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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洋淀风光旖旎，景色宜人，一年四季各有其

美。每个季节都有独特的美食，让人尽享舌尖之

美。秋天的白洋淀鱼肥水美，物产丰富。

河北雄安新区 管艳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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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着太阳走》：浩然立于天地间

盛夏，北京。一个周末，我到提香草堂拜访《金融文坛》杂志主编闫星华先生，闫先生

向我赠送了他最新出版的长篇小说《向着太阳走》一书。《向着太阳走》里的主人公韩雨田的

原型，于我来说虽然遥远，但感觉并不陌生，他就是中国农业银行原行长、党组书记韩雷。

安徽合肥 刘学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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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塘观潮即兴
泱漭水天追激涌，欹倾恣肆莽苍中。

嘶空骓马钱塘水，卷雪蛟龙越国风。

带月浪惊千顷起，奔雷云接九霄翀。

击抟吞吐纵情处，好句扬波气自雄。

黄果树瀑布遣怀
青嶂倚云凌绝顶，喷珠溅沫挂崖前。

惊雷响壑虹惊晚，飞瀑狂蛟鸟啭先。

雪洒风吹千丈练，翠分气荡九重天。

独吟泉石赊新月，欲涤藤萝几叠烟。

赣州古浮桥偶作
卧波百丈惊鸿影，浪吐浮梁亦称奇。

客路倚江横咫尺，扁舟辟径越参差。

露沾彼岸清砧远，星满迷津短笛吹。

八境台高犹喜月，东流贡水一桥诗。

（注：1.赣州古浮桥：已有 800 多年历史，

以缆绳连接扁舟而成。2.八境台：建于北宋，

依赣州古城墙而建，历代文人题咏甚多。）

读完《向着太阳走》，我没有理由不被这部

红色革命题材的小说感染和震撼。

一个家族是否兴衰，家风家教是一个很好

的体现。书中韩雨田（原名邹文岳）的家庭长辈

就善于注重对子女的言传身教。韩雨田的爷爷

邹国仁在世时由于列强入侵而从中国广东到越

南谋生、发迹。他教育其独生子邹成海的观念

是“成由勤俭败由奢”“惯子如杀子”，虽然生活

富足，但对孩子从不溺爱，要求儿子吃穿必须跟

普通人家的孩子一样，不得有任何特殊。邹国

仁对儿子韩雨田的教育方式是“多读圣贤书，少

做歪理事；多行慈善道，拒贪不义财。”正是因为

有着良好的代代传承的家风家教，以仁待人，才

使得邹家备受他人尊重，民众口碑极好，陶器生

意也做得风生水起，红红火火，邹成海还被当地

华侨组织推举为海防市华商联合会会长。后

来，得知儿子要回国，原本希望儿子继承家业、

光耀门楣的邹成海，看到韩雨田为了报效国家

能够拒绝安逸、抛却富贵，深感欣慰。邹成海胸

怀大义，毅然将韩雨田一行三人送到中越边境，

支持儿子返回祖国参加抗战。

韩雨田始终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

义远大理想，也正是靠的这个理想信念，所以

才不畏艰难险阻，不惧流血牺牲。“我们要为理

想战斗，为民族抗日牺牲”发自韩雨田的肺

腑。在延安，韩雨田亲耳聆听了毛泽东主席在

陕北公学开学典礼上的讲话，毛主席在讲话中

送给大家“两件礼物”：第一件是坚定不移的政

治方向，第二件是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从

此，毛主席赠送的“两件礼物”，像红色基因一

样根植在了韩雨田的心中，指引他忠于党、忠

于国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心中有信仰，

行动有力量，韩雨田能够历经挫折而不断奋

起，历经苦难而淬炼成钢，浑身蕴含着取之不尽

的激情和智慧，归根结底在于他心中的远大理

想和坚定信念。

在陕北公学，韩雨田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

预备党员，后因学习成绩优异，被推荐到中共中

央党校继续学习，在中央党校转为中国共产党

正式党员。后来，韩雨田被调往晋察冀边区，他

向军分区首长请求到前线参加战斗，但没有得

到组织批准，而是被安排到平西抗日根据地支

援地方政府做农会工作。

经过军分区首长的教育，韩雨田慢慢解开

了心结，愉快地服从组织分配，并取得了骄人的

成绩。韩雨田最终在党的培养教育下，成为一

名“红色银行人”，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

大典。正如他在日记中写的那样，“党组织对我

有培育之恩，党组织就是灯塔，照耀我前行的方

向，我愿意为新中国的金融事业谱写新的篇

章。”韩雨田向阳而生，向着太阳走，浩然立于天

地间，时时处处显示着对党的忠诚之心。

闫星华先生所著的《向着太阳走》一书，除

了主要描述韩雨田，还有其他非常丰富的内容：

既有韩雨田一行在归国途中身陷的种种险境，

也有韩雨田、马得草、李新生三人不同的人生结

局；既有激励斗志的放牛娃宋小二的正面形象，

也有反面典型。在我看来，这本书不仅是一部

长篇小说，同时也是一部充满正能量的励志红

色教科书，带给我们弥足珍贵的精神指引。

秋天，是莲蓬的丰收季，莲蓬可生吃，亦可熟吃。

白洋淀人更喜欢生吃。刚刚从水中采摘的莲蓬新鲜

娇嫩，甜润爽口，清香芳醇，适宜生吃。慢慢咀嚼，香

甜中略带一丝淡淡的苦味，甜中带苦，苦中有甜，恰如

生活的滋味。仲秋，莲蓬最为丰满甜润。八月中秋，

风清气爽，月朗星稀，少男少女相约一起采莲去。他

们相依相携，有说有笑，乘一叶轻舟，游走于浩淼的水

面之上，“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

方”。举目远望，万亩荷塘，荷叶田田，葱郁茂盛，荷花

零零星星散落其间，代之而起的是密密麻麻的莲蓬，

一个个挤挤挨挨，亭亭玉立于千倾碧波之上，翠绿饱

满，圆鼓鼓，胖墩墩，让人心生爱怜。

莲出于水开花结果为莲蓬，莲扎根于地结为莲

藕。莲藕生于水中淤泥里，莲越壮，莲藕越大越长，往

泥里扎得越深。采莲藕是个力气活，需壮劳力穿着水

衩在齐腰深水里用脚踩，脚下硬的地方有莲藕，弯腰

弓背用双手使劲去挖。有的一米来长，费九牛二虎之

力才能挖出来。一天下来，累得腰酸背疼。好多人手

指磨得起血泡，双手泡成了熊掌，肿胀得难受。不是

身临其境，你永远感觉不到采藕人的辛苦！白洋淀人

深知莲藕得来实在不易，人们因此倍加珍惜。女人们

把采来的莲藕一节节掰开，洗净，大块的上锅蒸，半小

时出锅，洁白无瑕，用手一掰，丝丝缕缕，藕断丝连，吃

起来原汁原味，芳醇鲜美；小块的用开水炒一下，放白

醋，生抽，香油，芝麻，盐少许，一拌即食，清凉爽口，清

脆鲜嫩，清心去火，身心皆宜。采藕时的劳累忘得一

干二净，笑容挂在人们脸上，人们累并快乐着。

经过春夏秋三季的孕育，仲秋时节，白洋淀河蟹

最为肥美。尤其是母蟹，蟹黄肥得流油，金灿灿，黄澄

澄，色泽鲜艳，自然芳醇，别有风味，成为中秋餐桌上

的美味佳肴。白洋淀的秋季，丰饶且美味。

村里家家户户都有板栗树。我家也有，但

就是觉得别人家的板栗更香一些。小时候每次

找猪草时，我们小孩子总喜欢去“偷”别家的板

栗，连枝折断，一个枝头有两到三包板栗，折下

后，用鞋底固定住再用镰刀把栗包敲开，砸开

后，用手小心地掰开外壳，稍不留心，就会被扎

上几针。将白色的板栗取出来，这时的板栗外

壳是白色的，不太硬，用嘴咬开，里面还有一层

白色的嫩皮，很好剥，板栗肉是乳白色的，最好

吃的就是这个时候的板栗，又香又脆又甜，嚼一

颗，满口留香，是儿时秋季最美味的零食。

每年的中秋节前后，满山坡的板栗开始陆

续成熟。早熟的品种我们叫“大毛栗”，要是谁

家有一棵，村里人都会很羡慕。因为价钱好，可

以多卖一些钱。每年我们最喜欢的就是板栗

“张嘴”的时候，因为一棵板栗树上的板栗不是

一起成熟的，成熟的标志就是张嘴，外面的有刺

的栗包会自然张开，这时，里面的红板栗就会掉

到地上。我们小孩就在板栗林里绕来绕去，到

板栗树下捡拾板栗。捡回的板栗，放到火塘的

碳灰里烧熟，香味扑鼻，趁热咬开，有时会因为

心急，被板栗内的热气熏到嘴，但烧板栗的滋味

着实好。这时的板栗，不仅香甜，而且入口是面

的，糯糯的，我一次要吃一大捧。大多数情况

下，我们会把捡回来的板栗攒一段时间，待有人

来村里收购板栗，拿去卖了换钱买文具。

板栗老了，更成熟了，刺球针尖就变黄，壳

老皮粗，这个时候的内皮就很难去除了。老板

栗通常煮红烧肉最好吃。吃之前需要加温水泡

一泡，再用指甲将一层外衣一点一点地褪去，只

是指甲缝里塞满了红色的板栗皮，挤在肉与指

甲之间的缝隙，微微隐疼，但为了吃到香软面糯

的红烧肉板栗，也值了。除了食用，板栗自古被

医学界推崇。《本草纲目》中说，“栗味甘性温，入

脾胃肾经。”书中并举例“有人内寒暴泻如注，食

煨栗二三十枚顿愈。”等等。

秋风起时，我又想回家了，每年这个季节回

老家去都能吃到鲜嫩的板栗，再去板栗林里走

一走，重温童年时的美好时光，也是一种不错的

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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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风吹来板栗香

每到秋天，大街小巷的水果摊前，总会飘来一阵阵诱人的香味，

惹得我直流口水。那是蜂糖炒板栗的香味。走近摊前，总会看到有人正翻炒着板栗，十字花刀

的痕迹，铁砂滋滋作响，瞬间把我的记忆带到了遥远的家乡。我的家乡在一个小山村，那里盛

产板栗。每到夏季，笔直的树上挂满了板栗球，玲珑小巧，板栗球的外形圆乎乎的，像一个小小

刺猬，我们都习惯称之为“栗包刺”，扎手的硬刺，错落地生长在栗球外表。

云南昆明 杨桂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