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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冬，延续着秋的绚烂，奇妙而旷远。
冬来寒意渐浓，村里那一片广阔的田野，宁静而

空旷。清晨时分，轻雾轻浮其上，朦胧如梦如幻。天
空中酝酿好久的云朵，慢慢浮现，开始了美妙的
一天。

朝阳初照，清澈灿烂，天蓝地阔，云儿更显洁
白。我立在那仰望天空，睁大眼睛跟着一块白云轻
轻移动，它飘过头顶，赶忙后仰，差点没有摔上一
跤。习习寒风，有阳光相伴，并不觉多冷，倒显一份
清新。我结伴来到田野里，在田埂上奔跑嬉戏，头顶
是白云朵朵，地上是个个小孩，无忧无虑地撒欢，那
叫一个美呀。

飘飘悠悠的白云，闲来无事也会想着法子逗我
们玩。时而快速向前，缕缕浮云就在小脑袋上空，
我们使劲奔跑，好似追上了，抬头看，它又到了前
方，好像在说，不要停呀。时而缓缓飘浮，一大片浮
云罩在头上，好像要束缚我们，不许离开它的视
线。我们不甘心，非要跑，拼命要跑过它的边界。
我们从这块田追过那块田，头上始终有这一大片可
恶的云，直喘气的我，一屁股坐在地上埋怨，云也欺
负小孩吗？

我们带上零食，坐在田边，边吃边看云。湛蓝的
天，蓝得像水洗过一般，云朵肯定也被洗过，越发白
净。它们会变幻姿态，一会儿聚集在一块好似开会，
我不自觉看了看我们几个，就差递给它一些吃的。
一会儿分散开来，各自显摆，各种形状惹得我们大呼
小叫，还争论那一朵像哪家小狗多些。风儿轻轻吹，
阳光当空照，我们居然都躺着望天，宛如自己跟着云
儿飘向远方，全然不知这片田野正值冬季，不减寒
气，才不管那么多呢。

太阳下山，火烧云来啦，它就在田野上燃烧起
来。田与天交接处一片火红，我们站在那不敢出声，
怕有一丝声响，惹怒了它，烧将开来。浓烈的彩云，
犹如一支巨大的画笔，将田野涂成了一片火红，一块
块田地是一首首火红的诗行。也将我们都染红了，
各个脸上红彤彤的，我还惊呼，自己变成小红人啦。
随着太阳的下落，颜色变淡，我们也慢慢恢复原状，
就像在童话里那般梦幻，只怪这云走得太快，我们得
回家啦。

初冬的云，如约而来，载着一份季节更迭的美妙
悠悠而行，也装着一个妙趣的童年时光轻轻而动。
故乡那一片空阔的田野好像在呼唤我，再去站在田
埂上看看云，跑在田间追追云，因为冬云飘在田野
上，也藏在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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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境

到成都，目的之一就是想去拜谒一下杜
甫草堂。内心的崇敬自不必说，就是对这座

“为秋风所破”的茅屋，一直心怀好奇。诚然，
杜甫当年住过的茅屋肯定不在了，但即使看
看后人仿造的，看看诗人曾栖身的环境，也足
慰吾心。

一路上又想，这草堂是否也像以前所见的
名人故居一样，简陋的两间平房，陈设着几件可
怜的老物件，实在激发不起参访者内心的“思古
之幽情”，无非到此打个卡而已。

但进门后发现，这个纪念园区规模之宏大、
气派，完全超乎我的想象。看了资料后得知，整
个园林和建筑面积竟达三百亩，远非一般的纪
念堂馆所能比。说实话，刚入园时，对在杜甫旧
居矗立着如此众多且只有过去的富豪才能享有
的亭台楼阁，我的内心是充满疑虑的。要知道，
杜甫的一生，颠沛流离，穷困潦倒，住在破漏的
茅屋里，整天为刮风下雨忧心，哪里享受过这样
的待遇？

园区实在太大了，亭阁台榭，曲径通幽，岔
路很多，有时不免迷路。我兴之所至，走到哪算
哪。随着参观的深入，我的心慢慢沉静下来。
这里并非只有建筑，随处可见潺潺的流水，高大
粗壮的名木，笔直成丛的竹林，荷塘里的荷叶挤
挤挨挨，成群的花鲤在水池中畅游。山水田园
式的环境，营造出浓郁的诗意；而古朴典雅的建
筑掩映其间，让人感受到一种远离尘嚣的静谧
氛围。想象一下，杜甫当年很可能在这样的环
境中，踱步沉思，寻觅诗意。

也许有人会抱怨，走遍了整个园子，找不到
杜甫的草堂，更不见他的踪影，连一点蛛丝马迹
都没有。其实，草堂应该是有的，因处在比较僻
静的地方，不易被人发现。我曾看见过一所被
浓密树木环绕，只露出一个屋顶的茅屋，不过，
这所茅屋肯定是后人想象的产物。杜甫的踪
迹，还是要靠各人的内心去寻觅。

已过去一千多年，杜甫的肉身，包括一些物
质的东西，早就消亡了；可他的精神与气质，忧
国忧民的情怀与沉郁悲凉的诗句，却留在了天
地间，留在了历史的长河中，并不断地扩散开
来，让一代又一代的后人仰望。君不见，浣花公
园的千米长廊上，一千多幅以杜诗为内容，由宋
代以降的古代书法大家和当代书法名家创作的
书法作品，被刻成诗碑，嵌入粉墙，赫然醒目。
这些荟萃了篆、隶、楷、行、草等各种书体的作
品，犹如一条诗与书组成的滚滚洪流，以雄浑壮
阔的气势，以“不尽长江滚滚来”的豪情，奔腾向
前。从它面前走过的游客，无不驻足瞻望，沉吟
惊叹，无不感受到杜诗那江涛般沉郁顿挫的苍
凉气息。

君不见，杜甫草堂博物馆内的仰止堂、大雅
堂、情系草堂陈列室、工部祠⋯⋯多少场馆在向
游客展示着杜甫的生平事迹：他年轻时的漫游
吴越，与李白的三次相会，由陇入蜀的路线，在
成都草堂的温馨岁月⋯⋯在这里，杜甫并不孤
独，他的悲悯之心和博大胸怀，吸引了历史上多
少杰出的诗人赶来与他相聚，他们互诉衷肠。
一间间场馆，把一部中国古代的诗歌史，演绎成

了一个古今诗人互鉴的大观园，一个群星璀璨
的星空。

杜甫已转身离去，可他瘦削的身影、悲悯的
神情却留在了人们心中。在草堂有专供艺术家
创作的艺术中心、诗书画院等工作场所和展
厅。我曾无意中步入两个宽敞的艺术展厅。一
个是当代雕塑家吴山人的杜甫诗意形象组雕
展。几十座大大小小的雕塑，每一座都显得那
么生动鲜活。杜甫或骑驴，或步行，或沉吟，神
态逼真。雕塑家用写意手法，粗放的线条下，杜
甫面容沉毅，目光深邃，动荡复杂的内心被刻画
得淋漓尽致。

另一个是书画家彭先诚的“幽居近物情”
杜甫诗意作品展，也是极具个性的艺术创作。
画作大的有山水长轴，铺满一面墙，展现杜甫
入蜀时走过的山山水水，波澜壮阔，气势恢宏；
小的仅一首诗的意境，笔画别致，富有创意，不
同的画面配有各体书法，相得益彰。我想，两
位当代艺术家如果没有沉潜多年对杜甫诗歌
的研读、揣摩及对他人生遭际的深刻领悟，让
杜甫的形象成竹于胸，绝对创作不出这样的艺
术精品。

越往里走，杜甫的面貌似乎越发清晰，杜
甫的形象也越来越高大；杜甫犹如一座取之不
尽的富矿，越来越多的人加入研发与挖掘的行
列。一座草堂，早已超出了纪念一位诗人的范
畴。在大雅堂的门口，赫然陈列着“2024 成都
杜甫草堂中华古谱诗词传承研修班”开班的告
示；在草堂书院有文学博士侯海荣的“杜甫来

成都前后”读书分享会；在仰止堂，有草堂社教
的系列活动：儿童诗歌节、草堂小小讲解员、志
愿活动⋯⋯看来，杜甫草堂早已成为一种课
堂、一种载体，不仅通过游客的参观游览，学习
传承着杜甫精神；而且通过课堂、网络、专业研
究和青少年的社教等活动，让杜甫精神，让中
国 的 传 统 诗 学 走 进 千 家 万 户 ，走 入 人 们 的
心灵。

此时，我忽然明白，一个历史人物的意义和
价值，决定了他留给历史和后人的影响与深度，
也决定了后人对其敬仰与热爱的程度。杜甫这
样一位在中国历史上唯一被尊崇为“诗圣”的伟
大诗人，再宏大的园区，再繁盛的建筑，都难以
承载和容纳其精神的体量。

我又来到一个叫“唐代遗址”的展馆，据说，
场馆里的一些展品都是杜甫草堂在建设过程中
从原址挖掘出来的唐代文物。展馆中间还留有
一块几百平方米被挖掘出来的唐代地表。俯身
一看，一下子惊呆了：土黄色的泥土和碎石组成
的路面上，有三口砖砌的水井，几口大小不一的
水缸和各种瓶瓶罐罐等家用器物，真真切切地
摆在我的面前。这让我不用穿越，一眼就看到
了唐朝，虽然时隔千年，但现在的我与唐朝的垂
直距离却仅仅两米！只要允许我走下去，没几
步就能走到唐朝的地面。

多么神奇的感受！我在想，杜甫在成都草
堂生活了四年，空闲时，他一定来到过这眼前的
地面。那么，从空间的角度来说，杜甫其实离我
们不远。

谒杜甫草堂
厉 敏

常言道：“诗言志。”
“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杜子美的《旅夜书

怀》是一次心灵的远航。诗圣以天地为舞台，以沙鸥
为化身，将自己对理想的执着，倾注于字里行间。

熟读诗圣诗篇的我，铭记于心也！有朋友问，此
次去辽东半岛旅行，最让人亢奋的是什么？我脱口
而出作如是答：

出海。其一是海钓，渔老大为你准备好了恰似
量身定制的钓竿，只要串上用鳗鱼干切成碎片的鱼
饵，沿船舷放入海中，剩下的就是耐心等待。海钓钓
竿上没有浮子（鱼漂），鱼儿上钩时完全凭微微颤动
的手感起竿。不一会儿，一条活蹦乱跳的鲐鲅鱼（青
占鱼）就钓了上来。半个小时的工夫我钓了五条，可
谓收获满满。

而我的亢奋点在其二，与海鸥共舞。你在海钓
时，这些海洋小精灵们会不停地分散你的注意力，在
头顶上方盘旋鸣叫，期待人们的关注厚爱。虽然海
鸥非沙鸥，但一样的在于，它们舞动的是翅膀，而我
舞动的是心境。静美和谐的港湾里，湛蓝的海水、破
浪的游艇、翱翔的海鸥，勾勒出一幅令人心旌荡漾的
画卷。自然，我正是贝乐虎故事里讲的小猫钓鱼，三
心二意。

早间从丹东出发，一路都是风雨随行，湿了衣服
和鞋子。下午 4 时许，当我们一行到达大连老码头
时，下了一天的雨骤停，天空奇迹般地拨开乌云，从
云层的缝隙中抛下一缕阳光，洒向我们面前的这湾
蓝色海洋，让我们一群摄影爱好者好一阵兴奋和激
动⋯⋯因为接下来将进入零距离沉浸式体验与海鸥
共舞、与海风对话的美妙时刻。

对于生活在繁忙都市里的人们而言，海洋可能是
一个遥不可及的梦。然而，一次简单的相遇，可能会
让你我重温那份久违的闲适与美好。我们不是常常
被城市的喧嚣与压力所包围吗？而此刻，海鸥的自由
飞翔就像一把钥匙，打开了那扇通往心灵深处的门。

这些小精灵们在你周围和头顶盘旋着挥舞着优
雅的翅膀，发出悦耳动听此起彼伏的鸣叫声。

哦！海鸥，大海的忠实使者，常年用它们坚实的
翅膀搏击呼啸的狂风，时而翱翔于天际，时而穿梭于
浪花之间，成为自由与希望的生动象征。它们也追
逐着夕阳的余晖，为这片蓝海赋予了无尽的情感和
诗意，引领我们走进这个梦幻般的海天世界⋯⋯此
时的我，心无旁骛、全神贯注，惟有用镜头追随着这
些翩翩起舞的小精灵们，将它们瞬间的美好，定格成
为永恒的记忆。

回过神来思考人生之路，就像刚刚过去的天气，
不可能全是阳光诗意、一帆风顺；但是，狂风巨浪、暗
礁险滩，在诗圣杜子美眼里依然是风景，依然远阔高
大：“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何等雄伟敞亮！毕
竟是诗圣，毕竟是大唐，毕竟是我泱泱华夏，就连孤
独，都能衬托出如此宏大的背景来。

我的摄影指导老师曾经告诉我：摄影，拍的是一
份缘，拍不到色彩就拍意境。是啊，漫漫旅途上，何
不像杜子美化身在海天间的那一只鸥，恪守内心的
高洁与坚韧，追寻属于自己的那一片海天，去自由
飞翔。

寻鸥之旅
陈 葳政声人去后，丰碑在民心。不知不觉，

“改革先锋”、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催生培育者
谢高华同志已经离开我们 5 年了，可他的音容
笑貌总在眼前浮现，当年他对我的谆谆教诲
还在耳边回响。

一张难得的合影照片

我在衢县农村出生长大，从小就知道，县
里有位了不起的传奇书记。上世纪 70 年代，
谢高华恢复工作，担任衢县县委书记。他的
名字在衢县几乎尽人皆知，周边的乡亲父老
在田间劳作、茶余饭后，经常用敬佩的语气传
诵他的魄力、担当故事。据说这个“农民”模
样的县委书记，下属都怕他，不是怕他骂人，
而是他太了解基层情况了，他到农村，有些情
况比村支书掌握得还多，谁都糊弄不了他。

第一次真正见到谢老，是在 2017 年 12 月
1 日。就在前一天，第九届、第十届全国政协
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
员、著名德语翻译家叶廷芳先生，在衢州市作
家协会主席许彤女士的陪同下来到常山县，
我当时任常山县委书记，陪他一同考察调研
赏石小镇，参观中国观赏石博览馆。

叶老是衢籍著名学者，交谈中得知他毕
业于北京大学，年轻时担任过北大教师，我就
告诉他，明天上午常山县要与北京大学政府
管理学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叶老听闻之
后，问我是否可以在签约现场旁听，并询问是
否可以邀请他的老朋友谢高华一同过来，我
当即应允，并恳请两位老前辈不吝赐教。随
后 交 谈 得 知 ，他 俩 已 是 几 十 年 交 情 的 老 朋
友。签约仪式当天，谢老与叶老联袂而至。
谢老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一位质朴的普通
老人，言谈举止间，能感受到他的沉稳睿智，
更多的是温暖和亲切。

在签约现场，我代表常山县委县政府，介
绍了常山县举全县之力进行危旧房改造、打
好教育翻身仗、“厕所革命”公厕所长制、常山
阿姨等各项特色工作的开展情况。谢老当时
已经是 87 岁高龄，身躯瘦弱，却仍然坚持全程
听完我的发言。

签约活动结束后，他专门走到我面前，握
着我的手，讲了不少肯定和勉励的话，其中有
一句教诲，至今言犹在耳。他用带着浓重衢
州方言的普通话对我说：“当共产党的干部，

就要时刻把老百姓放在心头。想老百姓所
想，干老百姓所盼，这才是我们共产党的好领
导、好干部。希望你继续为常山的老百姓多
办实事、多作贡献!”

这就是谢老，在他的心目中，老百姓的利
益永远是第一位。我接过他的话题，说道：

“请您放心，我们一定牢记您的教导，为老百
姓尽心竭力解难事、体贴入微管小事、诚心诚
意办实事、坚持不懈做好事。”谢老听完连声
说：“好！好！”接着，我们大家留下了一张珍
贵的合影照片。

一篇特殊的学习心得

2018 年，正值改革开放 40 周年，浙江省
委大力提倡向谢高华学习。当年 1 月 11 日，

《浙江日报》头版刊发评论员文章，《新时代呼
唤更多“谢高华”》，全省掀起了向谢高华学习
的热潮。

我对谢老的仰慕之情由来已久，之前就
曾多方了解谢老的工作经历和故事，加之有
幸零距离聆听谢老教导，领略改革先锋的精
神风范，心中的崇敬之情愈加强烈。怀着这
样深厚的感情，我提笔写下一篇文章，题目是

《一座忠诚为民的丰碑》，文中这样写道：“谢
高华同志退休多年，但广大干部群众每当提
起他，都充满了尊重和钦佩。无论是在当时
的衢县、义乌，乃至后来又回到衢州，谢高华
在两地人民群众中都留下了极好的口碑，也
在广大党员干部中树起了一座丰碑。这源于
他大公无私、一心为民的公仆精神，习近平总
书记提出做‘四有’县委书记的要求在他身上
得到了集中体现。谢高华同志是县委书记的
标杆，他就像一本书，值得我们细细品读。”

这篇文章于 2018 年 1 月 19 日在《浙江日
报》理论版刊发，引起了较好的反响。时隔不
久，衢州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黄锡南同志看
到了这篇文章，专门给我打来电话。黄老在
电话中说：“省委号召向谢高华学习，金华、义
乌都有领导干部撰写学习谢高华的文章，但
衢州一直没有看到，我很着急。直到今天，我
在《浙江日报》上读了你写的文章，写得非常
好！”黄老和谢老共事多年，对谢老十分熟悉，
他打给我的这个电话，实际上就是他对谢老
工作作风、为人品格的深深钦佩。

文章刊发后不久，我再次遇见谢老，他真

诚地说道：“我没有你写得那么好，我只是做
了我应该做的事，而且也有没做好的地方。”
谢老经常引用毛泽东同志的名言：“群众是真
正的英雄。”确实，谢老的谦卑是发自内心的，
他经常说：“我为义乌和衢州人民做的事还很
不够，主要靠的是党的好政策，靠的是老百姓
的勤劳和智慧。”

一幅宝贵的书法作品

自从有了常山的结缘之后，我与谢老的
接触也逐渐增多，还到他家里探望过几次。
每次的探望交流，都让我受教良多，仿佛是一
堂堂党性修养课。

2018 年 12 月 12 日，听闻谢老意外摔伤
住院，只能靠轮椅助行，我下班后赶到衢州市
人民医院看望他。谢老心情很好，他说：“你
今天来正好，明天我要去北京参加‘改革先
锋’表彰活动，差点就错过了。”听到谢老要到
北京参加党中央、国务院召开的表彰大会，我
也为他感到高兴。

前次在谢老家的客厅里，我看到邓小平
画像两边，有两幅大字很显眼。一幅是他自
己写的“信仰”，还有一幅是最高人民法院原
院长、浙江省委原书记江华为他题写的“孺子
牛”。我知道谢老爱好书法，便请求他北京回
来后给我写幅字。谢老笑了笑，马上答应。

根据省里统一安排，12 月 13 日，谢老去
杭州，和其他受表彰者会合，一起坐飞机去北
京。12 月 17 日恰逢谢老的生日，国务院第二
招待所为他庆祝了生日。参加庆祝改革开放
四十周年大会之后，谢老收到了无数的鲜花
和赞美，接受了多家媒体采访。

后来回到家乡静养，因年事已高，他的身
体每况愈下。2019 年初，谢老患了感冒，没想
到一病不起，4 月转到浙江医院治疗，2019 年
10 月 23 日，谢老在杭州因病医治无效，永远
地离开了我们。10 月 27 日上午，我到市殡仪
馆为谢老送行。许久不曾下雨的衢州城竟开
始飘起绵绵细雨。丝丝秋雨难掩悲，悠悠苍
天若有情。谢老生前曾留言，丧事从简，不举
行遗体告别仪式，但得到消息的人们还是络
绎不绝地赶到殡仪馆见他最后一面。“谢公成
正果，功德圆满归仙去；高华照汗青，初心不
忘看未来”，挽联就是人民群众的心里话。

2020 年 12 月 24 日下午，谢老的儿子谢

新彪来到我的办公室，说有件物品要交给我，
因为疫情原因，一直耽搁下来了。谢新彪告
诉我：“父亲生前说过，要亲手写一幅书法作
品给你，后来身体实在吃不消了，便要求我把
他书写的陈毅元帅《青松》诗交给你。”

我打开作品，不禁潸然泪下。之前与谢老
交往的一幕幕，恍如放电影般在脑海中不断涌
现。谢新彪说，这首《青松》是父亲生前十分喜
爱的诗词，他曾多次书写该作品，并将其悬挂
在老家的客厅。我默默地念着：“大雪压青松，
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这是
陈毅元帅对共产党人不怕困难、敢于斗争精神
的 歌 颂 ，这 又 何 尝 不 是 谢 老 个 人 的 精 神 写
照呢？

去年国庆节期间，我陪岳母到衢江区杜
泽古镇游玩，在杜泽老街听到了“道情”（浙西
一带的民间曲艺形式，用渔鼓、筒板伴奏，以
唱为主，以说为辅），其中有句台词是这样唱
的，“改革先锋谢高华，优秀党员放光芒，杜泽
的老百姓永远怀念我们的老书记，可敬可爱
的谢高华”。我的岳母是衢北普通的农民，大
字不识一个，但她曾亲眼目睹我的岳父当年
参加修筑铜山源水库，看到谢老吃住在工地，
与群众一同并肩作战、建设水库的情景，她动
情地对我说：“是的是的，谢高华真是好领导，
他想尽各种办法让农民有饭吃、有菜吃、有肉
吃、有油吃、有水吃，老百姓都说他好！”

作为农民出身的领导干部，谢高华最懂
得“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不管在哪里任职，谢
高华一直致力于兴修水利设施，建水库、修渠
道，把水连成网。今年 11 月 13 日，单位组织
赴位于柯城区石室乡的乌引工程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开展主题党日活动。在展览室，悬挂
着谢老在纪念乌引工程建成十周年时的亲笔
题词：“创建乌引千秋伟业，人民才是真正英
雄！”他当年的工作笔记本，泛黄的纸页被记
得满满当当，当我看到“共产党员出生入死，
死都不怕还怕什么。我只怕农民没有饭吃，
民以食为天！”的笔迹那一刻，“高山仰止，景
行行止”之感再次油然而生。

诗人臧克家在《有的人》里写道：“有的人
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地活着的人，群众把
他抬举得很高、很高。”生命虽逝，精神长存。
这位敢吃螃“谢”、奋力攀“高”的老人虽然离
开了我们，但他的芳“华”永驻人间！

此情可待成追忆
叶美峰

那个春天的早晨
你种下了一个理想
在春雨后发芽成长
在春风里曼舞欢唱
在春光下美丽绽放
这是一朵
艺术花蕾的芬芳

这是一份
艺术情怀的释放
这是一颗
艺术心灵的飞扬
你追求卓越的倔强
书写着人生的艺术风光

像光那样
你把五彩缤纷撒满
这个艺术的殿堂
像诗那样

你把优雅柔情化为
多彩生命的远航
赞美你
赞美你的诗样
在艺术的大海里
你总是风尘仆仆
一刻不停地奔涌冲浪
向着那美丽诗样的远方

像诗那样
为庆祝赛丽美术馆开馆十周年而作

竺 泉

心香一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