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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这个生机蓬勃的春夜想起一
棵树，明代散文家归有光在《项脊轩
志》里写到的那棵枇杷树。春已至，
我想像着它此刻的样子：枝繁叶茂，
碧绿如新，树梢顶端长出很多银白色
毛茸茸的芽苞。

“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
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文字简净
含蓄，笔触内敛克制，将人类最普遍
的生命体验——生离死别、物是人
非--隽永地浓缩于一方庭院。500多
年了，透过时光的迷雾，我们仿佛
还能看到魏氏当年植树时的温柔身
影，更能感受到作者独对苍树时的
孤寂心境。

1980年代初，《项脊轩志》首次
出现在人教社 《高中语文》 选修教
材里，因契合青少年情感认知发展
需求，现已成为 《高中语文》 必修
核心篇目。从此文化基因一脉相
承，代代相传，仿佛只要我们的心

中还能生出追忆和思念，那棵树就永
不会枯萎。

古典文学中的很多“树意象”都
在写离别，离别是我们终其一生都要
面对的课题。那些关于爱和失去的故
事，再怎么意难平，放在时间的长河
里也不过泛起几圈涟漪便归于沉寂，
但那些用文字记录下来的深情细节，
余韵会一直滋养我们的心田。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这是
《诗经》描写的物是人非；“庭树不知
人去尽，春来还发旧时花”，这是岑
参笔下的怀旧和伤感；“明月夜，短
松冈”，这是苏轼的年年断肠处；“人
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这是崔护留在长安城的思念和怅惘。
杨柳，庭树，松树，桃树，是这些静
止的树成为我们生命流动的对照。它
们无言伫立，却是时间流逝的见证
者，证实那些美好曾经存在。

归有光的枇杷树，让我想到史铁

生的那篇《合欢树》。那年，母亲到
劳动局去给双腿残疾的史铁生找工
作，回来时在路边挖了一棵刚出土的

“含羞草”，以为是含羞草，种在花盆
里长，竟是一棵合欢树。“第二年合
欢树没有发芽，母亲叹息了一回，还
不舍得扔掉，依然让它长在瓦盆里。
第三年，合欢树长出了叶子，而且茂
盛了，母亲高兴了很多天，以为那是
个好兆头。又过一年，她把合欢树移
出盆，栽在窗前的地上，有时念叨，
不知道这种树几年才开花。再过一
年，我们搬了家。悲痛弄得我们都把
那棵小树忘记了。”母亲种树时，作
者正值青春受挫；树开花时，母亲已
病逝多年。当邻居说到“到小院儿去
看看吧，你妈种的那棵合欢树今年开
花了！”作者心里一阵抖，却始终未
去。母亲生活过的那个小院，住过的
那间房，现在住着幸福的一家，“刚
出生的孩子不哭不闹，光是瞪着眼睛

看窗户上的树影儿。”“即使那个孩子
长大了，不知道那棵树是谁种的，是
怎么种的，但他一定会跑去看他的妈
妈，看那棵陪他长大的合欢树。”在
这里，合欢树远不仅是对母亲的寄托
与哀思，更是联系现在与未来的一个
纽带。在这里，爱和记忆以新的形式
得到了延续。

归有光有他的枇杷树，史铁生有
他的合欢树，我们每个人的心中或许
都有那么一棵树。是村口那株年年春
来开出串串白花的刺槐吗？是儿时上
学路上那棵底部已经裂空的古枫吗？
是老屋院子里那两棵爷爷亲手种植的
泡桐吗？采摘一串槐花时的甜香，
路过那棵古枫时心中的敬畏，立于
那遍地落花的院落中的心境，都一
去不复返了。可一些新的东西已从那
些日常细微处生长出来，是对往昔的
怀念，是对当下的珍惜，是于平凡中
看到的永恒。

归有光的枇杷树
●金媛媛

1
风光，在潜滋暗长，把滋养递给延安河流
古老的恩泽，与时代同步，与历史同辉
月光抵达清水河，流向宝塔山脚下，铸词

轻吟的延水，用一卷草木辞，灌醉九转回肠
那黄河的怀抱，印染大海一样的辽阔

翻阅延河的边陲，那是塞北咽喉，波澜不止
用刀耕火种，在这开创华夏文明

那游牧民族的岁月，积淀了一种雄浑
那城镇大多依河而建，把一粒空气奔跑

在波涛上
运来万顷宁静，讲述江山社稷，被河水淘洗

2
韵律里的名胜古迹，埋伏一卷落叶，演奏

开始
嘉岭山的延绵起伏里，修造一座宝塔，雄

居千年

雨里的颂词，俯视延河东流而去
词汇镇守延安，抵达书卷，流泻草木芳华
抒写一粒粒汉字，流向毛边纸的卷轴

又在宝塔山下，铺开长篇，写意延河
凿石造井的岁月，一泻千里，听词

把钟声的悦耳，修造瞭望台
一眼望穿，又在流水里静养时光

那建镇西楼，舀一碗苍茫，用草木奠基

3
宽阔的延河流域，用奔涌的册页，记载水音
完成一册辞典，流向农民运动的风起云涌

芳草的灯火，点燃古老而沧桑
那是延河的一条自然，承载历史使命
风声在延河，涟漪壮观，抒写光辉的一笔

留影在母亲河，一个人勾兑波光粼粼
呼喊的宝塔山上，激荡红色土地

又吹散火红的岁月，用十万吨阳光笼罩
依恋的脚步，在延河水边迈出词韵
健硕的东方里，沐浴一条条词牌，写上修辞

4
举一枚苍茫，沿着草木，点染一滴延河
延河，从红色岁月里徒步而来
一路谱写革命胜利的凯歌，流泻一草一木

节奏吹皱了延河，那两岸风景，怡人不变
把滚滚延河水，舀一碗轻吟
唱出宝塔山的旷野，植满一卷意境

草和木，一亩亩栽满，垂直在册页时光
风骨上的草木辞，点赞声永不停歇

万里波涛，万卷草木辞，堆砌延河的希望
一卷风光草木，想起延安的山，延安的

水，延安的人

延河，流向一卷草木辞
（组诗）●方应平

万镜心随一念平 国画 檀明华

之一：番茄谷之印象

我是一个喜爱自然风光、山水风
景的人，闲来有空，常喜邀朋结友、
三三两两一起，出去走走逛逛，悦了
目也爽了心，有比较特别的景致，
也爱用手机拍个照，留个影，挑几
张满意的发朋友圈，宣告一下，到此
一游，就此略过。风景还在那里，等
着有缘人去涉险、探秘，而看过的人
但凡没有特别需求，都不会再有去
意。而前几日我们一行数人，来到安
庆市迎江区长风乡，却领略到了不一
般的风景，让人流连忘返，思绪万
千，意犹未尽。

时下虽说已进入寒冬季节，但阳
光依然明媚，大地温暖如春，坐着中
巴车，观赏着道路两旁不断往后倒退
的层黄间绿尚未褪却的晚秋美景，我
们一路说笑着。城市的喧嚣，随着我
们一路向东而渐行渐远。顺着长江堤
坝而行，在成片的萋萋衰草中，一丛
丛昂然傲立、随风飘逸的芦苇花，在
向我们招手致意，仿佛诉说着从青葱
到白头的岁月。大约半小时左右，我
们在一串串喜鹊喳喳欢叫声中，终于
到达第一站，长风乡新义村番茄谷。

“番茄谷”名为“谷”其实这里就是
一个个超大的半封闭温控种植玻璃
棚。怀着好奇心，我们走进一个超大
的玻璃温控种植技术展示室，映入眼
帘的是，两旁层层叠叠、循环曲折、
几字形的PUC弯管，里面一棵棵绿油
油的蔬菜，像极了一个个探头探脑可
爱的小宝宝，整整齐齐的排着队，蹲
在那儿，随时听候收菜人的召唤，跳
跃而下，落为食客们的盘中餐。

再往前进入点，两旁就悬挂着，
一排排可以升降的槽道，槽道里却站
立着，一棵又一棵绿油油的番茄苗，
目测感觉有两米高的番茄苗上，挂满
像一串串葡萄一样，红红黄黄绿绿的
小番茄。阳光透过玻璃棚顶照射而
下，一颗颗小番茄，晶莹剔透，忍不
住想要去摸一摸，尝一尝。在得到基
地工作人员首肯后，我们迫不及待的
扬起手指，轻轻摘下一颗，随手擦拭
一下就塞入口中，一丝甜甜的清香顿
时润满口唇间。我们不禁大为赞叹：
这番茄口味绝非普通番茄可比啊！经
了解，一棵小小番茄，从种植到施
肥，再到剪枝和留枝，从控制温度，
湿度，到收摘都有不同于一般的番茄
种植技术，原来，这科技种植后的小
小番茄竟藏着如此大的乾坤！

怀着对农业科技的崇敬之心，我
们走出温控展示房，步行到一期建地
面积135亩的番茄棚区，看到如此宏
伟壮观的超大番茄温室，我们像一个
个快乐的孩童找到最佳的游戏一样，
兴奋地钻进一排排高高挂起的番茄架
旁，我们摆着各种姿势，或蹲，或
立，或三两成群，纷纷与可爱的番茄
宝宝留影合照。

走出番茄温控房，外面传来一片
片隆隆轰鸣的机器声，望着远近一大
片开阔平整的土地，被分割成一块块
整齐划一的地基，硬生生的黄褐色的
土地，在机器的翻动下，变得温顺而
柔软，仿佛在向蔚蓝的天空，诉说着
满腹情丝。那是番茄谷正在紧锣密鼓
筹建中的二期，三期工程，面积达千
亩以上。二期未来会有黄瓜，草莓，
等更多绿色农产品作物，将陆续进驻
番茄谷，三期是中华长绒蟹基地。

看到如此宏伟壮观的景象，我不
禁思绪万千，浮想联翩。我仿佛看到
了明年春天，当春花浪漫，花香鸟
语，莺歌燕舞之际，这里一定会迎来

一场场别开生面的约会。
这长风乡我是第一次来，本以

为与我印象中的普通乡村区别无
二，到了此处，才被这真正的现代
化新农村风貌所震撼。心想，如果这
种现代化科技种植能够普及，既能给
我们带来原生态绿色环保食品，更加
节省人力资源，那我们的农村乃至整
个国家农业，岂不真正走上现代化发
展道路，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的目标不
就实现了吗？想到这些，不禁为我们
的“番茄谷”点赞，为新义村点
赞，也为将温控种植技术带来长风
乡的引路人点赞，更为我们安庆市
能有如此宏伟壮观的规划之地点
赞。此处未来一定会成为安庆市又
一个网红打卡地了！

想到这里，我的脑海不禁又出现
了那一排排蹲守在几字形的弯管里的
绿油油的菜娃娃；还有那一串串亮晶
晶的红的，黄的，绿的番茄宝宝；还
有一根根挂满藤蔓的丝瓜，黄瓜；我
仿佛看到了满塘的螃蟹被一网又一网
的打捞，我们的饭桌上，摆放着一只
只肥大的螃蟹，我们品尝着这绿色的
美食，唱着赞歌，跳起舞来......正当我
思绪翻飞，沉醉其中时，那一串串喜
鹊叫声，再次吸引我看向远方的大
树，喜鹊叫福音到，我满心欢喜的期
待着、期待着这个暖阳照耀下的地
方，将成为安庆，乃至安徽省一个不
一般的风景地！“相迎不道远，蟹逅
长风沙。”也将随着李白的一首诗而
成为此处的景点名言。

之二：长风乡将军村风貌

“将军村”，第一次听到以“将
军”命名的村庄，很是好奇。但凡有
将军的地方，一定都与千军万马，骁
勇豪放，策马奔腾等字眼相联，一说
去将军村，脑海闪出“将军百战沙场
死，壮士千征铁马亡”的悲壮场面。
而当我们由市区向东驱车半小时，到
达长江堤坝下的将军村时，眼前的

“将军村”，完全是一副意想不到的景
观，不禁为之惊叹！这哪里跟“将
军”牵扯到一丝一毫的关联？远远望
去，长江堤坝下，那一幢幢错落有致
的房屋，被涂上淡粉的、浅黄的、天
蓝等各种色彩，以至于我们后来行走
在其间，仿佛置身于童话世界里。当
我们到达村口，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
片大型活动场，右边就是“将军村党
群服务中心”，几个年轻漂亮的姑娘
走出来，这就是接待我们的工作人员
吧？她们一路热情的带领着我们参
观，一边介绍着将军村的地形风貌与
发展情况。走出党群服务中心，门前
宽敞的活动场地上，摆放着一辆辆彩
色的多人脚踏车，供游人玩耍。“滴
铃铃”，一串铃音从后面响起，我转
身看到一家三口正悠闲自得的骑着
车，在孩子银铃般的笑声中，年轻的
小夫妻，满面笑容地向我们致意。幸
福在这冬日暖阳照耀下，荡漾在他们
脸上，甚至感染了我们每一个人，温
暖惬意顿时充满心间。

走过活动场，在服务中心右侧，
我们穿过一道道绿色拱形闸门，走进
一座几百平方的玻璃阳光房，这是

“花溪谷”，“谷”里摆放着各种花卉
和观赏植物。此时虽说是寒冬季节，
但是花溪谷却如春天一般。那一排排
花架上，整齐的摆放着一盆盆花卉。
各种花卉璀璨夺目，红的鲜艳，黄的
炫目，粉的浪漫，蓝的温柔，紫的富
贵，绿的生动，白的纯洁。花儿绽放
着一张张笑脸，每一朵花儿都在向我
们诉说着她的爱情故事；另一边则是

一大片沙盘，沙盘里，生长着千姿百
态的沙漠植物。有高高耸立的仙人
枝，有矮矮胖胖的仙人球，有像花儿
一样绽放的多肉，它们或立、或蹲、
或匍匐，仿佛一个个身穿盔甲、金戈
铁甲驰骋沙场的将军。另一边有一排
藤编桌椅，在一片绿色藤蔓中，静静
的守候着。我和著名作家姚岚以及同
行的诗人陈群一起，忍不住走过去，
坐下来。时间在这一刻慢下来，我们
不语，静静的思索着。是怎样的将
军，打下的江山，让我们能在这温暖
如春的冬日，在如此烂漫的花的海洋
里，享受着春的温柔惬意？我的耳
畔仿佛响起战场上冲锋的号角，狼
烟四起，杀声铿锵，血染黄沙，这
一切像电影蒙特奇般，不断更换画
面，最后便演变成眼前的满目璀
璨。我们三人各自静默了片刻后，
每人买下一盆喜爱的花，恋恋不舍
的走出了这带给我们阳光、温暖和春
天气息的“花溪谷”。

走出“花溪谷”，前方沿着一条
由细碎石子铺成的小径走去。眼前一
块刻着“长风沙”三个白色大字的黑
色石碑吸引我们驻足。远观字迹俊秀
飘逸，近看落款有“太白”二字，据
说这是李白的拓文。立在石碑前，仿
佛出现唐代大诗人李白来此游玩时，
挥毫写下千古诗句：“相迎不道远，
直至长风沙”。“长风沙”三个字后来
被收藏家篆刻成碑文，供后人游客观
赏。怀着对大诗人李白的敬仰之情，
我们纷纷与碑文合影留念。一阵唏嘘
后，继续向前便走进两座错落而成的
长风沙诗词碑廊。一块块篆刻着包括
李白的那首“长干行”在内的，各种
古文诗词的黑色石碑跃然眼前，其中
一坐廊前，一个穿着长袍的古代男子
画像，举杯向天，昂首挺立，旁边篆
刻着“春夏水汪汪 秋冬呈银滩 相
迎不道远 直至长风沙。”想必这个
举杯向天的男子，就是我国古代大诗
仙李白本尊吧？那首“长干行”的
诗句：“妾发初覆额，折花门前剧。
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相迎不
道远，直至长风沙。”影射了李白泊
此处时，勾起诗人对家乡对爱人的思
念之情。此时再看这一行行碑文，不
禁感叹诗人对爱情的浪漫情怀，以及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憧憬。长风沙，
因为东临长江，西抵破罡湖，南有一
望无际的平原，北靠蜿蜒耸立的大龙
山，古时此处便已经成为兵家争夺
的经济文化交通之宝地，诗人、游
客驻足之驿站。如今立下这两座古
诗词碑廊，作为见证历史的依据，
使长风沙、将军村，不仅仅只有雄威
硬朗的元素，更是多了几分深厚的历
史文化底蕴。引入沉思，流连忘返。

越过碑文廊，继续向南行，便是
一条印满七彩花瓣的石子花径。虽然
是冬季，但花径两旁，依然鲜花簇
簇，绿意盎然。一条小溪潺潺流过，
溪水中似游着几尾小鱼，道旁的树枝
上，一只喜鹊在欢叫着。村里的今年
才入职的大学生小丫头，穿着一身红
上衣，扎着马尾，粉嫩粉嫩的脸蛋，
明媚的笑着。她时而跑到我们前面，
对着我们拍照，时而走在我们后面，
轻声细语的介绍着。我们愉快的走了
几分钟，便来到一座水上角亭休息。
小丫头又帮我们拍了合影。片刻后，
我们走到将军村的主题公园。这里的
房子都是征收的村民民居，修建成一
栋栋彩色的房屋。蓝色的是婆婆纳生
态餐厅；黄色的是花漾轰趴馆；粉色
的是花漾摄影基地；还有的房子修建
成屋顶树着十字架的欧式风格。一块
四方形的小池塘，在阳光照耀下，波

光粼粼。池塘边立着两个带翅膀紧紧
相拥的天使雕像这，与之要相对应的
还有，正对面一座秋千椅子上，一对
年轻的恋人争坐在秋千上，卿卿我
我，窃窃私语。爱的主题，因着这里
的色彩，建筑，池塘，鲜花，鸟鸣，
以及不断穿梭的游人而更加突出。古
代，战场，雄风，狼烟，等那些硬朗
的元素随时光飞逝在历史的长河
里，我们被现代，和平，祥和，温
馨，浪漫的氛围包裹着，温暖着，
幸福着，仿佛在童话般的梦幻里游
走，驻足不前。

再继续向右走，便是一条水泥马
路，马路右侧是一排排各种彩色的农
家院落，家家户户门前都栽上各种花
草树木，有的门前还有一棵棵柿子
树，那大大的、红橙橙的柿子，在阳
光照耀下，闲的格外耀眼夺目，忍不
住想要去摘下一颗，尝一尝。道路左
边便是一块块分割成片，整齐划一的
农田。一垄垄土地上，种上了各种绿
油油的蔬菜，有青菜、包菜；有萝
卜、菠菜；有大蒜和小葱等。顺着马
路向前走，便看到一片超大的薄膜棚
群，这是蓝莓种植基地。透过塑料薄
膜，看到一丛丛蓝莓树枝上，已经挂
上了一粒粒黑黑的小果子。看来明年
春天，蓝莓丰收在望了！在蓝莓基地
旁边，还有供游客观赏的观光小火
车。坐上只有儿童乐园里才有的彩色
小火车，我们像孩童一样，兴奋好
奇，东摸摸西摸摸，叽叽喳喳说笑不
停。小火车顺着蓝莓基地边上的一条
铁轨，向前行。寒风扑面，我蜷缩着
脖颈，努力地靠向阳光一面。看到前
排有人举着手机向后拍照，我又伸长
脖子，跟被拍的人一样，尽情展露笑
颜，嬉笑不停，铁轨两旁的萋萋衰草
与苍凉的田畴，又在这番热闹中有了
暖意和生机。火车咔嚓嚓的带着我
们，由南向北，当我们由东向西时，
看到铁轨左侧，挖出一条灌溉用的水
渠，此时水渠里水快见底了。但铁轨
右侧有一片池塘，阳光照在湖面，金
光闪闪，波光粼粼，映衬着一片片风
中飘摇的残荷，别有一番诗意。这如
果是在夏天，那满塘的荷花一定会散
发出醉人的清香。坐在小火车上，轰
隆隆、咔擦擦了近半小时，我们终于
到达终点。我们意犹未尽的走下小火
车，回到将军村党群服务中心。几个
年轻美丽、而又热情的村干部，要挽
留我们用餐。大家互相客套一番后，
我们恋恋不舍的离开了这块神奇的土
地。长风沙，将军村，花溪谷，爱的
主题公园，蓝莓基地，这些名词组合
而成的一个现代化的美好乡村，在我
的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禁为
此诗意灵感突发，用我的文字表达这
不一样的风景。

花语（将军村花溪谷）

你从童话中出生
牵手花溪谷
我在谷中读你
你用七彩炫耀我的眼眸
馨香抚慰我的鼻翼
享受阿波罗的希腊疗法
也嘬饮春的梦幻
童话里的故事在这延续
将军村里的将军是否还在守护
太白畅吟长风沙
长风乡、将军村、花溪谷
童话的主题
是花的思语
谷仓溢满金色向往
我走了
心彳亍在村口

不一样的风景
●蓝冰淋

在这个阳光正好、微风不燥的日子
里，我有幸踏入了怀宁县月山镇大桥
村，一个充满文化底蕴与历史情怀的地
方，参加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大桥头戏
曲诗会”。这里，是黄梅戏经典剧目《王
小六打豆腐》的故事发生地，那句“我家
住在大桥头”的悦耳唱词，仿佛穿越时
空，将我带入了一个淳朴乐观、戏曲文
化浓郁的乡村世界。

走进大桥村，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那
座古老而庄重的大桥，它静静地横跨在
河面上，见证无数岁月的变迁与戏曲文
化的传承。站在桥上，我仿佛能听到那悠
扬的黄梅调，从远处的田野、村舍中传
来，如泣如诉，婉转悠扬。勤劳的人们世
代以戏曲为伴，将生活的点滴融入戏曲
之中，用唱念做打演绎人间的悲欢离合。

此次“大桥头戏曲诗会”，正是为了传
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戏曲艺
术的传承与发展而举办的。诗人们以诗歌
为载体，将诗歌的精炼与深邃融入戏曲内
涵，用诗歌的张力与炫彩展现戏曲文化，
彰显黄梅戏的独特魅力。这不仅是一场文
化的盛宴，更是一次心灵的洗礼。

在诗会上，我有幸聆听了多位专家
学者的精彩讲解。他们从历史渊源、艺术
特色、文化传承等多个角度，深入剖析了
黄梅戏与大桥头的深厚渊源。怀宁戏剧文
化，作为黄梅戏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独特
的唱腔、表演风格以及丰富的剧目，都让
人叹为观止。怀宁的戏曲历史可以追溯到
几百年前，那时的人们在劳作之余，以黄
梅小调为乐，以黄梅小调为伴。他们用质
朴的语言、生动的表演，讲述着生活的喜
怒哀乐，传递着人间的真善美。这种源自
民间的艺术形式，经过数百年的传承与发
展，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怀宁戏剧文化。

非遗传承人查民松的现场讲解，更
是让我感受到黄梅戏文化的生命力与传
承的重要性。他不仅讲述了黄梅戏的历史
与现状，还展示了黄梅戏的表演技巧与唱

腔特点。他们的表演，既有传统戏曲的韵
味与风采，又融入了现代元素与创新精
神，让人耳目一新。在他们的身上，我看
到了对戏曲文化的热爱与执着，也看到
了戏曲艺术在乡村振兴中的独特作用。

一群作家、诗人，还前往黄梅山寻访
戏曲文化源头。那里山清水秀，风景如画，
是黄梅戏艺术的重要发源地之一。虽然我
腿的旧疾已基本恢复，走路还不够快，我
还是爬到山顶，俯瞰着脚下的村庄与田
野，我能感受到那股从土地中涌出的戏曲
土壤与自然力量，滋养一代又一代的戏曲
艺人，让黄梅戏薪火相传。黄梅山的自然
风光与人文景观相得益彰，为黄梅戏的创
作与表演，提供了丰富的灵感与素材。

在复兴村，我们与当地的戏曲爱好
者进行深入的交流。他们用亲身经历，讲
述戏曲文化如何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
芽、开花结果。从他们的言谈举止中，我
感受到他们对戏曲文化的热爱与执着，
也看到了戏曲艺术在乡村振兴中的重要
作用。他们不仅通过戏曲传承着文化，还
通过戏曲凝聚人心、传递正能量。诗会
上，作家与诗人们也围绕诗歌与戏曲文
化展开热烈的讨论。他们一致认为，诗歌
与戏曲都是中华文化的瑰宝，它们以不
同的形式承载着民族的人文历史与记
忆。将诗歌与戏曲融合，不仅能够丰富文
化表现形式，还能让更多的人了解并爱
上这门古老的艺术。他们用自己的笔触
与声音，将诗歌与戏曲的美妙融为一体，
为观众呈现了一场视听盛宴。

这次诗会不仅让我收获满满，还领
略黄梅戏的独特魅力，感受到戏曲文化
在民间具有深厚底蕴与群众基础。这次
意义非凡，不仅是一次文化的盛宴，更是
一次心灵的触动。站在大桥头，望着那片
被戏曲文化浸润的土地，我仿佛看到了
未来的场景。戏曲与诗歌将交织成一幅
幅绚丽多彩的画卷，重新讲述大桥头的
故事，传承中华文化的精髓。

大桥头的黄梅新韵
●农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