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刊部电话：2388252
[社会大观]2023年6月1日 星期四

五、六版责编：郝忠慧 组版：雅杰 卜月 校对：志鹏 宝安 小伟6

一一
山阳县的法官镇算半个水乡，荷花处处。养一

池荷，同时也就养一池生机，一池美丽，也养了一池
翠色。这翠色当然是荷叶。

荷叶出水，无论大小，无论张开的和未张开的，
都绿得青葱，绿得逼眼，绿得清心明目。而且，那绿
无一丝不洁，无一丝驳杂，无论贴水而生，还是亭亭
玉立，都显得圆满、优美，将一种潇洒自如、一种飘逸
自由显示，如水流山涧、箫吹月下，毫无凝滞。

植物如人，美好草木更如高士，如哲人。
荷便如此。
荷叶，尤其将高洁的品行表现得淋漓尽致。它

们自然而然地生长，翠绿着：雨丝落下，地气回暖，荷
钱生出；熏风吹来，暖意如酒，荷梗长长；蛙声一片，
呱呱响起，荷叶扩展，扩展成一片无边的云，一片波
动的绸缎，映着水，衬着夏，也盛着鸟鸣虫叫。

下雨的时候，荷叶如玉盘一般，承接着白亮的
雨。当它承接不住时，知道放弃，轻轻一侧，一窝儿晶
莹的水全部泻了，如水银流淌，毫不可惜。然后，它又
挺起叶子，面对着雨点，面对蝉鸣。当然，支撑得住
时，它也不拒绝雨露，将它们化为一粒粒珍珠，将自己
的绿透过珍珠，化为一片美好，一片翡翠的色泽。

荷叶知道取舍，因此潇洒适意。
人如果是荷叶，面对金钱，面对权位，面对物欲，

能有取舍，知道什么是该得的，什么是不该得的，知
道满足，知道放弃，也一定会潇洒人世，笑对红尘。
可惜，人很难做到。

二二
一池荷，最美的当然是荷花，尤其白荷，那一瓣

瓣花如素衣，如白雪，白得纯洁，白得干净。早晨起
来，一夜雨露过后，每一片荷瓣上都滚动着一颗露
珠。那露珠圆润、清亮，一尘不染。一夜雨露之后，
荷花显得更加水嫩，更加干净。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同样养一方植物：
柳喜温，菊喜寒，梅喜欢开在雪中。至于荷，则喜水。

我的书房在楼下，对着外面的阳台，房子不大，
算是斗室。房内粉墙洁净，洁白无瑕。唯有一张书
桌，几把椅子，一个书柜罢了。门上挂着一张竹帘，
阳台上放着一口大缸，里面栽了几截藕。到了三四
月间，水面钻出荷钱，真的如铜币一样大小。荷钱长
大，铺开，碧玉盘一样。阳台上当然没有露水，可是，
早晨起来，荷叶上竟然也出现一粒粒露珠，碎钻一
样，在晨光中闪闪烁烁的。

然后，叶子长高，荷花冒出。
荷花盛开，灼灼其华，风韵自具，风神无限。
有时，面对着一朵荷花时间长了，好像自己也变

成了一朵荷花，在微风中摇曳着，摇曳出一种风致，

一缕清香，一帧风景。
人的心如果能入一朵荷花，面对俗世的侵扰，面

对名利的玷污，始终如一，不受侵染，不受玷污，那
么，一定会很典雅、洁净、高尚。那样的话，无论走在
市井深处，或者名利滚滚中，都能一身轻松，满心轻
盈，没有得失的重压，没有焦虑和坐卧不宁，就如一
朵荷花处于清风中，映在明月里，生活出一种人生的
大境界，一种人生的自然。

自然最好，最能有益身心。
伴着一朵荷花心，面对无限世情，风起，随意摇

曳；雨来，露珠零落。有蜻蜓磨着翅膀飞来，停在骨
朵上，也是一首清新的绝句。

这才是最美的活法。

三三
至于莲藕，虽然生长在淤泥里，却总是那么白，

白如玉，白如冰雪。即使初生的嫩荷，也是如此，玉
色不改，几近透明。家乡是水乡，水田处处，水色如
镜，在天光下泛着白光，倒映着村子、大山、树木和天
空的影子。种荷，在这儿处处皆是，门前屋后，远处
陂塘，河畔山脚，甚至湖里都是。读书放学后，我们
经常跑到湖边，撑起放在湖边的如月的小木船，在荷
叶田田中，一路撑到湖中间，
然后提着一根青青的荷梗，
慢慢地提着，就提出一截嫩
藕，用水洗了，净净白白的，
咬上一口，慢慢嚼着，满嘴清
新鲜嫩的味道。

人的灵魂如能如藕，净
如冰雪，白如玉雕，几近透
明，这个人大概能称得上玉
壶冰心吧。

我的邻居有一池荷，远
远看去，一片清凉的绿色，
沁润得那片空气都仿佛是
绿色的清凉的。暑假里，我
回到山里的老家，清晨一早
起 来 ，沿 着 公 路 慢 慢 地 走
着，清风带着露珠的清凉气
息 ，吹 拂 在 人 的 脸 上 和 身
上 ，就 如 儿 歌 在 轻 轻 拂 拭
着。有时，我会随意地走到
邻家的门前，站在那片荷塘
前面，面对着那片绿云。荷
塘不大，两铺席子的样子，
荷叶密密麻麻高低错落，俯
仰生姿，在晨曦中招展着，
仿佛将晨曦都染绿了。荷
花在荷叶间闪闪烁烁的，有

开的，有半开的，还有的是花骨朵，无论哪一种，都
白得如珍珠，清心亮目。

人在塘前，心也化成一朵荷。
邻居说，这儿原来是一个猪圈，不喂猪了，就在

猪粪上填了土，用剖开的竹子引来一股山泉水，植上
藕，就成了一个荷塘。那水，来自屋后的泉眼，泉水
筷子粗，汩汩有声，流入一口井里，满了溢出来，引入
池塘中。

那么白的荷花，那么绿的叶儿，那么白净的藕，
竟然生于一池猪粪中。原来，无论环境多么肮脏，也
无法玷污一个高尚的灵魂。

荷花如是，人亦如是。

四四
荷花落尽，莲房青嫩，一粒粒莲子已经隐然可

见，粒粒碧翠了。六朝民歌多青嫩有味如莲子，其中
一首道：“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低头弄莲子，莲
子清如水。”莲子不可能清亮如水，如水的是感情。
其实，莲子的青嫩，是可以比喻细腻的感情的。

撑着一只小船，采摘莲蓬，趁着无人看见，悄悄
地扔给心上人，看着对方剥着青嫩的莲子，放在嘴里
吃着，此时心里的感受，一定带着莲子的清香、莲子

的清清水气。生吃莲子，满嘴清香，满嘴水嫩，口感
实在是可意会不可言传。莲子煮粥，薄薄的米粥，乳
白的汤汁，一粒粒莲子，丝丝的清香，然后用白瓷碗
盛着，白瓷勺舀着、吃着，生活那一刻就如这莲子粥，
带着一种清淡，一种洁净，一种无穷的回味。人说，
淡味是至味，说的大概就是莲子粥吧。久吃此粥，心
清、心静还是次要，最为主要的还是养生，能让人眼
光清澈，在水一方，脉脉无语，情谊万千；能使人脚步
轻快，走遍千山，行遍江湖。至于口气清新，草木气
味氤氲，则是额外的收获。

更有韵致的人制造的荷花茶，不可不提。
我有好友，一椽瓦屋，住在大山深处，四周茶香

浮荡，是典型的茶村。其门前一片荷塘，到了荷花开
后的晚上，将小包的茶叶放在荷蕊间。荷花白天开
放，晚上收拢，将茶叶包放在其间，经一夜荷香沁润，
第二天花开拿出，泡上一盏，绿色茶汤，袅袅茶香，竟
然带着荷花的香味。品咂一口，满嘴的清凉，满嘴的
荷香，满心的清润，灵魂中甚至也带着荷香缭绕。这
样的茶叶，尤其在夏日的午后，于蝉鸣嘶嘶中，坐在
粗柳大树下慢慢品着，浑身燥热顿消，遍体透凉。

观花养眼，赏叶养心，品味养身。
荷如高人，是谁说的？很是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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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前的盛夏的一天，一个中专毕业的初中同学来到我家，告
诉我他被分配到留仙坪乡工作了。那是暑假，巷道里坐满了乘凉的
大人和小孩，所有的人都为他感到高兴，你一言我一语地说：“分配得
好，留仙坪是老区，属商镇区所辖，离家又不远……”这是我对留仙坪
的第一印象，至于“老区”称谓，于那时的我来说，仅是个名词而已，无
任何内容上的接触。

后来有幸从事党史工作，在浩如烟海的革命斗争史中，我发现和
关注到留仙坪，对于商洛革命老区来说，它是绕不过去的一个地方。
1946 年，李先念率领的中原突围部队与巩德芳率领的陕南游击队在
留仙坪胜利会师，两部合编，如虎添翼。因留仙坪地处龙驹寨、商州、
洛南接合部，西与商州的北宽坪，东与丹凤的庾家河、峦庄、蔡川连成
一片，距龙驹寨较近，又有大山隔阻，国民党好进难出，适于隐蔽作
战，是个理想的游击区域；群众基础好，部队在此休养生息，转战南
北，创建了以商洛为中心的豫鄂陕革命根据地，为迎接主力反攻中原
作出了贡献。在此期间，留仙坪一个不到 5公里的小山沟，为部队养

护伤病员 270多人，其付出是巨大的，尤以李先念司令的房东张孝仓
及其孙子的牺牲最为惨烈。

5月 23日，我又一次来到留仙坪，接受革命传统教育。现在的留
仙坪村，因机构改革，已属丹凤县蔡川镇管辖。庄严肃穆的会师广场
上，巨型浮雕像一幅栩栩如生的画卷，让我们恍如听到了 77 年前的
枪炮声，目睹了革命先烈出生入死的英雄壮举。

时值初夏，远远近近的山峦已披上茂密、葱茏的绿装，依路而居
的人家白墙青瓦，鲜花朵朵。这个红色的村庄，蓬勃着旺盛的生机，
昭示着美好的未来。

英勇、悲壮的革命故事，震撼着我们的心灵，连老天也为之动容，
刚刚还是阳光普照，这会儿却下起了细细密密的小雨，仿佛在告诉每
一个人：如今美好幸福的生活，是这片热土上的黎民百姓用无畏的付
出和牺牲换来的，是无数仁人志士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这场小雨
冲刷了我们旅途的疲劳，洗去了心中的尘灰与浮华，让我们认清了生
活的真相后，还依然执着地热爱它。

雨中的留仙坪老街，古朴，静谧，像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默默地
守护着灵魂的家园。漫步其中，步步景观，如入画里。相比于看过就
遗忘，甚或千篇一律的风景来说，我更喜欢这走心的启迪灵魂的有故
事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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