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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宜520桥 ■叶炳辉

第一次见到芦苇，是 1996年，跟随同
学去她的家乡，在洞庭湖之滨，第一次见
到无边无际的高过人头的芦苇，朴素而壮
观，内心很震撼。同学说，这芦苇荡就是
她们的天地。小时候就爱在这里捉迷藏；
割芦苇草回去喂牛；渴了，就吃芦苇草的
根，很甜。说完还叫我们摘一根尝尝，是
甜的。她还说：这芦苇能够涵养水土，有
固堤、护坡的作用，是我们洞庭湖人民的
根啊！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洞庭湖洪水泛
滥，时常垮堤。同学和我们聊起这芦苇，
表情时而甜蜜时而庄重。从此，这一大片
芦苇荡就在我心中落地生根，魂牵梦绕！

再接触芦苇，就是“纸上谈苇”。诗经
曰：“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
一方”，演绎了芦苇荡边我国古代劳动人
民追求唯美爱情的甜蜜故事。

孙犁的《荷花淀》里，那一大片芦苇荡
是打得鬼子魂飞魄散的抗日根据地。在
这里，游击队长水生带领小苇庄的民兵神
出鬼没，与鬼子周旋，粉碎了鬼子的多次
扫荡，保卫了自己的家园。凭借熟悉的地
形，渔船大刀土枪硬扛鬼子的军舰洋枪洋
炮，作者描绘得轻而易举，云淡风轻。水
生去打仗了，水生嫂就在月光下的院子里
编织着柔滑修长的苇眉子，时不时望向白
茫茫的芦苇荡，看看她的男人是否回来
了。这芦苇可编席、编篮，花朵弄扫把、填
枕头，拿去集市卖，补贴家用。这芦苇的
故事，总是那么美，令人回味无穷。

再实地触摸无边无际的芦苇，却是二
十几年后的初冬。在粤西，芦苇一向默默
无闻，无人问津。一到初冬，她开花了，瞬
间就成了网红。所到之处都在议论她，赞
美她；到处都是她的倩影或是她的颂歌。
跟着热点走，化州作协组织的“走进美丽
乡村采风团”也来到了吴阳芦苇地——状
元故里。

走进芦苇地，远眺，像茫茫无际的大
海，“有花皆吐雪”，风吹雪浪，此起彼伏；
近看，芦苇花竞自开放，红的，白的，青的，
努力在初冬树木凋零时，百花凋谢时，展
示它绚丽的风姿，看似柔弱实则坚韧。这
壮观的花海吸引无数游客络绎不绝来欣
赏、留影；到处是欢声笑语，热闹非凡。“十
年寒窗无人问，一朝成名天下知”。

芦苇是一种水生植物，常与江河湖畔
为伴，无人施肥、锄草、灭虫，无人关注、呵
护，就算折断，也能顽强生长，可谓心态平

和，“不以物喜，不以己悲”。默默积蓄力
量，待到时机成熟时，绽放出自己最美的
风姿，成就自己最美的风景，被人们顶礼
膜拜。“得地自成丛，哪因种植功”。这种
心态平和的默默无闻的自强不息的精神
不是难能可贵吗？

一如张桂梅老师，扎根云南贫困山区
40 多年，创建了中国第一所免费女子高
中，帮助 1600 多位女孩圆梦大学校园。
事迹一经报道，感动无数国人，获得无数
掌声，被选为全国妇联副主席。一如邓稼
先，放弃海外的优越条件回到落后的祖
国，在沙漠工作，条件极其艰苦，隐姓埋名
28年，为中国的“两弹一星”事业做出杰出
贡献，被称为“元勋”，永远获得国人的崇
敬。在他们身上不正体现了芦苇这种精
神吗？

在吴阳芦苇花盛开的地方，有一个霞
村，那就是状元故里。林召棠，他是自隋
朝开科举制度以来粤西地区唯一的状
元。广东在中国历史上自古是蛮荒之地，
远离北方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一个状
元，如果放在“自古出状元”的江浙两湖，
真算不了什么；但在粤西却是“物以稀为
贵”。我曾经去过很多地方，从没见过当
地人们对自己家乡出的状元如此津津乐
道。在粤西地区，林召棠可谓家喻户晓。
林召棠故居和纪念馆被人们保护得完好
无损。粤西地区的百姓一定会带子女来
这里参观，沾沾状元光，鼓励子女发奋读
书。在他的感召下，吴阳当地出了很多人
才。

林召棠最大的贡献，我觉得不在为
官，主要在落后地区，他对教育的贡献。
他在云浮文昌宫教馆和高州高文书院讲
过学。1833年，林召棠主讲于其时广东省
最高学府——肇庆端溪书院，长达十五
年，培养了一批优秀良才。桃李芬芳，誉
满粤西乃至岭南。“教育是立国之本，人才
是强国之基”。一如苏轼对海南最大的贡
献是推行教育，是海南文化的启蒙者。在
宋朝，海南一共出了十二个进士，昔日蛮
荒之地，最后成了人文荟萃之乡。林召棠
就像一座灯塔，照亮了岭南大地。

采风结束，回望，那一望无际的吴阳
芦苇地——状元故里，正沐浴在金灿灿的
阳光中，芦苇花正在迎风而笑，而我，一个
普通的教育工作者，也获得精神的洗礼，
前行的脚步坚定又有力。

吴阳芦苇地——状元故里
■刘新辉

长风
■赵汝强

出水芙蓉，熠熠生光，
淤泥腐臭，不掩其香。
田野淡菊，自带芬芳，
萧萧西风，不侵雅妆。
天赐傲梅，铮骨无双，
凛冽雪寒，不摧其刚。
风雨之竹，翩翩摇荡，
周而不比，根节无恙。
寂兮寥兮，大道苍桑，
烈火明烛，共我衷肠。

寒冬
■梁玺芬

呼呼北风急，瑟然入仲冬。
离枝金叶舞，梅色却尤浓。

听雨
■苏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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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的龙湾湖
■陈伟汉

龙湾湖位于化州市杨梅镇
福境村境内，距离市区南部10公
里，是化州市内陆储水量最大的
湖。湖水美妙而灵动，如碧玉般
清秀，波光潋滟，景色秀丽。由
于尚未开发成为旅游项目，所以
本地人称之为上世纪 90 年代的
青海湖。

龙湾湖（龙湾水库）是由当
时的杨梅公社于 1959 年动工修
建，1960 年 12 月建成，用于储水
灌溉农田，面积 1.05 平方千米，
主坝长 240 米，库长 1350 米，宽
780 米，平均水深 6 米，总库容
656万立方米。龙湾湖对于杨梅
镇的经济发展具有深远的历史
意义，同时也是整个杨梅镇的生
命之源。龙湾湖的湖水补给，主
要来自于鉴江河水，其次是湖底
的泉水和天然降水，水资源极其
丰富。杨梅镇获得“茂名市淡水
养殖第一镇”称号，龙湾湖功不
可没。现在龙湾湖已经成为本
地一道靓丽的风景，已经规划为
旅游景区，正在开发中。

站在湖坝向远处望去，一座
高峰屹立在湖面上，层峦叠嶂，
那就是南国名山中火嶂，整个嶂

岭犹如一幅油画，大气静美，描
绘在平静的湖面，湖水浩瀚无
边，蔚蓝空灵，组合成一幅美丽
的水墨丹青画卷。龙湾湖自然
风光特别清秀，是渔鸥栖息繁殖
地，也是白鹭的天堂。你看，绿
色的湖面上碧波荡漾，白鹭在水
面上时而觅食嬉戏，时而在上空
飞舞，成为湖里一道靓丽的风
景，偶尔有白鹭像一道闪电，倏
然掠过，湖水荡起丝丝涟漪。如
此秀丽的美景，很多周边的摄影
爱好者和婚纱摄影团队慕名而
来，闪光中留下永久的倩影。湖
畔绿树成荫，柳丝垂波，幽静别
致，让休闲垂钓者流连忘返。望
着湖里的自然风光，真的是特别
的清秀，不浮躁不张狂，就是船
只驶过，那也是一种曼妙的姿
态，举手投足之间，风韵流传。
龙湾湖的湖水，就是这样将一抹
姿色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展现
在你的眼前。

在这座小城中，居住在此的
你如果想舒缓身心，寻找一处宁
静之地，龙湾湖是个好地方，足
以让你远离尘嚣，沉醉于湖光山
色之间。

帘外雨潺潺，一场淋漓大雨
把夏日的闷热给冲刷掉了，霎时
间顿觉神清气爽，这一刻的际遇
使原本躁动的心，变得踏实了。
雨可解热，雨可洗尘，雨亦可安
人。

其实，我挺喜欢下雨天，尤
其喜欢夜雨，雨声滴滴答答，檐
前屋后，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
雨声奏起了一首悠长小夜曲，那
是一首温馨的小夜曲，静坐轩窗
聆听，凝望着夜色苍茫的窗外，
看不见雨，却听到缠缠绵绵雨
声，此际仿佛世界一切都停止
了，唯有雨声敲响着静谧的夜
空。雨鸣夜更幽，雨夜将浪漫的
氛围演绎得酣畅淋漓。犹记锦
瑟年华，有多少个温馨的雨夜，
伴着夜雨，寝着美梦酣眠，而美
梦记心中，岁月留痕永生难忘。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
塘处处蛙”是南宋诗人赵师秀的
诗句，黄梅时节在故园听雨，夏
日天如小儿脸，说变就变，刚刚
还是丽日蓝天，瞬间，乌云密布，
电闪雷鸣，一场大雨淅淅沥沥洒
落大地。天潮潮，地湿湿，山坡
上，树枝上，花草上缀满了雨
珠。一场夏雨的滋润，草木变得
更加葱茏了，河水也涨起来了，
山也朗润起来了，红了樱桃，绿
了芭蕉，一派万物复苏生机勃勃
景象。夏夜在乡村听雨，绵绵雨
水落在池塘里，打在青草上，此
时蛙声响起，雨声汇着蛙声，演
奏一曲夏夜交响乐，这天籁之音
是那样悠长，迷人而又诡异。夜
雨潇潇夜色苍茫，雨声和着蛙鸣
容易令人遐想绵绵，大自然的乐
曲令人陶醉迷恋。

听雨，其实关乎你此际心
情，若带着一种美好心情听雨，
那雨是一首跳跃音乐，滴滴答答

奏出天籁之音，至少能让你感到
愉快！如果你携着一种忧伤心
情听雨，那漫天的雨水，滴滴都
是泪，是老天爷在为你糟糕的心
情而悲伤落泪。杜甫的“好雨知
时节，当春乃发生”，他听到春
雨，心生喜悦，这春雨如甘霖滋
润着催生着万物；李商隐的“何
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
时”，这滴滴的巴山夜雨犹如串
串的情丝雨丝，剪不断，理还乱，
是离愁，是对隔着千山万水的妻
子无限思念；晚唐的李商隐也曾
在竹坞水边听雨写下“留得枯荷
听雨声”，雨打枯荷，听上去总有
一种凄凉、凄清、惆怅韵味，这是
否与诗人生活在晚唐落魄的境
遇相关？而南宋词人蒋捷听雨，
更把自己浮生各个时期不同际
遇，不同的心绪在其词中演绎得
淋漓尽致。少年听雨，歌楼上，
听到了人生喜悦和柔情蜜意；中
年听雨，客舟中，听到了人生伤
感及悲凉；白头听雨在僧庐下，
他听到了人生的颠沛流离，那是
一场摧心折骨的鬼雨，是亡宋之
痛。一生听雨在楼上，船上，庙
里，于他而言“雨”是一种潜入他
内心的幽灵，主宰着命运悲欢。

今夜又倚窗听雨，帘外雨潺
潺，春意阑珊。雨声敲打着我的
心湖，漾起圈圈涟漪，而我早已
不是昔日那个懵懂少年郎。窗
外雨水打着芭蕉，滴着串串珍珠
泪，如泣如诉，茫然间，顿觉岁月
沧桑，流年似水，跌跌撞撞走过
了多年，浮生若梦，秋霜已悄然
浸染了双鬓……暮年听雨别有
一番滋味在心头。但我想，纵然
如此，依然没有丝毫理由颓废，
而应效法对人生感悟通透、飘逸
旷达的东坡居士——“一蓑烟雨
任平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