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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 岩 山

村前流过母亲河，节庆丰收刈稻禾。

镰动田畴云带笑，谷挑肩膀涧欢歌。

粉干开宴飧嘉客，泥鳝抓招仿亚婆。

接纳广峰真地气，小康今日乐呵呵。

和黄维江老师原韵
○ 刘 燕

村前流过母亲河，万亩良田浪里禾。

耕父开镰收谷事，学童嬉水捉鳅歌。

露华鸟语怡宾客，玉影花香乐妪婆。

生态广峰山水秀，丰盈日子笑呵呵。

和黄维江老师原韵
○ 张贤栋

盛世黎民欣大治，丰收年景庆嘉禾。

风扬稻海连天浪，甸接人山动地歌。

野蔌山珍恣贵客，粉干鳅鳝巧娘婆。

广峰网视新闻上，喜看游田笑语呵。

和黄维江老师原韵
○ 陈小平

石路弯弯傍小河，丰年盛景庆嘉禾。

长林稻菽千重浪，绕屋青溪一首歌。

糟菜粉干酬友客，佳肴美酒醉翁婆。

广峰锦绣春常在，碧绿情牵喜乐呵。

首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七 律
○ 黄胤

农民首个丰收节，广袤村庄喜气扬。

稻菽杂粮藏廪库，鱼虾莲藕满池塘。

牛羊鸡鸭成群养，桂菊梅兰遍地香。

生态安居环境美，黎元富裕国家强。

生态梅邑 丰收共享
——首届农民丰收节随感

○ 黄维江

（题记：初春，从福州回闽清，途经云龙，偶见高速路旁古朴古韵
的小村、老屋，有所感，随记之。）

昨天去城里归来，途经云龙，透过车窗，看到山脚田间散落着一
座座黑瓦白墙的民房，时近午间，黑瓦之上炊烟袅袅……突然间，一
股静谧祥和之美充溢我的心间！

车行驶在高速路上，疾驰而过，速度极快，容不得我多看一眼，
但我感觉到了那一份宁静，那一份和谐，是那种远离喧嚣，远离纷争
的亲切；是那种亲近蓝天，亲近自然的和谐……

我静静地闭上双眼，那房前屋后的情境立时浮现在我的眼前
……

有点风，带着点初春的寒意，房前有棵老桃，花开得正艳，粉红
的桃花映雪白的屋墙，一群鸡在桃树下觅食，一只母鸡则张开大大
的翅膀，“咕咕……咕咕……”地招呼着刚破壳的小鸡到自己翅膀下
躲避春寒；那只慵散的猫蜷缩在廊前的那条板凳下，似睡非睡地眯
着眼；那只胖嘟嘟而调皮的小狗正气喘嘘嘘地汪汪吠叫着，不知疲
倦地追逐那只被它缠得沒了脾气的公鸡；屋后那棵梨树开满洁白梨
花犹如北方的雪，飘飘洒洒的花瓣犹如洁白的雪花飞舞，在那花间
的树枝上静静地停着一群绿色的菜鸟，一只挨着一只，一动不动，梨
树底下有一畦绿油油的菜园……

突然车停了，师傅叫我：“到了。下车。”

随 笔随 笔
○ 左 白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活跃在闽江流域各航
线尤其是闽西北的闽清船工认定红军是穷人
自己的队伍，热情拥护红军和苏维埃政权。踊
跃为红军人马过渡撑船；为了红军大队人马快
速过河，许多船工不惜停运歇业，集聚船只搭
建浮桥，守桥抢修；有的甚至以民船当战船，载
送红军追击、拦截敌人。还有船工加入了红军
队伍。广大船工突破封锁，保证苏区货畅其
流，积极为苏区运送紧缺物资，甚至冒险暗中
夹运食盐、药品之类管制物资，闯过重重关卡，
以解红军之急需。

1931年5月31日，中央苏区第二次“反围
剿”最后一战——建宁城战役打响。拂晓，红
军从城南、城西、城北三个方向向建宁城发起
总攻。红三军团的左翼攻击部队，经过半天的
激烈战斗，从北坡冲上溪口百尺台主峰，居高
临下，使塔下山、濉溪下游的道路和溪口村都
置于机枪火力网中，青云岭的敌军顿时全线溃
乱，纷纷向下坊街、北门逃窜。但据守在溪口
将军庙里的敌军，却凭借居高临下的有利地
形，还在负隅顽抗。红军不顾弹雨，趁隙向将
军庙冲击。敌军抵挡不住，纷纷撬下庙内板
壁、门板，用以渡河逃跑。左翼红军解决溪口
战斗后，沿着山梁赶来增援。龙堡山之敌在红
军的两面夹攻下，向西门溃退。15时，红三军
团第四师奉命从溪口塔下渡河。闽清船工冒
着枪林弹雨用米船为红军抢渡跃过濉溪，迂回
到河对岸的黄舟坊、河东包抄敌人退路，并迅
速占领万安桥东面的东山头，封锁城内敌人出
城逃往泰宁的唯一通道——万安桥。红十二
军一部则从南门冲入城内逼向东门。此时，城
内敌人纷纷涌上东门万安桥企图逃命，在东山
头红军密集火力射击下，纷纷落水。下坊街的
敌人也争相跳河泅渡，多数被对岸红军击毙或
溺死。18时，红军结束战斗，攻克建宁城。

1931年7月初，时任中共赣南特委书记的
陈毅到建宁参加毛泽东主持召开的师以上干
部军事会议和苏区负责人会议。期间，建宁溪
口闽清船工将之前被敌军拆掉板壁、门板的将
军庙重新整修完好，打扫整洁，将他们心中最
神圣的将军庙作为陈毅将军的临时住所。

1932年，建宁溪口“闽清街”闽清船工几乎

家家户户都住着红军，军民融洽，宛如一家。
当时恰逢闽清船工林义祥的妻子生下了一个
男婴，住在他家里的红军战士空余时常抱他
玩。为纪念替穷人谋幸福的红军，他们家就将
男婴取小名“红俤”。虽然长大后又按林家族
辈取大名林秉仁，但直至如今耄耋之年，人们
仍称其为“红俤伯”。

1933年，中共中央局军委与福建十九路军
签订军事停战、开展商品贸易交流协议后，建
宁县苏维埃政府大力收购农副土特产品如毛
边纸、笋干、香菇以及新造麻雀船等，开展对外
（白区）贸易，组织闽清船工水运到洋口、延平、
福州等地销售，又从福州购进食盐、布匹、西

药、中药材、煤油等苏区紧缺物资运回建
宁，再由建宁转运销售到苏区内地。不
久，十九路军“福建事变”失败，反动当局
对民生必需品重新实行严格管制，闽西
北食盐尤其紧缺。闽清黄家妹船帮巧妙
地在米船舱底改制暗舱，偷运管制的食
盐，打通沿线关卡，运到建宁供应给红
军，受到红军首长的赞扬。黄家妹为表
示对红军的支持，还送穷苦出身、头脑灵
活的“船尾仔”黄连惠（闽清人）去参加红
军。

1933 年 7 月—1934 年 1 月，彭德怀、
滕代远、杨尚昆等率红军东方军进入闽
西北。其间，两次进击沙县，一度攻占沙
县县城。红军辗转活跃于沙溪两畔的青
州、澄江楼、管前、涌溪、高砂等乡村，以
及东溪流域的夏茂、高桥、梨树、桂口等
村镇，每每跨溪过河，在沙县的闽清船工
都大力予以支持，为红军撑船摆渡。在
攻占沙县县城的战役中，有大部队人马
要迅速渡过东溪猫狸鼻河段，闽清船工
见用船渡河慢，便集中一批鼠船搭建一
座浮桥，支援红军快速过河。这些史实
被郑重载入沙县史志。

据《永不磨灭的记忆——东方军在
洋口》一书记载：1933 年 8 月 25 日，彭德
怀率东方军政治部及四师的三个团自沙
县北上进入南平的王台、峡阳，执行拦截
从洋口逃遁的反动军阀以及土豪、资本
家的百余艘船队的任务。闽清米船则成

了红军的战斗船，使红军战士如虎添翼，取得
拦截战斗胜利，缴获了逃遁船队中大量的金银
器皿等贵重物资，为红军筹款立下大功。

是日下午，该部红军乘胜北上，进入顺昌
县境内富屯溪畔，在闽清船工的帮助下，以米
船当渡船，将红军从潜口、沙墩两处码头北渡
富屯江，进驻重镇洋口。随后，在洋口建立工
农苏维埃政权，开展“筹款百万，赤化千里，扩
大红一师”的斗争。为了把洋口与江对岸连成
一片，洋口闽清米船百余艘放弃运输业务，用
船只在谢家墩、中埂、坑口三处渡口铺设三座
浮桥。红军人马和两岸群众畅通无阻，洋口空

前热闹与繁华。9月28日，东方军接到回师北
上的命令，红军大部队陆续跨过浮桥，向北转
移。为维护浮桥完好无损，保证红军顺利过
江，闽清船工日夜坚守在江边桥上，直到10月
1 日东方军全部撤离洋口。至此，搭桥的闽清
米船歇运停业已达一个多月，为革命作出了自
己的贡献。

“9·18”事变后，海内外的中华儿女掀起了
“抗日救亡”的热潮。1934年，旅居马来西亚的
闽清青年学生刘俊毅（祖籍闽清六都）毅然回
国参加抗日。到达福州后，他先在“闽清会馆”
暂住，打听参加抗日的途径和方向。其时，正
逢蒋介石顽固实行其“攘外必先安内”战略，在
闽赣集结重兵围剿红军。不仅福州城一片白
色恐怖，闽江沿线更是关卡重重。正当刘俊毅
对抗日前程十分迷茫之时，从闽江上游来的闽
清船工悄悄告诉他一个消息：闽西北有穷苦人
组织起来高举抗日大旗的红军队伍，永安县城
已被红军攻占。他毅然决定北上参加红军。
后来，在福州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他化装成

“船尾仔”搭乘闽清老乡的米船溯江而上。在
闽清船帮的掩护下，他闯过重重关卡，顺利到
达永安加入了红军队伍。以其一心报国的思
想觉悟和良好的文化素质，很快担任了红军无
线电报务员。后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跟随
刘伯承、邓小平大军历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
争，成长为太岳军区卫生部政委。

1934年7月初，由红七军团改组的北上抗
日先遣队6000多人，在军团长寻淮洲、政治委
员乐少华、参谋长粟裕等率领下，从江西瑞金
向福建进发，一路攻城略地，经过长汀、连城、
永安、大田，于7月29日到达尤溪。次日，在红
九军团的掩护和配合下，北上抗日先遣队一举
消灭盘踞在樟湖坂的省保安团两个连后，计划
跨过闽江，突入古田境内。可是宽阔的闽江没
有桥梁，数千人的队伍要过江，仅靠平时民用
的一条渡船来摆渡，谈何容易？后经当地游击
队向导找到闽清船工帮忙。闽清船工知道是
北上抗日的红军队伍要过江，二话没说，很快
聚集了十数艘米船，昼夜不停地将红军大队人
马快速渡过闽江。7月31日，过江的红军迅速
攻占古田的黄田镇。次日，又攻占水口镇。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闽清船工的奉献与斗争
○ 张德团

如果说春天用了所有花朵和枝叶招摇舒展，向天空
致敬，那么，秋天就是用了它全部的果实和落叶俯下身
来，向大地感恩，并且，心甘情愿，从有到无，用一次彻底
的陨落腾空季节，为下轮春风中的从无到有留出足够的
生命空白。

如果说春天的花儿是草本的，娇嫩，柔弱，让人怜
惜，那么秋天的花儿就是木本的，灿烂，磅礴，让人赞
叹。秋光照耀在一树一树的叶子上，把叶子燃烧成花
朵，把花朵沉淀成醇酒，铺天盖地，让人陶醉得有些许震
撼。

所以，秋天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季节。
秋风捎来了一封我看不懂的信，沉甸甸的，我知道

它的字里行间一定满溢感激之情。我让儿子读给我听，
儿子便通过信中的内容讲述了关于那个女孩的故事
——贫穷的家庭，身体孱弱的父母，众多兄弟姐妹，衣食
有忧，受不起教育。信中附有一张这个受助孩子的照
片，黝黑的皮肤，一双充满渴望的眼睛，那眼神，让人过
目难忘。

是什么样的机缘巧合才让我和这个远在印度尼西
亚的小女孩之间有了交集？当日，在boxhill的街头，一
个华裔男孩礼貌地叫住我，他告诉我，他和他的同伴正

在为一个慈善机构做义工，而这个慈善机构旨在通过发
动社会大众的力量，帮助世界上贫穷的孩子，让他们有
机会和大家一样享有受教育的权利。见我的神情有些
犹豫，他知道我还没完全信任他，因为毕竟要从我的银
行卡里每月扣钱给这个我可能永远不会谋面的孩子，做
为一个中国人，我有本能的戒备心理。他用流利的中文
告诉我这个机构的合法性，以及今后我只要有任何疑虑
都可以随时联系他，也可以随时中止对这个孩子的资
助。最后，我在他一众孩子的名单中选择了这个叫
Djenar的女孩。

那女孩的眼神纯净而又倔强。以秋风的名义，我走
近了她的身世。

秋天可以看见什么呢？我们从不形容“夏光”或“冬
色”，但我们从不吝惜赞叹“秋色”、“秋光”，可见，这个季
节一直流淌着色彩，闪耀着光芒。

在秋天，草木从早春的鲜嫩，经历了整个酷暑的蓬
勃，一直历练到秋天的丰厚，鲜艳。这个时刻，它把最美
的状态呈现在天地之间。但是，马上就要跌入寒冬了。
秋天的盛景如此短暂，草木凋零得迫不及待……逝水带
走的不只是落叶，还有流光。人生的匆急之感，最容易
在秋天激发。

老爷子一早发来信息询问我这段时间的状况，我告
诉他，在墨村，我不疾不徐地生活着。他说，有十几天没
读到你的新作了，我还以为你很忙呢……

这样的一句话顿时让我无言以对而又百感交集。
面对这些一直都在默默关注我的人们，我对自己的懈怠
颇为自责。读者对我的期望值很高，而愈是这样我就愈
发胆怯，我生怕我只是在浪费大家的时间。于是，我满
心羞愧地回了老爷子一句：“这段时间写得少，主要是在
积累，补缺补漏……”

秋天有最浓郁的色彩，最丰硕的果实。秋天之后便
是严冬，一切都将归于华美之后的寥落。此刻，我这个
因为耽误了春天的耕耘导致在秋天一无所获的人，秋
天，有最伤感的况味。

我们的生命是可以穿越秋风秋雨去成长的吗？大
地渐近萧瑟，生命趋于凋敝，但是，能不能安顿，是人在
流光中的一段自持。人可以伤春，可以悲秋，但是，所有
的春恨秋愁走过之后，我们的心能否被春花秋月涤荡得
宁静宽广呢？

而我，正站在秋风乍起秋叶飘零的路口，任由季节
流光若有若无的踩过心头……

秋秋 思思
○ 郭娟妃

我莫名喜欢鹅。一尘不染的羽毛，高
亢不羁的嘶鸣，气宇轩昂的姿势，更有让
人佩服的勇气——敢于和比自己大好几
倍的动物打斗，而且鹅身上还蕴含着不少
知识呢。

鹅是一种猛禽，它的战斗往往所向披
糜。众所周知，它能护家，遇到黄鼠狼、野
狗，哪怕是大粽熊，都敢不顾一切的冲上
去搏斗，并且以获胜告终。原来，鹅的眼
睛自带“斜视”，总把自己的头看得特别
大，把对手年看得比自己小，天然藐视敌
人，这样就不存在心理上的恐惧，便敢于
搏斗。当然，鹅能打胜仗，还是有硬资本
的，翅膀强大，气势逼人，往往扇得对手寒
气扑面；牙齿尖利，就连舌头上也长着坚硬

的毛刺，咬合力强大，如果你被啄了还熬着不溃逃，它就扭动长脖
子，一幅非揪下一块肉不可的模样。

强悍不是鹅的唯一特性，它还很优雅。我们耳熟能详的“鹅、
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拔清波”，处处刻画着它的从
容大气。相传书圣王曦之爱鹅如命，他字好，人更清高，曾有一个
大庄主，是他的死忠粉，爱他的字如命，但不被待见，长期以各种方
式，求他的一幅字而不得。直到有一次，王曦之路过庄主家院外的
池塘，看见一大群白鹅戏水，十分喜欢，叫下人商量以字换鹅。大
庄主喜出望外，获得书圣一幅现场作品后，将百余只鹅全送给他，
并连忙吩咐锁上大门，唯恐王曦之反悔。而王曦之也吩咐手下赶
了鹅急忙回家，怕庄主后悔了回头要鹅。文雅秩事这么多，鹅确确
实实算得上一种“文禽”了。

鹅还有更多的文化渊源呢。在古代，它还曾是最贵重的“礼
禽”。“千里送鹅毛，礼轻情义重”，告诉我们，鹅在历史上甚至担任
过邦交之礼。后周时期，鹅是最重要的聘礼，那时候的女孩子，几
乎是“非鹅不嫁”，下聘者给出鹅的数量和品质，不仅体现自己的诚
意，更是未来丈母娘和新娘子的面子，说鹅是当时婚姻的使者也不
为过。

鹅自身气质高雅，姿态昂藏，鹅的文化更是源远流长，多姿多
彩。这样的鹅，怎让人不格外喜欢呢？

鹅鹅鹅鹅鹅鹅鹅鹅鹅鹅鹅鹅鹅鹅鹅鹅鹅鹅鹅鹅鹅鹅鹅鹅鹅鹅鹅鹅鹅鹅鹅

○

池
宜
滚

七 律

中秋国庆隔周连，桂菊飘香景致妍。
气爽风清亲人聚，神怡心旷友朋联。
鼎新革故民生富，卌载开门国祚绵。
习总新时旗帜举，同圆美梦谱华篇。

词：人月圆

中秋国庆邻周至，花好月圆妍。天蓝地
缘，风清气爽，欢乐无前。

鼎新革故，开门卌载，丝路连绵。环球
共体，同心筑梦，幸福如仙。

中秋·国庆诗词联吟
○ 黄胤

七 律

礼乐同辉耀九州，超凡才智善筹谋。
为官廉洁黎民颂，理政殷勤毅力遒。
立说著书成国宝，滋荣导富展宏猷。
斐然业绩流芳远，兄弟双双史册讴。

词·卜算子

际上古村奇，宋代群星映。礼乐同辉旷
世无，四库全书聘。

祥道及贤良，为吏施仁政。心系家乡壮
志酬，深受黎民敬。

颂礼乐文化
○ 苏诗章

1953 年深秋，闽清三区公所派我等4
人到峰峦叠嶂、山高僻静的古洋乡，做全
国第一次人口普查工作。在这幽谷山地，
虽是秋天，晚间却已秋风飕飕，寒气凛
冽。我们住在乡政府里，点着豆大昏暗的
洋油灯，休闲闷坐，无聊至极。一人提议
说：＂买一只菜鸭母小酌一杯如何？也可
暖身补体。＂正中众人下怀，便去邻舍养
鸭户购得一只菜鸭母。这是一只养了多
年失去生蛋能力的老鸭，主人正苦于它只
会饱食不会生蛋，早有嫌弃之意了。于
是，我们只花五毛钱，便购得一只3斤左
右的老鸭。当时，出卖菜鸭母，一般不过
秤，论只卖。

我听人说，菜鸭母越老越好，越有补
体之功效。只要翻看鸭蹼，蹼茧大而厚实
者就是老鸭。

刚买来的这只老鸭，羽毛淡褐色，有
斑纹。鸭主人说：＂这只鸭体形虽小，却
很会产蛋，蛋壳坚固。近来老了，不生蛋

了，吃了食物只长肉。＂经查看，其蹼茧
确是粗大厚硬的。

这种菜鸭母是人们食蛋的主要来
源。市埸里的鸭蛋，多是这种鸭生产的。

我们四人分工合作：一人去乡供销社
小店沽酒，其他人烧汤宰杀、拔毛切肉、淘
米下锅、鸭米混熬。一个多小时后，粥稠
肉熟。去买酒的同事持着几瓶红酒也回
来了。大家上桌围坐，浅斟慢酌，酒醇爽
口，举杯互敬，边喝边谈。

我拣出一块鸭肉，醮上虾油，不硬不
烂，肉味鲜甜，清爽和美。在物质匮乏的

山区，又是在夜晚，这一小吃，尚算善哉！
大家愈喝愈酣，随即纵情畅饮，腹饱身暖，
脸红耳热，恍恍然，各上床睡去——也权
作秋补吧。

菜鸭母喜适水上生活，爱在水里浮
游、梳洗、嬉戏、潜水寻食。

农村养鸭户，多群养，一群百十只。
清晨，主人手持一根细长轻便竹竿，拉开
鸭棚里的栅门，鸭子展翅，嘎嘎地蜂踊而
出。主人挥竿拦指，群鸭亦列队按指定方
向摇摇摆摆前行。人们对这鸭倌，多戏称
为鸭司令。鸭司令大多把鸭赶到农村的

水稻田里，可吃到鱼虾青蛙、蝗虫蚯蚓等
食物。夏秋水稻收割季节，是饲养鸭群最
佳环境，鸭可在田垅里，自由自在地觅食
散落在田间地头的谷粒。这是菜鸭母最
肥、产蛋最多的时候；非水稻收成季节，便
赶到山涧溪流、池塘水圳等处觅食。傍晚
欲回家，鸭司令只要＂嘎嘎＂吆喝几声，
寻食附近的散鸭，便一呼百应，嘎嘎地向
司令靠拢。司令挥竿集中数鸭，数目无
差，便挥竿指路，浩浩荡荡返回。倘鸭觅
食未饱，到家后还得在鸭棚外撒下谷子等
饲料，将鸭喂饱归宿，晚间才会生出蛋
来。次日早晨，放出鸭群，将满地皆蛋。
主人持篮收拾，即可出卖。

秋天燥热，人易上火。秋食菜鸭母亦
可补体。鸭肉性微寒，有补中益气，消食
和胃，防燥滋阴，润肺降火之功效。平时
农家可以或炖、或煮，或煲、或添加红菇、
枸杞、党参，烹成各种食疗汤剂食之。

秋 补 菜 鸭 母
○ 林垂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