气非常寒冷，而玩童们却

在雪野上尽情地玩耍，相互打雪仗，用雪堆雪人，或将雪堆成

各种奇形怪状，两手冻得红彤彤的也不觉得冷。寒冷的冬天

所有的水塘都结了厚厚的冰盖。小时候生产队有一所学校，

学校门前的池塘每到冬天都会结厚厚的冰盖，人们淘米洗菜

取水只能在码头边的冰面上砸一个洞。冰面上总会有胆大的

学生在上面行走。只要听到“咔嚓”的响声就立即趴在冰面

上，否则就有因冰裂而淹到冰水里的危险。

严寒的冬天大雪融化得很慢，屋面上渐渐融化的雪水一

滴一滴地往下滴，因寒冷而滴水成冰，一节一节地结成冰柱，

从屋檐一直挂到地面，有几尺长，不怕寒冷的孩子们将冰柱

扳下来扛在肩膀上，集队成群，像战士一样高喊着“一二一”。

一场大雪因寒冷而不易融化，常听人们说，要等待下一场雪

的降临，就这样一场雪一场雪地等待，一直等到春天的到来，

气温回升，冰雪融化，万物复苏。

雪的美，在于漫天飞舞；冬的美，在于雪的存在。现在已

经几年没有见到大雪纷飞的美景了。记得1983年春节前，我

骑自行车到安徽天长调查一件计划生育事情，

前一天上床睡觉前，世界依然如故，可当第二

天醒来时，却惊喜地发现屋子好像掉到了另一

块纯白的陆地上，堆积在门前的积雪足有一米

多高，门已经推不开了。那场大雪将大地变成

了一个美丽的银白色的世界，真是“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整

个大地被白雪覆盖着，分不清田野沟渠和道路。所有的路面

被厚厚的大雪封盖着而无法通行，被大雪困在那里几天，等

待人们扫除交通要道上的积雪才能返回。因积雪较深，有的

路段只能扫出一条人行道，我只好推着自行车往回走，一路

欣赏雪景。极目远望，一个纯白的世界、安静的世界，虽然步

履维艰，但能够欣赏到“银装素裹，分外妖娆”的奇景，直到现

在我还记忆犹新，因为那是我见过的最美丽、最盛大的雪。雪

好像给我们带来了温暖和祝福，在这白色的世界中，没有冷

的感觉。难怪古人用“一片冰心在玉壶”来形容心地的纯洁。

我喜爱冬天，喜爱雪，因为它纯净，它带给我们希望和活力。

有一则谚语：“今年麦盖三冬被，明年枕着馒头睡。”冬天的

雪是庄稼兢兢业业、无微不至的保姆，冬雪覆盖在麦苗上，就像

厚厚的棉被。渐渐融化的雪水滋润麦苗，来年一定丰收在望。

近些年的冬天好像没有过去的冬天寒冷了，渐渐变成了

“暖冬”。雪也下得少了，即使下雪，也是飘一些雪花而已，几

年见不到“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盛景了。

冬是哺育春天的摇篮，雪莱说过：“冬天来了，春天还会

远吗？”经过了冬天的磨练，人们充满了希冀和企盼，意志更

加坚定了，待到春风拂面时，一切便争先恐后，生机勃勃，仿

佛含苞的花蕾忽然绽放。

美哉，绿洋湖
!

吴继原

绿洋湖（又名渌洋湖）对于我来说并不

陌生，小时候，我曾随任教的父亲在绿洋湖

小学读过两年书；参加工作后，亦经常路过

那里……绿洋湖现地处卸甲镇（原八桥镇）

西南角，南与江都滨湖、西与高邮车逻接壤。

说绿洋湖是湖，其实作为70后的我迄今也未真正见过绿洋

湖的广阔湖泊。倒是只见成片的人工水杉林、大大小小的精

养鱼塘和连绵延伸至远方的河汊、河滩，面积加起来足有

5000多亩。绿洋湖位于高邮市最南端，且与高邮湖、马棚东

湖遥相呼应，人们又称之为南湖。

对于绿洋湖的由来，我很早就听镇里老同志说过一个

个美丽的传说：相传绿洋湖原是座古城，城里有个员外仗势

欺人，喜欢养羊，专门雇佣了一名叫洪桥的孝子为其放养六

只羊，并让全城管这城叫“六羊城”。洪桥家贫，与年迈的母

亲相依为命。每天一早，洪桥辞别城里的老母到城外放羊，

到很晚才将羊赶回，羊养得膘肥体壮。一日，不知何故，洪桥

放丢了一只羊，员外诬陷洪桥偷了他的羊。为了证明自己的

清白，洪桥一连几天忍饥挨饿奔波寻找，终于有一天天黑时

在城外一处草丛中找到了丢失的那只羊。当洪桥赶着羊路

过一家烧饼店时，感到肚中饥饿，便掏出身上仅有的一枚铜

钱，买只烧饼，刚放到嘴边却又想起家中老母，遂将这只烧

饼放入口袋中。店主不解问，其为何不吃，洪桥说要带回家

给老母亲充饥。看洪桥如此一片孝心。店主便悄悄告诉洪

桥：如果看到羊相互打架，眼睛发红，

就快快带着老母离开这里……话刚

说完，店主及烧饼店没了踪影。洪桥

知道遇到了仙人。洪桥将丢失的羊送

还了员外，仍旧请求让其放羊。不多

日，正在放羊的洪桥忽然发现羊眼睛

发红，且羊与羊之间打架不止，他立

即回家带着老母出城。刚出城门不

远，身后的“六羊城”便一声巨响，陷

入一片汪洋……从此，“六羊城”变为

“六羊湖”。由于湖水清澈，绿波荡漾，

后人将“六羊湖”改叫“绿洋湖”。

时至今日，在绿洋湖畔的玉溪河上有一

处呈带状的地方河草尤为茂盛，无论如何用

刀割除来年都复生，这便是原先六羊城的金

门坎。据说：每到除夕，当地人还可依稀看到

玉溪河底闪现亮光，那便是六羊城城头的金灯。

听老人们说，解放前，绿洋湖是连片的荡滩；解放后，绿

洋湖区曾进行过数次垦荒，开挖鱼塘，因湖区面积较大，几经

区划调整，后玉溪河以北部分划归高邮八桥范围内，叫绿洋

湖；玉溪河以南部分划入江都区，叫渌洋湖。上世纪50年代，

当地政府为开发利用绿洋湖荡滩资源，还曾专门从周边迁移

数百农户至此，组建了绿洋湖村（现并入张余村），垦荒种植，

繁衍生息。由于当地干群对生态环境的呵护，绿洋湖后几经

退耕还林，现在这里水杉林密布，已成30多种珍稀鸟类的栖

息地，林间还有野兔、黄鼠狼、蛇等野生动物……绿洋湖畔的

陈堡村也被评为“全国绿化千佳村”。

如今，在地方党委政府的努力下，水网密布、水产丰盛、

水绕林走、林临水立的绿洋湖已成为高邮市级自然保护区，

京沪高速八桥出口为各方宾客前往绿洋湖开辟了绿色通道，

绿洋湖畔的千年万寿寺内香火缭绕，无公害葡萄园内春光无

限，人工放养鱼塘边垂钓者悠然自得，水杉林间游客尽情休

闲游览，享受天然氧吧的原生态乐趣……

———美哉，绿洋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