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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秋九月的凌云，乍阴乍晴，乍风乍雨。
来到广场时，正下着雨。访客都打着雨伞。绵绵

雨中，只见广场上高耸着一尊铜制的孙中山立像。再
前行十来米，是一座中西合璧的砖木瓦结构建筑，正
中拱门上白底衬书的“中山纪念堂”5 个黑色碑体大
字，劲遒、凝重。

凌云为汉、壮、瑶等民族聚居地，多半人口为少
数民族。揆诸孙中山先生之生平，先生生前并未踏足
凌云，何以在凌云得享此隆祀？

在纪念堂内瞻仰，听东道主介绍，得知此为凌云
先贤王彭年先生之倡设。王彭年，壮族，早年入学广
西政法学堂，参加辛亥革命，曾任凌云县第一届议事
会长、广西临时议会第一届议员、广州护法军政府内
政部次长等职。1925 年，任凌云县长。而这一年，3
月 12 日，孙中山病逝于北京东城铁狮子胡同 5 号行
辕，终年 59岁。临终前，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和
平、奋斗、救中国。”在给家人留下的遗嘱中，孙中山
说：“余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
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余之
儿女，已长成，能自立，望各自爱，以继余志。”辛亥
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孙中山伟大革命先行者的历史地
位。孙中山逝世后，民国政府号召有条件的地方建立
中山纪念堂。王彭年追慕伟人，起而响应并发动县人
捐助。1938年，凌云中山纪念堂在原广西泗城府土司
衙署后花园破土而立，成为广西第二、百色唯一的一
座地标性建筑。“中山纪念堂”5字为王彭年所写。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展厅正面墙上
的孙中山彩色画像和画像两边的这副名联，展厅四面
近百幅孙中山在各个时期的照片，令我遐思凝想。我
想到广西也是全国的第一座中山纪念堂——梧州中山
纪念堂。梧州的纪念堂是在时任西江善后督办、梧州
善后处处长李济深的倡议下，于 1930年 10月建成的。
梧州之所以抢风气之先，是孙中山为了北伐曾 3次驻
节梧州。

我想到孙中山与广西之缘，想到广西各族仁人志
士对辛亥革命的贡献。1907年 3月，孙中山在河内建
立军事指挥机关，以越南为基地，组织发动了 6次反
清武装起义。这6次起义中，3次是在广西边境地区发
动的。这些起义虽然失败了，但为武昌起义的胜利积
累了经验。友人、广西作家任君的长篇小说 《铁血
祭》 即复活了曾参加过广西境内这几次起义的李德
山、陆亚发、褚大等广西籍革命志士的形象，这些革
命志士为了做人的自由与尊严，为了再造一个新中
国，奋起搏击，以生命为代价，撕开无边的黑暗天幕
之一角，为夜色茫茫的中国大地引入一线黎明的曙光。

“危难无所顾，威力无所畏。”在中国历史重大的
转折关头，广西人民作出了正确选择。这也是孙中山
对广西情有独钟之原因。1921年10月15日，孙中山自
广州“天字码头”乘“宝璧号”舰前往梧州，开始了
取道广西督师北伐的历程。孙中山自10月17日抵达梧
州，至1922年4月19日因改道赣南北伐而从梧州返回
广州，在广西驻节了整整半年时间。在此半年间，孙
中山还涉足南宁、昭平、平乐、阳朔、桂林等地，接
见地方官员，会见各界人士，发表宣传演讲。10月17
日刚到梧州，便委托胡汉民在欢迎会上代为宣读训
词。孙中山希望广西“人人有民治之思想，出而负
责，出而力行，务须达到毋求他人扶助地步，真正民

治之精神，方能贯注”。在南宁演讲时，孙中山说：广
西同胞“不可放弃主人翁之资格”“当共同负兴发广西
利源之责任”“以求公共幸福”。

沿着纪念堂的回廊走到堂后，见一方荷池。荷池
被青松绿柳环抱。池心有一亭，名曰听荷亭。雨下得
大了起来，密集的雨点击打在池水里，击打在荷叶
上。仲秋的荷叶，有的仍翠青，大半已枯残。从回廊
有一石板桥通往听荷亭。亭里有几位访客，或坐或
立，或静默或交谈。“竹坞无尘水槛清，相思迢递隔重
城。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枯荷听雨声。”李商隐的诗
句油然浮现脑海。听荷亭旁听雨声，令人思念已远去
而宛在的伊人……

我想起母校中山大学。1924年，孙中山创立国立
广东大学，并亲笔题写校训：“博学、审问、慎思、明
辨、笃行”。1926 年，广东大学改名为国立中山大
学。中山大学广州康乐园校园，至今矗立着一座孙中
山铜像，那是孙中山的日本友人梅屋庄吉在1932年赠
送给中国的 4具孙中山塑像之一，按照孙中山的身高
1：1 复制。游览康乐园，孙中山铜像是必定瞻仰的。
中大学子毕业留影，亦多选在孙中山铜像前定格。
1923年，孙中山在岭南大学怀士堂 （今中山大学康乐
园内） 对学生发表演讲时说：“我劝诸君立志，是要做
大事，不可要做大官。”孙中山还说，岭南大学之内，
四围有花草树木的风景，洋房马路的建筑，这种繁华
文明的气象，比校外的荒野景象，真是天壤之别呀。
我们中国人现在每日至少有 3万万人朝不保夕，愁了
早餐愁晚餐，所以中国是世界上最穷弱的国家。大家
想到国民同胞的痛苦，应该有一种恻隐怜爱之心。应
该人人立志，担负救贫救弱的责任，去超渡同胞。如

果大家都有这种志愿，将来的中国，便可转弱为强，
化贫为富……“立志要做大事，不可要做大官”这段
话，至今镌刻于怀士堂，激励着中大的莘莘学子。

“尚余遗业艰难甚，谁与斯人慷慨同。”这是孙中
山1907年悼挽第一个为革命牺牲的中国同盟会烈士刘
道一的诗句，亦可视为孙中山在那段风云急遽变幻的
历史时期艰困情境的自白。辛亥革命不彻底，孙中山
不是完人，这在鲁迅的作品、毛泽东的文章中早已多
次涉及，在今天更是国人共识。最为人诟病之一，乃
1905 年在日本东京成立的中国同盟会，以“驱除鞑
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为政治
纲领，将清廷等同于满族，将满族加以蔑称并排除于
中华之外。之后的革命实践，使得孙中山认识到“排
满主义”显然不利于作为多民族国家的中国的统一，
转而思考民族平等问题。他指出：“异族因政治不平
等，其结果惟革命；同族间政治不平等，其结果亦惟
革命。革命之功用，在使不平等归于平等。”民国成立
后孙中山特意会访原清朝摄政王载沣，对他能代表清
朝政府和平交出政权、服从共和之举表示赞赏，并讲
述民族平等的意义，表达要建立民族平等的新国家的
愿景。辛亥革命并未终结中国的苦难和黑暗。然而，

“辛亥革命以后，谁要再想做皇帝，就做不成了。”（毛
泽东语）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帝制、缔造共
和，开启现代中国民主政治的伟大功绩，昭彰日月，
彪炳千秋。

“凌云山水美如画。”岭南画派大师关山月游凌云
时发出如此感叹。而凌云中山纪念堂，召唤的是一种
历史记忆和人文沉思，它比美丽的风景更让人深深地
记住僻处云贵高原余脉山区的这方水土。

凌 云 行 思
石一宁

今年是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辛亥革命105周年，本版刊登这篇文章，以纪念这
位辛亥革命的领导者。 ——编者

今年是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辛亥革命105周年，本版刊登这篇文章，以纪念这
位辛亥革命的领导者。 ——编者

我在故乡痴迷于玫瑰花时，根本不知道这炸开一蓬繁花的
枝干，竟然会指令历史变更行进的方向。

那时候的我正读小学一年级。学校大门口是一条婉若绸带
的母子河，河边上杨柳依依，莺鸣雀叫。春天总是从那儿到来，再
往四处蔓延。每逢这季节，下课的钟声一响，我和同学们就飞快
地跑到河边，都是去看那艳红得有些发紫的玫瑰花。

母子河边的玫瑰论株数不多，就一簇，却是不可小看的一
簇。弄不清这簇花繁衍了多少年，枝枝叉叉，蓬蓬奓奓，拥塞
了一个河湾。千万莫数那梢头的花朵，数过百，数过千，数过
万，也未必数得清。我们围在花簇旁边指指点点，叽叽喳喳，你
说这朵大，他说这朵艳，甚至为之争争吵吵。不过，很少有人摘
花，原因在于玫瑰枝干上有刺，稍不留神就会扎破手。同学里喜
爱摘花的不少，尤其是粉嘟着脸蛋的女孩，时常会掐一朵小花插
在黑亮的头发上，给自己添一点俏丽。但是，她们即使面对玫瑰
花垂涎欲滴，也不敢轻易伸手。玫瑰花用满身的利刺捍卫着美丽
开放的权力，从含苞待放，到恣意怒放，再到随着春风花瓣零落于
母子河的清流里，没有人敢去遭扰那妖艳的花魂。

可是，有一个人竟然拽下了一杆玫瑰枝。不过，玫瑰枝没
有扎伤她的手，却令历史一阵战栗偏移了魑魅的方向。这个人
名叫郑毓秀，她与我的故乡无缘，她摘下的玫瑰枝是巴黎花园
的。时在 1919年 6月 27日夜晚，玫瑰枝将在这个夜晚绽放出祖
祖辈辈都没有经历过的光彩。可世事的起点绝不在这个夜晚。
起点是巴黎和会，说是和会，其实是在磨刀霍霍瓜分第一次世
界大战的果实。参加大战并荣膺胜利阵营的中国，自然应该分
得一杯奶酪。然而，非但没有，还要将德国侵占山东的各项权
益转让给日本。中国代表面对列强言辞犀利，据理力争。但
是，三寸之舌怎么也斗不过恶魔的利齿，条约将屈辱武断给中
国。是可忍孰不可忍，担任代表团联络和翻译的团员郑毓秀愤
怒了，她将信息传递出去，鼓动留学生到中国代表团驻地游行
请愿，试图制止认可条约的行为。然而，书生的呐喊即使气冲
霄汉，面对强势的兽性也无力回天。中国代表团的团长陆征祥
接到国内的授意，竟然要前往凡尔赛宫在那屈辱的条约上签
字。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一落笔将成千古恨。就在这危急时
刻，玫瑰枝登场亮相了。

确切地说，是玫瑰枝只登场而没有亮相。玫瑰枝是随着郑
毓秀登场的，此时陆征祥已穿戴完毕，正要跨出卧室。郑毓秀
破门而入，用坚硬的衣袖顶住他，厉声喝道：

“你敢去签字，我这支枪决不会放过你！”
陆征祥的胸膛已被硬梆梆的利器戳到，倘要是再向前跨一

步，说不定就会倒在血泊里。他愣怔地站了一会儿，无奈地后
退，叹息着坐在沙发上。郑毓秀退回门口守候，寸步不离。时
间就在这守候里过去，那个夜晚陆征祥没敢出门，中方代表终
归没有在那屈辱的条约上留下可耻的笔迹。

历史就这么改变了龌龊的脚步，陆征祥却不知道顶住他胸
膛的不是枪支利器，而是一段带刺的玫瑰枝。

回望儿时，我幼稚而无知，以为玫瑰花的一身利刺只能护
卫自己绽放美丽的权力，却不知道那花簇还有这么不平凡的壮
举，会在危急关头挺身而出，捍卫我们国家的尊严。如今明晓
了这段往事，我敬慕玫瑰枝，当然更敬慕将玫瑰枝作为武器的
巾帼英杰——郑毓秀。

玫 瑰 枝玫 瑰 枝
乔忠延

疏枝横玉瘦，小萼点珠光。
一朵忽先发，百花皆后香。
欲传春信息，不怕雪埋藏。
玉笛休三弄，东君正主张。

花卉中的自强不息者，非梅莫属。百花多开放于惠风
和煦的春日，而梅花独开放于冰雪肆虐的严冬。因此，至
迟自南朝宋以来，梅花就不断为诗人所吟咏，并逐步定格
为中国文化精英的象征。细读历代咏梅诗词，我们会发
现，咏梅而止于梅的作品只是少数；大多数作品都有寄托，
咏梅而意不在梅，乃借梅以自咏，展示诗人自我的品格与
志向。南宋布衣诗人陈亮的这首五律，正属此类。

首联写梅花含苞待放时的形态：疏朗的枝条瘦硬如
玉，横生斜出；蓓蕾小小，点缀枝头，宛如一粒粒光亮
的珍珠。只一二笔，早梅的勃勃生机便跃然纸上。

颔联以梅花与百花作对比。上句“一朵”“先发”，紧承
“小萼点珠”，由含苞引出绽放，可谓顺理成章；有梅花之
“先发”，下句转到“百花”之“后香”，便水到渠成。同是能
“发”能“香”，梅花与百花的高下，正在“先”“后”之间。

颈联突出梅花的品格，是全诗神光所聚。上句“传
春信息”，钩锁前文之“先发”，具见章法之严密；而加
一表达人之主观意志的“欲”字，这“梅”便不再是单
纯的、自然界的、没有思想的梅，而是诗人的自我写照
了。下句进一步明示：为了传递春天的消息，我这树梅
花又何惧冰雪的埋藏！“不怕”二字，斩钉截铁，仍是人
的情态，但与梅花之物理融合无间；“雪埋藏”三字，顺
手补出梅花所处的自然生态，暗喻自己所面对之艰难的
政治环境。凡此也都见出作者咏物技法之高妙与娴熟。

以上三联皆直接描绘、议论，诗意较显豁；尾联乃用典
故，稍作曲折，以为调剂。两句是说：玉笛别吹什么《落梅》
曲了，我梅花绝不会就此凋谢，因为现今是春神在当权！

陈亮生活的年代，主要是南宋孝宗时期。他以布衣
身分多次上书，大声疾呼，建言北伐，欲收复被金人强
占的北中国。孝宗皇帝对他还颇为赏识，但朝中有势力
的主和派却十分嫉恨。他曾数次遭人构陷而下狱，却始
终不肯放弃自己的政治理想。此诗作年虽然无考，而其
笔下的梅花，与其人格风范及政治遭遇却是高度一致
的。有其人，故有其诗。高超的艺术表现，固然给我们
以酣畅淋漓的审美愉悦；而充斥其间的浩然正气，更能
鼓舞我们抗争逆境，自强不息，奋发向上。

欲传春信息 不怕雪埋藏
宋·陈亮《梅花》诗赏析

钟振振

1

我喜欢晨曦微露的黎明。在西域大地上，这或许
就是最动人的时刻。太阳刚刚露出背影，明灭摇曳的
丛林宛若一部童话。要是在春天，梦醒时分，人沐浴
在画屏中，几多迷恋，几多忧伤？我知道，天人合
一，内心便多了一份感动。

瞧啊，阳光已经把季节擦亮。就像一首歌，在辽阔
的迷茫中，音符洞彻时空，又一次让灵魂呈现暖色。而
寂静的夜晚，风是玫瑰色的，没有别的声音，只听见时光
轻轻流动，稍纵即逝的目光，瞬间抵达彼岸。

2

这就是薰衣草的季节吗？田野上，烈日当空，强劲
的光波切割记忆。穿梭在岁月深处，大片的薰衣草开
花了，她们拢着一帘幽梦，在西域，在伊犁河谷，把最美
的童话带给我，却把一段往事留给了大地。

应该说，这便是一种缘吧。浩淼世界，我们在时
空里浮游，在语言与音符之间，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神
话。

那是怎样的境地啊！在这片土地上，怀着朝圣者
之心，才能够抚慰灵魂。哦，就让我们成为美的圣徒
吧，让我们用歌声寻找光明。

3

假如没有一双能够读懂美的眼睛，那我们就会迷
失在美的浮光掠影中。薰衣草之于我，是一种缘，更
是一种相知相恋。很多时候，每当接近薰衣草，一种
莫名的心绪涌动，仿佛深海的潜流，无言的静默簇拥
着情感的狂涛。

而美是刻骨铭心的。那万千紫色精灵，高贵中弥
漫的爱，已经成为一种信仰。

4

就这样，普罗旺斯的花魂，在伊犁河谷落地生根。
汲取泥土的芬芳，用光调和，然后，在岁月深处窖藏。

持久的花香沉醉大地，也慰藉我们迷失的心灵。
哦，天地间涌动的花潮，一浪高过一浪。或许，朴素的
风景养育我，这一片水域，花开的方向预示着，一个人
还能够走多远？可是，一段旋律，一缕花香便鲜亮了整
个季节。

5

六月，阳光总是用澄澈淘洗灵魂。许多时候，我
在你的回眸中醒来，瞅着一朵花的笑脸，那万般柔
情，便化作午夜芬芳。

细雨是缓慢到来的。仿佛久违的兄
弟，相拥的那一刹，泪雨缤纷。那时候，
我踏着夏日清韵，让爱融入花香。

想象在攀升中跌落，四散的花瓣静
默，在山岩上，风奏响牧笛。

6

看见的都已经衰老。而那看不见的，
正随波逐流。这是一道无解的方程吗？我
反复追问，哦，纵然时间会凝固，我也要
毅然前行。

只为天空下，那些飘零的花瓣，只为
饱满的情感不再枯萎。

那一刻，大地用辽阔取暖，拂去一世
恩怨，让远处的光亮种植爱情。顷刻间，
每一个生命都在雾霭中抵达彼岸。

没有絮语，只有鸟的歌唱若隐若现……

抽出一支芽儿，
迎接春天的脚步。
染绿一片叶儿，
唤醒春天的热情。
绽放一朵花儿，
妆点春天的模样。
万物复苏，春回大地。
我愿，
在这最美的季节，
遇见，
最美的你，我的宝贝。

最爱你优美的舞姿，
就像一阵春风，
吹拂过荒芜的田野，
如歌，如虹。
最爱你翩翩的样子，
就像一朵花蕾，

绽放成甜甜的笑靥，
如梦，如霞。

你是我最美的孩子，
在最美的季节里，
我愿把你交给最美的舞
者，
去吮吸养分，
去茁壮成长，
去绽放童年！

舞动吧，我的孩子！
不要害怕汗水和眼泪，
相信梦想和远方，
我会在这最美的季节
里，
守候一个最美的你！

薰衣草童话
亚 楠 在最美的季节，

遇见最美的你
汪 巍

周瑄璞的长篇小说《多湾》从2015年12月面世以
来，在文坛产生较大反响。中国作家协会重点作品扶
持办公室和陕西省作家协会日前在京联合召开 《多
湾》 研讨会。小说气魄宏大，在 70 余年的时间跨度
中，讲述了一个家族四代人的命运，通过一系列小人
物的故事，描绘出中国近现代历史大潮中普通人的奋
斗之路和精神历程，尤其是塑造了众多精彩而动人的
女性形象。与会专家认为，作品将人物命运与中国社
会的变迁过程相连接，写出了现实的广度和人性的深
度，表现了家族文化与乡土文明，中原民间的风俗史
活化其中。

长篇小说《多湾》讲述家族四代人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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