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能够在纷扰功利的
尘世中保持一颗沉静如
水、淡泊明志之心，透过
繁冗浮夸的世俗表象，
深刻体味生命裂隙中的
美好、生活瞬间里的多
彩，顺理成章地融汇成
充满情感、洋溢着芬芳
馥郁的篇章，这或许就
是苑祝标散文给我的第
一感觉、第一印象。

认识苑祝标先生，
是在人民网、新华网等
相关媒体平台上读他的

“打油诗”评语开始的，
一位普普通通的人民教
师为他的 55 名学生“量
身打造”了新颖精致、别
出心裁的打油诗期末评
语，此消息见于《安庆晚
报》报端，并先后在诸多
新闻媒体平台转载、报
道。

我收到苑祝标先生
从安徽阜阳寄来的散文
集《颍水烛光》，他谦虚
地告诉我，他涉足文学
较晚，文笔幼稚，要我别
顾情面多提意见。打开

《颍水烛光》，从扉页上
“初老师雅正”的字迹上
看，苑祝标不光文章写
得精彩，字写得也俊秀，
笔迹遒劲、流畅、雅观。

《颍水烛光》没有序言，
他把《新安晚报》记者钟
虹、《安徽青年报》记者
王浩淼、《浩然文学》主
编金浩等人为他撰写的
文章放在了前面，通过
读这些文章，基本可以
了解苑祝标先生的生平
及对文学的酷爱之情。

《颍水烛光》一书收录了作者 70 余篇作品，洋洋
洒洒共 19 万字，是一部可以归类于散文随笔的集
子。全书共分“烟火乡愁”“校园星光”“诗意红烛”

“风月流年”“文海拾贝”五辑，展读之下，感慨颇多，
禁不住想浅聊几句，但或许不能面面俱到，仅算是一
个读后感吧，愿推荐给苑祝标先生细品、深思，并与
文者共勉。

“烟火乡愁”一辑共 14 篇文章，篇篇都离不开乡
情、乡愁、爱情，字里行间道不尽对亲人的爱与思念。

“不是饱经忧患且充满悲剧感者断然写不出来。感
情浓到化不开、重到承受不起时，才产生这样简洁、
饱满、幽咽、带涩的声音。”（雷达《我心目中的好散
文》）。文中很少见到作者用华丽的辞藻去修饰，如

《十四载的亲情》《我爱我家》《我们一家人》《醉在回
不去的故乡》等篇，以委婉、含蓄的笔触把对家人的
那份浓浓的感情跃然纸上，恰如其分地印证了他的
真诚与纯朴。

“风月流年”一辑共 16 篇文章，主要描写家乡山
水、草木等自然风光，以及对故乡的人和事的无限热
爱与眷恋。认真琢磨苑祝标的文字，会发现一个共
性特征：无论是写景、状物、叙事，最终落脚点还是写
人，写人的生存、境遇，写他们的精神状态，写他们的
内心苦恼和困惑，如《沐浴桂花雨》《杏林春暖》等都
是如此。苑祝标先生用一双善于发现美的眼睛，对
家乡的一切事物观察、揣摩得细致入微，让人们心头
无不呈现出一个俊俏、秀美、温暖、柔和的画面，依
恋、诚信与赞美情不自禁地从内心深处蓦然发出，且
久久回旋。

颍河是阜阳人的母亲河。颍水河畔长大的苑祝
标，没有辜负“人民教师”这四个字，他常怀一颗感恩
之心，三十多年如一日坚守在三尺讲台，教书育人，
立德树人，教学给他提供了丰富的文学养料和用之
不竭的创作素材。比如在“校园星光”一辑里，《十六
载的教育荣光》《为伊消得伊人醉》《乡村树》《一路阳
光一路芬芳》等文章全面展现了一位优秀教育工作
者的独特风采。而在“诗意红烛”一辑里，《恩师情深
深几许》《班主任是怎样炼成的》等文章，让人读后感
动不已。苑祝标始终坚持以德树人、以爱育人、平等
对待每一个学生，当好表率、言传身教，做好一名兢
兢业业、扎实奋进的教书匠。

通过阅读《颍水烛光》一书，我看到苑祝标把几
十年来教育教学机制的不断变革和改进，师友们为
教育事业奋斗、奉献的事迹娓娓道来，真所谓“情难
舍，恩难忘，以大地为纸，江河为墨，也写不尽对老师
的感激之情。”人活着，无论什么职业、什么岗位，拥
有、弘扬、赞美真诚与大爱，不正是散文及古今文学
所要体现的精神内涵吗？苑祝标先生正是这样做
的。

苑祝标散文饱蘸着深情的笔墨，来描绘家乡、表
述教学策略，尽管家乡、教学是他散文主题，但他的
散文不是反反复复地赘述，也不是琐碎的回忆描述，
他是用自己内心最深的情感把他的思想、仁厚、和
善，甚至把他多年的努力与汗水糅合在一起，借乡
情、乡愁和对教学工作的深爱，用文学艺术的形式展
现给读者，这或许正是苑祝标用心完成《颍水烛光》
的思想情结。

孔夫子教导写作者“辞达而已矣”，即：表达清楚
了就可以了，字多显赘。当代作家李敬泽先生对散
文也有自己的独特见解，他说，每一个写作者，都应
该做到“辞达”，努力做到直接地、有力地、清晰地、有
逻辑地把自己生命里和世界里那些难以表达的东西
表达清楚，这就是现代散文。再看《颍水烛光》，行文
叙述真实感人、意蕴丰厚、表达巧妙，不仅展现了各
个层面的真情与感动，其轻盈细腻的笔法和真实灵
活的叙事将人间真情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也进一
步拓宽了自己的文学之路。

走近苑祝标，并阅读他的散文集《颍水烛光》，让
我看到一位对家乡、对教育初心不改的师者，对文学
笔耕不辍的吟者，正以矫健的步伐沉稳地行走在颍
水河畔。“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唯
愿苑祝标先生在教书育人的征途上桃李芬芳，在文
学创作的道路上文丰笔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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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孤岛长大的我，却从没见过黄
河入海的盛景。如今到了古稀之年，却屡
屡有着想去看看的冲动，特别是那些弯
弯曲曲的小路、水水洼洼的草地、千姿百
态的自然柳林和已成为绿色长城的黄河
故道更是让我魂牵梦绕。

（一）

春夏之交的一天，我决定动身再去
看看黄河入海处的大孤岛。从居住的小
城出发，车子下了高速再往东行，渐渐
地，眼前的景物便熟悉起来，多姿的荆
条、肥嫩的卤蓬、挺拔的芦苇、柔顺的茅
草迎面扑来又转瞬闪过。路两旁大片大
片的湿地里，成群结队的鸟儿起起落落，
或戏水游荡，或捕捉鱼虾。我落下车窗，
一缕淡淡的咸腥味飘来，深吸一口，“贪
婪”地享受着这久违的味道。

从景区大门到黄河入海处还有一段
距离，需乘坐观光车。一路上，司机兼导
游的师傅热情地介绍着那些耳熟能详的
树木、杂草和禽鸟。冷不丁路边会有黄
鼬、野兔、狗獾等灵气十足的小动物从草
丛中闪出，它们蹦蹦跳跳、走走停停，迎
接着天南地北的客人。

游船码头是陆地景区的终点。下了
观光车，奔腾的黄河横亘在面前，我迫不
及待地登上延伸至河里的桥栏平台，顷
刻间，整个身心便置于大河之中了，河水
从脚下翻滚，波浪在胸中涌动。那天，观
看黄蓝交汇“鸳鸯锅”的游客已在售票处
排起了长龙，蜿蜒上百米，问过工作人
员，我等上船得下午两点以后。我放弃了
几个小时的等待，却又心不甘地沿河岸
向东走去，深一脚浅一脚地跋涉着。行不
到百米，便被一道河沟挡住了去路，我退
回到一高坡处，向黄河入海的方向极目
远眺。自此往东河面渐渐宽展，大河似乎
意识到这里是万里征途的最后一程，便
放慢了脚步，先是恋恋不舍，然后，又义
无反顾地扑向了大海。

我若有所失地转过身，突然，远处有
一块儿不规则的绿色幕布悬挂天际，我
揉了揉眼睛，是哪位国画大师在此绘就
的杰作？我恐老眼昏花造成错觉，便使劲
睁睁眼，只见那片绿色横跨大河两岸，少
说有十几里。猛然间，脑海深处幻化出一
片树林，与我儿时熟悉的自然柳林是何
等相似。不，这不是虚幻，也不是梦境，确
是一片真真切切的柳树林。我急不可待
地奔向那片林子，奔回我的童年。

时光回溯六十载，还是孩童的我，为
逃避灾荒跟随父母从陈庄来到黄河入海
处的大孤岛，先居住在同兴农场的大坝
上，后又搬迁至大坝下的圈坝子里。圈坝
子紧挨着一条黄河故道，内有浅浅的清
流，长满了芦苇、绵柳、参草、谷莠子、水
蓬花，岸边生长着密密麻麻的小野豆。有

这么多野菜和草种子接济，投奔孤岛的
人勉强得以温饱。故道南岸有片一眼望
不到边的自然柳林，听大人们说，林子西
接黄河，东临大海，延绵几十里。林子里
杂草丛生，是野兔、狗獾、黄鼬、蚂蜂们舒
适的家园。守护这片林子的是孤岛林场
的人，他们长年累月地种植树木、看护这
片柳林。每逢冬季，我和几个小伙伴踏冰
跃过河道，去柳林里掰干棒。林子里咔嚓
咔嚓的爆响就像过年的鞭炮，只一个多
时辰便掰得一捆顺溜的干柴，或背或扛
运回家，干棒卸下肩，在门口爽爽地喊一
声“娘，我回来了！”邀功似的进了家门，
双手捧起父亲茶壶里的温茶，嘴对嘴地
狂饮一番，或去瓮里舀瓢凉水，咕咚咕咚
灌下去，比现在孩子们喝果汁还要洒脱。

后来，农场、林场与马场合并了，我
们都成了马场人。那时，我在马场中学读
书，上学或回家都穿行于自然柳树林。再
后来，为约束放荡不羁的黄河，同时保障
油田职工、县城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上
级下令实施黄河人工改道工程，但此举
需砍伐规划内及沿岸的自然柳林和那些
榆树、槐树和果树林。马场人披挂上阵，
扛着锯斧镐锨，安营扎寨树林深处，顶风
冒雪大干了一个冬天。那里红旗飘飘、人
声鼎沸，附近的沿黄县区聚集来数万民
工，车推手抬肩扛川流不息，点缀其中的
拖拉机马达轰鸣、日夜不歇。春天过去，
新河诞生，从此，不安分的黄河像野马戴
上了嚼子，在新河道内驰骋入海，再也不
能恣意横行。

而今，自然柳林又一次呈现眼前，与
我童年的那片柳林不同的是，这片林子
架设了木栈道，以便游客徜徉其中。继续
驾车北上，走友林、过护林，经保林、胜
林、建林，驶过那些我熟悉的村镇，去老
林场、老马场驻地，再去黄河故道看看那
片浓浓绿色的土地。

（二）

新中国成立之初，歌声嘹亮，团旗猎
猎，三千热血青年从齐鲁大地四面八方
向黄河入海处的大孤岛聚集。济南、青
岛、菏泽、济宁、惠民、昌潍，还有单家寺
技校的三百名农林机械专业学生，齐刷
刷来到孤岛荒野，开垦土地，建设林场。
一部崭新的大“解放”和几辆老旧“嘎斯”
满载着曹县百余青年，向黄河入海口的
大孤岛开进。傍晚，行至梁山脚下，带队
干部清点人数，应到一百，实到一百零八
人。有人提议，我们开赴大孤岛，恰与梁
山好汉人数相同，何不应景在此宣誓？于
是有人草拟誓词，有人市上沽酒。众青年
兴致勃勃攀爬至山顶，一番欢呼呐喊后，
每人捧一酒碗，一人领读，众人附和：梁
山又聚英雄汉，河口植树莫等闲，千难万
险脚下踩，孤岛不绿誓不还。

卡车一路东进，一路欢歌，过济南，
经淄博，汽车开始北行，越走风沙越大，
越走道路越窄，越走野草越深，越走歌声
越低，直走到没了路，直走到歇了歌。卡
车在一片杂草丛生的自然柳林中停下
来，只见几个看林子的老者灰头土脸走
出窝棚，爬出地窝子上前迎接。众好汉你
看看我，我瞅瞅你，谁也不肯下车。带队
干部率先卸下行李，其他人慢吞吞地下
车。这年夏天，是福建农学院的毕业季，
四年林果专业的本科生山东小伙孟宪广
返回省城济南报到，被分配到美丽的海
滨城市青岛，可这个身着朴素、憨厚老实
的小伙却找到省人事厅，要求到建设发
展最需要的地方去，最终孟宪广被改派
至黄河入海处的大孤岛，成为共青团孤
岛林场的一名技术员。孟宪广拿到改派
介绍信，先回了一趟高青老家，然后坐公
交车到了陈庄终点站，一打听，距孤岛还
有近百里，便租来一辆破旧自行车，带着
行李，颠簸在四周野草没人、坑坑洼洼的
土路上。然后坐着“鬼见愁”小舢板，渡过
了波涛汹涌的黄河，在林场的一个窝棚
里安了家。

选择了改派，就选择了奉献。孟宪广
白天勘察地形，筛选植树地带，夜晚在煤
油灯下对照课本琢磨树种。起初，他和

“一百单八将”在孤岛上种植了杨树、榆
树、枣树、杏树等10多个品种，可几年下
来，栽植的树木都成了“老头树”，被岛上
茂密的芦苇、茅草遮盖。孟技术员查阅资
料，一棵树一棵树地反复比对分析，终于
发现刺槐降伏芦苇和茅草的秘密。试种
一年，刺槐硬是把杂草盖住了。几个冬春
过去，已是工程师的孟宪广和工人们一
起把一棵棵刺槐栽植在了孤岛的土地
上。栽植林木，锁住风沙。马场总动员，干
部、职工、家属、学生齐上阵，搭上休息时
间，起早贪黑地干，可摸爬滚打了一年，
栽种不足百亩。孟宪广和他的团队开始
探索机械直播的方法。为找到突破口，他
们在工地扎窝棚，吃住在野外，每天夜里
起来四五次，测气温、量风速、试土壤、观
气象，研究林木生长规律。经过观察，发
现孤岛地区每年的六、七月份有连续降
雨过程，气温高气候湿润，与室内苗圃的
环境接近。于是，高温多雨的季节，孟工
主持直播了十亩刺槐，五六天后，种子破
土而出，小苗当年就长到三十多厘米高。
转过年来，树苗竟窜长至两米多。

试播成功了！孟宪广又扛起测量杆，
从黄河故道源头一直丈量到入海口，把
一卷绿色的规划图细致描绘出来。紧接
着，他和他的团队风餐露宿地盯在工地
上，仔细观察下种数量、深浅尺度、土壤
覆盖，及时纠正播种误差。一个多月里，
孟工指挥三台播种机，一下子播了两万
多亩。几年时间，八万亩郁郁葱葱的刺槐
林齐刷刷地从细沙堆里一片接一片地冒

出来。平整的河道内采用机播，沟崖坑洼
地人工栽植，执拗的马场人硬是让十万
亩泥沙黄龙变成一道锁风固沙的绿色长
城。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20世纪80年代
后期，大孤岛连续出现三年大旱，槐林大
片大片地干枯了，从没掉过眼泪的硬汉
子孟宪广竟伤心地哭了。咋办啊？所有人
的目光集中在总工程师孟宪广身上。大
面积灌溉不可能，若给槐树遮阴、减少水
分蒸发或许有一定作用。谁能给槐树遮
阴呢？孟工又一次埋头于钻研中。他选择
了根深、抗旱、叶大的杨树，若杨树和槐
树交叉间作成混合林，从理论上说是能
站住脚的。他把这个想法向领导汇报并
得到了强力支持。于是，孟工踏上了西去
的列车，千里迢迢从新疆运来500棵杨
树苗，回来后立即组织众人栽植。那年，
杨树与刺槐混交试种成功。

孟工“痴迷”于植树造林，绿化大孤
岛，却难以照顾家庭。他爱人远在老家农
村，夫妻长期分居，只有春节他才回家一
趟，住上几天又匆匆赶回单位。一个20世
纪50年代毕业的大学本科生，家里四个
孩子，一个小学毕业，其他小学都没上
完，每当想到这些，孟工心里满是愧疚。
一天，邮递员交给孟工一封电报“父病逝
速归！”他拿着电报，泪水夺眶而出。那
时，林场刚招来一批民工，大规模的植树
正热火朝天地进行着，孟工没向领导请
假，更没向任何人透漏，他把电报揣进衣
兜，抹一把眼，定一定神，又扛起铁锨走
向工地。几年后，孟工的母亲病故，恰逢
植树到了关键时期，他依然没离开工地。
转眼间，孟工的孩子们到了谈婚论嫁的
年龄，写信给爸爸，让他回家出出主意把
把关，可他只是晚上给孩子们写了回信。
孩子们结婚时，他仍然未能回家。

大孤岛上的槐林郁郁葱葱、枝繁叶
茂，粗壮的树根深深地扎进了这片土地。
1989年，孟宪广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
荣誉称号；2012年，孟宪广病逝，他始终
没有离开大孤岛，没有离开那片槐树林。

走出马场史馆，那些熟悉和不熟悉的人
和事儿一直萦绕在我脑海中，久久挥之不
去。

（三）

五月的大孤岛，十万亩槐林鲜花绽
放、香气浓郁，置身于洁白的花海里，让
人陶醉其中；五月的大孤岛，“槐花节”游
人如织，热闹非凡。

我驻足于一片高大挺拔的老槐树林
前，凝视着那些裸露于地面的根，已蘖出
手腕粗的枝干，那新枝叶茂花繁。

本想多看看这片槐林，不知何时积聚
来的乌云，飘飘洒洒落下雨来，淋湿了心
情。

大孤岛上那一抹浓绿大孤岛上那一抹浓绿
○ 崔胜五

诗歌

徒骇河的孩子徒骇河的孩子徒骇河的孩子（（组诗组诗））

○○  李建果李建果

致敬大禹

用雪莲花一样干净的手
轻轻翻开泛黄的书卷，那些古老而
神圣的汉字活在纸上，一个个
从书卷里走出来，从一条远古的河里
泅渡上岸，跟着他的足迹
追随他的身影，活成他的苍鬓和皓首
活成他的每一滴血或每一块骨头
活成他伟大的身躯，巍峨成另一座大山
从那以后，无论我走到哪里
人们都会认出，我是徒骇河的孩子

但他们有所不知，我还是
一个朝圣者，虔诚地点燃一炷心香
叩拜一位神明，叩拜那个亘古被爱的人

他涉水而来，沧桑的脸上
是徒骇河水泛起的层层波纹
脚步声，如河流一样沉重
我不敢望他项背，只能对着
那个披着蓑衣的高大背影，深鞠一躬

母亲的村庄

暮色中，雾霭笼罩河岸的垂柳
像母亲做饭时缭绕在屋顶的炊烟
风把自己藏起来，连同你羞涩的笑
你的呼吸、步履，一切都是那么安静
遥远的天际，漂浮着半个红太阳

一叶扁舟过来，像落叶披上万缕霞光
趁明月没点亮街灯、星星没睁开眼睛
你轻抚一曲《渔舟唱晚》，穿心而过
半枚落日拽着风，落进母亲的村庄
一只大鸟穿过炊烟，藏进芦苇荡

那些垂钓者始终相信运气，他们
何尝不知，我们或许也是
一条条即将被岁月钓到的鱼
时而浮出水面，时而隐入尘烟

夜色河流

一个人躲开喧闹夜市，远离
彩虹桥闪烁的绚丽灯光，在一棵
垂柳的怀抱里坐下
夜色中的河，像一条流动的洁白哈达
舒缓地穿透黑夜，有了铿锵有力的心跳
像有声的文字缓缓住进心灵的河床
你仿佛只属于我，属于一个
把灵魂托付给你的人。你怀里抱着
母亲最爱的月亮、我最爱的星星
那么近，仿佛我和她从未分离
凉风袭来，身后的垂柳轻抚发丝
我以为那是母亲的手
悲伤，突然从梦里溢出了眼眶

半个月亮

既然舍不得，那就抓一把
散发着枣香的泥土装进行囊
放不下那条河，就把母亲的眼泪

和叮咛装进行囊。把家乡的风
也装进行囊，让它时而飞回来
看看充满童年记忆的村庄和小院
顺便把故乡的炊烟再带给你
心疼的时候，我就捧起泥土
像父亲拿起他的老旱烟，闻了又闻
满满都是故乡的味道。生活累了
我也会捧起泥土，放至耳畔
聆听一条河流跌宕起伏的心跳声

多年来，总喜欢隐匿在夜的最深处
听汩汩水声，仿佛是时间在奔跑
岁月挡不住的，黑夜也挡不住
披星戴月的你是一条行走的河流
而时间更像一个魔术师，总能
把异乡变成故乡，把故乡变成异乡
把母亲，变成天上的半个月亮

徒骇河的孩子

这条上善之水流淌着古老的香

我爱她每一滴水，都像
母亲的泪一样透明；爱他灵动的涟漪
像父亲额头深深的皱纹；甚至爱它
每一条鱼、每一株白头的芦苇
站在桥上，看它烟波浩渺的样子
穷尽一生的想象，看他的铿锵步履
多像风尘仆仆返乡的游子

我爱她哺育的沃野，还有庄稼
爱他抚育的村庄，还有生民
我爱它澎湃的涛声，沸腾我的热血
催生出比倔强还要倔强的骨头
爱上这条深沉的河流，更喜欢听她
喊我的乳名，我是她唯一的孩子
她是我沧桑不老的母亲

风、芦苇、古渡口

不是桃花渡口，没有十里桃林
也没有一叶扁舟和穿蓑衣的摆渡老者
只有芦苇把根深扎在徒骇河畔
像在广袤的原野上举着白色的火把
它好像一直在等那个从《诗经》里
走出来的少年再喊一声“蒹葭”

风还在肆虐，野径上
熙熙攘攘的荒草摇曳着一片枯黄
一条大水淹没了历史和回忆
古渡口身披温婉的余晖
看暮色，慢慢吞噬了最后一只白鹭

多年在读徒骇河的前世今生
仿佛在读一个人在劫难逃的命运
撕开岁月坚硬的壳，看
风的刀，狠狠刮它倔强的骨头
雨的淬火，煅烧它沸腾的血
这条饱受苦难的河流，缓缓流出
大地的骨缝，命运激荡出神话里的
千年浪涛，倏然听见有声的文字
和一颗心碰撞，并从光阴的漩涡里
掏出眼泪和年久失修的疼

风景优美的徒骇河风景优美的徒骇河。（。（贾海宁贾海宁  摄影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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