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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樟炎，祖籍浙江东阳市。

因清代同治年间初，淳安（含遂

安）县遭受太平军残部与清军历

时数年拉锯式的战争，造成烟户

寥落、人丁稀少、土地荒芜的局

面。直到清末民初，淳安山区才

相对稳定，致使省内外地区的部

分人口先后迁入定居。在这种历

史背景下，他爷爷于晚清末叶，从

东阳安儒迁到淳安斋上村落户，

以裁衣工为手艺艰苦地生活下

来。

1949年1月出生后，他就过

继给伯父做嗣子。他的亲生父母

和养父母都是农民，不像别人的

家庭是书香门第那样，他是出生

成长在一个地道的农民家庭。

1957年9月，他进入学校读

书。从小学到初中，他刻苦学习，

成绩一直优秀，是一个好学生。

1966年6月，他在淳安中学读初

三。正当初中即将毕业之时，“文

化大革命”开始了，学校停课闹革

命，逐步乱了起来。他爸爸怕他

在学校出事、不安全，自己也不愿

随大流混日子，于是就明智地辍

学回家务农，扎根在农村。他参

加农业生产，每日辛勤劳作。耕

余之时，自学文化和科学知识，不

但成为农业生产上的好把式，还

成了远近知名的农民技术员。

回乡后，他扎扎实实地务

农。先后在生产队和大队担任过

队长、会计、管委会成员等职。

一、寒门学子苦求学

泥土芳香育诗人
江涌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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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岛湖畔，

一个普通村民的农舍里边，

一个简陋的书房里，一位农民

用汗水作墨创作诗词和楹联，

他，就是农民诗人蒋樟炎。

6月的一个星期日，因头天还是下雨，我按亊先的预约，我专程拜访农民诗友蒋樟炎。不料，这天却

是一个难得的晴天。他是个大忙人，这些天正是摘桃子、卖桃子的时节，难得一个好天气，他是挤出时间

与我交谈的。

说起蒋樟炎同志，他还真是一个人才呢！他，既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又是一个有着“三顶桂冠”的人：

一曰村里的原负责人，二曰致富的带头人，三曰沾满泥土的诗人。你别认为这是在夸奖他，而是名副其

实的。

自离校回乡务农后，除白天

劳动外，充分利用空余时间看书

读书，写写文章，这是他的嗜好。

他喜欢传统诗词，也常看经典著

作和读文言文。

他只有初中文化程度，又是

生活在农村，天天忙于繁重的农

活。在这种情况下，要写好古体

诗词谈何容易？从他的创作实践

中，他那艰苦奋斗、刻苦学习之精

神可见一斑。

俗话说：“熟读唐诗三百首，

不会写诗也会吟。”要写古诗词，

首先必须学习，多读多记古诗

词。在他那简易的书房中，有

《辞海》、《辞源》、《汉语大词典》、

《古今汉语词典》、《诗韵全壁》、

《中华实用诗韵》、《成语大辞典》

等各种工具书。《唐诗三百首》、

《声律对韵》等是他常读的书。

他一边寻访师友虚心求教，一边

购置了一些指导写作格律诗词

的书籍，长期订阅《中华诗词》等

刊物进行学习。读好作品，学理

论知识，并尝试诗词写作，让他

渐渐地初入门道，而渐入佳境，

不断地在学习和写作实践中得

到提高，收到成效。

老蒋紧跟时代的步伐，贴近

生活实际，深刻地反映了多年来

在党的惠民政策关怀下，农村面

貌日新月异，农民生活蒸蒸日上，

新事物层出不穷，一派欣欣向荣

的繁荣景像，让人读来特别有亲

切感，深受鼓舞。他的创作态度

十分严谨，一首作品从初稿到定

稿，都经过再三思考。他常把未

定稿写在小本本上带在身边，田

头地角、果园山林、劳动休息之

时，就拿出来吟哦，认真斟酌，反

复推敲。即使在晚间睡梦中突然

有所感悟，也会立即起床开灯记

下。一字吟妥，一句敲成，都会给

他带来无穷的乐趣。正因如此，

他的写作水平得到了迅速的提

高。

在蒋樟炎的诗文中，重点以

写农村、写农业、写农民这“三

农”为主题，字里行间散发出山

村泥土的芬香味儿。他在《油

菜》一文中写道：“圆圆滑滑细

如沙，入土萌根自发芽。冬遇

严霜仍嫩绿，春逢瑞雨更荣

华。繁花绽蕾朝天艳，荚果垂

枝侧地斜。待到株黄全熟日，

满筐菜籽报农家。”写造林绿化

时这样写道：“冬春勤种植，数

载与人高。展望婆娑影，黄坡

着绿袍”。他写劳动，在《高温

劳作》中写道：“赤日凌空照，人

间热浪侵。应怜耕作者，汗水

湿衣襟。”他写春夏秋冬、阴晴

雨雪，在《伏初喜雨》中写道：

“一阵甘霖降伏初，清风送爽暑

炎除。山花得意承天赐，粮物

复苏充库储。水溢银塘香瓣

展，土濡沃野蹙眉舒。雷声又

起黄昏后，雨点重新汇渎渠。”

他不但写“三农”，而且也写其

他方面题材的诗。在题为《连

战主席访问大陆》中写道：“国

共睽违六秩长，情融春意会京

堂。沟通两岸曙光露，互利双

赢佳兆彰。展望和平谋福祉，

复兴民族慰炎黄。更期宝岛回

归速，九域重圆万世昌。”在题

为《千岛湖大桥》中写道：“横跨

清波势若虹，隔湖两岸一途

通。桩栽深水史无例，钢架长

梁世著雄。车唱欢声凭左右，

舟行碧浪任西东。宏图又展花

城美，携手黄山誉望隆。”

雷雨季节是多雨的，时晴时

雨，时雨时晴。蒙蒙细雨，如烟如

雾，飘飘洒洒，缠缠绵绵，染绿了

树，染绿了草，染绿了乡间的路。

诗曰：

一

风雨潇潇逸兴昂，

以文会友诉衷肠。

吟朋倚户久相候，

共赏诗章论短长。

二

乐为三农心意叙，

喜题春雨与秋霜。

家常世亊皆相顾，

情溢笔端赋诗章。

三

勤事农耕望岁穰，

晨昏致力习诗章。

四时不辍图思进，

更恋林泉入醉乡。

四

柳拂晨风翠霭冈，

湖光潋滟碧波扬。

勤劳致富领头雁，

诗赋常吟颂小康。

每次拜读着这位农民出身的

诗人之作，都是我一次别有意味

的艺术享受。

他的诗作先后在《淳安日

报》、《今日千岛湖》、《千岛湖情

韵》、《东阳诗联》、《浙江诗潮》等

报刊上发表，参赛稿曾在省内外

多次获奖。在本县的姜家、鸠坑、

汪宅、下姜、富泽等地有关风景点

的牌坊或宗谱上，也录用了他创

作的诗词和楹联。《中国老年诗词

艺术全集》（2002年卷）中，也收

录了他的作品。2012年至2014

年，连续3年被评为千岛湖传媒

中心积极通讯员。

一把饱滿的稻穗，一行在空

中飞翔的大雁，一把普通的锄头，

一筐散发清香的柑桔和水蜜桃，

汇成一首首喜气十足的诗篇。

2007年，他的第一本诗集《耕余

拾韵》付印，赠送诗友。方润生先

生在该书的序言中这样写道：“蒋

樟炎之所以能在传统诗词创作的

领域里获得一定的成就，和他具

有知难而上、迎难而进的精神分

不开，和他坚持勤奋学习、刻苦创

作的意志分不开。他十分珍惜难

得的空余时间，沉下心来学习科

学文化知识。”

一位农民诗人，从田野中走

来。他凭着惊人的毅力，终于从

泥土芳香的田间走进了诗词歌赋

的艺术殿堂。他，挥汗在田头地

边，抒情在果园、翠竹、松林边沿；

他，激情奔放，高歌长天；思绪田

中飞，行吟庄稼地。他，一滴汗水

一首诗，平平仄仄吟在先。字里

行间闻土味，咏吟和唱田舍间。

昨日的他，种植水果、精耕细

作，一个农民劳作在责任田；今天

的他，舞文弄墨、吟诵诗词，一个

农民诗人站在眼前。

四、一滴汗水一首诗

“农民诗人”，并不是他自封

的，也不是党政机关命名的，而是

诗友们民间封给的荣誉称号。他

现在是浙江省诗词与楹联学会会

员、东阳市诗词楹联学会会员、淳

安县诗词楹联学会副秘书长、县

老干部诗词协会特邀会员，《千岛

湖情韵》诗刊的副主编、责任编

辑。

过去，我并不了解蒋樟炎还

会写诗，且是传统诗词。2006

年，我从《千岛湖桑榆情韵》诗刊

上经常看到他的诗作，才真正认

识了他还是一位农民诗人。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阅读面

的扩展，他接触到传统文化格律

诗词，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找

来了唐诗宋词以及革命领袖和文

化名人的诗词著作读，许多好作

品都能背诵如流。

他告诉我，1993年，他44岁

时才开始学习创作格律诗词的。

村上一位退休干部张奇同志，是

他学写传统诗词的“启蒙人”。当

时，这位退休干部发现他有一定

的古文功底和创作格律诗词的基

础，加上他又爱好传统诗词，就热

心地传授写传统诗词的韵律等知

识。从这时起，他就开始自学诗

词的创作。不久，他又请教了淳

安中学高级语文教师、县老干部

诗词协会副会长方润生老师，得

到方润生老师的精心辅导，成为

他传统诗词创作的“领路人”。从

那时起，他每写一首诗，都骑着自

行车到家住千岛湖镇上方润生老

师家里，请方老师面对面地进行

修改、指点。从此，方润生成为他

诗词创作路上的良师益友。20

多年来，在方润生老师的精心指

导下，他写作格律诗词进步很大，

成果斐然。截至目前，他已创作

传统诗词850余首。

蒋樟炎是个地地道道的农

民，他也曾上过几年学。他并无

其他嗜好，倒像个文人，看书、读

报、读古诗词，成为他最大的业余

爱好。白天干活，晚上学习写诗；

有时白天干活休息时，也思考、酝

酿诗作。他不但读得勤，而且写

得更勤，并能深入生活捕捉题

材。他在劳动生产、打工、旅游、

探亲访友时得到什么感受，就抓

住不放，及时用笔记录，回家后就

创作。由于他观察细致，描写具

体，他的诗作使人看了后就如身

临其境。

他是一位农民，又是一位文

人。由于他的刻苦学习，不断积

累，有了一定文化功底。对古文

的断句、标点和分段也很有研究，

使名气越来越大，甚至有专门编

志修谱者也致函请他帮忙。

近年来，他利用空余时间，为

诸多乡村族的宗谱修葺工作帮

忙。2013年9月，他还荣获由县

人民政府颁发的《淳安县青溪方

言发音人》称号。

三、泥土芳香育诗人

1983年 12月，他光荣地加

入了中国共产党。1985年，又担

任斋上村党支部书记，直至1999

年才退下来。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农村实

行责任制后，如何让村民们尽快

富裕起来，这是党支部书记蒋樟

炎经常思考的问题。斋上村有山

地山林3000多亩，耕地人均才

0.5亩。根据本村山多和自然、地

理条件等特点，他决定带领村民

重点发展干水果，搞好开发性生

产，让村民尽快富裕起来。

起初，村民们对发展干水果

能致富，思想上顾虑重重，一时想

不通。针对村民的思想顾虑，老

蒋他一边作党的方针政策的宣

传，一边自己带头先发展，为大家

做个榜样。于是，他率先种植了

柑桔、枇杷、黄桃等十多亩。

两三年后，果树开始投产。水

果销路也不错，加上党对农村实行

生产责任制的政策稳定，水果生产

形势看好。从他的实践中，让村民

们看到了希望，放下了思想包袱。

于是，村民们陆陆续续地开荒种植

水果树。斋上村95户、390多个

人口，每年以150亩的速度递增。

截至上世纪90年代，斋上村已发

展柑桔、杨梅、枇杷、黄桃、水蜜桃

等水果1000多亩。当时，还只限

于山地，后来政策放宽了，粮田里

也种上了各类水果树。至今，全村

已有各类水果树2000多亩。

在山地田间发展水果生产的

同时，蒋樟炎还带头发展庭院经

济，充分利用房前屋后的闲地，家

家户户种植水果树。30多年来，

为村民提供了一条致富的门路。

如今，当你走进斋上村，就好像走

进了世外桃源，抬头就是水灵灵

的水果。1995年，该村被评为杭

州市庭院经济示范村。

他多次被评为淳安县优秀共

产党员、淳安县优秀村党支部书

记。如今，他是淳安县水果产销

协会会员、千岛湖水果产销协会

副会长，农业助理技师。

二、勤劳致富领头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