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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香
一瓣

一…………………
细雨敲窗。一滴，两滴……五滴，六

滴……趴在玻璃上与你对峙。芭蕉是缺
乏秘密的植物。晴日里，一张张巨大叶
片朝上张开，被阳光照得通体分明，纤毫
毕现。此刻，又以整个身躯呼应，化为雨
水的琴键，“砰，砰——”拙重而结实的呼
吸，拉缓音乐的节律。

雨水吞没一切，言语声，车流声，各
种此起彼伏、平日辨不出坐标的声音群
落。只留下雨声，单纯，坚定，无边无际。

向晚。回到书桌，拄笔为杖，在书
籍中翻山越岭。且欢喜，且喟叹，物我
两忘，不辨年月。双眼倦罢，复回窗
前。唯闻雨声由近及远、轻轻重重、点
点滴滴入耳。听雨人纹丝不动，有思想
者之姿，却无半点所思所念。只莫名
地，于这潺潺雨声中生出一种身世之
感。身体伸出无数触须，拥抱这苍茫的
江湖远意。

二…………………
雨水在屋顶的缝隙里形成小溪，顺

着瓦檐滴落。是奶奶老家的屋子，门前
台阶左右各一块长方体麻石，在经年的
雨水冲刷中，麻石一侧形成大大小小碗
状的坑洞。

孩子们并不理会这些，雨停之后，
兴奋地唤来小伙伴玩过家家。把麻石
当作灶台，大一些的碗状坑是锅，沙子
是米饭，各类杂花野草是菜肴，树枝是
柴火，小一点的坑洞盛水煲汤或捣草
药。三三两两，分工协作，专注得像来
真的。玩的时候，孩子们并没有疑问
过，村里的小河如何蒸发成水汽，水汽
凝聚成云，云降落为雨；又是怎样年年
月月被这一排小碗端端地接住。

大抵在孩子的心里，这淅淅沥沥滂
滂沱沱的，不过是海龙王没忍住的一个
喷嚏吧。只有走过很远的年月回首，才
发现，这云，这石，加上这童年，不经意
间构成了一幅“天地人”的融和。

屋里的天井，是更大的碗。雨水浇
灌出苔藓和野蕨，为青砖增添一抹湿润
清幽。人们制造门窗抵挡风雨，却又在
屋顶开一扇天窗，任雨线斜斜飘洒，聚
焦眼眸。总有这样的“造作”，接住天空
来客，将个体的生命与天地连接起来。

三…………………
《白蛇传》中，白蛇带着千年的修行

去寻找恩人。故事始于三月西湖，青蛇
动用法术来了一场“下雨天留客”。施雨
讲究张力，大了会先声夺人，小了又取不
到实效；需要一场恰到好处的小雨，自带
绵柔和依恋的情致，好让船夫摇橹时浑
然扬起那句“春雨如酒柳如烟”。

风雨本是无情物。它可以随河水
一路冲刷出富饶的三角洲，也可沿途泛
滥，摧毁成千上万人的家园。在爱情的
滥觞里，却总少不了这样一个水雾氤氲
的雨天，一起淋过的雨，一同避雨的屋
檐，洇湿双双低垂的眉眼。

同样在江南，黑发长裙的女子，或
仗剑而行的侠客，各撑一柄油纸伞在曲
曲折折、悠长不尽的青石巷中穿行时，
画面便具足了幽香和韵脚。当我们还
没有遇见爱情，脑海里总横亘着这样一
条雨巷浮想联翩。

四…………………
轰隆隆的雷声把人从酣梦中揪

起。不知是谁在穹顶上埋下的巨弹，天
空的战役全面爆发，弹体不断裂变，炸
出一条条金色而颤栗的裂缝。暴雨的
机关枪持续发射，风带着急速转音在每
一个空隙里穿梭。

不再能从容地沉睡。双手抓住枕
头，睁开眼睛侧躺，房间是风雨飘摇中
的小船。不知摇摇晃晃中颠簸了多久，
亦不知雷与风反复几次提高了声量怒
吼。一记劈天响雷震出，令人猝然惊坐
起，困与乏全部退却。天空有它的战略
目标，不让人在连续的平和中奄奄睡
去。想起《星际穿越》中反复吟唱的诗
句：“不要温顺地走进良夜。”

次日清晨，拖着疲惫的身体出门。
昏昏沉沉中，头顶树叶簌簌，袭来一阵
阴凉。花枝凝露，鸟鸣初洗，一切像是
新的。蓦然抬头，阳光在空中恣意撒着
金粉，风将之翻卷裹挟，一缕缕拍打在
人脸上。那金色直透胸膛，令人不禁合
手感恩，如历转世。

五…………………
向来喜欢雪胜于雨。年幼时问奶

奶：“您最喜欢什么季节呀？”老人的回
答却是春天：“因为春天有开不完的花
呀！”奶奶的皱纹和平静叙述有魔力，让
我怪罪起自己把一个比雪还梦幻的童
话世界给遗漏了。

二月，气温渐升。出门时，泥土里有
了些许蠢动，风吹来新鲜而和暖的气息，
即使蹑手蹑脚，也觉察到是春天的步伐
临近了。从衣橱里找出轻便的呢子裙，
锃亮的小皮鞋，急不可耐地要和山里的
花儿们一一问好。奶奶却阻拦：“要先度
过一个倒春寒哩！”风雨急作，仿佛之前
的和暖只是一场小小的捉弄，而捉迷藏
的游戏才刚刚开始。三月，雨水复惊蛰，
派出一场场雷电对着泥土喊眠；望穿双
眼盼来四月，以为抵达春天的核心，忽又
递来一轴绵绵恹恹的梅雨……

雨水把明媚切成碎片。花朵已在
浇注中悉数绽开，春天却在滴答声里溜
掉了一大半。

六…………………
暴雨初歇，铅灰色的天空渐渐化

开。欲雨未雨，天空与云朵达成暂时的
平衡。到处湿漉漉的，随手可抓下一把
水分子。路面凹陷处，呈现形态不一的
潋滟水坑，各自映照一片天空。

“神兽”们迫不及待地出笼。屈蹲
照影，双手击打水花，或穿上印着卡通
人物的花花绿绿雨鞋，一路奔踩。城里
乡下，清水洼、黄泥塘，不约而同成了

“小战士”们的据点。溅上一身泥点或
水印，更有肆无忌惮的，光着身子在溜
滑的大理石面上旋转，滑行，恨不能用
所有的眼耳鼻舌身意去探险。而你，从
一个在水里跳房子的小女孩，长成了人
群中大声呵斥孩子的母亲。

探险，念起这个词的时候，恍然不
知岁月都交付了哪里。你收起训词，找
出蒙尘的雨鞋，来到旷野。稻田间满目
泥泞，留下牛、车、人的密密繁繁的足
印。空气中同样密集的水分子拂过皮
肤，你顿时起豪情满腔，觉得自己正走
向千山万水，而脚下踩着泥丸。

七…………………
筠子的《青春》，“我脸上蒙着雨水，

就像蒙着幸福”的旋律飘出，还是会轻
易打湿人的眼眶。

一路磕磕碰碰的懵懂岁月，一路埋
首往前走。车马喧嚣，尘埃飞扬，歌者
匆忙推门而出，跃入人海去赴一个约的
时候，天空降落的小雨轻飘飘洒在脸
庞，多像那被理想和英雄主义经久照耀
的年少岁月。

有了这一层寓意，“细雨”即成了
“幸福”的代名词。一曲终了，听歌者的
生活还在继续。雨会越下越大，淋湿发
丝、皮肤、衣衫，一直渗到心底。会走到
这样的时刻，你没有伞，或干脆丢掉伞，
拒绝任何形式的遮蔽，任暴雨将自己上
上下下里里外外淋个透湿。某些成长
的节点，许多言语没办法倾诉，而许多
感悟还来不及制造，你选择在自己心里
下一场雨。像一场场过滤和洗礼，不断
以心脏为对象，将暑气连根拔起。

有一天，你攒的风雨足够多了，多
到习惯与之共生，终于有了古人的从
容。就像重返那轻飘飘的年少岁月，一
蓑一笠，烟雨任平生。

一
没有群山的矗立，哪有空旷与高远？
赣鄱大地，峰峦叠嶂。群峰耸立之中，有一些山在

我心目中是因敬畏而虔诚的，譬如大鄣山、怀玉山、井
冈山。每一次登临，我都在倾听、缅怀，那些前赴后继
的革命先烈在血与火中的青春回响。

山的险峻，是真实的存在，往往却被腥风血雨、烽
火连天的岁月弱化了。一旦，把一群群年轻人血与火
的青春与时间的刻度对接起来，我时常会把他们与上
海的石库门、南湖的红船紧密联系，那是他们理想与信
念最初的出发地。

在山的那边，即是远方。那些前赴后继的革命先
烈，谁没有憧憬过远方理想家园的样子呢。而这样的
山，一一成了滋养我精神的原乡。

二
“蹯踞徽饶三百里，平分吴楚两源头”的大鄣山，婺

源的北部屏障，山峰“犹如旌旗刀戟，岿然分兵阵势，擂
台比武”。藏在山坳里古树遮蔽的鄣山村，1936年4月
关英在此主持召开中共闽浙赣省委扩大会议，八个月
后，中共皖浙赣省委会议也在村里召开，那是第二次国
内革命战争时期点燃、传递皖浙赣革命火种的地方。

第一次登临大鄣山，是我刚刚走上工作岗位和同
学去收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人物故事。三伏
天，从体验游击队和皖浙赣红军独立团官兵战斗生活
环境考虑，我选择了徒步上山的山道。不料，同学经不
住山中忽冷忽热的天气，中暑了。

我知道，皖浙赣边区游击战争是从 1934年 10月，
也就是中国工农红军离开革命根据地、北上长征时开
始的。面对反动武装的“围剿”“清剿”，斗争的艰难可
想而知。在村里，老辈人津津乐道的是“驳壳队队长”
倪南山，以及带领农民闹革命的余玉堂。

反动派叫嚣“打不死，也要把他们困在山上饿死”，
发动了残酷的“围剿”“清剿”。

记得倪南山少将在上世纪 80年代初写的一篇回
忆录中说，边区人民把粮食、油盐、药品藏在粪箕粪桶
底下，冒着生命危险突破敌人的封锁线，送给红军。他
们被围困在三十里岗时，粮断了，只有靠采杨梅、苦菜
填肚子，以至战士们营养极度不良，许多战友在双腿无

力、患上夜盲眼的情况下，还要背着伤病员转移。
倪南山的老家在安徽至德（今池州市东至县），而

余玉堂是婺源里村人，他们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
走到一起。余玉堂比倪南山大三岁，他是鄣山村第一
任党支部书记，后任中共皖浙赣省委秘书。1937年 3
月被捕就义时，他年仅 29岁。在史料中，我看到了余
玉堂的照片，那是一位长相英俊而清瘦的青年。

在那场艰苦卓绝的斗争中，有太多的历史留白与
缺憾，有的烈士甚至连名字都未能留下，我更无法去一
一刻画他们。那一切已走远。人们现在知道的大鄣山
是生态环境良好，生产的有机茶远销欧盟市场，还进入
了婺源森林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

三
尽管那年我在鄣山村革命烈士纪念碑下，对毗邻

的怀玉山就有了远眺与憧憬，但登临其中已是十年前
参加的一次文学活动了。怀玉、玉峰、锦溪、水阁的名
字，给我引发的是一种幻境。而玉峰盆地，处在怀玉山
千米的高山上。在人们心目中，以方志敏清贫事迹为
主题的清贫园、清贫事迹陈列馆，应是怀玉山最高的山
峰。

时间回溯到 1935年的 1月，怀玉山正值寒冬。当
时，怀玉山笼罩在一片白色的恐怖之中，密集的枪声覆
盖了莽莽山野的清冷。率部北上抗日，在皖南被国民
党重兵围追堵截的方志敏，离开皖南撤返赣东北途中，
被七倍于己的敌军围困在怀玉山。事实上，方志敏是
率领先遣队突围出来了的，可为了陷入重围的战友，他
毅然带领接应部队钻进了敌人的包围圈。谁都知道，
钻入敌人的包围圈意味着什么，可他把生的希望留给
了战友……方志敏被俘后，敌人从他身上搜到的只有
一块旧怀表和一支旧钢笔——这就是方志敏，一位共
产党的高级将领被捕时的全部财产。

清楚地记得，方志敏在狱中写下的《清贫》中说：
“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
多困难的地方！”这，不正是一位革命者、一位共产党员
的正气歌吗？！像玉一样的方志敏，成就了一座怀玉的
山。恰恰是他的清贫，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四
又一次去井冈山采风，是两年前的夏天。越往井

冈山靠近，我的心潮越澎湃。井冈山，那是我心中的革
命圣地啊——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就是从这里开始，

燎原至整个中国。
在泰井高速公路连接线进入井冈山的路口处，一

座巨型“井冈红旗”雕塑引起了我的注目。这座高
19.27米、跨度为27米的雕塑，分明是寓示着1927年10
月，中国共产党人在井冈山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
命根据地，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
中国特色革命道路。

漫步茨坪，满目葱郁。在萦绕的民歌旋律中，我想
到的是1928年4月，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与朱
德、陈毅领导的部分南昌起义部队在井冈山的胜利会
师。正如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的前言中所写的：“井冈
山，中国革命的摇篮……井冈山斗争，奠定了中国革命
胜利的基础。井冈山精神，在新的时代放射出新的光
芒。”

五百里井冈，群峰耸峙，蜿蜒山中有无数条小路，
而让我难以忘记的还是黄洋界上的挑粮小道，即便灯
火再多，铭记于心的仍然是茅坪那八角楼的灯光。在
井冈山革命烈士陵园的瞻仰大厅，纪念碑上镌刻着
15744位烈士的名字。那碑上的名字，一个个都是有血
有肉、有追求有信仰的人啊！而长眠在这块红色土地
上的，还有3万多位无名英雄。

夏夜的茨坪，离星辰很近。想想，那璀璨的星空，
应是无数先烈汇成的吧。在井冈山上重温入党誓词的
我们，都是他们的后裔。井冈山人民呢，也以自己的方
式告慰英灵，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 90 周年的时
候，井冈山市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意味着井冈山人
不忘初心和使命，在新时代交出了最好的答卷。

五
山的高处在哪，是在山峰之巅吗？
无论在大鄣山、怀玉山，还是在井冈山，我都思考

过同样的问题。其实，我考量的不是一座山的地理常
识，而是在思量众人成峰与人民至上的内涵。就像那
为“井冈红旗”雕塑而屹立的巨石基座，衬托着的是高
高飘扬的旗帜。

山在，革命先烈就在。比山的骨骼硬的，是人的
骨头，比骨头更硬的，是共产党人的骨气与信仰。
这，才是一座山站立的灵魂，以及不变的精神磁场。

山峰再高，路却在脚下。在山的那边，是峰回路
转，是安居乐业，是岁月静好。重温一座座山峦充满红
色象征的百年历史，给了我景仰的机缘，家国情怀的大
义，还有不断前行的力量。

在山在山的那边的那边
□□ 洪忠佩洪忠佩

本报主办的“井冈山文学奖”已走过七届。第八届
（2019-2020年度）“井冈山文学奖”将面向江西日报《井冈
山》副刊2019年、2020年刊发的作品，由终评评委评出“作
品奖”10件、“文学新锐奖”1名；另外，根据读者投票准确
情况产生“热心读者奖”5名。

近50年来，《井冈山》秉持“与时代同行、以文学为魂、
与读者连心”的办刊宗旨，团结了一大批作家，关注时代，
扎根人民，为江西的文学繁荣发展做出了贡献。

“井冈山文学奖”的评选旨在奖励精品，激励创作，为
读者奉献更好的副刊，为时代留下更多的精品。

江西日报

选 票（必选 10件）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姓名：

电话：

地址：

序号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打勾 打勾

“““井冈山文学奖井冈山文学奖井冈山文学奖”””
评选启事评选启事评选启事

投票形式：
1.在“江西新闻”APP中，进入“文化”频道投票（扫描

本文所配二维码，即可直达投票页面）。
2.把报纸选票复印、填写后，邮寄：江西省南昌市红

谷中大道 1326 号江西日报副刊部“井冈山文学奖”评选
委员会，邮编：330038。

截止时间：2021年 4月 6日

第八届“井冈山文学奖”候选篇目
1.2019年 2月 15日 《慢慢过岁》
2.2019年 4月 26日 《购物记》
3.2019年 6月 21日 《父亲的征途母亲的歌》
4.2019年 7月 12日 《渔村新事》
5.2019年 8月 2日 《百岁老兵》
6.2019年 8月 23日 《鸟儿的秘密》
7.2019年 9月 6日 《一个疾控医生的日常手记》
8.2019年 9月 20日 《在大地上生长》
9.2020年1月3日 《为有牺牲多壮志 敢教日月换新天》
10.2020年 2月 7日 《祝你平安》
11.2020年 2月 7日 《穿越严寒 寻找春天》
12.2020年 2月 14日 《斗室之中遇见苍穹》
13.2020年 2月 21日 《杂花生树看檫木》
14.2020年 3月 13日 《米斗雪，扑簌簌》
15.2020年 3月 13日 《珍贵的声音》
16.2020年 3月 20日 《锅的气》
17.2020年 4月 17日 《阅读的美好瞬间》
18.2020年 5月 22日 《长在田野里的鱼》
19.2020年 5月 29日 《星江在淌，或生生不息》
20.2020年 6月 19日 《鹳还巢》
21.2020年 7月 3日 《赣江吟》
22.2020年 7月 17日 《前线叙事》
23.2020年 8月 7日 《奔向惊涛》
24.2020年 8月 14日 《有尽的道路，无尽的抵达》
25.2020年 8月 28日 《村庄故人来》
26.2020年 8月 28日 《“土博士”育苗记》
27.2020年 11月 13日 《在吉州窑（二章）》
28.2020年 11月 20日 《湘东种子》
29.2020年 12月 4日 《聆听》
30.2020年 12月 11日 《我只写一座小城的沿河所见》

扫一扫
评佳作

雨
的
七
种
写
意

□□ 甘雪芳甘雪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