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永久黄”团体是以永利制碱公司、
久大精盐公司和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为
主组成的集实业与科研为一体的企业集
团，由著名实业家范旭东于民国初年在
塘沽创办。

塘沽地区原为临河而居的渔村，居民
一直以打鱼晒盐为生。1898年由于海河
淤塞，重载船不能抵达天津紫竹林码头，
改在塘沽卸货，使塘沽市面日渐繁荣起
来。到民国初年，由于海河的裁弯取直和
治淤工程，轮船可以直达天津，往来船只
只在塘沽加煤，没有卸货业
务，码头业务量大幅下降。自
久大、永利两工厂成立后，塘
沽地区人口逐年增加，在此之
前，塘沽居民不过千余人，至
1927年，仅久大、永利及大沽
造船所三厂工人就达两千人
以上。人口的增加也带动塘
沽零售粮食布匹及其他日用
品之店铺生意日益兴旺起来，
市面渐渐繁荣起来。街上常
可见英美烟草公司“大婴孩”
“哈德门”“红锡包”的香烟广
告，还有日本的“仁丹”“大学
眼药”“老笃眼药”等广告。

久大成立以后修筑马路，
供给全镇电灯，附近村庄搬迁
过去的人越来越多，形成聚集
效应。久大1920年的业务报
告中提到：“工厂方面建筑云
起，产量倍增，机器均改用电
力发动，气象顿觉一新，并将
有余电力供给塘沽全村数百
用户。京奉铁路延长千余里，
其不假力外人，使附近村镇能
于黑夜中快睹光明者，仅吾久
大所在之塘沽一村耳。”

永利的地基就建在“泽
国”之上，地面全是水坑，历
经一年才将水坑填平；之后
建设了食堂、工人宿舍、图书室、游艺室、
理发室、浴室、洗衣房、运动场、游泳池、医
院、学校，地方日趋繁荣，人口也逐年增
多。附近商店住房多为久大产业，河边
之久大码头毗连街市。塘沽全域电力都
由永利供给。1929年，永利新村开建，前
新村建成后，1930 年建成中新村，1933
年建成后新村，均为职员住宅，村西还
辟有山水桥亭公园。交通方面，每日有
火车开往天津市区等地，还有以汽油为
燃料、挂有三节车厢的“汽油车”每日往
返天津市区与塘沽。另外，还有小火轮
沿海河往返天津市区和塘沽。在久大成
立 20周年之际，在时人的观察中，将塘
沽比之于上海和天津：“市场增广，生意
繁盛，码头林立，商船密布，于声音嘈杂
之中，仿佛置身上海，市场之发达，可见
一斑”“人口的增加，市面的繁荣，社会经
济力的助长，也不亚于小天津”。

天津的纺织业在 1915 年以后陆续
建立了六大纱厂。至1922年，这六大纱
厂的资本额已达 198 万元，拥有纱锭
246072枚，布机760台，职工11560人，产纱
137100担。有些厂纯益率高达26.5%（北
洋）或26%（华新）。鼎盛时期6家纱厂的
资本达2000万元，工人13000余人。纺织
业内部分工也越来越细，出现了针织业、

提花业、帆布业、线毯业、丝棉业、毛线业、染
织业、地毯业、织带业、毛巾业、卫生棉业、毛
织业、织布业等不同行业，逐步向配套齐全的
方向发展。天津就是在这一时期发展成为中
国主要的棉纺织工业中心。

面粉业方面，民国以后天津也有较大发
展，高峰期出现在1920年至1925年间，新建
了寿星、福星、大丰、寿丰、民丰、庆丰、嘉瑞等
较大的面粉厂，奠定了天津面粉业的基础。
这些面粉厂采用先进的机器设备，生产大量
的机制面粉。鼎盛时期天津有8家面粉厂，

均规模宏伟，营业极盛，资本额
均有100万元。

此外，到20世纪30年代中
期，与化学工业密切相关的制
酸、造纸、制革、染织、造胰、料
器、搪瓷、人造丝、药品、军火、
糅皮、炼铁、漂染业等各业，有
的虽然规模较小，但成绩也很
可观，“永久黄”的发展带动了
天津相关产业的繁荣，塘沽更
是成为海洋化工的基地。创建
于1926年的渤海化学公司，资
本最初为10万元，30年代增资
到 60 万元，1931 年年产盐酸
600吨。1929年创建的兴华泡
花碱厂，年产泡花碱 1300 多
吨。1939年，日本人在海河南
岸建立了华北盐业株式会社大
沽工场，1943 年投产，生产溴
素、氯化镁和氯化钾，以供军
需。直到 1949 年新中国成立
前，塘沽海洋化工业职工人数
达到了3800多人，化工产品有
13种。至20世纪50年代，又涌
现出一批集体所有制化工企
业，到1989年，塘沽地区共有化
工企业57家，形成了大中小并
举、国家集体齐办的生产结构
体系，化工产品达到50多种。

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除为
久大、永利两公司服务外，还将天津当时的
市场需求列入其研究的重点，如1920年代
末，该社专门研究草帽辫及动植物纤维漂
白以及清洗地毯法。天津是中国草帽辫出
口基地，从华北许多地区集散到天津的草
帽辫，都通过天津港运输到海外市场。到
20世纪初，天津山羊皮、猪鬃、草帽辫的出
口量占全国出口总量的近一半，其中羊毛
比重更是达到了77.7％。地毯是天津出口
海外的主要商品。天津地毯以其质地坚
韧、花色美丽、图案大方闻名遐迩，成为中
国地毯的一个主要品牌。至1922年，天津
地毯商已达 400余家，职工约 14000 名，年
产量300万方尺，产品80%销往国外，20%行
销本地。到1937年，天津地毯出口已占天
津海关出口货物数额的第二位。动植物纤
维在出口或生产时需要经过初级加工，如漂
白清洗等工序，都需要用化学药品处理。

此外，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还将两公司
产品生产过程中出现的废弃物（盐卤）通过技
术研发制成有用之物推向市场，如牙膏、牙
粉、漱口水、花露水、
雪花膏、味之素、墨
水、碳酸镁、人造大理
石及涂料等。该社服
务社会的举措促进了
天津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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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塔克拉玛干
张景云

E-mail:liuyunyun628@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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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沙漠，总让人在敬畏中充满好
奇。特别是位于新疆，被称作“死亡之海”
的塔克拉玛干沙漠，更是充满了诱惑。每
次打开地图，面对这片神秘的区域，我都
会有一种冲动……

不久前，我和几位朋友驱车来到南
疆，准备穿越这片沙漠时，心里非常激
动。车在580国道上行驶，这是一条从阿
拉尔市到和田的沙漠公路，全长有400多
公里。此时，我比两天前行走在天山独库
公路时还要兴奋。车开过塔里木河大桥，
马上进入沙漠，路两旁的树木和草渐渐稀
少了，周围的颜色一下子变得单调了许
多，四周是一望无际的沙漠，荒无人烟。
我坐在副驾驶的位子上，前方的景色一览
无余。眼前的公路，像一条深灰色的绸
带飘向远方，也将我的思绪带向大漠深
处……想起古时候穿行在大漠之中的商
旅，他们将脚印深深印在大漠里，驼铃声
在旷野里回荡，后面留下寂寞的身影……

塔克拉玛干这片国内最大的沙漠，在
世界上也鼎鼎有名，东西长约1000公里，
南北宽约400公里，总面积33.76万平方公
里，它的广阔超出了我的想象。这片位于
塔里木盆地中的沙漠，像一个被大自然遗
弃的孤儿，三面分别被天山、帕米尔高原和
昆仑山环抱，无情地挡住了从印度洋吹来
的暖湿气流，使得这里的降雨量很少，而蒸
发量却很大，沙尘暴经常光顾。水在这里
俨然成为“奢侈品”。据考证，几百万年
前，这里是一片蔚蓝色的大海，是鱼儿的
家乡、鸟儿的天堂，这不由得令人感叹大
自然沧海桑田的变化。远处起伏的沙丘，
让我想起大海的波涛。我抬头透过车窗
望着阴沉沉的天空，这时忽然下起了小
雨，身旁的当地司机师傅说：“这是塔克拉
玛干沙漠里少有的天气，被你们赶上了。”
车里的人一阵兴奋。雨水虽然不多，但是
压住了扬沙浮尘，空气清新了许多。

车在行进中，我看到路两旁有身着工
装的养路工人，用和铁锹相似的工具，将
有几寸长的干芦苇用力插入沙土里，围成
一个个方格子。我这才发现，原来公路边
有许多这样的方格子，顺着公路向远处延
伸。司机师傅告诉我，这方格子是用来防
沙固沙的，它们看似微不足道，当连成片

的时候，就像一道道坚固的“城墙”，为公路
挡住了那些流动的风沙。我感到惊讶，不由
心生感慨：哪里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人
在默默奉献。望着那些养路工人的背影，一
股敬意油然而生。司机师傅接着说：“这看
似无人的沙漠里，其实有许多人在守护着。”
在东面另一条纵贯沙漠的公路旁，每隔几公
里就建有一个水井房，有上百名养路工人常
年驻守在沿途的水井房里，负责防沙林的滴
灌，以保障公路的畅通。他们常年生活在沙
漠里，虽说有人定期为他们送饮用水和食
物，可这里风沙弥漫，没有通信讯号和娱乐
活动，条件非常艰苦。正因为有了这些人的
坚守，才使沙漠公路有了生机和活力。司机
师傅的话让我深思，开始重新打量眼前的沙
漠，觉得荒凉中有了生命的温度……

车开出几十公里后，在一处观景台附近
停了下来。这里有骆驼和仙人掌的雕塑，远
看如真的一般，让寂静的沙漠里有了一些生
气。沿着观景台上的木栈道缓缓前行，看到
一簇一簇的骆驼草，样子虽不是很绿，但在
这片干涸的沙漠里顽强地生长着，让跋涉者
看到了希望。远处生长着几棵粗壮的胡杨，
在这样恶劣的自然条件下，它们依然是枝繁
叶茂，令人肃然起敬。胡杨有着“生而千年
不死、死而千年不倒、倒而千年不朽”的美誉，

其生命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植物本身存
在的价值。这些沙漠里根系十分发达的植
物，忍受着干渴，仅仅靠一点水，就能生存下
来，以此来诠释着生命的力量。我轻轻抚摸
着眼前这棵胡杨树，指尖在它粗糙的皮肤上
滑过，那一刻，胡杨树的生命力也触动着我
的心。在沙漠里，无论是眼前的胡杨，还是
远处沙丘里的骆驼草、沙棘、红柳等植物，它
们都以独有的方式挑战着生存极限，并找到
属于自己的位置。看来沙漠不是生命的禁
区，而是对生命的筛选之地……

车在大漠深处疾驰，路上很少见到车辆
和行人，只有车轮在路上孤独地奔跑，望着
远处，心中不免有些孤寂。想到当年玄奘法
师为取得真经，独自一人穿越茫茫大漠，在
缺粮、断水、迷路的生死关头，他依然没有放
弃西行的念头，面临生死考验，需要的不仅
仅是勇气，还有心中的那份执着。

雨渐渐停了，汽车在一片起伏的沙丘前
停了下来。我下了车，举目远望，连绵起伏
的沙漠向着远处延伸着，在目力所及的地方
与天融为一体。我踩着松软的沙子，一步步
向着大漠深处走去，独享与天地对话的感
受。据说，有的探险家曾尝试徒步穿越塔克
拉玛干沙漠，但由于种种原因，都没有成
功。1949年12月，解放军战士们就是顺着这

条与和田河毗邻的路一路向南，成功穿越了
大沙漠，解放了和田。我想起那句话：一个人
能够走得更快，而一个团队可以走得更远。
望着远处，风不断从脸颊边拂过，仿佛带走了
尘世的喧嚣，给心中留下一片沉寂。忽然觉
得沙粒似在脚下流动，那是沙漠所独有的肢
体语言，心中有一种无以言表的亲切感，那一
刻，我如同穿行于宇宙之中，时间也仿佛凝固
了。一阵阵的风从耳边吹过，我好像听到从
大漠深处传来的心跳声，感受着它粗重的呼
吸，体验着心中既孤独又自由的感觉和生命
的律动。我吃力地爬过一个又一个沙丘，弯
腰捧起一把沙子，它们仿佛穿越了遥远的时
空，来到我的面前，每一粒沙子都是那样的渺
小，就如同在这浩瀚宇宙里的每一个人、每一
棵草，都是微不足道的存在，但渺小不等于卑
微，这让我更加尊重和珍惜生命……

汽车继续在沙漠中奔跑，不知不觉已经
完成一多半的行程。路边的指示牌告诉我
们，前面就是服务区了，此时大家感到有些疲
劳。大漠之中的服务区，虽说是简易的，但设
施还是比较齐全的，不仅有吃饭、饮水、加油
的地方，露天的摊位上还有各种新鲜水果，如
阿克苏的苹果、库尔勒的梨、喀什的无花果、
吐鲁番的葡萄和哈密瓜，等等，都是新疆各地
的特色水果，在这荒无人烟的地方能见到，颇
为亲切。服务区里还可以看到葱郁的树木和
葳蕤的花草，如果不是远处沙漠的提醒，我还
真以为置身于一片丰饶的绿洲之中。

通过和服务人员交谈得知，这里的水来
自地下，原来沙漠下面有丰富的水源，而食物
和生活用品都是从相隔几百里路的和田运来
的。为了给穿越沙漠公路的游人及车辆提供
必要的服务，他们常年居住在此，让行走于沙
漠公路的人到了这里有一种回家的感觉。
离开服务区，汽车继续向南行驶。我有些

困意，迷迷糊糊地睡着了，等醒来时，发现已是
黄昏时分，浑圆的落日出现在地平线上，天地
之间更显得苍凉与壮阔。“大漠孤烟直，长河落
日圆……”车上的一位朋友随口背出王维的诗
句。不一会儿，我隐约看到前方有一片高大的
建筑，像是厂房，接着一片绿洲出现在视野里，
路两旁有树叶在风中摇曳，仿佛在向我们招手
致意。终于走出了这茫茫的沙漠，也走过一段
人生难忘的旅途。此时，我回过头望着远处，
向苍凉的大漠投去深情的一瞥……

梁崎（1909—1996）是一个文人，一个擅长水墨丹青的文人。
6岁入私塾启蒙，18岁中学毕业后回到私塾任教——这样的学习

和工作经历，为梁崎打下传统文化的根基，或者说，他接受过传统文化
的基础教育，具备成为传统文人的基本条件。他对各类经典涉猎广泛，
从先秦诸子著作到历代史书、文集皆有览阅，且喜欢将典籍里的故事
以文言文的行文语法作以解读重释，《梁崎文集》中就收录了53篇拟
古文章。他与朋友的往来书信以及散文、随笔，语言简洁，四字成句，
节奏明快，朗朗上口，严谨地承袭了古代白话文遣词造句的风格。

如此文风亦被梁崎运用在题画诗跋中。打开梁崎的画，文人气象
溢满纸面，不仅画风属于文人画一类，跋文、诗词以及有感而发的议论、
点评，更反衬出其深厚的传统文化学养和气质。

梁崎用文人治学的严谨态度来研究技法、画理，对历代画论有细致
深入的研究，且不一味泥古。自元代以降，文人画上题跋的内容逐渐丰
富，除题画诗外，绘画理论和见解大段题于画上，成为文人画创作的重
要特点。梁崎在题跋中亦记录下对历代画家的大量点评，见解独到，成
一家之言。这源自他阅遍古今的才学、治学严谨的态度、时代造就的阅
历以及对生命性灵的参悟。他已经悟到了大千世界的真如所在。所
以，有人评价他的画高深，高就在于他超越了技法的框架而随心所欲，
深就在于他触摸到了灵魂的层面又抽象概括。

在开阔的眼界和深入研习的基础上，梁崎为自己规划出一条“妙兼
南北”的守正创新之路。他将创新思路记录于《题云峦客话图》上：“用
南宗荆、关画法写北宗马、夏意境。突破
前人樊篱，自为面目。今后将合二宗，别具
炉冶，以为起点，书之以验将来。聩叟时年
六十二岁。”将南北二宗融合起来，用南宗
荆浩、关仝的画法来表现北宗马远、夏圭的
意境。这又是一个衰年变法的案例。他孜
孜以求、不断探索，终获可喜成就，在其《陡
壑闲居》《山斋清乐》《三峡帆影》等作品中，
南北宗的笔墨结合得恰当自如。

写诗是传统文人的必修课。梁崎是诗
人，近体诗格调高古，气韵上追宋元。诗以
绝句为主，律诗占比不高，五言为主，七言
数量不多。有时兴之所至，写些俚句，只为
抒情表意，不去讲究平仄押韵的章法。但
无论是近体诗还是俚句，都有一个共性，即
充满情感。题画诗为画面之余韵，乃作者
之心声，倾注在题画诗里的
情感又为绘画增加了一层更
浓郁的底色、更深刻的内涵。

梁崎善于利用题画诗来
提升画的格调，使其作品更
为可赏、可读、可品。“桥边小
径接林陬，一带红墙古寺
幽。乞食山僧持钵去，梅花
庭院净于秋。”这首小诗写在
梅石图上，瞬间将画面的场
景拉宽到更大的尺幅。画中
一石一梅似乎来自僻静清幽的山中古刹，梅花的香与林间的绿、寺墙的
红相互映衬出的禅意，都成了托钵僧的背景。他博古通今，诗中善于用
典。《山寺远钟图》上有一首题诗：“谡谡寒涛岭上松，风回听得有疏钟。
山僧不管门前事，一任闲云过别峰。”首句中“谡谡寒涛”取自清代宋琬
《秋霞圃杂咏》中的“谡谡鸣寒涛，凭高阅吹万”。

古人诗词中的意境成为梁崎绘画创作的灵感来源。用前人的诗和
自己的画进行搭配组合，也是他创作的一个特点。有一幅竹石扇面，上
题两句诗：“倘遇伶伦制为笛，春风吹出太平歌”，便是取自吴昌硕《竹石
图》两首题诗中的一首：“一竿寒绿影婆娑，雪后萧萧近水坡。倘遇伶伦
制为笛，春风吹出太平歌。”他还善于借用古人的诗句为作品点题，如
《山泉绕村流》取自宋代秦观《满庭芳·山抹微云》中“斜阳外，寒鸦万点，
流水绕孤村”的意象。

赏梁崎的画，品其跋文，仿佛在面对一位古人，一名隐士——他
正是褪去了人间烟火、隐居于闹市陋巷的大隐之人。梁崎的山水画，
有远山近水的浩渺，有一河两岸的疏阔，有茅舍小径的清幽，有渔樵
耕读的闲适，笔笔都散发出自然的味道，处处皆诠释着隐逸的调性，
很朴素、不浮夸。

在梁崎心中有一个属于自己的陶渊明，他把陶诗的意境写入画中，
再配上自作的陶意诗，成为其山水画创作的一种类型。他的自作诗中
表达最频繁的就是陶诗意象，如俚句“耕凿在鸿蒙，结茅自为屋。但识
桑麻乐，不问秦汉事”“孤僻厌尘嚣，结庐山身处。日暮耕事歇，读书适
吾性”，等等，皆是配合画面主题创作的题画跋。“结庐”与“结茅”二词出
现的次数很多，仅在《烟江载酒图》题诗八首中就出现四次。他用诗和
画构造出自己的世外桃源，而在这个虚拟世界里，他便成了陶渊明。

梁崎的画归为大写意一类，殊不知他的诗文、书法亦同属于大写
意。书法是传统文人的基本功，梁崎在书法上也造诣颇深。观其数
篇墨书散文及拟古，功力深厚，行文流畅，不追求装饰效果，乃典型的
文人书法。观其画中跋文，布局错落，风格与画面呼应有致。画风淡
雅疏旷者，字体隽永，略显收敛；画风奔放雄浑者，字体开张，放纵不
羁。当别人还在讲究笔法时，他便用无锋画笔写字，更是大笔小字，
信手拈来，自如洒脱。

梁崎的画气象雄浑、意境悠远，有石涛、八大之风骨；诗文遣词平
和、造句恬淡，有渊明、摩诘之余韵；书法功力深厚，朴素洗练，有鲁公
（颜真卿）、傅山之古拙。三者结合恰到好处，化繁为简，使其画已入化
境。这些皆源于其多年研学积淀下来的文化修养，体现出独具一格的
文人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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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昭、万黛姐妹合著的《我们的爸爸曹禺
和妈妈郑秀》不仅是对父母生活的回忆，更是
一部充满历史与情感厚度的作品。作为曹禺
研究领域的重要补充，这本书在叙述方式上突
破了单一维度的传记模式，通过个人视角讲述
戏剧大师与其伴侣的复杂情感世界，赋予了研
究曹禺作品及其创作环境的新思路。

本书叙述的一大亮点在于对细腻情感的
多层次呈现。作为曹禺的女儿，万昭和万黛
以第一人称视角展现了父母之间复杂而深刻
的情感关系。通过细节化的描写，读者可以
感受到曹禺与郑秀之间既浓烈又痛苦的爱
情。尤其是书中对《雷雨》创作背景的叙述，
将郑秀对曹禺的创作支持从感性层面转化为
学术意义上的情感向度分析，由此可见，郑秀
不仅是曹禺的伴侣，更是其创作过程中不可
或缺的“灵感缪斯”。

郑秀在《雷雨》创作过程中的陪伴，以及
在曹禺创作巅峰期对其艺术理想的理解与支持，为曹
禺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情感依据。书中提到郑秀如何
通过细腻的对话、生活的观察与情感的共振，帮助曹
禺刻画剧中人物性格。这种细节丰富了对《雷雨》等
经典作品背景的认识，拓展了学术研究的视野。

作为家庭记忆的延续，本书通过大量书信与回
忆片段再现了20世纪中国社会的大环境。这种叙
述方式将个人情感与时代背景紧密交织，使曹禺这
一人物形象不再是戏剧史上的孤立符号，而成为时
代洪流中的一个缩影。例如，书中对“文革”期间曹
禺经历的详细描写，不仅反映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
普遍的精神状态，也通过女儿的视角探讨了艺术家

内心世界的脆弱与挣扎。这种对
个人生活与社会互动的记录，打破
了传统戏剧人物传记的叙述方式，
为学术界研究话剧创作与时代背
景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素材。

书中收录了近百封曹禺、郑秀
与女儿之间的私人信件，构成了另
一维度的叙述。这些信件不仅补
充了曹禺家庭生活的细节，还展现
了曹禺作为父亲、丈夫和戏剧家的

多重身份冲突。例如，曹禺晚年给女儿万黛写信，坦
露对家庭成员的愧疚与对创作力衰退的无奈。这些
信件是最真实的现场记录，进一步揭示了他的情感复
杂性和人性的多面性。这些书信还引导读者重新思
考艺术家与家庭、社会的关系问题。信件中充满了对
孩子的牵挂和对创作的执着，这些情感交织勾勒出了
一个更加立体、真实的曹禺形象。

书中还大量引用了珍贵的影像资料，如家庭照片、
剧场记录和手稿图片，这种图文并茂的呈现方式使文本
更具历史厚度。影像资料不仅为文字叙述提供了视觉
化的支持，还增强了读者对曹禺生活环境和创作过程的
感性认知。尤其是郑秀的《烟云录》手稿以及他们夫妻

间的照片，使得这段感情更加生动具体。这
种图文结合的叙述方式，不仅是学术研究的
补充，也扩大了大众对书籍内容的接受度，为
非专业读者提供了一个更直观的切入点。

此外，通过对曹禺婚姻关系的分析，本书
还揭示了艺术创作与个人情感的复杂关系。
例如，书中提到曹禺与郑秀的婚变不仅对两
人产生深远影响，也直接关系到曹禺后期创

作状态的变化。这种从个人生活出发探讨艺术家创作
背景的方法，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本书为研究艺术创
作中的情感动力和社会背景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可帮助
研究者进一步深化对艺术家创作规律的认识。

总之，《我们的爸爸曹禺和妈妈郑秀》以独特的叙
述方式，将家庭回忆、社会背景和艺术创作三者紧密结
合。书中通过对情感关系的细致描写、对历史背景的
交叉叙述以及对艺术创作的深度解析，为读者展现了
一个立体的曹禺形象。这本书不仅是家庭记忆的珍贵
记录，也是研究曹禺戏剧创作不可或缺的史料和参考
文本。其学术贡献在于突破了传统戏剧人物传记的局
限，从情感、历史和艺术多个维度为曹禺研究开辟了新
的路径，同时也为更广泛的文化研究带来启发。

情感与历史的交织
——读《我们的爸爸曹禺和妈妈郑秀》有感

杨一丹

题大运河静海段

千里长河万古慷，跨江连界串京杭。

旗开漕运乾坤转，船载商流社稷昌。

一梦扬州三月盛，九宣静海百屯香。

风催柳色天津渡，又见千帆水上扬。

五大道小洋楼礼赞

华彩盈芳数小楼，千经万里解春秋。

高穹圆柱钩别韵，雅室豪宅道古愁。

谢墅仁人堪玉粹，寒天红叶自风流。

是非功过尘烟落，车水马龙招客游。

又见盘山

远望青颦飞黛墨，层林尽染竞婆娑。

蓝天夹雪披纹绣，芳草爬坡滚碧波。

奋起一杆珠玉落，徐行万步绿萝勃。

霜华红叶三秋后，又见盘山满是歌。

美哉生态城

东堤彩带映长天，南苑云桥望舰船。

锦簇花团穿绿谷，芳林紫陌丽青川。

风光永照千秋日，鸥鹭为邻万顷园。

以往荒郊非寸草，而今依户尽幽兰。

诗 四 首

王海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