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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章宝

陈寿的《三国志》将东吴12名将
领合为一卷作传，盛赞他们是开创
东吴基业、立下赫赫战功的“江表之
虎臣”。这12名将领是：程普、黄盖、
韩当、蒋钦、周泰、陈武、董袭、甘宁、
凌统、徐盛、潘璋、丁奉。他们大多
参加过濡须之战，其中蒋钦和周泰
曾先后任职濡须督。

蒋钦：首督濡须，坦荡不挟私怨
蒋钦，字公奕，九江寿春（今安

徽寿县）人。公元 194 年，孙策投靠
袁术，很受信任。其时蒋钦已经跟
随孙策左右从事。后来，孙策用玉
玺换取袁术的三千兵马南渡长江，
他跟随孙策经历阳（今安徽和县），
会周瑜；至曲阿（今江苏丹阳），破刘
繇，受任别部司马；过江东，平三
郡。公元200年，跟随孙策平定豫章
（今属江西省北部地区），任葛阳尉；
后 升 任 西 部 都 尉 。 建 安 十 五 年
（210），福建东冶五县发生叛乱，当
时孙策已殁，孙权命令他和吕岱等
人联合讨伐，平息叛乱，迁任讨越中
郎将。

建安二十年（215），孙权与张辽
大战逍遥津，孙权败绩。蒋钦因护
主有功，升为荡寇将军，领濡须督，
为濡须首督。

指挥濡须之战。公元217年春，
魏吴第二次濡须之战正式开始。当
时，吕蒙是都督，总督吴军；蒋钦作
为荡寇将军，地位要高于偏将军吕
蒙，但作为濡须督，还要受吕蒙节
制，是为副帅。曹军进驻江西郝谿，
但在前锋部队还没有驻扎稳定的时
候，吕蒙就率兵突袭曹军，破其锐
气。但曹操大军随后赶到，重点攻
击濡须坞。战前，吕蒙、蒋钦在坞上

装备了上万张强弩，防守能力很
强。曹军猛攻，吴军奋力抵挡，作战
中，曹军的振威将军孙观被流矢射
中左腿，伤重而亡。东吴将领周泰、
徐盛、朱然、陈武等纷纷率军参与此
次作战。由于曹军势力强大，孙权
不能取胜，退回建业，派人至曹营求
和；曹操接受了孙权求和的请求。

战后，蒋钦被任命为右护军、典
领辞讼，掌管江东诉讼。

清廉坦荡无私。有一次，孙权
对蒋钦和吕蒙说：“你们现在身居要
职、执掌重权，应该多读书学习，提
高自己的能力。”蒋钦听了之后，十
分努力上进，积极修为自身品德。
孙权有次去蒋钦家，看到他母亲用
的是劣质的床帐、薄纱的被子，他的
妻妾穿的是粗布衣裙，感叹蒋钦身
居高位却能如此节俭，立即下令，让
提供生活用品的部门给蒋母制作锦
被帷帐，给蒋钦的妻妾全部换上锦
绣面料的衣服。

当初，蒋钦在豫章平叛时，他的
奉邑（相当于封地）在芜湖；他奉邑
上有个屯吏触犯了法律，被时任芜
湖县令徐盛抓捕，且上表孙权要将
其斩首，但孙权认为蒋钦远征在外，
杀掉他的屯吏不合适，就没有批
准。这事让徐盛明显觉得自己得罪
了蒋钦。后来，蒋钦在濡须作为副
帅节度各路军马时，中郎将徐盛也
在濡须军中；徐盛时常担心蒋钦会
因为当年屯吏的事报复自己。但徐
盛显然想多了，蒋钦不仅不报复徐
盛，还经常向别人夸奖徐盛的优点，
他的胸襟和品质深受大家敬佩。他
向孙权举荐徐盛，孙权打趣他说：

“以前徐盛要杀你的屯吏，你却举荐

他，你是想学春秋晋国的祁黄羊无
私举贤吗？”蒋钦回答：“臣听说为国
家举荐人才，就不要有私人恩怨，徐
盛忠诚做事尽心尽力，又有胆略才
干，是能指挥千军万马的优秀人
才。现在国家大业未定，臣应该为
国举荐人才，怎么能因为私怨而使
国家失去贤才！”

建安二十四年（219 年），孙权讨
伐关羽，蒋钦督领水军入沔水，班师
返程时，病逝于途中。萧常《续后汉
书》评价说：“（蒋）钦折节好学，以公
灭私……皆江东之翘楚。”

周泰：力战濡须，被创肤刻如画
周泰，字幼平，九江下蔡（今安

徽凤台）人。孙策进兵会稽，他担任
别部司马，被授予兵权。孙权喜欢
周泰的为人，请求将他调至自己麾
下。建安二年（197），孙策征讨六县
山贼，他跟随孙权守宣城，随后受任
春谷县令。建安四年（199），跟随孙
策破黄祖，攻豫章，补任宜春县令。
建安十三年（208），参与赤壁之战，
攻曹仁于南郡。

建安二十二年（217），率部战濡
须，曹操退兵后，孙权拜其为平虏将
军，接任濡须督。

力战濡须，演义精彩描绘。关
于周泰在濡须之战中如何力战，史
书未作详细描述；古典名著《三国演
义》第六十八回将魏吴两次濡须之
战糅合在一起，并且特别精彩地描
绘了周泰勇猛护卫孙权的情节。他
两次杀进重围，掩护孙权，左右遮
护，身被数枪，箭透重铠，救得孙
权。下文还将周泰在宣城护卫孙权
而受伤一并写上，当时，山贼数千人
杀来，孙权刚跨上马背，贼兵锐利的

刀枪已经交叉杀到，砍中了马鞍；周
泰奋勇激昂，拼死掩护孙权，身受十
二处枪伤，这些枪伤也是“肤刻如
画”的一部分。

会饮濡须，指认肤刻如画。周
泰任濡须督，朱然、徐盛等都在濡须
军中，对这位新任“一把手”心有不
服。孙权知道后，特意到濡须巡视，
宴请将领，犒劳军士。在酒宴上，孙
权亲自斟酒端到周泰面前，叫周泰
解开衣服，指着他身上的累累伤痕，
一一询问各处创伤的原因；周泰便
一一回忆当时作战受伤的情况，每
说一处，孙权就请他喝一大杯酒。
说到动情处，孙权拉住周泰的胳膊，
泪流满面，说：“幼平，你为了我兄弟
两人像熊虎一样作战，不惜性命，身
受几十处创伤，皮肤上伤痕如同刻
画一样，我又怎么能不像骨肉兄弟
一样对待你，并将统帅兵马的重任
委托给你呢？你是我们东吴的功
臣，我应当和你同荣辱、共甘苦。幼
平你高兴勇敢地做你的濡须督，不
要因为出身寒门就畏惧不前！”又赐
给他御用的青丝头巾。然后在濡须
停息数日，出入让周泰带着兵马引
导，鸣号击鼓。这都是在为周泰造
势，朱然、徐盛等都心悦诚服。

后来孙权打败关羽，任周泰为
汉中太守、奋威将军，封陵阳侯。黄
武年间，周泰去世。其子周邵在曹
仁攻濡须时作战有功，升任裨将军。

蒋钦、周泰，是同一个郡的人，
也是同时跟随孙策的得力部将，并
先后任职濡须督；在两次魏吴濡须
之战中，他们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应
该并称蒋周二督，为濡须后人所熟
知。

江表二虎臣，两任濡须督

我曾经看过一部话剧，叫《西望长
安》；我曾经看过一幅油画，也叫《西望
长安》；我看过吴承恩的《西游记》，我看
过斯诺的《西行漫记》，我曾经在古诗词
里读到过很多关于西域，关于西方的描
写。

在李河新的世界里，他的西方却不
是远方，是他的内心，是他的游魂。他
的“行”也不是远行，不是出走，是回家
是归途。

有人说我们的生活中不应该只有
眼前的苟且，还要有远方和诗。面对李
河新这部书稿，我想说：我们的生活不
应该只有远方和诗，还要有回望，还要
有灵魂的归途。我们真该常常归去，常
常看看我们来时的路，那路到底有多漫
长，有多回环反复。在回望中，我们会
有无数的感慨，无数的领悟，停下脚步
回望吧，我们都需要“等等灵魂”。经历
了远离，经历了回归，或许我们才能真
正读懂什么是故土，什么是人生，什么
才是真正的成熟和长大。我突然想起
纳兰的那首词：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
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风一更，雪一
更，聒碎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

没有远行和没有回归的人是写不
出这样的诗的，也读不懂这首诗。生命
需要远行，生命也需要时时的回归。李
河新是幸运的，也是幸福的。他远离了
生他养他的故乡——新疆，他有过无数

次的回望，他也走了漫长的归途。他在
这漫长的归途中写下这部《我的西行漫
记》，是游记，也是回忆录，是落叶，也是
微风。书里有他的游子情怀，有他的乡
愁，有他的思考，也有他的迷茫，有他心
中那千年古都丝绸之路，有西域大地的
厚重，有新疆的山水，沙漠，草场，有各
个民族的风情，有他的家国情怀。

李河新的文字跟他的性格一样，是
充满激情的，是极端感性的。这不仅仅
归于他新疆人的性格，更是一种游子情
怀，更是那浓烈如酒般的乡愁。离家越
远，这种乡愁越浓。他在《最美还是我
们新疆》一文里写到：“坐在卧铺上的姐
姐说了这样一件事：去年七月他们去外
地旅游，回来路上在鲁山堵车。期间她
看到一辆车牌号为新疆库尔勒的车，当
即下车就跑了过去，见到故乡人，瞬间
眼泪就下来了……”这是他的姐姐，是
和她一样远离故土的游子。这种情感
或许只有远离家乡的游子才能体会，正
所谓“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吧。

李河新的这种激情，也表现在他对
故土风景的描述中。这种感情与文字
紧紧融在了一起，以致成为了一体。在
他的笔下，几乎每一个汉字都是滚烫
的，都是情感的精灵。看看他这段文
字：“越野车置身赛里木的怀抱里，如同
一只快乐的小鸟。同来的侯四萍妹子
说，你们来得有点晚……六月来赛里木

湖，密若繁星般浅蓝色的和淡紫色的野
菊，黄色的，白色的，粉红色的格桑花，
蒲公英及满天星争相怒放，花海如潮，
争奇斗艳仙境一般，好看着呢！”这里的
每个字似乎都散发着对故土的爱与自
豪。

几年前李河新曾出过一本写故乡
的散文集，叫《沙漠中的那条河》。那本
书也是在表现他的游子情怀，更多地表
现他的乡情，亲情，友情。重在一个情
字。而这本书似乎比上一本增加了更
多的思考，对那块土地过去和未来的思
考，这样文字就厚重了许多。这样的文
字比比皆是。如：“站在时光的路口
……康熙大帝亲征葛尔丹的马蹄声也
归于平静。惠远古城是伊利河畔的一
座名城……”一句“站在时光的路口”，
瞬间便把历史和现在拉近了，便穿越
了。这种厚重与思考是李河新这些年
读书，尤其是读史的结果。

从《沙漠中的那条河》到《我的西行
漫记》，一步一个台阶。李河新在写作
的路上一路前行。他在读书，在思考，
在不断西望，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一定
会写出更深刻更有价值的文字，因为灵
魂的归途是没有穷尽的。

西望，我相信游子的情怀会越酿越
浓；西望，我相信李河新的灵魂在回归
中必有更高的升华；西望，我知道阳关
以外，风情无限！游子归途。

游子的归途
——读李河新《西行漫记》有感

文星传

立秋是秋季的开始。
《管子》曰：“秋者阴气始下，故万

物收。”由此可知立秋是阳气敛收、阴
气日涨，万物盛极而渐萧落的转折，是
暑去凉来、叶落草枯、谷物成熟的过渡
期。行走在秋阳下，依旧暑气逼人，可
早晚已有凉意，或因雨水减少，天气愈
加干燥。此时应多吃一些水分多、营
养丰富的瓜果，以补充酷暑中随汗水
流失的维生素、矿物质等营养成分。
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言，西瓜不仅

“消烦止渴，解暑热”，而且“宽中下气，
利小水，治血痢，解酒毒，治口疮”。民
间早有“立秋以后吃西瓜，不用花钱把
药抓”的说法。

清代张焘《津门杂记·岁时风俗》
记载：“立秋之日食瓜，曰咬秋，可免腹
泻。”相传明初，京城里有多人感染了
癞痢疮，均久治不愈。后来庐州府有
一富户人家，幼女得了癞痢，无意中食
用西瓜后痊愈。京城众人闻之纷纷效
仿，时间一长，立秋前后食用西瓜逐渐
变成一种民间习俗，谓之“咬秋”，有些
地方亦叫“啃秋”，有咬掉酷暑的尾巴，
迎接凉爽而丰硕的秋天之意。

当然除过西瓜，用来啃秋的瓜
果还有很多。此时苹果也到了成熟
季节，山洼里的老果园，满树沉甸甸
的红星苹果压弯了枝条，沟沟峁峁
仿佛挂满了耀眼的红灯笼，村里上
了年纪的老人最爱吃成熟的红星苹
果，面面的，香甜的，嚼着有棉花糖
的糥腻却又多了几分水润。流转荒
山荒地建设的新果园，栽植的都是
晚熟的红富士苹果，刚卸了果袋没
几天，向阳的一面已被阳光涂了一
层红晕，正在果园里锄草的主人口
渴了，伸手在枝头摘了一个个头大
的苹果，在衣襟上揩了揩尘灰，还没
完全成熟的富士苹果又酸又脆，咬
起来会发出清脆的声音。

秋天也是玉米成熟的季节，撕开
黄绿的玉米皮，鲜嫩的玉米就露出了
真面容，似乎金黄色的表层裹着一层
白纱，黄得不够真切，指甲掐过会流出
乳白的汁水。这样的嫩玉米适合煮着
吃，随着蒸汽缭绕，空气仿佛都是香香
甜甜的。

小时候我不太喜欢吃煮玉米，觉
得水落落的没嚼头。可想啃烤玉米，
那还要耐住性子，等玉米再成熟一些，
掰几个玉米棒子，剥了外皮，揪了红
须，从玉米后面插根铁钎子，伸进灶膛
里烤，嫩黄的玉米慢慢变成焦黄，偶尔
还啪的一声，绽开一朵爆米花。若转
动慢了，就烤得焦黑，可这一点都不影
响口感，滚烫着的玉米棒子在手里倒
来倒去，忍不住啃一口，满口都是浓浓
的甜香，闭上眼睛慢慢嚼着，顿时你就
会感觉生活都是甜甜的。

秋天是瓜果飘香的季节，农村有
“七月枣子，八月梨，九月柿子黄了皮”
的说法，咬秋自然不会放过枣子，记得
老家院子曾有一棵枣树，从结了黄豆
大的小豆丁开始，每天放学经过枣树
时，就摘一两颗尝尝，仅一丝寡淡的甜
味，慢慢够不着了，就站上凳子去摘，
待到枣子红了，就剩树顶上不多的几
十颗了。父亲寻着空闲伸长杆子在树
顶捣几下，缤纷的枣子像红色的音符，
在地上跳跃着，发出叮叮当当的声响，
捡起一颗，塞进嘴里，红玛瑙般的枣
子，一直甜到了心里头。

老家的秋果实在是太多了。那满
园的红石榴，咧开嘴冲着你笑得很开
心；成熟的葡萄一串一串像紫色的珍
珠，挂满了藤架；还有那刺猬一样的板
栗包，在秋风中摇头晃脑，仿佛在冲你
说“来咬我呀！你敢吗？”……

甘甜的汁水在齿唇间流溢，欢快
的笑声在田野里飘荡。“咬”住丰裕的
秋，你就“咬”住了幸福满满的生活。

咬秋迎秋
魏青锋

开山河，并非一条河的名字，而是
人们对小兴安岭顶峰——乌伊岭北部
一个人工开凿的瀑布的命名，开山河瀑
布并不雄浑壮观，落差仅6米左右，潭
水直径70多米宽，水深2至4米。它隐
藏在大山深处，湍急的开山河水像匆匆
赶路的旅人，自乌伊岭的分水岭急步而
来，在一座弓形的山腰间直穿而过。这
是四十多年前开发林区的筑路队为了
防范河水暴涨冲毁公路开山疏水而形
成的。

少年时，每当五彩缤纷的夏秋季
节，我同小伙伴们常到这里嬉戏捕鱼。
瀑布四周百米高的山峰上，繁茂的生长
着葱茏的针、阔叶树和五颜六色的花
草。清晨，云雾缭绕的山峰，若隐若现，
朦胧间露出峰顶；瀑水飞溅，经微风轻
拂，飘飘洒洒，如薄雾，似细雨；瀑水跌
涌之声与峰顶松涛互相呼应，像无节奏
的海浪，似排山的巨潮，若千军万马于
远古陷阵，战鼓雷鸣，虽实如幻。

过去，瀑布周围的潭水里鱼特别
多，有细鳞、童罗、哲罗、鲶鱼、柳根、泥
鳅鱼等。夏季水温上升，鱼逆流而上，
但冲刺到水潭的瀑布下便无奈地划了
个句号。可鱼们不死心，不认可这是它
们奋进的终点，仍尝试着向直泄而下的
瀑水上跳，这种现象傍晚或夜间尤甚，
有单独的勇士，亦有集结的兄弟，前赴
后继的冲击。然而大自然设置的屏障，
使一切努力化为徒劳，湍急的瀑水毫不
留情的将它们千百次砸回水中，可它们
毫不气馁，巡游着再次向上冲击，但没
有一条能越过这高高的“龙门”。

在这里捕鱼，钓钩显得笨拙且不
过瘾，甩网因水深又不能奏效，下挂子

似乎可行，但也没有吊笼来的快捷。不
知哪个聪明人灵机一动，发明用铁筛缝
制一个壮如麻袋大小的扁口铁笼，系牢
绳子置于瀑旁的水中，只要站在瀑布上
水浅的地方等待就可以了。于是，向急
流冲刺的鱼会接二连三地被冲进吊笼，
水的压力使它们竭尽全力也冲不出笼
口，十几分钟提起一次，每次都不会落
空，多时一次可达十几斤，一会工夫，捕
鱼者便会满载而归。秋季，多数鱼会顺
水而下，但潭底仍滞留大量欲在此过冬
的鲶鱼。这时节用重坠无竿无漂的底
钩效果最佳，钓鱼时只要发觉鱼线拉直
颤动即拽，贪婪的鲶鱼少有脱钩。有次
我和父亲用底钩钓鱼，一下午竟钓了五
十多斤每条都在一斤左右的鲶鱼。鲶
鱼咬钩颇狠，甚至吞到肚子里，摘钩把
手都抠破了。

有年夏夜，我同两位好友带着铁
锅和白酒骑车到这里用吊笼捕魚，只
起一次竟炖了大半锅，小些的倒回河
中。那夜月光如雪，河水炖鲜鱼使得
我们三人皆酒酣耳热。直至午夜，有
酒壮胆，我们趁兴跳入潭中游泳，我游
着游着一时突发奇想，一个猛子扎到
瀑布的水帘后面，没料到那后面竟有
个仅容一人的凹处，瀑水冲不到，外面
人看不见。我在那里坚持了大约三五
分钟，眼前是缕缕飞泄的水帘，耳畔塞
满轰鸣的瀑音，这场恶作剧把同游的
他俩吓得不轻。

一晃几十年匆匆而过，许多往事
在记忆中早已模糊，但开山河瀑布在我
心里仍那么清晰亲切。它虽远不及黄
果树瀑布、庐山瀑布那么雄浑壮观，气
象万千，却也绮丽秀美，质朴悠然。

家乡的瀑布
王贵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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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中国》里对“味道”有着这
样的描述：“有味道，便是有意，有趣，
有嚼头，可咂摸。”想必每个人的记忆
清单里，都会留有夏天的味道。它可
能是院子中洋溢的栀子花香，可能是
街边小摊西瓜那清甜凉爽的果香，抑
或是晚风中公园林荫间微风的清香、
运动后拧开一瓶橘子汽水的清新气
味……这一个个生活之“意”，在人的
内心里生发出了美好之“趣”，像一支
五彩画笔，把夏日描绘得丰富形象，
妙趣横生。夏之味，不仅是味蕾间传
达出来的酸甜苦辣，还是人内心升腾
出的感情与心绪。

虽然夏日炎热，不过“心静自然
凉”，很多人都在炎炎夏日寻找着安
顿内心，使心灵通透明净的方式。汪
曾祺老先生在《夏天》里说，“夏天的
早晨真舒服。空气很凉爽，草上还挂
着露水，写大字一张，读古文一篇。”
汪老就善于在夏日里寻找可以消夏
的凉快心境，通过提升、丰富、完善自
我的内心世界，来回应来自高温的滚
烫热情。

夏天像辣味香浓的朝天椒，酷热
的风吹进人身体里，宛如吃了一口
辣，口干舌燥。对辣味敏感的人会大
口喝水以解辣，经受不住烈烈酷暑的
人则会选择冲一个澡、去一趟海边，
在清凉海水的浸泡里，降低身体的热
量，享受清凉的愉悦。

夏天的味道也像薰衣草香，薰衣
草的花语有“等待爱情”之意，其花香
浓郁迷人，可治愈人内心的抑郁与孤
独，缓解精神压力，夏天也拥有类似
的效用。王尔德说，幸福取决于一些
小事。夏日的生活满载烟火气息，生
命中为数不多的感动，都发生在这个
温柔与热情的季节里：黎明在绿意盎
然的公园中漫步、晌午充满热浪的街
道里老人躺在摇椅里休憩、黄昏下儿
童在河边嬉戏，一块块生活的碎片拼
凑出名为幸福的图画。

夏之味还是抽象的，有人说“奋
斗”是夏天的味道。“奋斗”这种味道
该如何去形容呢？冯骥才曾写过一
篇名为《苦夏》的文章，他说夏天“苦
涩与艰辛，甚至还有一点儿悲壮”。
因为夏天的最后时刻，总是酷热的极
致，“夏天是被它自己融化掉的”，它
是在消耗自己的一切，通过“自焚”来
展现无边的炎热威力。而生命的快
乐就像夏天，在于能量淋漓尽致的挥
发——这就是奋斗的意义，释放出最
大的能量，拼尽全力为自己搏一把，
无悔青春，无悔人生。

这也是属于夏天的意义，在夏天
缤纷的味道里，蕴藏着丰富的生命体
验，让我们感受到世间的多样与美
好。

夏之味
徐堃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