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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行
□ 牛飞雁

春阳温馨，樟风和煦，骀
荡如乘舟策马。西园寺前，护
城河碧水温润，安恬得如处子
一般。车过虎丘，云墙起伏如
波浪，远眺虎丘塔，倩影欹
侧，妩媚顾盼，而树海绿涛婆
娑于山间。除此之外，最值得
记忆的是拙政园与寒山寺。或
许宿缘有待，十几年中我曾三
度造访，后者略有改观，前者
一仍故常。园中景物未改，只
是凭添了浓郁的春日气息。春
花春鸟，春云春树，太湖石玲
珑剔透，水榭假山点缀着盈盈垂
柳、灼灼牡丹。映山红满树流
霞，木绣球积雪满树，紫藤满架，
蔷薇纠举，石楠花纤纤叶底，红
山茶妩媚娇容。漏窗云墙，曲折
回廊，高楼萦阁，分庭别院，时时
移步换景，处处顾盼流连。石阶
砖径，随流深趣，繁花绣地，鸳鸯
嬉游。山石树干上苔藓泛着晶
莹的光泽，碧绿得如同湖湘纱
绉。梧竹幽居，花阴柳影，屋角

水湄无不散发出阵阵清香、屡屡
幽芬。隔墙远眺，一矗宝塔携翠
凌霄，虽在园外，如入园中。据
说是当年吴中才子文征明园外
借景的神来之笔，成为造园艺
术中的经典妙作。名园秀出，
誉甲天下。然而好景不长，据
说这座私家园林，亦曾几易其
主，当年园主的后裔，因穷奢
豪赌，一夜之间输与了他人。
正如佛家所云：财为五家所共
有——水、火、盗贼、官府、
败家子，信哉斯言！

寒山寺位于苏州城西、古
运河畔枫桥古镇，始建于南朝
萧梁天监年间（公元 502—519
年），初名“妙利普明塔院”。
现今殿宇多系清代建筑，主要
有大雄宝殿、藏经楼、钟楼、
碑廊、枫江楼、霜钟阁等。相
传唐代高僧寒山，自天台山国
清寺来此住持，遂于贞观年间
改名为寒山寺，成为吴中千古
名刹。寒山，又称寒山子，原

居浙江天台山寒岩洞，擅长诗
词文章，写有诗歌 300 余首，
后人辑为 《寒山子诗集》。寒
山子与其好友拾得最为相契，
拾得本是孤儿，由封干和尚携
入天台山国清寺为僧，故取名
为“拾得”。正殿的佛像背后
与别处寺庙不同，供奉着寒
山、拾得的石刻画像，而不是
海岛观音。此画像出自清代

“扬州八怪”之一的罗聘之手，
用笔大胆粗犷、线条流畅。图
中寒山右手指地，谈笑风生；拾
得袒胸露腹，欢愉静听。二人
悉皆披头散发，憨态可掏。更
具特色的乃是“寒拾殿”中的
塑像，寒山手执一柄荷花，拾
得怀捧一只净瓶，披衣袒胸，
作嬉笑逗乐状，颇显喜庆活
泼。相传寒山、拾得本系文殊、
普贤两位菩萨化身，后被民间
附会为“和合二仙”，是以古时
婚礼常挂其像，取其寓意吉
祥，预祝夫妻偕老。

寒山寺诗意蓬生，灵气氤
氲，巧秀玲珑，幽雅别致，古
今名人吟咏最富。在诸多佳什
中，自然首推张继的《枫桥夜
泊》：“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
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
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寒山
寺因由此诗而炙手可热，名扬
中外，清末著名大学者俞曲园
手书诗碑，至今赫然在目。然
而我独爱“普明塔院”方丈室
前的一副楹联：“佛祖传心如指
月，诗人得句在闻钟”，不禁恍
然有悟，诗心禅语，妙契斯境，
写尽寒山寺千古精髓矣！

春到姑苏，最深的感受是
这里的空气清新、环境雅洁，
整条马路及所有街巷，见不到
片纸落叶与丝毫痰迹，干净得
像是抹布擦洗过的一样。唉！
若到江南赶上春，不辞长作江
南人。话虽如此，梁园虽好终
非久留之地，毕竟客路竛竮，
何如杜鹃声里，归去来兮！

雨中漫步
□ 李晓霞

闷热了几天，终于盼来了
一场大雨，一直下到傍晚，才
渐渐小了。打开窗户，空气中
充满了清新的味道，一丝丝凉
意袭来，心情立刻愉悦起来，
撑起一把伞，拉起老公和儿
子，兴奋地冲到楼下。

此刻，天空朦朦胧胧的，
四周弥漫着散开的雾气，微风
吹来，一阵阵幽雅恬淡、沁人
心脾的花香，平时喧闹的广
场，此刻是那么的悠静，只有
几位老人在亭子里闲聊，路灯
在细雨的映托下朦胧又柔和，
更增添了一份浪漫的气息。

儿子看到路面上的小水
沆，兴奋地踩来踩去，父子两
人在雨中嬉笑打闹着，快乐的
氛围感染了我，迅速把伞丢在
一边，兴匆匆地加入了这个快
乐的游戏，我们丝毫不理会细
雨打湿了衣服。跑啊、跳啊、
闹啊……也分不清是汗水还是
雨水，我们沉浸在孩子快乐的
世界里，陪着孩子痛痛快快疯
了一回。天色已晚，意犹未尽
的我们才恋恋不舍地离开。

儿子赖在爸爸的背上，我
们不紧不慢地走着，朦朦细雨
落在我们身上，柔柔的、凉凉

的。让我想起那一年的那一天，
我们去河边散步，天空渐渐下起
小雨，迎面扑来的清新空气，让
人感觉到凉爽爽的，里面还夹杂
着若有似无的丝丝甜味，空气中
散发着一阵阵泥土的气息和芳
草的清香，心里不由泛起甜蜜的
感觉。我对你说，我喜欢这绵绵
的细雨，你则紧紧地牵着我的
手，伞下留下两人甜蜜的回忆。
此刻，心底又涌起了一缕温情，
因为多了一个小可爱，这样的
幸福才更完美。

路上遇到了一位邻居大
姨，看到我们全身都淋湿了，

心疼地说：“怎么把孩子淋
湿了，下着雨还带孩子出去
玩啊？”我们相视一笑，她
哪里知道雨中嬉戏的乐趣？
又怎能理解在雨中漫步的浪
漫情调呢？

当婚姻步入七年之痒、
八年之痛的平淡岁月，当激
情随着时间一起走过，曾经
恋爱时的甜蜜与浪漫早已被
时间卷进了记忆里，我们
不妨制造一点点小情调、
小浪漫，给平淡的生活注
入一丝活力，这样，我们
的生活会更加绚丽多彩。

□ 龚安明

蝴蝶

在草木葳蕤的时日
蝴蝶是毫无争议的成功者
终日穿梭在鲜花丛中
吸食世间琼浆玉液
轻盈飘逸洒脱的身影
超越凡尘众生

羡慕的目光
无暇顾及它
蝶变的艰辛与阵痛
赞美的声浪
洗去了
它丑陋的身世
为害一方的经历

惊险而浪漫的一生
成就了跌宕起伏的剧情
有作茧自缚的本能
脱胎换骨式的革命
换来一身
飞行的轻松

一个活生生的精灵
像花在飞行
像诗在流动
像鲜活的图画
变换着背景

精巧的蝴蝶
驮着多彩的梦
在季节里穿行

□ 刘一单

捉知了

在很多 70后、80后的记
忆中，孩童时期最有趣的事情
一定少不了夏日捉知了，的美
好记忆让很多人到现在也依然
喜欢吃知了。

说起捉知了，让人不由得
想起多年前捉知了时发生的趣
事。

雨后的夏天是捉知了最好
的时候，此时的知了最为肥
美。在记忆中，小时候科技不
发达，没有什么电脑游戏可以
玩，一到放假，就是和小伙伴
们抓鱼、钓虾、逮知了，最常
玩的游戏就是捉迷藏。每年暑
假，吃过晚饭，天刚一擦黑，
几个伙伴们就拿着竹竿，上面
套着面筋或网兜，跑到村口的
树上去黏知了。小伙伴们每天
晚上还要比谁黏的知了多。那
时，白天不太好捉知了，到了
傍晚，用洗过的面团往知了身
上一黏，知了就飞不走了。有
时还能在树下的洞里抠知了。
只要视力够好，有经验，看准
知了上去就黏，那真是一黏一
个准。

说起现如今的孩子认识知
了的还真是少。主要是因为现
在的孩子和自然接触的太少，
每天除了电视、电脑、网络、
书本之外根本接触不到大自
然。让孩子体会一下家长的童
年趣事还是很有意义的。

晚上，不妨带上妻子和孩
子，多接触大自然，顺便捉上
几只知了，体验一下寻找童
心、回味童年的感觉。

抹不去的记忆
□ 刘永久

“种地不用问，全靠功夫
粪。”“庄稼一枝花，全靠肥
当家。”每每回味从前，聊起
这些流行一时的农谚顺口
溜，总会勾起笔者对十一届
三中全会以前，大集体时代
积肥造肥、打造丰产田、“大
会战”的生动场面，时而还
会产生一些感慨与愉悦。

现在看来，当时的农谚
仍有一些道理，要想把地种
好，就必须下功夫，巧施
肥。要想让庄稼真正开花结
果，全靠优质的肥力。所
以，肥料是农业丰产丰收的
基础，然而，仅靠人畜积攒
有机粪便与肥料，远远达不
到地力所需。

在“学大寨，赶昔阳，
奋战三年过长江”的时期，
化肥品牌单一，而且还供产
不足，加之社会贫困，不得
不提出：“有条件要上，没条
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口
号，就是在这喜剧性的历史
背景下，轰轰烈烈的大积大
造土杂肥运动应运而生，掀
起了高潮。每年战“三夏”
过后，就会立即转战，各农
村大队部、管区革委会，都
积极响应号召，组织男女老
少齐上阵，战酷暑，冒高
温，不怕劳苦臭气熏，趁着
多雨季节，迅速掀起大积大
造土杂有机肥的热潮。

回顾起整个造肥过程，
不外乎这样几个关键。造积

肥，为“三秋”，运筹全年；
造积肥，增地力，确保丰
收；确保种足种好“争气
麦”。男女老少齐参战，以青
壮年劳力为重点。村里村外
全布局，主要是坑塘、麻
池、街头路旁宽余地。黄
土、青草、麻头、麦秸、麦
糠、少量牛粪等，水是必备
的原料，因为有水方能和
泥、杂物一块混合后进行沤
制。在组织领导上，公社、
管区和村队三级联动，层层
成立指挥部，层层召开动员
会，三级干部齐相聚，徒步
检查化等分。在宣传氛围的
营造上，更是别出心裁、花
样繁多，那真是：标语口号
满天飞，表扬稿子一大堆；
红旗招展助神威，广播喇叭
边鼓吹；宣传栏内典型推，
氛围全部为造肥。

各管区、村队在县、镇
下派干部的指导下，不定期
组织浩浩荡荡的工作队到村
队“一线”检查督导，大队
的大喇叭反复播送表扬稿，
表扬那些在积肥造肥工作中
的积极分子，表扬进度快的
生产队，县、乡广播站开辟
专题，定时广播积肥造肥的
报道。再看当时的劳动场
面，更是热火朝天，每个现
场都是红旗飘飘干劲高，个
个都在赶帮超；标语铺天又
盖地，比学期间拉距离。在
当时奏出了大干快上的最强

音，社员们或拉地板车、或
抬着大篓筐、或挥舞铁锨镢
头，个个认干卖力，特别是
有检查的时候，更是一派大
干快上的喜人场面。说实在
的，在检查的过程中，也能
听到一些牢骚与真话：“与其
喇叭上空喊，不如一线实
干。”“检查的不积肥，积肥
的不检查。”……

可以说，在当时的历
史背景下，积肥造肥应
该收到了一些实实在
在的效果。这种实
干的精神也传出了
一些正能量。有
人不无道理的这
样总结：“地越靠
化肥越板，人越
靠化肥越懒。”至
于负面影响，也
是 不 言 而 喻 的 ，
一 些 “ 黄 土 搬
家”式的形式主
义，造成大气污
染，破坏了农村
生态文明。星转
斗 移 ， 时 过 境
迁 。 忆 起 当 年

“造肥热”，虽有
功过是非、褒贬
不一，但在农业
发展史上留下了
浓墨重彩的一笔，
更是我们经历过的
农家子弟永久抹不
去的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