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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热到无处藏身时，侄女跟
我一拍即合，去云南避暑！普者
黑，滇东南，一块山清水秀的好地
方！这里有万亩荷塘，这里的红
土地开满鲜花，这里是植物花草
的王国。家乡到了一出门就感觉
要被烤焦的时候，我们来了这里，
四季如春的地方。

我们住的民宿是仙人湖边一
间角度最佳的房间，270°景观，
落地大玻璃把这里最美的山水、

“接天莲叶无穷碧”的万亩荷塘，尽
显眼前，我们仿佛住在一幅最美的
画轴里，不忍移目，美到屏气凝神，
怕惊动了这天上人间美景，又或
者，怀疑自己到了仙境。

白天，我们坐着荷叶舟，荡漾
在万亩荷塘、碧水蓝天之中，泼着
水、打着水仗，舟来舟往。每每两
船相遇，互相泼水攻击，笑闹成一
团。更有玩兴浓的小伙，泼水用力
过猛，掉入碧水之中，引来众多游
客哈哈大笑。荷叶小舟穿行在清
澈见底的水上，水里荇草丰美，随
着碧波在水里荡漾。水倒映着群
山，倒映着蓝天白云，舟行处，碧浪
滚滚的荷叶连到山边，接着天际。

“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我
已沉醉，不知归路!

是夜，山头升起一轮金黄的圆
月，恰逢十五，月色格外皎洁。群山
在月光的照耀下，衬着黛色的天幕，

勾勒出绵延逶迤的曲线。你看，那
几个峰峦，像睡着的美人，那几个山
头，像巨大双峰的骆驼，那座独
峰，有点弯斜，像美人头上的倭堕
髻。那座，像巨大的田螺倒扣在
那里……那些峰峦山影，影影绰
绰接连到目之所及的天幕尽头。
皎洁的月光洒下，在水面铺成了
一条闪着银光的路，一直延伸到
我脚下。这是一条荷花仙子移着
莲步可以来凡间的路吧？你看她挎
着一篮子的荷花跟莲蓬，不是她向
人间馈赠的厚礼么？

湖水里，挤挤挨挨站满了半人
多高的荷叶，微风吹来，荷叶泛着波
浪，荡漾到天际。荷花已经没有白
天开得那么盛了，收起了花朵，又成
了含苞待放、娇羞的少女。微风过
去，水面起了涟漪，碎银子铺成的月
光水路更碎了，闪着星星点点的
光。抬头看，那轮圆月，把远山近水
照得比白天更加妖娆，像一副清雅
素净的水墨画卷，让人见之忘俗。

月光如练，天凉如水，站在岸
边凝思，我多想自己就是那一朵
莲，融在山水之中，忘却一切俗世
烦恼，只与清风明月为伴。心境一
如古诗：“荷花宫样美人妆，荷叶临
风翠作裳。昨夜夜凉凉如水，羡渠
宛在水中央。”

关掉读书灯，满身皆是月！
今夜，且让我享用这无边的月色。

张小青

普者黑的月夜

距常州万里之遥的尼勒克县，位
于新疆西北部，中天山西段喀什河河
谷地带。其境内有条流淌不息的喀什
河，它是尼勒克的母亲河。

那天，我从唐布拉草原回来，在喀
什河畔，看到一簇又一簇蓝色小花，呈
圆形直立状灿烂开放。小花有一个美
丽的名字——勿忘我，又称勿忘草，这
种植物看似寻常，但它的特性是适应
性强，抗寒耐旱，让我想起在疆见到的
三位常州人，我对他们肃然起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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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尼勒克县城一个普通的住宅小
区里，我敲响了陈凤英家的门。

陈凤英，原籍常州下辖的溧阳县
马垫乡人，今年已经八十多岁。她于
1959年8月响应政府号召，踏上了去
新疆支边的新征程，那年她初中还没
毕业，只有 17 岁。陈凤英告诉我，他
们那批人是江苏省第一批援疆人员。

陈凤英记得，当时乘汽车从溧阳
来到常州，然后乘火车奔赴新疆，火车
开了7天7夜。到了乌鲁木齐又转乘
汽车，来到一个称作尼勒克的地方。
她好奇地下车一看，眼前是一家种蜂
厂，四周一片荒凉，看不到房子，她不
免有些失落，忍不住默默地流下了眼
泪。她只得与同伴们一起，住地窝子，
吃黑馒头，坐爬犁子，饱尝初到新疆时

的百般艰辛。
所谓地窝子，就是往地下挖一个

坑，用柳枝和芦苇拌着黄泥做成屋
顶。如遇沙尘暴天气，被窝里都是沙
子；遇到寒冷的天气，没有煤炭取暖，
穿着衣服直接睡；就连喝一口干净的
水，都成了一种奢侈。他们这些来自
全国各地的建设者，筚路蓝缕，栉风沐
雨，在尼勒克艰苦创业，开创新生活。

陈凤英1961年结婚，先生也是一
起来的溧阳人。他有文化，又朴实肯
干，陈凤英慢慢被他俘获了芳心。结
婚那天，两个人把煮熟的面条放在茶
缸里，既当菜又当饭，还能喝点汤，两
人就算结婚了。几年后，夫妻住进当
地盖的木头房子里，生活条件有了很
大改善。1977年，他们一家搬进了全
新的土块房。她结婚以后，干过厂里
的食堂厨工、供销社里的出纳，后来调
往农业银行当了会计。1987年，她因
身体原因提前退休。

陈凤英退休后，曾三次回溧阳老
家探亲，最后一次是2016年。溧阳的
哥哥前些年也来新疆看望她一家。陈
凤英的家乡情结很重，经常想起父母，
念着老家。去年，她因心衰、肾衰，加
上严重高血压，大病了一场，医院甚至
下了病危通知。幸亏救治及时，才把
她从死亡线上拽了回来，她从内心深
处感谢党、感谢社会主义。

陈凤英夫妻育有一子两女，现在
已有第 4 代了，这个大家庭共有 16
人。最小的重孙女，今年10岁，上小
学三年级，脖子上戴着鲜艳的红领巾，
一副活泼可爱的样子。我起身告辞，
陈凤英迈着蹒跚的步子，坚持把我送
到了楼梯口，紧握着我的手说：“你不
远万里，从家乡来看我，我心里很感
动。”说到这里，她的眼睛湿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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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尼勒克县常州（武进）援疆工作
队的大楼里，我见到了季建国，他来援
疆前，是武进区人民医院心内科副主
任医师，现担任尼勒克县人民医院副
院长，常州（武进）援疆医疗组组长。

季建国天生一张方正的脸，鼻梁
上架着一副眼镜，透过镜片能让人发
现一双热忱而又善良的眼睛。季建国
是 2023 年 4 月来到尼勒克的。他清
楚地记得，那天既下冰雹、又下雪，气
温异常寒冷，地上白雪皑皑。他收拾
好行装，便投入到工作中去。

救死扶伤，这是为医之道，季建国
深谙这一点。

前不久，有位 44 岁的沙女士，哈
萨克族同胞，常常感到头晕、心悸，浑
身乏力，被尼勒克县医院收治入院。
经检查，心率每分钟仅有 28 次，诊断
为“三度房室传导阻滞”。季建国立即

组织医疗团队展开病例讨论，决定在临
时起搏器植入后，择期植入永久起搏
器。术前，季建国专门找到同为援疆专
家的巩留县医院心内科主任，为沙女士
施行当今心脏起搏领域的前沿技术——
左束支起搏，经过数小时的紧张手术，获
得圆满成功，填补了尼勒克医院该项技
术的空白。

另一次，蒙古族的小伙子巴特尔，突
发心梗，病情非常凶险。经检查确诊后，
他不肯签字，希望转到伊犁州大医院去
治疗。季建国担心转院途中有风险，亲
自耐心地劝导他，巴特尔终于放弃了转
院念头。季建国采用血栓抽吸及冠脉溶
栓开通血管，使患者得到及时救治，转危
为安。

季建国夫妇育有两个男孩，大的读
四年级，小的在幼儿园大班。作为父亲，
只能每天通过视频通话，关心他们的学
习与生活。小儿子调皮，在班上经常挨
批评，弄得当中学教师的妈妈好没面子，
她只能对着丈夫发脾气，讲怨话。实在
没办法，只得把外婆、外公请到家里来帮
忙。

去年国庆节，组织安排季建国回家
探亲，听说这个消息，两个儿子都激动得
不得了。那天半夜回到家里，刚打开门，
两个儿子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冲过来，扑
进他怀里久久不肯放开。晚上睡觉，季
建国只能轮流陪睡，两个儿子才满意。

季建国的老父亲80多岁了，前段时
间身体不适，需要手术治疗。季建国得
知消息，从新疆打电话拜托武进区医院
的同事兼同学操刀，术后才知道，老父亲
患的是恶性肿瘤。他身在新疆，不能照
顾病中的父亲，心里充满歉疚。

季建国父母见儿子回家，便说想回
张家港老家看看，季建国二话不说，第二
天就开车送双亲回老家。父亲坐在车
上，看着窗外秋日的景色，老腰疼也不犯
了，儿子就是孝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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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尼勒克宾馆门口，我见到前来迎
接我们的导游刘亚兰。小刘今年25岁，
戴着一顶米黄色的遮阳帽，圆圆的脸上
露出甜美的微笑。

有次闲聊中，我无意中发现小刘的
爷爷奶奶是 1959 年从常州城区支边来
新疆的。她父母和她都出生在新疆，这
样算来，小刘属于“疆三代”了。当年，
她爷爷奶奶来到新疆霍尔果斯下辖的
莫乎尔牧场落户安家，当地的村民大多
是从江苏常州等地迁徙过来的。该牧
场距霍尔果斯市区 15 公里。村民依靠
种植和养殖为生。距此地不远就是八十
间房子边境检查站，与哈萨克斯坦边境
近在咫尺。

刘亚兰自小因父母忙于工作，由奶
奶一手带大。她上小学、中学的时候，交
通很不便利，奶奶每天送她上学，从来没
有缺过一次。她奶奶在新疆生活几十
年，依然讲一口纯正的常州话。有次家
人聚在一起用常州话商量事情，小刘完
全听不懂，奶奶就故意唬下脸，要惩罚孙
女，从此以后小刘不敢懈怠，学习常州话
有了很大进步。现在她不仅能听懂，而
且还能讲。2017年，她考上了乌鲁木齐
师范学院，学的是旅游英语专业，4年后
顺利毕业。

刚毕业那年，正值疫情肆虐，旅游业
举步维艰，近年才逐步恢复。有次，刘亚
兰在那拉提草原带旅游团，按计划第二
天去巴音布鲁克草原。当时5月份，巴
音布鲁克草原刚开通，但山上正下雪，警
察只得临时封路。小刘当即力劝游客，
但游客坚持说要走，不希望耽误后面的
行程，于是连夜赶回伊宁市。到了凌晨
两点，他们乘坐的中巴已不能发动，只能
停在高速路口边等待。小刘打电话让旅
行社派车接游客，但车子迟迟不见，游客
在原地足足等了 3 小时。游客情绪激
动，纷纷吐槽，尽管他们责怪的是旅行
社，但她心里仍然感到内疚。这件事是
小刘入行不久第一次遇到的“麻烦”。从
那以后，她每次带团，都会主动跟旅行
社、跟开车师傅沟通，充分考虑困难，尽
量让游客满意。

我问小刘，作为常州人的后代，对新
疆的感受如何？她说：“我很爱新疆，这
有两个原因：一是从导游职业看，我经常
感受大美新疆，推介大美新疆；二是尽管
新疆还相对落后，但新疆人朴实、善良和
热情，我喜欢和新疆人在一起。我曾有
机会离开这里，但真要离开时，我发现自
己对新疆是多么的依恋，内心深处不能
舍弃新疆。”

那天清晨，我就要离开尼勒克了，心
里好像还有事没放下。我来到喀什河
边，轻轻捧起一掬水，望着静静的河水流
向远方。我的眼前忽而一亮，一簇一簇
的勿忘我，映入眼帘。我俯下身去，亲吻
一朵勿忘我，眼里噙满了泪花。

勿忘我，一朵朵美丽的小花，献给那
些默默奉献的常州人。

徐澄范

在那遥远的尼勒克

君子之邦
（篆刻）
赵世平

每年六七月的世界遗产大会，
我都是事后关注。“丝绸之路”列入
后，便去细看长安—天山廊道路网
上大明宫遗址的烟云、高昌故城的
苍凉；“中国土司遗产”被收录，勾起
对曾经踏上唐崖土司城遗址残垣的
追忆。而这一次“北京中轴线”申遗
则完全不同，当7月27日申遗成功
的喜讯传来，我难抑兴奋之情，十余
年的倾心相随，仿佛得到了丰厚的
回报。

其实，对于“北京中轴线”，是从
天安门这个“点”开始的。那遥远的
梦想，是中国人独特的情感归属。
记得儿时画蜡笔画，常是天安门，左
右对称来不得半点马虎；看爸爸北
京旅游黑白照，最着迷的是留影天
安门；唱“雄伟的天安门，壮丽的广
场”时总在悬望，我何时能来到它身
旁？本来毕业设计时可去，无奈单
位不允；本来厂里职工疗养年年都
是北京，待即将轮到我时，却已投身
城北开发。一个梦一做近40年，那
天凌晨时分走出北京火车站，正巧
是中国“入世”之日。

第一站自然是心中圣地天安
门，然后走进故宫。在恢宏的明清
两代皇宫，一边看庞大建筑、满目珍
宝，一边听“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
建筑等级最高、保持最为完整……”
各种“最”字的介绍，惟有震撼。而
当穿过神武门，登上景山之巅万春
亭鸟瞰故宫全貌，留给我最为深刻
的印象是：左右对称的空间布局、一
贯到底的雄伟气魄。

第一次北京之行，奔着“世界之
最”去。走进保存最完整的皇家园
林颐和园、最大的古代祭祀性建筑
群天坛、建园最早的皇家御园北海，
还做一回登上最长防御城墙——万
里长城的好汉……

直到2009年，得知北京首次将
提出“中轴线申遗”作为老城保护

“一号工程”，我眼睛顿时一亮，“一
根线”串起了“一座城”，大手笔的
保护竟是如此提纲挈领。赶紧“恶
补”概念，这条中轴线，肇始于元，
成型于明，完善于清，发展于近现
代，距今 750 余年，长 7.8 千米，是
北京老城的灵魂和脊梁。此前我
陆续到过的故宫、天安门广场及国
家博物馆和人民大会堂等建筑群、
正阳门、天坛，都是“中轴线申遗”
的构成要素。但远不止这些遗产
点，更有连接这些点的历史道路和
其两侧庞大的缓冲区，集中展现了
中华文明在城市规划建设上的想
象力、创造力。

那些年因故常去北京，公事之
余，我把目标锁定“中轴线”，用脚步
丈量历史，用目光穿越古今，走进太
庙、社稷坛，感受左祖右社、对称布

局的中国理想都城规划；在皇城墙
下漫步、在北京古建博物馆里凝望，
体悟其中蕴含着的“贵中尚和”哲学
思想。当2012 年“中轴线申遗”正
式启动后，所到之处更能感受到“申
遗”不仅能保护文化遗产，也让百姓
生活的家园更美好，正阳门上空灵
巧竞飞的雨燕也多起来了。

北京中轴线南起永定门，北至
钟楼。想览中段的前门往北那片，
最佳选择是乘坐 82 路公交车。那
天我在车铃声的陪伴下，先逛前门
商业大街“老字号”，再从前门站上
公交车，用眼神与正阳门打个招呼，
便一路向北，两侧毛主席纪念堂、人
民英雄纪念碑、中国国家博物馆依
次闪过，远眺过天安门，就从长安街
转向了南河沿大街，而得知车轮下
的御河，是元朝郭守敬开辟的通惠
河故道，历史感顿生。过紫禁城东
门外的东华门站，是东皇城墙遗
址。到宽街路口东站便下得车来，
发挥两条腿的作用，穿行于烟火气
与商业味混杂的南锣鼓巷，而这片
区域的文化气息，则要到坐落着荣
禄府的菊儿胡同、齐白石旧居的雨
儿胡同去感受。

掌握了“中轴线申遗”清单，我
就不会错过那座小石桥——万宁
桥。它具备了当桥通行和当闸制
水双重功能，两侧石砌护岸上，四
面各有“镇水兽”趴在岸边，造型奇
异，寓保一方水运平安之意，其中
有只是中轴线上唯一的元代遗
存。站在万宁桥上往东看是京杭
大运河，往西便是什刹海。什刹海
旁，尝飘香的小吃，听悠扬的琴声，
看曾经的脏乱差胡同变样，新业态
和老街坊比邻。的确，中轴线上遗
产保护，使老城区成了百姓的共享
空间和历史记忆。

万宁桥向北不远处，便是北
京申遗“中轴线”的终点钟鼓楼。
旧时鸣响“晨钟暮鼓”的钟鼓楼广
场，如今是市民休闲健身之处。
而继续北上，中轴线北延成了城
市奥林匹克公园轴线，耳熟能详
的现代体育场馆鸟巢、水立方与

“中轴线”上的文物遗迹交相辉
映，象征着从历史深处走来，向美
好未来奔去。

那一刻，站在鸟巢、水立方这
“一圆一方”之间，我不时想起北京
中轴线的最南端的天坛、先农坛，同
样是“一圆一方”，都寓意“天圆地
方”。北京中轴线这一承载着中华
文化、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活态遗产，
时刻在召唤着我。何况先农坛、永
定门和中轴线南端道路遗存，我尚
未涉足，它们成了我完整感受“北京
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
作”未来的目标。

江天舒

“北京中轴线”：
我的时空记忆

苏州狮子林 （摄影） 鲍时代

蝴蝶

蝴蝶，蝴蝶
我叫你会飞的花
因为你像花瓣一样飘在花海

蝴蝶，蝴蝶
我叫你旋转的叶
因为你像叶片一样停落树枝

蝴蝶，蝴蝶
我叫你可爱的精灵
因为你像孩子一样跑东跑西

月牙

月牙
叫你娃娃
你像娃娃一样一天一个样

月牙
叫你橘瓣
你像橘瓣一样收藏时光

月牙
叫你银梳
你梳子一样梳凉了晚风

任小霞

童诗两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