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细 微 的 事 情

■ 曾毓琳

黄公旭华者，字潜龙，号蔽舟，粤东汕
尾人也。丙寅岁（1926 年）生于海丰悬壶
世家。小号三哥，少名绍强。自幼颖慧，心
怀壮志。值倭寇肆虐，山河破碎，生灵涂
炭，公目睹家国蒙难，百姓流离。遂立兴邦
之志，誓以己身，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
将倾。

及长，公负笈国立交通大学，专攻造船
之术。于庠序之中，焚膏继晷，博采众长，
精 研 典 籍 ，穷 究 技 艺 ，学 业 大 成 ，声 名 渐
起。共和国初立，百废待兴，国防孱弱，外
有列强环伺，海上威胁尤甚。公应国家之
召，慨然投身核潜艇之业，自此隐姓埋名，
与亲长聚少离多，开启卅载隐秘征程。

黄公之功，功在千秋。彼时，研制之

途，荆棘丛生。技术遭封锁，资料甚匮乏，
设备亦简陋。然公与同侪白手起家，以纸
笔为剑，凭智慧为盾，昼夜攻坚。算盘噼
啪，推演海量数据；磅秤起落，称量部件分
毫。为定艇型，公力排众议，择“水滴”之
险 途 ，率 团 队 反 复 推 演 、试 验 。 庚 戌 年

（1970 年），祖国首艘鱼雷攻击核潜艇成功
下水，甲寅年（1974 年）编入海军，华夏自
此跻身世界五核艇强国之列，大洋铸剑，
威 震 海 疆 ，凭 志 护 山 河 ，守 疆 卫 土 万 千
秋。戊辰年（1988 年），核潜艇深潜试验，
风 险 莫 测 ，公 毅 然 登 艇 ，与 将 士 生 死 与
共 。 神 色 自 若 ，鼓 舞 军 心 ，终 使 试 验 功
成。公遂题诗曰：“花甲痴翁，志探龙宫；
惊涛骇浪，乐在其中。”此一役，举世瞩目，
黄公之名，始为世人所知。

黄 公 之 德 ，德 行 天 下 。 自 投 身 核 艇
之业，黄公隐姓埋名，亲族莫知其踪。父
丧不归，母寿不贺，妻孥独守空庭。尝闻
母病危讯，面北长揖，血泪沾襟。及至功
成，慈母得《文汇月刊》载其事迹，泣告族
人。黄公晚年，捧木雕潜舰跪母前，母抚
其 鬓 而 叹 ，举 座 皆 涕 零 。 黄 公 尝 言 ：“ 对
国 家 的 忠 ，就 是 对 父 母 最 大 的 孝 。”公 以
国 家 利 益 为 上 ，舍 小 家 为 大 家 ，无 私 奉
献，令人动容。其忠孝两全之道，堪为后
世之典范。

黄 公 之 冠 ，冠 誉 金 簪 。 公 一 生 荣 膺
无 数 ，乃 中 国 工 程 院 院 士 ，“ 共 和 国 勋
章 ”得 主 ，亦 获“ 国 家 最 高 科 学 技 术 奖 ”

“ 何 梁 何 利 基 金 科 技 成 就 奖 ”等 殊 荣 ，被
评“ 感 动 中 国 ”人 物 ，此 等 勋 章 与 称 号 ，
乃 党 和 人 民 对 其 卓 越 贡 献 之 盛 赞 ，亦 为
其 一 生 荣 耀 之 见 证 。 公 誉 满 天 下 ，受 人
尊 崇 ，然 其 谦 逊 如 初 。 又 尽 捐 千 万 奖 金
设“科创基金”。

赫赫无名，拳拳有梦。公之一生，以坚
定之信念、卓越之智慧、顽强之毅力，铸就
大国重器，守护祖国海疆。其志坚如磐石，
其行高如山岳。公以书生之躯，行国士之
道。隐姓埋名三十载，铸就大国重器；惊涛
骇浪万千重，守护海疆安宁。公之精神，如
旭日东升，光耀千秋；激励无数中华儿女，
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而奋勇拼搏。公之
功绩，如丰碑永立，万古长青；堪称德望兼
备之楷模，指引科研之路之灯塔，照亮后学
前行方向。

岁在乙巳（2025 年），时维新春（正月
初九），黄公旭华溘然长逝于武昌东湖之
滨，春秋九十有九，举国同悲，山河同泣。

赣鄱后学拜题诗歌以赞曰：
黄公旭华，国之脊梁。
生于忧患，志在兴邦。
隐姓埋名，铸剑深蓝。
忠孝难全，无悔担当。
功高不傲，德厚流光。
惊涛骇浪，乐在其中。
国士无双，永耀八方。
功绩卓著，万世流芳。
其精神之光，必穿越时空，永照华夏，

激励吾辈，为国家昌盛，不懈奋进。

岭南晚辈敬撰挽联两副：
旭日华光，赫赫无名，舍身许国，为国

铸重器，晦迹韬光三十载；
潜龙隐舟，拳拳有梦，沥血兴邦，振邦

卫海疆，惊涛骇浪万千秋。
院士、国士、真士，隐姓埋名三十载，精

忠报国，大洋铸剑，造福天下，功德无量；
将才、帅才、英才，扬名立万九州颂，矢

志兴邦，长空挥毫，惠及黎民，勋绩昭彰。

红色记忆

李昊天李昊天 摄摄

诗露花语

看花回·赏水上春景
■ 熊谦德

岸上空垂柳万丝，摇翠柔枝。一湖春水

连天碧，美浪漪、野鲤情痴。有诗情画

意，陶醉吾兮。

鸳鸟飞翔展秀姿，相爱依依。水中浮影

成双对，笑嬉嬉、欲聚欲离。夕阳催我

返，难舍而归。

旭日华光耀千秋
——悼“中国核潜艇之父”黄旭华院士

石波林
又到岁初了
一些细微的事情渐渐浮现
譬如故乡的山岗复归宁静
被采摘完果实的脐橙林
依然把信仰举向天空
再譬如，赣江源头的水向下游流淌
水面上的清波被人忽略
细微的身体却要承载一个时代的遗憾
当然，更多时候我会想起这样的情景
烈日下卖西瓜的汉子
始终不肯给自己一口甜蜜
送外卖的小哥堵车时眼里布满的焦虑
高楼里键盘敲击声彼伏此起
建筑工地上的钢筋混凝土
把一个个准业主的梦凝固
而我的母亲去了黄龙陵园
以骨灰的形式
与静卧此地三十余年的我父亲拥抱

我承认，我活得平凡
如果没有那许多的庸常
我甚至不敢有对明天的想象

早就在网络上，看到了不少关于永修
吴城候鸟小镇的视频，看着那奔涌在天际
的“鸟浪”，实在是令人心驰神往。于是在
忙完手头的事务后，我便与友人相约前往，
毕竟只有实地观看的感受才是最为真实宝
贵的。

由九江开车出发，路程大约两小时。
友人加了个夜班，上了车就自顾自睡去了，
驾车的任务落到了我的头上。一路上，车
不少，你追我赶着，宛若一幅写实的候鸟
图。独自驾车是一项枯燥的工作，不过好
在我的脑海中一直浮现出候鸟的身影，便
不觉得烦闷了。突然，我冒出了念头，我们
到吴城来观鸟，是赴一场“候鸟的约定”，那
么候鸟来吴城，也是为了什么约定吗？

不待我想明白，车子已经驶入了远近
闻名的永吴公路，在夏天的时候，这条路

被称为“最美水上公路”，因为夏季是九江
水域的丰水期，那鄱阳湖清澈的水怀揣着
如烈日般的热情拥抱着这条公路，公路在
这势不可挡的情感中，很快就“沦陷”了，
与清澈的水交融在一起。不过这水只会
增添永吴公路的美而并不使它荒废——
车辆是可以正常地从路面通行的。当车
轱辘压在路面上的时候，覆盖在公路的水
就迸发出青春的激情了，溅起来的朵朵水
花如同一只只向往天空的白鹤，大方地展
示自己洁白而优美的身姿。不由得令我
联想到唐珙的那句诗——“醉后不知天在
水，满船清梦压星河。”在吴城，你不用依
靠酒精从而进入放空思绪的状态，你只需
要亲自来一趟，见一见这里的景色，你自
然会如痴如醉。

虽说炙热的夏日已经匆匆而逝，现在

正值凛冽寒冬，不过行驶在冬日的永吴公
路上，别有一番风味。为什么我们总是会
选择结伴旅行呢？其中原因在于能够及时
分享自己心中的那一份因在路上而产生的
快感。所以我将车子停靠在路旁，叫醒了
正在熟睡的友人。友人睡眼蒙眬，或许是
做了一场美梦被我搅了，略带愠怒。然而
很快他的目光瞥见道路两旁一望无际的平
原，当即面露喜色，即便梦中再绮丽的幻境
也不过是一场虚无，只有当下目光所及的
旖旎才是真实的。他一扫方才的不快，面
对广阔的原野侃侃而谈。他告诉我，这一
刻他真羡慕此时居住在这儿的候鸟，这是
一处充满自由和祥和的土地。是啊，这里
一马平川，土地上是比毛绒绒的地毯还要
舒适数倍的绿茵，甚至已经枯黄的芦花都
营造出一种原始的氛围。友人迫不及待地
拿 着 相 机 ，跳 下 车 去 拍 他 梦 寐 以 求 的 旷
野。就在他拍摄的过程中，一群候鸟正俯
冲下来，投入了这片土地的怀抱中，它们好
似并不畏惧来往的游客，以一种主人翁的
姿态，张开双翼欢迎慕名而来的访客。此
情此景让我心中一震，在我们眼中候鸟仿
佛是远道而来的客人，可是在候鸟的眼中，
我们这群陌生的人才是客人，但是我们却
能安然相处，这不正说明对于这片土地来
说，我们都是她的孩子吗？土地永远是我
们的母亲，她宽容地接纳着不同物种汲取
她的乳汁，等这些物种享受够了她的温暖
想要奔赴远方去探寻属于自己的未来时，
她并没有阻拦，而是静默地等待着孩子的
归来。这一段时光中，陪伴她的只有沉默，
沉默是思念最厚重的枷锁，带着沉默离开
的永远也走不出记忆的最深处。所以此时
此刻，候鸟与我们都回归了母亲的怀抱，在
这儿，人与鸟都是幸福的。

不要将幸福定格，我们要做的是务必
将幸福延续下去。故而，我和友人深入吴
城古镇。不一会儿，我们就抵达了狮子山
观鸟点。远远望去，无数只候鸟占据了大
湖池的水面。通过高倍望远镜，能瞧见白
鹳优雅地用红喙往湖水中啄食，它在昂头
与低首间，尽显大家闺秀的风姿；赤膀鸭则
慵懒地坐卧在湖水中，与世无争地畅游着；
灰雁可闲不住，一会儿踏着湖水起飞，一会
儿又踩着湖水降落，在它的脚下，湖水仿佛
成了稚童游戏的蹦床。我与友人很想近距
离去亲近这些精灵，不过景区早已设置了
警戒线并用喇叭劝阻。试想一下，如果你
玩得正尽兴，突然闯入了一位素不相识的
人，你还能无拘无束吗？爱并非是越近越
好，庄子不是说过：“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
江湖”吗？就让我们这样远远地观赏，不去
惊扰释放着天性的候鸟，不去破坏这份难
得的氛围吧。

继续深入吴城，去领略候鸟王国的魔
力。我与友人来到了常湖池观鸟点，这儿
更加人性化了。景区或许预料到从狮子山

观鸟点来的游客，兴致已然蓬勃，但又遗憾
不能与鸟儿相亲近，所以在这儿设立了一
个电子大屏幕，屏幕上是从湖中央的小船
上安装的监控里传来的候鸟实时视频。这
样做不仅不至于影响候鸟的生活也满足了
游客的心愿。能促成这共赢局面的，得益
于科技。我不禁又想到荀子的：“君子生非
异也，善假于物也。”自古以来，便有了这个
道理——掌握了最新的技术，才能站在时
代的前沿。若只是一味地追求技术的创新
就能够万事大吉吗？其实不然，一项真正
的好技术应该是为了生灵的福祉而诞生
的。正如吴城景区内配备高清的监控，一
方面圆游客的观鸟梦，另一方面是可以更
好地观察候鸟的生活状况，如此才使得这
儿成了候鸟理想的栖息地。栖息地绝对是
经过时间的验证，如果候鸟只是来过一两
次，这里必定不能荣获全国首个“中国候鸟
小镇”称号的。可见，候鸟与吴城已经成为
密不可分的整体了。

我不禁也羡慕起候鸟来了，它们的眼
光真是太好了，选择这一处洞天福地作为
自己的家。吴城除却“候鸟小镇”的身份，
还是江西四大古镇之一。一座历史底蕴深
厚的古镇，不在于它的占地面积，而在于它
的气息。不知不觉间，我与友人已抵达古
镇最后一处景点，望湖亭。历史如同一棵
参天古树，最先闯入视野的永远是它的葳
蕤的枝叶，可是要了解它，你必须贴近它的
枝干。如果说美丽的候鸟是吴城的枝叶，
那么雄伟壮阔的望湖亭便是吴城的枝干。
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曾挥毫“凌云披雾望
湖亭，屹立赣水修河滨。历尽沧桑罹万劫，
饱经风雨度千春。”此刻，我就站在望湖亭
的面前。望湖亭共分为四层，走在这古色
古香的建筑内，历史的气息扑面而来。王
守仁曾言：“知行合一”，望湖亭唯恐至此的
人不熟悉它的身世，早已在各层楼道的外
墙的碑碣上将身世告诉来访者。来访者看
了碑文，便知晓了历史，此时再眺望远方的
湖面，脑海中定然会浮现晏殊的“无可奈何
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复旦大学的骆
玉明教授在一次授课过程中对于这两句词
有过这样的讲解——自然界是一个大循
环，人生是一个小循环。人到了某个时刻
发现自己的循环即将完结，可是大自然的
循环却依旧在继续，一股悲凉之情油然而
生。可是转念一想，既然自然界的循环不
会停止，我是不是又能重新进入这个运动
轨迹中呢？心中的喜悦便情不自禁地勃然
而生。诚然，我如今所见的候鸟可是望湖
亭数百年前所见的吗？但是我与望湖亭都
见着了候鸟，我们都见证了生命的回归。

“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遇见
了候鸟，就看见了生命的希望……

即将返程，或许候鸟也知道到了告别
的时刻，它们聚拢起来，沾染着夕阳的金
辉，在水天之间掀起了一阵阵此起彼伏的
浪潮，那浪潮宛若一只摆动的手掌又仿佛
招手的动作。人与鸟同是大地的孩子，鸟
儿也舍不得手足相离吧。那么让我们拍张
照作为留念，可是起初拿着相机拍个不停
的友人却不肯拍照了。他说，最好的镜头
是人的心灵，况且相机定格住的瞬间，无非
是恐怕将来不能再相遇的退路。我们下次
还来吴城！

好 啊 ，那 么 就 让 我 们 许 下 一 个 承 诺
——吴城，我们下次再见！

人在旅途

吴城遐思
■ 余博超

风 乍 起
■ 陈于晓

乍起的，当然是春风。总觉得，只有春风，才会潜
伏在河边的草丛中。时不时地，乍起一阵，紧贴着水
面，一掠而过。转瞬之间，又丢了影踪。

乍起的是春风，吹皱的，自然是春水。春水的特
征，其实是很明显的。比如，它有着毛茸茸的质地。当
然，这毛茸茸，是裹在春水中的水草。春水暖时，鸭先
知，比鸭更先知的，是水草。只是我并不知道，水草是
什么时候苏醒的。我看见时，它们已经在水中油绿
了。还有春水，总是很浅，又很清澈。在阳光下，让人
一览无余。

那些苔藓，附着在水底的石头上，像极了石头的
“鳍”。不过，当我想到这些笨笨的石头，并不会游动
时，我发现把苔藓，叫作石头的“鳃”，或许更贴切一
些。如此，苔藓，便是石头的呼吸了。但倘若要让石头
游动起来，其实也并不难，只要让水流动起来，就可以
了。水动，石头动，心动，当你需要什么“动”时，什么就
开始“动”了。

静水流深。而我说过，春水总是浅的，也因此春
水，也流得很浅。春水的流，往往做的是表面文章。或
许，这仍然得借助于一阵乍起的风，带来的那一阵波光
粼粼。而春风，其实是不必借的。风像一群快乐的孩
子，终日在水边玩耍，一点都耐不住寂寞，稍隔一会儿，
就会到水面跑上一阵。文静时，起一阵小涟漪，扩着扩
着，就散了。兴奋时，就会留下一两声尖叫，伴着几朵
浪花。

春天的水面，原本是宁静的。但宁静，终究是暂时
的，常有乍起的风，把宁静打破。这乍起的风，给流水
带来的，是一种生命的鲜活。这样的“鲜活”，又搅动着
一河的空气，而这些空气，又四散着，氤氲着岸边的草
木。当然，也有着安静的春风。那些安静的春风，在枝
头隐约成了柳芽。而那些鹅黄的，一闪一闪的柳芽，也
有可能是由粼粼的波光化的。当柳枝探入流水时，波
光便悄悄地爬上了枝间。

古往今来，在乍起的春风里，仿佛都会有诗人，在
吟诵着垂柳。风摆动着柳枝，一边将词打乱，一边又把
诗句，梳理得井井有条。那些平平仄仄，则像极了水
岸，在字里行间，蜿蜒着。而蜿蜒，又何尝不是平仄的
一种。我喜欢“蜿蜒”这个词，并且相信，若是让春风写
春天，也不会平铺直叙，它肯定喜欢跌宕起伏。因为只
有如此，春天，才会变得更妩媚更多姿。

能够吹皱春水的春风，当然，也会吹皱水岸。水
岸，是一条柔美的曲线，春水的温柔，常常也因此暴露
无遗。我想到琴弦了，水岸是看得见的琴弦，柳枝也
是。在春日，这些琴弦，可以交给春风去扣响，也可以
交给春水去拨动，而春水，应该就是液态的春风。可能
还有很多看不见的琴弦，在春风里生长着。当一阵阵
乍起的风，在春天的辽阔中奏响，我们所听见的，就是
一曲曲磅礴的乐章了。

此刻，在水边，流淌着的是一支支抒情小曲。那些
不知名的小虫子，抱着自家的乐器，弹奏得小心翼翼，
很动听。而我所熟悉的黄鹂，仿佛自身就是一把乐器，
它的一声啼，掉在水面，绽开成一朵小波澜。当一粒粒
黄鹂的啼，落在水面时，即使这一刻没有乍起的风，春
水也会皱一下。让春水皱一下的，或者还有那些游
鱼。偶尔，会有几尾游鱼浮上水面，制造几个水泡。

更多时候，游鱼们在水草丛中，跟着水草摇曳着。
当我在岸上看见游鱼时，它们正在水中，在我的身影中
穿梭着。春水很浅，但倒映在水底的天空，却一如既往
地深着。忽然想到蝌蚪了，这些黑乎乎的小东西，或许
已经藏匿在水草丛的某一处了。再过一些日子，它们
就会如同一群群小逗号，洒落在春天的散文中。

春天，当然生活着众多的小动物。它们在乍起的
风中，让春天的光景，变得酣畅淋漓。

元宵是春节的高潮。这天
晚上，大街小巷张灯结彩，人们
赏灯、猜灯谜、吃元宵，成为世代
相传的习俗。古人诗词中，有关
元宵的描述更是不胜枚举。

元宵佳节离不开一个“闹”
字。闹元宵的诗句，最著名的应
该 是 唐 朝 苏 味 道 的《正 月 十 五
夜》：“ 火 树 银 花 合 ，星 桥 铁 锁
开。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
游妓皆秾李，行歌尽落梅。金吾
不禁夜，玉漏莫相催。”苏味道的
诗中，大唐盛世元宵夜的热闹场
景 被 描 绘 得 淋 漓 尽 致 。 其 中 ，

“火树银花”更是衍生成了典故
成语，常常用来形容灯火璀璨的节日之夜。

闹元宵最好的去处是观灯，这在古诗词中表现得
尤为突出。如卢照邻的《十五夜观灯》：“锦里开芳宴，
兰缸艳早年。缛彩遥分地，繁光远缀天。接汉疑星落，
依楼似月悬。别有千金笑，来映九枝前。”这种繁华喧
闹的场景，正是元宵观灯的生动写照。“千门开锁万灯
明，正月中旬动地京。三百内人连袖舞 ，一进天上著
词声。”在张祜的《正月十五夜灯》中，通过描叙元宵观
灯，展现的则是歌舞笙箫中的升平盛世。而明朝“江南
四大才子”之一的唐寅在他的《元宵》诗中则是这样描
述元宵观灯盛况的：“有灯无月不娱人，有月无灯不算
春。春到人间人似玉，灯烧月下月如银。”他把灯、月、
春联系在一起，在元宵的诗词中别有一番风味。清代
诗人唐顺之的《元夕咏冰灯》表现的则是对元宵的无限
留恋：“烛花不碍空中影，晕气疑从月里看。为语东风
暂相借，来宵还得尽余欢。”

元宵观灯那是金吾不禁的，因而元宵夜便成了古
代少男少女们相会的美好时刻，古人诗词对此有着很
多精彩的描述。如辛弃疾的《青玉案·元夕》：“东风夜
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
动，壶光转，一夜鱼龙舞。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
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
阑珊处。”在依约的灯影里与伊人相会，那是一种多么
美妙的境界呀！当然不是每个故事都是如此浪漫的，
如欧阳修的《生查子·元夕》：“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
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
旧。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灯月如旧，却不见心上
人如约而来，怎不教人惆怅伤怀！

多彩的元宵衍生出了多彩的诗词，而这些多彩的
诗词又使元宵佳节更加灿烂迷人！

甘棠絮语

烟水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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