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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我荣幸地被聘为《盐都报道》执行总编。因
工作关系，同大纵湖结下不解之缘。

当我第一次站在大纵湖前，面对着浩渺烟波，忽然
觉得千百年前，自己就在这里择水而居，割过苇草，划过
渔舟，放过鹅鸭，赏过秋月，那份剪不断的情，离不了的
爱，从湖底深处喷涌而上，直扑心头。那时就知道，我是
爱上这方水土了，一见钟情，不需要任何理由！

耳边响起琼瑶的歌：绿草苍苍,白雾茫茫/有位佳人,
在水一方/绿草萋萋,白雾迷离,/有位佳人,靠水而居/我
愿逆流而上/依偎在她身旁/我愿顺流而下,找寻她的方
向……

我开始“找寻她的方向”，试着解读大纵湖。第一篇
散文叫作《“纵”说纷纭大纵湖》，力图从名字中读出她的
内涵。然而，千儿八百字的短文，根本无法阐释出她的
灵魂、她的美！于是，我伫立湖边，掬一捧湖水，如握美
人之手，定下千年之约：我要尽我的力量读你，尽量读
懂、读透你。

我前后搜寻，上下求索，在网络上，在纸媒里，在传

说中，慢慢读出点味道，字里行间，话音语义，总浸漫着
一个字：水。大纵湖，成亦在水，毁亦在水，害亦在水，利
亦在水，过亦在水，功亦在水。大纵湖，就是水漫过的历
史，水酿就的文化，水润成的风情！

大纵湖因为水清而养成名满天下的“清水大闸
蟹”，也正因为“连营百里”的“大闸蟹网箱”，让大纵湖
水一度失去清丽。2010 年前后，大纵湖人开始了三万
亩退渔还湖、卅里渠引江入湖工程。清湖底三百六十
万方淤泥，填洼地三千亩皆成衍沃。生态湿地成为旅
游度假新胜境。水云间万鸟翔集，啁啾迎宾，让人移步
神清气爽，为盐城这“一个让人打开心扉的地方”添上
精妙一笔。

湖水新碧。湖畔新立一阁，未名。
愚以为，此阁有以水为镜、凭栏观澜之妙，于是写下

这样的读后感──
盐渎古县，水绿新城。百河之邑，一湖独名。大纵

湖天降宝镜，数千载沧桑存照。故黄河曾挟汴梁雷霆东
来，触天潮铺下匝地黄沙；古黄海咸潮直拍西岸，成就了

海盐之都盐岭积雪。及至明清，湖畔宋曹，笔走龙蛇，墨
海涌涛。书家雅集遂成纵湖秋月季盛事。盛世盛举，大
纵湖大众兴业。岁在乙未，东晋城崛起于湖天云水之
间，城边湖畔，一阁凌空，尚待赋嘉名。

玉盘龙珠，石桥凤首。千顷碧波，八方呼应。盐城
人英才辈出，数百年中，明忠孝识进退汗青难全群贤，水
镜波鉴，浮动乾坤，苏北第一湖。

螺洲蟹屿，芦荡杨荫。万佛朝祖，一塔兴湖。平湖
月妙境频生，算千载里，懂水土知忧乐行者风骚独领，朝
飞暮卷，凭栏观澜，水光涵牛斗。

“嗟乎！湖做镜面阁为架，此天镜也！天镜何镜？
天下第四镜者。昔唐太宗有三镜，今大纵湖续之成四：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
镜，可以明得失；大纵湖以水为镜，可以生敬畏。理当点
赞！噫，此镜还自太宗意：载舟之水亦覆舟！”

大纵湖古名“大湖”，我同大湖有个约定：读你，读懂
你！读了 10 年，算是初识。也许很肤浅，也许有误读，但
此心不改，继续努力，读得更懂你，直到永远！

我同大湖有个约定
□ 贺寿光

暑假还没开始，我就不时接到各种各样少儿暑期补
习的推销电话，可我从未动心过。因为我觉得，对如今
的孩子特别是城里孩子来说，最需要补的却是“亲近泥
土”这一课。

产生这样的想法，源于不久前发生的一件事。那是
一个风和日丽的星期天，我挈妇将雏去乡下走亲戚。下
车后，一家三口走在乡间小路上，一畦畦绿油油的蔬菜
映入眼帘。突然，女儿指着不远处的一块田地，赞叹地
说：“这里的麦子长得真不错啊！”我一看，这哪是麦子
啊，分明是韭菜！震惊、失望之余，又感到并不奇怪。眼
下，不少孩子对于农事知之甚少，闹出“五谷不分”的笑
话也时有所闻。再联想到女儿平常不怎么爱惜粮食，劳
动时还拈轻怕重，我就暗下决心，一定要找机会给她补
补农事课，让她在亲近泥土中获得成长的养料。

一放暑假，我就利用双休日领着女儿来到乡下老
家，一方面帮助母亲干些农活，另一方面也让女儿感受
农事的辛劳。母亲有些舍不得宝贝孙女，说她这细皮嫩
肉的，哪吃得了那些苦！我就和老人家说了事情的来龙
去脉和我的想法。母亲想想，觉得我的做法很对。她还
说，你们兄妹几个小时候什么农活没干过？这倒是真
的。那时候，凡是用得着的地方，父母都让我们当他们
的小帮手，扶犁把，拖麦捆，捉棉虫，薅秧草，摘豆荚，挖
茨菰，采河藕，挑芫荽，舂芝麻，掏墒沟，拾稻穗，堆秸秆，
拣鸡粪……样样活儿干得棒棒的。就连每天早晨上学
前，我们都要割上一大篮子猪草，然后带着满手的草汁

拎上书包，匆匆赶往学校。
翌日天刚蒙蒙亮，母亲就起床了。她告诉我说，要

趁早凉去给秧苗除草。我一听，赶忙将女儿从梦乡中唤
醒。匆匆吃过早饭，祖孙三代一起向三里地外的秧田进
发。到达目的地后，在我的示范下，女儿将被露水濡湿
的裤脚卷到腿弯处，然后跨进秧苗纤纤的清泓里。眼前
一片葱茏的景色，伴以清凉沁人的田水，让女儿很是兴
奋。只是，这一田的连绵青秧里，哪里有什么杂草？在
母亲手把手的讲解下，女儿学会了识别伪装得跟秧苗几
乎一样的野草。正除着草，女儿感到小腿上痒痒的，低
头一看，一只硕大的蚂蟥叮吸在她那白皙娇嫩的肌肤，
吓得她声撕力竭地惊叫起来。我连忙赶过来，驱走蚂
蟥，还帮女儿洗掉腿上的血迹。

几块田下来，我和母亲薅下的杂草堆成一座小山，
女儿手中也已聚起一大捧杂草。清晨的风掠过旷野，带
来阵阵凉意，可女儿的小脸上却汗珠涔涔。望着她腿上
的瘀斑和脚上的烂泥，我的心头不禁泛起几分怜惜。女
儿却指着身后翠生生的秧苗，笑道：“这下，奶奶今年的
稻谷可要大丰收了！”她那稚嫩的童音，宛若鸟鸣清谷，
给我带来了几许欣慰。

过了几天，我办事经过老家，顺道去看望母亲和女
儿。夕阳西下时分，小村里炊烟袅袅，母亲正在张罗着晚
饭。见我回来了，母亲准备炒几个菜。我看着她手里的一
小碗糁子，不觉想起小时候喝糁子粥、吃凉拌马齿苋的情
景，于是说，不用加菜了，就到田地里采些马齿苋拌拌吧，正

好也让女儿认识一下马齿苋。母亲一听，欣然同意，当即拎
起柳条篓，领着我和女儿来到不远处的坡地上。坡地上成
片成片的大豆苗郁郁葱葱，一丛丛赤茎的马齿苋散落其间，
仿如绿毯上绣着一朵朵红霞。女儿陶醉于眼前的景致，竟
忘了采马齿苋，在我的再三提醒下才回过神来。

这马齿苋看起来鲜嫩纤柔，可根系却比较发达，要
将它从泥土里铲起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女儿年纪
小，加上缺乏技巧，铲起来更是吃力。在铲一棵个头较
大的马齿苋时，她用力过猛，一不小心，手指被小锹划了
一道口子。晚饭时，女儿吃着香喷喷的麻油蒜泥拌马齿
苋，仿佛忘记了疼痛，开心地说：“品尝自己的劳动果实，
感觉真好！”女儿搛马齿苋时，不慎将一片叶子掉在桌
上。让我想不到的是，她立马拾起来，放进嘴里，吃得有
滋有味。我和母亲相视而笑。用自己辛勤汗水换来的
食物，她当然舍不得浪费。

半个多月后，我来接女儿回城，发现她皮肤黑了些
许，整个人却更加矫健了。母亲告诉我，这些日子，女儿
干的农活多着呢：给果树施肥，替西瓜打岔，帮红薯理
墒，代南瓜传粉，为豇豆间苗……虽然一开始完全是门
外汉，可在母亲的指导下，最终都能干得有模有样。女
儿自己也很有“成就感”，连连感叹：“第一次跟泥土如此
亲近，就学到了这么多课本上学不到的东西。”

我在心里默默地说，亲爱的女儿，总有一天你会憬
悟，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庄稼，永远离不开脚下的这方
泥土……

亲 近 泥 土
□ 孙成栋

入了秋，盐城的天空
常常呈现一种清澈、透明的
蓝。蓝得令人心醉——哪
怕饮了上好的茅台和五粮
液，也肯定找不出这么一种
感觉来。是哪一路神仙的
巨手，拿蓝天上的白云当积
木 了 呢 ？ 像 雪 山 ？ 像 清
泉？像绵羊？像玉兔？景
象万千，任你展开想象的翅
膀吧！在这么美好的季节
里，友人来电邀请，说是去
龙冈参加“采摘节”，心中
便格外地欢畅起来。

我去了，“自驾”，还带
上了相约的文友。有几分
自豪——龙冈，毕竟是我的
家乡。风从冈上吹过，刮来
缥缈的馨香，那是桂花中的
急先锋。更多的，则是梨
子、桃子、苹果、葡萄等鲜
果的香韵，当然还有混杂着
的枯藤、野草的质朴气息。

在龙冈镇政府供职的
文友顾，依约在路边迎候
了我们。

桃花园的核心景区在
弥陀律寺的东侧。大书法
家沈鹏的题字，不仅刻上
了路边的巨石，还被镌在
了桃花园牌坊的前额。我
对 沈 老 忽 然 心 生 亲 近 之
感。今年春上，我刚在沈
老的家乡江阴以及他的母校南菁高中参观过他的
书法艺术馆。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来过龙冈。倘没
来过，也不为怪，当年范仲淹写《岳阳楼记》就不
曾去过洞庭。

顾引领我们，参加了一个热闹且隆重的开园
仪式。龙舞的洒脱，狮舞的铿锵，以及那激越的
锣鼓，一度撞击着我们的心灵。

我有点儿迫不及待，独自一人便隐入绿树浓
荫之间。茌梨、苹果、核桃、板栗等果实，或坦荡，
或含羞；或如同歌者，或犹抱琵琶。采苹果当然
要挑红了脸庞的，摘茌梨则小有学问——我专挑
那种绿中带黄的，因其自然带有一种果酒的香
韵。脚踏地上的黄沙，记忆之河也泛起了涟漪。
儿时，逢秋，带上一把小锹和一只小竹篮，和小伙
伴一道，我们在农人收获完了的岗地里“捉拿”花
生、山芋的“散兵游勇”。一两斤花生，三两斤山
芋，便能使一帮少年郎欢欣不已。

现如今，果林里，采摘者上至八十三、下至手
中搀，“人面‘鲜果’相映红”。此情此景，吟李清
照《声声慢·寻寻觅觅》中的“如今有谁堪摘？”就
显得太悲戚了，应改为“如今有谁不摘？”最忙碌
的当数果农，还有各地赶来的商贾以及一辆辆电
动小三轮和各式载重货车。王安石所写的《甘棠
梨》中“园夫盛采摘，市贾争包裹。车输动盈箱，
舟载辄连柁”的诗句，用来描绘眼前的情景，我以
为贴切无双。

入 口 广 场 上 ，西 侧 有 各 类 果 品 的 集 中 展
示。单是梨子，就有茌梨、黄金梨、胎黄梨、大果
水晶梨等多个品种，其中还有单个重达 1000 克
之上的“梨王”。东侧，一同来游的书画家们正
在即兴挥毫，或书或画，或题跋或用印。他们当
然是在创作，但又何尝不是在“采摘”？他们采
摘的，或许正是龙冈那岗上独有的清秋气息、清
秋味道吧！

弥陀律寺传来了钟声，沉稳，悠远。600 来
岁（连同她的前身——龙冈南弥陀律寺）的古寺
矗立在 6000 来岁的古沙堤上，灵性无边。寺庙
西北一角，有一洁白的八宝如来塔，在蓝天白云
的映衬下，显得格外庄重、圣洁。它们，也给兴
于隋唐、萦绕着隋风唐韵的古镇龙冈带来了无
尽的祥瑞。据《龙冈镇志》记载，经考古发现，果
园所在的岗地深层，曾多次出土隋唐（及以前）
和宋、元、明、清等不同时代的墓葬器物，由此也
证实了龙冈悠远、绵长的历史。果园的地下会
不会埋藏着更为珍奇的宝贝呢？或许有的。它
们默默无声，也许正等待着某一种机遇的到来，
等待着每一位关注乡土历史文化的人去“采摘”
吧！

感谢清秋里的“采摘节”，感谢龙冈！

﹃
采

摘
﹄
清

秋

□
许
正
和

在这个世界上，有的人信神，有的人不信，由
此而区分为有神论者和无神论者、宗教徒和俗
人。不过，这个区分并非很重要。还有一个比这
重要得多的区分，便是有的人相信神圣，有的人
不相信，人由此而分出了高尚和卑鄙。

一个人可以不信神，但不可以不相信神圣。
是否相信上帝、佛、真主或别的什么主宰宇宙的
神秘力量，往往取决于个人所隶属的民族传统、
文化背景和个人的特殊经历，甚至取决于个人的
某种神秘体验，这是勉强不得的。一个没有这些
宗教信仰的人，仍然可能是一个善良的人。然
而，倘若不相信人世间有任何神圣价值，百无禁
忌，为所欲为，这样的人就与禽兽无异了。

相信神圣的人有所敬畏。在他的心目中，总
有一些东西属于做人的根本，是亵渎不得的。他
并不是害怕受到惩罚，而是不肯丧失基本的人
格。不论他对人生怎样充满着欲求，他始终明
白，一旦人格扫地，他在自己面前竟也失去了做
人的自信和尊严，那么，一切欲求的满足都不能
挽救他的人生的彻底失败。

相反，那种不知敬畏的人是从不在人格上
反省自己的。如果说“知耻近乎勇”，那么，这
种人因为不知耻便显出一种卑怯的放肆。只要
不受惩罚，他敢于践踏任何美好的东西，包括爱
情、友谊、荣誉，而且内心没有丝毫不安。这样
的人尽管有再多的艳遇，也没有能力真正爱一
回；结交再多的哥们，也体味不了友谊的纯正；
获取再多的名声，也不知什么是光荣。不相信

神圣的人，必
被 世 上 一 切
神 圣 的 事 物
所抛弃。

有所敬畏
□ 周国平

想必许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午夜时分，自己正
沉浸在阅读的平静中，或已进入梦乡，突然一阵急促的
手机铃声打破了宁静。手机一接，电波里传来醉醺醺的
话语，让你猜他（她）是谁？显然，电波那头有着劝酒的
热闹场面。从电波里传出的杂声可以断定，那一群人正
在吃夜宵。他们在酒喝得正酣时，互相攀谈，就扯上了
你。为了表示那人与你关系特铁，他（她）就要用午夜电
话来证明。当你皱起眉头猜想那人的声音，是同学？朋
友？或一般相识的人……对方却来了一句：“真是贵人
多忘事啊！我是……”你依稀中想起了对方的音容笑
貌，这人是小学或初中时的同学，已有二十年开外不见
面了，可你珍惜这份昔日的同学情，想跟对方多聊几句，
不料对方向你提出，让你在规定的时间赶到某处一起吃
夜宵喝酒。你为难了。若去，一定是委屈了自己的身
体，因为明天还要上班；不去吧，对方一群人会猜疑你不
珍惜同学情。犹豫不决时，你宁静的生活完全被一群吃
夜宵的人打扰了。或许，对方也是趁着酒意才打手机给
你的，完全没把这份同学情放在至上的位置。要不然，
为何夜间来电而不是提早预约相聚呢……想到此，你断
然回绝了对方。或许，挂断手机的刹那间，你会心生厌
恶。为何都到不惑的年龄，还学不会尊重他人，平白无
故地打扰他人的平静生活？这样的同学情、朋友情，即

使失去，也不足可惜！
因做生意发迹在重庆安家的同学来到故乡，他请我

这个曾经的老班长组织同学聚会。好在当下信息便捷，
没一天时间，我把工作、居住在本城的同学都约齐了。
当然，我们的聚会也少不了当下盛行的同学聚会的一些
俗气，寒暄一阵往日的青春记忆，男女同学便有人开起
了荤素搭配的玩笑。同学们自然也没放过我这个老班
长，说是曾经谁暗恋过我，而我那时只顾学习，完全忽略
她人暗恋的痛楚。甚至他们还提议，为老班长来一次为
爱寻找、为缘探寻！我被他们玩笑得无处招架，发自内
心地关心起那位嫁到外地的同学的现状。不问不知，一
问吓一跳，那位女同学因患乳腺癌正住院化疗。不知情
的同学们听之，哗然提议，聚会完毕，明天没有特殊情况
的，一起驱车赶往医院去探望那位同学，也聊表一下昔
日的同学情。我沉思片刻，提出建议，这样贸然前去，是
对他人的不尊重。再说，即使前去，也要和对方先打声
招呼，征得对方的同意，方可……此时，情绪高涨的同学
们完全没把我这个老班长的建议当话，嚷嚷着，明天一
早组织车辆前行，晚上由那位与女同学一直保持联系的
人找到医院地址。

第二天一早，我被同学们簇拥着上了车。也不知他
们是否已征得那位同学的意愿，十几个人、四辆车轰轰

烈烈地驶向那位女同学所在的城市。车行驶路程一半，
停靠在一家服务区小歇时，有同学把那位女同学的号码
报给我，说是对方不要我们前去探望。若是我给她打电
话，一定会给面子。我考虑再三，还是编了个短信发了
出去。很快对方回了信息，感谢同学们的谢意，真不愿
意大家来打扰她平静的看病生活……

话说到这份上，大伙再执意前去，就是对那位同学的
不尊重。无奈，打道回府。回来的路上，有同学不理解那位
女同学的短信，认为她依然孤傲，一点同学情分都不顾。患
病是事实，同学之间探望，人之常情呀！我劝心情不平的同
学说，自己平静的生活不被别人打扰，是一种权利，并非她
清高，而是她没有放弃做人的初心，更何况她正处于化疗期
间，身体也极度虚弱。再说，谁人不想把自己最光鲜的一面
呈现在同学们面前呀……听我这么一说，没人再议论什么，
大家都默默地沉思着……

后来，我跟患病的女同学互通了几次短信，从尊重的
角度聊起她的病情，乃至她拒绝同学们前来探望的真正原
因，她真没有同学们想的那么复杂，内心只是想安安静静地
看病，不想被别人打扰……

人生得意失意与否，保持一颗初心，平静地生活，这是
每一个人做人的权利。学会尊重，请从别打扰他人平静的
生活做起，这恐怕是如今浮躁的社会，越来越多人的心声。

请别打扰他人平静的生活
□ 胥加山

佳作欣赏

收 获 王 铭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