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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荷花

朝霞映碧荷，点缀荡清波。
玉立红花少，亭亭白色多。
悠悠香馥郁，袅袅影婆娑。
淑女娇腮吻，莲池一首歌。

鹧鸪天·九月金菊
金菊盛开锦绣篇， 为君再赋鹧鸪

天。 争奇斗艳比高下，恋爱谈情出妙言。
游古镇，访名贤。 写作吟诵醉花间。

东篱采菊悠然乐，久别重逢情意绵。 ③22

老家的石榴树
李延

从单位楼上远望， 隔壁家属
院的两棵石榴树结满了火红的果

实，仿佛在燃烧着热情。那鲜艳的
色彩唤起了我对老家石榴树的怀

念。从记事起，老家的石榴树每年
都花开花落，红遍我的童年。

那棵石榴树是姨奶从她家带

来的。姨奶是我奶奶的妹妹，她家
距离我家只有五六百米。 姨奶家
是做豆腐的， 每次去那里我总是
吃得肚儿圆。初春的一天，我又去
了姨奶家，正赶上她家翻新房子。
我眼巴巴地望着庭院中那棵石榴

树。没想到姨奶看穿了我的心思，
她笑着说：“过些日子， 我给你把
它移过去，栽在你家院子里。 ”我
欣喜若狂。

就这样， 那棵石榴树在我家
安家落户。它与我一起成长，陪伴
着我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夏天。 在
炎炎夏日， 我会在树下铺上一张

床 ，聆听蝉鸣 ，感受它们唱出的
无畏之歌。 夜幕降临 ，万物逐渐
沉寂在夜色中，奶奶的蒲扇摇动
出微风 ，我依偎在她身边 ，聆听
着那些流传千年的故事。 石榴树
的枝叶犹如巨大的伞 ，为我搭建
了一个避风的港湾。 仰望星空 ，
一颗颗闪烁的星星仿佛石榴籽

般饱满，让夏季也融入我的童年
记忆。

然而， 正当石榴树茁壮成长
之时，它再次遭遇变故。 我家也要
翻新房子，在我的央求下，父亲将
它安置在一处荒芜的宅基地上 。
那里杂草丛生，环境恶劣。 但夏季
一到，石榴树依然花团锦簇，火红
如昔， 旁若无人地展示着生命的
顽强与美丽。 有时真的很羡慕它，
“居家”与“居荒”都是宠辱不惊的
状态。 联想到自己，真是难望其项
背也。 ③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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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顶菜园小记
黄长春

一部 《舌尖上的中国 》之 “我们的
田野”火了老北京爷们张贵春，他那三
十平方米的屋顶菜园、 三季有花有果
的诗意田园生活， 着实让我这个生在
农村、长在农村，一直标榜血管里流淌
着乡愁情怀的中年男人神往。

于是，在县城新区选房时，我和家
属便把“买五楼送顶楼 ”作为必选项 ，
结果如愿以偿。 屋顶菜园施工和室内
装修同步进行，唯一的区别，菜园围堰
高度、整体宽窄还有预留除草、浇水的
步道，都由本人亲自设计。 由于仅五层
的多层楼盘没有电梯， 我也体验了一
把张贵春 “一卡车土， 一袋一袋抱上
来”的大汗淋漓、几近虚脱，不同的是，
我是肩扛、背背，下楼时顺带些室内装
修的建筑垃圾，倒不空跑。 就这样来回
往返四五十趟， 土还略略低于菜园围
堰。 然后，我开车到老友的槐山羊养殖
场淘了两编织袋羊粪，返程时，又在一
家小磨香油作坊买了 30 斤芝麻油渣，
老家叫“香饼”。 又一阵大汗淋漓，我把
它们搅拌在还散发着生土气的屋顶菜

园里，静待着融合、发酵，积淀养分。
第一波喜悦来自头年入冬时种下

的菠菜。 它们很不幸运，近一半在还是
红色包衣种子阶段， 就被饥饿的鸟雀
精准地抓刨、 剥食。 这一度让我很奇
怪， 怎么头一天撒下并摁进土里的种
子，第二天早上都“仰泳式”地平躺了？
手指一捏，都是空壳。 也是可怜入冬无
处觅食的鸟儿，它啄我撒，实在不行了
加盖一条遮挡网。 半个月后，齐刷刷一

层鹅黄绿。 倒也奇怪，菠菜发芽后，鸟
儿倒没了胃口。 我对孩子们说，小区的
鸟儿爱吃干果。 就这样，春节团聚的家
宴里， 第一次有了产自屋顶菜园的时
蔬，我们还把饭桌搬到屋顶。 我写了一
句话，“零添加、零公害 、零距离 ，菜园
直达餐桌，指尖直达舌尖，温润心间”，
发了条朋友圈， 惹得北上广的老友们
一通点赞，还嚷嚷着回乡组个“高空饭
局”。

烦恼随之而来。 过了农历三月三，
满怀收获的期望，打垄种下茄子、辣椒、
黄瓜……随着太阳直射强度增加，浇水
灌溉成了大问题。早起、晚上，浇透不是
问题，但干涸得很快，土壤板结现象随
之出现。 看那菜苗难得有一整天的精
神，均呈营养不良状。请教了“度娘”，开
始试着用吊瓶滴灌，但总难达到大田里
茁壮成长的状态。 就这样，一路跌跌撞
撞，到了挂果时，更是不忍直视，黄瓜干
瘦，辣椒打蔫，茄子宝宝们瘪着泛黄的
肚子……看来，唯一适合种的只有秋天
的菠菜了。不过，每次登上楼顶，总要远
眺一会儿，尽管不接地气，却能呼吸到
散发着农家味道的别样的空气。

还是喜欢入冬， 虽然万物肃杀寂
寥，但屋顶菜园里顽强的菠菜，似乎宣
示着生命的绿色在高空也可以肆意生

长。寒暑易节，望着这一方菜地，似乎瞬
间明白：自己喜欢的，远远不是养眼的
翠绿，亦不是一茬茬的硕果累累，而是
不为外人所道的、埋藏于内心深处的一
片桃花源。 ③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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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井冈山
王泉滔

天下的山多得数不清， 要问
我心目中最伟大、 最神圣的山是
哪一座， 我会毫不犹豫地说是井
冈山。 小时候就对井冈山非常向
往，随着年龄的增长，井冈山的故
事越听越多， 深深地烙刻在我的
脑海里。 尤其是前几年看了热播
电视剧《井冈山》，更是让我对井
冈山动情和神往。

朋友约我去井冈山， 自然是
欣然应允。

井冈山的自然风光很美 ，但
我没有顾上细看， 就急忙去寻井
冈山会师旧址。会师的古桥还在，
坐落在一泓浩荡的溪流上， 桥呈
拱形，斑驳伟岸，述说着那段峥嵘
岁月。站在古桥上，看清澈的流水
在红土地上奔腾，流向龙江，流向
远方。

到达小井红军烈士墓时 ，刚
才还灿烂的阳光躲在云层后，天
空淅淅沥沥地下起雨来。 我们整
齐肃立在墓碑前， 听讲解员讲述
那段悲壮的历史。

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消灭工农

红军， 多次残酷地对井冈山革命
根据地“会剿”，终因红军与人民
团结一心而失败。后因奸佞告密，
反动派找到医院， 将在医院养伤
的红军战士抓捕。 反动派对红军
战士施以严刑， 但没能从一人口
中撬出一点有用的信息， 听到的
都是正义的呐喊。 反动派恼羞成
怒， 把伤病员驱赶到医院一侧的
稻田边，用机枪疯狂扫射，130 多
人在“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声
中被枪杀。 想红军，看今天，有些
人心怀私欲， 真是有愧于革命先
烈。

小学时学过课文 《八角楼
上》， 那楼上的灯光至今在我心
中闪亮。 八角楼在茅坪，是 1961

年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由于楼阁狭小，每次只能进入
15 人，进出都是一个门。 楼梯窄
矮，登至二楼，右边是会客厅，左
边是毛主席休息兼办公的地方 。
屋内有床、桌、椅，桌子上放着砚
台和煤油灯，是毛主席使用过的
原物，毛主席就是在这里写下了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
在？ 》《井冈山的斗争》两篇光辉
著作。 房间逼仄，靠天窗来获取
光明，应该是井冈山人民独有的
智慧。

拐到屋外，有一小摊，放着五
本《毛泽东选集》，我毫不迟疑地
买了一本， 准备回家后细读。 之
后， 我带着摊主赠的八角楼纪念
章，恋恋不舍地去了黄洋界。

黄洋界地势险要，易守难攻，
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黄洋界上
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中所说的
保卫战就发生在这里。 沉思良久，
再往前走，有一条红军挑粮山道，
曲折凸凹， 狭窄蜿蜒， 临深渊绝
壁， 稍不留神， 可能跌到峭壁之
下。 据当地人说，红军挑粮时的山
径比这险得多，“朱德的扁担”的
故事就发生在这里。 为更好地体
验红军挑粮的艰辛， 我也随游客
下到这条小径，挑着两筐“粮”，在
逶迤的红色小道上走上一程。 想
想革命先烈为新中国的成立付出

的汗水和心血， 看看我们今天的
安乐生活， 我们应不忘红军战士
的劳苦、牺牲，尽心尽力作出自己
的贡献， 不该再有什么索取的私
念。

井冈山很美， 不仅有绝美的
自然风光，还有红色的圣火。 井冈
山处处赤胆、遍地忠骨，让我们高
举火炬， 将薪火一代代传递下去
吧。 ③22

第十届中原文博会抒怀
戚富岗

淇水河畔忆商周，
姜尚封神意方遒。
忠邪善恶各归宿，
盛衰成败有凭故。

喜看盛世复兴路，
文化创新为民谋。
朝歌鹿台今非昔，
惠风和畅氤金秋。 ③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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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中的射干花。
王旭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