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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

万木春蔡大塘

徐子芳庐江赋

从小孙子许愿说起
宜 人

大家都有这样的经验：养在鱼缸中的热带金鱼，三寸来长，不管养多长时间，始终不见金鱼生长。然而，将这种金鱼放到水池中，两三个月的

时间，原来三寸的金鱼可以长到一尺。对孩子的教育也是一样，孩子的成长需要自由的空间。而父母的保护像鱼缸一样，孩子在父母的鱼缸中

就永远难以长成大鱼。 ——摘自张冬梅《别做“鱼缸家长”》

清明节假期，我和老伴带着儿子、

孙子去老家扫墓。到得山上，在几座

亲属墓地前烧香祭拜，然后每人依次

在墓碑前许个心愿。老伴希望先人保

佑全家幸福平安，儿子祈求事业顺利；

轮到十二岁的小孙子了，他跪在墓碑

前，虔诚地磕了几个响头，然后双手合

十，虔诚地说：“保佑我的作业少些、再

少些！”开始我们直想笑，可是看着他

那副认真的样子，怎么也笑不出来了。

一时间，我忽然想到，在儿子上小

学的时候，带着他来老家扫墓，也仿佛

有过同样的祈求。许多年过去了，孩

子们的作业不见减少，负担没有减

轻。尽管家长、学校、社会再三再四地

呼吁，这个老问题至今没有改变。孩

子们一年到头被没完没了的作业压得

喘不过气来。听一位女同志说，她的

女儿刚上初中，因为学习负担过重，小

小年纪竟然生出了几根白发。许多家

长说，现在的孩子从小学到高中，都是

在一种紧张的压力下度过的，他们失

去了童年的欢快，远离了青年的洒脱，

除了拼搏还是拼搏。

令人不解的是，一旦进了大学，一

些年青人似乎到了“解放区”。他们一

下子有了大把闲暇时光，玩游戏，看小

说，打牌，聊天，直到混一纸文凭毕

业。最近网上正在流传一位重点大学

毕业的女大学生的一篇万言长帖，爆

料一些男女大学生的校园生活。她写

道，在正式开始上课之后，我更加见识

了大学里很多人是怎么样上课的：早

晨上课铃响了之后有很多人穿着拖鞋

一边吃早点一边慢悠悠地晃进教室，

吃完早点后看看上面的老师，讲得没

意思，于是趴着再补一觉。有的学生

干脆一睡不起，大学里有句话是这样

流传的：“一觉醒来一看表十点了，继

续睡到十一点半，起来连早点、中饭一

起吃了。”“游戏已经成为了大学里男

生的主要‘学习内容’，而且不少人发

奋用功地 学习了四年。”她接着说，

“女生呢？看韩剧，不少女大学生的主

要学习内容就是看韩剧等各种连续

剧，感情剧、一部接着一部。你能想象

这就是‘我的大学’么？很不幸的，这

一切都是真实的，而且就发生在这样

的名牌重点大学里。”这位女大学生所

描述的虽然只是局部现象，但足以让

我们触目惊心了。

这些事实表明，改革教育制度已

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否则，后果真

的不堪设想。

我童年住的地方靠近杏花村，从

楼上的后窗眺望，可以见到那一畦畦

整齐的菜地和成群叽叽喳喳的麻雀。

菜地旁便是那一口口连成片的荷叶

塘。塘边有很多垂柳，那略带斜坡状

的塘埂上常常有牛儿在悠闲地吃着

草，如诗如画。很多年过去了，杏花村

众多的池塘中让我始终难以释怀的是

那口蔡大塘。

那时住在合肥不知道有空气污

染一说。推开窗子就可领受到大气的

清新。我经常放学后或者在周日喜欢

到蔡大塘去，它是这一带塘中最大的

一口塘。每年夏季塘面铺满了荷叶，

粉色的荷花在阳光下分外妖娆。天气

好时躺在柳阴下的草地上，听着知了

唱歌，周围蛐蛐和曲，满塘荷叶的清香

扑鼻入脑，很醉人。我常面朝湛蓝的

天，看着漂浮的云，想着自己长大后去

做什么；也经常把当时扫“四旧”漏网

的“禁书”带到这里悄悄地一个人读。

蔡大塘除了让你心旷神怡外，里面的

野生鲫鱼更是又大又肥，我们每个来

这儿的孩子都很垂涎它。渐渐地和这

儿巡塘的老蔡头混熟了，就经常趁他

“有意”不在时掏出早就准备好的钓鱼

家什，顺手从旁边的菜地里抽一根竹

竿绑上，再从口袋里掏一把米撒下去，

鱼一定会来咬钩的……

一晃三十多年过去，杏花村里不

但没了杏花，也见不到菜地和池塘，昔

日的蔡大塘早已成为了市中心。我生

活的城市也抹去了原来的痕迹，举目

望去，只见楼房林立，高架纵横，车流

滚滚，人涌如潮，现代化的都市让所有

的“蔡大塘”消失了，屈指可数的公园

显得那么拥挤不堪，也许是我们少了

和自然近距离的亲近，人与人的往来

都因此变得有些机械，曾经水的滋润

使我们的城市如同绿洲一样有朝气，

如今缺失的池塘让城市无“肺”可言，

以至每天我们面对的是越来越多的尘

土和看上去略灰的天空；甚至雨天一

些地方的内涝也成了困惑这座城市的

难题之一……

我真的怀念合肥过去那成百上

千的“蔡大塘”。可是在人与自然之

间，当这座城市向大城市跨越发展的

时候，很多选择已经不由我们的意愿

来决定了。

结庐采菊，人间无此佳境；连江通

海，舆地分外雄辽。维我庐江，名出《楚

辞》，汉设郡治，往复千年，地厚天高。踔

厉于当代，风发于今朝。

人文庐江，百媚千娇。皖风汉韵，

绵延春秋文脉；雷霆虎步，不绝一代天

骄。文翁治蜀存遗爱，黄禳揭竿披战

袍。火烧赤壁，周郎名挂史笔；炮打甲

午，丁公殉国海礁。勾股求弦，王蕃惊证

圆周率；铜盘钓鲈，左慈戏谑枭雄曹。秉

璋、立人抗狂虏，万古威名震云霄。援朝

封帅吴长庆，诗赋名家有伍乔。人皆效

武穆精忠以报国，步伯乐洁心而高蹈。

文综百家兮穷其义，学合中西兮扬其

镳。因敬师而立雪，因勤作以渔樵。惟

读书而崇尚，惟礼义而乐陶。行止皆有

节，成败不馁骄。巍巍然，前贤树懿范；

雍雍然，后世流芳标。

财富庐江，物华天宝。泉温而水

碧，林深而色娇。汤池曰泉之都，华清逊

风骚；孔雀东南来，度假乐逍遥。冶父曰

小九华，伏虎寺名高。庙宇森而龙泉鸣，

烟光紫而金身雕。维我庐江，北拥巢湖，

水天一色；南抱黄陂，湿地浩渺。指泥河

之地下，矿品乃罕见；望矾山之林间，矾

石列前茅。铁、硫三分八皖天下；铅、锌

独占江淮头鳌。农品称大县，物产竞富

饶。家家烟霞，共霄气而舒卷；村村稻

菽，与日月同辉耀。有小红头焉，历代谓

其绝；有香米饺焉，百年盛其销。松风水

月，皆可入画；奇石异草，堪可为宝。指

潜川兮风云际会，望城乡兮人稠歌嘹。

魅力庐江，细刻精雕。“四城”同创

兮，大道百条；“双轮”并驱兮，提速夺

标。三大战略，整合推进；“两新”并举，

扩容升高。大庐城兮一体化，两山一湖

作画描；新矿区兮起宏图，十强矿业群星

耀。城西名企三百家，恒泰、泷晟、吉星

照；城东魁星一楼立，绿化、美化、竖地

标。锦绣汤池，宜居宜休，看孔雀开屏、

国轩典雅、万振逍遥。绚丽滨湖，暇景再

造，领郭河示范、白盛“米袋”、同大葡

萄。石头、金牛合唱渔网、磁材特色乡区

新曲；柯坦、乐桥高吟蛋鸭、林果生态经

济长调。维我庐江，康衢旷达，引江济

巢。庐铜、沪蓉高速纵贯，京九、合庐铁

轨相交。闻鼓角兮频催健步，立潮头兮

急拨长篙。百舸争流，万桅竞桡。北融

以接龙气，东进以拍江涛，南向以赢地

利，西连以引九皋。错位求崛起，跨越攀

新高。怀伟志兮身系家国，造福祉兮心

存忠孝。探矿源兮掘采于地府，拓明区

兮矗立于岗表。接五州之商贾，纳万家

之资钞；建产业之中心，立七业之主导。

捧金奖于博览，创品牌于商贸。

幸福庐江，还看妖娆。重科学而

举纲，惟发展而提要。立民生以固本，

展襟抱以出俏。思大音而声和，征微

言而敦教。关节坚则大德隆，虚名逸

则实力劭。为官者立行廉律，谋政者

恪守良韬。凌绝顶而登泰，观沧海而

弄 潮 。 济 国 毕 以 殊 力 ，富 民 谋 以 高

招。释放于积淀，发展于狂飙。奔小

康以总揽，迎金凤以还巢。书记勤于

民生计，县长达于吉润到。不倦以学，

亮灯于夜阑；废寝以作，求衣于未晓。

嗟乎！遍览庐江上下，官守而民安，人

尽以舜尧。少者骋赤兔之奋，长者追

桑榆之照}。突破于今日，崛起以扶

摇；举县同心，共取大道。怀自强而励

精图治，喜开放而报李投桃。显身手

于盛世，指庐江于新貌。

余游子也，倍感桑梓姿度之宏大，

足慰五十载之怀劳。东闻魁星清音，缅

寻主旨；西顾绣溪美景，凝思堂奥。愧无

陆海潘江之才 ，然情不遗旧，试笔以赋，

拳拳心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