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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巢湖市区南行30里便是银屏

山，车速虽然不快，但只半顿饭的功夫

也就到了。

银屏山，应该是江淮之间的一座

名山，固然只有海拔490米的高度，但

峙立八百里巢湖之畔，便显得格外巍

峨壮观，犹如大湖的一爿屏障。古人

有诗赞曰：“苍翠列如屏”，这也许就是

银屏山的典出吧。不过，因为山的四

周有九座如狮之峰，而山巅之上悬有

银白巨石一块，状若花瓶，又有“九狮

抱银瓶”的美誉，日久“银瓶”便衍变为

“银屏”。山中林木葱茏，奇花异草繁

多，景色秀美。

此来银屏，不为游山赏景，而是

赶赴一年一度的民间观花节。所谓

民间观花节，就是这个节庆完完全全

是民间自发的，观花人也是方圆几十

里内的平民百姓。不过，随着旅游业

的兴起、发展，政府十年前就把这个

观花节作为旅游主打产品向外推销，

外地游客也不远百里千里源源不断

地涌来。

尽管我们早早赶到，山前已是人

潮一片，停车场也座无虚位。好在我

已来过两次，不以为怪，便自然而然地

随人流进入山门，急匆匆走向观花楼，

选一最佳观花位置落座，要一壶茶，慢

慢沉下心来，一边悠闲品茗，一边凝神

注目对面悬崖峭壁上那棵凌空绽放的

牡丹。

悬崖很高，足有百米；峭壁很陡，

斧砍刀削般的平滑。崖顶又有巨石遮

掩，人莫能攀。就在这没有一线流水

一撮土尘的峭壁上方，一棵牡丹傲然

端庄地盛开着，俯视人们崇敬的仰

望。几根舒展的翠枝伸出轻轻摆动，

向游人招手致意，碗口大的花朵洁白

如玉，数不清几朵，因为都在浓密的绿

叶间半掩半露，一如少女羞颜，雍容华

贵，淡雅闲静，仙态神韵。

一株牡丹，仅仅一株牡丹，一株平

平常常的牡丹，四野八荒的百姓为什

么每年谷雨前后在它开放的时候，都

要放下活计不辞辛劳地来看它呢？现

在政府把整个山圈了起来，来看它还

要花钱买进山的门票。

百姓们说，这棵牡丹是一棵仙花，

是一棵神花。它是当年被唐朝皇后武

则天贬出御花园，逐出京城的，它不愿

再入繁华都市的红尘，才来到我们穷

乡僻壤，落户在这悬崖峭壁上的。百

姓们又说，这花能知气象，报祸福。花

开四朵，平安吉庆；花开五朵，五谷丰

登；花开六朵，六畜兴旺。少于四朵则

旱，多于六朵则涝。百姓们还说，这花

有爱国的风骨，日本人侵占巢湖那几

年，很想一睹它的风采，它就是不开，

连花蕾都没有。

是真是假，我不想探究，因为我不

是植物学家，不是考古学家。但我也

不是无神论者，所以也不认为这些传

说和神话全无可信之处，因为传说和

神话本就是一门文化，一门需要认真

探讨的神秘文化。还是镌刻在那块巨

石上的张恺帆先生四个遒劲的大字：

“银屏奇花”，准确让我折服。

奇花之奇，奇在是谁把它栽上这

无法攀登的悬崖峭壁上的呢？也许是

一阵风或一只鸟，吹来或衔来一粒种

子，恰巧落在这岩壁之上唯一的一条

细细的石缝里。便发芽，便生根，便长

出绿叶，便开出白花，这亿万分之一的

概率实在太神乎其神了。

奇花之奇，奇在江淮之间浩瀚万

顷的沃土，都似乎不宜牡丹的生长，为

什么这狭小的石缝里，能让它存活，且

长得如此茂盛呢？阳光是充足的，但

少的可怜的泥土和水分，能给它提供

多少营养呢！

奇花之奇，奇在它是野生和它的

高龄，查阅巢湖史志，1300年前它就存

在，尔后修志每每都有记载。中国科

学院植物研究所专家曾撰文，称银屏

牡丹不仅是濒临绝迹的野牡丹，且是

“中国野牡丹之父”，是国宝，要加以保

护。可是至今我也没有看到，谁拿出

任何具体的保护方案和措施，只是屡

见政府为了发展地方旅游经济，拼着

命地向外推销，招徕游客。

离开银屏山，我的心情一直很沉

重。白牡丹，我为你庆幸，你逃离红尘，

在这贫瘠的峭壁上自由自在地生活了

1300多年，倘若置身闹市或庭院，也许

早就香消玉殒了，因为人类的争抢杀

伐，远比自然界的风雨雷电、冰刀霜剑

残酷无情。可同时我也为你惋惜，你逃

离红尘为什么不逃离凡间，人类越来越

贪婪的目光，能够透视天上地下，岂能

放过这山和这峭壁。我真担心，将来的

某一天，你会被这越来越多的人群，越

来越轰响的吵闹，活活气死。

伟大的德国诗人海涅曾说过，人

们常常寻找那些不易得手的财宝，倘

若珍珠不在海底而在人们的脚边，人

们就不屑一顾了。一棵千年野牡丹让

我们惊喜，让我们感到大自然还有美

的存在，就在我们身旁。但我们更应

该醒悟和忏悔，我们已经毁坏和正在

毁坏着这样的美。

千里莺啼，水村山

郭。这儿有历代文人骚

客们抒发不尽的诗情，有

画坛巨匠们画不完的美

景，有艺术家们唱不完的

民意歌谣。没错，这里就

是诗情画意的江南水

乡。顺着悠长的青石小

路，绕过秀丽的亭台楼

阁，走进江南，领略独特

迷人的水乡风光。

江南的乡村里，那长长的小道，

像乡村间绵延不断的三月故事。故

事里有在田野间耕耘着希望的老

牛；故事里有放学归来欢笑的孩童；

故事里有在花丛中翩翩起舞的彩

蝶；故事里还有“吱吱”转动着的水

车，点缀着古朴的水乡。

江南乡村里的每一个清晨，鸡

鸣唤醒了袅袅炊烟。它慢慢爬上了

屋顶，悄悄地溜出了篱笆，最后躲藏

在山村的薄雾里。那薄雾又唤醒了

蜷缩了一夜的飞鸟，它在低空盘旋，

溅落了一地阳光。它高声歌唱，新

的一天已悄然来到。

在如梦的江南，随处可寻一处

绿地放飞纸鸢，或在杨柳依依的长

亭旁寻觅曾经的美好时光。当那长

堤上花蕊吐艳时，轻折一枝桃花，让

那花草间浸润着的清香化作一首淡

淡的春诗。当那满目青翠的荷叶葳

蕤时，驾一叶轻舟在湖面中荡漾起

如诗的画意。江南的美景，总能抓

住你心底最柔软的部分，总是在不

经意间唤醒一份尘封多年的记忆。

江南的夜，是一场轻音乐会：朗

月照明，清泉和起，微风低吟，烟柳

轻舞。花草是忠实的听众，繁星也

眨着眼睛，陶醉其间。竹影横斜，投

射出灵动的画卷；水面微澜，涌动着

缠绵的柔波。在这充满诗情画意的

宁静中，心便也似月光下的一泓清

泉，明澈空灵。你也可以像朱自清

先生那样，乘一只乌篷船，在桨声灯

影里静享朦胧的月光。任流水从指

间轻轻掠过，任诗情在晚风中静静

飞扬。江南的夜景同样值得回味，

令人沉醉。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

先知”。走进江南，我们欣赏到一首

优美瑰丽的散文诗，嬉戏的水鸭，柔

柔的清风，五彩的纸鸢……在春日

的晴空里共同写下美丽的诗行，凝

成秀丽的风景。

“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

如蓝”。走进江南，我们看到的是一

幅绵长而轻灵的彩色画卷。细长的

流水，弯曲的小桥，黛色的屋顶，斑

驳的老墙，桐油的门窗，幽深的小

巷，无不让人浮想联翩。

江南，如诗，如画；似梦，似

幻。在江南温婉的怀抱里，且行且

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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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有个理想，愿天下贫者皆有

房。可不曾想，在他之后，过了近六百年

的时间，才有人将这个理想付诸实施。

而这人，就是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

出身贫民的朱元璋，立国后，曾立

誓要让全国百姓都有饭吃，有房住，有

衣服穿。于是，朱元璋下了一道圣旨，

命人在南京空闲之地，盖了两百多间瓦

房，以供南京没有房子的人住。这么一

来，就能实现贫者有其房的理想了。

住这“福利房”的人，待遇还是不

错的。当然，要住进去，首要条件是得

够穷。毕竟，房子有限，唯有孤寡老残

之人，穷得连立锥之地都没有的，经过

核实确认后，才能住进去。住进去之

后，冷了，有人送衣服；饿了，有人送饭

来。这小日子，过得还挺不错的。

朱元璋时，南京还是首都。在首都

之地，盖两百多间房子，倒也不是什么

困难的事儿。所以，初试之下，“首都模

式”还是挺成功的。后来，朱元璋又在

南京附近的华亭县，也就是如今的上

海，推行了这一模式，也获得成功。

在试点大获成功后，朱元璋信心

大增。其实，究其原因，南京是首都，

集全国之财物，要盖区区两百多间房

子，易如反掌。至于华亭县，也是江南

鱼米之乡，颇为富庶，在财物上也不会

有太大的困难。可其他的地方，情况

就不容乐观了。

朱元璋将“首都模式”推行到全国

后，下令各地都照着这一模式，建房

子，让穷人住。而且，免费送衣送饭，

让穷人都有饭吃。在朱元璋看来，照

着这一模式，很快就能建立一个人人

有衣穿有饭吃有房住的理想社会。问

题是，这一空想最后还是幻灭了。

说到底，当时是王朝建立之初，百

业凋敝，要各地都拨出这么一笔钱，供

养穷人，确实不太现实。哪怕以如今

的条件，这一理想也还有待努力，更何

况是几百年前的明代。结果，上有政

策，下有对策，底下的人不得不打打擦

边球，想着各种法子蒙混过关。

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明朝时，

人口增多，且城市规模越来越大。在这

种情况下，房价和地价都扶摇直上。这

么一来，要替穷人盖房子，成本就高

了。在经济凋敝的情况下，要求各地都

仿照“首都模式”，实在不太现实。

结果可想而知，朱元璋一心建立

的“乌托邦”，最后只能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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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夫无意间去家乡医院看医

生，说食道有问题，后来合肥确诊就

是食道癌了。姐夫的身体很硬朗，

从来看不出什么毛病。有一年夏天

在田间劳动时晕倒过。姐夫确诊之

后的几个月之内，姐姐也感到身体

不适，而且她的病情来得很快很凶

猛，先是胃癌不久就转为肝癌，不久

去世。

姐姐的病从发现到去世，不到

一年时间。由疼而胀，真的让她痛

苦万分，早点离开也算是一种解脱，

尽管她还不到60岁。我是姐姐一

手带大的，我自小到大，视姐如母，

和姐姐来往最多。无论是上学还是

工作，凡回老家吃住均在姐姐家里。

就在我们为姐姐办理丧事的

同时，我发现有一个人身体、心理均

是最痛苦的，那就是我的姐夫。姐

夫的病发现后是晚期，送走姐姐之

后，病情加重了，春节期间都住在了

合肥肿瘤医院。女儿从北京学习回

来，我带着她看望了姐夫。过完春

节，姐夫也回老家了，那么强壮的身

体已经弱不禁风了。姐夫就是在病

痛的折磨之中慢慢离开的，经受的痛

苦比姐姐要长。我赶回家看着姐夫

的遗体，欲哭无泪。不到两年的时间

我就先后失去了两位最亲的人。

之后，我和朋友去了我的老家

庐江进行实地考察和采访，家乡的

人给予了积极的配合。并拿出了

《曹氏家谱》，一家一户甄别，为我们

提供了患癌情况的准确数字和具体

患者的基本情况。1000多人的曹家

墩，患癌人数就达60多名，患病率超

过5%；有的家庭患癌者2～3个，甚

至4～5个都有啊（两代人）。

无能为力的我，真的希望老家

的有识之士们，多为家乡的人们和

建设带回去一些先进的、科学的理

念，因为就连卫生科普知识讲座对

他们也是如此的重要……

遗憾的确发生了，谁来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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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室的张姐今年四十出头，

地地道道是个人精，无论有啥好处

的事情总不会放过。她还总是在大

伙面前说，免费的便宜不占白不占。

比如，前段时间，市里一家超

市搞“买牛奶送鸡蛋”的促销活动，

张姐硬是排了两个小时的队，最后

虽然只是领到了4个鸡蛋，但她依

然心里美滋滋的。

还有一次，一家楼盘搞活动，

有一个节目是比赛喝啤酒。看谁在

最短的时间里喝完一瓶啤酒，前三

名就可以得到一个手电筒。那次，

张姐真是豁出去了，很少喝酒的她

硬是拿了个第三名。只是回去的时

候，是她老公把她扶回去的。

近段时间，我们单位准备和一

些企业搞一个未婚青年联谊会，听

说不仅要到海边玩，而且每人还要

发一个纪念品。其实，单位搞这种

活动的用意很明白，就是给那些没

成家的年轻人提供机会认识认识，

以便擦出爱情的火花。当科里的小

王把报名表拿过来的时候，几个没

有女朋友的小伙子争先恐后地开始

报名。

这时，在外面办事的张姐刚好

回来了，一见这场景，连忙说道：

“赶紧给我也报一个。”大伙说：“张

姐，你都这么大岁数了，凑这个热闹

干嘛？”张姐很认真地说：“谁说我

是凑热闹，我儿子今年读大二了，我

这是给他做提前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