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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待续……

马朝虎

我的继父是老兵（六）

陈山根的牺牲对陈贵富的打
击非常大，他的病情一直没有好
转，1953年春天，田野里的油菜花
开得最黄灿的时候，他的生命快走
到尽头了。

陈贵富的神情开始恍惚，一会
儿说：“山根，你回来了，快让日花
给你下一碗面条吃。”一会儿说：

“日花，我对不起你，不该把你草率
嫁人。”

在常山，长辈临终时，儿女要
上床让长辈靠怀里，寓意有靠山，

走的时候心里踏实，不会害怕。
陈日花把陈贵富搂在怀里，附

下头说：“爸爸，我没有怪你，你安
心去吧，山根会天天陪着你。”

陈日花是 1954 年初中毕业
的，刚好一个乡镇中学要招老师，
她高高兴兴地走上了三尺讲坛。
不久，村里需要一名会计，挑选来
挑选去，还是觉得陈日花最合适，
村书记一次又一次地请她回去。

就这样，陈日花放弃了教职回
到了村子里，从此再也没有离开过。

解放后，徐涛一直没有正当职
业，东游西荡的。有一年，福建民
间杂技团来常山演出，他能说会
道，很快就跟团长搭上关系，就进
了杂技团工作，当上了总务科长。

三反五反运动开始了，徐涛觉
得自己的历史问题说不清，连夜从
福建逃回了常山。老家也不是他
的避风港，由于他在国民党警察局
里干过，又贪污过银行里的钱，娶
过大小老婆，被划为地主成分。

陈日花知道这件事后，不无担
忧地对徐燮潭说：“他真是活该，当
初要是听我的话跟你舅舅一起去
参加新四军就好了，万一战死了也
光荣。他现在这种成分，害了自
己，也会连带害你的。”

徐燮潭还真的被害过一次。
陈日花回村子当会计不久的

一天，余达娜正在门口晒衣服，走
来一位穿军装的男子。余达娜看
他一眼，又搓了一下眼睛，于是大
声地叫了起来：“是云章吗，真的是
云章，日花，云章回来了。”

当时，陈日花在灶间炒菜，听
到“云章回来了”这几个字，心脏怦
怦直跳。她没有马上跑出来，而是
慢条斯理地把那碗咸菜炒好，用水
涮了锅，又抿了抿头发，才不紧不
慢地走到门口，笑着说：“云章，你
回来了？进屋喝口水吧。”

叶云章的眼泪啪嗒啪嗒地往
下掉，他看着陈山根的那张照片
说：“我都回来了，你怎么不回来？”

等心情平复后，叶云章绕着陈
家的房子走了一圈。

这座土坯房还是多年打的，因
为缺钱，不光没粉刷，连瓦也没盖，
屋顶铺的是茅草，一到下雨天，到处
漏水，梅雨季节，潮湿得身体发霉。

第二天，陈家来了许多的泥匠
木匠，叶云章拿出他多年的积蓄还
有退伍安置费共600多元，开始帮
陈家整修房子。

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

全家合影，后排徐燮潭夫妻，前排

从左往右：陈日花、徐燮潭儿子、余

达那、叶云章，拍摄于1980年

翻开《常山县志》，读阅常山历
史，使人惊讶。

她，既有明朝建有的城门城楼
城墙，大小水门水系，顺山顺水顺
势。一座非常完整科学的城防体
系，且又非常田园特色的古县城。

她，又有唐宋始建演绎的多座
观音阁、东西关帝庙、城隍庙、忠烈
庙、康王庙、洪济庙、周王庙、四贤
祠、乡贤祠、名宦祠，与多座寺观以
及先贤报功祠、容保祠、张公祠、庞
公祠、靳公祠、李公祠、王公祠、文公
祠、邵子祠等等古城历史史人及古
迹星罗棋布。

她，更有让子孙明志，振兴文运
的多元载体，镶嵌在古县城的内
外。一座耸立于古城中武当别峰的
文峰塔，千百年来，成了常山人们的
乡愁烙印；一座雄伟的魁星楼，昭示
我常山人读圣贤书而仕途辉辉；一
座文昌阁，一代代召杜深情寄托，至
公元二十一世纪，以更伟岸的气势
屹立于常山城东喜鹊山巅，示我常
山，文运昌盛。

当然，彰显中华大地，大江南北
的孔庙，是华夏共有的一份知识宝
藏，文化标识，常山不仅有，而且城
乡都有。她，一城一乡，均在常山人
的记忆里，更是常山之内涵与品牌
的升华。

常山县城孔庙，处在公元764
年从招贤古县迁至今址的县政府西
侧，当时，亦称“文庙”。她是从常山
首浙官办学校走来，公元1094年，
县丞林卞创建了常山儒学，校址在
古县城中隅，即大街北侧的老教工
幼儿园内，那时称洪山背头。直到
嘉清年间，毁于火灾，常山知府赵可
与请于巡按御史端廷赦，提学衙使

汪文盛将学校迁徙县衙西。
县学的迁徙，即为重建，担当有

为的知府，在县衙西的约二十亩土
地上做了很好规划。文庙坐于中，
三厅间构造，翼以两庑各八间。文
庙门朝南，门外设有戟门，戟门前设
有泮池，上有石桥，桥有阑干，池外
有棂星门三间，充分彰显我国传统
建筑学派表现出文庙中轴线上门牌
楼的威严。因为棂星门，意为天上
文星在耀，也意味孔子为天上星宿
下凡。文庙坐其中，庙之后为明伦
堂三间，堂后为敬一亭一座。堂之
两翼，东为博文斋，西为约礼斋，各
三间。教谕宅在堂东偏，训导宅二
间，在堂西偏，俱各有堂有寝。

合理规则有序的县学，孔圣人
坐其中而世表众学子，一直延演于
公元 1943 年改为简易师范，再因
1945年常山县立初级中学创建于
塔山而结来。

常山百姓，对文庙的影响还是
记忆尤新的，因为《常山县志》康熙
版记载非常详尽，更有一批就读于
简易师范的老师还健在，还会讲一
些过去的故事。

县城的孔庙可描可述，那城外
乡下的孔庙在哪？《县志》没有记载，
是笔者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在乡
村抓农民扫盲工作时，因学堂山村
处在山腰间偏隅，而取名“学堂山”，
感到疑惑，故拜访请教村中老先生
而得知学堂山的来历。

学堂山，常山最小村庄之一，原
为常山县湖东乡一行政村，本世纪初
并村之时，将其划并至金川街道新都
村。学堂山村，坐落于县城西的常山
至球川的古道旁的一座山坳里，很是
隐蔽而秀丽的风水宝地。

洪氏家族早早于明嘉靖年间，
就从福建迁同弓伏江大屋，到清康
熙年间，族里有一位有识之士带领
一房子女，由伏江迁至离伏江东方
向五里地的半山腰间，也就是今天
的学堂山自然村所在地。

学堂山的名字，就是因为洪氏
家族迁至后，看风水思家兴，认为要
使子嗣发达，必须读圣贤书。于是
在村拗口的一处风水地建造孔庙，
时称“夫子庙”，并请来了先生，教子
孙识字断文，营造了一小域文风。
孔庙，又为学堂，故地名就称之为

“学堂山”。
学堂山孔庙，可俯瞰同弓、湖东

全域，甚至何家、辉埠的大部分也尽
收眼底，视野很是开阔。学生们坐
席其间读书，很是开朗，久而久之，
孔庙之学堂，成了山脚下老百姓的
仰止之地。很有趣，在山下湖东乡
的境内还有两处地名也叫“学堂
山”，一是湖东乡的鲁里之北，一里
地的小山坡旁古时建有学堂，人们称

“学堂山”，今天仍为称之；二是湖东
乡的樊溪村所在地，古时曾因有学
堂，也称为“学堂山”，不过现今已无
人知晓了。三座学堂山谁先谁后，不
得而知，然，都与读圣贤书有着无法
割舍的关联。

孔庙，常山境内虽说古迹在籍，
已无如人们想象中的伟岸载体，然，
读阅《县志》，访问民间，孔庙在常山
的曾经，还有如中华典籍里所描述
的光辉折射，常山的文运振兴有其
应有的贡献，孔圣人的思想还是传
承在常山人的血脉文思里，而且在
常山和谐社会共建上，发挥作用，绽
放光辉。

王春国

常山江岸孔庙寻迹

在我行走在家乡的数十年间，常常想起大诗人王维
的名句——“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眼前仿佛有皎
洁的月光照耀着前行的乡路，耳畔隐约传来泉水叮咚的
声音。据说，人不吃不喝最多活一个星期，如果不吃食
物，但只要喝水就能活一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如此看
来，水——的确是生命之源。

我的记忆中，小时候和水的交往最值得回味的莫过
于——到门口小溪里抓鱼摸虾。起先是由姐姐背着过
溪流，放我在溪边观看抓鱼，我时常高兴得手舞足蹈。
然后慢慢长大，自己也拿小网或者畚箕之类的篾具，到
溪沿的浅水处捕鱼，也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尤其是到了
夏天，火热难熬，便同小伙伴们一起，脱得一丝不剩，在
溪里练习划水，很是悠然自得。当感觉自己在水中可以
边划边浮起来的样子，便壮胆要到小溪源头的桃树坞水
库里去游泳。

桃树坞水库距老家只有两三里地。
家乡属于产粮区，水利灌溉是个保粮食保吃饭的大

事。听长辈说，为了旱涝保丰收，1958年，正值大跃进年
代，全乡村民齐发动到桃树坞峡谷做水库。不过，那时
候我尚未出生。到我读中学的时候，桃树坞水库成型已
经十多个年头。听说父亲的爷爷辈是从江西南丰移民
到桃树坞山脚下的，后来因为要建水库，再一次移民到
了水库的外面矮山下，原先古屋的遗址已经沉入到了湖
底。我们砍柴种地的许多农活都要通过水库大坝走，然
后靠山岩边走，一担柴火砍下来，挑到水库大坝歇力，来
不及欣赏碧绿的湖水，就扑通扑通地跳进水库中洗澡。
游到中段，渐渐力气不够的时候，方才游上水库边，偶尔
还能摘到毛茸茸的桃子吃。

到了上世纪70年代末，建造老家张家弄水库时，我
已经高中毕业。那水库的工地也离我家不远，我挑过一
段时间供大坝的泥土后，就开始在水库工地上为生产队
社员记工分。遇到学生们“学工学农”来参加做水库、或
者兄弟乡镇村民来支援的时候，那种战天斗地、人山人
海、彩旗招展、喇叭山响的场面，真的壮观，至今回想起
来，就像在昨天。

在门口的小溪旁，有一口我们自然村共用的水井，
十来户人家，似乎一天到晚都有人在水井边忙碌。早
上，要挑好一天一家人的用水；快中午的时间，如果小溪
里水量有限，就从井中打水上来，洗衣服洗蔬菜；傍晚，
忙热了一天的叔叔伯伯们，也从井中提水上来冲澡。逢
到有哪家办喜事请客，或者家里蒸酒、洗番薯粉的日子，
需要的水量特别大，水井边就像赶集似的繁忙。

水也有肆虐的时候，有一年，山洪暴发，把小溪边的
水井冲毁了，连井圈也冲出了几米开外。农家户里开始
花钱打压水井，用一根长长的铁管，钻到有地下水的区
域为止，然后通过压力，水就被压上来，咕咕咕地流到盆
里桶里，各家各户自己用水就方便多了。近几年，农民
饮用水已经成为脱贫奔小康的标准之一，所以，家乡人
都用上了干净清洁的自来水。

后来我才知道，家乡的水不仅流向钱塘江，还穿河
越湖来到了长江。

家乡白石镇，在浙赣两省三县的交界处。两条山脉
间，是一条狭长的古道，史称“常玉古道”（浙江常山至江
西玉山），我的老家就在古道的中段。中段还有一个叫
新亭岭的地方，岗高水少更加突出。自从不远的山坳造
起了占家坞小水库，缺水的问题才略为减缓。有一次，
同乡老李对我说，你发现没有，其实占家坞的水可以说
是“两江”之源——往东通过钳口、新都就融入到常山
江，直达钱塘江；往西流向江西信江，然后长驱直入到长
江。真是名不虚传的“两江源”啊！如果宣传使用好“两
江源”的牌子，不仅能提高村民保护源头水的环保意识，
而且还能为文化旅游打开一扇美丽的窗口。

真正把水与旅游文化结合起来的，当推家乡的不老
泉度假区。

度假区地处的樟坞山，这里有一口古老神奇的清
泉，其泉水富含硒和多种矿物质，都说喝了此地之水的
人可以长寿不老，爱情不老。景区生长着密密匝匝古樟
以及红豆杉等名贵树种，是不可多得的人间氧吧。依托
水与森林资源，打造起了泉塘江、十里桃林、飞越丛林间
等生态旅游项目，游人如织。他的老总吆喝道：“一山一
泉一世界，一湖一景不老泉，这里不仅可以吃、住、玩，还
有美丽的风景等着你，还可以给自己洗肺，等雨听风话
桑麻……”

水是家乡甜
白石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