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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同天南海北的杂文朋友威
海采风，游览国家 4A 级景区——“天尽
头”。大队人马撒欢前行，我和一文友
收尾追随。正走时，文友突然顿下脚
步，略显神秘道：“老弟，咱就不去了
吧！”

我一时困惑，不解地问：“再走几步
就到景区了，咋能不去呢？”

文友把声音随之压低几分：“毕竟
是‘天尽头’，不吉利。”

我 不 禁 哑 然 而 笑 ：“ 什 么‘ 天 尽
头’？天外有天，人外有人，海外有海，
楼外有楼，哪有啥尽头！”最近，朋友给
我总结九个字：“有情怀，认死理，善抬
杠。”善抬杠者，通常就不信什么鬼邪之
物。既然来此，岂能错过这一景区？得
了您呐，您老就呆在这儿吧，俺走嘞。

人类常说自己是万物之灵长。但
在认识问题上却存在这样那样的局限
性。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事儿没少

干。眼前的大海浩瀚碧蓝，海鸥随着海
浪快乐翔舞。在飞行时速达170公里的
海鸥眼里，这分明就是弹丸之地。呆烦
了，也不用办出国手续，一小时内就能
飞到韩国。如此一比，你还自吹啥“灵”
啥“长”啊！

另外，我们所处的多元社会，一些
人常常多悲观思维，本来是多彩的世
界，因戴着悲观的墨镜，看问题都颇具
阴郁色调。譬如在上海去医院看病人，
据说不宜带苹果，因为上海话，苹果的
发音和“病故”发音类似，故在某些病人
眼里就比较忌讳；譬如“帆”音通“翻”，
在渔民出海时你若诗意大发地抒情：

“扬帆远航吧/帆/像划玻璃的刀/切开一
片片蔚蓝。”估计船老大不会给你好脸
色；另外，买股票的朋友都知道，儿女称
呼老爸不愿喊“老爹”，毕竟看到股市跌
跌不休就心烦意乱了，喊“老爹”，看股
票老“跌”，岂不是更给自己添堵？总而

言之，一些人善于服用语言的“迷幻
药”，自我麻痹，精神阿 Q，在对待一些
事物上，因缺乏辩证思维，无疑就像盲
人摸象，产生出各种不甚乐观、阻碍进
步的旧观念。

历史上，这类可笑的忌讳也发生不
少：田登做知州，谁叫他的名字他就发
怒，犯忌讳者必挨板子。辖内一时无人
敢言“登”，都把“灯”称作“火”。每逢正
月十五元宵灯节，官府只好如此发布公
告：“本州依照惯例，放火三日。”宋文帝
好忌讳，公文中凡有“凶、败、丧、亡”等
字，一律要避讳。济阳考城(今河南兰
考)人江谧写一祭文，在提到南京别称时
用了“白门”二字，宋文帝看后甚感不
快，说：“白你家的门！”有的官宦人家，
因忌讳白色，遇有下雪的日子就不出
门，甚是荒谬！

说到“天尽头”的由来，据传在公元
前 219 年，秦始皇统一天下后东巡来到

这儿，面对茫茫大海，再无路可行，便令
丞相李斯写下“天尽头”三个大字立碑
于山顶之上，后碑断入海。秦始皇二次
东巡途中驾崩，于是民间百姓心存忌
讳，一些仕途正顺的达官贵人，对此地
更有几分忌惮，景区抵不住压力，也曾
将“天尽头”改为“天无尽头”，最后还是
尊重历史，恢复“天尽头”旧称。武侠小
说作家金庸来到这里，曾写下“天尽头，
地尽头，东望沧海水悠悠，心潮澎湃不
能休”的诗句。一些坚持唯物史观、善
于用哲学武装头脑的领导干部也先后
来过这里，仕途多呈阳光大道。这里是
我国海岸线的最东边，是“太阳启升的
地方”，由此可见，心若日出，自会喷薄，
凡是精神阳光、乐观生活者，内心其实
都有熔化鬼神的力量。何来“天尽头”，
苍茫大宇宙；世间江湖行，浩瀚星河收；
人生当学鸥，展翅飞全球！

闲聊“天尽头”
李辉（新乡市）

“白菜”是赵清川的网名。在网上认
识他的时候，他解释了自己的网名——

“白菜”。“白”嘛，有个词叫做白脖儿，意
思是什么都不懂，“菜”，就是指什么也
不懂或处在入门阶段。

赵清川的诗很有个性。
初读赵清川的诗，像是在欣赏一纸

纸的素描，从前至后，有黑暗和光明，有
浓有淡，几乎所有的色调都是黑白灰，
从未有过大红大绿鲜艳的色调。“黄昏/
孙子把一块砖递给爷爷/爷爷抹灰/叮
叮当当/把砖砌进墙/蓝砖/白灰/两堵墙
的中间/铺一层坚硬的黄土/延伸到/远
方”。这种色调不温不火，语速不急不缓，
意境、气氛非常贴切，用以表达对人生的
一种理性思考，对社会的一种透析。没有
高亢热烈的激情，没有为赋新词强说愁
的哀怨，比起当今比较活跃的那些浓装
艳抹的诗，显现出别样的情调。

他的诗多以记叙的表达方式为主，语
言简洁，脉络清晰。叙事诗不容易出彩，
且多用蒙太奇手法，他在《老树》一诗中偶
尔用到蒙太奇手法。这种风格的形成大
概跟他长期的小说创作实践有关吧。

“有的人以追求光明的名义踩踏影
子/而影子/永远在那人的脚弓之上”蕴
含着深刻的哲理。他的诗主要表达的
是理和趣，而很少涉及到情和志，善于
冷静、理智地表达对人生社会的思考，
更没有用“歌德体”“老干体”，对于他处
的环境而言，应该算是难得的。

他常常喜欢营造一种“无理而妙”的
趣味。“爷孙两人的话语/落到坚硬的地
面上/砸出了浅浅的坑/那声音的碎片/
崩溅到四方”。声音怎么会“砸出坑”，怎
么会“迸溅到四方”。这种不合常理的趣
味也被他表现得淋漓尽致。人的感觉面
对突如其来的负载时，会扩大或缩小或
转移，这种不合逻辑的“无理”违反了人
的常规思维，但我们借助想象力，借助理
智力的协调，引起了主观感受上的愉悦，
达到了奇妙的艺术效果。

他喜欢借助某个意象把某个问题
凸显，推到读者眼前，引起审视和深度
思考，而并非给出一种答案——事实上
的事物又有多少能说得清楚呢？比如

《老树》，这样，更耐人寻味，有厚重的历
史文化感觉。

诗，贵在能比常人更敏锐地感悟与
发现人类精神情感现象的真实和美，将
人们的情感经验深化、升华，为它们寻
找到精确、清晰的表达和赖于生存的结
构，让我们获得心智的启迪和美的韵律
而感动。他的诗，有这种效果。

“白菜”不白
——漫谈赵清川的诗

江兆勇（获嘉县）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19年了。
那天中午,弟弟从特护病房出来

对我讲：“把父亲拉回去吧,父亲己经
不认我了。”隔着玻璃窗，我看到父
亲紧闭着双眼,满脸皱纹的脸已被高
压氧气吹得满脸红肿，我突然感觉
到，此时此刻，父亲是用仅剩下的一
口气在和生命赛跑啊!

他想回家。
其实在那天之前,父亲因心肺部

的并发症己气喘了几天了,犹如奔跑
中的马拉松运动员，还输着液,高压
氧对着嘴鼻子死劲地吹着。况且 3个
月之前还因食道癌动过大手术，身体
虚弱得吃一点点饭都需要一个小时艰
难地完成。

那时，我去看父亲时, 父亲用
无助而浑浊的双眼看着我,用仅能
动的一只手朝家的方向指了指。父
亲可能是感到生命己快到尽头,他
想回家。看我不同意,他就用力地
显示出一种非常生气的样子,吃力
地要拨掉输液管拒绝治疗。我也感
觉到医生己无回天之力,可眼看着
父亲还有一口气,我又如何能决定
放弃治疗呢。于是，我让父亲再坚
持一下。只见父亲把头朝床边一
歪,再也不理我了。

谁知，那竟是我和父亲最后的交
流，我的孝心得到满足,而父亲却在
遗憾与常人难以忍受的疼痛中，非常
艰难地走完了他平平凡凡的一生。

父亲出生在战乱年代。因为家里
穷,父亲从小没有上过几天学。父亲
生来胆小怕事，年轻时为了躲避当兵
跑到山里学了个泥瓦匠。而这泥瓦工
的手艺从此伴随父亲走南闯北,我们
这个家庭也因父亲的这个手艺一直凑
和能过。

父亲在他兄妹中排行第二。刚解
放时,家里被错划为富农,大伯是教师,
所以村里每次开批斗会时，父亲和三
叔便成了全家挨批的代表。尤其是在
农闲时,农村的批斗会是家常便饭。
那时,父亲最大的难事就是写检查了,
因为父亲没啥文化，常常是让大伯写
好,然后像教不识字的学生学唱歌一
样,教上半夜，直到父亲背下为止。
第二天，父亲把检查上交给同样不识
字的村干部,而村干部总是随便看一
下，就批评父亲写得不深刻，需要重
写……

后来，这种让父亲胆颤心惊的日
子终于结束了。从那以后,农忙时父
亲在家不分昼夜干农活,农闲时则远
走他乡干泥瓦活。天寒地冻、风吹日
晒,父亲总是不辞辛苦,忙忙碌碌。在
我的记忆中，闲暇时吸一袋老烟便是
父亲最大的快乐。

有时，望着父亲干瘦的背影，我

常想，父亲真是老胳膊老腿越老越结
实吗？

那时,父亲和我交流最多的就是
反复嘱咐我要好好学习，要争口气,
不要像他那样一辈子没文化出苦力。

记得高考时,我从考场出来,发现
父亲已经在校园等我。原来是母亲实
在放心不下，让父亲顶着烈日骑车从
家匆匆赶来。在校园的大槐树下,我
俩蹲在地上，父亲拿出母亲专门做的
好吃的让我吃，而自己就着开水吃了
两根油条。

我大学毕业上班的第一个月,父
亲便赶紧取出自己打工的工资为我买
了一辆自行车，让我出行或回老家时
方便些。那时,大学时对未来丰富多
彩的理想与眼前乱七八糟的工作现
实，巨大的差距常常让我心情非常不
好。父亲知道后，就常常晚上从打工
的地方跑来反复劝我，年轻轻的多出
些力怕啥,等学会了真本事就会好些
的，一定要尊敬师傅,吃点亏没事。
父亲的教导帮我慢慢平复了不切实际
的浮躁的心情。

有一次，我晚上刚好路过父亲所
在的工地，就想去看一下父亲。到了
父亲那破旧的工棚里,他的几个工友
正在打牌,父亲不在。听工友说父亲
在卸车,我出门向工地上望去,橘黄的
灯光下,父亲和几个工友正在一包包
地卸着一车水泥。—袋水泥将近 100
斤,而父亲那时也 60岁了,一袋水泥常
常需用两次力才能扛到肩上。那时，
我的心里难受极了，可父亲看到我时
笑了笑说：“没事,没事,卸一车可挣20
元呢。”

艰苦的生活,锻造着父亲铁疙瘩
般的意志；困难的岁月，也在无声无
息雕刻着父亲满脸对未来美好生活的
期待。他用无言的行动来教我如何做
人,如何做事。神采飞扬需要默默无
闻，星辰大海离不开脚踏实地。

可如今,再回家乡，杨柳依依，
旷野寂寂；故乡依旧,物是人非。那
根老烟袋，那把瓦刀，那张饱经风
霜的面孔再也见不到了。但我想，
那双慈爱的眼睛,一定在时刻关注着
我的生活，我的工作，关注着他的
儿孙。

父亲，也许死对于您来说也真没
有想到，因为在您生病之前，您从来
没进大医院看过病。您还说，您这身
板估计能活到 100岁呢。谁知道您的
生命竟也如此脆弱。您看看那么多的
人，病病歪歪还要活好多年，而您从
发 病 到 去 世 ， 只 有 3 个 多 月 的 时
间……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
待，这是怎样的一种人生伤痛啊!

安息吧，父亲！

父亲
王世保（新乡市）

一连下了几天的小雨终于停歇
了，昔日一好友发来信息，邀我去农
村采摘杏果。他说一来见面叙旧话家
常，二来可领略田园风光，感受农村
气息。他说的这些，对于童年时生活
在豫西南农村的我来说，都十分感兴
趣，于是非常愉悦地接受了他的盛情
邀约。

风和日丽。好心情连着好天气接
踵而至。开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了一
个多小时，始终都有艳阳照耀着，有
多种颜色的野花和绿草绿树跟随着。
我们轻松舒适的感觉，犹如漂浮在蓝
天上的云朵。

汽车上了一个小缓坡，种杏的
主人家到了。他家有一个院子，西
屋 是 两 层 小 洋 楼 。 院 南 有 几 棵 杏
树 ， 红 了 的 杏 果 坠 得 枝 条 颤 微 微
的。当我们从这里经过时，亮光一
下子跳跃进了眼眸，给人一种惊喜
之感。院门东有一块两亩地长势喜
人的麦田，麦穗全部泛黄了，如同
我们刚刚路过的高速路两侧麦田里
的颜色。院东交叉栽种着几棵核桃
树和桂花树，青皮核桃比鸡蛋个头
还大。核桃枝被沉甸甸的核桃果拉
扯到半米高的水泥短墙头上去了。
院北栽种的也是挂果泛红的杏树，
杏树间比较宽一些的地里，生长的
豆角秧和茄子苗态势良好。

当我们正赞叹这里的美景时，主
人微笑着从院子里走出来迎接。事后
我才知道，这是好友一大早就给此前
认识的主人通了电话的。这位主人50
多岁，先笑后开口说话，和善亲切分
明就写在脸上。他热情大方地将我们
引进整洁有序的屋内休息，随即洗了
一盘红杏放在了我们面前的桌子上，

招呼我们品尝。他说这杏果的名称叫
“金太阳”。

一个个“金太阳”在洁白的盘子
里如玛瑙闪烁着光芒，好友低声说：

“怪不得给它起这个含有感情色彩的
名字哩，真是名不虚传。”掰开杏果
送到嘴里，入口绵甜，久违的小时候
吃杏的味道刹那间溢满了心间。

少顷，我们提了篮子，主人拿了
钩担，挑了水桶，我们兴致勃勃地去
采摘杏果。

刚一下到沟里，树上红中揉黄、
黄中掺红的杏果，一律不约而同地朝
我们卖弄靓姿。在碧绿的叶子衬托
下，竞相妩媚示好。一个个红扑扑的
杏果，令人垂涎欲滴。

老早以前栽种在院子里的杏树，
枝条都是往上自由生长的，鲜有人管
理。而眼前这些杏树的枝杈是向多个
方向伸展开来的，主杆不高，如同壮
实的汉子盘腿稳坐在那里。枝杈上挂
满了杏果，大蒜辫子似的。杏果色泽
鲜艳，看一眼心就醉了。有的杏果光
溜溜突兀在树干上，没有一片叶子陪
衬，有的细小的枝条上能结多个杏
果。直接经受阳光照射的杏果，红色
要浓一点儿，被杏叶斑驳遮挡的，红
色稍淡一点儿。

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我们尽情
地采摘，体验着村民劳动的艰辛，也
分享着他们收获的喜悦。

我们要返城了，主人夫妇俩向
我们招手依依话别。我看到大型收
割机下了高速公路径直向这个村庄
开了过来，我仿佛看到了村民脸上
灿烂的笑容。

这个麦黄杏红的美丽的村庄，位
于嵩山脚下。

正是麦黄杏红时
刘传俊（郑州市）

打喷嚏虽不是值得一提的雅事，
但作为人的难免的生理反应，偶尔也
会在文学作品中出现。最为有名的大
概非切尔维亚科夫的那个致自己于死
地的喷嚏莫属。近日读《红楼梦》，发
现曹公也写到了一次喷嚏。

第五十一回中写到袭人回家探望
母亲，服侍宝玉睡觉的重任落在了晴
雯和麝月肩上。夜中宝玉要吃茶，麝
月倒茶递与宝玉吃了之后，晴雯撒娇，
也要吃茶，麝月虽讥讽晴雯“越发上
脸”，但还是“服侍他漱了口，倒了半碗
茶与他吃过”。

经过这样一番折腾，麝月的睡意
全无，于是“出去走走回来”。麝月出
去后，晴雯要唬麝月一跳，就“也不披
衣，只穿着小袄”，出了房门。结果，晴
雯着了凉，两腮冻得如胭脂一般，“不
觉打了两个喷嚏”。

晴雯的喷嚏，不仅是受凉感冒的
表现，也是她的命运急转直下的标
志。麝月曾说：“他早起就嚷不受用，
一日也没吃饭。”又有谶言似的话：“你
死不拣好日子。”

晴雯这两个喷嚏的意义也并不单
单在于反映出晴雯自身的命运，更让
读者对宝玉的女儿情有了深刻而具体
的感受，让读者对贾府里的各种显、潜
规则有了持烛探微的机会。

宝玉对女儿情的关爱体贴是一贯
的、真诚的，如果说晴雯被逐屈死时，
宝玉感情的爆发有如怒涛，那么在晴
雯患病时，宝玉的感情则宛似暖流。
晴雯准备出门吓唬麝月时，宝玉警告
晴雯：“看冻着，不是顽的。”等晴雯出
门，宝玉高声道：“晴雯出去了。”宝玉
破坏晴雯恶作剧的目的是促使她赶紧
回屋，以防受凉。等晴雯返回，宝玉又
是摸手，又是摸脸，并且叫晴雯钻进自
己的被窝取暖。当晴雯连打两个喷嚏
时，宝玉又关心地问：“头上可热？”

第二天，晴雯的病情加重，宝玉叫
人请大夫给晴雯看病，结果来了一个
滥用虎狼之药的庸医。宝玉看到药方
中有枳实、麻黄，连说“该死”，并从疼
惜女儿情的角度，发挥了一通“老杨

树”和“白海棠”的理论。
王太医开好药，宝玉要在屋内煎，

遭到晴雯的反对：“弄得这屋里药气，
如何使得？”宝玉道：“药气比一切的花
香果子香都雅。”

晴雯的幸福在于患病的她得到了
宝玉的爱，而不幸却是除了宝玉的爱，
她几乎一无所有。

第二天晴雯病情显现的时候，宝
玉是这样说的：“快不要声张！太太知
道，又叫你搬了家去养息。家去虽好，
到底冷些，不如在这里。你就在里间
屋里躺着，我叫人请了大夫，悄悄的从
后门来瞧瞧就是了。”宝玉为什么不愿
意晴雯回家？当然是家里的条件不如
贾府，不利于养病。但不回家就得请
医生进来，请医生进来就有被发现的
可能，因此晴雯说：“你到底要告诉大
奶奶一声儿。”于是宝玉派了一个老嬷
嬷去告诉李纨，并且反复强调晴雯“不
是什么大病”，“袭人又不在家”等诸多
理由，目的只是为了留住晴雯。

李纨什么态度呢？“两剂药吃好了
便罢，若不好时，还是出去为是。如今
时气不好，恐沾带了别人事小，姑娘们
的身子要紧的。”李纨是大观园中少男
少女的监护人，因此，她对晴雯生病这
件事既替宝玉、晴雯担待了一些，又不
敢过于放任，明确要求“若不好时，还
是出去为是”。

晴雯听到大奶奶李纨的指示之后
什么反应呢？“气得喊道：‘我那里就害
瘟病了？只怕过了人！我离了这里，看
你们这一辈子都别头疼脑热的。’”冯其
庸先生在此处批曰：“李纨是好意，晴雯
性急，却不能领会。”李纨果然是好意
吗？不是的，这恰恰是像贾府这样的豪
门贵族冷酷无情的“虐政”。奴隶患病，
担心传染，于是便以“姑娘们的身子要
紧的”为借口，扫地出门。曹雪芹的好
友敦诚曾做过一首诗《遣小婢病归永平
山庄，未数月，闻已溘然淹逝，感而有
作》：“缘教母女慰朝昏，故遣征駋返故
园。一路关河归病骨，满山风雪葬孤
魂。遥怜新土生春草，记剪残灯侍夜
樽。未免有情一堕泪，嗒然兀坐掩重

门。”讲的也是小婢患病，被遣送回家的
事。奴隶得病被遣送回家当然不能一
概视为主子们的无情，因为如果病危，
使得临死之前家人团聚似也有主子们
的“恩典”在内，但是如果像李纨所说的
两剂药吃不好就“出去为是”，哪里算得
上是“好意”呢？更何况晴雯是一个“乡
籍姓氏湮沦莫能考”的无家可归之人。
谈迁的《北游录》中就记载了一个婢女
因病而不被相容，“斥外，乞食数日”，终
于发疯的事件。

由晴雯的病，曹雪芹还写到了贾
府的其他方面，为什么给晴雯看病的
是如此低劣的庸医？为什么尤二姐也
像晴雯一样遇到了会把已经成形的男
胎打下来的毫无专业水平的医生？这
样的医生缘何得以进入贾府，并且还
要如此高的“轿马钱”？这不得不让读
者们思考，没有通过总管房的医生，究
竟是谁请来的？

找银子也是颇为有趣的情节。袭人
不在，麝月和宝玉开始翻箱倒柜找银子。
好容易找着银子了，麝月和宝玉却都不认
戥子上的星儿，无法称出一两的银子来。
宝玉索性说：“拣那大的给他一块就是
了。又不作买卖，算这些做什么？”结果麝
月拣出一块二两多的银子，当作一两要支
付，被老婆子劝阻道：“再拣一块小些的
罢。”麝月却毫不在乎：“谁又找去！多了
些你拿了去罢。”这段话把富贵之家的痴
公子和侈丫鬟写得多么逼真。

王蒙说探春送给王善保家的耳光
是“金声玉振，余音绕梁”。晴雯的喷
嚏虽不如探春的巴掌响亮，但我们似
乎也能感受到曹雪芹的笔通过这喷
嚏，把贾府里的生活描绘得深透膜里，
入木三分了。

晴雯的喷嚏
李文博（新乡市）

泪腺模糊双眼，
心潮胸中激荡。
一声“先尽忠再尽孝”，
诠释了肖家父子的热血忠肠。
巍巍昆仑铸英魂，
肖思远血洒疆场。
涛涛黄河哺才俊，
弟弟接续又扛枪。
这是中原大地上的一束光，
这是大河岸边的生命绝唱。
英雄屹立血脉流淌，
正召唤亿万青年奔向远方……

致敬英雄
宋佳旺（卫辉市）

夜读《新乡日报》副刊《思念远方》
一文，心潮起伏，文思涌动……

一马平川的大平原，没有峰峦高
耸的气势，也没有深壑壁垒的森严，就
是那么平直且委婉，脉脉且宜人。

说它像一片镜湖，有点太委屈它的
浩大，说它像一泓大海，才精准娴宜。

其实，它就是一片辽阔的大海，大
平原之海。里面蕴含着无穷的宝藏，
丰富且珍贵，浩瀚且温情。

在大海的浪涛里，村镇像一丛丛
富丽的珊瑚礁，迤逦而壮观，蓬勃着朝
霞般的眼睛。鱼群穿梭如织，游在海
里，车流往返，蔚然生趣。

微风拂煦，扬起万顷碧浪，金谷银
棉，在笑声中翻腾。

在大海观日出，风味炯炯，高峡平
湖，尽收眼底，让人悠然之间与朝阳同
频，冉冉崛起。

行走在海里，聆听机帆棹影，鸥鸟
欢鸣，犹如大浪浅潮铺在梦里。

平原之海，博远神圣，魅力无穷。
五千多年的历练，沧桑如虹，千秋永
照，述说着龙的传人的优美史话，让古
老变得伟岸、永恒。

没见过大海的人，平原之海种在
眼里，荡漾之水流在心里，圆活逼真而

富于直观和畅想。
平原之海，唱着苍茫的歌谣，耐人深

省。一种圆润的寄托，在心目中摇曳，抽
出千丝万缕的相思，让人流连钟情。

爱上这片土地

前有黄河，后有太行，山河壮丽，幅
员辽阔。大平原的景色造就了我，黄土地
的气息煮沸了我，优美的环境熏陶了我。

栖息在这片黄土地上，把耕牛犁
耙的土地撒上良种，把成熟的思念刻
在记忆，把鲜活的事物夹进档案，把悠
久的记载垂鉴后人。

栖息在这片黄土地上，把荒芜掖
进汗滴，把粮仓交给富裕，把小康当作
乐章，让这里变成美好的天堂。

生长在这片黄土地上，浓浓的乡
愁在炽热燃烧，先祖的嘱托在风雨中
苏醒，继承励志，心无旁骛。

这里的黄土地充满灵性，这里的人文
充满悲壮。这里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我用
歌喉面对直播，唱一曲充满激情的阳光。

因为我爱上了这片土地，说一声
我骄傲，道一声我爱你。这就够了，不

需任何啰嗦和客套。
爱，点播恋情，也点播永恒。爱在

这里生根、开花、结果，隆起一座诚挚
的丰碑，留给后人借鉴……

拓荒者的脚印

这里是一片原始的荒原，只长野
草和荆棘。年复一年的荒芜，荒芜成
萧条的空白。

拓荒者认定这是一片风水宝地，
抡起头垦荒造田。不惜汗流浃背，
不惜腰酸背疼，双手磨成茧，双脚脱层
皮，心如磐石励志不馁。

荒原被慢慢蚕食，生出片片田畴，
长出垄垄稼禾，呈现一派葱笼。

拓荒者用手足创业，用意志问路，用
不懈答辩，用浪漫凝铸。辛勤耕耘，写下
激昂文字，沙里澄金，才是最精辟的经典。

拓荒者的脚印，留给昨天，留给今
天，也留给明天。让人们去跋涉春秋
四季，去跋涉人间沧桑。

踏着拓荒者深沉的脚印，去走一条改
天换地的路，开创一个绚丽多姿的前程。
让伟大祖国更加富裕，更加繁荣昌盛。

走在大平原的海里（外二章）
李翥（原阳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