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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拍岸近涛声，极目孤帆破浪行。
白鹭扶摇天际上，渔樵独钓坐舟篷。

七绝·春堤望河图
黄生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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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华章岁月华章 寻找有光的方向
王永新

初次见面，他普普通通的样子，不
善言表的性情，并没有引起我的关
注。可是当我听朋友介绍了他的身
世，看到了他堆满书籍的工作室，了解
到他曲折的经历，不由得产生想写写
他的念头。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他出生在一个
农民家庭。父亲去世得早，母亲拉扯几
个孩子不容易，他作为家中长子，只好
辍学回家为母亲分忧。离开学校后，时
光一天天过去，很辛苦、很郁闷，他感觉
自己迷了路，不知以后的人生还有什么
意义。他已经看到自己的全部生活：贫
困的日子，毫无希望的前程，以及永远
无法消除的对知识的渴望。他怀着巨
大的不安，挣扎在无奈的困境中。

好在，他没有放弃读书。在老师送
给他的那本书里，他看到一句话，“失掉
生活方向的人才会迷路”，一下子有种
醍醐灌顶的清醒。人，有时很难说清自
己的思想是如何变化的。只是从此，他
有了双重身份。白天，他是个农民，躬
着身在田里干活；到了晚上，他是个写
作爱好者，伏桌耕耘文字。种田是为了
生活，而读书写文章则愉悦了他的身
心，充盈了他的精神世界。那一年，县
广播站招通讯员，他鼓起勇气去应试，
竟然被录取了。从此一发而不可止，一
篇篇文章报道出来，他在当地已是小有
名气，后来又成了有关部门政策研究室
的工作人员。那几年，他调研写作，一
次次被上级部门评为先进。他不是没
有想法，希望用政绩换来自己的前途。
单位领导被他的精神打动，无论如何要
给他一个“名分”。组织上费了好大的
劲儿要来一个正式人员的指标，却因为
他是农业户口，被挡在了路上。这个意
外，让他沉默好久。慢慢地，他醒悟了：
如果命运总是被动地等待，那么生活在
何时转弯，自己永远都是身不由己。人
生不止一条路，也许只有主动迎击生活
的难、岁月的苦，在阵痛中拥抱变化，甚
至在必要时，不惜付出某种代价，才能
真正迎来人生的机遇。

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他离开了工作
单位，另辟蹊径，选择在荆棘丛中辟出
一条小路。他一边打工，一边上了函授
学校，系统学习法律知识。务工和学业

已经让他竭尽全力，而无处不在的竞争
更是让他步履艰难。对于一个在种种
夹缝中挣扎的人来说，委屈和坎坷已是
家常便饭。他安慰自己，唯其如此，才
愈发显出追求理想之可贵。在失败的
日子里，他也不言放弃，而是默默积累，
等待机会。靠着这种不屈和奋争，终于
迎来了转机。他通过了司法考试，拿到
了律师证，成立了法律工作室，开始一
种昂扬生活。那些曾经的奋斗、坎坷，
成了他人生的精神力量，深嵌在他的生
命里，滋养着他，让他不敢懈怠，不敢浮
躁，始终保持一种从容，让自己在喧嚣
的世界里行走自如。

前不久，当地统战部门召开“新的
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成立大会，他当
选了会长。他想的是，要让这个组织成
为当地社会工作的一张“新名片”。他
就是这样一个人，行走在艰辛坎坷的路
上，却怀揣着一个滚烫的灵魂。

说起张老师的故事，似乎有点平
淡。她当了一辈子老师，退休后，本想过
上一种平静自由的生活。可是日子久
了，又感到一种孤独。这种孤独是无声
的，让自己的情绪无处安放。于是她重
新思考生活的意义，重新注入活力。在
丈夫的支持下，她发挥自己唱歌的特长，
和几位志同道合者组织了一支文艺表演
队。节假日，大街小巷车水马龙的喧闹，
好像跟她们毫无关系，属于她们的那一
片空气里飘着歌声、琴声。这是她们最
忙碌的时候，到学校、企业、广场演出一
场又一场。几年下来，“张老师演出队”
已是当地名声在外的品牌文艺团队。很
多单位上门邀请她们去演出。别人会以
为她们是有偿活动，其实，并不是世俗想
象的那样。她给我讲过一件事。有一次
在广场演出，一场猝不及防的大雨搅了
局。这些花甲之人有些抗不住这冷风疾
雨，打起了喷嚏，主办方于心不忍，安排
她们吃了顿火锅，让她们暖暖身子，这大
概就是意外的惊喜了。

看着她和姐妹们在台上且歌且
舞，观众会以为她的生活也是笑语当
歌。却不知，她的状况是一言难尽。
丈夫多年来身体不好，她除了演出，就
是照顾丈夫。而她自己也是个患过大
病做过手术的人。她能坚持下来，全

凭对艺术的满腔热忱。那一年国庆节
前，她们准备参加省里的老年歌舞表
演大赛，在紧张的排练中，她的命运亮
起了红灯，母亲、丈夫接连去世。她料
理完后事，又出现在排练场。在这次
大赛中，她们拿到了一等奖。当她这
个队长站在台上领奖时，面对观众的
掌声，她恍然若梦。失去亲人的哀伤
一下涌上心头。那一刻，她悲喜交加，
将生命中的悲痛与欣慰，同时献给逝
者与生者。

去年秋天，她骑着电动车赶去排练，
路上被人撞伤，做了手术，在家休息。我
想劝她不要再坚持了，可她说，等身体好
了，还要去。不能演出，就坐在排练场。
说这些话的时候，她明亮的眸子里透出
一种敏捷、坚韧和心无旁骛的专注。望
着她那从容的神态，劝阻的话没能说出
口。因为我发现，无论她的人生有怎样
的苦恼和忧患变故，她都能凭借自信、灵
活的心智和健康的情绪，找到一条平衡
中的路径，开启新的生活。

今年春节前，传来一个消息，我的
远房姑姑去世了。提起她艰难坎坷的
一生，不由得令人唏嘘。

她从小跟着教书的父亲上过学，在
乡亲们眼里，她是个识文断字的文化
人。出嫁后，婆家村里的小学校聘她当
了教师，这是她最快乐的一段时光。到
了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因为受婆家成
分的牵连，教师当不成了。

吃苦受累也许还能咬牙坚持，可精
神上的折磨让人几乎崩溃。她有 6 个
孩子。大儿子已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
纵然长得精神帅气，也难娶上媳妇。那
个时候，谁家的姑娘会自讨苦吃嫁到这
种人家来呢。小儿子在学校每天的精
神都是紧张的。不管有人骂他、讽刺
他，甚至打他，他从来都没有抗争过，
因为他的字典里没有“尊严”这个词。
学校成了他的伤心地，他开始逃课。忠
厚老实的丈夫不堪重负，几次冒出活不
下去的念头。她也是心力交瘁，夜夜难
以成眠。眼看这一家人心神摇荡，陷入
了迷茫，那些委屈，那些忧虑，压抑在
心，说不出又摆不脱，在内心发酵着，
有一种穷途末路的悲哀。在这个人生
关口，有思想的她突然意识到，这是一

种危险的情绪，长此下去，一家人的命
运不堪设想。她开始挣扎着理出自己
的思绪：人世艰辛，各有各的难处。只
有好好活着，才有温暖，一家人才能互
相守望。至于以后，不去为尚未发生的
事犯愁。这个思维带来的变化是，原来
那些计较、伤心的事竟不重要了，心灵
的慰藉才是更值得抓紧的事。她把一
家人召集在一起，说说心里话，诉诉委
屈，哪怕哭泣也是一种宣泄。这不起眼
的做法，却是一种拯救，让一家人冰冷
的内心逐渐融化。每次家人坐在一起
时，她总是烤几块红薯，让孩子们去争
去抢，喧闹声起，家里那种熟悉的气息
又徐徐回来了。是啊，她就是想让孩子
们知道，即使最艰难的日子里，也会有
开心的事情。灾难不是生活的全部，最
难的时候总会过去。就这样，她用坚
韧、智慧逆转了一家人的方向，又有了
生活的勇气。

不久，一个消息让命运有了峰回路
转的机会。姑姑得知，邻村有人到东北
谋生，有心的她若有所悟，找人打听了
情况，了解到那里地多人少，不排斥外
来人，她感到这是条出路。夫妻俩商量
再三，虽说是故土难离，可是面对莫测
的命运，她甘愿冒险和家人跨出这一
步。她相信改变总是在行动之后，才可
能收获想要的结果。就这样，全家义无
反顾地迁移到黑土地上安家落户。虽
然这条路走得跌跌撞撞，可终究靠着勤
劳，靠着当地的政策，收获了命运馈赠
的惊喜。大儿子娶了媳妇，小儿子继续
学业，后来还当上了小学校长。下一代
孩子们的路更加四通八达，有的上了大
学，读了研究生，有了稳定的工作，有的
圆了当兵的梦，还有的做起了生意。一
家人终于活得体体面面的了。

今年姑姑去世时，已是103岁高龄，
亲人们都说，长寿是对她坎坷人生的回
报。在世人眼里，强者总是属于男人，
岂不知，在长期艰苦的忍耐中，在韧性
上，女人或许会超越男人。

这些平凡的生命让我们看到，当他
们经历世间的疼痛时，如何努力地活
着，并且不断寻找新的机会、新的可能，
让人生朝着有光的方向继续向前走。
而打动我的，正是他们内心的强大。

养花的乐趣
薛宏新

有感而发有感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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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花，这事儿说起来，其实就是一
种折腾。但折腾里头，却有着说不尽
的乐趣，就像人生路上那些曲曲折折
的小径，每一步都藏着惊喜和期待。

我家的小院，不大，却是我心中的
一片小天地。院子的空地上摆满了各
式各样的花盆，有陶的，有瓷的，还有的
就是那么简单的几个塑料盆，但里头装
着的，却都是我心头的宝贝儿——花。
这些花，有的名贵，有的普通，但在我
眼里，它们都一样，都是需要我用心去
呵护、去折腾的小生命。

养花的第一步，就是折腾它们的
位置。早晨起来，阳光正好，我得把喜
阳的花搬到最外边，让它们尽情地沐
浴在阳光下，仿佛给它们穿上了一件
金色的外衣。等到夕阳西下，我又得
赶紧把它们搬回来，生怕那夜里的寒
露伤了它们的娇躯。阴天的时候，我
更是几经琢磨，哪盆花该放在哪里，才
能既不缺光，又不受风。就这样，搬来
搬去，一天下来，腰酸背痛的，但看着
那些花在我的折腾下，长得愈发精神，
心里头就满是欢喜。

浇水，也是一门学问。有的花喜

水，有的花却怕涝。我得记着每盆花
的脾气，该浇的时候浇，不该浇的时
候，一滴水也不能多浇。有时候，我忙
得忘了，等想起来，那花已经蔫蔫的，
像是受了委屈的孩子。我赶紧拿起水
壶，轻轻地、细细地浇着，心里还念叨
着：“对不起啊小宝贝儿，是我疏忽
了。”看着那花在我的细心呵护下，又
渐渐地恢复了生机，心里头的那分满
足感，真是难以言表。

施肥，更是折腾中的大折腾。我得
研究每种花的喜好，这些花有的喜欢氮
肥，有的偏爱磷肥，还有的得施点钾
肥。我得去花店里买各种肥料，然后按
照说明，一点一点给它们施上。有时
候，肥施多了，花烧根了，我心疼得不得
了；肥施少了，花长得不旺，我又急得直
跺脚。但就是这样折腾来折腾去，我看
着那些花在我的精心照料下，开得愈发
鲜艳，心里头的那分成就感，就像打了
胜仗的将军一样。

养花的过程中，还有一件最让我
着迷的事情，那就是观察。每天早晨
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去看看我的花儿
们。我得看看它们有没有长出新叶
子，有没有开出新花。有时候，我发现
了一片新叶，那绿得发亮的叶子，就像
新生的婴儿一样，让我心里头充满了
希望。有时候，我看到了一朵新花，那
花的颜色、形状，都让我惊叹不已。我
就这么静静地站着，看着它们，心里头
满是宁静和喜悦。

养花，还让我学会了耐心。有时

候，我盼着一盆花快点开花，但它就是
不开。我等啊等，等得都快没耐心了，
但它还是在那里，不紧不慢地长着。
后来，我明白了，养花就像养孩子一
样，不能急，得慢慢来。我得给它时
间，给它空间，让它按照自己的节奏去
生长。就这样，我学会了等待，学会了
耐心。

养花，还让我结识了一群志同道
合的朋友。我们在一起交流养花的经
验，分享养花的喜悦。有时候，我遇到
了一些难题，比如花生病了，我不知道
该怎么办。这时候，我就会去找我的
朋友们问问。他们总是热心地给我出
主意，告诉我该怎么处理。就这样，我
在养花的过程中，收获了很多珍贵的
友谊。

养花，其实就是一种折腾。但这
种折腾，却让我感受到了生活的乐
趣。它让我学会了观察、学会了耐心、
学会了珍惜。每当我看着那些在我折
腾下茁壮成长的花儿们，心里头就充
满了感激。感激它们给我带来的快
乐，感激它们让我懂得了生活的真谛。

如今，我的小院已经变成了花的
海洋。每当我走进家门，看到那五彩
斑斓的花儿们，心里头就满是幸福。
我知道，这种幸福，是养花带给我的。
它让我明白了，生活虽然充满了曲折
和坎坷，但只要我们用心去感受、去折
腾，就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分乐趣和
幸福。就像养花一样，虽然折腾，却乐
在其中。

轻絮牵衣柳拂烟，人间别样四月天。
蜂戏芍药香盈袖，莺啭棠梨影叠泉。
风绾青丝垂野渡，雨皴红粉湿秋千。
何须更觅武陵路，诗在春山云水间。

七律·最美人间四月天
李安文

春暖花开，林草青，美景入画。
黄河岸，柳丝钓影，百卉吐妍。
轻风吻桃红满天，细雨润梨白玉闪。
尽情看，辽阔万里地，锦绣灿。

晨霞洒，午阳艳。
白云飘，碧空蓝。
登高眺，茵翠染绿群山。
岩松涛声翔紫澜，修竹有节气宇轩。
好景色，祥瑞泽人间，幸福苑。

满江红·春暖花开
刘慧忠

村里的夜色
浓稠如墨
万籁俱寂
慧慧起身
唤醒沉睡的梦

凌晨两点多的郊外
路灯暗淡
泛着微光
风
在暗处沙沙低唱
十多里的长路
寥寥无人往

她的电动三轮车
驮着雪白的面花
是晶莹的希望
常年夜里奔波
练就了胆量
无暇顾及
路边的黑影和坟岗
向着城北市场
奔赴生活的远方

市场渐次喧闹
似一曲嘈杂的乐章
她和守店的爱人
打开机器
搬面和面
装刀换刀
紧张繁忙
伸一个懒腰
打个哈欠

都是奢侈之想

天未亮
成袋的面粉
摇身变成了
粗的细的
薄的厚的
圆的扁的
长的方的
干的湿的
红的黄的
琳琅满目
面食排满了店铺中央

东方刚泛白
她顾不了满身疲惫
笑脸似暖阳
忙碌的身影
似跳动的音符匆忙
谱写着独有的乐章
废寝忘食
不顾伤病
故事刻在她的脸上
但笑容从不黯淡退场

她用诚信和质量
打造着头顶的一片天
六个春秋
如潺潺溪水流淌
守着小小的摊位
置身在
烟火人间的舞台中央
书写平凡又伟大的诗行

烟火里的诗行
王秀芳

醉里看剑知何人，郭老费墨悬祭文。
词风豪放惊天地，沙场勇猛泣鬼神。
佳作六百继苏子，美芹十论承孙君。
昏庸朝廷终不改，长使英雄泪满襟。

注：济南大明湖畔建有辛弃疾纪念祠，郭沫若先生撰有祭联。苏子即苏轼，
孙君即孙武。

参观辛弃疾纪念祠有感
辛祥

5 月 6 日，惠风和畅，日丽气爽。新
乡市老年书画研究会一行 49 人赴康百
万庄园、杜甫故里、嵩阳书院参观游览。
位于登封市中岳嵩山的嵩阳书院给我留
下了深刻印象。

嵩阳书院是世界文化遗产登封“天
地之中”8项11处历史建筑群之一，国家
4A景区，2001年 6月被国务院公布为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嵩阳书院位于登封市区北侧峻极峰
下，因在嵩山的阳面而得名。它始建于
北魏孝文帝太和八年（484年），初名嵩阳
寺，隋朝大业年间更名嵩阳观。宋景祐
二年（1035 年），宋仁宗赐名嵩阳书院。
它和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江西庐山的
白鹿书院及河南商丘的应天书院是我国
古代最高学府，史称中国四大书院。嵩
阳书院是宋代理学的策源地和传播中
心，范仲淹、司马光、程颐、杨时、朱熹、李
纲、范纯仁等圣贤在此讲学，著书立传。
司马光的巨著《资治通鉴》9卷至21卷在
此完成，儒学典故“程门立雪”也发生在
这里。

嵩阳书院于明代毁于战火，后经过
多次重修。现在保留的建筑格局是清代
所建，依中轴线南北建有高山仰止牌坊、
先圣殿、讲学堂、道统祠、藏书阁建有五
进院落，有房子500余间。嵩阳书院对于
研究我国教育制度及儒教文化有着“标
本”的价值。

嵩阳书院有两样文物最为独特
壮美。一是大唐碑，全名大唐嵩阳观
纪圣德感应之颂碑，立于唐天宝三年
（744 年），碑文由李林甫撰写，著名
书法家徐浩八分隶书共 1840 字，飘逸
俊美，潇洒遒劲，主要记载嵩阳观道
士孙太冲为唐玄宗李隆基治病炼丹
九转的故事。碑通高 9.2 米、宽 2.04
米、厚 1.05 米，有碑基和顶罩，雄伟壮
观，奇特别致，国内实属罕见。二是
古柏，汉武帝在西汉元封元年（公元
前 110 年）赐封“将军”。将军柏现存
两 株 ，据 古 树 专 家 测 定 树 龄 有 4500
年，世界独有。

我曾经游览过岳麓书院和白鹿书
院，还有范仲淹任内在河南邓州所建
的花洲书院，均处山水之间，静谧安
然。当你来到书院就会有一种感悟：

“高怀见物理，和气得天真。”

嵩阳书院
高山仰止

周俊亭

履痕处处履痕处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