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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班 了 ，背 着 夕 阳 匆 匆 往 家 里
赶。虽然已经立秋，但天气依然非常
炎热，街上尤其如此，我早已习惯了
都市这紧张而燥热的节奏。然而让
我没想到的是，街旁行道树上的绿荫
深处，竟然传来几声悠闲的蝉鸣。

在车水马龙的喧嚣声中，虽然蝉
鸣显得有些微弱，但在我听来却是如
此 熟 悉，如 此 亲 切 ！ 听 着 悠 闲 的 蝉
鸣，我似乎感到耳边吹来一袭微风，
身上顿时凉爽不少。我不由放慢了
脚步，思绪也随之飞到了蝉声交织的
乡野……

在我们乡下，蝉除了叫“知了”，
还有一个独特的名字“呼唧哟”。这

是因为，蝉的叫声除了“知了知了”，有时也叫唤“呼唧
哟——呼唧哟——”。它“知了知了”的叫着，多是在
中午前后闷热的时候。听着那单调枯燥的“知了”声，
心里便生出几分烦闷。而叫“呼唧哟”时，则往往多是
在薄暮，这个时候蝉鸣最为动听。它先是“喁喁喁喁
唧、喁喁喁喁唧”的慢叫几声，像是一首歌曲的引子。
然后便“呼——唧——呼——唧——”两下长长的拖
音，接着就叫出了整个“呼唧哟——呼唧哟——”。它
们吟唱起来徐疾有度，时高时低，听起来格外清爽。
特别有意思的是，这边一只蝉叫着“呼唧哟”，另一只
便在那边“ 喁喁”的应和着，宛如是一部和谐的二重
唱，优美极了。

在夕阳西下的薄暮，当屋前屋后树上的蝉叫起“呼
唧哟”时，远处的山上，近处的溪旁，到处是“呼唧哟呼
唧哟”的声音，整个山村都沉浸在这片热闹的合唱声
里。这时，忙了一天的人们收工了。在如织的蝉声里，
他们拿着农具或是挑着担子，步子显得轻盈而踏实。
踏着夕阳的余晖，放牛娃挥着鞭子，轻轻地呼喝着，把
牛往回赶。牛吃得饱饱的，不时“哞哞”地叫唤，成了这
片合唱里的别响。农舍前面，在外面觅食一天的鸡、
鸭、还有鹅，也都回来了。不过它们似乎还没吃饱，仰
头“叽叽嘎嘎”直叫着，等待女主人再给它们喂点食。
栏里的猪也“哼哼”直叫唤，它在趁着这个热闹的时刻，
等着主人喂猪潲……

听到欢快的蝉鸣，村里的小孩便有些不安分了。
他们瞅到附近树上有蝉在鸣唱，便悄悄走过去，想把
那只蝉捉住。走到近前，黑乎乎的蝉就趴在树干上，
正当他准备用手扑住时，叫得正欢的蝉声戛然而止，
它张开翅膀，“唧唧”几声，飞到夕阳深处，消失在暮霭
之中……

想到乡野薄暮如织的蝉声，那幅画面是多么和谐
美妙呀！这时，虽然我在这喧嚣的都市也听到了蝉鸣，
但和乡下的蝉鸣相比，似乎大有不同。这里没有乡村
的闲适，再美妙的蝉鸣，很多时候，都只淹没在都市喧
嚣里。

如今已是盛夏，蝉儿在这行道树上估计已经鸣唱
很久了。我几乎天天从这里经过，但好像只有今天这
个时候才听到。看来，平时过于奔忙，根本没有注意到
它。其实何止是我，看看都市里这些奔忙的脚步，他们
又何曾注意到了这树悠远的蝉鸣？

王维有诗云：“倚杖柴门外，临风听暮蝉”。那种情
景真的让人向往！但我知道，在这奔忙的都市，那是一
种很难企及的境界。对我来说，能在这片绿荫下放慢
脚步，悄悄独自享受一下悠闲的蝉鸣，把那些车水马龙
的喧嚣都抛在身后，已经非常不易了……

敬礼敬礼！！仙岩旅馆仙岩旅馆
■ 张桂辉

庐山牯岭，长冲河日复一日纵情歌唱；
年复一年欢快南流。那些错落有致、造型
奇特的百年别墅，散落在东谷延绵不绝的
葱茏间，或红或绿的铁皮屋顶，如同一幅幅
不同主题的画卷，铺陈在青翠的山谷里。
静谧和空灵，暖色与冷色，美妙且和谐地融
合在一起，给人文庐山平添了些许固化的
诗意、跌宕的文韵。在这些名甲天下的老
别墅中，有一栋堪称中国最富有政治传奇
色彩的建筑——仙岩旅馆。

仙岩旅馆，亦称仙岩饭店，位于牯岭长
冲河下游东岸、原福州军区五一疗养院一
隅。庐山，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政治名山。
曾几何时，多少风云人物，在一幢幢不同

“国籍”的别墅里，扮演着不同的历史角色，
演绎出一幕幕永不消逝的话剧，写下了一
桩桩载入史册的事件。就历史意义而言，
仙岩旅馆，堪称独一无二。

1927 年 2 月，入住仙岩旅馆的蒋介石，
利用国民政府在此召开“中央政治会议”之
机，与张静江等谋士借机策划“四一二”反
革命政变，从此逐步走上权力巅峰——从
某种角度讲，仙岩旅馆是蒋介石的“ 发迹
地”。时隔数月，登上庐山的共产国际代表
鲍罗廷，与中共瞿秋白、李立三、张太雷、邓
中夏等人一起，在仙岩旅馆秘密商讨南昌
起义准备工作，仙岩旅馆成为南昌起义的
策划地之一。

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5 周年，
亦即南昌起义 95 周年。“八一”前夕，身为退
役军官、正在庐山避暑的我，怀着特殊情
感，前往仙岩旅馆。天公作美，头顶的云
朵，遮去灼热的阳光；身边的清风，送来惬
意的凉爽。我从牯岭顺着河东路下行，弯
弯绕绕，寻寻觅觅，来到体量硕大的仙岩旅
馆前，一楼南面中间部位，地面立着一块石
碑，上部是绿底白字的简介：“1927 年 7 月，
中共中央临时委员会负责人李立三、瞿秋
白、邓中夏，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等人在此
商议举行南昌武装起义相关事宜……”；下
部是六个草书大字：“庐山革命遗址”；二楼
东头，一个宽不足两米的大门北侧，挂着一
块牌匾，红底白字写着：“仙岩旅馆，平面布
局为长方形，原为二层建筑，1956 年加盖一
层，具有浓郁的英国中世纪乡村别墅的气
息；里面的设施设备，在当时的庐山堪称一
流。蒋介石第一次、第二次上庐山，周恩来
第二次、第三次上庐山，均下榻此旅馆。仙
岩旅馆之所以闻名于世，因为这里是蒋介
石策划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的主要地点，
是打响以革命武装反对反革命武装第一枪
的策划地之一……”读着这段文字，顿生一
种“走近仙岩旅馆，犹见历史风云”的感觉。

进入室内，一条与门同宽、西东走向的
长廊南北两侧各分布着多个卧室。走廊墙
上，陈列着几组与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

“八一起义”等历史事件相关的文字介绍和
历史图片，以及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
刘伯承等“八一起义”主要领导人半身像；
李立三、张太雷、瞿秋白、邓中夏、鲍罗廷、
聂荣臻、林伯渠、彭湃、郭亮、叶挺等“八一
起义”主要策划人头像……凝视着这些珍
贵的图片，浮想联翩，感慨万千。

1927 年 1 月 20 日，蒋介石等人冒雪登
上庐山，包下仙岩旅馆，开始密谋策划。之
后，在日本政府的督促下，蒋介石定下“整
顿国民政府内部”的决心——首先解除上
海工人武装，继而以在沪的国民党中央执、
监委员取代武汉派，夺取中央党部，排除共
产党。4 月 12 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
新右派，在上海发动反对国民党左派和共
产党的武装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国民
党左派及革命群众。“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意味着大革命的失败，但它却使中国共产
党人清醒且深刻认识到独立开展武装斗争
的极端重要性，明确提出了“以革命武装反
对反革命武装”的指导思想。这一点，是蒋
介石不曾想到的。蒋介石更想不到的是，
正是这座仙岩旅馆，后来成了南昌起义的
策源地之一。

1927 年 7 月 21 日，瞿秋白、李立三、鲍
罗廷等人，在庐山仙岩旅馆厨房里召开秘
密会议，商议南昌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
次日，鲍罗廷、李立三、张太雷、邓中夏、聂

荣臻、彭湃、林伯渠、郭亮、叶挺等，又在仙
岩旅馆厨房里召开重要会议，修改和完善
南昌武装起义计划，决定起义的分工与合
作，确定部队向南昌集结的时间和各部队
联系的标志。会议还就起义的主要依靠力
量、预期目标以及时间、地点等问题，进行
了深入研究。决定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
英、彭湃四人组成前敌委员会，周恩来任书
记，统一指挥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会议
开了一个通宵，会后众人分头下山。8 月 1
日凌晨 2 点，起义的枪声震醒了沉睡中的南
昌城。这次会议，在中共党史上，称之为

“八一南昌起义中共庐山预备会。”
南昌起义，彪炳史册——打响了武装

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揭开了中国
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革命军队
的序幕，实现了革命低潮形势下的伟大转
折 ，挽 救 了 中 国 革 命 ，点 燃 了 希 望 之 火 。
1933 年 7 月 11 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
中央政府根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 6 月 30
日的建议，决定 8 月 1 日为中国工农红军成
立纪念日。从此，8 月 1 日成为中国工农红
军和后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

人类历史表明：国无防不立，民无防不
安。今天的我们，所以能幸福生活、安享太
平，得益于坚固的国防、强大的军队。想到
这 里 ，我 自 言 自 语 ：敬 礼 ！ 八 一 军 旗 ；敬
礼！仙岩旅馆。

如歌岁月

■ 宋增平岳父是老兵岳 父 是 一 名 1965 年 入 伍 的 退 役 老
兵，一 眨 眼，他 退 休 已 近 20 年 。 由 于 大
舅哥和小姨妹都在外地工作，而我们三
口 之 家 与 老 两 口 又 同 住 九 江 ，因 此 ，我
们接触较多，时常在一起。平时忙于工
作 ，但 每 逢 周 末 节 假 日 ，我 都 会 捎 上 他
们 到 周 边 走 走 看 看 ，当 然 ，也 顺 便 偷 下
懒“蹭蹭饭啃啃老”。

两位老人对我们的好那真的是没得
说 。 儿 子 小 的 时 候 ，衣 服 鞋 帽 ，生 病 协
调 ，几 乎 都 归 能 干 的 岳 母 包 干 ，是 二 老
辛辛苦苦帮忙把儿子带大的。就算是现
在 ，每 逢 周 末 回 家 ，他 们 还 是 会 赶 早 上
街 ，采 买 我 们 爱 吃 的 新 鲜 食 材 ，做 上 一
桌 丰 盛 的 菜 肴 。 岳 母 的 猪 肚 汤 、米 粉
肉 ，岳 父 的 红 烧 鱼 、土 豆 丝 那 可 一 直 都
是 我 们 吃 不 厌 的 家 常 菜 。 每 当 饭 后 午
休 ，我 们 躺 在 沙 发 上 玩 手 机 ，都 是 岳 父
给我们轻轻地盖好被子毯子。最让我感
动 的 是 ，每 次 回 家 ，岳 父 都 会 拿 出 珍 藏
的 上 好 茶 叶 亲 自 给 我 泡 好 ，等 我 走 了 ，
他又会把我的杯子刷洗干净放入茶柜。
而我也的确是早已把他们当成自己的父
母 一 样 ，特 别 是 几 年 前 老 爹 老 娘 相 继
离世，我就更加感同身受。

老岳父军人出身，虽然个子不高，但
却笔直挺拔，精神矍铄。前几年，因血管
堵塞身体出现状况，医生建议他做支架
手术，心态平和、处事淡然的他却没有立
即手术，而是选择中医调理，所幸效果非
常理想，恢复不错。所以即使他已年逾
古稀，但只要一唱起军歌来依然是中气
十足，高亢嘹亮。岳父还拉得一手好二
胡，但却一直舍不得买把新的，儿子二年
级第一次学琴时买的那把练习二胡，他
至今还一直在用。闲暇回家时，我喜欢
翻看他的记录本，浏览他粘贴的剪报，既
能与他一起分享时政新闻，也可以学到
很多健康小知识，生活小指南。特别吸
引我的还有那一排排大气工整苍劲有力
的钢笔字。毫不夸张地说，岳父妥妥的
一枚老帅哥，真正的一个大才子。

说来惭愧，一直以来，我只知道老岳
父曾经当过兵，看过家里相册里他当年
年 轻 帅 气 的 军 装 照 ，其 他 并 不 十 分 了
解 。 直 到 2017 年 岳 父 参 加 援 越 抗 美 50
周年战友聚会，才让我对他有了更深的
了解，原来老爷子竟然扛过大炮上过战
场。从此便对他有了更深一层的敬意，
也终于理解了他为什么一直抱有一种云
淡风轻、处变不惊的生活态度。我不由
得缓缓打开岳父的战地回忆录，去探寻
他当年那段难忘的参战经历。

“2017 年 5 月 29 日，是越战回国五十
周年，想起牺牲在越南的连队战友，心中
五味杂陈，伤感不已。是苍天给了我第二
次生命，我很知足。在越南 9 个月的时间
里，参加大小战斗 10 多次，转移阵地 1 次，
我所在的炮瞄雷达站，在小山头阵地周边
遭美机‘白蛇鸟’导弹攻击 6 次，美机向各
连阵地投弹数枚，一连火炮被 500 磅炸弹
掀起的泥土掩埋，彭泽的江冬甲烈士中弹
牺牲，九江县战友潘洪茂面部受伤，战友
们用双手扒开泥土，才救出奄奄一息的
他。浙江东阳的排长金可湾双眼被菠萝
弹击伤，经治疗后仍双目失明，被授予‘一
等功臣、战斗英雄’称号，江冬甲被追记一
等功，潘洪茂被记三等功。”

如今，岳父退休在家颐养天年，每天
看书读报，写诗剪报；浇花种菜，拉曲唱
歌。老两口生活有序，自得其乐。

可天有不测风云，3 年前一个深秋的
上午，我刚到单位，就接到妻子的电话，岳
父陪岳母锻炼途中突遇车祸，详情不明，
我俩火急火燎地赶到医院，老太太因车祸
双手骨折，一时生活无法自理。岳母说，
请个阿姨吧，岳父说还是我了解你的生活
习惯，这么多年，都是你伺候我，也让我为
你服务一回，几天来一直愁云满面的岳

母，这下终于露出了笑脸。之后的 3个月，
岳父每天帮她刷牙洗脸，洗澡换衣，做饭
喂水，忙里忙外。在老爷子的精心照顾
下，老太太恢复得特别好，几乎没有留下
后遗症。岳母常说，还是老伴儿好啊。

因 为 习 惯 跟 老 同 事 们 住 在 一 起，几
年前，老两口从街中心香樟花园搬回了
老水泥厂拆迁还房宿舍。从此，岳父便
主动当起了小区的保洁员和园林工，为
小区环境美化发挥余热。由于居住的还
房小区同原水泥厂职工宿舍连在一起，
无 物 业 ，脏 乱 差 。 他 便 主 动 带 头 ，带 领
几位老同志一起经常进行清扫整理，居
住环境很快得到了改善。但老厂生活区
小桥头路边，有一大堆已经堆放了很长
时 间 的 建 筑 、生 活 混 合 垃 圾 ，夏 天 臭 气
熏天，白天苍蝇乱飞，夜晚蚊虫成群，极
易 滋 生 细 菌 ，传 播 疾 病 。 为 此 ，他 多 次
向 社 区 反 映 ，领 导 非 常 重 视 ，终 于 在 防
疫 期 间 ，安 排 车 辆 人 员 ，彻 底 清 理 了 这
堆垃圾。随即，岳父又组织大家齐心协
力，将此处铺上水泥，搬来沙发茶几，周
边种上花木，打造了一个虽然简单却非
常实用的户外后花园。如今在这里，有
三 五 老 友 打 牌 的 ，有 跳 舞 听 音 乐 的 ，有
喝茶聊天的。身边的河水静静流淌，河
岸 的 微 风 徐 徐 吹 拂 ，好 不 惬 意 ，其 乐 无
穷，邻居们无不拍手叫好。

尽管老岳父已年近 80，但他仍然有
一颗火热的初心，常常主动参与到社区
组织的活动中去。不畏舟车劳顿，乘车
几十公里到岷山革命根据地参加红色教
育 ；连 续 多 日 协 助 社 区 搞 防 疫 宣 传 ，主
动维护防疫秩序，带头履行核酸检测等
等。他常说，想起长眠在异国他乡的战
友 ，我 何 其 幸 运 。 我 所 有 的 忙 忙 碌 碌 ，
算是对他们最好的祭奠了。

红色记忆甘棠絮语

青竹青竹 汤汤 青青 摄摄

7烟水亭2022年7月28日 星期四
E-mail：jjrbzbb@126.com 电话：8584198

责任编辑：刘丽明 校对：赵 娟

头伏如坎，迈与不迈皆已成行。
云朵怒放在一尘不染的天际，空气中依

然流淌着躁动与不羁。
素蓝的书笺被帘缝间挤进的强光炙得翻

卷。散着墨香的文字泡在光阴的一隅偷欢。
空调在一吐一纳间寻找着轻悠与存在。

残在盏里的菊花慵懒地舒展妇人的婀娜。
三国群雄杀至石头记，高加林牵手德伯

家的苔丝。穿越时空的羁绊，任久未静读的
灵魂游离在岁月漫卷的华城。

阁 中 纳 凉 ，盐 水 浸 字 。 手 心 一 载 ，手
背一季。

时而歌，时而泣。时而厉目，时而沉思。
白月光朱砂痣，扰了爱玲多少时。人生

若只如初见，纳兰也怕林徽因。
郁郁寡欢的铅字，看不淡的得失。理想

多多碎银少许。
良久，便蹭船回了尘世。

蛰 居
■ 陈春伟

细微的光阴，碎片式的烟尘，随着午后
一抹阳光跳动的音符，都是在凡俗的日子里
最不经意的小清新。

爱极了这些不起眼的小清新，处处都像
是在生活的土壤里开出的最平常的花朵。
不娇艳、不奢靡、不张扬、不跋扈，如小桥流
水，如倦鸟归巢时的缕缕炊烟。虽是在泥土
中挣脱出来的凡俗低微的花朵，却最能勾你
的魂魄，让你欲罢不能。

不喜谈人生这个称谓，它的命题过于沉
重肃穆，还会令人想到一种无望的长度。一
眼看不到边，没有任何准确的丈量方法可以
告诉我们人生的长度究竟是多少？

有的人生可以跨越很久远的时光，像是
一棵老树的年轮一圈又一圈，在时光走向的
沟回里隐藏了多少人生的故事啊？在只能
深埋于心的那些故事里面一定封存了不少
泪水与无奈吧？

世间的万般故事好像都是跟情有关，爱
情、亲情、友情，任谁也过不了情关这道坎儿
吧？

我并不羡慕那些跨度极大的人生，也不
喜欢大块大块的光阴。我唯喜爱眼前那些
细小琐碎的小光阴，一朵花的瞬间开放，一
抹阳光的霎时灿烂，雨后的一道彩虹，黄昏
时分在青草依依的山坡上一闪而过的羊群，
响着鸽哨迅疾从天空飞过的鸽群。

从日出到日落，从朝霞翻飞到繁星闪
烁，总是短暂得犹如一颗流星的消逝。我把
每一天凡俗的日子分割成无数的碎片，无数
的微小单元，我便拥有了几生几世的快乐。

每个清晨早早地起来，早到天空的星星
还悬在迷蒙的云天里，锅内注入清冽的泉水，
淘上一捧白米，用细碎的晨光烹煮一锅白粥。

捧读一本宋词，索性让身心彻底浸润其
中，如同在海水中的浸没，屏住呼吸，下沉下
沉再下沉，舞蹈在生死一线的快乐里，哭泣
在对生命的感知中。

一手捧着宋词，一手拿起饭勺轻轻地搅
动着锅中翻滚的米粒，袅袅香气扑面而来。
凝神望着锅中的翻滚融合挣扎，不觉热泪夺
眶而出，那沉湎于火热中的挣扎忍耐不甘纵
情，直到最后的水米相融对抗全无，那多么
像是一场庄重的人生啊！

我不去思考人生，只喜欢投入到眼前的那
些碎碎的微时光之中。哪怕是一片金黄的落
叶，抑或是河中肆意游动的小鱼，都会为你的心
头带去一丝狂喜，这就是生活，这就是爱啊！

细微的光阴
■ 胡春华

时至盛夏，艳阳高照，午后太阳
火辣辣地烘烤着地面，一出门热浪扑
面而来，没走几步已是汗流浃背，树
上的蝉鸣一声高过一声，叫得人心里
不免烦躁。

南宋诗人杨万里在《夏夜追凉》
一诗中写道：“夜热依然午热同，开门
小立月明中。竹深树密虫鸣处，时有
微凉不是风。”竹林深深，树荫密密，
虫鸣唧唧，在静谧的夏夜，诗人置身
其间，感受大自然之美，似乎就没那
么热了。不禁让我想起了小时候夏
夜纳凉的情景。

我在农村长大，那时候每到太阳
落 山，家 家 户 户 都 把 门 前 的 地 面 浇
湿，夜风一吹，也能给白天晒得滚烫

的地面降温不少。
竹床是要先用井水擦洗一遍的，坐上去凉飕飕

的，跟饭桌一起抬到自家门外，香气四溢的晚餐热热
闹闹地开始了，谁家今天晚上烧了肉，谁家烙了饼，
谁家炖了汤，都是招呼着自家的小孩客客气气地给
左邻右舍送去一碗，常常是端了一碗肉去，带着满满
一碗饺子回来。

一个村子里只有几户条件稍微好点的人家才有电
视机，吃完晚饭后，就把电视机抬到外面，父亲不是忙
着接线就是忙着调台，母亲这个时候就招呼着我一起
去把放在深井里的西瓜捞上来，又大又圆的西瓜，在井
里放了一天，捞上来的时候冰冰凉凉的，母亲切开西瓜
分给早早地候在电视机前的邻居们，西瓜是自家种的，
又沙又甜，吃一口顿觉神清气爽。那个场面可比过年
还热闹。

吃完西瓜，电视也调好了，小孩子们都聚精会神地
盯着屏幕，不知道是隔壁的阿婆还是阿婶早早地点起
了几堆艾草，夜里用来驱蚊，效果再好不过了，大人们
一边替孩子们摇着蒲扇，一边轻轻地唠着家常，真是一
幅和谐又美好的画面，连月亮什么时候偷偷地爬上了
枝头也没有发现。

电视里片尾曲响起的时候，孩子们恋恋不舍地跟
着大人们回家，此时，天已完全黑透，夜晚的微风吹散
了白天的酷热，躺在微凉的竹床上仰望星空，漫天的星
斗一闪一闪地眨着眼睛，时不时地飞来几只萤火虫，母
亲常常一边摇着蒲扇给我和弟弟驱赶蚊虫，一边给我
们讲故事，那故事大多是母亲自己编的，可我和弟弟却
百听不厌。

如今大家生活条件好了，三伏天里的酷暑都可以
在空调房里度过，夜晚，望着这城市里被灯光渲染得五
颜六色的天幕，看不见星星，道路上的车辆，如长龙在
奔跑；路口的红绿灯，永不停歇地交替闪烁，路人各自
忙碌的身影，难得有人抬起头来看看月亮。

住了几年的小区，楼上楼下，左邻右舍见了面也不
大相识，而我却很怀念小时候邻里之间聚在一起家长
里短的夏夜，怀念那份朴素、真挚的邻里之情，怀念那
无拘无束又温馨的纳凉夜。

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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