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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故乡放飞的一只风筝
我飞的越高
故乡手中的线就拽的越紧
缓缓西流的松花江
流淌着故乡千年古韵
有时常常在梦中
站在故乡的松花江边
感悟故乡的水
感悟故乡的山
分不清自己是画中人
抑或是梦中人
在一幅山水相连的画面里
热泪盈眶

在月圆的夜晚
我便想起了我的故乡
我常常感叹月有阴晴圆缺
人有悲欢离合这句千古诗句
想起故乡的时候
便唱一首歌
让歌声温暖我不尽的乡情
想起故乡的时候
便饮一杯酒
醉倒在浓浓的乡情里

我的故乡是一幅充满泥土芳香的画
她一定与父老乡亲的汗水有关
从来没有任何一幅画

能像故乡那么终生难忘
也从来没有一幅画
让远在他乡的游子的心一生牵挂

故乡的松花江是一首日夜奔流的歌
在奔放的情感里潮气蓬勃
每当我回到松花江边的时候
就闻到了故乡熟悉的味道
在我枯竭的诗句里
描绘不出更加优美的语句来赞美你

我登过无数的山
没有一座山像故乡的山那样
令我心动
我看过无数的江河
没有一条河那样
流动着我思乡的情感
松花江的水流淌着我的经年往事
我喜欢那些江边的渔民
洒出希望的网捕捞着记忆与收获

面对豪情奔放的松江水
我的心胸也变得宽广
每一串腾起的波浪
是我的乡情在跳荡
松花江滚滚西去的松江水
犹如母亲的乳汁
将我的前世今生喂养

松花江情韵
□于佳琪

闲足荒山，行走小径，忽闻溪水流
淌之美妙声响，如一双玉手在古琴之上
的轻拢慢捻，如一只小虫在草叶间的浅
吟慢唱。

援声入林，果见一溪从石隙中流
出，在乱石和杂草丛中蜿蜒，蛇行而去。
兴味盎然，于是抚草拔枝，循迹而行，在
离径不远的一低坳处，即见一水潭。

潭被杂树和灌木环抱，周边蒿草茂
密，似是鲜有人至。挨近潭边，见一裸露
的岩石，正好落座稍息。风起，草木潇潇，
感觉凉意袭肤。掬水而洗，跋涉之劳顿
消。静坐，有虫音入耳，倍增潭之幽静。

敛息凝神之际，想起柳宗元的《小
石潭记》，心有感触。原来，即便千万年沧
海桑田，也总有一潭沉寂的岁月为我们
守候在喧嚣的尘世边，而凭临千百年前
的古人幽思之境，也只需一次闲暇放足。

溪在水潭稍息，又在林丛的另一面
铮铮而下。我想，它会这么一直流淌着，
在一个个的水潭或池塘作短暂的栖憩，
一直奔向江海。

其实，人生又何尝不是一条从石隙

中流出的溪流。我们在茫茫的尘世中穿
流，奔向心中那蔚蓝的梦想。但是，我们
有时会被炎日蒸腾，有时会被酷寒冰
封，有时会消失在皲裂的土地，有时会
迷失方向……

熙熙红尘，攘攘大千，肌肤蒙尘，心
灵疲惫。崎岖的人生需要一方小小的水
潭来小憩和积聚，坎坷的岁月需要一次
沉淀和思考。

悠悠历史，人生短暂，我们受制于
条件和时间，往往不能放足山野、泛舟
江海，纳天地于胸怀。但是，那一汪汪清
澈明净的小水潭随处可见，就在我们行
走的径边。就像柳宗元的小石潭，虽经
千年风云流转，我依然可以在另一方水
潭中身临其境。

与一杯茶相坐，与一段音乐相守，
与一本书相握，与一株花草相亲。抬头
望一望星光灿烂，低首看一看窗前月
光，目随一片羽毛在蓝天飞舞，静观一
条鱼儿翔游水底……生活中的小水潭
明澈清心，它静静地守候在我们匆匆的
行旅间，等待着你我的一次闲足。

小水潭
□方华

“兰生幽谷无人识，客种东轩遗我
香。知有清芬能解秽，更怜细叶巧凌霜。”
自古至今，有许多诸名此类吟诵兰花的
诗句，那生命的感悟带着不易察觉的清
香，透过文字一代代传诵着，也总在出其
不意间穿透着人的灵魂，引人思考。

常年置身各种官司，见过各种打打
闹闹、分分合合的案子，尤感平静本身
幸福的珍贵。我常感叹“白开水是最好
的饮料”，解渴，且没有副作用，也许没
有可乐的刺激，没有雪碧的清凉，却敦
厚而实在，切实满足人体所需。可是，许
多人更渴望惊喜、渴望浪漫、渴望刺激。
白开水常被人冷落一旁。

许多年来，我一直坚持静是一种生
活态度。我国自古也有“以柔克刚，以
静制动”的真传。《淮南子》中也曾说：
是故非澹泊无以明德，非宁静无以致
远，非宽大无以兼覆，非慈厚无以怀众，
非平正无以制断。平淡的生活，简单中
也自有情趣。有的人要过浓浓的生活，
有的人要过平淡的生活；有的人总在荣
华富贵里找自己的幸福安乐，有的人虽
然茅屋三椽，松竹数株，从平淡中也能
找到自己生命的安身处。试想：偎在自
然的怀中，品一杯香茗，唤三、两老友，
在淡淡的清风中，淡淡的回忆一段过

往，享受生活独特之静美，当是多么大
的幸福？

深谷幽兰，它生长在自然的深处，几
乎不为人所知，也不与群芳争艳，只是固
守着一片净土，吸纳着天地之灵气，静静
地开，默默地谢，在若有若无的淡香中，
让人心生怜惜和尊敬。能被封为“四大君
子”之一，也是因了这颗蕙质兰心吧？

宁静、淡然，是人生的一种境界，也
是一种美德。而有些人却常丢了此种心
境，自是在摸爬滚打间痛悔着人生。有
个朋友，小夫妻原本经营着一家不大不
小的公司，有个刚上小学的儿子，日子
一直过得有滋有味、宁静而美好。可新
近股市的波澜壮阔却打破了小家庭的
这份平静。小夫妻先是在“涨声”中按
捺不住一头扎进了股市，接着又在一片
“跌声”中落荒而逃，不仅没赚到钱、没
享受到一夜暴富的刺激，甚至还把做生
意的本钱输了个精光。富贵险中求，日
子穷了穷过，富了富过，在财富面前留
一份淡然远比贪婪、冒险更有意义。

上帝也许没有给我花容月貌，却给
了我真挚、善良；虽然没有给我富贵荣
华，却给了我一颗坦然自若的心。不论贫
穷和富有、丑陋和美丽，我们都应该以同
样的心理看待，心境若兰，淡然如风。

心境若兰 淡然如风
□葛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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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花可以媲美于荷，得其美？
得其姿？得其出尘？世间无匹。这样
的花，注定是精神上的，甚至是宗教
上的，是以，她必然要开在诗国，摇曳
成画，成一句唇边的诗，成一个芬芳
的心思。

那一天，他经过一片水泽，是在夏
历六月，青荷盖绿水，芙蓉披红鲜。他
看到一个美丽的姑娘，在泽边采莲，或
是浣纱。他的眼睛被这一片浩大的静
震得发酸，被这一片美惊得发颤，被这
个素净的姑娘迷得自惭形秽。他想要
表达，可在西周，在西周更远，他们还
很少修饰的形容词，他们的词汇里，多
是纷繁的植物。而且他还要穿过榛莽，
还要去渔猎去耕种，他一边走一边回
望，一边喃喃念道：“彼泽之陂，有蒲、
菡萏。”泽边的菖蒲和一朵朵将开未

开的莲，幻美成记忆的背景。
一定要是南朝，一定要是江南，

才有这些温软的句子吧？“江南可采
莲，莲叶何田田。”鱼在荷塘里嬉戏，
隔着千年，拨水的声音，湿了今天的
夜晚；江南的水面上，莲与歌声一起
氤氲，采莲的女子，小小的菱舟，晚风
吹拂的裙裾，芙蓉向脸。“风起湖难
度，莲多摘未稀。”可是，“棹动芙蓉
落，船移白鹭飞。”痴了，迷了，夕阳醉
了，“荷丝傍绕腕，菱角远牵衣。”这
样的采莲，早已成为乡愁的背景，走
得再远，一到夏历六月便有棹歌传
来，便有莲香暗度，便有那一池银的
水金的水，晃了远游人的眼。你致书
于我：“问子今何去？”我答：“出采江
南莲。”你就眼角有泪了，我便劝慰：
“愿君早旋返，及此荷花鲜。”还有下

一个夏天啊！
柔软的南朝，荷都称“莲”，莲者

怜也，心里有一角莲尖，有一只蜻蜓，
将落未落。“单衫杏子红，双鬓鸦雏
色”的那个女子，我曾经哪里见过，是
在西洲，还是在南塘？还是星罗棋布
的水面上？美到极致，是否一定都有
点忧伤？终于到了大唐，在她的水面
上，莲千朵万朵、千湖万湖的开，大唐
的阡陌上，无论是深嗅还是浅闻，都
有荷香。咏荷的诗句，从水榭亭台到
野塘泽陂，比六月的莲花更多，比莲
花下的鱼更多，比箫声更迷幻，比月
色更空濛。

这是诗仙的句子：“若耶溪傍采
莲女，笑隔荷花共人语。日照新妆水
底明，风飘香袖空中举。”这样的女孩
子，多像荷花里的一朵啊，可是，当你
扁舟去访，当你摘一朵芙蕖来赠，她
却是“佳人彩云里，欲赠隔远天”了。
为何如此，只因其 “荷叶罗裙一色
裁”，而且“乱入池中看不见”，你哪
里分得清，谁是伊人谁是荷花？唤一
声，或是静等，终会“闻歌始觉有人
来”。当她看到你还没走，当她看到你
含情看她，她就“逢郎欲语低头笑，碧
玉搔头落水中”，哎呀！

宋时荷花，因了平平仄仄的旋
律，更多了浅吟低唱的柔情。无论是
“荷花开后西湖好，载酒来时，不用旌
旗，前后红幢绿盖随”的晴日，还是
“柳外轻雷池上雨，雨声滴碎荷声”
的午后雨；是荷塘里乍遇情郎、且喜
且羞的“无方便，教人只得抬娇面”，
还是晏小山解不开的哀伤：“脉脉荷
花，泪脸红相向”；是“玉盆纤手弄清
泉，琼珠碎却圆”的俏皮，还是“曲港
跳鱼，圆荷泻露，寂寞无人见”的寂

寥，都美到让人心颤。
还有元明清，还有民国和现代，

荷的美说不尽，荷的诗就写不完，诗
国荷花亭亭开。开的是荷，寂寞或热
闹，感伤或欢喜，那是观者的心思，所
以西哲说存在是人的存在。周敦颐归
纳了荷的精神，“出淤泥而不染，濯清
涟而不妖”，文美情美，可是，依然是
不能概括荷的全部精神的。她柔情，
她与爱情相关；她清净，她是菩萨的
坐莲；她宁静，她是隐士的化身；她从
荷钱到荷花到藕到枯荷、无不有用，
她是完美的象征。荷的好如何说的
尽？说不尽，荷就一代一代的开，一年
一年的开，人就一代一代的长，长成
心里有诗的人———这或许比周夫子概
括的精神，更有教化作用呢。

诗国荷花亭亭开
□董改正

四季最美要数秋，秋天最美的韵
致，要数“小秋”时节：过了“立秋”，秋
迈了一小步，浅浅地来了。

浅秋是美丽的。天空是一种透亮
的蓝，深邃而遥远。悠闲的云飘来飘
去，是柔软的白，让人忍不住想扯下
来贴在脸上。最美的，要数日出和日
落。日出时，像一团圆圆地红色浸在
了水里，也只有大自然这位调色高手
能调出这样的色彩来。此时的日出，
有一种醉人地温柔。完全不像夏时的

日出那般鲁莽，人还没觉得，太阳就
一竿子高了。日落，一样的红，只是晕
染了周边的天空，就有了温柔灵动的
晚霞，一样的撩拨人心，让人不由自
主沉浸其中。

浅秋是包容的。树上的叶子，还似
夏日一样郁郁葱葱，丝毫没有飘落的迹
象。枝头的果实也正是生命力旺盛的时
日，拼了力在生长，晚些日子就该熟了，
氤氲着香甜的气息。成熟后是凋落，浅
秋该是这些果子最好的日子吧。夏日的

花，也开得惊艳，只怕来不及绽放自己
的美丽，深秋就来了。浅秋用宽大的衣
袖，包容着夏孕育的生命。

浅秋是理智的。风，丝丝缕缕地凉，
恰如其分地安抚着人们被酷热困顿了
一夏的心。此时的风，不似春日的风黏
黏糊糊让人骚动不安，也不似深秋的风
铁面无情横扫落叶，更不似冬日风那样
冷酷萧瑟浸人骨，有一种适可而止的智
慧。雨，也是不缓不急，下了一半日，就
停了，给人们留下一个水洗的清新世

界。不像深秋的雨，似怨妇的眼泪，下起
来就没完没了，整个世界都被浸泡的像
要发霉似的。

浅秋是短暂的。好像只是一迈步的
时刻，它就过去了。若不用心去感觉，总
恍惚以为是夏日呢，不经意就到了萧瑟
的深秋，离冬也就不远了。也许因了短
暂的缘故，所以感觉分外美好。

人总是在这个季节里，急急盼着下
个季节，以为四季的魅力就在轮回和交
替。盼着，等着，时光就一寸寸地走了。
红了樱桃，绿了芭蕉，也白了青丝。不如
放慢心绪，用心感觉季节的脚步静静来
来，悄悄走。就如我们拉着夏的手，趁真
正的秋还没有来，用心感受浅浅一步向
我们袅袅而来的小秋！

浅浅一步小秋来
□雷媛媛

那一年春天，去江南，到了安徽屯
溪，因了一个会议，小住十天。会议间
隙，就四处游逛，遍览屯溪小城。

那个时侯，屯溪还没有更名“黄山
市”，似乎也没有大规模的开发，古城，
风貌依然。

古街、古巷、古建筑，到处都是，真
正是古色又古香。步于深巷之中，脚步
轻敲在青石板路上，似乎就敲响了历史
深处的古音古韵。身心惬意而又舒畅。
然而，感受最深的，还是屯溪无处不在
的水。大大小小的江流，不知有多少条，
大多，我是叫不出它们名字的，只识得
一条新安江。许多建筑临江而构，在新
安江边，我看到一幢三层的小楼，竟然
伸到了江中。一些机关单位，大院内就
是一座天然的小山，而水，就环绕在小
山脚下，潺潺流过。那样的清澈、那样的

秀雅，水韵依依。最写意的还是那些居
民，砖木结构的二层小楼，面江而就。早
晨，刚刚起床的妇人，把水桶吊入江中，
悠悠地晃动着，一江世俗的悠闲，随水
而逝。盆花，摆在木房前，摆在江沿上，
花水相映，情致饱满。

端居室内，临窗眺望，就看到江面
划动的小船，小船上钻入水中衔鱼而出
的鱼鹰；看到江岸碧碧的水草，也许还
能看到难以言说的水韵……

有那么一户独居的人家，不仅临江
而居，而且还有一条小溪，环绕整座房
屋流过。真正是朱子所说的 “山环水
绕”了。江南人讲究风水，“山环水绕，
藏风聚气”这户人家，生活在一种古典
的风雅之中。

那个时侯，我就想：临水而居，江南
人好有福气啊。的确，江南人是有福分

的。孔子说：“智者乐水。”
难怪江南人个个都那么聪慧；江南

的姑娘，个个都那么水灵、秀气。
屯溪老街，一个最是让人生发思古

幽情的地方。
什么都古，青石板路、街边的建筑、

所卖的物品，悠然品茶的老者，甚至那
份弥漫着的幽静的氛围……

老街的石板路，并不平整，可我觉
得，正是那略微的凹凸，才更呈现出一
份古旧的情味。多少人的脚步从上面踏
过了，方留下了那样的印痕。微凸的石
面，那么明净，散发着幽幽的青光。静静
地看着，看着……你仿佛能看到时间深
处，那些曾经晃动过的身影；能嗅到裙
衣飘过，曾经散溢的体香……

街边建筑，并不高大，二三层居多；
且多为木制砖瓦结构，廊檐，色彩斑驳，

镌刻下时间的沧桑。用手，摸一摸那廊
柱板壁，摸到的，是时光里层层叠叠的
影像，是时间书写的一个个动人的故
事。

街门，是大开的；临街，陈设着一个
个的摊位。卖文房四宝的，卖各色茶具
的，卖当地土特产的……琳琅满目，目
不暇给。摊主，或坐或立，都那么静，骨
子里透着一份迷人的优雅。有老者在品
茶，在弈棋，动作舒缓，神态安详；目光
湛湛，透澈似遥远处刮来的清凉的风。

举首，望向二楼；一女子，正凭窗
远望；笑颜盈盈，让人想到宋词的婉
约。

屯溪老街，没有喧闹，没有浮华；只
有闲适和安静，只有幽深和遥远；只有
芬芳的古典和平和的端庄。

那一天，我挥一挥手，告别屯溪。一
派依恋，一派依恋……

如今，屯溪已然而为黄山市，也许，
更繁华，更辉煌；但我，还是记忆着从前
的屯溪：屯溪的本原的特色，屯溪的古
旧的情味……

那年去屯溪
□路来森

照理说，我已是接近 60岁的人了，
没有过多的“奢望”，但我退休后的生
活却丰富多彩。白天在一家单位打工，
吃罢晚饭，只要天不下雨，或者有家事，
不论严寒，还是酷暑，与老伴都到户外
健身，先前是散步，尔后在广场跳跳交
谊舞。

2003年，企业关闭破产，我提前退
养回家。期间在同学和朋友的相助下，
我在当地企业报从事过新闻采访，之后
又到企业电视台值机，5 年后，为了帮
助孩子实现就业，申领了个体小店。或
许准备不足和不善经营，只维持了 2 年
休业。随后老同学又介绍我在一家酒企
业从事宣传策划，半年后，我还是做了
一名自由撰稿人。

十余年时间，我除了打零工，再则
就是在电脑上不停地敲键盘，向报纸、
网站投稿，共完成了 2000 多万字。先后

参与人民网十周年征文和人民网传媒
频道“我是记者、我身边的记者”有奖
征文活动，其中“情愫在指尖里流淌”
一文获得一等奖；“用心书写人生辉
煌”一文获得三等奖。在人民网观点频
道，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等网站都有我的
个人文集。

网络生活似浩瀚之海。也许我的稿
子发的多了，2013 年 12 月中旬，我被
《红山网》有幸之邀，专程从安徽赶到
乌鲁木齐与当地的通讯员共同探讨评
论写作。至今，我觉得欣慰的是，我有 2
篇短文，在人民日报评论版露个脸。“别
让垃圾分类成‘麻烦’”和“‘冷血护
工’拉响养老服务警报”，以来论的形
式刊发。

最令我感怀的是，在网络空间认识
了天南地北的网友。江苏泰州一名网
友，让我难以忘却，退休前，他是一家企

业的党委书记，如今已是接近 70 岁的
人，但他不服老，还兼任中工网“新闻观
察” 和天山网酸葡萄时评版块版主，坚
持每天为网友统计发稿分数，网友们亲
切地称他为老哥。

也正是网络有这样的魅力，我这
个曾经被医生判定不能上网的人
（1982 年，我的右眼受伤致残，8 级工
伤），竟然在网络中寻找自己的梦。从
不知稿件在电脑上使用附件、粘贴，
写稿要打草稿，一篇 500 字的小文，
需要一天半才能完成，到如今在电脑
上只用一个小时就能完成一篇稿子
并发稿。最令我值得欣慰的，我有三
件喜事，其一，2014 年，被安徽网宣办
聘为网评员；其二，敢于仗义执言，与
不当言论争辩、理论。中国共产党之
所以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拥护
和信赖，根本原因，始终代表最广大

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倾听民声，关
注民情，维护民意。其三，我在电脑上
学会了制作表格。对于年轻人而言，
在电脑上制作表格，可谓小菜一碟，
再简单不过的一件事。而我碰到了
“拦路虎”，制作固定表格不用费多
大事，制作特殊表格，让我琢磨半天，
在电脑上始终找不到“点”。不得已
向身边的年轻人请教。年轻人以为，
我要复制表格，随即在电脑上演示一
遍。看到年轻人熟练的操作，我默记
在心。年轻人看我认真，不加思索地
说，老同志学这个干吗，要想学会需
要一天。事后，我在电脑上重新操作
了一遍，特殊表格，我也能制作了。掌
握了如何合并单元格和拆分单元格，
就能制作各种各样的表格。

对此，我甚感欣慰与满足。网络不
仅丰富了我的人生，而且让生活和
谐、阳光。只要我还能上网，我就继续
写作，争当一名好网民，与天下网友
共同守护网上家园，为传播正能量，
营造晴朗、干净的网络环境，尽自己
绵薄之力。

在网络中寻梦
□阿宏

杨新柱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