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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天，绿色的世界，大自然
的摇篮，无垠的绿色溶入人间。
自古以来，人们格外珍惜这象征
生命的碧绿色彩，众多诗人墨客
在赞美春光之际总是禁不住赋
诗咏绿，可谓诗染于绿而胜于
绿。
    咏绿之诗，犹如银河的星
星，数不胜数，美不胜收。如杜甫
的“绿垂风折笋，红绽雨肥梅”。
孟浩然的“绿树村边合，青山郭
外斜”。韦应物的“绿阴生昼寂，
孤花表余春”。谢灵运的“春晓绿
野秀，岩高白云屯 ”王安石：“春
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
还。”翁卷：“绿遍山原白满川，子
规声里雨如烟”。都借以森森春
阴，写出了雅丽清绝的意境，仰
视俯察，极为自然。这样绝妙千
古的佳句，反映了诗人感受的细
腻和善于捕捉形象的艺术才能。
    诗人描写绿色严谨工稳，轻
灵明快，意自亲切。“天街小雨润
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
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韩
愈这首诗形象地写出了早春小
草的景色：刚刚发出的细芽，远

远望去，一片嫩绿，颇富有生机。“松排山面千重翠，月
点波心一 颗珠。碧毯线头抽早稻，青罗裙带展新蒲”。
白居易这首诗中的 “千重翠”；亦绿色无边，“碧毯”、
“青罗裙”都显现了绿的色彩。王安石的“含风鸭绿粼
粼起，弄日鹅黄袅袅垂”。写景状物，异常精妙。晁冲之
的“阴阴溪曲绿交加，小雨翻萍 上浅沙。”寓情于景，构
思新颖。刘平方的“今夜偏知春气暖，虫声新透绿窗
纱。”用“绿”字进一步烘托出了“春气暖”的气氛。
    要说“春江水暖鸭先知”的话，作者则认为春绿初
绽柳先呈，柳枝发芽更能显示春天的绿色。贺知章的
《咏柳》：“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用清新
明快，通俗易懂的语言，描绘出了早春二月垂柳的袅
娜多姿。从贡性之的“涌金门外柳垂金，三日不来成绿
荫”可见春柳这绿色生命多么旺盛，显示了春天中绿
色的活力。“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高鼎
的这句诗是说杨柳低垂，轻轻擦着堤面，柔弱无力，像
喝了美酒似的，陶醉在烟雾蒙蒙的春光里。该句虽未
直言“绿”字，则实绿于意境之内，不愧为精工传神之
佳作。
    春在几时？ 一元复始；绿在何处，山水田园。有些
描写乡村田园景象的诗渲染花红柳绿，语言朴素自
然，表现出了浓厚的春天气息。如司空图的《独望》：
“绿树连村暗，黄花入麦稀。远坡青草绿，犹如水禽
飞。”由近及远，由小到大，层次清晰地构成了一幅绿
色的田园美景图。李中则用“极目青青垅麦齐，野塘波
阔 下凫翳”描写一望无边，碧绿如茵的麦田，绿水宽
阔，凫翳嬉戏的野塘。有声有色，生动活泼，充满诗情
画意，使韵味更加浓厚。“红树青山日欲斜，长郊草色
绿无涯。”殴阳修用有限的笔墨，概括了郊野青葱空
蒙，气象清新开阔的无限绿色。
    “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在这碧绿
无际，遍地翠锦，层林尽染，“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
簪”的春光里，我们应“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开
垦更新更美的生活绿洲。

我的妈妈
    娄 塘 中 心 校 四（1）班  张 智 威

    我有一个好妈妈，她总是无微不至地关心我，使我
处处感受到妈妈对我的爱。妈妈三十多岁，中等身材，
在化纤厂工作。由于我家盖起了新楼房，向亲戚们借了
许多钱，妈妈就每天做两个班次。她每天早出晚归，长
期积劳成疾，体质渐渐变差。因此，妈妈没有时间帮我
辅导功课。
    记得这次放寒假前要体育考试。罗老师要我们练
习前滚翻，可我总翻不好，不是往左翻出垫子，就是往
右翻出垫子。下课 了，罗老师对我说：“回家可要多练
练。”
    放学回到家，我告诉了妈妈。妈妈说：“好，你把功
课做完，我们一起
练。”晚饭后，我做
完功课，看见妈妈
从橱顶上拿出夏天
睡的凉席，铺在床
上，又从床头柜里
捧出棉花胎，放在
凉席上，用手压了
压，再搬来一条鸭绒被叠在上面，简直成 了一个厚
厚的垫子。我看着纳闷：妈妈这是干什么呀？不等
我开口，妈妈笑着说：“怕你练习前滚翻把头给摔
疼了。”你瞧，我妈妈想得多周到呀！
    这时，只听妈妈说：“威威，来，翻一个前滚翻
试试，看问题出在哪儿。”“好吧！”我答应着就从垫
子的一边翻了过去，又歪了，翻出了垫子。当我站
起来，看见妈妈又皱眉又摇头。妈妈说：“翻前滚翻
时，应该是大腿和小腿并拢，贴紧胸口，掌握重心，
头一低，人像皮球似地向前滚去，这样才行。”我惊
讶地看着妈妈，心想：妈妈真行。妈妈说着，蹲在垫
子一 边，双手撑在垫子上，抱紧大腿，头一低，轻巧
地翻 了过去。“哦，真利索！”我叫了起来。不过，要
知道，妈妈毕竟是三十多岁的人了，只见妈妈站起

来，身子晃着，一手
蒙住眼睛，一手搭
在台子角上。“妈
妈，你怎么啦？”我
紧张地问。妈妈说：
“头有些晕，眼花看
不见东西。”我赶紧

扶妈妈在凳子上坐下。妈妈却说：“威威，你照妈妈
的样子翻。”“好！”我嘴上答应着，可没动。心里却
惦着妈妈，她这都是为了我呀！我感到我得好好用
心，才对得起妈
妈。我照着妈妈的
样子，一次，两次，
三次⋯⋯直到妈
妈说行为止。我也
气喘吁吁了，妈妈
脸上却露出了欣
慰的笑容，我的心
也踏实了。不过，
我从心底感激妈
妈：妈妈，您真是
我的好妈妈！

我的童年
钟晓君

    我出生在江苏省江浦县。三
十年代就读于县城一所环境幽美
的 “城中小学” （今 “实验小
学”）。
    童年是美好的。家乡有青山，
有绿水，有蓝天，有白云。学校
校园很大，操场很大，西边是孔
庙，东边是苗圃，后边是小山丘，
城墙蜿蜒其上，城墙外面是护城
河，水流向南三公里入长江。我
们漫步城墙上，赏玩家乡景色。
    童年是幸福的：学校老师和
蔼可亲，教学认真负责，给学生
上好每堂课，教唱抗日歌曲。
    校长屠小佛，三十多岁，身材
魁梧，声音宏亮，目光炯炯，精神
抖擞，爱校如家。学校大门口有一
块大屏风，上有一幅中国地图，东
北三省鲜红色，地图上方屠校长
题书四个醒目大字：“还我河山“。
屠校长每逢周一晨会，都要给全
校学生讲抗日故事。他讲1931年
“九·一八”事变后，抗日联军杨靖
宇将军、马占山将军等转战于白
山黑水间可歌可泣的故事；他讲
1932年“一·二八”事变，蔡廷锴
将军率领十九路军英勇杀敌的故
事；第5军军长张治中上将率领
88师（师长孙元良）、87师（师长
张荣）、36师（师长宋希濂）血战

刘行，歼敌累累的故事；他讲
1937年“七·七”事变，宋哲元将
军在芦沟桥率部奋勇抗 日；“八·
一三”淞沪战役痛歼日寇，88师
524团副团长谢晋元，率一营四
连 430名战士（号称“八百壮士）
死守沪西四行仓库，10月26日
一天杀敌130多人，英勇战斗持
续一周，退入租界，坚持军事训
练，名扬全球（后被叛徒刺死，追
赠陆军少将）。

    屠校长慷慨激昂的话语，句
句扣人心弦。他教育我们每天要
读报 （四年级以上），关心国家
大事，立志长大后报效祖国。
    童年又是苦难的：1937年3
月，我年仅35岁的父亲不幸病
逝，撇下老母、妻子、妹妹、六
个孩子，撒手而去。那时我11
岁，读五年级，失去父爱的我，
精神恍惚，有时上课也听不进。
    音乐课上丁淑仙老师教我们

唱三十年代电影 《天伦》的主题
歌：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大同博
爱，共享天伦”。唱着、唱着，
我热泪盈眶，泣不成声。丁老师
发现后，她用深情的目光注视着
我，轻轻地走到我身边，伸出温
柔的手，用手绢揩干我的泪水，
亲切地对我说：“孩子，别哭，
别哭。” “孩子，男儿有泪不轻
弹。人生的路长着呢，你勇敢地

往前走吧！”从此，丁老师的话
语，指引着我在茫茫人生道路上
披荆斩棘，勇往直前。
    那年9月份，丁老师上我们
六年级语文。她教我们读都德的
《最后一课》，情深意切，我们一
遍、两遍、三遍地读着，满怀激
情，声泪俱下，大家振臂高呼：
“勿忘国耻，不做亡国奴。” “打
倒日本帝国主义！”
    由于蒋介石消极抗日，国民

党政府撤退至武汉，警备司令唐
生智率领十几万精兵，也未能守
住南京。12月初学校停课，屠校
长带领几名青年教师，跋山涉水，
去大后方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了。
    12月13日南京沦陷，日寇
残酷屠杀30万中国军民，血流
成河，尸积成山。我58岁患病
的祖母，也被日寇枪杀遇难。江
浦城中小学成了日本鬼 子的住
地。1936年87师驻军练兵的大
操场，成了鬼子兵的牧马地。
我们一家逃难到星甸乡，日本
飞机投燃烧弹把星甸镇烧光。
从此，我失学了三年。
    五年小学生活，师生情，
爱子心，给了我温暖，给了我
勇气，给了我力量。
    光阴荏苒，离开江城六十
多年了。昔日豆蔻少年，如今
已是繁霜华发的老人，犹能记
忆屠校长要我们爱祖国、爱家
乡、爱大自然的谆谆教诲。我
们在童年时经常到东、南、西、
北门的城墙上，周游环城，俯
瞰全城景色，四处树木青翠，
游目骋怀，身心俱爽。家乡每
一处山水，每一条街巷，每一
句乡音，都唤起我一段终生难
忘的温馨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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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名美籍华人、现任美国国际合
作委员会主席陈香梅女士，一直以来
为促进中美关系尽心尽力。早在中美
建交后的198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首
任驻美大使柴泽民，将邓小平邀请时
任美国共和党少数民族委员会主席、
美国白宫出口委员会副主席陈香梅女
士访华的请柬递交陈香梅。同时，时任
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陈香梅表舅廖承
志也写信邀请外甥女访华。
    当时，新任美国总统里根，正在
调整美中关系。他听取了陈香梅的
报告后，立刻决定委托陈香梅以美
国总统特使身份，代表自己出访中
国。里根总统并且另外委托资深参
议员史蒂芬夫妇为陈香梅助手随
行。
    为了保密，陈香梅在柴泽民大使和
他的助手冀朝铸安排 下，选在美国朝野
都忙于过元旦节的前夕启程。
    1980年元旦前夕，正当人们忙于
过节之际，陈香梅悄然从华盛顿飞往
日本东京，同先行一步在羽田机场等
候她的史蒂芬夫妇会合。并且，他们不去惊动美国驻日大
使馆，以免引起美国国务院注意，直至秘密 飞抵北京。陈
香梅这样做的目的是；尽量避免带给里根这位新总统不
必要的麻烦和非议。
    翌日，正值元旦早晨。
    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陈
香梅一行。此时，中外记者始拥入人民大会堂抢新闻。
    当晚，中美两国电视台都播放了陈香梅代表里根总
统访华的重大新闻。
    1981年 1月2日，《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洛
杉矶时报》等美国报刊和中国各报刊以及其他国家报刊，
都以头条新闻位置对陈香梅代表里根总统访华作了报
道，一时成为国际新闻焦点。
    如今，中美建交已达30年之久，虽然其间历经风雨，
但应当相信；中美关系终会正常发展。而陈香梅女士也仍
然每年往返中美两地，继续为促进中美关系充当和平使
者。
    （作者服务于嘉定“长江艺术工作室”，左图为作者范
长江与陈香梅女士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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