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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 岩 山

闽清县“治违办”公布今年第十二批共10处限
期拆除的违法建筑名单（详见下表），面积12190.00
平方米。这些违法建筑责令改正期限已满，执法
部门要求当事人在名单公布之日起七日内自行拆
除，逾期未拆除的，执法部门近日将依法予以强制
拆除。

闽清县“两违”综合治理
专项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

公布2017年第十二批10处违法建筑

闽清县“两违”综合整治公布
6月份拆除名单（第12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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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法主体

王XX
刘XX
黄XX
许XX
卓XX
钱XX
张XX
姚XX
张XX
黄XX

违建地址

坂东镇坂东村上太洋
坂东镇坂东街桥头

池园镇福斗村
池园镇潘亭村
云龙乡官庄村
下祝乡渡塘村
金沙镇下林村
白中镇继新村
白中镇继新村
池园镇丽山村

建筑面积
（㎡）
70.00
50.00
230.00
870.00
3500.00
2350.00
2600.00
1400.00
1100.00
20.00

沁园春/秋日故乡行：
“乘着秋凉，回到家乡，初露未霜。古藤山诡谲，翕张心

肺；孤松挺拔，俯仰云苍。青石微桥，枯泉流响，向往涓涓汇浪
沧。青果季，看满园葱郁，碧沁清香。

娇娃姊妹成双。在野外、宜穿长袖裳。共泥沙玩过，又抓
莠草；瓜秧扯下，再倚篱墙。逗逗猫咪，摸摸狗仔，笑呛咿呀聚
气场。山村好，要多来走走，晒晒阳光。”

说实话，初读山野清风的这首词，感觉很一般，词的上下
阕无论描景状物的对象，叙述推演的故事，语言修辞的风格都
有不尽协调和谐之感。但通过与词人的沟通和仔细研磨，便
渐渐品岀了个中的妙处。其实，词人如此谋篇布局，是十分刻
意的。

词的上阕，初露，古藤，孤松，微桥，枯泉，青果，乍眼望去，
这分别只是一种景物，但如果你能静静品读，细细回味，你就
会咀嚼出在词人的笔下，它们转变成为了一个个意象，成为作
者感情的寄托。“一切景语，皆情语也。”一滕一树，一桥一泉，
原本是安静的风景，而在作者眼中、心里、笔下，活跃起来，流
动起来，寄托着人心诗情，这诗情所折射的便是作者如春水一
样丰盈润泽的心灵。

这里有他对诗词一贯严肃认真的态度——严谨的结构，
有致的平仄；这里有他一贯的乡愁和对大自然虔诚的敬畏之
心；这里有他一贯的创作风格——有风景，有诗情，又有意
象。然而光有风景，光有诗情，光有意象，这种美好显然是不
够的，在中国诗词歌赋中还要有意境。

词中，那“乘着秋凉”时满心的喜悦，如飞的步履；“翕张心
肺”后的舒心惬意，自由无拘；“俯仰云苍”里的磅礴大气，傲视
古今；“向往涓涓汇浪沧”的高远情怀，志在四方；闻着满园的

“碧沁清香”，顿时让读者也神清气爽，连声叫好！作者借风借
露借山借水把无形的乡愁有形化，让人别有一番滋味在心

头。尤为让我印象深刻的便是词作者在讲述“古藤山诡谲”和
“孤松挺立”这两句词来历的时候，那种神秘而又敬畏，怅然而
又悲怆的神情以及在叙述的过程中饱含的深情，很难让人不
为之动容。

这种对故乡浓得化不开的情思在他的许多诗作里皆能深
切地感受到。作者常说：这片土地生我，养我，伴我成长却又
催我离开，如今的它频来入梦，“走过昨天情未了，书生善感梦
长萦”是这些年一直缠绕在他心间的情愫。他把自己的乡思
落脚在河湾、山峦或田园，还有无数个乡村日暮的灯火，以及
灯火下暖心的嬉笑怒骂。这些画面在他用深情的笔触描绘的
故乡的诗作里触手可及。

我们曾带着这份由他的诗引发的向往，去往他的家乡。
许是他的诗太美的缘故，当我们真的身临其间时反倒生出了
几分失落。没见到“山涧蛇行起落差，瀑喧潭涌自幽崖”的壮
观景象；没听到“独爱青山款款来，近闻汩汨望幽幽”的绝美声
响；没感受到“百倩千姿雾里栽，盘根破土挺身来”的凌然气
势。只是静立于那座颓败的老屋前，我仿佛看到了当年“长辈
责嗔童稚逗，骂声过后笑声悠”的温馨画面。

同行的徐老师说：这样的老家能引发山野清风那么多的
情愫，写出那么多思之入骨的诗词，我很佩服他。

在外人眼里，作者现如今的家乡并没有他诗中描绘的那
般唯美，但，他依然饱含深情地向我们一一介绍他故乡的风
物，哪怕有些场景已经只能靠自己的想象。他的言辞里满溢
着如孩童对母亲怀抱的无限眷恋之情……

我感动于聆听老师谈及诗词，谈及故乡那种尤如谈及自
己心爱的儿女般甜蜜忘我的神情……

但是，如果今天这首词光写乡愁，光描述乡景，那它便只
是作者“总有乡愁入梦来”系列里的一小部分。没想到的是词
的下半部分笔锋一转，转到了让我始料未及的方向，这是引起

我兴致的关键。
与上半部分在选景和用词上的优美严谨比起来，下半部

分便有了轻佻随意的嫌疑。尤其读到“在野外，宜穿长袖衫”
这句的时候，我几乎无法把刚才还伫立在孤松下吟诵壮美山
河的词人与之等同起来。这是什么？这是一个慈祥的外公对
心爱的外孙女殷殷的关切，生怕“秋凉”对她们有丝毫的侵
犯。“玩泥沙”“抓莠草”“扯瓜秧”“倚篱墙”“逗猫咪”“摸狗
仔”……凡此种种，浓到扑面而来的生活气息，便在这“笑呛咿
呀聚气场”中热烈上演，乡村生活的乐趣横生，含饴弄孙的温
馨画面跃然纸上。最后那一句“山村好，要多来走走，晒晒阳
光。”看似不经意，却让人有了即刻起程的冲动。

看似脱节毫无关联的两个部分让我有些猝不及防。还未
从词前半部分的幽远意境，情真意切中缓过神来，后半部的童
真稚趣，招猫逗狗以及作者如孩童般欢欣喜悦的心情立马让
我忍俊不禁。这还是作者本人吗？从凝望家乡的深情到含饴
弄孙的柔情，这不过转了个身的距离。我被逗乐了，相信其他
读者也会被逗乐，我敬佩写词之人大胆的文风，活跃的思维以
及他不拘一格的真性情。

转念一想，这又何尝不是作者用另一种心情另一种笔触
去表达自己对家乡的热爱之情呢？带着在温室中成长的“娇
娃姊妹”来到乡村，任由她们恣意玩耍，甚至已进花甲的他也
与孩子“共”玩泥沙，共享天伦，我想他是希望他的子孙后辈也
都能记住这份水土之情，血脉之亲。于是，结尾那句质朴无华
的“山村好，要多来走走，晒晒阳光。”的言外之意便是“家乡
好，要常回家看看。”这，是一份沉甸甸的乡愁……

整首词便在这里戛然而止，意犹未尽，意境深远……
什么是意境？林语堂说，“精神和自然融为一体”。景物

与人心，一静一动，互相映衬，互相呼应乃至融合，主观情意和
客观物境构成一个流动的空间，这种艺术境界就是意境，让人
品味，让人沉湎。

“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
王国维先生特别推崇这个“真”字。这里的“真”是一种性情，
用林语堂的话说就是“一种悲天悯人的意识，使他们对大自然
寄予无限的深情，并用一种艺术的眼光来看待人生”。这种意
识，这份深情，这双来自艺术的眼光，在山野清风所有的诗作
里都能深切的体会到，而他的这首词更是加深了我对这句话
的理解。

——读黄维江《沁园春·秋日故乡行》
郭娟妃

女人找到男人，问：
钟意俺不？
钟！
真的钟意俺？
真钟！
带俺离开这鬼地方吧？俺不想

嫁给那狗日的恶霸！只要能跟着
你，俺去哪都成！

……
空气仿佛瞬间凝固了。男人蹲

在地上，耷拉着脑袋，沉默不语。
几天后，女人哭哭啼啼地上了

花轿。
男人听着隐隐远去的唢呐声，

想着女人上花轿时，哀怨的眼神，他
的心痛如刀绞。

半年后，一个月黑风高的夜
晚。女人逃出恶霸家，找到男人。

看看吧，这都是那狗日的不高
兴时，打俺、掐俺、用旱烟管烫的
俺。女人脱下衣服，嫩白的肌肤上
青紫於痕惊心怵目！男人不忍直
视。

带俺走吧？！俺被抓回去，只有
死路一条！女人苦苦哀求道。

男人蹲在地上，用双手狠命的
抓扯着自己头发，沉默不语。

女人满怀怨恨的离去。
男人环顾家里，家徒四壁；又看

看常年瘫痪在床，与他相依为命的

老母亲；想着女人临走时绝望的眼
神。他不禁一次又一次，把头狠狠
地往泥土墙上撞去，头破、血流……

后来我听爷爷说起过，男人也
就是我四叔公。几个月后，他的母
亲去世。安葬完母亲的当天夜里，
他杀死了恶霸，带着女人远走他乡
……

孝 子
刘梅花

十四年了，十四年前初夏的一个雨天，爸爸，
您永远的走了。一年又一年，每个大雨滂沱的雨
天。每场恶雨，每道闪电，每阵雷鸣，儿子的心常
常一阵又一阵的揪紧。爸爸，如此天气，您一个人
怎么度过？抑或，天堂那边天天是风和日丽，爸
爸，是吗？

那一年，一个初夏的午后，爸您赶早的吃过午
饭，到山上种青椒去了。爸，您这一走，再也没有
回头，儿女们再也听不到您只言片语。爸爸，您自
己是否记得，您临走还紧紧的抓着一棵青椒苗，难
道您这一辈子还没忙碌够，临走也舍不得休息片
刻？

爸爸，我相信人走了，是有灵魂的。那么您告
诉我，您是不是知道自己要别我们去了？要不临走
前夜，您一直打电话，给哥哥、姐姐、我还有弟弟妹
妹。您是不是一辈子为我们操心，还没操够，临走
还要一个一个的再三叮咛？

爸爸，您告诉我，您走的时候，是不是很不放心
妈妈？十多年前，妈妈那场大病以后，您每天总是
早早收工回家。怕妈妈独自一人临黄昏焦心，怕妈
妈弄家务累坏身体。那天，您一反往常的失诺，没
有如期归来。妈妈拖着瘦弱的病体，山上山下、田
里地头您可能去的地方到处寻找。几次，经过您的
身旁，一定是您担心她，用了什么障眼法，不让她发
现您蜷缩在地头。

爸爸，您记得吗？临走的前夜您一个电话，咱
爷俩聊了一个多钟头。也许，我那时还没成熟，您
还放不下心。也许，是哥哥姐姐们都远渡重洋，年
纪已大的弟弟妹妹尚未成家一直挂在您心头，您要

跟我这个离家最近的孩子再次叮咛和交代，才能安心的走。
爸爸，您告诉我，那天帆儿来到您身边，您为什么留下了眼泪？是

不是他的父母都远在天边，做爷爷的您特别的心疼？
爸爸，您告诉我那么多人眼泪滂沱，您怎么不多做片刻停留，就那

么忍心要走？
也许，爸爸您太累了！八岁放牛、13岁成为生产队的全力队员，50

年的重体力活，早把您的身躯压得佝偻！所以，您才忍心走？
也许，爸爸您厌倦了！为我们一个个孩子操心这操心那，一辈子没

有睡个安稳觉。所以，您要躲到一个看不到我们地方，才忍心走？
爸爸，也许我所有的臆想，都不对头。多年的劳累，一辈子的操心，

压垮的是您的身躯，确从没有压弯您那挺直的腰杆。病痛的折磨，生活
的艰辛，只是霜染了您的双鬓，您那爽然的笑声却回荡在田间地头。我
清清楚楚的记得，13岁那年，急性阑尾炎发作，终于让您第一次躺进了
医院的病房。无知的我们，却把我们家的鸭群赶到有剧毒农药的田里，
所有的鸭子，我们家除了您双手之外的唯一经济补充来源，一日间全被
毒倒。我们个个吓得发抖，亲邻友朋个个都善意的隐瞒，怕您经受不了
这双重的打击。您拖着病弱的身体早早出院，回家只是淡淡的一句：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怕什么，要相信天无绝人之路的！”您怎么会怕累，
您怎么会疲倦呢？

爸爸，您能否告诉我，送您的那天，雨为什么那么大？是不是老天
也为您这样性子耿直，开诚布公，光明磊落的人走了而流泪呢？也许您
告诉不了我。那天的雨出奇的大，从早到晚就像天河决堤了，瓢泼而
下。那天村里村外、老老小小的人来了数百个，他们都来为您送行。那
么多的人，不顾瓢泼大雨，不顾我们兄弟姐妹的劝阻，执意要送您到山
上。老外婆告诉我们，这是我们村空前绝后最壮观的送行队伍。您22
岁任生产大队大队长，当了几十年的干部，您帮助了不少人，从未为自
家谋过一丁点私利。由于年纪的关系，更多的事情我是无从了解的。
有一件事情，虽然我当时年纪是那么的小，却让我几辈子都不会忘记。
那年，也许是肚子太饿了吧，大哥、二哥在地里生吃了一个大队的玉米
棒子。那天晚上，吃过晚饭，您点了一圈蚊香，让他两跪着，直到蚊香燃
尽，已经是黎明了。您为了大队的一个玉米棒子，让大哥、二哥跪了一
整个夜晚。这也许就是那天下大雨，还有那么多人来送您的缘故吧？

爸爸，您放心！您的教导我们谁都没有忘记。您不是最放心小妹
吗？小妹也继承了您的性格。您一定会记得，在送您的那天，小妹一次
又一次的泪眼婆娑对乐队说，我爸最喜欢热闹了，你们使劲吹，我给你
们加钱，让我爸走的路上不寂寞。现在，她一切都好。

爸爸，写到这里，我已忍不住泣不成声。但是，爸爸，我知道，您是
一个乐观开朗的人，您一定不习惯我的眼泪。我还要告诉您，您不放心
的小弟，现在也在福州成家立业了，您从未谋面的孙子马上就小学毕业
了。

还有，您生前最牵挂的帆儿，他没有辜负您的希望。去年，复旦大
学毕业后，现在在英国留学深造。

还有，我们兄弟姐妹都好，比以前都好。妈妈她身体还算健朗，她
每天还是那样微笑，还是每天牵挂着我们。

爸爸，九泉之下您一定要放心，您一定要开心。

年企企企企
企企企企年企企企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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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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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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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律
茶门泰斗张天福，静俭清和四字求。
育李培桃兴庠序，著书立说献神州。
发行邮票夫妻照，携手夕阳日月悠。
如愿期颐零八岁，品茗莫不泪花流。

词：虞美人
茶门泰斗张天福，农校培才酷。改良品种

绩辉煌，立说著书示范教徒忙。
清和静俭人生路，利禄功名住。德高望重

众讴歌，惊悉寿星驾鹤恸悲多。

挽 联
投身教苑，培桃育李改良种，茶界堪称妍泰斗；
献艺农场，立说著书留八闽，神州不愧高寿星。

追思茶界泰斗张天福
诗 词 联

□ 黄 胤

翠花清早从街市上回来，就一
直躲在屋里垂泪。

翠 花 的 男 人 憨 宝 从 外 面 回
来。人还没落屋，声音响了，翠花，
中午又整啥好吃的啊？！憨宝喊了
几声，屋里冷清清，没人应声。憨
宝觉得很奇怪，在以往，翠花准会

“啐”他一口，应声，你饿死鬼投胎
啊，整天就知道吃啊吃的。

憨宝走进屋里，瞅见翠花在抹
泪。翠花，怎么了？翠花不应声，
还是兀自抹泪。憨宝懵了，挠挠
头，站在翠花面前，手足无措。翠
花，你这是咋了，谁欺负你了？翠
花听了，感觉满腹委屈似的，眼泪

更多，手背一抹，还有，又抹……止
也止不住，最后索性不抹。她扭转
过身，低下头，背对着男人，肩膀一
耸一耸的，抽泣得更凶。

憨宝做好午饭，给翠花盛一碗
罩在锅里热着。自已吃了，又出去
了。

听见憨宝出去，翠花越发地哭
泣起来。

翠花是十里八村最漂亮的女
人，读书时，成绩也是数一数二的
好。只可惜，造化弄人，翠花高考
时，以五分之差落选了。因家里
穷，没法供她复读，她只得哭哭啼
啼从学校回了村，不久，便嫁给了

村长的儿子憨宝。
这天清早翠花去街市买东西，

无意间碰到高中的同学二柱。他
俩读书时，成绩不分上下，各自都
视对方为学习竞争对手，暗里较着
劲。高考那年，二柱幸运的考起大
学。这一别，他俩三十年没见面
了。

二柱站在翠花面前，很诧异的
上下打量着翠花，翠花，你怎么会
如此憔悴苍老？在我心里，一直清
楚记得读书那会，你扎着两条乌黑
发亮的辫子，爱看书，一低头一抹
微笑，非常漂亮！

看着事业有成的二柱，翠花也
不知是怎么和他道的别。回家路
上，翠花像喝了酒，走路跌跌撞撞，
深一脚浅一脚。

回到家，翠花想起二柱的话，
就一个人躲在屋里，暗自垂泪，连
中午饭也忘做了。

翠 花 的 心 事
李云芬

2017年是中国恢复高考四十周年，近日各大媒体
以各种形式纪念这一历史性盛事。

1977年恢复高考，喜讯传来，举国沸腾。由于我
根本没有报考的实力，也就没有报名考大学的念想。
之所以力不从心，说来话长。

1966年我小学毕业，“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父
亲因历史问题被造反派下放农村，我被迫随父回老
家，由居民户口转入农村户口，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
育”了。父亲遵循“不读书也要学艺”的古训，叫我去
学手艺，日后可养家糊口。先是学木匠，因个子小拿
不动斧头，半年后改学竹篾匠。1969年16岁，到了分
田种地的年龄，自动转为正式农民编制，在生产队摸
爬滚打了几年，很快晋升“全劳力”（农民最高“职
称”），每天挣10个工分，约合人民币0.8元。1976年母
亲提前退休，我有幸“顶替补员”，翻身成了人民教师，
在家乡一所初级中学任职。

高考虽与我无缘，可我对它却有着特殊的情感。
细细想来，大抵有三种感受。

一是羡慕之情。当时特别仰慕那些有能力参加
高考者，他们是时代的幸运儿。家族中一位堂叔与我
同龄，他小学五年制，1966年已读了一年初中，后来一
边跟他父亲学医，一边自学中学数理化课程；一位堂
弟比我小一岁，文革开始时只读小学五年级，辍学后
一边学骨科行医，一边苦读数学，学到了微积分程
度。他们有先见之明，且多年刻苦用功，1977年报名
参加高考，均达到了录取分数线，但因家庭成分问题，
政审不过关，双双落榜。1978年他们再次冲刺，如愿
以偿。

二是悔恨之情。文革后失学，“被”返乡务农，家
庭出身不好，少时心理自卑，总以为这辈子扎根农村，
吃不上“商品粮”了。因此，一门心思学手艺，兢兢业
业学种田。干农活颇有几分天赋，犁田、耙田、插秧、
收割、打谷、挑担，样样都拿得起放得下，曾荣获生产
队“插秧能手”称号。可是，那时候从来就没有自学的
意识，更无学习中学课本的自觉。到了恢复高考，才
发现不自学读书是最大的失误。当人家满怀希望报
考大学之时，我只能默默“望考兴叹”了。

三是无奈之情。一个无力报考大学的人，却能够
参加高考改卷，这也许是历史给我开了一个小玩笑：
1977年高考，全省报考人数很多，改卷人员的需求量
大，上级高招办要求各县从中学抽调一批教师参加阅
卷；当时政府对评卷者无学历和职称的硬性规定，只
要你敢上报，什么人都可以。学校领导指派我去改
卷，我只能服从安排。那时闽清县隶属莆田地区，我
们集中在莆田改卷，我被分配在地理学科，至于改什
么题型、怎么改，记不清了。不过，有一件事倒是印象
深刻：评卷期间有一天晚饭后散步，听闻厦门大学和
莆田教师进修校的英语老师谈论高考题目，厦大老师
居然用文言文翻译英语考题，本事了得！

从无缘报考大学到在大学里有缘研究高考，经历
了整整四十年。四十载光阴，弹指一挥间。抚今追
昔，感慨万千！

我与高考我与高考我与高考我与高考我与高考我与高考我与高考我与高考我与高考我与高考我与高考我与高考我与高考我与高考我与高考我与高考我与高考我与高考我与高考我与高考我与高考我与高考我与高考我与高考我与高考我与高考我与高考我与高考我与高考我与高考我与高考
黄远振

红萼千枝映碧霞，
罗裙曼舞衬芳华。
荷花争艳怡情醉，
墨染农丰四季家。

荷岛人家

刘燕

云影天光托锦霞，
一塘浮萼竞升华，
人生自有清凉境，
泉雨垂帘世外家。

和刘燕原玉

王方

微 小 说微 小 说

总总 有有 乡乡 愁愁 入入 梦梦 来来

荷塘鱼鲫戏云霞，
踏叶蜻蜓气自华。
骚客凝香陶醉处，
怡情最是主人家。

和刘燕原韵
余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