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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浙江省东南沿海，台州列岛中南部，北
纬 28 度 23 分、东经 121 度 54 分的交汇点上，
坐落着一座充满传奇色彩的岛屿——大陈岛。

在浙江工作多年，几次计划要去这个岛
屿，但由于台风和各种原因，始终没能如愿。
几年前，台州市委宣传部约我为大陈岛垦荒精
神创作一首歌词，结果又因台风天气，不能前
往现场采风。最近，终于有了一个机会，踏上
了向往已久的大陈岛，弥补了此前的遗憾。

大陈岛，是一个面积不足 15 平方公里的
小岛屿，之所以引起人们的关注，被誉为“充满
传奇色彩”，其历史还要追溯到70年前。

那时候，新中国刚刚成立，国民党军的残
余部队退守至东南沿海的包括大陈岛在内的
部分岛屿，企图以此作为保卫台湾的最后屏障
和反攻大陆的跳板。随着朝鲜战争的结束，完
全解放浙江沿海岛屿的计划被提上了日程。
1955 年 1 月，我人民解放军成功解放了一江
山岛，这一胜利彻底打破了国民党军在浙东沿
海岛屿的防御体系。一江山岛的解放，使得大
陈岛完全暴露在了解放军的攻击范围之内，国
民党军继续固守这些岛屿已失去了战略意义。

同月，国民党台湾当局在美国政府的支
持下，启动了紧急撤离行动。从 2 月 7 日至
12 日，这场行动由美军第七舰队的 132 艘军
舰、400 余架飞机以及台湾当局调派的数百
艘军舰和运输船组成的庞大船队共同执行。
在这场撤离中，岛上共有 17000 余名居民被
带走。

撤离过程中，岛上的公共设施、码头、水
库和渔船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几乎被摧毁殆
尽。更为严重的是，岛上还遗留下了数以万计
的地雷。这些地雷被埋藏在地下，构成了极大
的安全隐患。这一事件导致大陈岛陷入了荒
芜状态。

就在大陈岛遭受严重破坏的艰难时刻，团
中央发出了“建设伟大祖国的大陈岛”号召，鼓
励有志的年轻人前往大陈岛垦荒，投身于祖国
海岛的建设之中。1956年1月，由227名队员
组成的首批垦荒队勇敢地踏上了大陈岛，这些
年轻人的平均年龄仅为 18 岁，最小的队员只
有 14 岁，但他们却怀揣着对祖国的热爱和对
未来的憧憬，坚定地踏上了这片充满挑战的土
地，迈出了艰苦创业的第一步。

垦荒队员们初次踏足大陈岛时，眼前满是
令人触目惊心的景象：岛上破败不堪，断壁残

垣众多，铁丝网密布，地雷隐患让人胆战心
惊。整个岛上，竟无一处完好的房屋，淡水资
源更是稀缺到了极点，加之台风、暴雨等恶劣
天气的频繁侵袭，形势尤为严峻。然而，面对
这些重重困难，他们并未选择退缩，而是毅然
决然地向前迈进。

在房屋不够的情况下，他们用自己的双
手，一砖一瓦地建造起简易却坚固的棚屋，抵
御风雨的侵袭。食物供应紧张，他们便开垦荒
地，种植番薯等蔬菜，实现自给自足。淡水稀
缺，他们齐心协力筑起水坝，积蓄雨水，确保岛
上居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得以满足。没有文体
场所，自己动手兴建集会议、电影、演戏、图书
阅览、文艺活动于一体的俱乐部⋯⋯

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垦荒队员们凭着
坚定不移的意志和持之以恒的努力，成功开垦
出数百亩荒地，为大陈岛的农业生产打下了坚
实的基础。一年后，大陈岛迎来了硕果累累的
丰收季节，番薯、马铃薯以及各类蔬菜等农作
物琳琅满目，产量更是令人欣喜。

海岛水产资源丰富，他们因地制宜，迅速
创办起海水产品加工厂。面对资金短缺的困
境，他们厉行节约，甚至将节日的聚餐费用也
节省下来，作为工厂的启动资金。没有技术，
他们积极搜寻相关资料，深入研究，同时派出
队员前往外地学习先进的加工技术。设备匮
乏，他们巧妙利用有限的资源，用铝皮打造出
简易的土锅炉，用木头制作出实用的土压榨
机，确保了加工厂的顺利运营。

垦荒队在海岛的第三个年头，怀揣着对海
洋的憧憬，毅然决定组建渔业捕捞队，大力发
展渔业生产。面对资金不足的难题，全体垦荒
队员齐心协力，每人每月自愿节省两块零用
钱。经过半年的辛勤积累，加上政府的补贴，
他们终于购置了一艘机帆船，并将其命名为

“勇敢号”。这艘“勇敢号”的诞生，不仅展现了
垦荒队员们的顽强拼搏精神，更象征着台州地
区渔业生产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勇敢号”机帆船在苏浙闽沿海海域声名
远播，轮机长叶荣华因其在渔业生产中的卓越
贡献，荣幸受邀参加了第二次全国青年社会主
义建设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在那里，他受到了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
人的亲切接见，这是对他们辛勤付出和卓越成
就的最高赞誉。

在随后的几年里，五批共计467名热血青

年相继投身大陈岛的垦荒建设。他们从毫无
农活经验的青年逐渐蜕变为精通农、渔、畜牧、
养殖业的行家里手。他们挥洒着汗水，运用着
智慧，为海岛的发展贡献了巨大的力量，同时
也书写下了一段段催人泪下、感人至深的青春
篇章。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垦荒队员们不仅以勤
劳的双手在物质上改变了大陈岛的面貌，更以
青春和汗水铸就了“艰苦创业、奋发图强、无私
奉献、开拓创新”的大陈岛垦荒精神。这种精
神，深植于革命精神、奋斗精神与奉献精神的
沃土之中，闪耀着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坚韧不
拔的光辉。它不仅是对爱国主义、集体主义、
社会主义精神的崇高礼赞，更是对新时代青年
精神的生动诠释。

这种精神，如同大陈岛上的芙蓉菊花，不
畏高温酷暑，不惧严寒冬季，能在干旱缺水的
环境中、盐碱瘠薄的土地上顽强生长，绽放出
生命的绚烂。芙蓉菊花已然成为大陈岛垦荒
精神的鲜亮名片，它默默诉说着垦荒者们面对
困难与挑战时的不屈不挠、勇往直前的故事。
芙蓉菊花与垦荒精神交相辉映，共同构筑了大
陈岛独特的文化景观，以其顽强的生命力，诠
释着垦荒者们的精神内核。

随着时间的推移，大陈岛上一代又一代的
垦荒人，坚守初心，不断接力前行，持续走在垦
荒创新的道路上。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之下，
大陈岛在垦荒精神的鼓舞下，在“小康的大陈、
现代化的大陈”目标指引下，掀起了一场全新
的“垦荒”浪潮。如今，海岛基础设施日益完
善，海洋渔业蓬勃发展，旅游经济硕果累累，民
生福祉显著提升，特色文化熠熠生辉，生态文
明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一幅“水清、岸绿、滩净、
湾美、岛丽”的海岛生态蓝图已在大陈岛徐徐
展现。大陈岛正朝着国家级滨海旅游度假区、
国家 5A 级景区、国家级海岛碳中和示范区、
中国红色旅游第一岛、现代化示范岛、共同富
裕先行岛的目标奋力迈进。

多年来，大陈岛先后荣获海洋开发与保护
示范岛、国家级生态镇、省级特色农业强镇、国
家 4A 级旅游景区以及大陈黄鱼国家地理标
志产品保护示范区等荣誉称号。而在 2023
年，更是被评为浙江省乡村振兴示范乡镇。这
片曾经的荒芜之地，如今已经蜕变成为璀璨夺
目的东海明珠。

站在大陈岛的岸边，眺望着碧波万顷的大

海，心中不禁涌起对垦荒队员们的深深敬意和
感激。是他们，用青春和汗水浇灌了这片土
地，让大陈岛焕发出勃勃生机；是他们，用实际
行动诠释了无私奉献的崇高品质；是他们，让
大陈岛成为一个充满希望和梦想的地方。一
座岛屿，因为有了垦荒者而拥有了完整的生
命。阅读大陈岛的垦荒历史，不仅是对过去的
回望，更是对民族精神的传承与弘扬，激励着
我们在新时代继续奋勇前进。

最后我想起曾经创作的歌，这首歌是由朱
培华作曲，佟铁鑫首唱的。就把歌词作为这篇
文章的结尾吧。

那时候我们正年轻
天边燃着火红的朝霞
海上扬起欢快的浪花
那时候我们正年轻
从城里来到海岛驻扎
垦荒种地
白手起家
耕海牧渔
把汗水挥洒
我们像岛上的芙蓉菊花
紧贴海边礁石
不怕风吹雨打
我们像岛上的芙蓉菊花
紧贴海边礁石
不怕风吹雨打
默默吐露芳华

岛上升起鲜艳的红旗
路上迈着坚定的步伐
那时候我们正年轻
从城里来到海岛安家
艰苦创业
大浪淘沙
青春无悔
把希望种下
我们是祖国的优秀儿女
不惧困难重压
把荒岛变成明珠
奉献青春年华
我们是祖国的优秀儿女
不惧困难重压
把荒岛变成明珠
奉献青春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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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傅申先生第一次，独自来富阳。
背景是，1974 至 1975 年，港台等多地学者，发生一

场有关《富春山居图》真伪之大论辩。先生接二连三，发
出五篇雄文，与饶宗颐等先生一起，针对徐复观先生的错
误观点，你来我往，愈辩愈明，水落石出，《剩山图》《无用
师卷》为真，《子明卷》为伪。挟论辩胜者之势，先生对《富
春山居图》之实景地富阳，尤为向往。

因此，1987年，他来了。
在富阳汽车站下车，打了摩的，请师傅开到富春江

边。那时候，了解《富春山居图》的人极少，更何况一位摩
的师傅。

“转来转去，一无所获。”
2015年4月10日，先生对我如是说。
那天，先生偕夫人陆蓉之老师，到黄公望隐居地，我

陪同介绍。
出纪念馆，坐游览车去小洞天，黄公望的家。他不断

拍照。我手指主人峰，说，痴翁墓，就在半山腰。
他双眼又放光，惊喜道，上去！
七十九岁的双腿，健步。噌噌噌，低头登山。走半里

山坡，过筲箕溪泉，坡陡了，有台阶。拾级而上，东转西
折，三百八十级野石山道，才上灯台瀛。先生低头上坡，
过痴翁墓，仍继续上。我随其后，心中嘀咕，干嘛还走？

行三十多步，他停下，问，在哪里？
走过头了，在那里。
于是，往回走。
墓前，先生拜谒，三鞠躬。又要大家一起，又三鞠

躬。他说了一些话，给痴翁听。又拍了不少相片，上上下
下，变着角度，神情肃穆。

我陪他到悬崖边，坐北向南，看两脉青山，守护此
墓。望小洞天，隐在山脚。眺富春江，山外一线。青山白
云，峰峦叠翠，山中春意，生机盎然。山景如痴翁画境，浑
厚华滋。

下山。转弯处，先生忽然回头，双手作喇叭状，向痴
墓高喊，大痴先生，我们下山了，再见！略一停顿，又喊
道，我来陪你好不好？

老夫聊发，顽童烂漫。其实，是种下一颗种子，日后
会发芽。

2021 年 12 月 20 日，公望美术馆，邂逅陆老师。富
阳台办严琦主任，正陪她看画展。陆老师道，我们已决
定，定居到富阳来，就在隐居地外边的白鹤村。

我大喜，傅翁来做痴翁邻居。
2022 年 1 月 21 日，陆老师发我微信，我们入住黄公

望隐居地了，昨天到的。
我立即叫上乐叔和金鸣，赶过去。白鹤村，农民住

宅。一间带花园的三层别墅，雅号静和山庄。陆老师正
与严琦主任聊天。

陆老师立即问旁人，老爷醒了吗？
得到回音，醒了。
陆老师带我们三人上楼。进入卧室，先生躺在床，但

醒着。我上前问好，双手紧握。先生笑脸盛开。握我的
手劲越来越重，感到几丝疼痛。我知道，这是先生最亲热
的问候。我作痛苦状，他的笑容再度怒放。双手，劲足。
可见先生筋骨强健。

2024 年 2 月 27 日，约上乐叔和金鸣，看望先生。事
先知道，搬家了，先生住在另一幢高楼的 1301 室。陆老
师等着我们，她原本有事去杭州，推迟了时间。

进里间，先生躺在床上。陆老师把我们引到床前。
先生的眼神，不那么亮了。握我的手劲，也没那么强了。
当然，还有握紧来的手势。相互凝视良久。

怕他吃力，我们道别。到外间聊天。
陆老师的聊天，第一次，说到了先生的身后事。

后来知道，先生于 2024 年 4 月 16 日凌晨，在富阳人
民医院仙去。陆老师和两位保姆陪在身边。先生走得很
安详。

陆老师是 4 月 21 日，在威尼斯发布消息的。因为，
她和先生赞助的一个艺术展，是日开幕。

她说，很多艺术家已经到了现场，如果我说老爷走
了，在那里痛哭，放下了自己的责任和使命，那就不是
我！我没有抛下他，我用了 48 小时一个来回，来圆我们
弘扬中华民族文化的愿望。我是抱着雄心壮志，到了威
尼斯，用一个成功的展览来安慰我的亡夫。

22 日晚，到国贸大酒店。八点半后，陆老师一行到
达。她发现我时，哽咽着走向我，拥抱，语言是无力的。

我打开手机，给她看几张图片，就是十年前，先生在
痴翁墓前的样子。讲那天先生向空中的喊话。

非常一致，几句话后，她明确表示，我和老爷都爱树，
如能安放在富春山的一株树下，足矣。

我立即说，这也是我们的心愿。
她很爽快，你帮老爷找一株树。
我说，好！
24日早晨，上山，岳昌东亮泽亚和我。
就在十年前，先生停顿的地方，吉祥之地，树林中，找

到一株树。山川浑厚，草木华滋。
显然，当年，先生问痴翁的那一句心声，落地生根，茁

壮成长。这株楠树，挺拔，繁茂。树形美，生气盛。
2024年4月30日。凌晨五点。醒来。
立即看窗处。没下雨。
这几天一直在关注天气。预报中，今天都有雨。上山，

如遇雨，自然会有不便。但在内心，一直相信，痴翁有灵。
果然，没雨。
六点二十分，请先生灵骨上车。我抱在怀中，一路低

语，犹如先生故地重游。沿富春江北岸，缓缓而行。
陆老师等十多人，已在黄公望隐居地等候。先生的

两位义子，一位捧遗像，一位捧灵骨。我在前头引路，就
如十年前，陪先生同行。今天走的路，十年前，先生走
过。七点五十分，到达树下。

如先生所愿，他，种在这里，与痴翁作伴。痴翁傅翁，
山翁有约，高山流水，知音永伴。

傅翁家住
富阳上

蒋金乐

去浙江景宁是去年初冬和老吴老陈二
人的约定。老吴听说景宁很美，想去一趟，
今年恰逢该县设县 40 周年，三人约定今年
春暖花开时成行。

云中大漈，是景宁近几年爆红的打卡
地。大漈是景宁的一个乡，地处海拔 1050
多米的高山盆地内，这里年平均气温 13 摄
氏度，四周群山环绕，烟雾弥漫，故被称为

“云中大漈”。景区内拥有：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时思寺，有清朝的护关桥，有树龄达
1500 多年的亚洲最大的柳杉王，“浙江绿谷
十佳景点”之一的雪花飞瀑，景宁县第一高
峰上山头千亩猴头杜鹃林，这一系列的之
最，早已把我们的胃口吊了起来。

车到大漈，远远又看到一座廊桥。廊桥
坐落于村口龙溪和沐鹤溪交汇处，苍劲的

“护关桥”三字高挂于廊桥之上。传说北宋
年间，有梅氏家族发现大漈是块风水宝地，
便举族迁居于此。后来当地发现了银矿，一
拨拨淘金者聚集而来，于是梅氏家族建造了
这座守护家族的防御设施，护关桥的名称也
由此而来。

走进古村，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环绕时
思寺的古建筑群，脚下沐鹤溪水穿越村落，

红鲤鱼嬉戏其间，快活惬意。时思寺古建筑
群，主要包括时思寺、梅氏宗祠、马夫人楼、
龙凤古柏、千年柳杉王等历史人文景观。

一株沧桑的千年柳杉王吸引了大家的
目光，时思寺门前东侧斜坡上的一株大杉
树，胸径 4.47 米，胸围 13.4 米，树原高 47 米,
其主干被雷击截断,削去大半截,现仅有 28
米,主干苍老雄劲。据专家考证，柳杉王树
龄达 1500 多年。奇特的是：柳杉王根部有
一个形似门户的洞，一人可自由进出，进到
树洞中，抬头可见日光，如同坐井观天。树
洞空间奇大，可摆一张大桌,供 20 余人围桌
共餐。其树干空心，令人称奇。

沿着古村河畔慢慢走，不知不觉，就来
到了位于云中大漈核心景区内大漈村尾，
大漈村中的沐鹤溪顺溪流而下，南奔里许，
原来一马平川，遂遇东西两侧青峰耸立，外
为断崖，内为斜峡，底为全石，来自东北两
条河水汇流至此，猛冲出峡，哗然飞泻百米
危崖，声震幽谷，这就是名闻遐迩的雪花漈
了。瀑高六十余丈，气势雄伟，风景独特。
大漈因此而得名。站在山崖绝壁之下翘首
仰望，形、势、声而与众不同，出其类，拔其
峰，其形并非如素绢、白练，而是滚滚雪团，

其势如电掣，超速于万马奔腾，其声岂止地
平雷鸣，而是惊雷震谷，令人精神为之一
振。

大漈乡有个小佐村，去小佐需要一路盘
山。小佐村在群山中深藏不露，缭绕的云雾
平添了些许梦幻的感觉。小佐也有梯田，只
是在我们面前始终不肯掀开面纱，羞答答，
娇滴滴，等上半天借助一阵来风，露出的一
小角面容还是稍纵即逝。

晨曦微凉，小佐从田园梦中醒来，远处
青山与近处梯田互相呼应，山中云雾缭绕，
大自然馈赠的梯田，在云雾中若隐若现，自
己仿佛身处“悠然见南山”的世外桃源。太
阳升起，微风吹来，云雾慢慢散开，梯田美景
静静地展现在眼前，块块梯田密密麻麻，田
埂一坡连一坡，如道道金梯。仔细看去，远
处劳作的村民，就像一组组跳动的音符，在
梯田的五线谱上演绎着大地的乐章。

有人说，小佐梯田四季皆景，景景不同，
春如道道金链、夏滚层层绿波、秋叠座座金
山、冬锁条条苍龙。在我看来，梯田之美是
小佐人赋予平凡生活的最好注解，他们用双
手创造出梯田奇迹，梯田则以自然的方式，
回报世世代代辛勤付出的人们。

行走在云中大漈
严慧荣

屐处留痕

艺境

水彩粉画铜奖
《数码时代下的山色清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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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
第十五届美展

巡礼
许多美好之所以让人久久不忘，不为其

他，仅仅因为有过那动人的一瞬间。从这个意
义上说来，1993 年夏天挺立在崧厦中学池塘
里的那枝新荷堪称我心目中“美好”的代名词。

那年8月的一个雨天午后，我带着录取通
知去这所当时被称为“三中”的农村高中报
到。看到破旧逼仄的校园，我的心情变得更
加沉重，不敢去想以后如何在这样的环境中
实现自我价值。

正当我打着雨伞悻悻然在校园内独自漫
步时，开在校园半亩方塘内的一朵荷花突然让
我停下了脚步，说它是荷花其实是不符合客观
事实的，更确切地说，它还只是一朵荷苞。

荷苞是荷花的花骨朵，各种荷苞也是姿
态各异，有的就像尖尖小角，这是蜻蜓最喜欢
站立的地方，有的则圆乎乎像个球球，当然也
有高高地挺立，鹤立鸡群般伫立周边荷叶之
上，更多的则离水面不高，羞答答躲藏在荷叶
底下，犹抱琵琶半遮面。

这朵荷苞却既不胆怯躲躲藏藏，更不是
肆无忌惮唯我独尊一字摆开，我的脑海已经
大胆勾勒出它开放的娇态，宛如一位婀娜多
姿的少女，亭亭玉立在碧波之上。

这朵充满灵性的荷苞一闯进我那时稍带
忧郁的眼睛，如同电流，刹那间激活了我的思
绪。眼前的池塘却如整个校园一样，被四周
镇上的居民楼束缚而伸不开手脚。池塘的水
也很难与清澈这样的美丽字眼扯上联系，但
这枝新荷，似乎根本不在意，紧紧地依附在嫩
绿的花梗上，犹如一颗晶莹剔透的珍珠。它
又似乎睁大着眼睛，好奇地观看落在荷叶上
面小雨点。

我突然想到我为什么不可以成为这样一
朵荷苞，虽然要想站稳讲台还需克服各种困
难，但我可以如同这朵荷苞一样，以纯真之心
构建出自己的那一份精彩。

想到这里，我迷茫失落的心重新振作了
起来。通过全身心投入教育事业，我不仅收
获了职业上的成就，更主要的是，五十几岁的
年纪，我依然对生活充满激情。回望一步一
步走过来的人生之路，坎坎坷坷坑坑洼洼，所
幸的是有这朵开在我脑海中的崧中新荷常相
陪伴。

有些朋友借魏晋名诗《青阳渡》中的诗句
来形容我的状态：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枯荷
听雨声。

我往往以微笑来应对他们的类比，也许
他们说得不无道理，随着时光的流逝，一切都
在老去，但我心里想，1993年夏天开在崧厦中
学池塘里面的那枝新荷不会。

那枝新荷
朱建焕

那枝新荷
朱建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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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悠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