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烟波浩渺的南湖
一艘红船静卧水面
它载着历史的重托
穿越岁月的风霜
将希望的火种孕育

船头破晓的霞光
照亮了黑暗的征途
你承载的信念
如烈火般熊熊燃烧

波涛轻抚船身
诉说着那过去的故事
那些勇敢的航程
那些无畏的战士
在你的庇护下
向着光明一往无前

湖面如镜
倒映着你的身影
红色的轮廓
在夕阳的余辉里耀眼
岁月如歌
唱不尽你的传奇

南湖红船
一艘母亲船
承载着民族的希望
继续扬帆

（魏益君）

南湖红船
诗路花语

夏季日照充足，雨水充沛，是草木生
长的旺季。夏季对于草木来说，就像是繁
荣盛世，它们要趁着好时节谱写华章。你
去田野里看看啊，草木葱茏，盛况空前，
到处绿意流淌。草木们把“绿”这个词，
演绎得多姿多彩，层次丰富。深深浅浅、
浓浓淡淡、远远近近，到处都是绿。

绿是主色调，草木是霸主，夏日特征
如此鲜明。夏天的绿不同于春天的绿，草
木在春天负责发芽生长，那时候的绿是鲜
嫩胆怯的，仿佛在试探这个世界是不是可
以包容更多的绿。到了夏天，阳光充足，
雨量增大，天时地利，绿才开始有了气
势，甚至带了不可遏制的攻击性，于是放
开了手脚，开始扩张版图，绿色便一次次
蔓延，直到满世界都被绿色统领。草木认
识到自己的重要性，不断巩固自己的地
位。它们更加努力地生长，铆足了劲要在
属于它们的盛世年华中大展身手，以便坐
稳江山，创造生命中不朽的功业。

草木葱茏夏日长，单单用葱茏形容夏
日草木还觉得不够，想要把更多的词语都
用上，来展现夏日草木的盛况。繁华，葱
郁，茂盛，葳蕤……仿佛用尽了所有的词
语还觉得展现不出草木的生长状态。草木
是夏日最可心的慰藉，给炎夏带来清爽和
清凉。试想一下，如果夏天没有草木，世
界该会怎样？

置身葱茏的草木中，让自己被绿海淹
没，你会觉得草木传达出了舒适与清凉的
夏日主题。野草遍地都是，夏日里它们简
直有些肆无忌惮，疯长在每一个角落。草
不是一棵一棵的，而是成片成片的。只要
有一处空地，有曾经遗落的草籽，到了夏
天便会发展成一片绿地。而且那些环境恶
劣的地方，野草也会无孔不入，用绿色为
荒芜之地撑起了夏天的气场。夏季的野
草，更加挺拔顽强，你很难将它们连根拔
起，它们倔强地生长在天地之间，占据着
夏日的一席之地。

绿油油的庄稼，开始最重要的生长阶
段。春种，夏长，秋收，秋天的收成如
何，关键看这一夏的长势。庄稼地绿意正
浓，那浓稠的绿色仿佛要滴落下来。庄稼
接受着烈日与暴雨的考验，也接受着烈日
与暴雨的恩赐。它们生长速度飞快，有的
简直一天一个样，你能听到它们在夏日拔
节的声音。庄稼是土地的精魂，世世代代
喂养着人类。夏天是它们的孕育阶段，为
了奉献出最甜美的果实，它们在夏日里使
劲绿着！

绿树是夏日的支撑，没有人忽略它们
的存在。因为有绿树浓阴，夏日才不显得
那么焦躁。夏日里的树木，一棵棵顶天立
地，颇具规模。绿树枝叶葱茏，盛况空
前。跟春天的时候比起来，它们多了强大
的气场。而且夏天的绿树多了一种沉稳的
气质，多了骄傲的神色。它们看到烈日下
的人们奔向树阴，总是会和善地扇动满树
的绿叶，为人们带来丝丝清凉。一棵绿
树，就是一线希望；一片树阴，就是一片
幸福。有绿树在，我们的夏日生活就会悠
然和自在了许多。

草木葱茏夏日长，看到这遍地草木，
满眼葱郁，会让人觉得夏天多了几分可
爱。 （王国梁）

草木葱茏

情感天地

南北朝时的江淹有《别赋》日：黯然销魂者，
唯别而已矣！人世之初，波澜不惊、平淡如水的
日子中，最初的离别都在一张毕业照上吧。相处
了几年，光阴如流水，朝夕相闻，却要离开一个地
方、一群人。虽然前面的路是新而阔亮的，而那
样的离别也真是令人黯然神伤的事。

我们那一代人没有读过幼儿园，不过算起
来，小学，初中，高中，大学，也黯然神伤过
几次别离。旧年相册随光阴磨损浮沉，而里面
倒始终细致稳妥地保存着这几个阶段的毕业
照。流过去的时光有快乐笑声也有伤悲泪水，
可分别时想起的总是那些如铃铛清脆的笑和
乐。别离之际，从而分外留恋不舍。要照毕业
照了，大家的心里慌慌然，照相师傅在前面盎
然地指挥着，要我们跟着说“茄子”。我们一群
人只好也嘻嘻哈哈起来，故意培养一种轻松快
乐的气氛，在定格为历史纪念的那一刹那，留
下永久的笑着的面容。那时的心情却是一手执
矛，一手执盾，十分复杂。

即使在少时懵懂、盼望长大的年纪里，面
对毕业之际的毕业照，心情亦是顿然的别离感

伤。少时在乡村小学读书，风气淳朴而单调庸
淡，一心要快快长大，到镇上的中学去。每每
看到要毕业的学生兴致冲冲地照毕业照，羡慕
之情总让我的脚步眼神分外留恋。

到了青春年少的叛逆时期，在中学里总爱
彰显自己的特立独行。不喜参加集体活动，爱
坐在后排窗边的角落里徜徉于小说里的世界。
而到了照毕业相的时候，却异常的积极，生怕
被落下似的。到底是被落下了，落下的是班里
的一个女孩。一直记得那是个阳光很好的下
午，我们已经在老师和照相的师傅指导下，齐
齐站好了，突然有同学大声说，老师，还差个
许芸啊！她是许芸的同桌，而许芸那天恰好请
假去了城东的姑姑家。老师有些犹豫，照相师
傅说也不差她一个，都站好了，照吧。老师反
而坚定了，说一个都不能少，大家也纷纷同
意。照相师傅不管了，让我们自己商量，他去
给别的班照去了。他给我们两个小时时间，在
五点放学之前再给我们照。我竟自告奋勇，和
许芸的同桌一起去找许芸。我们的学校在西
郊，两个小时，时间很紧张。

一路跑去，一路跑回，等我们和许芸气喘
吁吁赶回学校的时候，已经六点多了。而大家
竟然都在，照相的师傅还在。他们都站好了，
一直在张望着我们的出现。那一幕真暖，觉得
累和辛苦一下子都值得了。

大学时的毕业照是读书生涯中最后一次。
那时，班里的很多同学都到外地实习了，可是大
家在照相的那天都如约而赶回来。那样的相聚
真是美好的尾声了。我那时不太喜欢自己的专
业，希望尽早出得校门去，却是最早赶回去的。
因为一朝别离，他日就是真正的南北天涯客了。

渐渐，毕业照上的容颜和背景在老岁月的
深处辗转，而成为思念明净如琉璃，韶华青春
的源头活水。

经年之后，于落雨的闲淡下午，几上茶烟
袅袅，翻看泛黄的老相册，把当年的那些毕业
照按时间一一摆在桌上。一个人的成长都在这
些老照片里了。望向一张熟识的脸，就会晕开
一个或几个年少时的故事来。那些毕业照是一
眼又一眼深情纯净的水，照见过往年华，温润
累累尘心。 （耿艳菊）

深情毕业照
幸福驿站

邵飘萍，我国民主革命时期杰出的革命文化
战士、著名报人、新闻教育先行者，仰慕已久；至
今，浙江新闻界的“飘萍奖”已评选十五届。

近日，笔者参加在金华东阳花园村举办的
浙江县 （市、区） 传媒年会，根据会务安排，
会后与大家一起拜谒了位于东阳市南市街道紫
溪村的邵飘萍故居。

故居前有一小型广场，邵飘萍铜像浩然而立。
看上去，故居是一座经过修葺的老式民

房。据介绍，其东厢房乃邵飘萍出生之地。门
前竖碑写着东阳市文物保护单位。

前言、家世家风、飘萍岁月、新闻救国、《京
报》春秋，一段段话语、一张张照片、一件件遗物，
让笔者仿佛回到黑暗腐朽、积贫积弱的动荡年
代，体味到邵飘萍当年以笔为矛、新闻救国之不
易，感受到其挥毫似剑、鞭挞旧阀之风骨。

“他是记者,也是报业家，更是早期马克思
主义思想的主要传播人之一。”讲解员、东阳市
党史研究专家张敬介绍，邵飘萍出生在东阳，
成长在金华，立志于杭州，成就于北京。

家世家风对一个人的成长具有潜移默化的
作用。紫溪村，乃邵氏祖上一高官名字演变而
来。邵飘萍的曾祖父是村里的族长，掌管家族
宗祠及大小事务，为人耿直公道；祖父在太平
军南下时随军福建，飘萍的父亲由其伯父恩育
培养；邵飘萍的父亲，布衣寒儒，为人正直，
经常帮人写诉状申张正义，受父亲熏陶，邵飘
萍从小养成体恤民情、嫉恶如仇的性格。

1911年，邵飘萍参与创办《汉民日报》，开始
了职业报人生涯。由于邵飘萍主笔的《汉民日
报》敢为民众权益仗义执言，是是非非毫不虚假，
因此遭到亲袁势力和地方当局的忌恨。他们收
买地痞流氓在夜里潜入《汉民日报》社纵火，企图
烧死邵飘萍。幸及早发现，大火被迅速扑灭，邵
飘萍才幸免于难。他们还唆使歹徒守在报社附
近，趁邵飘萍外出时将他撞倒在地，以示警告。
然而，邵飘萍洞察其奸，不为所动，继续在《汉民
日报》上载文，针砭时局、揭露贪官污吏，并发表
署名文章，指出：“报馆可封，记者之笔不可封
也。主笔可杀，舆论之力不可蕲也。”

1919 年 5 月初，中国外交在巴黎和会上完

全失败的消息披露于报端。邵飘萍接连撰写了
《请看日本朝野与山东问题》《国民对待外交之准
备勿以空言塞责》《勖我学生》等文章，指出“山东
存亡的问题，就是全国存亡的问题”；呼吁“吾人
为国家生命自救灭亡起见，安得不一致奋起以与
决一生死”。在这晴天霹雳下，中华民族纷纷痛
斥腐败政府的卖国行径，奋起反抗帝国主义的侵
略。各种社团也纷纷召开应急会议，力谋补救，

《国民》杂志社便是“出力独多”的一个。
5 月 2 日，《国民》 杂志社的各校学生代

表，在北大西斋饭厅召开紧急会议，决定5月3
日晚7时，在北河沿法科大礼堂召开全体学生
大会，并约北京13所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代表参
加，由邵飘萍向学生报告北京国民外交协会议
决通电各省，准备于 5 月 7 日同时召开国民会
议，要求政府拒签“和约”的有关情况。

5月3日晚上的会议，参加者1000余人。大
会推定北大法科四年级学生廖书仓为临时主
席，推定北大文科学生黄日葵、孟寿椿两人做
记录，推许德珩起草宣言。会议准时开始。首
先由邵飘萍发表演说。他向学生报告了巴黎和
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经过和原因，具体地分析
了山东问题的性质以及当时的形势。最后，他
悲愤激昂地大声疾呼：“现在民族危机系于一
发，如果我们再缄默等待，民族就无从挽救而只
有沦亡了。北大是最高学府，应当挺身而出，把
各校同学发动起来，救亡图存，奋起抗争。”

接着，新闻学研究会和《国民》杂志社的成员
高君宇等争相登台，慷慨陈言，声泪俱下。谢绍
敏当场咬破中指，裂断衣襟，血书“还我青岛”4个
大字，揭之示众。时至23时，到会者一致决定：
原定5月7日的国耻游行，提前于次日（5月4日）
举行，各校齐集天安门举行爱国大示威。这就是
第二天爆发的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爆发后，邵飘萍主办的 《京报》
与全国进步报刊团结一致，以强大的革命舆
论，紧密配合斗争的开展。他乘笔直书，撰写
了《外交失败第一幕》《速释学生》《研究对外
之办法》《再告工商实业界》 等文章，在 《京
报》 上不断揭露北洋政府袒护卖国贼的行径；
警告当局不能用“军警之办法”对付学生，指

出“镇压学生的爱国反帝运动，就是为卖国扫
障铺路”。文章鼓励社会各界“持久进行斗争”。

馆内墙壁上，一封罗章龙同志对邵飘萍的
“入党证明”尤其醒目。

1925 年春天，经李大钊、罗章龙二人介
绍，邵飘萍在北京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于
他的社会地位与名望，党组织要求他以其特有
的身份开展工作。

邵飘萍根据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在《京报》上
旗帜鲜明地连续报导“五卅运动”、“三一八惨案”
等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和军阀统治斗争
的消息，其宣传规格之高、内容之广、形式之多，
可谓是当年全国报刊之冠，在革命舆论上发挥了
一个方面军的作用，表现出一个秘密党员机智灵
活的斗争艺术和顽强无畏的战斗精神。

1926 年 4 月，奉系军阀进入北京城，张作
霖下令立即捉杀邵飘萍，邵飘萍被出卖被捕，

《京报》亦被査封。4月26日凌晨，邵飘萍被押
赴天桥东刑场，其所谓之罪是：“京报社长邵振
青，勾结赤俄，宣传赤化，罪大恶极，实无可
恕，着即执行枪决，以昭炯戒，此令。”邵飘萍
就此从容就义，年仅40岁。

“在捉杀邵飘萍前，张作霖曾叫人送 30 万
大洋封堵邵飘萍之口，但被他断然拒绝。”张敬
说，刑场上，邵飘萍神态从容。临刑时，他回
过头去讥讽地向监刑官拱拱手，说：“诸位免
送！”然后昂首向着已露曙光的蓝天哈哈大笑。
刽子手就在邵飘萍的笑声中枪杀了他。

馆内有邵飘萍被枪杀后倒地的珍贵照片，
面颊上的枪洞依稀可辨。

这位在中国共产党党历史上有着重要地位
的新闻界前辈，不但是第一个报社特派记者，
也是国内第一家新闻编译社创办者以及我国新
闻理论的开拓者、奠基人。毛泽东同志曾盛赞
他“是自由主义者，是一位具有热烈理想和优
良品质的人。”

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邵飘萍虽离开
已有近一个世纪，但他那不懈追求真理的新闻
思想、灵活务实的工作作风、不畏强暴的精神
品格，不仅仅浓缩于故居一隅，更在一代代新
闻人身上传承赓续。 （姜焱）

挥毫似剑伐魑魅
——拜谒邵飘萍故居

思想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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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群结队》
成群结队，外出活动。

拍客：盛利者

《徜徉花海》
母女牵手，徜徉在紫色的薰衣草花海中。

拍客：穆平

《山里人家》
山里人家，空气清新，让人心旷神怡。

拍客：周文静

《“小话筒”》
盛夏时节，莲蓬像个小话筒，提醒人们防

中暑。
拍客：王会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