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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想写父亲，怕自己笔

力太浅，功底太薄，写不出父亲

的博大和厚重。直至今年父亲

诞辰110周年，才敢提笔。

父亲名叫李立倚，为人

忠厚、待人和气，更喜欢助人

为乐，特别乐于为群众办事，

还写得一手好字。村里人有

红白喜事，逢年过节都会请

他写对联，有什么事也都爱

找他商量，深得乡亲们的信

任和尊敬。大家都亲切地叫

他“阿倚伯”。

父亲是一个和蔼可亲、

平易近人的人。他对党的事

业忠心耿耿，把群众的纪律、

党的机密、同志们的安全，都

视作自己的生命来维护。当

年，我家是党的地下联络点，

经常有同志来家里开会。为

解决同志们的吃穿问题，父

亲不仅把自己担任小学教员

的工资收入当作革命经费，

有时连铺盖都要卖掉。为了

不让过往的同志饿肚子，父

亲身体不好也舍不得看医

生。同志们平安来平安走，

父亲感到很自豪。父亲平时

经常对我们说：“我们的日子

会好起来的，到那时好饭好

菜让你们吃个够。现在我们

艰苦点坚持一下，让叔叔伯

伯们吃好点，身体养得棒棒

的，干革命才有劲，好日子才

能早点到来。”不管是在敌人

的监狱里，还是在牺牲前的

那一刻，父亲始终想到的是

群众的财产不受损失，党的

机密不落敌人手里，以及同

志们的安全。

1930 年 8 月，父亲不幸

被捕，面对凶残的敌人他始终

未透露党的半点信息。父亲

受尽了敌人的折磨，落下了一

身病。由于党组织和亲属们

的积极营救，才幸免于难。

1948 年农历七月廿七，

父亲和同志们在雅庄遭遇敌

人包围。面对强大的敌人，

父亲为了顾全大局，保存革

命力量，保护雅庄人民的生

命财产和经堂小分队同志们

的安全，毅然向栋陇方向突

围，开枪还击，不幸暴露自

己。终因敌强我寡，父亲左

腿中弹骨折，不能前进。为

使组织的机密不落敌手，他

立刻把所有文件撕碎并吞到

肚里，来不及吞下的就用鲜

血糊掉。敌人发疯地砍下了

父亲的头颅，挂在了永康县

城。父亲和敌人战斗到最后

一滴血，用他宝贵的生命保

卫了党的机密，保护了同志

们的安全，掩护了群众。父

亲的头颅至今下落不明。

父 亲 永 远 地 离 开 了 我

们。他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

物质财富，但他对人民的无

限忠诚，对祖国的挚爱，他那

劳动人民般的淳朴，永远铭

刻在我们心里。父亲，我们

怀念您，您无私奉献的革命

精神在我们子孙后代心中永

存。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

易，我们活着的人要珍惜当

下，好好建设我们的祖国。

祈祷父亲在另一个世界

生活得安谧、舒适，以告慰千

千万万为祖国解放事业而牺

牲的先烈们。

——清明特稿

□

李月燕

一夜风来天乍凉

（上

）—
—怀念敬爱的洛夫先生

早春二月，玉兰花开，白堤上

的枯柳也已爆出点点的新绿。可

就在如斯美景新日，一个哀讯陡

地传来：洛夫先生走了！听闻噩

耗，有如一阵寒风吹过心底，又似

一记惊雷，把我重又打入萧索的

冬季。即便时光已然流逝十多个

小时，我仍是满心惊惧、懊悔，悲

凉与思念恰似眼下这润物无声的

雨丝，冷意绵长、经久不去⋯⋯

我与洛老的结缘多少有些偶

然。他是国际著名诗人、世界华语

诗坛泰斗，被誉为“诗魔”，2005年

获得诺贝尔奖提名。一位胡姓朋友

知悉我仰慕洛老，一次聚会安排我

坐在洛老的身边。我早已忘记晚宴

的菜色、所用酒水，只记得儒雅、温

厚的洛老犹如一块磁铁，把我紧紧

吸引。整场晚宴，我俩都是边吃边

聊。他和我相谈甚欢，相约再晤。

我是个急性子，遇着我所敬

重的长者，便如痴矿多年的地质

工作者发现了宝藏，急欲探采。

第二天，我依约来到洛老的家。

从外观上看，这是一幢普通的别

墅。按响门铃，开门迎客的正是

年已八十多、满头银发、身材魁梧、

一脸慈祥的洛老。屋内整洁雅致，

满室书香。右首一块“雪楼”的匾

额迎墙而立。这是洛老晚年所用

的斋名，自小喜欢雪的我自觉又与

洛老多了一份亲近。不久之后，洛

老书写“雪落无声”四字赠我，更让

我惊喜不已。

寒暄过后，我与洛老便端坐于

小圆桌前交谈。在我的眼里，一生

颠沛流离、饱经风霜、又满腹诗书的

洛夫，正是一座难得的富矿。洛老

没有不少文化名人所特有的孤傲与

怪癖。相反，他亲切、随和。虽已年

届高龄，但他的记忆力出奇地好，大

凡时间、地点、人名一概清爽无误。

我们似神交已久的老友，聊起来无

拘无束，畅快无比。我们聊掌故、谈

文学，也谈他出走的因由。日挂正

顶，又日落西沉，不知不觉已是大半

天过去，洛太和洛老一再让我留下

用餐或是吃了点心再走，待如亲

人。是的，洛老夫妇当年移民温哥

华，子女则留在了台湾，身边没有亲

人，我和一些友人既是他的朋友，也

成了他的亲人。洛老是个文化名

人，社会活动很多。我跟随他参加

过几次相关的文学活动，也曾邀请

洛老夫妇至家中做客。来往一多，

情意日浓，洛太洛老便笑称我们是

他们的干儿干女。然而，我除了礼

节性唤过干妈，却始终未曾喊过洛

老一声干爹。洛老在我的心中太过

高大，呼其为干爹我不习惯，更觉是

对洛老的一种亵渎。如今想起来，

真正心有阻凝的是自己坚持的“敬

重就好，不需要攀附”。这才是我未

曾当面敬呼一声干爹的真正缘由！

时间一晃到了 2015 年。那

年的秋天，洛老夫妇应邀回国参

加系列活动。文坛诗界掀起一波

“诗魔”旋风。应我和朋友之邀，

洛老夫妇重又踏上杭城这块文化

热土、诗歌之都。11月4日，我在

我的和静轩安排了一场“著名诗

人洛夫先生见面会”。在杭的一

批著名诗人、作家，如张德强、王

自亮、郁雯、杨芳菲等悉数参加会

见交流。会上，因连日奔波略染

轻恙的洛老兴致不减，与大家分

享了自己诗歌创作的心路历程和

人生感悟。新闻媒体纷纷传播、

转载，一时成了一桩文化盛事。

告别之际，洛老与我们相约明年

再来！

洛老旧学功底深厚，15岁开始

写诗，及长又谙通英文，广泛吸收西

方文学的精华，阅历丰富，兼又从小

至老长期保持旺盛的创作热情，所

以他不仅是诗坛少见的高产，作品

更有着宏阔的视野和哲学高度与文

学张力，直抵人心。在台湾诗坛，洛

老被排在当代十大诗人之首，与余

光中被称为“文坛双星”。1996年，

他以古稀之年移居温哥华，创作并

发表了一首3000多行的长诗巨作

《漂木》，引起轰动，并因此获得诺贝

尔文学奖提名。洛老在国外生活了

近 20 年，他既是中华文化的继承

者、传播者，也是推动中华文化走向

世界的重要推手。他在温哥华提出

了天涯美学的概念，创立了“漂木”

艺术家协会。除了写诗，他也沉醉

于传统书法艺术的探索。2015年，

洛老最后一本结合诗歌与书法的新

作《唐诗解构》出版，这是他在耄耋

之年，向西方推广中华文化的最后

一番努力，流播深远。

2016 年，洛老夫妇决定叶落

归根，回到台湾居住养老。消息

传开，温哥华社会各界包括中国

总领事馆纷纷举办各项送别活

动。遵洛老之嘱，我跟随他出席

了其中的三场活动，一是“漂木跨

文化论坛”；二是“惜别洛夫——

诗与音乐晚会”；三是“洛夫书法回

顾展”。每项活动都是人头攒动，

盛况空前，依依不舍之情跃上众

人的面庞。

我的朋友岳平先生是位热心

人士，仰慕洛老的才华以及他在

诗歌、书法上的造诣。经他推动

与牵线，杭州园林文物管理部门

决定在万松书院为洛夫先生竖立

一方诗碑，以资纪念。2016 年秋

天，洛老夫妇应邀出席揭碑仪式，

重又莅临杭州。揭碑仪式简朴热

烈，高朋满座，旨酒盈樽。九十高

龄的洛老精神矍铄。席间，他半

当真半开玩笑地叮嘱我：“你能

写，不妨填词一首以为记。”接获

旨意，才疏学浅的我一半兴奋、一

半惶恐。恭敬不如从命，当夜我

戏填一首，诗文如下：

临 江 仙

洛公万松书院诗碑掲幕有感

凤舞钱塘空山碧，廊曲院深

烟轻。明道堂里累功名。草桥金

兰义，空阶绕余音。

黄叶秋波赏新菊，道是湖湘

豪英。西子一隅寄青萍。白苏播

文雨，千载共诗心。

杭州凤凰山麓之万松书院，

始建于唐贞元年间，名报恩寺。

白居易、苏东坡等文豪均遗下足

迹、诗文。明弘治十一年改辟为

万松书院。王阳明等一批大儒曾

在此讲学授道。

丙申孟秋，获诺贝尔奖提名

的著名诗人洛夫先生莅杭出席其

诗碑落户万松书院揭幕仪式。笔

者躬逢其盛，遵洛公嘱，戏填一曲

为记。

揭碑仪式翌日，我与友人陪

侍洛老夫妇往游富春黄公望隐居

地，摄影若干留念。借此机会，我

将所填一词奉上，洛老非常高兴，

深以为许。

◎

□

应忠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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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声朗诵（四句）：

枕禅迎曦风起舞，

岩宕映画笔生花。

盐马古道云做客，

碧湍眠石雨添茶。

山若翠屏，水如玉带，

星空绽放童话的脸。

从前日子，很暖很慢，

幸福飘在院落炊烟。

隐世桃源，陌上花开，

翩然化成庄周的蝶。

轻舟入梦，思念挂帆，

月儿闪烁思乡的眼。

游子的心，无论多远，

牵挂泊在慈母眉间。

春雪研墨，秋月为笺，

飘然做个唐宋的仙。

啊，舟山，

爱一个人到无涯，

追一个梦到天边。

啊，舟山，

我不再寻找彼岸，

天堂就在你心间。

舟山小镇
（歌词）

□郎遥远

这一堆堆读不完的书，码在山野。

风吹千年，雨淋千年。

采石工说：这些石头写的书，

见风硬，见雨坚。

采石工还说，石头的命，自己的运。

从前，锤击的声音密集交响，

不同的山头，相同的频率，

在生计与苦难之间回荡。

今天，壁立千仞是铁打的江山。

一泓碧水是柔性的丹青。

废弃的采石场兀立如鹰，静谧、孤寂。

偶有游人的芒鞋木屐，

更多的臆测天之鬼斧神奇。

而我到此，还能读懂采石人的义胆侠心。

无须穿越，我见到石壁上高悬的身影。

石块与文字，一样的方形，

春秋笔法，钢钎与火药写下的纵横之计。

也毋须唤醒。现在的沉默，

时间里的黄金。

我的肃然与敬畏，是黑白的内心

与硬朗的风景。

舟山岩宕
□章锦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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