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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 刊

百花亭 山高水长

张大林 摄

从1996年11月开始，中国航展走过
了23年。23年的青葱芳华，印刻着中
国航展日臻成熟的烙印，而每一届中国
航展，都浓缩了中国航空航天事业快速
发展的身影。如今，当你一睹我国最先
进战机的英姿时，是否还记得第九届航
展上出现的那些“文物飞机”？2012年，

“冯如 2 号”(复制品)、“列宁”号(复制
品)、初教-5、歼-6等五型“文物飞机”，从
中国航空博物馆走向“国际航空航天博
览会”，让世人一睹风采。尽管它们是

“文物飞机”，但传奇故事鲜为人知。

“冯如2号”，中国首个飞
行家的第二架飞机

110多年前，冯如制造了中国第一架
飞机。

1909年9月21日，中国旅美华侨冯
如，在美国奥克兰州派得蒙特山附近的
平坦空地上，驾驶一架有动力的飞机试
飞，取得了飞行高度5米，飞行距离804
米的成绩。9月23日，美国《旧金山观
察者报》曾以《东方的莱特在飞翔》为
题，报道了“天才的中国人冯如自己制
造飞机，并装上自制的发动机进行试
飞”的经过，并作出了“在航空领域上，
中国人把白人抛在后面”的高度评价。
冯如集研制飞机和驾驶飞机于一身，因
而中国的航空史学界称他为中国第一
个飞行家。而“冯如2号”是他研究制造
的第二架飞机。

1911年3月，冯如回到祖国。不久，
辛亥革命爆发，冯如即投身革命，参加
广东革命军，被任命为飞机队队长。这
支飞机队虽因筹备不及，未能参加北上
作战，但却增强了革命军的声势。

1912年8月25日上午，冯如在广州燕
塘大操场作飞行表演时，因飞机坠地失事
而受重伤，经医院抢救无效不幸牺牲。

冯如牺牲后，广东军政府下令表彰
其开创中国航空事业的功绩。冯如死
时年29岁，葬于广州黄花岗72烈士墓
陵园内，碑文正面镌字为:中国始创飞行
大家冯君如之墓。

“冯如是中国军事航空倡导的第一
人，我们不能忽视他所代表的精神和价
值。”2009年，在“中国航空百年暨空军
建军60周年纪念活动启动仪式”上，空
军领导人如是说。

“列宁号”，红军拥有的第
一架飞机

1931年4月(一说1930年3月16日)，
红军缴获了第一架飞机。这是一架国
民党空军的美制“柯塞”式侦察轰炸
机。这架飞机由武汉飞往开封执行通
信联络任务返航途中，遇大雾迷航，油
料耗尽，被迫降落在鄂豫皖边区革命根
据地宣化店(今湖北大悟县)西南10公里
陈家河的河滩上。在山头放哨的赤卫
队员发现后，吹响了号角，霎时，队员们
把这架飞机包围了起来，就这样缴获了
这架飞机，俘虏了飞行员龙文光。

龙文光系当年国共合作时期创办
的广州航空学校学员，并到苏联学习
过，对共产党和红军有一定认识，他表
示愿意参加红军，为人民服务。龙文光
随即被任命为鄂豫皖边区工农民主政
府航空局局长。大家对飞机进行了认
真检修，在机身上涂上银灰色的油漆，
两侧机翼下各绘一颗红五星。为了纪
念革命导师列宁，这架飞机被命名为

“列宁号”，这就是中国工农红军拥有的
第一架飞机。

为保卫这架飞机和新成立的航空
局，红军派一个连担任警卫。山沟沟里
没有飞机场，红军就把飞机运到河南新

县县城——新集。战士们在附近河边
的空地上，修建了一个占地百余亩的飞
机场。这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最早建
立的航空设施。

初教-5，新中国首架自产
飞机

初教-5是中国南昌飞机公司以前
苏联雅克-18教练机为蓝本仿制而成的
初级教练机。

1949年10月15日，我国从苏联首批
引进雅克-18教练机20架，至1954年雅
克-18共引进了276架。1950年 1月雅
克-18开始在空军歼击机航校和轰炸机
航校用于飞行训练。当时提出，3到5
年内，从修理起步，逐步过渡到仿制苏
联教练机和歼击机。负责仿制该型机
的南昌飞机制造厂，从1951年开始承担
修理国内使用的苏联雅克-18型飞机的
任务，1952年开始试制该型飞机的零组
件，1953年开始试制大部件。1954年4
月1日，工厂正式接受试制雅克-18的全
机任务，三个月后的1954年7月3日下
午，第一架国产雅克-18型飞机首次试
飞成功。1964 年后，该型机改称初
教-5，其使用的М-11型活塞式航空发动
机，也是我国自己生产的。

初教-5飞机一举试制成功，标志着
中国航空工业由修理向制造迈出了决
定性、历史性的一步，是中国空军装备
发展中的一个重要标志。初教-5飞机
在当年就生产了10架，次年交付部队60
架，到1958年共生产了379架。

歼-6，第一种国产超声速
战斗机

歼-6是沈阳飞机公司根据苏联米
格-19С仿制的单座双发超声速战斗机，
也是第一种国产超声速战斗机。从
1964年歼-6交付空军使用到2010年正
式退出空军编制序列，歼-6在 40多年
的服役时间里，立下了赫赫战功。

空中擒“妖” 20世纪60年代初，
国民党空军启用有“西方战略眼睛”之
称的RF-101超声速侦察机对大陆实施
侦察。解放军飞行员称这种飞机为“妖
洞妖”(101的谐音)。歼-6服役后，担任
起了擒“妖”任务。在擒“妖”作战中，空
军飞行员高长吉驾驶歼-6首次击落国
民党空军RF-101，也因此诞生了世界空
战史上超声速条件下击落敌机的纪录。

痛歼“笨贼” 1964年11月15日，航
空兵某师中队长徐开通驾驶歼-6，击落
被称为“笨贼”的美国BQM-147G型“火
蜂”无人机。这是中国空军首次击落美
国高空无人驾驶侦察机，它还创造了战
斗机首次在平流层击落飞机的纪录。

空中拼刺刀 1965年9月20日，中
国海空军航空兵部队曾用歼-6挑战世
界第一空军强国美国当时最先进的战
斗机，其中就包括F-104战斗机。在战
斗中，高翔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打掉
F-104C的人，同时也创造了空战史上超
声速战斗机开炮距离最近的纪录。这
次战斗是真正的“空中拼刺刀”！

南海驱“鬼” 1967年6月26日，在
海南岛文昌附近上空发现一架美F-4C
战斗机。F-4是典型的第二代战斗机，
绰号“鬼怪”。飞行员王桂书和吕纪良
分别驾驶歼-6飞机，在地面雷达的引导
下，把握住机会，在敌机进入我领空的
一刹那将其击落。

从1964年至1969年，空军、海军航
空兵在中国上空共击落击伤美制性能
优越的F-104C、F-104G和F-4B、F-4C等
型号敌机20多架。而且歼-6还创造了
全胜而无一战损的历史纪录。

●袁风

充满传奇色彩的
“ 文 物 飞 机 ”

姚莹故居位于桐城市区寺巷内，
东临清澈绵长的龙眠河，北依古树参
天、墨香笔舞的桐中。老宅似耄耋老
人，固守着北大街，静观四季变换，透
着幽独与沧桑，让五彩喧哗的城市在
这里安然沉淀。

2018 年 10 月 17 日下午约四时
许，随着钥匙向右转的咯吱声，姚莹
故居紧锁的门被打开，秋风染着院内
桔子的香味，迎接阔别已久的主人，
姚莹的玄孙姚谦先生的到来。姚先
生以年逾八旬之龄，从深圳出发，辗
转合肥，回到家乡，在宗亲们的热心
陪伴下来到故居。当双脚踏进故居，
时光的发条开始慢慢逆转，回到了七
十多年前，已经远行而模糊的记忆被
唤醒，逐渐有了轮廓，有了色泽。于
是，一个个炊烟袅袅、锅碗瓢盆热闹
不休的生活场景在脑海里复活。

高祖父姚莹，桐城派著名作家，
嘉庆十三年成进士后，历任福建平
和、龙溪、台湾、江苏武进等县知县。
道光年间，出任台湾兵备道，在鸦片
战争时期力挺林则徐、邓廷桢，抗英
保台，屡战屡捷。曾祖父姚濬昌，监

生。历任江西湖口、安福、湖北竹山、
南漳县知县。诗文著述宏富。育有
五子：永楷、永朴、永概、永棠、永樛。

故居的东侧正房，由姚莹的长孙
姚永楷居住。三十八岁的大祖父姚
永楷过早离世，撇下妻子方氏，和两
个儿子东彦、农卿（后由叔父姚永朴、
姚永概抚养成才）。儿时的姚谦先
生，每年过年过节，都来看望祖母（姚
永概夫人），常常是从后面小巷进来，
再从一个小门进去，直通二院，首先
看望住在偏房的祖母，再看望住在正
房的大伯父东彦和大伯母（二层楼也
是姚永楷留给姚东彦的）。大伯父姚
东彦从日本留学归来，是孙中山接见
过的老同盟会员，在财政部任一等秘
书，后又做过盐铁专卖使等职，退休
后还乡。抗日战争时期，大伯父曾搬
到山里在黄家铺、叶家湾、姚家大屋
几处住过。抗战胜利后，又从山里搬
回老宅，那个时候伯父也老了。大伯
父的长女姚琦参加革命工作，在1943
年秋接妹妹姚瑜途中，不幸被国民党
发现，因此落入监视迫害之中，姚莹
故居的东侧便被侵占，以作监视。同
年秋的一个晚上，一批特务将大伯父
的长子姚培抓到中统，用尽酷刑，虽
花很多钱赎出，送外地读书，但姚培
肉体受到致命摧残，后来忧愤而终。

小伯父姚农卿被姚永朴带到北
京，后成为北大文史教授、北京故宫
博物院研究员。

姚先生在被问及其伯祖姚永朴
时，感慨道：“二伯祖工作从北京到上
海，从上海又到北京，后到了桂林。
他的家在桐城另外有个园子，叫‘亦
园’，现已记不清楚了。我去过，记得

二伯祖母经常到我们家来坐坐，聊聊
天。因大哥在安庆读书考学不幸夭
折，母亲极度伤心，痛哭数日，很长时
间处于悲痛中。抗日战争时期，二伯
祖父曾回到过桐城，因日军到了安
庆，身体欠佳的他只好避难去了桂
林。他的子女都在外地上学，二伯祖
父约两年后逝世，灵柩运回桐城安
葬，二伯祖母亦回桐城‘亦园’定居，
守护孙儿姚镛（景石）及曾孙儿女。”

秋风飘进门槛，拂去封存记忆的
尘，阳光落进长廊，温润着老人的思
绪。在被问及祖父母住室时，姚先生
指着西边的小门小院，侃侃而谈：

“祖父姚永概住在西侧房，原一
大间，后隔成一间小客厅、一间小卧
室、一间小书房。还有个小天井院
子。祖母中等个，常年吃斋念佛，喜
静。因上学，平时很少来玩，但过年
过节是一定要来拜望的，礼节性的磕
头，祖母给个小红包，然后大人们聊
天。祖父因患癌症于五十多岁去世，
祖母一人寡居，由小姑照顾，很是放
心。小姑本已出嫁吴姓人家，因吴家
婆婆厉害，嫌姚家嫁妆太少，有些虐

待，不让孩子与其同住。小姑便带着
儿子回家陪伴母亲，年来年去，祖母
也很健康安适。”

听着渐次远去的故事，望着鬓发
已白、乡音未改的老人。岁月更迭，
多少人事早已面目全非，不曾改变的
是老宅所留存的旧日情怀。顺着长
长的院子，姚先生寻找儿时那颗核桃
树，喃喃低语：“院子走到底，边上有
颗核桃树，很高很大。小时候，每年
在核桃成熟季都来打核桃，有时拿石
头砸，有时用竹竿打，然后捡起来就
吃。堂哥姚增也来打过核桃，我们一
起争着抢着很开心。

“院子左边有个圆门，进门有个
小院，在一直走进去穿过第一道中厅
直达正房，正房是二层小楼，是大
伯祖及其长子姚东彦 （直之） 住
处，再后有后院，隔墙那边就是我
们家，我父亲当时就住在那边仅一
墙之隔。寺巷临北大街口第一个铁
门就是我们家的老铁门，寺巷一
号，原来是白铁门上面钉了密密麻
麻的钉子。进去有个大院，左边离
墙不远，有颗广柑树，据说高祖父
姚莹从广州回来带的树苗。经日机
轰炸，上面枝干被炸飞，幸好树下
部无损，日后生长很快，枝繁叶
茂。每年成熟季，柑子挂满枝，那
时能在内地吃到广柑不易。再往
前，里面墙边有颗石榴树。我们家
有个抗战历史，原来尚好的房子遭
日机轰炸，变成一片废墟，只剩下
木柱和一堆残砖乱瓦，遍地狼藉。
无奈只得将木柱、砖瓦翻找收集，
重建简易房舍，房子四周砖砌而
成，隔墙用竹编作墙的筋骨，再糊

上泥巴，涂上石灰，俗称编篱算是
可以入住。

残渣乱瓦堆向墙边的那颗石榴
树处，堆成墙一般高，奇怪被埋的石
榴树不但没坏，反而长得更欢，每年
都结石榴。那颗石榴树下的瓦砾堆
边，留下了我和堂哥曾经砌砖堆瓦、
玩沙弄土的快乐时光。我们离开老
宅时，枝叶已爬过墙头。院子被毁
后，改成菜地，我学着种些萝卜、白
菜、苋菜等。现在想看看石榴树、瓦
砾还在不？那是日机轰炸桐城的一
个标记。”

姚先生回忆童年是快乐的，虽然
战争带来艰辛，但父母、堂哥、广柑、
石榴，一切都是美好的，仿佛时光还
停留在昨天。

姚先生说：“我十二岁读完小学，
就去了合肥，因为那个时候大哥走了，
母亲很伤心，小弟还没出生。作为男
丁，父亲对我很重视，所以就把我带到
合肥，读了初中一至二年级上。

因合肥文宣会搬到芜湖，又随父
亲去芜湖读初二（解放前安徽省博物
馆叫文献委员会），解放后大概几个

月，还是觉得桐城不错，又有些想家，
于是又回到原地，在桐城的联合中学
读初三。十五岁时，高中读了一年不
到，父亲就把我们又接到芜湖。在往
返桐城居住期间，我二弟也在北街小
学读书。学校乃桐城姚氏房屋，私办
姚氏家族公学，在校所有工作人员和
学生都姓姚。”姚先生用肯定的语气
说着过去。

四祖父姚永棠没见过，但曾在北
京拜望过。五叔祖父姚永樛，他的子
女都在北京。姚莹故居在抗日战争
胜利后，就是姚莹的长房长曾孙姚东
彦一家居住正屋，我祖母带小姑居住
西厢侧院屋。”

我们边走边听着姚先生的叙述，
回到来时的门前，准备离开，望着落
寞的院落木门。此景又串起来老人
的记忆，他对着文昌街道王建海书记
和方总说：“如果你们要修缮这座房
子，原来的门楼是比较漂亮的，对开
的大门，在门槛两边有两个圆形的石
头凳子，大门有两个铁环，经常大门
不关，是敞开的。”

姚先生谆谆嘱咐：“建桐城文化
小镇必需突出爱国文化！修复姚莹
故居也应突显姚莹爱国护台、爱国保
疆的精神文化为主题啊！”

是啊，这座饱经风霜的宅院，曾
经迎来送往的门
楼，走出了几代文
人志士，是何等的
光华。就算岁月
再动荡、时光再湮
逝，也不会磨灭桐
城姚氏的爱国豪
情、浩然正气。

●刘云花

姚莹故居里的旧时光

凤凰鱼因凤凰河而得名，因而说
凤凰鱼，便不能不先说凤凰河。

凤凰河起自五横乡白麟村与虎
山村交界处的一棵松大桥。桥以上
乃沟涧，属溪流，桥以下人们方称之
凤凰河。此桥原初因桥西头有棵松
树而冠名，今虽不存，然称谓却袭用
至今。一棵松大桥头不见一棵松，虽
让人有些感慨，却喜矗有两棵老柳
树，树龄均逾百载，已是林业部门保
护的古树。当地人尊为神树。

凤凰河流经白麟畈，绕过邓家大
屋后始入罗岭地界。五横与罗岭曾分
属怀宁和桐城，区划调整后，今已俱归
安庆市宜秀区。邓家大屋乃众所周知
的邓石如、邓稼先故居之所在，“铁砚
山房”便掩映于翠柏与民舍间。白麟
畈上传说多且美丽，此不赘言。

下游的凤凰河旧称孙家河。凤凰
河水潜过462省道，已接纳了大小龙
山、白麟尖及虎山的道道溪流，河水悠
悠，河面愈宽。据小龙山《敦睦堂·汪
氏家谱》及《汪镜湖先生传》载记，孙家
河渡口曾发生沉船事故，因此建桥便
成了河两岸人的梦想，尤其是旧之石
桥、洪桂、狮岭三地百姓往返罗岭之亟
需。在乡贤汪镜湖先生努力下，终于
建起孙家河、铃子涧两桥。凤凰桥想
必便是那时孙家河上所建之桥。

不可思议的是，凤凰桥是凤凰鱼的
分水岭，游过了凤凰桥便成了普通的麦
鱼。麦鱼产于麦熟季节，大小如麦粒。
凤凰鱼是麦鱼中的珍品，不同于麦鱼，
因其背上有金黄色凤凰纹，体长2——
2.5厘米，玲珑通透。每年芒种后现身
凤凰河，一露面便乌压一片，却又恍惚
而来，恍惚而去，来无影去无踪，故人多
以为仙鱼。亦有人疑为石缝间蹦出，称
其为石头鱼。通常二三天捕捞一次，捕
捞期亦仅二十来天，因而产量极其有
限，异常紧俏。常常，提前托人预定也
徒劳无获。凤凰鱼多晒干储藏，因味极
鲜美，明清时一直是贡品。

凤凰鱼乃大自然之灵物，加之凤
凰河两岸林木蓊郁，近年来常住人口
又少，少有污染，那鱼鲜味是他物所
无法比拟的。汤菜中，或炖鸡蛋、烧
豆腐中放少许，味极鲜美，只有尝过
的人心知肚明。若将凤凰鱼当麦鱼
一样或烧或煮，则未免饕餮天物了。

凤凰鱼究竟发现于何时，又是何
人最初发现的，而今已是一个无法解
开的谜。

《桐城县志》上的“五里三进士，隔
河两状元”指的便是悠悠凤凰河，因状
元龙汝言与进士龙鲤门的龙氏宗祠即
在今凤凰河新桥桥南不远处。这虽是
题外话，然亦足见，龙山凤水，自古不
仅仅地灵人杰，物亦神奇、殊异。

●金仁志

凤凰鱼

36集电视连续剧《一个都不能
少》，是一部现实主义乡村题材作品，
该剧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不能
少”的深刻主旨，讲述了以赵百川为
代表的一帮致富带头人，积极响应党
和国家“精准扶贫”的号召，带领群众
打通“最后一公里”的动人故事，呈现
出一幅新时代、新农村、新气象的和
谐画卷，在广袤的西北大地，唱响了
一曲脱贫攻坚的深情颂歌。

该剧以写实的手法，聚焦祁连山
下两个村庄的迥异命运，在强烈的现
实对比中，凸显了扶贫更要“扶志”的
鲜明主题。三十年前，丹霞村与焉支
村因为迁坟和修路结下宿怨。在随
后的发展中，丹霞村一跃为全县的首
富村，而焉支村却始终走不出贫困的
怪圈。后来，焉支村因突遭山洪袭
击，县委县政府果断做出动议，让焉
支村合并到丹霞村，两村共同奔小
康。然而，这一脱贫攻坚大计，不仅
一开始就遭到两村村民的激烈反对，
而且，也让丹霞村村支书赵百川和焉
支村村支书夏宝生心生抵触。县委
书记蒋为民从全县脱贫大局出发，晓
以大义，以共产党员应时刻不忘自己
的初心和使命，热情开导赵百川和夏
宝生摒弃前嫌，携手共创幸福明天。

《一个都不能少》以一波三折的
戏剧冲突，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个
性化的对话语言，在如诗如画的张掖
大峡谷展开了深情的叙说。让人始
料不及的是，两村合并之后，由于双

方村民在思想意识、行为理念上的格
格不入，让共同致富奔小康的梦想几
欲搁浅。特别是在易地搬迁的过程
中，部分村民由于受传统观念的束
缚，致使精准扶贫的部署更是遇到了
前所未有的挑战。几位焉支村老人
竟然偷偷回迁焉支村，当赵百川、夏宝
生动员这些老人回村时，崔大爷竟以
死相逼，始终不愿融入丹霞村斑斓多
姿的生活中。而在建档立卡确定点对
点帮扶对象时，焉支村一些村民为了
能评上贫困户，不惜弄虚作假，“等、
靠、要”的思想仍然十分严重。然而，
困难从来就吓不倒咱共产党人！为了
帮助移民户尽快融入丹霞村火热的生
活，赵百川想村民之所想，急村民之所
急，通过建立村民书屋，上培训课，在
授人于渔中指导大家脱贫。然而，培
训的第一天，焉支村竟没有一个村民
到课聆听。面对这种艰难的脱贫现
状，各级政府和党员干部始终没有退
缩。县委书记蒋为民经过一番深入地
思索，决计将培训课开到田间地头，新
颖活泼的授课方式，一时间让村民们
兴趣高涨。赵百川也及时调整工作思
路，注重打开搬迁户们的心结，想法设
法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上的难题。同
时，他还根据丹霞村的实际现状，提出
了“文化兴村”的新思路。后来，省里
也决计大力支持丹霞村的农村文化旅
游项目，并拨出了专款。于是，一场脱
贫攻坚齐心奔小康的大戏，再次在小
小的丹霞村浓墨重彩的上演。最终，

在党和政府的热切关怀下，在搬迁脱
贫的暖风吹拂下，两村合并后的丹霞
村，如期实现了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少
的幸福愿景。昔日的贫困户姜大嗓、三
不沾、贾吉祥等人，也旧貌换了新颜，通
过自己艰苦的付出，摘掉了多年的贫穷
帽，走上了勤劳致富的康庄大道。

思路一变天地宽。面对党向人
民作出的打赢脱贫攻坚的庄严承诺，
本剧以饱蘸地气的演绎风格，贴近农
村，贴近西北，以极具生活化的场景，
集中塑造了致富“领头羊”赵百川、夏
宝生、蒋为民等共产党人群像。赵百
川的雷厉风行和敢想敢干，夏宝生的
朴实憨厚和固执倔强，蒋为民的冷静
睿智和开拓进取，都给观众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而姜大嗓、三不沾、贾吉
祥、崔大爷等几个“问题村民”的着意
择取，则从思想的蜕变，意识行为的
改变上，更为扶贫先扶志的脱贫攻
坚，写下了生动的注脚。本剧特意选
在甘肃张掖大峡谷的丹霞地貌区拍
摄，契合了丹霞的剧名，红艳艳的壮
美场景，洋溢着浪漫的情调，托物言
志中，强劲表达了全民奔小康日子越
过越红火的美好祈望。

纵观全剧，鲜活立体，火热的
乡村生活，激荡起绵绵的桑梓情
深 ；雄 阔 的 大 幕 ，
深 厚 的 畅 意 表
达 ，昂 扬 书 写 着
全 民 奔 小 康 的 壮
美图景。

●刘小兵

脱 贫 攻 坚 的 深 情 颂 歌
——观电视连续剧《一个都不能少》

宜城东部，康熙旧踪，政务新
区。南临长江，北望天柱；经东西而
依南北，控水道而引民俗。地处西
南，万里长江，吴楚分疆；绾接古今，
文人雅士，孔孟书香。高楼摩天，车
流星驰。河上拱桥如霓虹，穿梭男女
沐春风。新城雅望传百里，方圆置业
纳千祥。若值休假，游客如云；故友
逢迎，谈笑风生。腾蛟起凤，高手在
民间；吞珠吐玑，奇人隐陌巷。

时维四月，正值清明。早晚寒而
日中暖，烟霞凝而飞絮频。读罢夫子
书，信步出庭；临到康熙河，抬头见
景。天朗气清，远山如黛；花草芳树，
飞红摇翠。天上风筝，扶摇九霄；地
上汀渚，浮光跃金。板桥水横犹高
低，上下行人时短长。

登拱桥，盈其势。高楼大厦，井然
有序；闾阎人家，丰衣足食。烟霞千里
起祥云，鸟声阵阵鸣玉声。水面野鹜弄
清波，苍穹阳光耀鳞光。小贩吆喝如唱
喏，童子好奇欲探寻。渔舟唱晚已成
昨，雁阵惊寒为绝响。游人舒怀松衣
扣，春风送暖拂心扉。路上行人歇于
途，岸边钓着倚斜坡。童子笑声动浮
云，风筝轻捻上九重。睢园绿竹气犹
在，邺水朱华神复还。空中幽香扑面
来，春天无处不飞花。良辰美景赏心乐
事，四美具，宾主欢，人间难得四月天！

极目苍穹，游目骋怀。一日之内，
景致不同；四时之景，情随事迁。天高
地阔，慕宇宙之无穷；流水如斯，叹盈虚
之无尽。一蓑烟雨任平生，两袖清风担
日月。樱花绽姿，谁听自然清音？船过
桨横，孰识湖水沉吟？今幸逢盛世，衣
食无忧患。虽无寸功留千古，亦无亏损
逞一时，做个平凡人，常怀平常心！老
当益壮，不移初心；穷且益坚，不坠青
云。东隅已逝，桑榆非晚。是知也。

●金仁进

康熙河畔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