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泱泱我中华，皇皇五千载

打开神州大地的版图

一条大江——长江，汇集百川千河

自西往东，奔流不息

像母亲般，滋养与呵护着两岸

宽广的大地，勤劳的儿女

长江中下游，有一方物华天宝之地

自唐始，便有江南之右的称谓

这里文明昌盛，人文渊薮，生生不息

千年江右从此流传

江右之邦，一条赣江贯穿南北

一个大湖——鄱阳湖，浩浩汤汤

这里有连绵不断的诗书传承

有红、古、绿交相辉映的万千气象

古老与青春，历史与现代

共同构筑起赣鄱大地的

丰厚底蕴，精神气质，时代风尚

她以别样的华彩之姿

光照古今，熠熠生辉，梦想璀璨

纵览江右这方神奇的土地

自古以来，开放的胸襟，重商的传统

抒写下悠久的商业文明史

“江右商帮”，这个响当当的名字

誉满中华，远及世界

“匠从八方来，器成天下走”

是世界瓷都景德镇的中国范

“药不到樟树不齐，药不过建昌不灵”

是“樟树帮”“建昌帮”

悬壶济世、医者仁心的源远流长、历史荣光

伴随着江右商帮的足迹

一座座万寿宫，携带着高古的气质

从历史深处隐隐浮现

凡有码头处，必有江西商人

凡江西商人聚集处，必建有万寿宫

遍布全国乃至全球的 1300所万寿宫

是万千漂泊在外江西人的地理坐标

也是称雄千年的江右商帮之精神宫殿

千年万寿宫，一部赣商史

江右商贾“厚德实干、义利天下”的赣商精神

汇聚起跨越时空的历史回响

时光荏苒，江河日新

一个时代推动着另一个时代滚滚向前

一代赣商引领着新一代赣商接续而上

不管岁月如何变幻

“义利天下”的基因，深植于赣商的血脉里

当今之江西，社会在发展，企业在成长

企业家精神与时俱进，他们情怀炽热，勇于担当

今日之江西，活力迸发、商机无限

红土地上，创业者投资兴业、做大做强

汇聚起激荡人心、奋勇向前的澎湃力量

在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里

有你的责任担当

在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期许里

有你的责任担当

在带动产业升级、践行新发展理念里

有你的责任担当

在乡村振兴充满希望的田野里

有你的责任担当

在抗击疫情最紧急的援助里

有你的责任担当

在救危扶困的慈善大爱里

有你的责任担当

…………

“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

正是可亲可敬可爱的你们

以“义利天下”为孜孜追求

将“义利天下”融入精神坐标

你们是创业精神、创新精神、工匠精神的

灵魂追光者

你们将企业责任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你们将企业命运与国家和人民连在一起

你们心怀“国之大者”，不负人民所望

你们凝聚社会责任共识，传递榜样的力量

在新时代的生动图景里

在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的期许中

江右这方活跃跃的大地

正以新的发展理念、精神面貌

积蓄无穷力量，见证蓬勃生长

新时代的赣商，“作示范、勇争先”

以光荣与梦想、使命和担当

接续千年不息的赣商精神之“光”

在伟大征程的美好憧憬里

在打造“三大高地”、实施“五大战略”的使命召唤中

他们坚定信心、锐意进取、真抓实干

他们的坚守、奋斗、创造、奉献

必将以高亢激昂的音符

汇入新时代高远宏阔的交响

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江西篇章

心香
一瓣

义利天下
江右之光

□ 毛江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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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达钓源樟林时，好好的天，下起瓢泼大雨来。

山势西来断，江流北去平。万家深树里，闻是吉州

城。钓源坐落在吉安市吉州区，是一座始建于唐末的古

村，由渭溪、庄山两个自然村组成，至清咸丰年间达到鼎

盛，有 60 余家店铺，居民 1300 户近万人，还有戏园、钱庄、

跑马场等场所，世称“小南京”。

无人机视角下的钓源，被植满樟树的 S 形长安岭（岭

上有条古驿道）自东向西隔开，状若太极图。渭溪、庄山

恰好分别落在阳鱼、阴鱼的鱼眼上。我猜想，那钓源的一

世祖欧阳万，必定深谙周易之道。唐僖宗年间，在安福做

县令的他，每经此古驿道前往任区，一定无数次地脑补过

族人到此开枝散叶、生生不息的画面。奈何彼时，战乱频

频，世事动荡，他至死也未能一了定居之夙愿。念念不

忘，总有回响，其五世孙欧阳弘后来遵照祖训，终抵此地

开基建村。

只是，娑婆世界，小满为常态，缺憾是真相，自然界从

来不会赐予人类十分理想的居住地。细观钓源地势，东

高西低，虽有山岭环护，西面山岭海拔却只高出村落约 9
米，实在不足为屏障，欧阳氏族决定顺应自然之势对此进

行改造，他们代代接力，先后在长安岭上手植了近两万株

香樟。成林的香樟，慢慢长高，高出村落 20 余米，俨然一

道天然绿色屏障。此后，东、南、北三面的风，要么从村落

上空掠过，使钓源成为“藏风聚气”的理想之地；要么顺着

樟林从西南坳口绕进，让钓源似乎凭空一下多出许多台

天然巨型风扇来。“风扇”不停作用，风得以从各个角度折

射进村，配以村中池塘、沼泽地等环境要件，形成“冬暖夏

凉”小气候，居住十分舒适。

钓源的所有房屋，均依 S 形山势起建，东南西北各个

朝向都有，完全不理会“坐北朝南”的所谓规矩。街巷道

路，也是有宽有窄，通断无常。反正，目之所及，我是没能

找到任何一条笔直的路，也没能寻到一幢四边皆直的屋

的。这里的人，似乎连大头小尾“棺材形”的忌讳也完全

不在乎，整个村子，看上去就像一个撒开脚丫欢跑于山野

的孩子，怎么自在怎么来。这种自在欢喜，我曾在家乡吉

水一个名叫燕坊的古村深刻感受过，作家江子总结出的

“做至情率性的大地之子，在天地时光中、清风明月间仰

天大睡”的燕坊哲学，似乎也同样适用于钓源。也对，钓

源也好、燕坊也罢，都属于吉安这个古称庐陵的地方，两

村的文化性格分别一脉相承于文宗欧阳修、诗宗杨万里，

村中所有风水怕都是他们无拘心性的真切流露吧。

钓源人说，“歪门斜道”是他们村独有的建筑风格。

我不懂建筑理论，但我相信“人宅相扶，感通天地”一说。

在我心里，天、地、人、宅，从来都是自然界的一个有机整

体；而“一阴一阳之谓道”，如此，钓源总结出来的“歪门斜

道”，其实可以用“顺其自然”四个字来代替，某种意义而

言，是真得了中国文化“天人合一”生态观精髓的。

珍珠般的雨滴，从伞檐跌落，浇砸在庄山村青石板铺

就的巷道上。一些水光濡湿了青石板上经年累月的车辙

印，一些水光沁润了门前明沟的郁草野花，更多水花被两

边暗渠吸纳接引，与开在各式天井里的水花汇在一起，淙

淙流向村中央的数口大池塘。

雨果小说《悲惨世界》里有句话，“下水道是城市的良

心”。世人皆知赣州福寿沟是一颗跳动千年的城市良心，

殊不知，钓源较福寿沟更早，已然捧出一颗村落良心。钓

源先民，经由天井、明沟、暗渠、池塘、田园、樟林、河流等，

构建了四通八达的村庄排水系统，呵护古往今来每一个

有着丁香情结的女子，“雨天撑伞过、绣花鞋不湿”。池

塘，正是村落良心跳动最为强劲的那个部位。

村中央，从东到西、呈不规整“一字型”排列的七口

池塘与上边一口圆形古井合在一起，组成“七星伴月”，

据说是经历代村民口口相传传下来的景致称呼。在中

国 人 的 观 念 里 ，太 阳 炽 热、激 昂 ，象 征 阳 ；月 亮 清 和、素

雅，象征阴，被等同于道，一并崇拜。古井位于东方。而

东方，是太阳升起的地方。一轮红日，跃出水面，霞光万

丈，其道大光，以太阳去命名，寓意不是更好？为什么钓

源先民选择了月亮？许是建村之初，从唐末乱世走来的

欧阳族人，深深领教了战争的残酷与动荡的艰辛，他们

本能排斥一切如太阳般太过猛烈、刚硬的东西，比如强

权，比如杀伐；他们认为月亮更符合中国人善良、平和、

中庸的性格特点，无比渴望能有一块如月光般和平、安

宁的土地，让村舍、祠堂、书院、寺庙、商铺等事物挨个成

长。当离乱的人群从各个角落向村中池边聚拢，微兴的

水波能抚慰紧张的神经，抚平心灵的伤痛，坚定他们好

好活下去的勇气。

按时间维度，池塘的年龄，应与村庄一样古老。可站在

塘边上下打量，我竟一点也不觉得它们古老，我只觉眼前有

个意趣鲜活的小小生命体在我眼前蹦跳，展露出活跃跃的

无穷伟力。粼粼波光承接雨露，小生命体中，有白鹅、青苔、

彩蛙，有红莲、绿柳、繁花，还有无数如鱼儿一般的人影，在

水里岸上明暗交错，真可谓是万物分得颜色，各有生机乐

趣。此刻，它与杨万里笔下的“小池”合二为一。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

角，早有蜻蜓立上头。”《小池》用近乎白描的手法，呈现出

属于池塘的蓬勃生命力，以呼应诗人“师法自然”之道的

浩荡心宇宙，无疑是“诚斋体”最具代表性的诗作之一。

按《诚斋集·江湖集》诗歌排列先后及联系前后诗中所反

映 的 时 序 推 断 ，《小 池》的 创 作 时 间 应 是 南 宋 淳 熙 三 年

（1176 年）端午节前后，创作地点就在诗人家乡吉水县湴

塘村。绍熙三年（1192 年）秋，65 岁的杨万里辞官回乡，南

溪两岸，梅花未开；数口小池，荷虽凋落，却依然发挥着如

中天朗月般的心理调适作用。

明月千载，南溪之水，依然在湴塘的正南面蜿蜒流

淌；村与溪之间，东西方向，亦如钓源，依然一字排开着

十多口生机无限的池塘。石块堆池岸，蛙鸣铺绿草。碧

叶 喜 翻 风 ，樟 露 滴 清 响 。 这 些 池 塘 与 掩 映 于 燕 坊 樟 树

下、杨万里曾垂钓过的谷塘声息相通，与燕坊隔壁卧虎

岭“莲虾共作”的千亩池塘心性无二。每年“五一”前，无

数虾苗在千亩莲塘成长，之后，把水位降低，池塘变身莲

蓬世界，待莲蓬采摘完，再把水位抬高，到了春节又可收

获下一季虾苗……在循环往复的道法自然中，孩子跃上

小船享受钓龙虾、摘莲蓬的乐趣，老人搬张小凳赚得收莲

蓬、剥莲子的快活钱，好日子的喜悦，年年岁岁在乡村音

乐节、啤酒狂欢节的鼓点里不断绵延发散。

我承认，对于池塘，我始终怀有一种乳燕归巢的情

感。明明是白天，我却仿佛正身处月色皎洁之夜，有点点

萤光，从草丛弹起；墙角有蛐蛐，开始弹琴；一阵风吹来，

天上如银之盆跌落水中，我与蛐蛐潜入池底，从一个月亮

走向另外一个月亮。

流过月光的池塘流过月光的池塘
□□ 罗张琴罗张琴

钟晓玲在收拾桌上餐具时，才发现了压在碗

底下的 10 元钱，她反应过来后迅速追出店门，但

是客人早已消失在人流中。这已不是面馆第一

次遇到这样的事，自从店门头挂出“免费为 75 岁

以上老人及残障人士送一碗面”的广告后，仍有

本可免费吃面的客人，还是把面钱悄悄留下，钟

晓玲只得无奈地摇摇头，这让她既尴尬又感动。

九江市八里湖新区九方街在闹市区，从早到

晚都是人来人往、熙熙攘攘。钟晓玲经营的手擀

面馆就在这条步行街正中，小面馆不过 30 来平

方米，四五张餐桌，她与丈夫兢兢业业地经营了

好多年。

也许是老顾客喜好手擀面筋韧的口感，面馆

的生意一直都很好。虽说他们的小面馆赚不了

大钱，但是带着两个女儿也能养家糊口，日子还

算过得安稳快乐。然而，这平静的生活在 2020
年 5月的一天被打破了。

这天中午，正是面馆一天最忙碌的时候，钟

晓玲无暇顾及 3 岁的小女儿，孩子独自在厨房里

爬来跑去。也许是孩子天性好动，也许是因为饿

了，小女儿在厨房角落里竟然翻出工业火碱。这

个白色块状晶莹固体让她兴奋不已，以为是妈妈

藏起来的冰糖，她毫不犹豫地抓起送入小口中。

一个家庭安稳甜蜜的生活，被侵蚀出一道剧痛的

伤口。

火碱是一种强腐蚀性的物质，本是用来清洗

抽油烟机的，不料却被女儿误食。当钟晓玲心急

火燎地把孩子送到医院时，医生说，消化道已经被

严重烧伤，以后进食只能通过注射，孩子面临着严

重的生命危险。这如同晴天霹雳，一向要强的钟

晓玲此时差点晕厥过去。

辗转多家医院后，又经过多方打听，钟晓玲

独自带着女儿来到了北京某医院。医生告诉她，

可以通过食道扩张手术治疗，利用气压把食道里

新的粘连一点点地扩开，一个多星期以后，待重

新生长再扩，如此需要反复几十次，甚至百余次

手术，如果顺利的话，可以康复，但是治疗费需要

100 多万元。钟晓玲为有希望挽救女儿生命而

欣喜，又为高额的治疗费一筹莫展。

虽然钟晓玲在努力地节省每一分钱，丈夫在

店里没日没夜地工作，守到深夜只为多卖一碗

面，但每周 1 万多元的手术费仍是他们难以承受

的巨大负担。往往是这周的手术刚做完，下周的

手术费还没有着落，钟晓玲常常暗自以泪洗面。

钟晓玲女儿的遭遇从小面馆渐渐传开了，本

地媒体也进行了报道。一天，钟晓玲意外收到了

一位老人转来的 5000 元捐款，接着越来越多的

人陆续向她伸出了援助之手，还有不少人通过网

络众筹平台献爱心，当地政府、社区也想办法为

她排忧解难。

爱如潮水涌来，让钟晓玲备感人间温暖，也

更 加 增 添 了 她 陪 同 女 儿 与 病 魔 抗 争 的 信 心 。

2022 年的春节，在经过 70 多次艰难而漫长的手

术治疗后，女儿终于康复出院了，母女俩仿佛是

获得了逃离地狱般的新生。

“人们常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当我邀请

帮助过我的好心人来吃一碗面的时候，他们却严

肃地问我，我们认识吗？这一反问触动了我对感

恩的新定义。”钟晓玲似乎顿悟了一般，心想既然

不能报答每一个帮助她的人，但是她可以用另一

种方式回报社会。在得到家人一致支持后，钟晓

玲作出了送一碗爱心面的决定。

手擀面馆又热闹了起来，钟晓玲从清晨就开

始了一天的忙碌，揉面、擀面、切面，然后分成一

坨坨的大份或者小份，每一个环节她都坚持手工

制作，肥肠、牛肉、青椒肉丝……浇头一定得味道

好、分量足，客人们一头扎进热腾腾的大碗面里，

吃得有滋有味、酣畅淋漓。

与往昔不同的是，自从免费为老人、残障人

士送一碗面以后，面馆里便多了一份特别的温

情。一位满头银发的老爷爷拉着钟晓玲说：“我

无儿无女，孤身一人，是你让我感受到了儿女的

亲情。”一位 50 来岁的大妈试着说，希望也能吃

碗爱心面，钟晓玲也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大妈激

动得掉下眼泪。环卫工人以及一些出门忘了带

钱的人也可以享受这份实实在在的爱。有的年

轻人看到这温馨的一幕后，在扫付款码时故意多

付几元，也有老人把钱悄悄藏在碗底下匆匆离

去。

这碗爱心面的故事在浔城传为佳话，一位老

顾客深受感动，在他朋友圈写道：一碗爱心面，温

暖一座城。

如今来面馆吃面的老人越来越多，钟晓玲在

与老人频繁交流中发现，他们中不少是空巢老

人，普遍社会活动少、与子女交流不多、精神生活

贫乏、居家生活上还有很多不便。于是，她决定，

以小面馆为大阵地，在社区党支部的支持下，成

立了钟晓玲志愿服务队。最初钟晓玲是发动自

己的家人加入，后来越来越多的志愿者参与进

来，现已发展成 77人的志愿服务队。

八里湖新区园艺小区的张奶奶与老伴都快

90 岁了，亲人不在身边，生活过得有些孤苦沉

闷。钟晓玲在面馆与老人交流时得知这个情况，

于是约定去老人家里看看。周末的一天上午，钟

晓玲与志愿者小莫各带着自己的孩子，按照约定

时间，来到了张奶奶家。钟晓玲与小莫为老人洗

被单、打扫卫生，两个孩子陪老人讲故事、唱歌。

志愿者的到来，就像一缕阳光照进家里，让这个

家变得温暖而有生机，两位老人满心欢喜、乐开

了花。

每天要赠送几十元至百余元不等的爱心面，

每周要做 6到 8个小时的公益，钟晓玲坦然地说，

她会一直做下去，即使耳边有时吹来一些闲言碎

语，但是她觉得只有不懈地坚持下去，才能真正

消除别人的质疑。

因为曾经被他人照亮过，所以也要照亮他

人。一碗爱心面，这个最初源于钟晓玲感恩的质

朴想法，如今成为一个地方好人的榜样，一个城

市文明的使者。只有初中文化的钟晓玲，每天回

家后，再晚都还要学习一两个小时，她说仅有热

情与勤奋是不够的，还要有知识与智慧，这样照

出来的光不仅明亮，而且绚烂。

“我喜欢跟树在一起”，是《木心遗稿》中的
句子，一读到这个句子，就莫名地喜欢。

我也喜欢跟树在一起。曾经遇见过的一些
树，给了我某些美好的感触和体验，它们一直都
在陪伴着我，让我时时想起。龙潭肖村的村前，
有一条小溪。溪水从山间流来，终年清澈。每
次去龙潭肖村，在进村前，我都要站在溪边，或
是站在横跨小溪的石桥之上，看看溪水，听听溪
声，如一种仪式。在小溪的岸边，有几棵很老的
青檀树。与其说是老青檀树，不如说是老青檀
树桩。青檀树的树皮，是制作宣纸的重要原料，
青檀树长出来，还没长成呢，就被村民们砍了，
剥取树皮，放在溪边用大蒸锅蒸煮。如此年年
岁岁，留下了溪边那些老青檀树桩。老青檀树
似乎能理解村民们生活的不易，树桩上依然年
年抽出新的树枝，笔直纤细。

有一年夏天大旱，我去皖南的齐云山，山上
草木虽仍然青绿，却略显疲态，没有雨水滋润过
的那样精神。走到半山腰时，抬头望，见到不远
处有一棵大树，青绿可人，便朝着那儿走去。到
了近前一看，原来是一棵青檀树，树干一人都合
抱不过来。那棵青檀树所在的位置，是一处相
对平坦的地方，山上难得有这样一方平坦之
处。那棵青檀树，大概因根深，才会如此叶茂
吧，大旱的天，好像对它的影响并不大。我时常
会想起这两种青檀树，在不同的时间，在不同的
情境下，想起遇见它们时的景况。有时也会同
时想起它们，想起自己和青檀树一起的时光，是
轻松的，偶尔也会若有所思。

凤凰山下，有一条小溪，溪边有一些石埠，
村民们就在石埠上洗衣、洗菜。我散步时常从
溪边经过。在小溪的一个转弯处，有一个多块
条石筑成的石埠，在石埠旁边石砌的驳岸上，有
一棵半倾向溪上的杏树。春天，树上的杏花开
了，浅粉色的花，并不十分惹人注目，可我还是
注意到它了。每次经过时，总会站在离杏树不

同距离的地方，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它，不知道自己是否也看出了一棵杏
树的几分画意、诗意，或是古意。端午近了，才发现，那棵杏树上又结了
许多的杏子。它们从最初的青涩，到略有一点泛黄，到一树的杏黄、杏
红，真是好看。杏树的枝条弯垂了下来，缀满累累杏子的枝条，在那样
的弧度之上，仿佛有种难以承受之重，又似乎有一种完全能够承受的生
命韧性，让人无端地心生敬意，对一棵树。

外公家门前，也有一棵杏树，比溪边那棵杏树要高大得多。我很少
能看到它开花的样子，但每年杏树上都会结很多杏子。每年麦黄，或是
端午临近时的某一天，外公会来我家一趟，送来一篮熟透了的杏子，不
知道外公是不是专程来为我们送杏子的。现在想起来，嘴里还会在瞬
间泛起一股杏子特有的酸甜。

夏天时，最喜欢在枫杨树的树荫下散步。通常是在午饭后，天气已
经热了，阳光就在树荫之外。一个人，或是和朋友一起，在树荫下悠然
地走着，不远处的阳光闪闪烁烁，蝉声在高树之上摇摆，有风阵阵吹
来。此时，在树荫之下散步，好不惬意。凤凰山下的枫杨树，都是老
树。有树龄三百多年的“相思树”，更多的则是树龄四五十年的老树。
树老了，就好看了。每一棵老树，都是有故事的树。我喜欢站在树旁，
看它们的主干，看它们的枝和叶，也看与它相邻的那些树。有时，也会
想，是哪一年的哪一阵风，吹断了它北面的一根枝条呢？这样的问题，
总是很多，但老树不言，轻风不语，我只能独自猜测，多数时候是没有答
案的，可我依然喜欢问这样的问题，问那些树，也问自己。有时，我也会
张开双臂去抱一棵树，想更近地去感受那棵树，就像小时候，我喜欢抱
我家门前的那棵泡桐树一样。父亲对我说，等你长大了，这棵泡桐树就
长大了，到时候给你娶媳妇打家具用。于是，我就经常去抱那棵泡桐
树，盼着树快些长大，也盼着自己快些长大。

木心说：“花是我情人，树是我知己。”不知道树是不是我的知己，我
只知道自己喜欢跟树在一起，那些树，让我感受到一些有趣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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