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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乡子·颂我国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

罗邦俊
今日看神州，绿水青山四境优。路

网城乡家国富，迎眸，人面桃花幸福浮。
代代小康求，顶压三山果腹愁。等

得春风妍旷野，排忧，往昔穷途从此勾。

大陈岛垦荒纪念碑
陈素丽

万里晴空碑影斜，山冈草木染丹霞。
英雄不屑青碑刻，汗水浇开荒岛花。

梦回红船
黄祥纲

镰锤夺目旌旗艳，猎猎东方满百年。
烟雨红船常入梦，一樽容我酹先贤。

坎门女子民兵哨所
林 郁

五尺红缨守海疆，山花岛竹枕安详。
万家灯火阑珊后，犹挺英姿到晓光。

鹧鸪天·家乡巨变
施探薇

僻路深山跑铁龙，彩虹飞架贯西
东。家开民宿迎游客，户产稀珍成网红。

囊满满，乐融融，仓盈果硕脱贫穷。
高歌一曲新时代，百载长铭不世功。

浙江第一个苏维埃政权
诞生:亭旁起义

吴禄森
赤色风云激怒潮，勇挥铁血染征袍。
乡村致富当今日，不忘红旗第一飘。

摸鱼儿·怀陆蠡
梁 斌

掷头颅、一腔情热，弱身何畏豺
虎。山河破碎苍生恨，报国此时当赴。
孤岛苦。勉坚守、文章替作刀枪御。浦
江共怒。笑寇亦无非，几番刑酷，夙志
岂能侮。

牵魂地，总是心灵故土。平生襟抱
寰宇。海星囚绿清流入，字里万花飞
舞。赢美誉。年正好、才倾沧海奔腾注。
苍天竟负。叹忠骨难寻，英名不朽，高
节熠千古。

咏台州第一个党组织创
始人宣侠父

应莉瑛
不畏艰途到浙东，少年负笈济民穷。
执鞭海角拨沉雾，盗火天庭照夜空。
大璞未雕终是玉，精钢宁折化为虹。
欣看江岸绿杨里，遍地青葱遍地红。

水调歌头·纪念亭旁起
义七十周年暨包定塑像揭幕

王瑞人
曾仰豹山影，犹唱大江东。文昌书

苑，怀壮激烈气如虹。笑语诗词独步，
挥笔惊天动地，孺子有遗风。古刹拥灵
地，湫水映云空。

长矛挺，义旗举，血流红。当应无
悔，七十年后谒精忠。铁骨铮铮耸立，
玉树苍苍夹道，簇拥万花中。家国千秋
梦，时势造英雄。

行香子·建党百年
任战白

火播红船，义举南昌。建雄师、驰
骋沙场。运筹窑洞，大写华章。看党旗
艳，军旗卷，国旗扬。

百年奋斗，九域辉煌。喜今朝、巨
变沧桑。万人追梦，一路阳光。正初心
坚，民心暖，核心强。

咏黄岩粮食亩产第一个
超《纲要》

冯继勇
永宁苍黄史册中，明灯百载照天红。

稻粮首产超《纲要》，足食无忧仓廪丰。

台州市诗词楹联学会 供稿

诗词庆祝
建党百年（下）

浙江人一般是喝绿茶长大的。绿
茶如西子那么纤巧，且色泽青碧，香
气浓郁。热水冲下，看它们缓缓地舒
展身子，婀娜旋转，颇像绿衣仙子们
在翩翩起舞，让人叹为观止。品一口，
不但口颊生香，那芳馨还直入五脏六
腑。然而我这个在瓯江畔生瓯江畔长
的人，却独独钟爱福鼎白茶。这里面
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

解放战争期间，受外公进步思想
的影响，17岁的三舅要投奔闽东游
击队去。外婆自然是舍不得的。临走
的那天，怕外婆阻挠，也怕她的眼泪，
三舅说看大姐去，就来到我家。其实
外婆家和我家很近，只要走过一条辘
轳把胡同就到了。

后来母亲常说，是她给三舅打点
的行装，三舅就是从我们家启程，辗
转到福鼎，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当时的我只有三岁。那一天，大
人们说什么，我根本听不懂也不想去
听。只记得母亲变得少有的和蔼，她
倾其所有给三舅弄吃的。三舅显得格
外的亢奋，他背着我，从东屋跑到西
屋，又让我骑在他脖子上，从前门跑
到后门。他还让我挺直身子，他像扛
一段竹杠似的扛着我，边跑边唱一首
我听不懂的歌儿。我兴奋极了，倒栽
葱从三舅胸前滑下，三舅及时抓住我

的双脚，就那么提拎着我的小脚丫一
路疯跑。我张扬地尖叫，不歇气地疯
笑（平日里母亲是不允许女孩子家这
样放纵的）。可那天的母亲只是一边
做菜，一边宽容地喊：“阿胜啊阿胜
啊，你把她颠坏了颠坏了啊。”

人们大都记不得自己三岁发生
的事，三舅的离家却以这种特殊的方
式定格在我的脑海里。

外婆很快就发现她的老三跑了。
她叹息着：儿大不由娘。她也抱怨我
的父母，没有留住三弟，反而把他送
走。可毕竟人去如黄鹤，留给外婆的
只有无穷无尽的思念和担忧了。

第二年春暖花开的时候，有人给
我家捎来一个小包。打开一看，里边
是两个圆圆长长的铁皮罐子。摇摇，
沙沙作响。父亲念着罐上的字：福鼎
白茶。这是我第一回听到“福鼎白茶”
四个字。母亲再翻这个小包，却没有
别的东西了。

父亲和母亲嘀咕了片刻，就把这
个小包给外婆送过去。外婆接过茶
叶，一句话也没说，眼泪就下来了。当
时的白色恐怖非常厉害，就在几天
前，我们村有人因为给游击队送药，
抓住后就被活埋了。外婆的脸色很是
凝重，母亲就压低了声音安慰说，这
是阿胜给我们报平安呢！

外婆小时候缠足把脚给缠残了，
她天天坐在灶下的烧火凳上，哪儿也
去不了。她把白茶搁在烟筒梁上，整
日面对，喃喃自语。烟筒梁呈台阶形，
最上面的壁龛里供着灶神爷。我不知
道外婆是用福鼎白茶供奉灶神呢，还
是盼望菩萨能保佑三舅平平安安？

每年春天，外婆都在守望着白茶，
若是三舅没有及时捎茶来，外婆就会
变得魂不守舍，变得眼泪汪汪。及至白
茶送到，外婆心里的那块石头才算落
了地，整个人也变得慈眉善目了。

年复一年，外婆越发地把白茶视
为圣物了。她面对着烟筒梁上的茶罐
子，眼神里有担忧，有警惕，有骄傲。
她天天盯着那些个罐子，就像一只老
母鸡守护着她的鸡崽。那茶叶也不是
谁都可以品尝的，只有在百里外教书
的外公回家度假时，只有贵客登门
时，外婆才打发大舅妈拿下那罐茶
叶，撮出几份，注上热水，献给外公和
客人，其他人是没有资格享受的。

也有特殊的情况，就是孩子们
“热”了，这“热”是指上火，比如有点
咳嗽，眼睛有点发红，喉咙有点肿痛，
外婆会让大舅妈泡上一杯白茶，让我
们咕咚咕咚地喝了下去。这时的白茶
就当成凉茶来用了。

有一天，比我小两个月的表妹提

议玩过家家，我们兴高采烈地响应
了。大家“做饭”“叠被”，手搭着“轿
子”热热闹闹地“娶新娘”。趁着外婆
上厕所之际，表妹就把那罐白茶偷到
了手，开始“泡茶”，外婆回头发现了，
勃然大怒，先把大舅妈臭骂了一通，
说她养女不教；表妹又被揪到她身
边，用藤条狠狠地抽了一顿。

感谢那些白茶，让三舅和他的战
友们闯过一个个险境——有几次真
是九死一生。解放初期，24岁的三舅
成了福建省一干部。他还是年年给老
家寄福鼎白茶，那些茶，就成了外婆
全家的骄傲。

光阴荏苒，寒暑流易，我长大了，
外婆却逝世了，若干年后外公也驾鹤
西去了。三舅极忙，他很少回老家，但
是并没忘记往家乡寄白茶，那些茶就
成了大舅家和我家的宠物。我品着
它，慢慢地，就琢磨出它的浑厚，它的
醇香，它的朴实无华。喝着喝着，竟就
上瘾了。以至有人到福建去，就让他
们给我捎白茶。

最近我回了趟娘家，当然没忘记
去外婆的老屋看看。老屋非常破旧，已
被大舅废弃了。可外婆的灶台还在，烟
筒梁上的白茶罐子也在，虽然都锈迹
斑斑了，但它们依然稳妥、坚定地立
着，仿佛在守望着远方的三舅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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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岁高龄的父亲躺在医院病床
上昏睡，鼻子插着氧气管，心电监护
仪有节奏地发出“嘟嘟”声。

医生告诉我，老人家多脏器衰竭，
恐怕撑不过三天，让我准备好后事。

次日，父亲突然清醒过来，满面
红光，目光清澈。

见我和我儿子小伟在病房里陪
着，父亲忽然说:“咱家的传家宝你要
保管好，将来传给小伟，它包着红绸
子，就放在我床头的木箱子里。”

我点点头说:“爸，您放心。”
当夜父亲就去世了。
料理了父亲的丧事，我悲痛的心

情慢慢平复。
一天晚饭后，想起他说的传家

宝，于是我招呼小伟一起来到父亲房
间，打开床头的木箱子。

我捧出一个红绸子包裹的小匣
子，鲜红的绸子给昏暗的陋室平添了
亮色和喜气。我不忙打开红绸子，问
儿子:“小伟，你知道爷爷的传家宝是
什么吗？”

小伟摇摇头说:“爷爷从来没有
说起过。”

我说:“那好，我给你讲讲爷爷的
故事吧。

“上世纪60年代，你爷爷是咱们
永安村的大队会计，也是共产党员，

全村100多户人家的工分统计，钱粮
核算，都要经过你爷爷的手。你爷爷
上过初中，写得一手好字，打得一手
好算盘，是村里公认的笔杆子。

“我清楚地记得，你爷爷向来公
私分明，一分一厘都算得明明白白，
绝不贪公家一分钱。

“记得有一年腊月，一天晚饭后，
你爷爷要去大队参加干部会议，商量
村里的一些重要事情。这样的会议往
往要开到深夜，队里会安排夜宵，一
般是炒米面。在那个年代，三餐都是
吃番薯粥玉米糊，能吃到炒米面，那
就是难得的美味了。

“当年我8岁，见你爷爷出门，便
也跟着他出门，心里打算蹭夜宵吃。
哪知你爷爷却硬逼着我回去，我站着
哇哇大哭，你爷爷毫不心软，转身大
步而去。”

小伟轻声说:“爸，您埋怨爷爷
吗？”

我点点头说:“小时候的确埋怨
你爷爷，哪有这样对待亲生儿子的？
其实孩子能吃多少呢？不过长大后，
我就理解你爷爷了。”

我顿了顿，继续说:“次年的除
夕，天快黑了，家家户户都开始吃团
圆饭，可你爷爷还在大队保管室算
账，你奶奶让我去叫。我走到大队保

管室门口，听到里面传出“噼噼啪啪”
的算盘声，我刚想进去，忽然听到争
吵声，我就站在门边。我听出你爷爷
跟大队支书在争辩。我不大懂，隐约
听出你爷爷要把今年结余的钱粮留
到明年备耕备种，而大队支书主张一
人一半分掉，他们压低声音争论，最
后你爷爷说服了支书，他们统一了意
见，我这才敢进去。”

小伟笑笑说:“爷爷真是大公无
私啊！”

我说:“是的，不过我知道你爷爷
徇过一回私。”

小伟睁大眼睛，说:“是吗？您有
没有弄错？”

我说:“别急，听我慢慢说来。那时
队里有一个寡妇叫马翠翠，丈夫患病
死了，她拉扯着一双儿子艰难度日。娘
家人劝她改嫁，但她的公公婆婆都已
过世，两个儿子没有地方去。媒人介绍
时，没有哪个男人愿意接受这一对拖
油瓶。马翠翠干脆打消了改嫁的念头，
一心抚养儿子长大。不过她工分低，尽
管一年到头参加生产队劳动，但分到
的粮食还是无法填饱一家人的肚子，
只有瓜菜半年粮勉强度日。

“那年初夏，青黄不接，马翠翠只
好挑来野菜，就着糠皮煮着吃，三人
都是面有菜色，虚弱不堪。你爷爷见

了实在不忍心，恰好家里也没有存
粮，无法接济，他就半夜里偷偷从保
管室装了一袋豆子，丢到马翠翠的院
子里。马翠翠听到响声，出来发现那
袋黄豆，嘴里念着‘谢谢好心人’。打
开院门，你爷爷早走了，她自始至终
不知道你爷爷帮了她。我也是从你爷
爷跟你奶奶的对话中听出来的。夏末
收了豆子，你爷爷从自己家装了一袋
黄豆，倒回生产队保管室。”

小伟双目放光，说:“爷爷这个私
徇得好，我真为爷爷骄傲！”

我说：“你爷爷做了一辈子会
计，身无长物，说给咱留下传家宝，
这传家宝的价值，可能会让一些人
笑掉大牙。”

小伟好奇地说：“那爷爷的传家
宝会是什么呢？”

我自豪地说：“爷爷留给咱们一
支钢笔，那是他评上优秀会计，县长
亲手奖给他的。”

小伟说：“哦，爷爷把这珍贵的奖
品作为传家宝，他是要咱们像他一
样，公私分明，不贪不占，怜贫扶弱，
明白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这个
传家宝真的是价值连城啊！”

我欣慰地说:“说得好！”
打开红绸子里的木匣子，一支金星

钢笔豁然在目，古色古香，光芒隐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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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传谢灵运曾游委羽山，题句
“山头方石静，洞口花自开”。诗中“方
石”，乃委羽山独有之珍品神物。

《嘉定赤城志》载：“地所产石，无
大小，百碎皆方正有棱，以煮汤可愈
疾。”清乾隆《黄岩县志》所记则带仙
气：“相传刘奉林丹炉余灰也，煮之可
疗疾。”《委羽山志》记委羽十二景，开
篇便是“丹炉方石”：“我闻方石奇，拨
云过崖壑。始信丹有灵，洗代及山确。”

自古以来，前往委羽山修炼的方
士高道络绎不绝，有史可稽的便有周
代刘奉林，汉代西灵子都、司马季主、
鲍叔阳、周义山、李宽（李八百）、刘
讽、黄子阳，东晋葛洪，南朝萧子云，
唐代羊愔、杜光庭等。委羽洞成为修
仙圣地，潜修服气之士云集，神奇的
方石功不可没。唐末高道杜光庭《题
空明洞》曰：“欲问空明奇胜处，地藏
方石恰如金。”

“岩前方石有多好，灶里丹砂且
是灵。”此句出自王十朋咏委羽山诗。
王十朋家住雁荡，邻近委羽，著名南
戏《荆钗记》“糟糠妻不下堂”，拒绝宰
相女儿求婚的便是这位南宋状元。

《委羽山赋》曰：“拾方石于山巅，群称
神物；采丹砂于岩窦，拟学长生。”委
羽方石大者似骰子，小者比粟粒，五

彩斑斓，经现代技术检测，含砷、硫、
钙等元素，当是上佳的炼丹原料。

“探仙踪于委羽，羡方石于山
中。”千年以来，凡文人墨客游委羽
者，必觅拾方石以归，咏诗作赋以纪。

“四素老人”黄濬《忆游委羽》云：“道
人引我山之脊，拨草披烟觅方石。石
形为矩不为规，如豆如麻色深碧。”

《辍耕录》详记得石之法：“有欲得方
石者，裹粮撮许，往洞口撒之，随意拾
地上土，则有石在土中。”看来若欲得
石，亦需先用饵料。

“几日山不到，到山心自清。棱棱有
方石,拾得通仙灵。”作者南宋探花王居
安，黄岩方岩（今温岭大溪）人，《宋史》
誉其“宅心公明，待物不贰”。晚清赵之
谦亦曾题句：“且拾方石归，是玦亦天
赐。”地质科学研究表明，这些方石产于
侏罗世的火山岩夹层中，十余年前当地
还有人曾觅得若干，现已绝迹。

委羽方石历来为文人间馈赠佳
品。黄宗羲《寓黄岩》称：“朱栾山客
饷，方物野僧遗。”据考，诗中“方物”
即为委羽方石。随园老人袁牧还特为
之赋诗：“道人献丹石，状若骰子然。
铁色精且坚，足抵青琅玕。想见井公
博，鏦铮鸣金盘。我将携此具，招问玉
女看。”风流才子的底色可见一斑。百

卷《台学统》编撰者王棻，作有一偈
《槜李沈碧珊获方石数枚甚宝之属铭
焉因题》：“卯金之子，控鹤委羽。丹灶
余砂，饴我高榘。”

清代地理学家天台人齐召南作
《葵圃以委羽山方石见贻，因次原韵
二律奉答》，其二曰：“巨细宁烦妙手
砻，坚贞一样隐泥中。寻时守口如瓶
静，得处因心有路通。康乐咏诗仙不
见，桃溪称号德堪同。拜君嘉惠施针
砭，医俗良方贮药笼。”诗中“康乐”当
指谢灵运，“桃溪”即为谢铎。齐氏高
足太平戚学标曾集韩文作《委羽山方
石铭序》，结句曰：“乃伐山石，浑然天
成，收之如贤，曰贞曜先生。”典出韩
愈为孟郊所作《贞曜先生墓志铭》。

在儒家眼中，“神丹可含，百碎皆
方”的委羽方石蕴含着更深的意味。

“委羽寻名胜，岩岩石自方。端庄合矩
度，严厉如珪璋。一点未盈椈，四围自
有芒。从规非所愿，秉质独坚光。”“拾
向空明最上岗，形符地象质含刚。一
身长抱此圭角，百碎宁能改正方。”

“不劳绳削与磨砻，面面凌峻乳窦中。
任在泥涂长劲正，肯随流俗学圆通。”
历代方石诗记述了此物之美，也常借
石以喻德。南宋名臣楼钥作《黄岩令
郑仁叔索委羽洞诗》，诗中有云：“更

将山石比坚操，石碎犹能彻骨方。”史
称楼钥敢于直谏，尽言不讳，光宗称

“楼舍人朕亦惮之”，楼钥诗文有“天
矫盘礴、雄健排荡”之评。

《委羽山续志》记载“三方石”条。
“宋徐升，字子英，中行五孙世，以制行
端方，号称方石。元叶嗣孙，字本初，尝
赋方石诗，潞公张翥见之，呼为叶方
石。明谢文肃公铎，亦号方石云。”

谢铎家居方山之麓、桃溪之源，相
传早年曾于峭斗洞苦读。史载谢铎曾
将家乡方石制成棋子，赠送茶陵李东
阳。李作《谢谢方石惠石棋子》酬答，赞
赏此物“裹藏尚带烟云气”，并叹“亦知
此石如此心”，以方石“磊磊之气”相激
励。谢铎有《将游委羽梦中得诗二句因
续成之》：“梦入空明酒半斟，梦回犹记
小仙吟。”《委羽山续志》收谢铎《至委
羽山次韵》：“清寒曾立最高峰，蓬海分
明在眼中。”“见说元都回首地，桃花开
尽菜花空。”谢铎曾与同乡学者黄孔昭
为方孝孺编《逊志斋集》三十卷。两百
余年后，宁海方正学祠下又出一少年
才俊，鲁迅将其与孝孺并称“台州式硬
气”，此君以笔名“柔石”闻世。

小小一枚方石，是为仙人丹砂，
又经文人清赏，更见士人风骨，真可
谓神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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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是金黄的，秋风吹过，树叶披上了黄金甲。
西湖的岳飞墓，有金黄色的墙，阳光下，与金色的树叶相得益彰。
如果用一个季节，来代表一个景点，那么岳坟像秋天。秋风的肃穆之

气，正与岳飞的《满江红》相对应。
我相信，岳墓的秋天，也是最适合观赏的时节。

——编者絮语

柯伟胜 摄

岳墓之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