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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末年，农民起义风起云涌，
当时的无为州扼守长江水道，属于战
略要冲，兵家必争，朱元璋和陈友谅
多次在此用兵，反复争夺，使得无为
州处于风雨飘摇和社会动荡之中。

《无为州志》记录了元末两位州守：夏
君祥、董曾。他们在动乱和危难中挺
身而出，为民纾患，视死如归，做出了
不平凡的业绩，当载入史册，为人铭
记。

夏君祥：名字写在古城墙上
元至正十一年（1351），徐寿辉在

蕲州起义，无为州庐江县赵普胜积极
响应，他以巢湖为根据地，发展水师，
配合红巾军攻下了无为、池州、安庆
等地。两年后，徐寿辉天完都城失
守，赵普胜退回巢湖，结寨自保。

推为城主。在这样的形势下，无
为州推举夏君祥作为城主，招募乡
勇，自保城池，且受巢湖水师的赵普
胜节制。《无为州志》记载：“夏君祥，
字天瑞，本州人。值元季兵起，以材
武信义为乡里所称，推为城主。”至正
十七年（1357）九月，陈友谅杀了倪文
俊之后，已经控制了天完政权。其后
两年间，天完政权已囊括两湖、江西、
安徽大部及四川、浙江、福建一部，疆
域之广前所未有。无为州亦被陈友
谅占领。

至正十九年八月初十，公元1359
年9月2日，朱元璋命元帅朱文逊、秦
友谅率兵攻打无为城，夏君祥率众归
附，无为州归属朱元璋。仍命夏君祥
担任州守，修缮城池，训练士卒，加强
防备。他忠于职守，秉公执法。他有
一位姻亲犯了法，应当加以惩处，他
毫不留情，直接将其编入戍守城关的

队伍之中，令其将功赎罪。他类似做
法还有很多，因而得到了百姓的信任
和拥护。

修缮城墙。据记载，无为旧城在
花家疃。隋开皇元年，始置无为镇。
北宋熙宁三年（1070年），两淮用兵，始
筑城墙。从王安石《寄无为军张居士》
诗中的“月城”（城门外用以遮蔽城门
的小城）理解，当时已有城门且安排人
员看守月城。其后米芾为无为军守，
主持修建了南门九华楼和东门明远
楼，题写匾额，并写下《重九会郡楼》一
诗，可见其时无为城墙具备相当的规
模。宋末元初，南宋降元大将刘整率
兵攻打无为城，忧愤而死于城下，留下
一句“善作者不必善成”的感慨，可见
当时城池坚固，足以阻精锐之师。

至元末，城墙颓圮，夏君祥成为
修建无为城墙的关键人物。《类书集
成》记载：“元末，土人赵普胜据之归
明，后即命为守御，檄知州夏君祥督
葺,城始成。”但这个记载有不准确的
地方，赵普胜未曾归附大明；而且，夏
君 祥 修 缮 城 墙 是 至 正 二 十 三 年
（1363），其时陈友谅已经杀害赵普
胜。更为准确的说法是朱元璋令知
州夏君祥修缮城墙。

夏君祥所修城墙环绕今天的环
城河内侧，周围九里三十六步，高一
丈二尺，址宽七尺，上广四尺；东引华
林大河为濠，深一丈，宽五丈九尺；城
门六。其后城墙亦遭毁坏，至明代为
防倭寇进犯，重修无为城，城墙的长
度没有变化。明代嘉靖年间，倭寇来
犯，听闻无为城墙高筑，立即退避，使
得无城免遭兵燹之苦，这也是州守夏
君祥劳苦功高的地方。

夏君祥，终老于家，子孙散居城
中。

董曾：忠魂徘徊在无为江畔
绍兴俊杰。董曾，字贯道，绍兴

新昌雪溪人，擅书画，通经史。元末
方国珍起事，占据了新昌县城，招董
曾为官，他没有答应，反而为躲避方
国珍，隐居东阳山中。后来朱元璋至
金华，对他以礼相待，让他住进礼贤
馆，请他纵谈天下大事，君臣愉悦，授
无为知州，其时当在1360年之后。

从近年发现的资料看，董曾最令
人称道的是他作《天姥山赋》一文，对
李白著名诗篇《梦游天姥吟留别》中
天姥山具体位置做了精准的考证，详
细介绍了“表乎东南实为新昌”的天
姥山的地理位置、山水风光和风土人
情，展示了它的历史内涵和文化底
蕴，这篇文章沉睡600多年，是董族后
人董必时先生最近整理出来，具有很
高的文化、旅游、考古的实用价值和
学术价值。他和安徽当涂名士陶安
十分亲近，多有诗词酬赠。陶安律诗

《寄董贯道》前四句写得情意深切：
“十年不见董贯道，一书忽到金陵
城。越山带雨生秀色，江月照人知此
情。”陶安另外一首《寄董贯道》从内
容看，极有可能是董曾担任无为州守
时写给他的，后四句是：“淮邑士民求
世治，湖田蟹稻得年丰。有才且莫哦
松下，膂力经营早进功。”这首诗有两
个信息值得关注：一是元代末年已有
稻田养蟹；二是写董曾来到“淮邑”，
应该就是无为，因为董曾最后死难于
无为。

沉江死节。董曾接替夏君祥担
任无为州守，表现出了治理郡县出色

的一面，《明高祖实录·卷十二》记载：
“曾之守无为也，招集流亡，使各复
业，州民安之。”

他在担任无为州守为期不长的
时间里，正是陈友谅和朱元璋决一雌
雄的关键时期。1363年4月24日，陈
友谅亲率大军，以楼船之利围攻南
昌，遭到了守将朱文正、赵德胜的顽
强抵抗，历时 85 天，未有寸土之功。
在进攻南昌期间，陈友谅见一时难
取，便暂时休兵，派兵顺江而下，吉
安、临江、无为州相继被攻下。

无为州失守，董曾被擒，陈友谅
部下对他软硬兼施，希望他投降，但
是他忠贞不屈，骂不绝口，至正二十
三年（1363）端午那一天，被沉江杀
害。《无为州志》记载：“世传泥汊口即
曾遇害处。”他在无为州所写一首《濡
须坞》既有雄心，又含悲情，似乎一诗
成谶，像是他的绝笔。诗是这样的：

龙虎相争志不侔，濡须旧坞使人
愁。丈夫不学曹孟德，生子当如孙仲
谋。

七宝山开红树晓，巢湖水共白云
秋。登临不尽英雄恨，万里长江天际
流。

诗中的“七宝山”在今天石涧境
内，旧时谓之西关，与东关濡须山相
对。他在诗中借称赞孙权的英雄业
绩，抒发了光阴易逝、壮志难酬的感
慨。

董曾至无为州，代夏君祥为州
守。他遇害后，夏君祥又接过他的重
担，率领兵民筑起高高的城墙。城墙
外，朱元璋的大军匆匆走过，迅速解
除了南昌之围，并在九月与陈友谅大
战于鄱阳湖。

元末乱世中的两位无为州守
何章宝

我上小学的时候，家里住的还是那
种很低矮的房子。房子是木格窗的，窗
子上面糊上白纸。冬天的时候，北风打
着尖利的呼哨，吹得纸窗“呼啦啦”作
响。那时候家里经常停电，我们点着一
盏昏黄的煤油灯。简陋的屋子，散发着
古旧泛黄的光芒。色调虽然昏暗，但足
够温馨。

天寒地冻，冬夜漫漫，日子显得有
点难熬。不过，父亲每天晚上都会安排
我们做点事。有时搓玉米粒，就是把玉
米棒子上的玉米粒用手搓下来。那时
候没有机器，一切都是手工来做。或者
剥花生仁，家里的花生丰收了，需要卖
掉一部分。父亲发现花生仁比较好卖，
就让我们提前剥出来，他再带到城里
卖。还有一年冬天，母亲从邻村找来糊
纸盒的活计，到了晚上就招呼一家人糊
纸盒，这样来挣点小钱补贴家用。

寒夜深沉，炉火就在不远的旁边。
虽然烧得很旺，因为屋子漏风，还是显
得有些冷。母亲说：“干活啦，干活啦，
干起活来就不觉得冷了！”她一边说着，
一边把凳子摆好。我们围坐在一圈，中
间摆着要做的活计。父亲收拾着“场
地”，仿佛摆开阵势一般。母亲手脚麻
利，一会儿工夫就糊了一堆纸盒。我和
哥哥也赶紧凑过来，加入到劳动之中。

我们一边干活，一边聊天。那时候
没有电视，聊天聊得无话可说的时候，
我们最好的娱乐活动就是讲故事。母
亲最喜欢讲牛郎织女、王母娘娘之类的
故事，父亲则把从收音机里听来的《三
侠五义》或者《水浒传》的故事讲给我们
听。我们家的人性格都属于比较安静

的，所以屋里的氛围始终是平和的。夜
色深深，父亲和母亲的话语声缓缓流淌
着。

有时候，我们都不说话，只听到大
家做事情时发出的声音此起彼伏。细
微的声响，在沉静的夜里格外清晰。每
个人都埋头做事，时光静静地流逝着，
仿佛能够听到时光游走的声音。这样
的时候，屋子里的气氛并不显得沉闷，
反而有一种温馨的感觉。至今我想起
那样的一幕，心里面还是暖融融的。汪
曾祺说，家人闲坐，灯火可亲。在我的
印象中，我家人闲坐的时候很少，我们
多半都会做点事情。虽然没有闲坐，但
依旧让我们感到灯火可亲。尤其是在
冬夜，屋外寒风呼啸，屋内温馨弥漫。
昏黄的煤油灯，散发着暖暖的微光。天
地寒，围坐暖；寒夜长，灯火亲。

劳动结束后，父亲和母亲收拾场
地，母亲还会清点一下我和哥哥的劳
动成果。我和哥哥都很兴奋，不停地
说着笑着，屋子里显得热闹了起来。
炉火上烤着红薯和花生，劳动结束的
时候已经熟了，香气四溢，正好用这
些美食奖赏我们。这些美食带了奖
赏的色彩，显得格外美味。父亲和母
亲很少跟我们讲大道理，不过他们用
身教的形式告诉我们：人活着的根本
是劳动，只有劳动才能获得生命的充
实感和愉悦感。

漫漫冬夜，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干
活的场景，永远留在了记忆深处。我
们度过了一个个寒冷的夜晚，感受到
的却是温暖。寒夜长，灯火亲；人生
短，亲情暖。

寒夜长，灯火亲
马俊

秋来果熟花又开
彭新平

先是满树果，紧接着是满树花，有
时还会出现“花果同株”的盛景，除了
油茶树，农村长大的我暂时还想不出
别的什么树种。油茶花不是开在春
天，她是闻着秋天油茶果的香味，踩着
油茶果的后脚跟赶来的。油茶花有着
油茶果淡淡的清香，还多了一丝蜂蜜
的甜味。

上世纪70年代初，虽然农村生活
条件很艰苦，但是处处都是我们这些
山里孩子的天然游乐场。我们可以在
大自然中无拘无束、无忧无虑的尽情
玩耍。

仲春四月茶苞香，清明未到，我们
就开始爬家乡洞中的独岭山去找茶
苞。茶苞未成熟时是褐红色或者黄绿
色，成熟后会自然脱去表面那层皮就
成了白色，这时的茶苞才清香脆甜爽
口。如果运气好，还能采摘到肉嘟嘟
的茶耳，茶耳比茶苞更脆、更甜，口感
也更好，自然我们更是高兴。小时候
没有现在的孩子们那么多的零食吃，
我们能采摘到茶苞，那已经是可以一
饱口福、倍感幸福的乐事。

每到寒露时节，独岭山满山油茶
林的茶籽就成熟了，村组都定在寒露
节当天上山采摘茶籽。那天整座独

岭山人声鼎沸、好不热闹，人们手上
不停歇地采摘茶籽，鼻间充满着茶籽
的清香，脸上洋溢着的是更是丰收的
喜悦。

等到村民摘完了整座独岭山上
的茶籽，我们小伙伴就会成群结队，
上山去捡摘茶籽。油茶树韧性强，大
人上不去的树枝，则由我们这帮小猴
子在油茶树上爬上蹿下、大显身手。
油茶树下我们自然也不会放过，地下
不仅能捡拾到茶籽还能捡拾到裂开
了的茶籽仁。捡拾回来后，母亲就把
茶籽摊开、晒干、挑选去壳。要是自
家捡拾得多就单独送到榨油房去榨
油，要是捡拾得少，就两三户合伙去
榨油。油茶籽榨出来的油是淡黄色
的带有油茶的清香，那是一种沁人心
脾的清香。每每吃着母亲用我捡拾
回来的茶籽榨出来的茶油炒菜时，我
的心中很是自豪。

秋末初冬，独岭山上刚采摘完茶
籽不久，好事又来了，油茶花又赶集一
般争先恐后、次第开放，有时还会出现
油茶花与茶籽同时挂满一树的盛景。
油茶花洁白的花瓣，金黄的花蕊，一阵
清风吹来，花随风摇曳，阵阵清香夹杂
着丝丝甜味扑鼻而来。遇上好天气，

我们便会折断几根鲁萁抽掉秆芯做吸
管，再爬上油茶树坐在树杈上，用鲁萁
管插到油茶花的花蕊里，吮吸着那一
朵又一朵花蕊里甜甜的糖水汁，在很
少有糖吃的年月，那简直就是我们童
年时的最爱。

小时候，我曾经被油茶树“花果同
株”迷惑了好久，当季节进入原野满目
萧杀、百树纷纷落叶待春的时候，油茶
花却在此时迎着秋末初冬的暖阳绽
放。我想着刚摘去茶籽便又开满油茶
花，这到底是花孕育出来的果实，还是
果实招引来了花儿呢？

后来，母亲告诉我，油茶花儿开，
收获在来年，今年开花，来年采果。油
茶树从开花到茶籽成熟需历经秋、冬、
春、夏、秋五季近十四个月的云滋雾
养，历经五季风雨酷暑，才成就自然界
罕见的“花果同株”。

长大后，我才顿悟：其实做人也
和油茶树一样，设定目标后，不能只
是看着脚趾头前，急于得到结果。有
时，虽然眼前可能不会有明显的收
获，但只要你耐得住寂寞，守住了初
心，在经年累月不懈的坚持下，你的
生命之树也一定会像油茶树一样挂
满累累硕果。

时至年底，这天下午，我正聚

精会神地伏在办公室电脑前写单

位的工作总结。

这时，赵科长推门进来了，站

在我身旁说：“在写总结吧，可别

把我们科的成绩写漏掉了呀，没

有功劳也有苦劳啊！”我说：“你

放心好了，不会漏掉的。”他有点

不放心似地伸长了脖子朝着写好

的材料上瞅，瞅的正是他科里的

相 关 工 作 ，于 是 拍 拍 我 的 肩 ：

“嗯，是这样！”赵科长干咳了两

声，笑嘻嘻地走开了。

我继续敲着键盘往下写。

蓦地，背后有声音：“罗，这地

方我看得加一句比较妥当些。”我

回头一看，原来是李科长手端着

茶杯悄然站在我身后，瞅着屏幕

上的总结说话呢。他指着屏幕上

一段文字说：“罗，就这儿，加上

一句该科"积极主动履行职责，雷

厉风行……”于是便按他的意思

给加上。李科长呷口茶，笑呵呵

地走开了。

一会儿，张科长进来了，她径

直走到我身旁，说：“写总结呀主

任，这一年我们科也没少做工作

哩，多给美言美言啊。”我抬头朝

她看了看，她用胳膊肘抵了一下

我的肩：“替我们科好好写点份量

噢，我表弟最近承包了一个鱼塘，

你不是喜欢钓鱼吗，有时间我带

你去钓，好吧！”我笑笑：“好的、

好的，张大姐。”张科长拢了一下

秀发，笑盈盈地走开了。

忽听身后手机声响，我扭头

一看：耿副局长一边接听手机、一

边进了办公室，通完话，长嘘一

声：“唉！真是忙死人哩！”见我

在写总结，便自语道：我分管的那

一块工作今年真的是扯皮事儿

多，工作量大，唉，总算完成了目

标。你看我，忙得头发都没时间

理，老婆数落我三次了。我停住

打字的手，冲着耿副局长笑了笑，

我很意会他话里的话呢。

下班了，当走近一巷口，见两

人在下象棋，周围正聚着一群人

指指戳戳，有的叫这么走棋，有的

嚷那么走棋……我看着，不由心

想：我写总结，不恰如这下棋的人

么……

写总结
唐颖中

有了手机，看日期查时间都很方
便。但在我们小时候，想要知道今天
是哪一天，就得去翻家里的日历本。

在我的记忆里，每到临近岁末
时，父亲才会去街上的小摊位，挑选
一本合意的日历本。回到家后他还
会很有仪式感地把日历挂在墙上位
置显著的地方，好方便进出门时一眼
就能看到。

那时的日历本封面大多是“连
年有鱼”、“福星高照”等等,喜气而
朴素。我母亲不识字，但能看懂日
历本上的节气和传统节日，端午的
前几天，她会采来叶瓣肥大，青嫩的
粽叶，为我们包上清香可口的粽子；
冬至节那天，她把猪肉和红萝卜剁
碎，搅拌成鲜美的馅，为一家人煮上
一锅热气腾腾、可口的饺子；更会在
除夕夜，为全家人准备好一桌丰盛
的团圆饭。

母亲把日子过的有烟火味，父亲
把日子规划的有条不紊。父亲识字
不多，但几号家里要买米面，他就在
那一天的纸张上，画上米的形状；几
号家里要买油，就画上水珠的形状。
当然，日历本的第一页，往往记满亲
戚朋友家的电话号码和结婚的日期。

我小时候，也爱翻看日历。我垫
着脚尖翻看日历,是期盼着星期天和
寒暑假的到来。姐姐们感兴趣的，是
日历本上印上的各种生活小知识，什
么厨房巧除异味，淘米水的妙用等
等。生活里一些需要的小窍门，在日
历本上都能找。

每当日历本的纸张翻到最后一
页时，就是岁末了，父亲会很有仪式
感的从墙上取下旧日历本，再挂上新
日历本，这时，他总是自言自语地感
叹：“真快啊，锅碗瓢盆又响过一年
了！”

老日历本
闫立新

小区里有两个烧饼铺，一个在
南，一个在北。南面的老板五十岁
上下，老实巴交不善言谈，每天专心
致志地做着烧饼，十多年来一直如
此。北面的老板三十岁上下，哥长
弟短的见谁都亲。而且，他还把店
铺搬到了电商平台上，每天早上在
他店铺门口排队的外卖小哥比顾客
还多。不用说，他的生意比南面的
要好许多。

因学习需要，我准备打印一本资
料，一共 537 页。到街上打印店询
问，店主说，最低 0.3 元一页，一共是

161.1 元，抹零，给 160 元吧。自然是
嫌贵，没打印，回家跟孩子说了此
事。孩子听后找了一家网店，谈妥，
0.08 元一页，总计 42.96 元，加上快递
10元，一共53元。一星期后，我收到
资料，欣喜。不禁感慨：这差距也太
大了！

没有比较就没有差距，时代在发
展，有人与时俱进，有人却在原地打
转。实力上有差距，只要方法得当肯
下功夫，假以时日还有赶上的机会。
思想上有差距，不适应时代潮流，不敢
创新谋求突破，恐怕一辈子也追不上。

差 距
鞠志杰

冬日大桥 潘璇 摄

各司其职 周文静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