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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学 副 刊

从《修补生命》中“生命是在
漫长的岁月里，不间断地循环修补
和完善自我”为开篇，到《蝉高声
自远》 中 “可怕的是观念决定兴
趣，而不是兴趣决定观念”收笔，在
散文集 《送人一轮明月》（安徽文
艺出版社出版）中，鲍安顺以自己
的亲身体验，用生花妙笔，通过多
角度的讲述和自己独特的感悟，引
导读者对人生的再认识和再思考。
这些篇什，在酷暑的夏日里，像涓
涓的清泉，潺湲地从阅读者的心头
流过。

我们知道，鲍安顺绝大多数散
文是由全国各地报纸副刊登出的，
题材广泛，内容丰富，贴近实际，令
人目不暇接。许多文章看似信手拈
来，却又是有感而发，与现实贴得很
近，与生活贴得很近，与时代的脉搏
相融相通。五彩缤纷、世事喧嚣的都
市生活，宁静安谧、恬淡自然的乡村
风情，祖国壮丽的大好河山，启迪心
灵的哲思睿语，以及对不平之事愤
怒的呐喊，都成了他写作的对象。上
至天文，下至地理，风物、植物、动
物、历史逸闻……均下笔成趣，落笔
成章，读后不禁令人惊叹，我想这与
鲍安顺有着丰富的阅历分不开的，
与他具有开放的文化视野和自由的
创作心态是分不开的。

鲍安顺的散文，节奏明快而缜
密，气韵生动而丰沛，文势起伏跌
宕，气血充盈，意象生动，绘声绘色，
变化多端，具有较强的张力和弹性，
余味悠远。有的直抒胸臆，一泻千
里，思绪飞越千年；有的如雨打芭
蕉，小桥流水，淙淙有声；有的如空
谷回音，跌宕起伏，韵味悠长；有的
哲思勃发，收敛有度，飞翔着智慧的
翅膀……

当然，散文仅有丰富和精彩的
内容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有强大的
文化精神来支撑。没有这一点，散文
就只是一堆无生命的材料，无论资
料有多么繁复，结构多么绵密，视野
多么阔大，都是枉然！阅读鲍安顺的
散文，我们不难发现，他是将文化精
神作为文章的生命线，向读者传递
的不是历史和文化的碎片，他展示
的是文化精神的根基，而这是需要
勇气和魄力的。

从文体上说，散文是最自由、最
具个性化的文学样式，以记叙和抒
发作者个人的情怀为特点的文体，
因此独创性就决定其美学价值，成
了它的艺术生命之所在。鲍安顺浸
沉其中，深知其中三昧，故在散文的
创作实践中，坚守自己的创作个性。
并善于总结提高，逐步形成了自己
的散文特色：严谨、自由、短小、精
悍、哲思和诗性。

好的散文是非常讲究语言功底
的，散文语言的质量，决定着一篇散
文的成败。散文语言要活泼、纯真、
细腻、朴素自然，既是感性的，又是
理性的，既是形式又是内容，体现的
是作家的个性气质、审美情趣、生命
情怀。鲍安顺十分注重语言的锤炼，
他的散文，一般在千字之间，短小精
悍，文字灵动，素雅简洁，要在这样
短小的篇幅里写出抱朴怀玉、大巧
若拙的文章实属不易；写出情真、意
善、文美更是难上加难。这既要作家
一种先天的艺术气质，又需要作家

后天知识感情的积淀，惟其如此，才
能把他所经历的日常琐碎的生活，
写成一篇篇富有审美情趣的美文。
我们强调散文的语言，是因为我们
生活在当下资讯高度发达的时代，
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日益减少，人类
生命的萎缩和感性生活的急剧流
失，导致文学语言的干涸。所以，那
些既具有艺术理性，又充满生命激
情的带有温度的语言，是广大读者
所期冀的。这是鲍安顺的《送人一
轮明月》：

摘一轮明月，送给别人，这是一
种不动声色的品质和涵养，也是一
种谦让豁达的月光胸怀。

明月可以“摘”、“送”，这凸显
的是散文的感觉化的语言。体现了
作家散文创作的审美情趣和对散文
语言的不懈追求，并由此构筑了属
于自己的语感和氛围。当然，这里的
“明月”、“月光”是具有象征意义
的，是品质、涵养、胸怀的代名词，既
写实又虚拟，既在常轨之内又超出
常规之外，这种精心打磨的语言，给
读者的感官上、情感上带来极大的
冲击也就不足为奇了。

写好散文，要具备博览群书、
丰厚扎实的文化艺术修养，追求人
生的修炼；同时，作家必须做到与
时代同步，做生活的有心人。鲍安
顺历史类的散文，不仅仅追求故事
的可读性，而是在掌握大量史料的
基础上，以尊重历史事实为前提，
注重对历史人物本身的关注，而不
是在行文的过程中一味堆积史料
和故事。这与一般的文章相比，其
立足点更为高远。他用自己的丰富
想像、精确细腻的艺术感受，时不
时穿插进充满智慧的议论，当然，
这种议论不是用抽象的说教而是
用心灵去烛照历史和文化，挖掘自
己灵魂深处水晶般的智性，去奋力
撞响黎明之钟，使读者看到晶莹的
智慧之珠的闪烁：

姚鼐是位清高的文人，又是位
落魄的“名流”。他是寂寞的，这种
寂寞延续到今。对于“桐城派”文化
而言，这也许是一种反讽：一种文化
可以盛行一时，但毕竟存在的力量
很脆弱，占据的时空太短暂。这种
“世态炎凉”，能不发人深省？

———《寂寞的姚鼐》
作者感叹世事的无常和无奈，

特别是尊重历史事实的反问，振聋
发聩，犹如幽谷钟声，久久回荡，发
人深思。我们说作家衡量历史，臧否
历史的一个重要尺度是否坚持了时
代性和人民性，这也是展开文化批
判的一个立足点。敏感于历史长河
的奔泻与律动，以崇高的文化情怀
和浓郁的诗意表达，形成了鲍安顺
散文的艺术风格。又如：

时间和历史不能变暗，也绝对
不会变暗的，它只是一种抽象了的
过去、现在和将来。城市和人，我渴
望也不要变暗，在高处生活是一种
幸福。

———《观湖》
由观湖联想到湖的历史，联想

到明亮的生活，以及作者对明亮生
活的热爱和渴望。这虽然是一种幅
度较大的跳跃性的叙述，但又是那
么的自然和贴切。对历史的反思，拉
近了历史与现实的距离，最终得出

了“在亮处生活是一种幸福”的结论。
这个结论不是强加和硬塞给读者的，
没有说教的意味，而是在被集聚心底
不能自己的情绪和感受所撞击时，要
倾吐，要宣泄、要释放，才诉诸笔端的，
故而是令人信服的。

也许本质上就是一个诗人的缘
故，鲍安顺的散文写作既是智慧的，也
是诗性的。不少散文洋溢着诗意的芬
芳，并以此调动起读者的情感，收获读
者心灵上的共鸣。用明快的充满哲理
和诗意的语言，架构起散文的诗性，是
构成鲍安顺散文的一个重要方面，是
其散文的又一重要特征：

我听了非常感动，我想这七双布
鞋可以穿一生一世，就像那布鞋的千
层底一样，密密麻麻的一针一线，就是
生活的一点一滴细节，就是一缕一丝
的心路历程，就是一时一刻的漫长岁
月……从两个人幸福相聚的那一天
起，那七双布鞋就注定了一个美丽婚
姻的幸福爱情，就讲述了一个今生情
缘的浪漫童话，就表达了一个高山流
水的涓涓情思……

这是生活中一个平凡的故事，然
而却深深地感动了作家，作家运用诗
的语言，对故事进行了淋漓尽致的刻
画，读后荡气回肠，令人动容。

如果我们追溯鲍安顺散文的诗性
源头活水，我想应来自于生活的启示，
来自于他既出世又入世的人生态度，
更来自于他的生命感悟以及对于世事
的洞彻。就散文来说，我们强调在创作
中渗透和激发诗性，一方面能有效地
抑制散文创作中 “滥情” 的现象；同
时，可以提高散文的格调和思想含量，
使散文抵达灵性共感、净化、美化人心
的艺术境界。构筑散文的诗性空间，这
不仅仅需要作家具备发现和捕捉生活
中的形象，需要独特的知识结构，需要
将感性和理性的有机融合，还要将这
些形象按照审美的要求巧妙娴熟地结
合在一起，并使其互相映照。在这点
上，我们应该向鲍安顺学习。

我们说，散文的诗性从根本上说
是一种生活态度，一种精神境界，一种
带有生命体温的可触可感的文字。如
果我们一味地抒情而缺少具有穿透力
的诗性的文字，那显然是无效劳动，读
者也难以接受。

鲍安顺一些随笔类的散文也很有
特色，比较注重情理并举、哲思辨析，
给读者以思想和情感的撞击，他的所
思所想，所倾所慕、所喜所怒，溢于言
表，凝于笔端：

其实在繁华和浮躁的背影里，我
们更应该看一看是不是无意或有意地
剪到了心灵的一角———伤害比获得虚
荣和富贵更值得重视，因为人情无价，
人性之美无价而且天长地久。

———《剪心灵的衣角》
生命中令人感动的故事很多，而

渗入骨血、让人永生难忘的东西却又
是少之又少。作者透过“繁华和浮躁
的背影”，看到了“人情无价”和“人
性之美”，吁请人们注意“伤害比获得
虚荣和富贵更值得重视”。写作的过
程就是一种情怀、一种理念、一种价值
取向诞生的过程，不仅需要强大思想
的支撑，而且需要作家人格的智慧。有
思想、有智慧的散文启人心智，激发读
者的阅读兴趣，提高读者对社会的认
知，给读者带来的是一种性情的陶冶
和美的享受。

由于本人曾经从事编辑的关系，
我读安顺先生的散文已有许多年份
了。几十年来，鲍安顺拥抱自然，对话
人生，以一颗仁慈厚朴之心，为我们熔
铸了一轮明月，照耀着远方的道路，温
暖着我们的心头。我想，作为一个作
家，还有什么比此更为荣耀的呢？！

真情的流泻与生命的歌吟
———读鲍安顺散文集《送人一轮明月》

□周宗雄

秋的滋味很丰富，有色彩的，也
有味觉的。

正如大文豪苏东坡所云：“一
年好景君需记，最是橙黄桔绿时。”
他对秋韵的描述，只用了四个字
“橙黄桔绿”，那色彩，那味道也就
出来了。

秋的滋味是一丝凉意，犹如一
条游弋的青蛇，轻轻滑过如烟的山
峦，漫游于水草丰美的草原，悠然如
丝，滑过我们的皮肤。那凉意，让我
们整个身心都变得舒展，特别爽，也
特别舒服。

黄爽爽的秋梨，吃在嘴里，就是
秋的滋味。咬一口，凉凉的，甜甜的，
爽爽的秋之滋味。那甜，磁磁地从舌
尖抵达五脏六腑，同时直窜心尖。果
香里，那股子清爽，正是秋天才有的
清爽，纯正，幽香，让人回味无穷。

有人说，留住桂花的味道，就是
留住了秋天。更确切说，就是留住了
秋天的滋味。其实，那桂花的滋味，
够香的，香得沁人心脾，香得撩人魂
魄。在我的记忆里，更多的桂花滋
味，还是关于吃———桂花糖的鲜甜，
桂花糕的香甜，桂花蜜的馨香之甜。

去陕西渭北黄土高原，品尝那
里的秋天味道，就是品尝红彤彤的
苹果滋味。那里平均海拔 1500 米
之上生长的苹果，光照充足，昼夜温
差大，所产的苹果色泽鲜艳，脆甜爽
口，而且果型端庄。苹果熟了的时
节，果农喜上眉梢，果贩喜笑颜开，
孩子撒野狂欢，老人们也笑得合不
拢嘴。那苹果醉人的滋味，甜在心
头，是秋的滋味，也是秋的品质。

我的一位表兄当过知青，每年
秋天他必须走近乡野的田间地头，
看看一望无际的高粱、玉米、谷穗
在阳光下摇曳，高粱红了，玉米熟
了，谷穗散发着无边金黄色的光
辉。他说，他非常感念辛劳一年的
农民，终于可以露出笑脸了。那笑
脸深藏着的，不仅是秋天收获与成
熟的欣慰，更是一种韵味，来自生
活，也来自然，拥有天长地久的心
灵回归，也充满意味深长的生命感
慨。

沙滩地的菖蒲，还有茭草，都已
经成熟了，也可以说老了。它们以沉
默的方式，显示出它们在秋天里保
持的最后的老成持重，像天上的云

朵，洁白的，薄薄的，如一层被子，轻柔
地覆盖在人们的想像之中。然而，它们
却是绿色，近于枯黄了的绿色，是大地
上最后的襁褓之恋，而洁白轻柔的母
爱光辉，却高浮在天空之上。

忽然看见一枚落地黄叶上的斑
点，像无数颗瓢虫，密集如星。还有一
棵树上的枯红，那枯红的叶子非常醒
目。我突然茅塞顿开，那是秋天颜色的
味道，一叶知秋，让我闻到了秋天的味
道。我欣赏之余，并且拍下精彩的记
忆。

秋的滋味，与秋月、秋雨、秋风有
关，锁着乡愁，藏着情思，寄托亘古如
初的渴望。

比如李白的“床前明月光”，比如
张九龄的“海上生明月”，写得似乎都
是秋月，那滋味摇撼心灵，感天动地。
还有李商隐的“巴山夜雨涨秋池”，诗
人在归期未卜的羁旅之愁之中，让我
感觉到一种秋天的愁之滋味。因为诗
人渴望与妻子共坐西窗之下，剪去烛
花，深夜畅谈，叙说苦苦思念。夫妻之
爱，情真意切，让人羡慕不已！

儿时吃月饼也是秋的滋味，那是
母亲亲手制作的月饼，香甜可口。有
时，我吃着月饼，还高声唱着那首世代
相传的儿歌：“好大月亮好卖狗，捡个
铜钱打烧酒……”那时的心情是飞扬
的，乐趣也是飞扬的，那喜气洋洋的时
光更是飞扬的。

秋的滋味
□鲍安顺

立秋后，天便开始舒爽起来，秋风习
习，秋意浓浓，尽管还时不时的发点秋老虎
的余威，但毕竟早晚确实凉爽了不少，没有
了春寒的料峭，没有了炎夏的炙烤，让人神
清气爽，惬意无比。放眼四望，看漫山遍野
的翠绿，在秋风的吹拂下，渐渐变成深绿、
墨绿，“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
凋” 杜牧老先生眼中的秋色也许更迷人
些；在这层层的绿色里，夹杂着一些深红、
一些橘黄，这便是红枫、乌臼、桦树华丽容
颜，尽显岁月的沉淀，深含秋风的洗礼，
“山明水净夜来霜，数树深红出浅黄”，秋
天如同一位调皮的顽童，打翻了画家的调
色盘，把最美、最灿烂的色彩泼洒在绿林山
岗，秋便多姿多彩、无比生动起来，秋果然
是个好秋。

秋天是成熟的季节，也是收获的日子。
漫步田野，稻子金黄如金色海洋，玉米也已
成熟，个个饱满赛过棒槌；房舍屋前，石榴
树挂满果，在绿叶的映衬下如盏盏小红灯
笼，柿子树则已开始落叶，有的杆上仅剩几
只孤零零的柿子，少了点温馨，多了些悲
壮；辛劳了大半年的人们开始享受这丰收
的喜悦，也让秋天成为四季中最有成就感、
最最陶醉的季节。

秋日里，三十多年未见的战友重又聚
集在一起，品着葡萄、柑橘、哈密瓜，在迷人
的秋风里谈天说地，看着这些昔日一道摸
爬滚打、操枪练炮的战友们，如今一个个都
不再年轻，当年的矫健强壮的形体已呈现
啤酒肚、水桶腰，青春勃发的脸庞也是“沧
桑四季、沟壑遍地”，多数人的鬓角、头顶

已现出花白“领地”，腰也有些勾、胸也不
再挺，但每个人的骨子里都透着点那兵的
气息，兵味却永远也难以抹去。

人们常把五十后的人比喻为人生的秋
天，我想这应该是个金色的、有着内涵的秋
天，应该是沉稳而多彩、厚积而甘醇，平静
似水，柔而志坚，看惯了过往，一切如过眼
云烟，看轻了名利，万事皆顺其自然，看清
了自己，万般均无欲无求，活就要活得坦
然，不为身外之物所拖累，不为非分之想而
伤悲，不为忙忙碌碌而后悔，几十春的光阴
说没就没，再多的计较又怎能拼出个谁错
谁对，哈哈一笑海阔天空任我高飞，五十年
的人生历练，五十载的岁月沉淀，也许算不
上“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更谈不上
“老夫喜作黄昏颂，满目青山夕照明，”但
我想“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
光。”尽管已入秋，可心态上不能“老气横
秋”，气质上要有“秋菊傲骨”心怀上要做
“秋日暖阳”，那你的人生一定会是“好个
秋”。

天凉好个秋
□陈文革

铜官山 忘情水 苗 青 摄

春夏之交，笔者参加老新闻工作者协
会组织的 “西安之旅”，结伴爽游了黄帝
陵。

据资料介绍，黄帝陵是中华第一号古
帝陵———始祖轩辕黄帝的陵墓。传说轩辕
古帝在考察民间疾苦路过陕西黄陵县桥山
之地时，当地受苦受难的众多百姓舍不得
让他离开，他便一一说服和安抚百姓，并脱
下自己的衣服以安民心，从此这里便改为
“黄陵县”，后建陵为“黄帝陵”，作为轩辕
大帝永久陵寝，世世代代供人瞻仰朝拜。

如今的黄帝陵，已被建设并保护成规
模宏大、福泽四海、游人如织、享誉中外的
文化旅游胜地。黄帝陵有着全国面积最大
的古柏群，号称“天下第一陵”。此陵分为
黄帝陵、轩辕庙、印池公园和印台山四部
分。每一景点无不体现了炎黄子孙热爱祖
国、崇敬先祖的深情厚谊。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万平方米的入口
广场，镶嵌着 5000 块来自秦岭山脉的天
然河卵石，已被朝拜客们踏成平整一体的

宽广大道。而 66 米长的全花岗岩九跨轩
辕桥，一直静静地连接着后人的前世今生；
桥两端古柏俏垂姿，桥下清流泛绿波。笔者
也情不自禁地挤进人群中争相拍照留影。
边走边看，古色古香的一进进古殿，幢幢新
奇别致。在第三、四进庭院———“古柏大
院”，一眼就望见轩辕黄帝手植树，传说是
轩辕黄帝亲手种植，距今已有约五千多年
的历史，堪称“群柏之冠”，故有“中华第
一柏”之称。导游介绍说，该院中共有 19
棵千年以上古柏树，它们与诚心厅、夸父追
日石、香港及澳门回归纪念碑、黄帝脚印
石、人文初祖大殿、文物展览室等共处一
院，各自熠熠生辉，看得我们目不暇接。

以人文初祖大殿———轩辕庙为例，它
以 95 级花岗岩台基托起古朴典雅的轩辕
庙宇，12000 平方米的祭祀大殿铺设者
“三山五岳”之石，殿顶上三出汉阙高耸入
云，九鼎八簋曾仰天而立，更显得庄重而威
严。庙内有专人把守，不准入内。我跟随一
波又一波的游人挤到石阶前，亦如别人一

样向师祖大帝石像行三叩九拜之礼。正准
备依依不舍离开此庙时，忽然，庙门柱上的
三幅楹联一下吸引了我。

一曰：生息昌大惠利千秋，继天立报垂
泽万世；

二曰：人文初祖功德辉煌冠盖群伦泽
后世，炎黄子孙团结自强雄振华夏慰生灵；

三曰：开天辟地始祖神圣通叩海，人文
光辉千秋万照遍九州。

由于景点密布，余下的时间仓促，只好
走马看花地看看大殿后的汉武帝挂甲柏、
孙中山于民国初年书写的赞词等等。缓步
来到正殿外，只见门柱上书有“祖功泽百
世，宗德润千秋”的楹联。从大殿院中远眺，
可北望昆仑山脉，南倚沮河与印台山遥对，
视野开阔，景色优美，聚集了风景与生态相
结合的自然景观、人文景观，使游人无不产
生景物天成、天造地设的完美和谐之感。

在导游的一再催促下，我才疾步看了
一眼殿外广场上设有“丁酉清明公祭轩辕
黄帝典礼”的现场。只见左右悬挂着 56面
象征中华民族大团结的黄色彩旗，每面彩
旗上均绣有“黄帝陵”3 个大字，在微风中
闪动着金色的光辉。广场四周放有九尊重
达 2 吨的青铜牛鼎，无一不彰显着我巍巍
中华之雄风。

结伴爽游黄帝陵
□徐业山

今年 4 月中旬，我有机会探访了革
命圣地延安。当汽车跨过淮河进入了华
北平原时，青青的麦田里，黄黄的花海
中，笔直的道路旁，或单棵或成行或成片
挺立着高大的白杨树。忽然，一段熟悉的
话语在脑际中漂浮：“白杨树实在不是
平凡的，我赞美白杨树！”啊，这就是矛
盾先生著名散文《白杨礼赞》中赞美的
白杨树。

学生时代读矛盾先生这篇散文，总感
觉不到白杨树的神圣，因为在我们的学校、
在我们的家门口随处可见白杨树的存在。
而在数十年后的今天再看到那耸立的白杨
树，一种崇敬的心理油然而生。

白杨树，落叶乔木，可达十多米高，是
一种很普通的树种。记忆中，我家的房前、
屋后、沟边、路旁，到处都是。放学回家后，
和几个同学拿着书本到白杨树下去写作
业。学校的教室前后、操场旁边也都是。每
到下课时，我们都会围绕着白杨树追逐、嬉
闹。到了深秋初冬时节，约上几个同学躲在
墙犄角处，将落叶和枯枝堆积起来生火取
暖，这可是要冒着被老师罚站或被叫到校
长室挨训的风险。

白杨树的生存能力极强，剪一截插在
泥土中就能生根发芽。白杨树是普普通通

的树，然而又像矛盾先生所说的那样是
不平凡的树！它不是红花，也不是绿草，
没有楠木那样名贵，没有松柏那样多姿，
更没有银杉那样稀有，然而，它的用途广
泛而又多样。现代诗人左河水夸赞道：置
身寒瘦也成行，固土挡风是绿墙。身正清
白随召唤，愿为柴火敢为梁。

在我们南方，白杨树显现不出有多
么的特别。在北方，在广袤的华北平原，
白杨树却是那样的出类拔萃，那独特的
风景线是如此深深地吸引着我、感染着
我。已是仲春之际，江南的白杨树叶早
已变成墨绿色，而在华北平原上的白杨
树叶却还是嫩黄色的，在阳光照耀下金
灿灿的，是那样的美！它们或排成一对
对，就像挺立在哨位上的哨兵，为辛勤
劳作的人们站岗放哨，守卫着人类美丽
的家园；它们或连绵成线，将一片片农
田围成网格，为农作物生长改善条件。
它们那高高的枝头，喜鹊们垒窝筑巢，
繁育后代。它们就像规整的仪仗，用枝
叶抵御着风沙的侵袭，为大地增添养分
和活力。

它们不需要人去施肥，也不需要像
娇嫩的草坪那样去浇灌，给一点宽松的
环境，吸收自由的空气就会挺拔向上，从

不会对生长的土地说不。冬去春来，土壤里
还透着冰碴，春风中还夹着寒意，它们的枝
头已经绽放出翠绿的嫩芽，用自己的柔美为
春光增色。盛夏的天空倾泻着灼人的阳光，
它们撑起浓密的绿阴，在阵阵热浪中满不在
乎地戏谑着翻舞着，把凉爽和清新奉献给大
地。

“是力争上游的一种树，笔直的干，笔
直的枝。……这是虽在北方的风雪压迫下却
保持着倔强挺立的一种树！参天耸立，不折
不挠，对抗着西北风。”在矛盾先生眼里，白
杨树是如此的高大伟岸！此时此刻，那耳熟
能详的旋律在耳畔响起：“一棵呀小白杨，
长在哨所旁，根儿深干儿壮，守望着北疆，同
我一起守边防。”我虽没有去过北疆，但眼
前的情景告诉了我，边疆的白杨树一定是笔
直的站立在那里，将自己的根深深地扎在边
疆，无比坚强，栉风沐雨，不折不挠，用自己
挺拔的脊梁，与最可爱的人一起守卫着祖
国。

汽车一路向北，那挺拔的白杨树向我们
奔驰而来。它们身着素装，或孤独或成片在
华北平原、在黄土高坡静静地伫立着。它们
不仅正直、朴质、严肃，而且轻纯、淡雅，不缺
乏温和。它们忍得住贫瘠、耐得住寂寞，秉性
刚直、昂扬向上。

白杨树，面对着您“浓妆淡抹总相宜”
的面容，有一种爱意在心中涌动。那就是，爱
你的质朴和平凡，随遇而安，与世无争；更爱
你的挺拔和豪放，不追逐名利，力求上进的
伟大精神！

致敬，白杨树
□陆光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