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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甸仁安羌大捷纪念碑文
刘伟民

! ! ! !仁安羌大捷纪念碑塔建成亦碑亦塔。
碑者，意在彰显中国军人抒忠赴难，浴血锋镝，攻歼

奏捷，扬庥异域。
塔者，意在告慰先烈在天之灵，让忠魂长眠安息。
塔高七层，寓意佛语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碑塔坐南朝北，为英灵归乡之方向，矗立仁安羌古

战场，正是当年伤亡最惨重的地方。
七十年前，我中华健儿，为国家，为民族，反侵略，反

强权，抛妻弃子，背井离乡，义无反顾，迈向战场，不顾白
发爹娘倚闾而望，用青春的生命，救盟军于覆亡。

我一一三团八百壮士，伤亡过半，二百零二忠魂，捐
躯沙场，尸骨无存，客死他乡，朝朝暮暮，不知魂归何方。
先父生前每念及此，心中无限悲凉。
我刘家后人深体先父心愿，多年以来，念兹在兹，不

敢或忘。
今碑塔建成，愿我前辈英灵，沿碑塔之所向，魂归故

国，重返梓乡，领家人之祭祀，享骨肉之蒸尝。
碑塔矗立，赋英雄尊严，昭前辈荣光。碑上英名无法

周详，忠魂伟绩，必随此役，光耀千秋，史册辉煌。中华儿
女，后代子孙，永远铭记，万世景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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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据新华社报道，华北已成为全球空气污
染最严重地区之一。今年 !月份，京津冀共
发生 "次强霾污染。有京城网友作诗词《沁
园春·霾》，其中有“北京风光，千里朦胧，万
里尘飘，三环内外，浓雾茫茫，鸟巢上下，阴
霾滔滔”句，将京城糟糕空气自嘲一番。

华北空气污染严重，有产业结
构原因。比如，光河北省产钢超过
!#"亿吨，占全国钢产量四分之一，
高污染高耗能产业太发达，应是原
因之一。但冬季取暖过于浪费，恐
怕也是原因之一。我这个南方人，
冬天很怕到北京出差，外面冰天雪
地，房间里穿一件毛衣都嫌热。为
什么要那么暖和啊？而东北三省的
房间里暖气更热，我有一年元旦在
哈尔滨过，外面零下 $%多摄氏度，
房间里只穿一件衬衣即可，房间里
烧得这么热，要耗费多少热能啊，
煤烧得越多，排放的烟尘就越多，
空气中烟尘、尾气、颗粒物多到超
过大自然的自净能力，清新的空气就变得
浑浊不堪了。而且房内房外温差太大，人不
舒服，也容易感冒，我冬天到北方出差，就
一直要喝水，因为嗓子干得难受。暖气烧得
太热，把空气中的湿度都烧没了，太干燥，
能舒服吗？但人都是有惯性的，时间
长了，习惯成自然，适应了。我有一
个上海老乡，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
后，几十年过下来，他习惯了冬天的
屋内要像春天那样温暖，冬季到上
海出差，办完事就逃回北京，说是上海的冬
天太冷了，他受不了。其实他从生出娘胎
起，过的就是这种寒冷的冬天，到北方几十
年，反而冻不起了。但是，冬天整个北方屋
内都烧得那么温暖，要多烧掉几多煤？要多
排放几多烟尘？现在，中国一年生产 &"亿
吨煤都不够用，还要进口一些才行，挥霍能

源大手大脚，浪费太多了。
据人民日报近日报道，在北方城市，集

中供热的管网跑冒滴漏，浪费惊人。以长春
为例，边烧边漏，一个冬天要漏走 !'%%万
吨热水，相当于一个中型水库的热水流走
了。而要把 !'%%万吨水烧到 (%!，要烧掉

$$#"万吨煤，多花 !亿多元钱。这还
不算，还要多排放几多烟尘啊？多污
染几多空气啊？北方城市地下工程
管网陈旧还质量差，跑冒滴漏严重，
浪费太惊人。据专家统计，发达国家
供热煤耗每平方米 )公斤，我国每
平方米 $(公斤，差距太大了，不过，
差距也是潜力，让我们急起直追，向
发达国家学习吧。
去年冬天，网上在讨论南方冬

季也要供暖一事，我是很不以为然
的。南方人已经习惯了室内室外温
差接近的生活，何必要去改变，实在
要是寒潮袭来，冻得受不了就多穿
几件衣服，再受不了开几天空调应

应急，能忍就忍一忍，改供暖，要多耗去多
少能源？我认为，南方空气质量比北方好
些，冬季不供暖也是原因之一。大自然有春
夏秋冬四季，这是自然规律，人类进化至
今，应该是能够适应的，为了过得舒服一

些，提高生活质量，也显示人类作
为“万物之灵”的尊严，夏季供冷气
冬季供暖气也是必要的，只是不可
过度，像冬天的屋内，供热供到不
觉得寒冷就行了，一定要像春天一

样温暖，甚至像夏天一样只穿衬衣，就过度
了，人是大自然的产物，只能在大自然中存
活，凡事一过度，就会受到大自然的制约或
报复。如果北方的冬季生活供暖，不再像现
在那么过于暖和，供暖季再缩短一点时间，
既节约能源，人也会更舒服，空气质量也会
好些，雾霾天也会少些，信不信？反正我信。

一张照片三对夫妻
黄显耀

! ! ! !翻开我和老婆的婚纱照，观者一定会发出
这样的感叹：这婚纱照简直就是“全家福”。我认
为这话挺有道理的。因为我和老婆的婚纱照上
有三对夫妻：我的父亲母亲、我的岳父岳母、我
和老婆两口子。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这还
得从头说起。
我父亲和我岳父是一个单位的同事，我们两

家又是门对门的邻居，更巧的是我和老婆是同年
出生的。可以说，我们俩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
我们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再到大学，都在一个
班。这难道不是缘分吗！如今，我的岳母还笑着对
我说：“阿耀，我早就同你父母商量好了，给你和
明明定了‘娃娃亲’。”我愉快地应承着。定没定
亲，我不知道。但是我们两家那真是走得挺近的，
逢年过节，我们总要欢聚一堂，嘻嘻哈哈，热闹非
凡，亲密得如一家人。有时候出现一些特殊情况
（比如父母出差或出远门走亲戚），我和明明还会

在对方家里吃住一段时间。我们两家的感情，由
此可见一斑。

$%%%年，我和明明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拍
婚纱照，那当然一定不可或缺。我们经过了比较，
选定了一家影楼。考虑到让父母亲、岳父母尝尝

鲜，老婆和我决定邀请他们四位老人一同拍婚纱
照。当我们六人围坐在餐桌前的时候，我把这个
想法说了出来。我的父亲和岳父异口同声地表示
了反对，说：“都这么大年纪了，没必要赶那个时
髦，而且还要花那么多钱。”
可我从母亲和岳母的眼神里，看得出她们想尝

试一番。这更加坚定了邀他们同拍婚纱照的念头。

最后，经过反复协商，我们终于达成一致意见，那就
是：我们六人、三对夫妻一同拍婚纱照。这样既圆了
父母亲、岳父母拍婚纱的梦，又节省了费用。

我记得，我和老婆拍婚纱照的那天，我们心
情都特别激动。当看到穿上礼服、披上婚纱的父
母亲、岳父母，我的脸上更是乐开了花。眼前的
这四位老人，显得那么神采奕奕。随着“咔嚓、咔
嚓……”的声音，我们六个人摆出各种姿势，拿照
片的日子多么令人期待呀。
当我和老婆将婚纱照挂在我们的新房时，喜

悦之情溢于言表。只见婚纱照上每个人的脸上都
荡漾着幸福的笑容。这一张张婚纱照像极了“全
家福”，充满了家的温馨！

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

顾云卿

! ! ! ! 春天是爱用五
颜六色加以打扮的
小姑娘，她爱在园林
内招摇过市。芍药、
桃花红了，“红药当
阶次第开”、“鲜妆辉映桃花红”；菜花黄
了，“蝶穴菜花黄”、“黄染菜花无意绪”；柳
条绿了，“柳条绿日君相忆”、“欲牵春色上
柔枝”；梨花白了，“梨花也作白头新”、“梨
花千树雪”。更有一首《行香子》，一言道尽
了园林的春光之美：“树绕村庄，水满陂
塘。倚东风、豪兴徜徉。小园几许，收尽春
光。有桃花红，李花白，菜花黄。远远围墙，
隐隐茅堂。飏青旗、流水桥旁。偶然乘兴，
步过东冈。正莺儿啼，燕儿舞，蝶儿忙。”读
到这些，我自然而然就想起汤显祖《牡丹
亭》第十出《惊梦》里那句脍炙人口的千古
佳句：“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

人们憧憬优美
的生活环境，春天到
了，探春、寻春、踏
青，是生活的首选。
此俗据说在先秦就

已出现，魏晋时期日见增多，由唐入宋更趋
兴盛。故唐宋诗中，春天游园的诗篇汗牛充
栋！唐代一位叫姚合的人，写过许多迎春、送
春、赏春的诗篇，其中有一组题为《游春》，含
五律 !$首，写出了他向往游春、急于到原野
田园去寻找春色的迫切愿望和喜悦心情。时
节是刚刚开春，“正月一日后，寻春更不眠”，
他天不亮就离开县城，“未晓冲寒起，迎春忍
病行”“好个林间鹊，今朝足喜声”。他“寻
芳树底行”，看到的是“嫩云轻似絮，新草
细如毛”；“恋花林下饮，爱草野中眠”。他
感觉到“处处春光遍，游人亦不稀。向阳倾
冷酒，看影试新衣”。在那个春色浓浓的环

境里，他“酒醒莺啼里，诗
成蝶舞前。摘花盈手露，折
竹满庭烟。亲故多相笑，疏
狂似少年”。“闲人只是爱
春光，迎得春来喜欲狂”
（《赏春》），这两句或已概
括了他的全部心情。

今天的城市生活，已
经让我们远离绿水青山，
有的甚至变成宅男宅女。
因而有必要再提倡回归自
然。请多多涉足园林吧，无
论是远方的大公园，还是
近段的小公园；无论是市
内相隔一段路程就有的大
型绿地，还是各居民小区
的草丛树间，都值得我们
去走一走，看一看，感受
一下春天的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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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许多来过天明寺的香客，对天明寺所
在的茅山评价都不错，他们说，茅山里风景
不错，植被茂盛，一片郁郁葱葱的好景象，
施主们还说，山里的植物不仅多，难得不少
树木都是有年头的，参天的古树数量如此
之多，在别处确实少见。
有些施主总结说，有如此环境的原因，

应该和此山的知名度不高位置又偏僻有关。
游客来的少，环境破坏得便少，所以这些树
木才可以安生地生长了这么多年，如果是
知名的山和寺，恐怕就没有如此景致了。
戒嗔也不知道施主们分析得有没有道

理，不过这些粗壮的古树，对我们还是有
不少好处的。炎热夏日，古树粗大茂盛的
枝叶可以阻隔不少热浪，而多么强劲的山
风，吹到古树群里，一样会越吹越柔。暴雨
来临，循着树下跑动，雨水在层叠的枝叶

间流过，便不至于把人淋的太惨了。古树还是戒痴和戒尘
两个小和尚的最爱，有时候他们会溜出寺门，把粗大的麻
绳拴在粗壮的枝干上荡秋千。
每每看到两个小和尚快乐地玩闹，戒嗔也不禁要感

慨古树的强壮。因为若换成只生了几年的小树，是断然经
不起小和尚们折腾的。至于茅山里那些微风吹过便要四
下晃动的草木，戒嗔觉得，除了装点山林，其他也没有什
么用途了。
有一年冬天，雪下得特别大，因为预计到这样的天

气，所以寺里也有提前准备，戒嗔早早地便和戒傲师弟去
山下储备了不少过冬的粮食。那些日子，暴雪铺满了山
路，整个茅山一片银白，从远处望去，能看见的只有几棵
顶着白雪的大树，其他矮小的事物，都被白雪所覆盖。平
日在山麓间乱窜的小兔早不见了踪影，偶有鸟雀飞落寻
食，但能找到的食物却很少，戒嗔也像冬眠的动物一般不
愿意出门了。
等到天气渐渐放晴以后，戒嗔在下山的路上，忽然发

现前几日在雪中挺立的大树，有好几棵在积雪的重压下
倒下了，断折的树枝，孤零
零地歪在山上。反而是那
些曾经被雪完全吞埋的矮
小草木，在积雪融化后，还
原了本来面目，便像不曾
经历过风雪一般。
戒嗔曾经感慨过古树

的强健，但在一场风雪之
后，戒嗔才发现，粗壮古树
的承压能力，远不如那些
柔弱草木。
世间的事，皆无定势，

强者也会有强者的缺点，
弱者也有着弱者的优点。

七绝诗四首
吴家龙

! ! ! !早春二月，游西安、银川
在列车上偶得。

一

车轮滚滚夜西行#

靠站彭城梦醒迎%

自古兵家必争地#

而今商贾正欣荣%

二

卯时三刻到东京#

山洞穿过是洛城%

历史古都嘉胜迹#

龙门相国享盛名%

三

牡丹洛邑甲天下#

姹紫嫣红容丽颜%

百亩芳菲无贵贱#

只将春色醉人间%

四

陇海线旁鹅柳黄#

芃芃麦穗夏粮仓%

农居豕溷重翻建#

陋舍茅房变美庄%

静夜凝眸

! ! ! ! "新民晚报首届国际兰展#

明天将在辰山植物园盛大开幕$

明起刊登一组由国际养兰专家

和兰花爱好者撰写的应征文章%

书法 卢 俊

沙枣花香与香妃
安 谅

! ! ! !这是一种南方人少有见闻的花树。在南疆那广袤的土
地上，在春天的季节里，沙枣花却摇曳生姿，香飘万里。那丝
丝缕缕的芬芳中，让人心生柔情蜜意。
两年前，我曾在喀什街头、乡野戈壁寻觅沙枣花。想领

略她含苞初放的那一份羞涩的风情，但也许是心情太为迫
切了，三月，她枝头冷凝，模样还滞留在冬日，在灰蒙蒙的尘
土里，给了我一个漠然的身影。
我即兴写下了第一首关于沙枣花香的诗，题为《等待沙

枣花香》：他们说她的芳香，曾经迷醉过一个帝王，每年四
月尽头，芳香还会绚烂地登场，一路飞扬。我站在戈壁滩
头，久久地凝望。三月，她还村姑一样大大咧咧，与老榆树
小白杨，无厘头地玩
耍。她并不在意，一个
南方的汉子，早早地
来访，正等待一场美
丽的花事，重又鲜亮。
诗真没什么夸张，香妃的传说已有千年。那部《还珠格

格》的电视连续剧里，就有一个香妃。喀什就是香妃的故
乡。香妃据说天生就充满香味，乾隆曾为之迷恋，把她纳入
皇宫，十分宠爱。香妃之香即为沙枣花香。

我虽然赶得急躁，有所失望，但因此有了机会，去更多
地了解她的习性。渐渐地，对她的特质禀性，愈加刮目相看
和心怀敬仰。大漠戈壁，人们多半记得或者赞美的，是“千年
不死、千年不倒、千年不朽”
的胡杨。胡杨固然值得讴歌，
而并不高大，也不妖娆，甚至
与婀娜多姿的柳树一比，也
显逊色的沙枣树，其内在的
魅力，却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她柔弱的身子骨里，也有胡
杨一样坚韧而又执着的个
性。在盐碱戈壁，在干旱风沙
的天地，她步不挪移，也绝不
屈膝，她顽强地挺立着，给这
世界一片鲜绿。即便这鲜
绿，因了漫天的尘沙，显得
多少有点灰头土脸。她的风
韵，却无法遮蔽。

在这期间，我也听说了
上海知青在南疆的故事。我
也认识了他们中的几位，为
他们的坎坷经历，为他们的
艰难卓绝和真情奉献，所激
动，所感佩。他们在戈壁上
书写了他们人生最为辉煌的
一页，与日月同辉，与天地共
存。我忽然想到，他们不就是
一棵棵沙枣树吗？不仅他
们，还有长期扎根南疆的各
民族兄弟，还有全国各地支
援新疆建设的各族同胞，他
们也都像沙枣树一样，捍卫
着这片疆土，滋润着这片天
地，他们的每一片树叶里，
都流淌着深情厚意。

我终于见着了沙枣花
开。虽然只是微弱的一捧，嫩
黄，浅显，在银色的叶片衬托
下，有一份腼腆。但这种清香
悠长、淡雅、弥散和执拗，撩
拨着心弦。

有一位新疆朋友对我
说，倘若求爱，就在沙枣花开
时节，沐浴着沙枣花的馨香，
一定会大获成功。我未经考
证，但我相信，沙枣花的情
魂，就是深悠的浓稠情意。

我被一种力量所推涌。
借着这沙枣花香，草就了话
剧《沙枣花香》的剧情梗概，

并与雷国华导演等一拍即
合，指导筹排了这部话剧：
以六十年代上海援疆知青
刘婷婷及其子女———眼科
医生刘秦坚持奔赴支援新
疆为主线，描述刘秦及其
父母两代人他们面对生活
与事业的繁复和困难，他
们敢于面对决不放弃的
故事。虽然他们一家人经
历了失散分离的
痛苦、感情纠葛和
在选择事业上的
矛盾冲突，但最后
这一切并没有阻
止刘秦及父母两代人对
事业、爱情、亲情及幸福
的追求。将援疆知青的过
往经历和艰苦奋斗的历
史与新疆的辽阔自然赋
有美丽的人文情境，并与
现代大都市的上海形成
强烈的对比。将半个世纪
的时代变迁在剧中通过
刘秦这一家两代人的奋
斗、生活和寻找亲情的描
述展示了维吾尔族与汉

族一家人的情感，再现了六
十年代至今天的两代援疆
青年人的遭遇和励志援疆
的胸怀，并将“香妃”的爱情
故事穿构在剧情中，扩展戏
剧的诗意，挖掘了维吾尔族
与汉族一家的历史渊源。《沙
枣花香》写的是祖国民族的
情感交融，展现了祖国各民
族人民爱国爱边疆的情怀。

也创作了音乐
剧《香妃》，将香妃之
美提升凝炼为仁慈、
智慧、优雅、美丽、思
乡、爱人之大美。突

现了真情、交融、信念和奉献
的主题。
四月，春回大地，沙枣花

香香溢人间。史诗话剧《沙枣
花香》和大型现代民族音乐
剧《香妃》*经沪疆两地艺术
家共同打造，将在沪疆两地
正式上演。令人感喟，也令人
欣慰。花树之美，香妃之美，
皆为人性之美的葳蕤，愿这
真善美，给时下的浮躁和狭
隘，带来一种涤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