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夏丽州，八婺芝英；五金之源，人文

之邦。浙中名镇，千年古城；东晋建置，百

里圆方。物攘人稠，地灵人杰；祠芳宇炼，

虎卧龙藏。有云：向善之民莫不向义，崇

学之士自励图强。是以仰云山武陵之空

灵，玉成刻苦耐劳之筋骨；承方塘灵水之

润泽，铸就坚强不屈之脊梁。由是开来继

往，英才济济；达古通今，伟业煌煌。

东晋应詹：望族遗孤，辟命出仕，太子

舍人；看溪蛮降服，杜弢横扫；讨征陈敏，

戡乱王敦；国事牵怀，臣忠尽节，平南镇北

倾心力；觅芝英，欣开发而成，全新世界。

工吴内史，携儿屯田，氏尊始祖；忆战伐

关河，惠泽梓桑；德厚宗亲，恩同父母；诗

书独爱，珍宝无收，高塔灵岩寄梦魂；酬绮

愿，冀复兴以慰，应大将军。

殿中尚书应袭：兼修文武，博学经

史。孝顺亲长，廉能正直。论以“边守征

法”，任之散骑常侍。“举孝廉”以推举，“官

里园”以开辟。一心为民，深明大义。公

正清廉，名冠一时。南朝司业应厘：喜好

游学，广结豪杰。“桃溪先生”以饮誉，宗亲

族人以团结。重武崇文，延揽贤士；昌盛

家族，志存高节。唐代高士应凝之：侍母

守孝，远近闻名；博览群书，研学不怠。富

不傲贫，贵不骄贱；乐善好施，心铭大爱。

北宋胡则，重臣担当。民尊大帝，福

泽乡邦。兴革济民，公廉任政；勤勉笃行，

怜恤梓桑。黎庶称颂，感永免丁钱，长存

恩泽；伟人赞评，道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宋少师应孟明：吏畏其刚，民怀其惠，断不

污“三聘”奸威；清廉磊落，正大光明，自引

领一时风尚。状元陈亮，立说事功：锋争

朱子，倡双行义利而并举农商，秉远志高

怀，付之于济民经世；词比稼轩，赋雄篇壮

句以抗金报国，誉诗狂酒圣，更自赞文虎

人龙。

植德树基应仕濂：孝友治家，以行修

身。助田兴市，恤寡周贫。促农兴商，利

及乡人。创辉煌业绩于当年；留丰厚遗产

于后昆。兴家立族应尚道：以身传教，立

家规二十条目；立祀祭祖，开芝英百祠之

始。敬老恤孤，成引领风尚之范；延师设

塾，建兴学育人之制。

学识贤行应廷育：三入刑部，退而著

书立说；久居茅斋，进以修道赋能。声震

浙东卢可久：矢志精研，阳明高足始列；潜

心著述，理学大家终成。石门先生应典：

著一世文华砺行砥节；建五峰书院播学传

经。

上海道台应宝时：力主富国强军，名

昭上海通商开埠；不忘怜贪恤老，誉饮义

庄放赈济民。父子学者胡凤丹、胡宗懋：

晚归佚卷浩繁之所，自得秉严录事，精编

细审；身出书香殷富之家，但知仗义疏财，

恤老济贫。江苏民政长应德闳：力求改良

税法，由自清风两袖；不辱主政江苏，凛然

正气一身。清末外交家应祖锡：无倚无

偏，为政公廉多茂绩；不卑不亢，外交开合

著功勋。民国知县应贻浩：做官做到灶；

留名自归真。

革命老区，喋血群英。苏维埃主席徐

英湖：开辟根据地，冲坚克锐；转战红三

团，入死出生。虎胆英雄胡斗南、徐阿宝、

李文华：舍身取义，地动天惊。红色志士

应焕贤、徐岩福、徐老驮：自有精忠昭日

月，敢教慷慨对仓冥。“革命妈妈”应爱莲：

一世何其坎坷；尘间谁解飘零。县长应

飞：历岁月峥嵘，不屈不挠求解放；越人生

坎坷，任劳任怨为升平。

市井苍苍，灵水泱泱。芝英文风，源

远流长。风云人物，各领一时风骚；壮丽

诗篇，书尽百世沧桑。廊街衢巷，尘梦乡

愁记忆；祠芳宇烁，梁风缙韵弛扬。照古

观今，先哲光前裕后；见贤思齐，吾辈自当

奋强！

（文中所列名人录自芝英名人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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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龙
□朱礼卓

“老师，我外婆生病了，我想请假

陪她去医院。”学生怯怯的声音掀开了

我记忆的面纱。

记得那是一个初冬的早晨，天空

灰蒙蒙的，仿佛连空气中都弥漫着压

抑。我像往常一样，抹把脸就准备出

门去学校。就在这时，外婆的房间传

来了一阵轻微的咳嗽声，那声音虽

轻，但伴着香火的味道，深深地刺痛

了我的心。我才警觉，外婆身体不太

好，已然不能出门上香，只能在家中

供奉。

我放下手中的书包，走到外婆的

房间，只见她躺在床上，脸色苍白，眼

神中透露出一丝疲惫。我的心顿时紧

缩成一团，一种难以言喻的愧疚感涌

上心头。“婆，您怎么了？要不要去医

院？”我急切地问道。外婆勉强挤出一

丝微笑，说：“没事，就是有点感冒，休

息一下就好了。你快去上学吧，别迟

到了。”

我望着外婆那张憔悴的脸，心中

五味杂陈。我知道，她总是在为我们这

个家默默付出，即使生病了，也总是不

愿意给我们添麻烦。但这一次，我坚决

不同意她独自留在家里。我拿起手机，

给母亲发了一条短信息，简单地说明了

情况，然后坐在床边，陪着外婆。

那一刻，我仿佛回到了年幼时。

每当我生病时，外婆总是守在我的床

边，用她那双干瘦的手，轻轻地抚摸我

的额头，给我讲故事，哄我入睡。而现

在，角色仿佛颠倒了过来，轮到我来照

顾她了。我给外婆端来了热水，让她喝

下，又为她盖好了被子，让她好好休息。

就这样，我陪在外婆的身边，度过

了一个漫长而又温馨的上午。我们聊

了很多，从儿时的趣事到如今的生活，

每一个话题都充满了温情。我发现，

即使岁月在外婆的脸上留下了痕迹，

但那份对家人的爱，却从未改变。

现在，外婆早已经离开我了，但那

个上午的相处却徘徊在我的记忆深

处，难以抹去，温暖我的余生时光。

我帮学生签了假条，也恍然发现，

我的人生里其实欠着很多的假条，从

尝试蹒跚学步起，我就开始了远离家

人的征程，因为学习，因为工作，因为

爱情⋯⋯我距离我母亲、外婆的那个

家越来越远，也难再回去。但在我心

底，总固执地拟写着这一张张的假条，

仿佛每次只要向她们请过假，归途便

不再遥远。

在未来的日子里，我愿意用更多

的假条，去换取与家人的相处时光。

因为我知道，这些看似平凡的瞬间，才

是构成我们人生最宝贵的回忆。而亲

情，就像一盏明灯，无论我们走到哪

里，都能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给予我

们无尽的温暖和力量。

在人生的长河中，即便是至亲也

都是匆匆过客，外婆之于我，我之于孙

儿，无不如是：为了生活、梦想奔波于

城市的各个角落，而在这不息的奔波

中，总有那么一张亲情的假条遥遥地

唤着我的乳名，呢喃、吟唱⋯⋯

假条
□俞思

大太奶奶说青龙是一条蛇，大概

因为它的皮是青的，体型巨大，所以唤

它青龙。我从没见过青龙，它的故事

都是父亲告诉我的，父亲是大太奶奶

告诉他的。

小时候住在一个叫“新屋”的四合

院里。新屋是爷爷造的，总共有十六

间，四个大门，两座木楼梯，中间一个

大院子，俗称天井；新屋上下两层，楼

下住人，楼上堆柴火、谷柜及瓶瓶罐

罐，瓶罐里有令人馋嘴的米糖、炒米、

梅干菜、萝卜丝等解馋物。楼上没有

分隔物，四通八达，我们就在这中间躲

猫猫，打游击，头发、衣服、裤子经常挂

上蜘蛛网、稻草，顽皮的伙伴在躲猫猫

时会偷吃楼板上瓶瓶罐罐中的美食。

父亲说青龙就藏在楼上，也许是

某条梁上，也许是某堆稻草，抑或是某

个谷柜。但我从来没有见过它。

父亲说，青龙是有灵性的，它不会

让大家看到，怕吓着人呢！我们顶多

看到它蜕的皮，根据蜕下的蛇皮猜测

它是青色的。它是来保护“新屋”的，

有它在，“新屋”不会着火，90 多年来

从没失火。细想父亲说的话不无道

理，经常耳闻或目睹其他人家房子烧

成灰烬，老师让我们捐物、捐款帮助受

灾的同学，唯独住“新屋”的孩子没麻

烦同学，这一点可以证明。

有一年大年三十，四合院里的每

一户人家都在院子里放鞭炮，“噼里啪

啦”的小鞭炮，“砰—砰—”的冲天炮。

女孩子捂住耳朵，从门缝里往外瞧，男

孩子在院子里欢呼雀跃。突然，一个

鞭炮像喝醉酒一般，跌跌撞撞地直往

楼上的柴堆里窜。几个堂叔操起棍

子，奔楼上扑火；几个堂哥奔厨房拿木

桶从水缸里装水，上楼灭火。可奇怪

的是，堂哥的木桶还在楼梯，操棍子的

堂叔高声喊：“不碍事，不生事，只是焦

了几片柴叶，水不用拎上来啦！”

“一定是青龙显灵啦！”裹着小脚

的大太奶奶说。“一定是，一定是。”婶

婶、伯母们也跟着说。孩子们欢呼雀

跃。

从此，我对青龙充满了好奇与敬

畏，它的智慧、它的神秘引发我无限的

联想。它明明是条青蛇，为何叫它青

龙？父亲说在中国，蛇与龙的关系尤

为密切，常与龙相伴而生，龙蛇共舞、

龙蛇混杂等成语说明龙与蛇是近亲，

龙也许是蛇的化身。父亲的话我深信

不疑，楼上的青蛇便是青龙的化身。

于是，我经常与伙伴们在楼上寻

找，渴望看到它的雄姿，哪怕是一晃而

过的影子，但都是徒劳，甚至连蜕下的

皮都没看到过。

现在，“新屋”已成老屋，原来的主

人或在村里再造新房，或外出工作住

他乡。住在“新屋”的全是外来务工

者，租客在靠阶沿的木板墙旁摆上煤

气灶烧饭做菜。一次，春节回家驻足

老屋，见墙板上焦黑一片，询问缘由。

堂弟告诉我，租客在锅里倒入油后去

洗小葱。锅里油热冒烟着火，火苗往

木板墙窜，眼见得木板墙渐渐焦黑起

火，租客回身急关煤气，拿脸盆端水灭

火。等水端回，火已熄灭，只留下焦黑

一片，租客称奇。

望着焦黑的墙板，我想一定是青

龙显灵了吧？一定是的，因为青龙串

联着老屋的过去、现在和将来⋯⋯

大司巷文化街区夜景 张锦扬 摄

芝英历代名人赋
□胡潍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