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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学 副 刊

不知不觉之间，季节轻盈的脚步，已步
入夏的季节。每一处景色，都以明媚的姿态
展示着欣欣然的喜悦。清空明澈，细雨温
婉。清浅的时光不露生息地流转着季节的
韵致。

浅夏的日子里，一场场细雨，淋湿这季
的思绪，空中清澈而悠长的淡淡花草味道，
于润泽的气息中飘来。细雨中带着丁香花
的幽香，不由得你去寻觅那一条悠长悠长的
雨巷。“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
丁香凝结的是雨中的愁丝，人儿凝结的是红
尘中的愁怀。细想起来，感情细腻到了极
至，就会变的多愁善感起来，就如黛玉的落
花伤情感怀，如我每天的心情日记。在这浅
浅的夏日，用一颗清浅简单的心，写一些简
单的文字，画一些素淡的画，这些都与岁月
无关，与却情怀有染。

最欢喜的是在闲适的时光里，泡一杯清
茶，聆听一首心仪的曲子，阅读一本入心的
文字，旖旎芬芳一怀的幽绪。细数流年，时
光如一条河，缓缓的流走，悄无声息。春的
烂漫，夏的灼热，在渐凉的风中慢慢消散。
夏日的微风里，捡拾一朵凋零的花朵，珍藏
在记忆的深处。远处，一抹色彩还在闪熠。
那些不知名的花儿仍然灿然开放，马路边，
田野里，甚至窗前。你见或者不见，他们依
旧独自芬芳着。乐声袅袅，文字跳跃，那些
流过的光阴，或浓或淡，都在一盏茶里盘旋，
然后沉淀。那些打捞不起的心语，便是荼蘼
在时光城里最美的风情。

倚着这浅夏淡淡的花香，把忙碌的时光
轻描淡写，看着杯子中沉浮舒张的茶叶，品
着杯子里茶的甘涩，回味着人生的这一路风
尘，花开花落，云卷云舒，把所有的美好，都
尽数敛入怀中，尽数记录在心底。浅夏，季
节转折符号中的一则轻叹，一抬眼或者一触
指，便可牵动久藏的那根心弦，用文字温暖，
葱茏着时光的念之串珠。轻盈而过的岁月，
惟愿这一季的时光，相伴浅笑时光，轻暖生
香。

采摘一束花香，倚在时光深处，轻吟浅
夏絮语，聆听岁月的寂然欢喜。

□金 惠

浅夏时光

茫茫星空，耀眼的只是那么几颗；芸芸
人海，光彩夺目也不是常见。对绝大数人而
言，只是普通的一颗星星，但生命是自己的，
活法也是自己定，就算平凡也要过得尽心、
尽力，无悔是人生最好的答案。

平凡与不平凡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指
标作参考。比如，一个人连小学都没上过，
读书认字全靠自学，出了一本小说，愉悦之
心溢于言表，这是一件多么不平凡的事。然

“山外有山，楼外有楼”，在那些大家面前，一
本小说算不了什么了，对他们而言是平凡的
事情。两个不同境况的人对比，平凡与否就
没意义了。既然大众不认可，或是自己的能
力有限，自己坦然接受是个平凡人，《平凡的
世界》所说，平凡人也有不平凡的世界，追求
自己的梦想和目标的权利。梦想不分大小，
目标不分贵贱。努力的姿态，向上的模样，
都值得尊重。

身处环境可以平凡，身处的地位可以平
凡，保持一颗不平凡的心，涌进大江大海一
般，静下心来想事，沉下心来做事。一路兼
程，一路风雨，没有呼来阵阵和风，没有唤来
温暖阳光。来过，努力过，没有遗憾，更不会
后悔了。不听天由命，我的命运我作主；不
怨天尤人，我的结果我承担。心态端正，心
境宽阔，再悲伤的结局，再痛苦经历，也只是
昨天的梦，醒来阳光依旧明亮如初。黄大发
30多年就为了修一条水渠，在外人看来够
平凡的了，一心扑在修渠，失去了多少精彩
时光，守着大山的寂寞，只盼着早一天把水
渠修好。大半辈子时光过去了，他说，我不
后悔，只要能为老百姓带好幸福生活，我付
出的一切都是值得的。无悔的心态，成就了
人生精彩，成为“感动人物”实至名归。一代
劳动模范时传祥，提出了“宁愿一人脏，换来
万家净”的口号。朴实的话，感动的心，他愿
当一辈子挑粪工人。他用无悔的人生为我
们树立一座丰碑。

那些隐姓埋名的，奋战在国防事业上的
英雄们，几十年如一日的工作，连他们的家
人都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他们把毕生的
经历奉献给国防事业，一些人连名字都没留
下，他们永远留在大漠深处，留在人迹罕至
的地方。他们留下的无悔的人生足迹，留给
我们前行的力量，高山仰止的精神向往。对
千千万万从事国防研究的人来说，他们是平
凡的，平凡得如大漠的一粒沙，但他们用不
平凡的奋斗精神，写下的是忠诚，迸发的是

“无悔”。我们坦诚自己是平凡人，和绝大多
数人一样，守着自己的那分“田”，坚定信念，
执着目标，向上进发，就算没有好的结局，也
坦然接受，没什么可后悔的了。努力便是人
生最好的姿态，既然做到了，就没有后悔的
原因了。

漫漫时间长河，生命不过一瞬。奋斗的
激情在敲响，奋斗的脚步在向前，“不负岁
月，不负期待”的号角催促我们的脚步一路
向前，奋勇拼搏，把背影留给夕阳，把汗水留
给大地，留下无悔给自己，给生命。

□ 张培胜

把平凡写成无悔

站前街，是一条百年老街，行道树，俱已耸然。
多为国槐，当地人习惯于叫做“笨槐”，它生长

缓慢，却岁月弥老，经年老干，屈曲倔强，枝叶繁茂
得不得了。这是一些经历过时光的树，是一些看
过纷繁世情的树。它们像一些老人，沧桑的躯体
里，贮满了对旧时光的记忆；它们又像一些坚守
者，执着地守护着站前街的平淡和安宁。

初夏时节，树上开满淡黄色的小花，一串一串
地挂在那儿。花，是碎碎的花，黄，是迷迷离离的
黄，凝视之下，给人一种梦幻般的感觉。碎碎的黄
花，夹杂在碧绿葱郁的树叶之间，风来树摇，感觉
满树星光灼灼，婆娑之风景，大具风致。这是一年
里，站前街最美的时节。我觉得：这种美，是一种
俗常之美，是一种平民之美。

万千黄花，即如万千俗常人的眼睛，恬静、安
适地看着这个浮嚣的红尘世界。

一些人，拿了竹竿，竹竿上绑定一铁钩，用它
来拧取槐花儿。听说，国槐花放砂锅中炒干后，可
以制成槐花茶；性凉，署日作茶饮，正可以籍此除
热消暑。

我喝过几次槐花茶。茶花放进杯中，花儿便

慢慢地绽开；啜一口，一种涩涩的焦糊味，在舌尖
上洇开，感觉，秋风瑟瑟。

树，很高大，夏日里，枝叶纷披，树荫几乎把整
条街都遮住了。看不到大片的阳光，只有枝叶间
筛下的斑驳细碎的光影。疏疏落落的，像一个时
代的散漫细碎的心情，那么闲适地开放在那儿，等
待着一天天的日子，把它消释掉。朗月的夏夜，行
走站前街，漏月米碎，迷离堂皇极了，像是行走在
一个神性的世界之中。感觉这条街道，杳渺、幽
深，有一种沉甸甸的厚重感，有一丝极其悠远的茫
然感。此时，你不能言，你无法言，你只能在内心
中默默地期许，但到底期许什么？亦莫可名状。

很多时候，我一个人，静静地行走着，但觉心
神，悠然，悠然。

白天里，街道两边，树荫之下，就招惹了许多
乘凉的人，多为老人。怎么有那么多老人？一摊
摊地围在一起，足足有十几个“摊子”，每一个“摊
子”，都围有七八个人。他们在打牌，在弈棋，或
者，就只是聚在一起闲聊。

我猜想，这些老人，应该多数是工厂的退休工人，
最初，他们聚集到这儿，或许，就只是因为这儿的树

荫。那种国槐铺下的特别的树荫：凉凉的，柔柔的，氤
氲着一种古旧的氛围，一份怀旧的情绪。后来，他们
相识，相交，相互认作了朋友；于是，终于离不开了，朝
夕相处在站前街上，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

有时，我也会站下来，以一位旁观者的身份，
观察他们。

我会端详着其中的一张脸，企图透过这张脸，
去窥视他人生的春夏秋冬，曾经的风吹雨淋下留
下的印痕，或者，晴天丽日下，心海上泛起的粼粼
波光。可是，总难看透。每一张脸，都那么沉静而
洗练，像秋野晴空，是一望无际的寂寞和辽远；纵
有曾经的沧桑，也被深深的皱纹遮蔽了。从这张
脸上，你只能看到一种生命淡定后的平静，一种时
间绵延酿就的醇厚，一种简化了的洗练人生。

站得久了，有人会抬头看看我，会意地一笑。
有人还会问上一句：“是你啊？”

一种似曾相识的问候。这么的简单，却也让人
体味到一份淡淡的人生味道，一种出乎本然的人情
味——心中，禁不住油然生出一份美滋滋的感觉。

老人如树，树如老人，他们彼此映照着，成为
站前街上的一道风景。

□路来森

古槐婆娑绿满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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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旅途思念远方
心底的甜蜜悄悄绽放
今夜你温馨的梦里
会嗅到我为你盛开的一袭花香
站在异乡的转角处张望
恋恋的不舍装满行囊

让我的思念化作一滴雨
轻轻的落在你的肩膀
亲吻梦想的衣裳
不知觉中已泪流两行
我知道那是我想你的地方

四月的思绪
四月的思绪
一如那些疯长的花草
不经修饰地装饰着
某个角落
旺盛而倔强
风来过
被定格在那个时光里
任这个季节的阴雨
泛起湿漉漉的回忆

□ 何海涛

人在旅途(外一首)

在我的心中，改革开放就是一条路，是
一条让我们过上幸福生活的大路。因为如
此，我们的生活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

还记得小时候，爷爷时常和我提起，他
小时候的生活是多么的艰苦，每天上学都要
翻山越岭。那时家里面如果有一块手表、一
辆自行车和一台收音机，就让别人羡慕不已
了。如果你的家庭没有这些大件，有一些故
事书也算富有了，毕竟书籍也是一种财富。
那个年代，很多家庭大人和孩子们食不果腹，
一个个过得面黄肌瘦……

改革开放以后，人们的生活渐渐好了起
来。爸爸妈妈说他们小时候可以骑着自行
车在柏油路飞奔上学去了，也能吃到各样的
美食了，家里陆续有了电视机、冰箱等家用
电器了，人们不再担心吃不饱穿不暖了。后
来，我来到了这个世间，生活就变得更好
了。爸爸妈妈经常开着小汽车，带着我四处
旅游，去领略祖国的大好河山，让我体会到
中国的山川犹如一幅幅画卷。我们在笔直
的高速公路上像快速的闪电，把快乐带到每
一个角落。如今，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
也更加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我们
要爱护环境，珍惜资源，不能铺张浪费。

我们描绘今天的生活，不只是为了回忆
昨天，而是为了迎接更加辉煌的明天。我们
少年儿童务必好好学习，将来做一个对社会
有贡献的人，才能让这条幸福之路走得更长
更远……

□黄睿婕

幸福之路

初遇栀子花，是在三十年前。外婆家
的庭院里，挨着窗，一篷绿色鲜活了日子。
总在傍晚，鸡栖于埘，我们在那墨绿中，寻
找素白的花朵。未开的苞却如绿色的果；
将开未开的，那展开的绿中，透出一丝丝
白，像极少女的衣衫。我们摘下的都是开
到七分的，养在粗瓷大碗里，绿萼白瓣，小
家碧玉的模样。

小姨大我十三岁，正是爱美的年龄，她
闭眼嗅花的陶醉，在那物质贫瘠的年代，是
幅唯美的油画。母亲对于栀子是矜持的，
她只佩戴在衬衫的第三粒扣子边，外婆只
笑嘻嘻地看，嘱咐我摘下所有快开的。小
姨不舍得，外婆说，哪里就能戴得了那么
多，花开一次不容易，怎么敢辜负了它。我
便兜着花，送给那些有女儿的人家。她们
虽是见惯了的，开门看见的那一刻，眼里的
欣喜却如见珍宝。

我就藏了私，每次送花，总将最好的留
下，偷偷的送给妞妞。妞妞大我三四岁，如
今我只记得她笑起来时弯弯的眉眼，还有
整齐洁白的牙齿。每次小姨总是鬼鬼地拿
胳膊肘捣捣母亲，母亲抿嘴笑，眼看着别
处，视作不见。那些个黄昏，散发着栀子的
香气。

时光伴着花落花开，作了尘埃的，不仅
是年少的心事。小姨嫁了，外婆去了，母亲
也已白发苍苍。那些黄昏暗香浮动，伴着月
色照着空寂的闺房。栀子冬季就偷偷做着
开花的准备，她的梦跨过春天，在夏天的唇
边，犹自自怜，羞涩的开给月光看。这些都
是我后来知道的，那长久的酝酿，短短的花
期，总让我感怀。生命里有多少需要珍惜。

女儿大了，也爱簪花。她的活泼让昏
暗的老照片着了快乐的底色。也是瓷碗，
也是清水，也是黄昏的窗边。当年送花的
孩子如今笑看着他的女儿。花是我在街头
买来的，她们绿袄白衫，清贫秀洁地并排躺
在竹篮里，竹篮上半掩着花毛巾。

“栀子花开呀开，栀子花开呀开……”
想起那首歌，关于青春。想起那个女孩，也
爱带栀子，也素白如花，在黄昏华灯未亮
时，在氤氲的香雾里，回眸一笑，隐入了时
间。

□董改正

栀子花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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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念的风吹过回忆路口
月亮沉默苦把朝霞守候

古道上行人一声叹息
荒草外垂柳屡次回眸

日升日落水岸难舍难留
潮涨潮退回忆不眠不休
青石巷咀嚼绵绵跫音
吊脚楼辨认匆匆归舟
芦花起舞编织满天离愁
渔歌缥缈多少兴亡悠悠
托鸿雁捎去厚厚祝福
经行处鲜花开满荒丘

□ 肖 艳

离别的路口

早在1957年我上初中时，就梦想有一本郑板
桥的书。因为郑板桥是清代著名的“扬州八怪”之
一。他那独具一格的书法，寄寓人格理想的兰、
竹、石，他那“咬定青山不放松”，事为人聪慧正直，

“吃亏是福”的人生谐谱，早已飞入万千百姓家。
这位康熙秀才，雍正十年举人、乾隆元年进士，乾
隆七年罢官回籍的“三绝诗书画，一官归去来”的
绝世风流人物深深烙在我的脑海里。

我的这本《郑板桥全集》（精装本）是南京大学
教授卞孝萱编辑，山东齐鲁出版社1985年6月出
版发行。1989年5月，我应《工人日报》的邀请赴山
东淄博市参加新闻研讨会时花伍圆捌角钱买的。
记得那天是5月8日吃过午饭后，我去逛书店，看见
书架上有《郑板桥全集》，便拿来翻看。见有插图、
板桥画像、行吟图一页，还有《板桥诗钞》（铲板本）
书影以及郑板桥手书卷、竹石图、对联拓本、板桥印
章等。我边看边说：“好书，我买了！”付了钱，书成
了我自己的，当晚就坐在床上便翻阅总目录、并仔
细阅读“前言”。

从淄博返回铜陵后，连续半个多月我把这本书
粗阅一遍。后又不断翻阅，成了我的“枕头书”，加之
平时阅报时，看到报纸上登载的此书没收集的有关
郑板桥的奇文趣事，我都剪下来贴在《郑板桥全集》
书页里。30多年来，我不知把这本书看了多少遍，
使我对郑板桥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原先只知道他

中进士、当县令、被罢官，是“扬州八怪”之一，是清
代著名的画家、书法家。读了这本书才知道郑板
桥横跨诗词、书法、绘画三个门类，并且融汇贯通，
是“三绝诗书画，一官归去来”的绝世风流人物；才
知道郑板桥主张“诗学三人，老瞒与焉；少陵为后，
姬旦为先”。才知道郑板桥特别推崇唐代大诗人
杜甫。他在《自序》中说：“少陵诗高绝千古，‘一首
可值千金’是《左传》是《史记》，似《庄子》《离骚》，
而六朝香艳，亦时用之以为奴隶，大哉杜诗，其无
所不包括乎！”他把杜甫当作终身学习的榜样，对
杜甫的诗情有独钟。从《郑板桥全集》中可以看到
板桥的诗与杜甫一脉相承。杜甫有“三吏”“三
别”，郑板桥有“三行”——《逃荒行》《还家行》《思
归行》。这“三行”虽是独立的篇章，但可以看作是
有密切联系的一组诗。作者当年任潍县县令时，
正值潍县遭受连年灾荒，出现“人相食，斗粟值钱
千百”的惨景。他在《逃荒行》中写的是灾民逃荒
的情景：“十日卖一儿，五日卖一妇，来日剩一身，
茫茫即长路……”灾民为了活命，只好逃荒要饭，
甚至千里迢迢闯关东。《还乡行》写有幸没有死在
逃荒路上的灾民，听说山东年景好转后重返山东
的故事。诗中写道“死者葬沙漠，生者还旧乡……
归来何所有，兀然空四墙……摘去乳下儿，抽刀割
我肠……儿啼父不寐，灯短夜何长！”《思归行》是
针对前两首所写的抒情诗，揭露了官场的腐败。

不愿与官场腐败同流合污的郑板桥产生了辞官
回籍的念头。他在诗中写道：“山东遇荒岁，牛马
先受殃。人食十之三，畜食何可量。杀畜食其肉，
畜尽人亦亡。帝心轸念之，布德回穹苍……臣也实
不材，吾君非不良……待罪已十年，素餐何久长
……去去好藏拙，满湖莼菜香。”当他60岁罢官归
里，告别潍县乡亲时，他以竹表白：“乌纱掷去不为
官，囊橐萧萧两袖寒，写取一枝清瘦竹，秋风江山作
渔竿。”从这首诗中更可看到郑板桥一生傲岸不屈，
正直耿介的人格。

细读《郑板桥全集》，你可以发现郑板桥不仅
诗写得好、词也非常漂亮。他的竹枝词有些堪与
唐代诗人刘禹锡的竹枝词比翼。郑板桥的词自道
是“少冶秦柳（指唐代诗人秦少卿、柳宗元）、中学
辛苏（宋代辛弃疾、苏东坡）。”读其词，确有阴柔刚
阳具存之美。然而就是这样的大家，却在《自序》
中说：“ 變词不足存录。……为文须千斟万酌，以
求一是，再三更改，无伤也。”从中可见板桥为文精
益求精的治学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他的小唱，是他吟史讽今的绝唱，艺术园地里
的一株奇葩。他的家书娓娓道来，亲切感人，是古
今随笔之典范。看他的书画，一种忧国忧民之情跃
然纸上。

读郑板桥的作品，先被他的精神所感动，其中
自有他的艺术魅力溢浸在作品中。《郑板桥全集》
与我相伴30年了，他随我登过名山大川，游过五
湖四海，当我心情不好时，它成了“消气散”；当我
气馁时，它成了“鼓动丸”；我退休以来，它成了我
的“养生丸”，丰富了我的退休生活。

《郑板桥全集》真是“书之药也”！

□ 殷修武

我有一本《郑板桥全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