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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赞八月
文 / 陈裕
八月是礼赞军人的节日。96年前，江西南昌城的一声枪响，

宣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开启历史新篇章，这无疑给

中国大地带来新的变革。

我站在时间的轴线上，仰望那个年代的枪林弹雨。带

着一颗敬仰之心又一次观看了《建军大业》，瞻视中国共产党

建军的伟大历程。

人民军队为人民，人民军队是人民的子弟兵。抗日战争、

解放战争的洗礼让人民军队无比强大。影视剧中那些战争

的场面，让军人英勇无畏的形象高大无比，抛头颅洒热血的

英雄气概让军人的身姿伟岸威武。没有千千万万解放军战士

的生命奉献，哪来江山如画的美好家园？就像电影《英雄儿女》

主题曲所唱的那样:“为什么战旗美如画？/ 英雄的鲜血染红

了它。/为什么大地春常在？/ 英雄的生命开鲜花。”

是啊，在共和国如今幸福的土地上，有多少英雄的身躯

长眠，有多少英魂长息。天安门前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就

是对那些为新中国的建立而牺牲的革命先烈们的祭奠。英雄

的赞歌唱也唱不完，英雄的故事讲也讲不尽。英雄的军人一

辈又一辈，他们可敬又可爱。

激动的心情难以平服，我身边军人的事例也同样让我感

动。我的三叔曾是一位军人。当年，他穿上崭新的军装，和

同龄人一起意气风发地走出村子时，村里敲锣打鼓鸣放鞭

炮来欢送。三叔报名参军时，奶奶很是不舍，而当“一人参

军全家光荣”的牌匾挂在大门口时，奶奶又是无比自豪。村

里人的赞誉，让我家以三叔为荣，参军到部队，成了乡村诸

多年青人的梦想。

当了几年兵后，三叔光荣退伍，他放弃部队的安置，决

意返回家乡，为家乡的贫苦现状出一份力。被选举为村长后

于种田闲暇时，带领村民做生意致富，后搞起养猪产业，规

模庞大，让全村人过上小康生活。他时刻不忘自己的军人身

份，不忘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品质，

赢得村民的一致夸赞。

我的岳父也是一名退伍军人。他时常给我讲起在部队的

生活，讲军队的严格训练，讲军队的严律风范。他说军队对

一个人的改造是受益终身的，塑造意志上的坚定、精神上的

顽强，面对任何困难时，都会秉承一种强大的信念，如此

就会创造光明的未来。我对岳父的话深信不疑，因为无数

个退伍军人都曾这样告诉过我，无数的退伍老兵，他们的生

活经历就是证明。因而，我对他们的钦佩无以复加，因为他

们都曾是一名光荣的军人。

“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听着这首再熟悉不过

的旋律，军人的光辉形象立于眼前。战争时，军人担负起

解放全中国的重任；和平时，军人更是人民的靠山。哪一次

重大灾害的现场没有军人的身影？他们总是冲在最危险的前

沿。这些人民的子弟兵，用生命谱写着最美的护佑诗篇。

送走火红的七月，八月庚续着红色血脉。看那军旗飘飘，

回溯人民军队的光荣历史，心中的敬仰之情愈加浓厚。无论

时光怎样染尽岁月的沧桑，但“八月”永远绽放璀璨的光芒，

它不平凡的过去永远被铭记，也一直在人民的心中闪亮。

五岳归来话黄山 
文 / 曹方成
先后登临过“五岳”——嵩山、华山、衡山、泰山、

恒山，最后又去了黄山。山与山不同，水与水相别，如

只用一个字来形容这群山的话，我的感受是：嵩山“深”，

华山“险”，衡山“翠”，泰山“峻”，恒山“奇”，五岳

之外的黄山更加“美”。 

嵩山没有山。只见两个小山峰立在左边的平原上，

我以为山才开始，谁知越往里走，没有看到再高的山

峰了。其实，嵩山纵横450 平方公里，最高处海拔

1512 米，但山势是缓慢上升的，肉眼看不出，天中

阁、少林寺就“深”藏在这平缓渐进的太室山和少室

山山坡上。天中阁是中岳古老大门，气势宏伟。峻极门、

中岳大殿、寂殿、御书楼环绕周边。进入少林寺，门

坊上四个大字：祖源谛本。上联：地在天中四海名山

为第一；下联：心传言外十分法教是天元。距寺300

米有塔林，存唐至清砖石墓 231座，形式多样，像一

群破土挺立的竹笋。

登华山让我一震！抓住千尺幢的铁链，爬到百尺峡

台阶上，抬头，鼻子挨着岩壁了。攀上天梯，到了苍龙岭，

在韩愈“退之拼书处”看到两边峭岩万仞，山风呼啸，

很是胆怯，只好止步。夜宿北峰聚仙台，这是两个紧

挨的大岩洞，是道教僧人烧香拜佛的庙窟，存有大量

神龛，可容纳几十人。天亮，赶上一场夏雨，西峰左

边凹处泻下一条瀑布，直挂云帆，像仙女从长空扔下

来一条白绢，哗哗啦啦地轰响。冒雨下到青柯坪，回

望西峰，一丝险中含醉的快感由然而生。

衡山平缓，车能开到山顶。南岳大殿红墙绿瓦，

晨钟暮鼓，飞檐斗拱，画廊雕栋。南天门、祝融峰，

缓中有险；藏经殿、磨镜台，像羞涩的闺女藏在树林

中。早晨登顶看日出，近山远岭，叠叠层层，山上山下，

金钱松、银杏、香樟、红豆杉、楠……团团环绕，柴草

树木，绿“翠”欲滴。

我一个人进泰山。四周黑森森的，我胆怯地走一

阵，发现有个拄拐杖男客走在前面，就紧紧地跟上

他。到中天门天亮了，登到南天门7时50 分，8时过

5 分到达玉皇顶。古传，盘古开天地后，腹、左右臂、

腿，葬在其它四岳，头葬泰山，故称“五岳之尊”。那

里登临过 24代皇帝，办过大型国祭72次，来过不少

名人骚客，留下2000多处碑碣石刻。我站到拱北石上，

举目远眺，有“峻”雄天下之感。

恒山很“奇”。一座红红绿绿的寺庙悬在半山腰，

几根零稀的木头撑住万丈悬岩，历千年不垮。我想证

明“到此一游”，请师傅给我拍了几张，怕受骗，交钱

的时候亮出了记者证。回家接一信，信纸上书：“老曹

同志，关于你到恒山游的照相，因照相机暴（曝）光，

为（未）有照上，希你下次来找我，在（再）给你留照，

请原谅！我的心情很难受，在（再）不多谈。此致礼，

恒山照相。1991年 5 月13日”。信中错别字不少，虽

然没留下“尊容”，但我也很开心。

坐缆车到黄山后山，睡在始信峰下。清晨，这峰

那峰剪影像一排排壮观的仙人掌，松涛在山间轰响。

梦笔生花很神奇，小松树竟能长在光秃秃的石尖上干

渴不死。光明顶上看飞来石。爬上莲花峰，峰顶的岩

石铁链上，挂满了连心锁，锁挨锁、锁串锁，似乎要

把天下所有的人心串在一起。玉屏楼旁的迎客松，“展

翅”迎接八方来客。对面，天都峰立在眼前，立刻想

起了“任他五岳归来客，一见天都也称奇”的诗句。

不想留遗憾，一直从沟底爬到峰顶，两边陡崖万仞，

鲤鱼脊上吓得我出了一身冷汗。没有退路，胆颤心惊

地爬过了峰脊，回望奇形怪状的花岗岩石，满坡满岭

的松、杉、杜鹃、木莲、红豆杉，大舒一口气，喊出

一句话：太美了！

奇松、怪石、云海、温泉、冬雪是黄山“五绝”！

明代著名旅行家、地理学家、文学家徐霞客叹曰：薄

海内外之名山，无如微之黄山。登黄山，天下无山，

观止矣！

文 / 马珂
虽已立秋，但三伏未过，炎夏之感不绝。

一年中白昼最长、阳气最旺的是夏季，贯穿

其中的各种民风民俗也让夏日魅力十足，充

满情趣。

在我国南方的许多地方，都流传着夏日

称人的习俗。吃过早餐，孩子们被大人叫到

村前的晒谷场上，按大小顺序逐个称重。被

称的孩子双手抓紧黑溜溜的大秤钩，被两位

大人抬起后将双脚弯曲离开地面，待司秤人

报出重量再换他人。每个被称的孩子体重都

有专人记录，立秋时再称一回，以此了解孩

子们夏季的成长情况。大人孩子围成一圈，

人群里不时爆发出阵阵笑声。大家沉浸在一

派快乐祥和的气氛当中。

称人习俗相传与刘阿斗有关。据说孟获

被诸葛亮收服，归顺蜀国后对诸葛亮言听计

从。诸葛亮临终嘱托孟获每年要来看望蜀

主一次。此后，每年夏日，孟获都依诺来蜀。

数年后，晋武帝司马炎灭掉蜀国，掳走阿斗。

而孟获不忘丞相嘱托，每年都要带兵去洛阳

看望阿斗并给他称重，以此验证阿斗是否被

晋武帝亏待。他扬言，如果亏待阿斗，就要

起兵反晋。孟获称人之举，让晋武帝不敢欺

侮阿斗。称人带来福气，人们也祈求上苍给

自己带来好运。

在湖南老家，有挂艾草、包粽子、赛龙

舟等诸多风情民俗。记忆深刻的是与雄黄有

关的往事。这一天，大人从商店买回一粒粒

小石子似的雄黄用石槽碾磨成粉，制作完雄

黄酒后，再给每位小孩头上点些雄黄粉杀灭

虱子。孩子的头上留一撮红黄色的头发，大

伙儿相视而嬉，其乐融融，再喝一杯雄黄酒，

用以解毒杀虫，祛湿除痰。

坐门槛是一大禁忌。古人认为坐在门槛

上是阻挡财运，不可为之。

家家户户晒制大酱是夏日一大民风。每

户根据自家需要挑选出颗粒饱满的黄豆、大

麦或蚕豆用以晒制黄豆酱、大麦酱或蚕豆酱。

先将选好的材质用清水充分浸泡，沥干水分

上锅蒸熟摊凉，用石槽捣碎后加入食盐、香

料和高度白酒封坛发酵五至七天，然后开坛

置于盛夏的阳光下暴晒，每天搅拌两到三次，

待酱色变黄、香味四溢后大功告成。晒制好

的各种酱料可用以炒菜炖肉，也可盛上一小

碟置于餐桌蘸菜食用，味道香醇甜美，是夏

日里的一道美食。

儿时最乐意做“吃瓜群众”。瓜果飘香

的日子，大家纷纷从各家瓜园里采摘回丰硕

的果实，然后做上记号浸泡在水井或用渔网

围住的溪湾里，给夏日乡村增添了一道独特而

又亮丽的景观。傍晚时，村民捞起浸泡一天

的瓜果切块放在桌上，吃着凉爽香甜的瓜瓤，

丰收的喜悦之情油然而生。

吃伏鸡和喝伏茶也是广为流传的民俗。

伏天里，家家户户的餐桌上，都有一道用谷

酒和老姜爆炒的仔鸡，据说有养精壮骨、祛

风耐暑的功效。而三伏茶由采摘自大山里的

野生老茶煨制而成，放凉后盛入硕大的陶瓷

缸里。渴了用瓷碗舀起一碗饮用，汤色一如

黄铜液般锃亮透明，味道苦中带甘，生津止渴。

民俗之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