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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一处僻静的山洞读书，与
野花鸟雀同乐，是古代文人的一大
创造。南宋时，少年叶梦鼎选择了
家乡的归云洞，晨起暮寝，寒来暑
往，静心读书。后来他中了状元，
做了南宋王朝右丞相，便沾了一点
归云洞的灵气。

归云洞在宁海盖苍山下，一个
叫小丹山的南麓。洞在山腰深处，
四周绿树掩映。走进洞里，湿漉漉
的，只觉凉气森森。此处常年云雾
缭绕，故有归云洞之名。也不知是
叶老先生还是后人取的。一个

“归”字，便让云雾有了灵性，有了
家的温暖。古代文人总是把富有
诗意的名字赋予那些秀山灵水。

站在洞口的巨石上，满目葱
绿。山势陡峭，岩壁如削，两处瀑
布，如白练悬挂着，飘飘洒洒，激起
水声阵阵。没想到在这深山冷岙
里还藏着这么好的景致。

少年叶梦鼎发现了它。他在
灵峰寺读了三年书之后，走遍了东
仓的山山水水，又开始在此继续苦
读。明月清风，泉声潺潺。叶梦鼎
时而低吟，时而高诵，心中的求知
欲望一定如飞瀑般激起。站在洞
口，我分明听到了这天籁一般的声
音。风声，泉声，读书声，在天地山
水间共鸣，如此美妙而和谐。

可是且慢，此刻我的思绪忽然
发生了一点变化。倘若换了你自
己身临其境去试试又如何？经年
累月，孤身只影，数箧书囊，黄卷青
灯，你是在享受还是在煎熬？

现实毕竟是严酷的。蜗居在
这偏僻的山野里，生活条件极其困
苦，吃什么？自然是从山下家中
——离此十几里路程的涧下，带些
柴米油盐或者是干粮来。日复一
日，一餐又一餐，粗茶淡饭，味同嚼
蜡，安有美味可言？晚间，蝙蝠在
洞中疾飞，野兽在山间呼嗥，让你
的睡梦也会平添几分惊愕。

那时候叶梦鼎还只有十六七
岁。然而，他坚心如铁，秉志苦

读。他图的就是这份清静，他要的
就是这番艰苦。若没有一股非凡
的精神——古代文人那种苦炼心
志的精神，如何能坚持得下去？如
何有他后半生立于朝纲孤忠抗奸
的业绩？

叶梦鼎把人生的半辈子用来
读书了，先私塾，后游学，拜访名
师，考入太学，直读到三十八岁，然
后中了状元。从现代的视角来看，
我们也许可以把人生的精力分配
得更合理一些。然而，面对古人的
这种精神，以及满肚子的学问，我
们后人能说什么呢？我们难道还
能自以为聪明吗？

站在洞口，一位年轻的文友告
诉我：当今社会，人们都不读书，爱
看短视频，而且视线停留在手机屏
幕上的一个短视频，已经不会超过
三十秒。历史走到今天，竟会出现
如此两种极端。我的心一阵紧
缩。羞耻耶？悲哀耶？我无言以
对。

恍惚间，想起了一首词，是叶
氏后裔写的，题名叫《念奴娇·归云
洞丞相读书处》，词曰：

盖苍东去，小丹山，有一归云
洞穴。雾障云迷，人道是：梦鼎读
书负笈。日月精华，山川灵秀，两
瀑洞前泄。乾坤正气，毓成一代人
杰。当年夜半书声，不知灯是火，
无论雨雪。释褐状元，右丞相，誓
与大奸决裂。国破家亡，令人最痛
是：永嘉哭别。孤忠亮节，千古汗
青评说。

短短一首词，把叶梦鼎的读书
精神和人生气节都概括了。

不禁感慨，自古至今，多少有
志之士奋发读书，才使中华民族的
文化绵延不绝！天地是一卷读不
完的大书，风声雨
声都是书声，国事
家事都是心事，叶
老先生当年的苦心
孤诣是可以与我们
相接的。

这组照片摄于20世纪80年代，
记录了当时浙江青年生活、学习和工
作等状况。

当时的浙江处于改革开放初期，
在社会转型的浪潮中，当时的青年带
有明显的时代特征，解放思想、渴望
知识、热爱工作、崇尚文明、丰富生活
等，成为浙江青年普遍的追求目标和
实际行动。

当时，我作为一名基层共青团干
部和青年摄影爱好者，出于工作需要
和兴趣爱好，自然喜欢将镜头对准同

龄人，既记录他人日常生活，也表达
自己内心感受，这能在我的这组照片
中管中窥豹，得到印证。

时隔多年，我和照片中的青年
都已步入晚年。作为改革开放的
见证者和参与者，我们这些“80年
代的新一辈”，在回味当年生活和
奋斗经历的同时，
看到“天也新、地
也新”的祖国建设
美景，感到由衷的
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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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记忆：“80年代的新一辈”

1988年7月，慈溪龙山，捕捞海蜇后享用美食的青年渔民。

1984 年 1 月，杭州保俶塔附近，
青年学生迎着寒风作画。

1983

年11

月
，开
化
山
村
，拉
家
常
的
女
青
年
。

1984 年 5 月，慈溪浒山，青年工
人为宣传出口草制品当模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