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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子南飞还会有回来的时候，花儿谢了

还会有再开的时候，可是我亲爱的母亲，您长

眠于冰冷的墓地，儿子和您近在咫尺，却又阴

阳相隔。

母亲离开我已经一年多了，但是她的音

容笑貌时常浮现在我眼前，就好像她对我的

爱从来没有消失过。

母亲是一名基层法官，平日里工作很

忙，在我的童年记忆里，她很少带我上街或

是逛公园，更不要说在假期里带我出去游山

玩水了，所以我非常羡慕别的同学，因为他

们的母亲总能陪伴他们左右。我上小学的

时候非常贪玩，记得有一次作业没做完就溜

出去玩，母亲知道后严肃地批评了我，我气

不过，就和母亲大吵了一架。上了初中后我

变得更加叛逆，母亲对我的严格要求使我产

生强烈的逆反心理，渐渐地，我们之间的交

流只剩下争吵，那时候我心里甚至“怨恨”

有这样一个母亲。

直到上了高中，我才渐渐明白母亲的

不易，身为一名基层法官，她肩上担负着重

要的职责和使命。母亲言传身教，盼望我

成为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能够像她一

样传播社会正能量。于是，高考填志愿时，

我毅然决然填报了军校，想以自己的方式

回报社会。

报读军校得到了母亲的全力支持。在军

校读书不能随意外出，那时候最幸福的事就

是和母亲打上一通电话，和母亲聊一聊。在

军校的日子很辛苦，我常常向母亲抱怨，母亲

在电话里耐心开导我，她最常说的一句便是

“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有时我会炫耀一

下自己的成绩，每当此时母亲就会提醒我：

“不许骄傲，继续努力。”后来，我听父亲说，每

次母亲听到我的抱怨就会睡不好，听到我的

好消息则会开心许久，原来我不经意的抱怨

一直牵动着母亲的心绪。后来，每次放假回

家和母亲一起逛街，只要碰见熟人，母亲就会

很自豪地跟别人说：“这是我儿子，现在在军

校读书。”看着母亲脸上的笑容，我也很高兴，

曾几何时，我以母亲是一名法官为骄傲，现在

母亲以我是一名军人而自豪。

“命运总是爱开玩笑”——母亲这么一个

要强的人，在 2014 年 11 月被查出患有直肠

癌，且情况比较严重。家里人都很伤心，而母

亲却非常乐观，她总说没问题，接受治疗就能

康复，但我知道她只是不想让别人担心。被

检查出直肠癌后，母亲一共做了 24 次化疗。

每次为母亲梳头，看着母亲掉落的头发，变得

憔悴的容颜，我的心里比刀戳还难受，但在母

亲面前我必须坚强。

然而，我身在军校，没办法天天陪伴在母

亲身边，每次难得的见面都异常珍贵，因为每

次分离都可能是最后一次，那时候我深刻体

会到什么是忠孝难两全。我知道，母亲过世

前最希望的就是我能回家，多陪陪她，但是她

却劝我返回部队，她说：“对祖国的忠就是对

父母最大的孝。”

母亲过世后，我从他人的言辞中重新认

识了她。我的母亲扎根基层法院30余年，她

将青春和热血献给了这份神圣的事业，30 年

来，她公正为民，坚持原则，办理案件三千多

件，获得无数荣誉，三次获得杭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个人三等功，被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评

为全省“优秀执行法官”。

母亲将平凡的工作干出了不平凡的业

绩，她虽然已经离我远去，但她的精神却永

远不会离开我，就像血液一般融入我，深入

我心。 余晨晖

姚春妹同志简介：姚春妹，出生于 1966

年 12 月，1998 年 2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6

年从杭州市法律学校毕业后，一直在淳安县

人民法院工作。历任淳安县人民法院书记

员、助理审判员、执行局副局长、执行庭副庭

长、庭长、执行局政治教导员（副局级）、党组

成员、执行局局长。2016 年 2 月 8 日姚春妹

因病去世，年仅50岁。

怀念我的法官母亲——姚春妹

清明临近，万物生长，正是踏春扫墓的时

候。趁着风和日丽的好天气，本刊编辑部组

织采编人员前往羡山半岛，拜祭“一代词宗”

夏承焘。

清明，去羡山拜祭“一代词宗”夏承焘
王莺 邵翠

眷恋青山秀水
归葬千岛湖畔

羡山岛距离千岛湖镇 9 公里，我们一行

驱车前往，一路上风光甚是秀丽，碧水蓝天，

花儿烂漫，和风阵阵。行至停车场下车步行，

我们按照指示牌，沿着卡丁车路向上，穿过橘

林，踏上墓道，终于见到了夏承焘墓。

夏承焘墓是方形立柱式，墓顶是夏先生

的半身汉白玉雕像，正面七个大字:“词学家

夏承焘墓”，黑石金篆，两旁是一副对联，上

联：“浩荡天风宙宇神游词笔健”，下联：“沧茫

烟水湖山睡稳果花香”。据了解，此墓是由夏

夫人吴无闻亲手参与设计，夏先生半身汉白

玉雕像系出自浙江美术学院著名雕塑家汤守

仁教授之手，墓碑碑文和两侧对联均由吴无

闻亲笔撰写。

夏承焘先生是中国当代著名词学家、诗

人和教育家，毕生专攻词学，宏博精深，被誉

为“一代词宗”。夏先生是温州市人，为何会

归葬千岛湖？据说，夏先生逝世后，其夫人吴

无闻念及他生前对富春江、新安江一带青山

秀水的眷恋，便决定将墓建造在千岛湖羡山

山麓，吴无闻逝世后与夏先生一同长眠于千

岛湖。

寂寞名人墓
藏于深山少人知

1988 年 5 月，夏承焘陵墓在千岛湖羡山

岛落成。县长方泉尧和杭州大学中文系徐步

奎教授为夏承焘墓及塑像揭幕。然而如今很

多当地人并不知道在美丽的羡山附近还有这

样一座名人墓。

今年是夏承焘魂归千岛湖 30 周年。春

节前夕，县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余国富、县文

联主席邵红卫和本刊主编胡鹏程，陪同从北

京来访的夏公弟子文化部中国艺术研究院博

导任平教授和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

长俞虹教授一行，专程来到这座藏于深山的

夏承焘墓前祭奠。30 多年的风吹日晒，让夏

承焘墓布满了岁月的痕迹，墓志铭上的文字

已有些模糊。夏先生半身汉白玉雕像的眼睛

部分痕迹斑驳，下方有条状白色痕迹，远远望

去，好似在“哭泣”，越发显得这座名人墓的寂

寥。

如今，转眼又到了清明节，踏春出游时大

家不妨去羡山，祭拜下这位曾经的“词学宗

师”，从中了解那远去的如歌岁月，也是一件

颇有意思的事情。同时，我们也希望借此机

会引起相关部门和社会各界的关注，今后能

让夏公墓成为一处为千岛湖山水添彩的人文

景观。

左图为1988年，夏承焘塑像在羡山揭幕。胡鹏程摄。右图为笔者于近日拍摄。

夏 承 焘（1900—1986 年），字 瞿 禅 ，晚

年改字瞿髯，别号谢邻、梦栩生，室名月轮

楼 、天 风 阁 、玉 邻 堂 、朝 阳 楼 。 浙 江 温 州

人，毕生致力于词学研究和教学，是现代

词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他的一系列经

典著作无疑是词学史上的里程碑，20 世纪

优秀的文化学术成果。胡乔木曾经多次

赞 誉 夏 承 焘 先 生 为“ 一 代 词 宗 ”“ 词 学 宗

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