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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
大马褂，深青布棉袍，蹒跚地走到铁道
边，慢慢探身下去……他用两手攀着上
面，两脚再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
倾，显出努力的样子……”

这是一百多年前发生的一幕。1918
年冬天，一位年迈的父亲在火车站送别年
轻的儿子北上去北京大学读书。这就是人
人耳熟能详的朱自清散文《背影》一文中
提到的火车站——南京浦口火车站。

1.
2025年1月，春节前夕，一个飘着点

点细雨的冬日下午，我走进南京浦口火
车站旧址街区。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长长
的风雨长廊，长廊顶面已略有破损，两边
基柱上部分墙皮已脱落，露出斑驳的青
苔色。一路走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的标识牌、《背影》主题雕像、经典的绿皮
火车……这些实物无不述说着浦口火车
站的百年兴衰史。

翻阅资料，方知浦口火车站很不简
单。它是我国目前仅存的一座完整保留
历史风貌的老车站，是近代铁路发展的
一个缩影。街区里浦口火车站的相关史
料介绍了浦口火车站不平凡的前世今
生。这里曾见证了百余年的风云历史，承
载着南京这个城市的文化记忆，是一处
名副其实的文化遗产。

浦口火车站始建于 1908 年，1914
年正式开通运营，是中国近代重要南
北铁路干线——津浦铁路的终点，是
当时连接江苏、安徽、山东等省的交
通枢纽，也是铁路运输与长江航运的
主要衔接站之一，在客运和货运中发
挥了重要的作用。浦口火车站旧址为
老式英式建筑，三层砖木结构，1985
年更名为“南京北站”，现在依然还可
以看到米黄色外墙三楼屋顶上面“南
京北站”四个醒目大字。

浦口火车站具有悠久的历史文
化和丰富的历史内涵。从 1914 年正式
运营，到 1949 年解放战争渡江战役，
再到 1968 年南京长江大桥的开通，它
有幸成为历史的见证者。1918 年冬，
朱自清在这里与父亲分别，几年后写
下《背影》一文。这篇作品成为中国一
代又一代中学生的语文学习篇章，影
响深远。1919 年春，毛泽东在这里送
湖南留法学生赴上海；1929 年 5 月，孙
中山的灵柩在这里停留；1949 年 4 月，
邓小平和陈毅在这里星夜渡江进入
南京迎来渡江战役的伟大胜利……

2004年，浦口火车站客运正式停止
运营，2006年被列为省文物保护单位，
2013年被确立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在建筑学家的眼里，拥有铁路车
务段大楼、工人俱乐部、贵宾楼等英
式建筑群的浦口火车站保留了民国

时期罕见的英式铁路建筑群，是长江
边上一道独特的建筑景观。有建筑学
家评价说：“津浦铁路最完整的原始
风貌，在这里没有被改变，沿线的其
他地方基本面目全非了。”

在铁路人士的眼里，浦口火车站是
中国近代铁路发展的实物载体，是英式
火车站的典范，是全国唯一完整保存了
民国建筑特色的城市火车站，是老铁路
人难以忘却的美好记忆。

在文艺青年的眼里，浦口火车站
是“中国最文艺的九个火车站”之一，
是《背影》里的父子情深，是《情深深
雨濛濛》里依萍、书恒的重逢，是《金
粉世家》里的擦肩而过，是《致青春》
里 的 青 春 梦 想 。它 是 中 国 铁 路 客 车

“绿皮车”的经典形象，是“新金陵四
十八景”之一的浦站背影，也是旅游
打卡的新网红之地。

在商人的眼里，浦口火车站是一
种“民国情怀”的主要载体，是销售文
创产品的极佳场所。当年，这里曾经
商贾云集，盛极一时，“火车一响，黄
金万两”。现在，这里还可以看见一些
民国时期的老字号，供人怀旧。红砖
灰瓦旧建筑里的旧物件，让人恍惚百
年前的时光就在昨天。

2.
战火的破坏一度让浦口火车站旧

址及周边建筑伤痕累累，风雨的侵蚀
让它步履蹒跚，日渐沧桑，而南京长江
大桥的通车让其交通枢纽的地位和作
用日益下降。2004年，浦口火车站客运

正式停运。
我的江苏检察同仁在一次会议

上，讲述了保护浦口火车站旧址的检
察故事。检察同仁告诉我，浦口火车
站停运后基本处于无人管理状态，破
败不堪。当他们第一次来到这里时，
看到的是残破斑驳的月台长廊、荒草
没膝的雨廊、垃圾杂物遍布的候车大
厅……一些具有文化、历史等多重价
值的建筑不是残垣断壁就是漏水漏
电等，几乎惨不忍睹。“权用管”分离
等种种因素造成浦口火车站旧址无
人管理的破败现状。

一番坚持不懈的努力，尤其是现场
的实地查勘，更是破了各方的最后心防。
不久，各方达成了共识，修缮资金拨付来

了，技术精湛的老木工来了，建筑学教授
和古文物修缮专家来了……当地街道、
村镇志愿者也来了，主动承担起日常管
理、清扫维护等工作。

修缮工作如期完工，修旧如旧。
2024 年 10 月，浦口火车站改造完

成并正式开街，旧貌换新颜，一百多
年的老车站又活了起来。一个崭新的
旅游景区诞生了，主题多样，特色鲜
明。有红色主题，如毛泽东在浦口火
车站、两浦铁路工人“七二”大罢工旧
址等，还有南京红色工运文脉学习体
验路线。这里成了铁路部门新职工入
职、新党员宣誓的红色记忆场所。红
色精神的传承在这里扬帆起航。有文
学主题，如以浦口火车站为背景的朱
自清《背影》雕塑以及《背影》课本墙。
有工业主题，如绿皮火车、铁轨、风雨
长廊、月台、售票房等工业实物。

背影之后是社会各界的努力，是
检察机关保护文物和文化遗产工作
的身影，背影之后有背影。

如今在这里，你可以在茶室里悠
然自得地品一杯香茗，在咖啡店里喝
一杯香味弥漫的咖啡，在小吃店里吃
一碗热气腾腾的南京鸭血粉丝汤，还
可以在书店里随意翻翻一本书，到旧
物店淘一淘旧物“捡个漏”。

3.
著名学者、作家林非曾说：“要谈五

四以来的散文，就不能不提到朱自清；
而要谈朱自清，又不能不提到《背影》。”

现在，我就站在浦口火车站《背影》
主题雕塑区。清癯的朱自清穿着长衫，
系着围巾、戴着眼镜，右手捧着橘红色
的橘子，左手拎着行李箱。还有一个手
提行李箱放在右边地面上，一件上衣铺
在旁边的椅子上，衣服上面堆放着几个
橘红色的橘子，很是醒目。椅子半边靠
背上雕刻着《背影》一文的片段。“我看
见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
深青布棉袍，蹒跚地走到铁道边，慢慢
探身下去……”另外半边靠背上雕刻着

“南京最有温度的椅子”一行字。不时有
游人站在朱自清雕像前打卡留念或者
摸一摸那几个橘子。长时间的触摸让金
属制作的红色橘子上半部分变得亮亮
的，露出淡黄的金属色。

《背影》雕像前，偶遇一群穿着校
服的中学生。有的朗读着雕像前的介
绍 文 字 ，有 的 背 诵 着《背 影》里 的 语

句，有的坐在椅子上摆着各种姿势拍
照。青春的气息扑面而来，令人感慨。
不久，在小吃店里再次遇到这群中学
生。略一交谈，才知道他们是新疆内
地班的学生，时值寒假在老师的带领
下开展一次研学之旅。我们很自然就
谈起《背影》这篇课文。文学是如此奇
妙，隔着民族，隔着年龄，隔着千山万
水，却能让人们拥有对同一篇文章的
记忆。这也许就是文学的力量吧！

《背 影》雕 塑 、《背 影》主 题 咖 啡
馆、《背影》课本墙……这些设施都再
现了《背影》一文的文学场景。《背影》
课本墙还特意展示了从 1930 年到现
在各个年代各种版本语文教科书里
的《背影》课文，从 1930 年的初级中学
混合国语教科书到最近的 2017 年语
文八年级上册（人教版）共 12 个版本
的语文教科书。不时有游人过来寻找
自 己 上 学 那 个 年 代 教 科 书 里 的《背
影》课文，小声重温遥远的回忆。我也
寻找着多年前自己上学时的那版语
文教科书，慢慢寻找着、回忆着，记忆
深处的碎片渐渐获得了圆满。

这面课本墙前还竖立着《背影》
的铁雕塑，较为简洁抽象。一边是朱
自清手拎行李箱，另一边侧站着那个
有点肥胖的老者应该就是朱自清的
父亲。老人面前地上摆放着一个巨大
的行李箱。朱自清望着父亲的背影。
两个人之间竖立着“朱自清 1925”几
个字和“背影”两个大字。一百多年前
的送别背影，是“那肥胖的、青布棉袍
黑布马褂的背影”。

南京这个“世界文学之都”留下
过多少文人墨客的背影故事？王献之
在桃叶渡目送过恋人的背影，乌衣巷
口的夕阳映照过王谢两大家族的背
影，秦淮河上的桨声灯影里隐隐约约
留下过朱自清和俞平伯的背影，还有
鲁迅、巴金……而南京这个“六朝古
都”“十朝都会”似乎更像是一个王朝
的背影。

街区一角陈列着几个绿皮车厢。
曾经，绿皮车承载了多少人出行的梦
想。如今，“复兴号”高铁载着我们呼啸
而来又呼啸而去。多少次，在火车站，
我们送别他人，望着他人的背影；我们
被他人送别，也成为他人眼中的背影。
此刻，我想着数百公里之外的故乡，想
着那些背影。而数百公里之外的故乡，
何尝不是有背影想着远方我的背影？

背影的故事从未停止，仍然在延
续。父与子、父与女、母与子、母与女、
爷与孙、夫与妻，还有恋人、朋友，偶
尔相识的陌生人……无数人的背影，
高的矮的胖的瘦的，演绎着人间的悲
欢离合，汇聚成人间烟火气。
（作者单位：浙江省丽水市人民检察院）

浦口火车站的背影
柏跃满

我们院的办公楼后边别有洞天，
方寸大小的后院仿佛世外桃源，静谧
而又温馨。当春风拂过大地，万物复
苏之时，后院也悄然苏醒，焕发出勃
勃生机。

吃过午饭，我和同事来到后院散
步。西侧的车道外侧，一排碧桃开得
正盛。娇媚的繁花俏立枝头，仿佛一
堵花墙，将后院与闹市隔开，使其自
成天地，远离纷扰。我不由感慨：“前
几天还悄无声息，下了一场雨，今天
就全开了，真不愧是风雨送春归。”同
事点头道：“是啊，你看那边的海棠，
也是雨后刚刚开的。”说罢，他用手指
向了道路的另一侧。

一株海棠孤立路旁，鲜红的花瓣
如霞似锦，点缀在苍翠的枝头，宛若
春日里的一抹胭脂。走近时，随风飘
来一股淡淡的清香，沁人心脾，让人
神怡。我凑近闻了闻，说：“前人不是
说‘恨鲥鱼多刺，海棠无香’吗？为何
这株海棠却与众不同呢？”

同事笑道：“无香的海棠是垂丝
海棠，而这株是贴梗海棠。”

我突然想起了什么，又问：“《红

楼梦》里面的海棠诗社因白海棠而得
名，为什么眼前却是红色的？”

“那种白海棠其实是一种盆栽草
本植物，名叫秋海棠，并非春天开花的
海棠树。”同事继续说道，“《红楼梦》里
还有一种西府海棠，开花时粉中带白，
淡雅清新，后院北面楼下就有几株。”

于是我们绕过转角，果见一树粉
白，娇艳动人。在微风的吹拂下，每一
朵花都像是一个欢愉的音符，正演奏
着春天的乐章。树下，几位女同事正
拿着手机拍摄，伴随着一片欢声笑语
之声，一幅美丽的春日画卷定格为永
恒。忽然一阵强风，星星点点的花瓣
在空中翩翩起舞，降下一场花瓣雨，
引来一阵欢呼。几只在草地上踱步的
斑鸠和戴胜被惊飞，清脆的鸣叫声回
荡在空中。

后院正中是一座抬高的花坛。拾
级而上，几丛被修剪成球形的花簇映
入眼帘，一团金黄迎着阳光，灿烂夺
目，为后院增添了一丝明媚的色彩。
花朵垂下如铃铛一般在微风中摇曳
生姿，引来蜜蜂与蝴蝶的绕舞。我问
那位对花草极其熟悉的同事：“这是
迎 春 还 是 连 翘 ？”同 事 看 了 一 眼 说 ：

“是连翘，迎春的花瓣通常是五或六
片，而连翘一般是四片。”

沿着铺满鹅卵石的小径向南蜿蜒
前行，尽头是一弯池塘，形如新月。驳
岸是一圈高低错致的石头，数丛马兰
点缀其间。水中喷泉形成一朵水花，玉
珠溅落水面，泛起层层涟漪。我和同事
坐在池塘边的石头上，出神地看着池
中悠闲游弋的数尾锦鲤，绯红的鳞片
在阳光下闪耀着迷人的光泽。我想，这

大概就是庄子所说的濠梁之乐吧。
池塘边上，是一座露天的木质游

廊。一丛紫丁香花团锦簇，如同为游廊
摆放了一扇屏风。旁边的紫荆花枝摇
曳，一团团紫红色烈焰在树梢怒放。丁
香花气清幽，紫荆清雅怡人，二者交织
在一起，使春天的气息四处弥漫。令人
不禁感叹：真是“花气袭人知骤暖”啊！
几株遒劲的凌霄攀缘游廊之上，逶迤
而生，虽未开花，但树叶已盛，形成了
天然的穹顶。正午的阳光透过树叶的
缝隙洒下斑驳的光影，点缀着这片幽
静的角落。木椅之上有一位年轻的同
事正在看书，已入物我两忘之境。我和
同事不忍破坏眼前这幅美好的“春日
读书图”，于是绕过游廊折向东行。

在道路尽头，一株灿若云霞的乔
木倚墙而立，紫红色的叶片如同一双

双顾盼生辉的明眸，显得卓尔不群。
树上挂满了粉白的花朵，微风拂过，
花瓣随风摇曳，犹如繁星点点，分外
可爱。“你看，是樱花？”我伸手摘下一
朵问道。同事笑道：“这是紫叶李，顾
名思义，它的叶子是紫色的，而樱花
的叶子是绿色的。此外，樱花的花瓣
前缘，有小小的缺口，称为缺刻，而紫
叶李却没有。楼前倒有两株樱花，只
是现在还没有开花呢。”

转至楼前正门，两株粗壮的乔木
分列左右，虽未绽放但花苞已蓄势待
发。我走至近前，指着树问道：“樱花也
有好多种，万事通，你看看这是哪种樱
花？”同事摇摇头：“这我可不知道。”

“哈哈，原来你也不是上知天文、下知
地理啊。记住了，这叫八重樱，是原产
自日本的一种重瓣樱花。”我得意地笑
道。同事一脸疑惑地看着我，我便侧过
身，将树上挂着的介绍牌显露出来，于
是二人不约而同地笑了起来。

已近上班时间，于是迈步前行。回望
后院的春色，心中也增添了一抹亮色。

（作者单位：河北省石家庄市人
民检察院）

识花的人
张海生

我一直认为，压岁钱是小孩子
在新年里收到的最美丽的礼物，是
长 辈 对 晚 辈 最 美 好 的 期 盼 和 祝 福 。
然而，我小时候因为家里穷，过年
收到压岁钱的次数屈指可数，只有
一次让我记忆格外深刻。

我八岁那年，家里的日子似乎
好 转 了 一 些 ， 年 底 能 剩 下 一 些 余
钱。那年除夕，吃过年夜饭后，母
亲破天荒地从裤兜里摸出一个红纸
包 递 给 我 。 我 有 些 迷 惘 地 问 母 亲 ：

“ 你 给 我 红 纸 干 吗 ？” 母 亲 笑 着 说
道：“傻孩子，这是妈妈给你的压岁
钱。”我打开红纸包一看，里面竟有
一张两元面额的崭新纸币，我高兴
得 一 蹦 老 高 。 我 从 没 有 过 这 么 多
钱，简直不敢相信。我问母亲：“这
钱真是给我的？它以后就听我指挥
啦，我爱怎么花就怎么花？”母亲摩
挲着我的头，微笑着点点头。

吃过年夜饭后，大人们都坐在
热乎乎的炕头话家常守岁。我提上
父亲给我做的玻璃瓶灯笼，上街去
找小伙伴们玩。以往过年，我很少
出去找小伙伴们玩，而今年不同于
往年，我兜里有压岁钱了，便很想
向 小 伙 伴 们 炫 耀 一 下 。 那 个 年 代 ，
在偏僻的穷山村，小孩子得到的压
岁 钱 极 少 ， 最 多 也 就 几 角 钱 而 已 。
跟小伙伴们聚到街上，我问大家都
谁得了压岁钱、得到了多少，小伙
伴们都从兜里掏出了自己得到的压
岁 钱 ， 有 得 五 角 的 ， 有 得 一 元 的 ，
就数我得到的压岁钱最多。小伙伴
们都很羡慕我。那一刻，我有一种
飘飘然的感觉。

疯 玩 了 一 会 儿 ， 我 们 就 散 了 ，
各回各家。回到家，我想把我的压
岁钱夹进课本里保存，可伸手一掏
兜，不禁吓出一身冷汗，压岁钱丢
了！我没敢吱声，两元钱在当时可
不是小数目，可以买 20 个夹糖烧饼
呢。我悄没声地提着灯笼返回到村
街上，在我们玩过的地方仔仔细细
地寻找，我还发动小伙伴们都出来
帮我找，但最终也没能找到。

我沮丧地回到家，眼眶里湿湿
的。母亲问我是不是和小伙伴们闹
不 高 兴 了 ， 我 吞 吞 吐 吐 地 说 ：“ 妈
妈，我的压岁钱丢了。”母亲听了先
微 微 一 怔 ， 然 后 温 和 地 对 我 说 道 ：

“孩子，你知道吗，压岁钱是长了腿
儿 的 ， 它 可 能 是 自 己 溜 出 去 玩 了 ，
等 玩 够 了 就 会 回 来 找 它 的 小 主 人 。
你好好地睡上一觉，明天早晨你的
压岁钱说不定就会回到你身边的。”

“真的吗？”我将信将疑。母亲笃定
地说：“当然是真的，妈妈怎么会骗
你呢？”

我一向最信任妈妈了，对妈妈
所 说 的 话 从 来 都 深 信 不 疑 。 于 是 ，
我转身就高兴地去睡觉了。当天晚
上，我就做了一个美丽的梦，梦见
我的压岁钱迈着两条莲藕似的小短
腿儿，自己蹦蹦跳跳地回来找它的
小主人来了。第二天早晨，当我一
觉从梦中醒来时，我发现我的枕边
赫然躺着两元钱。我高兴地大呼小
叫：“妈妈，妈妈，我的压岁钱真的
像你说的那样，长着腿儿自己走回
来了。”那天，我把压岁钱长腿儿找
主人的故事讲给小伙伴们听，小伙
伴 们 都 瞪 大 着 眼 睛 ， 张 大 着 嘴 巴 ，
感到不可思议。那年春节，因为长
腿儿的压岁钱的奇异事件，我心里
一直都快乐无比。

长大以后，我才知道，长腿儿
的压岁钱不过是母亲精心编织的美
丽 谎 言 而 已 。 而 这 个 美 丽 的 谎 言 ，
却足足温暖了我的一生。

（作者单位：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道外区人民检察院）

长着腿儿
的压岁钱

佟雨航

周末的午后，望着沾满尘土的凌
乱书籍，忍不住开始收拾书房。正当
我忙活得大汗淋漓的时候，一本看似
不起眼的乐谱从书架上滑落，好巧不
巧砸到了我的额头。定睛一看，原来
是一本竹箫的乐谱。乐谱的四角已经
卷起，翻开一页页五线谱，立刻勾起
了我绵长的思绪。

这本破旧的乐谱是一位盲人艺
术家送给我的。在他的世界里，除了
那漫无边际、无休无止的黑暗，陪伴
着他的就是那支竹箫发出的悠扬、绵
长、空灵的箫声。不，他说还有微风吹
动树叶，发出簌簌的伴奏。他还说，这
样的声音是天然的伴奏，是疗愈心灵
的妙方，听见树叶和箫声的合奏，他
的心才会慢慢平静下来。

第一次遇见他的时候，夏日的微
风吹动着郁孤台上辛弃疾雕像周围
丛生的荒草，一抹余晖落在他的那支
竹箫上。他身着一袭皂色长袍，花白
的颜色爬上了他两边的鬓角。虽然
已经失去了视力，他却异常平静自然
地握着竹箫，双手娴熟自如地在几个
孔位上游走，略显浑浊的目光幽幽地
注视着一个方向。当箫声响起的瞬
间，仿佛世界上只剩下他和那清澈明
亮的箫声，对周围的风吹草动浑然未

觉 。 那 一 刻 ，静 默 在 时 光 里 的 古 城
墙、锈迹斑斑的辛弃疾雕像与他的箫
声一起，在黄昏的最后一抹余晖里组
成了一幅美妙的画面。嬉戏的鸟鸣
偶尔从茂密的树叶间隙里传来，恰到
好处地融入这悠悠的箫声中去，仿佛
默契地完成了天人合一的意境。

这一切，被偶然撞见的我深深印
在脑海里。尽管那时候我或许会跌倒
在无数次的挫折与困惑面前，但我总
会拾级而上，去寻找他在黄昏响起的
箫声，欣喜地驻足在他绵长的箫声与

“江晚正愁余，山深闻鹧鸪”的诗意里，
整个人因此而活脱出来。有一次，我无
意间吟诵起这首辛弃疾的《菩萨蛮》诗
句，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停止了手里的
动作，缓缓地放下了手里握着的箫。

“娃娃，你爱听这箫声？”
“爱听，我好久没有听见这么清

澈明亮的声音了。”

他嘴角泛起了笑容：“你和我教的
一个学生一样，爱诗词，也爱纯净的音
乐。”微风吹过他的眼睛，似乎看见一
束光从他的眸子里闪过。我坐在他旁
边的石凳上听他开始讲述他的故事。

他是一所残疾人学校的音乐老
师，围绕在他身边的是一些和他一样
在视觉黑暗中生活的孩子们。他说他
想用美妙动听的音乐来填满萦绕在
孩子们眼中没有颜色的世界，至少能
够让他们的心不再灰暗，在跳跃的音
符 中 描 绘 如 画 江 南 。由 于 视 力 的 阻
碍，这些孩子们学习乐器要比普通的
孩子多费好几倍的心血和精力，但依
然丝毫减退不了他们渴求顽强地生
活下去的决心和勇气……

他从兜里小心翼翼地拿出一本
盲 书 ，那 上 面 刻 满 了 凹 凸 不 平 的 符
号。他和孩子们一定在春夏秋冬不停
变换的季节里已经抚摸过千遍万遍

了吧？他说，孔位的位置代表了不同
的音，他和那些孩子们只能靠不停地
抚摸去熟悉，熟悉了以后记下每个孔
的位置排列，分别对应哪个音。那一
刻我好似望见了无数双装满黑暗但
又热烈灿烂的眼眸。于他们而言，这
支长长的箫、那本凹凸不平的乐谱，
就是他们眼里的明月清风，就是他们
无数个照拂的梦。

这位盲人教师用拐杖指了指郁孤
台公园里鳞次栉比排列的盲道：“你们
是拾级而上，踏着台阶来到这里，我们
是用拐杖循着这些盲道，一点一点来
到这里。这里的空气很清新，环境非常
静谧，无障碍设施比较齐全，很适合我
们一起练箫。我经常和孩子们相约到
这里来，一起练箫，顺便也会给他们讲
讲辛弃疾的诗词。”

自那之后，每当黄昏的余晖洒满郁
孤台一角时，我都会拾级而上，去寻觅

那熟悉的、清澈的箫声，更为了寻找那
些在黑暗中热烈绽放的顽强的生命。

不知过了多久，那黄昏时分准时响
起的箫声再也没有了影子。不再被箫声
驻足和流连的郁孤台，显得格外寂寥。
我试着寻找箫声消失的原因，看见郁孤
台景区的盲道被占用、被窨井盖拦断，
商场入口无障碍通道被关闭，无障碍厕
所被占用，无障碍标识混乱……

幸好，注意到这种揪心的情况，罗
琪等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在市两会上
提出了加强无障碍环境建设、推动保
障残障人士出行便利的意见建议。检
察机关在调查中发现，包括赣州大剧
院、江南宋城历史文化旅游区等部分
公共建筑及旅游景区确实存在无障碍
设施建设不完善、管理不到位的问题。
一封封检察建议书发出之后，我终于
又听见那箫声在晚霞飞满天时婉转动
听地响彻在郁孤台一角……

芦苇花又飞，箫声是否依旧？我拿
出盲人老师赠的谱，立刻唤醒了那些沉
睡已久的梦，箫声一如当年一样的婉转
悠扬。我向着郁孤台而去，闭目就是那
马蹄走过的江南，打湿了每一夜的梦。

知否知否，应是箫声依旧。
（作者单位：江西省赣州市人民

检察院）

箫声依旧
龙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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