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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学 副 刊

登骊山
不能与黄山比峻奇，不能与桂林山

水比秀美，也不能与泰山比雄伟……天
下值得登临的大山，太多太多了。引领
我来登临的，因为你是一座奇山，有过
很多荒诞与艳绮的故事。

你是历史的册页，立体地书写在山
上。

最有名的莫过于烽火戏诸侯。美
人褒姒从不笑，美人一笑太迷人，周幽
王以江山为代价，来搏取片刻的欢
愉。呵，此山还余烽火台，只是不见战
马嘶。

而“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
枝来”，也不过是搏取宠爱的美人的欢
颜。真是“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
在一身”，终于引得“渔阳鼙鼓动地
来”。与周幽王不同的是，唐玄宗曾是
一位有为英主，曾创造了唐代的“开元
盛世”。

在杨柳依依的华清池畔，在杨妃半
裸的白色雕像前，在当年“春寒赐浴华
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的地方，导游绘
声绘地讲述着李杨二人的不伦之恋，其
细节的不堪，在游客中引发一番笑谈。

而我的步履是沉重的，在这些历史
事件的背后，不只是皇家的悲欢，还有
多少百姓的血与泪呵！

兵马俑
都说秦兵是“虎狼之师”，可我分明

从他们的面孔中，看到三秦子弟的纯朴
与憝厚。是什么使他们成为虎和狼，用
多少他人的血和自己的血，实现了始皇
帝席卷天下、包举宇内之雄心。

坑内整齐的战阵，仿佛一声令下，
顿时会呼啸奔涌，车马辚辚，兵戈相击
……

你们是一粒尘埃，你们创造了历
史。

你们伟大，也渺小；有名，也无名。
导游说，每一位来此的游客，都会

在兵俑中找到与自己面孔相同者。墙
上的图片，有示例，果然！我突然不寒
而栗，呵，在这些众多的兵俑中，哪一位
是我呢？哪一位，呵，哪一位，会是我的
前身？

我死于征伐六国的战场，还是死于
修筑万里长城？死于构建工程浩大的
始皇陵，还是死于陈胜吴广砸过来的锄
头？或者，是秦始皇陵中的殉葬者？

其实，都是始皇帝的殉葬者！
我的目光漫略过兵俑们的头颅，我

不想仔细辨认我的前身。
西安明城墙

十三朝古都，厚实的城墙，倾圮了
多少回，又修复了多少次？什么都不存
在了，只留下了明城墙。呵，这是永乐
门，是李自成兵马杀入的地方；而后，护
城河、吊桥、箭楼，没能阻挡住清军的铁
骑。故国千古往事如烟，如今只遗下这
堵厚厚的城墙。游人们在城墙上嬉戏、
游乐，早已忘了这里上下左右，曾是兵
士们厮杀的地方。只是历史的风和雨，
将遍地血迹洗净了。

皇家要圈住土地。皇家将天下分
割，建筑城池，封王封侯。守住一块块
城池，就守住了家天下。所以才有这么
坚固厚实的城墙，所以才有这么历史悠
久的城池。都想自己的城池更大一些，
都想将别人的城池揽入自己的版图，都
想占据皇宫所在的天下最大的城池。
于是就攻打城池，于是就修筑城池，百

姓们在祖祖辈辈生活的土地上，为皇家
掠夺的土地流血流汗。十三朝呵十三
朝，反复的争夺易手与改朝换代，换来
如今一堵残垣断壁。

血腥的历史终于翻过去了，如今残
留的城池成了风景区。

此刻，我迎风站立在古城楼上，现
代崛起的城市正在突破有形无形的
城墙，而立交桥和高速公路正伸向远
方，正将大地的一切紧密地联系在一
起……

壶口瀑布
“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抗

日战争时期，激发诗人光未然灵感的景
象，今天依然呈现在我的面前。

从西边遥远的天际，滚滚黄河水汹
涌而来。三四百米宽的河床，至此而突
然收窄，下降，河水突进五十米宽的峡
沟。

跌落，飞溅，奔腾，穿越……
侧耳听，黄河边，马鸣风萧萧。这

是诗人在战争年代所亲身经历的伟大
景象，是中华民族处在最危险的时刻抗
日军民浴血战斗的写照。

自然之理就是这样：狭窄就要扩
展，跌落定会腾跃，挤压绝意冲出。

社会演进之理不亦如此吗？太过
于平坦的河床，或有渔舟唱晚的诗意，
然而绝没有冲决一切的力量。九曲十
八弯，浊浪高于天，声震三百里，一泄三
千地。这是黄河的形象，也是一种象
征。

我在渐渐靠近峡沟，震耳欲聋的轰

鸣声中，缤纷的飞沫溅了一脸。不顾导
游的一再警告，我还是在努力靠近它，
去体验一种宏伟的气势。我不怕跌落
进滚滚黄河，我想成为汹涌浪中的一粒
砂。

回延安
我不是红军长征进入陕北那疲惫

褴褛队伍里的一员；也不是向往进步与
光明从西安投奔而来跋山涉水向延安
行进的进步青年中的一员。但我在中
学的课本里读过诗人贺敬之的《回延
安》：“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
塔山。”从此，延安作为革命圣地，就在
我心里扎下了根，留下了影像。这次来
到延安，从精神的意义上说，可不是重
回延安吗？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来寻根，来
寻找共产党人的初心。仰望宝塔山，俯
看延河水，从枣园走到王家坪……找到
了吗？我找到了！

那时陕甘宁边区政府选举议员，不
识字的农民手里捏着豆子，给认可的候
选人碗里投放豆子，一粒豆子就是一张
选票，我从那一声脆响里找到了；

面对敌人的军事包围与经济封锁，
为了减轻当地老百姓的负担，三五九旅
开赴南泥湾开荒种地，自力更生，丰衣
足食，我在战士们那高高举起的镢头上
找到了；

普通战士张思德挖炭窑牺牲了。
在追悼会上，毛泽东作了著名的《为人
民服务》的讲话，珍惜一个普通人的生
命，肯定一个普通人的价值，阐述了我
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我从伟人湖南口
音里找到了。

让人民作主，为人民服务，使人民
幸福，这就是我们的初心呵！

我凝视巍巍宝塔山，山上的那座宝
塔呵，仍在放射恒久的光芒。

□ 吕达余

三秦大地情思

一粒石子，微不足道，毫不起眼，
更不会有谁能把它挂在嘴上，放在心
中，似乎，它是个可有可无的东西。
难道，它真的一文不值，无足轻重吗？

不是的，它既然降临于大地，展
现在世间，自有它存在的原因，更有
它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千里长堤，铜墙铁壁，固若金汤，
牢不可破，若从中抽走一粒石子，后
果会怎么样呢？

有句话说得好：千里长堤，溃于
一蚁之穴。意思浅显易懂，是说，坚
固厚重的长堤也会因为一个蚂蚁洞
穴的存在，最终一溃千里，一败涂地。

石子如此，高级的我们又怎能不
更如此？

记得看过一篇文章，名叫《最重
要的一课》。该文作者在上护理学校

的第二个月，教授出了一道测试题：
“打扫学校卫生的那个妇女叫什么名
字？”作者想：“这一定是个玩笑，我见
过那个女人好几次。她 50 多岁，很
高，有着深黑色的头发，但我怎么知
道她的名字呢？”于是作者把这道题
空着交了卷。在这节课快要结束的
时候，有一个学生问老师这道题是否
要算进测验的分数。教授回答：“这
是肯定的。在你的一生中，你会遇到
许多人，所有的人都是最重要的，他
们都值得你注意和关心，即使你所做
的只是微笑和说一声‘你好’。”

这个故事，无异于一把铁锤，重
重地击打在了我的心坎上，让我如梦
方醒，让我大悟彻悟，让我不由地重
新审视反思自己。

看守小区东门的那个中年男子，

脸大，呈古铜色，个头较高，说话瓮声
瓮气，不管见了谁，总是面带喜色，给
人一种平易近人的感觉。见他最多
的时候，他都在打扫小区内的卫生，
不慌不忙，一丝不苟，认真扎实。即使
看见了，我也不会放在心上，看过后很
快就会忘记。当看了那篇文章后，我
暗自悲叹愧悔：我错了！我错了！

毋庸置疑，他是重要的。你想，
没了他的看守，外人进入小区不如入
无人之境？没了他打扫卫生，小区那
还能干净整洁？没了他的存在，那小
区还能温馨宜人？我怀着愧疚的心
情，急急地去问候那看门男子。他很
开心，很激动，立马打开了话匣子。

一个人的一生里，不会是一个人
踽踽独行，除了亲人朋友外，总会有
好多人主动或被动地入你的视线，进
你的内心。那么，千万别忽略轻视，
甚至忘记他们，请记住了，他们每个
人都是最重要的，因为他们给了你陪
伴，温暖，关爱，激励，警醒，鞭策，是
你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人。

□ 葛松岭

每一个人都是最重要的

自打今年2月拿到汽车驾驶执
照以后，我就天天琢磨着买车的事，
可谓情不自禁，心向往之。

正好，手机上有“今日头条”，里
面不时推介一些车辆信息，不能浪费
了大好资源，有事没事我就翻看这些
车辆信息，逐渐知晓了一些汽车知
识：什么日系车、德系车、美系车、国
产车，什么发动机、底盘、车身、电器，
什么车长、车宽、车高、轴距，以及国
际国内著名汽车品牌的标识等。

百度真是个好帮手。在掌握了
简单的汽车知识基础上，我又通过百
度搜索，对汽车知识有了更深入的了
解。比如：那一类车轻巧灵活油耗
低，那一类车力大厚重油耗高，那一
类车适合在城市跑，那一类车适合在
野外跑。哪些车是“百年老字号”，哪
些车是“后起之秀”，哪些车是中外合
资品牌，哪些车是自主创新品牌。总

之，对于车辆知识，我算是从一鳞半
爪，到基本了解。

我经常想：别人买车或许源于一念
之间，或亲朋好友的推荐，我却慎之又
慎，反复比较。毕竟，对一个普通工薪
阶层而言，买车是家庭的大事，还是慎
重一点好。为此，我向多位买过车的朋
友“请教”。他们各执一词，有的主张日
系车，说日系车皮实耐用省油；有的推
介德系车，认为德系车价位油耗安全都
很“大众”；有的力挺自主创新的国产
车。让我云里雾里难下决心。

纸上得来终觉浅。从4月份开
始，我们一家人就经常利用周末休息
时间，到本市两大汽车专营市场“实
地考察”。在“考察”过程中，我们可
谓不厌其烦，先看日系合资车，看完
一汽、再看广汽的轿车，多次试驾，非
常满意，关键时刻女儿“突发奇想”，
提出最好买一辆SUV。于是，我们

一家人又改变“口味”，专心致志的寻
找SUV车型。在某汽车市场，我们
看完并试驾某款日系SUV，第一次
看完，待第二次准备动手购买时，发
现同一款车，前后两位营销员的报价
相差一万元左右，而且丝毫没有讨价
还价的余地，深感汽车市场的“水”太
深，只好“忍痛”放弃。

我们进而转向本市另一汽车市
场。在该市场，我们先后到过多家国
产汽车专营店，可以说，这些个国产车
专营店，营销人员态度都十分谦恭，每
次看过以后，不断能接到这些营销人
员的回访电话。在与某专营店洽谈
中，该店开出了许多优惠条件，赠品颇
多，甚至还要赠送加油卡什么的。经
常购物的人都有一条经验：条件越优
惠，心里越不安。到了最后时刻，情况
发生了“逆转”。我的意愿一直是想买
一辆国产车，但妻子和女儿更希望购
买合资汽车，最终“少数服从多数”，我
们选购了某款中韩合资生产的SUV。

从今年3月份酝酿买车，到7月
底成功购车，历时近5个月，终于梦
想成真。

□ 王征社

买车记

几场秋雨过去，荷塘里的“仙女”们好
像一夜之间都飞回了“天宫”，粉红的纱衣
没有了，留下满池绿的、褐的残荷，却并不
苍凉，而是别有深韵与意境。

残荷之韵，不在昔日藕叶绿肥、蕊丰
瓣润，而在于它所展示的满池残梗，和生
命凛冽的本色如此相像：繁华褪去，裸露
真我，却交错穿插纵横捭阖如同人一生走
过的沧桑，回望往昔，滋味自在心中。

吴冠中先生一生画过许多荷，其中一
幅画于2007年的《残荷》让人耳目一凛：
纵横交错的残梗及枯萎的莲蓬，横陈一
池，而如果武断地理解为他表达萧索凄清
那就大错特错了。吴先生是这样说的：

“中国传统绘画中的荷花卷轴汗牛充栋，
但那些程式化了的荷图并不令我激动。
而荷塘中大块小块叶片之交错，曲线直线
穿插之繁杂，连倒影也已被包围进叶丛
中，难分水上水下，似乎我只是叶底的昆
虫，迷途于花叶的迷宫。”他把自己当做了
叶底畅游畅想的快乐昆虫，哪里有半点悲
伤萧索的影子！

另一幅《残荷新柳》就更有意思：尽管
残荷了然无趣的样子，却有新的柳芽青绿
鹅黄点缀其中，让人眼前一亮，立即“看
到”隐藏这枯萎背后的姹紫嫣红。人生当
如此，萧索背后看生机，于宁静中看红尘，
于红尘中得以静心遐思或悠然自得于世
外，这难道不是禅悟的境界吗？

再看张大千先生的晚年巨著《残荷》
非但没有残败凋索之意，相反还堪称“生
机盎然”：荷叶长势后劲充沛，两片残存的
红荷花瓣垂挂茎端，似那即使退场也要含
笑回首一笑的舞娘，于浓淡相宜的墨色晕
染中，不难看出往日的蓬勃葳蕤。

大师的内心世界从来都燃烧着炽烈
的艺术之火，细细研读会发现：极少有艺
术家的作品会纯粹表现绝望、死亡，它背
后一定蕴含着一种呐喊与力量。这热情
是对于生活深情的拥抱，是醉，是爱，让
世人明了：一个聪灵、彻悟、宽广、纯净的
人心境里是没有长久的悲观绝望与黑暗
的，他能于黑暗中追溯光明，能于悲伤中
渐渐挺立，能于绝望中再次崛起并更加
强大。

□ 张 叶

秋日品荷

走在家乡林荫小道上，看到片片
银杏叶被浓浓寒意染成金黄，在灿灿
暖阳的映照下，金扇满树，黄叶铺地，
整个村落变成了一片金色的海洋，仿
佛进入了一个金色的童话世界，格外
的美不胜收，让人心头平添了几许宁
静和柔和。

我放慢自己的脚步，注视着这耀
眼的灿烂。银杏树体典雅，躯干挺
拔，苍劲倔傲，蔚为雄奇壮丽。时节
已进入秋末初冬，那形状似小伞的银
杏树叶也逐渐由绿变黄，黄透了的叶
子在北风吹拂下，悠然地在空中划出
几条弧线后簌簌飘落，它们像蝴蝶飞
舞，又像火焰跳跃，一层层地铺满地
面，给故乡大地涂上了一笔炽热的温
暖色调，呈现一派树上树下灿若黄金
的靓丽世界。

银杏又名白果，四月开花，十月成
熟，是我国特有的长寿观赏树，也是古
代孑遗类植物在地球上存活的唯一品
种，有植物中的“活化石”之称。它的
生命力极强，但生长极为缓慢，自然条
件下从栽种到结银杏果要二十多年，
四十年后才能大量结果，因此，在我们
家乡又称它为“公孙树”，公公种下树，
到孙子那代才能吃上果实呢。种树的
先辈，播下的是汗水浸透的祝福，采果
的后人，收获的是勤勉耕耘的感动。
祖祖辈辈的薪火相传，让银杏在大地
生生不息、枝繁叶茂。

家乡人特别钟爱银杏，房前屋后，
田塘河边到处都有它们的身影。每逢
春夏，银杏树上郁郁葱葱，婆娑翠绿；
到了深秋，满树全身飘逸耀目金黄，云
蒸霞蔚，白果累累，子孙满堂；到了冬
天，玉骨琼枝，遒劲飞扬，凸显岁月沧
桑。秋冬时节是家乡最为迷人的季
节，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乡亲们
在一棵棵金黄色的银杏树下铺上张张
垫布，用长竹竿敲打树枝，随之银杏伴
着落叶簌簌落下，累累的金果，无不让

大家心生欣喜。
特别是村口那株人称“老寿星”的

古银杏树，距今有上百年的历史，人们
对它更是喜爱有加。这棵银杏树枝繁
叶茂，冠大荫浓，还弥漫着淡淡的芬
芳，其笔直的树干中间伸出几条有力
的“臂膀”将密密的树叶撑开，像一把
巨大的伞，谓为壮观。银杏树下，孩子
们打闹嬉戏；大人们悠闲地坐在银杏
树下休息，拉着家常。银杏浑身是宝，
银杏果和银杏叶都可食用或入药，经
济价值相当高，剥出里面白白硬硬的
银杏果晒干卖钱，乡亲们通过它发家
致富。

天下银杏第一树，满树尽带黄金
色。李清照写银杏叶：“谁怜流落江湖
上，玉骨冰肌未肯枯。”郭沫若先生也
喜爱银杏树，盛赞它是中国人文的有
生命的纪念塔，是东方的圣者，是中国
的国树。他在著名的散文《银杏》中这
样写道：“你的株干是多么的端直，你
的枝条是多么的蓬勃，你那折扇形的
叶片是多么的青翠，多么的莹洁，多么
的精巧呀！我是喜欢你，是因为你美、
你真、你善……”

碧云天，黄叶地。放眼望去，淡蓝
色的天空下，那数不清的银杏树，黄得
透彻的银杏叶，撒下了遍地的金黄，犹
如铺了一层厚厚的黄金地毯，金灿灿的
令人满目生辉，仿佛心底也涌动起阵阵
暖流。我拾起其中的几片细看，小巧的
银杏叶就像一把玲珑小扇，摸起来感觉
有如丝绸般的润滑，用鼻子一闻，还有
一股清新的香味。带回家，顺手夹进书
本里，定格一份秋冬的金色回忆。

银杏黄了，冬天快了。踩着一地
的灿烂金黄，牵着爱人的手相互依偎
着款款前行，亦是一番温馨浪漫。我
非常感谢这美妙的银杏树，它让我无
论走到哪里，只要看见那抹灿烂的金
黄，即使再灰暗阴沉的心灵也会马上
衍射出温暖迷人的阳光。

□ 钟 芳

霜染故乡银杏黄

露结为霜
敲开
秋的最后一道门坎
一树的枫红
便是大地
最深情的吟唱

菊花开了
绵延着岁月的足迹
凋零的草木
即便是消亡

终是坦坦荡荡

守于一隅
在冰雪来临之前
把心情
作一次转换
写一首诗
低声吟唱
任最后一抹秋阳
映照平天湖畔

□ 王莉娜

霜降

霜染秋叶霜染秋叶 郑金仔郑金仔 摄摄

晚饭后，收拾干净的餐桌上，整齐
摆放着华为、酷派和 OPPO 三部手
机。三部手的主人分别是我、妻子和
女儿，“维护网络安全从家庭做起。所
以，咱们家在今晚进行新一轮家庭‘清
群’行动，首先请OPPO机主点击自己
的微信通讯录接受检查。”妻子的语气
十分坚定。

“虽说我现在上高中了，但我还是
属于未成年哎，各方面都要受到保护
的，你们做家长的可不能以权谋私
啊。”一听说要拿自己开刀，女儿忙不
迭地为自己辩解，尽管女儿有一百个
不乐意，但终究因势单力薄而无条件
接受检查。清查完女儿和我的手机，
以身作则的妻子，也当众“过堂”一遍
自己的微信群。

令我感到奇怪的是，和我一样同
属普通老百姓的妻子，咋会关注起网
络安全的话题呢？而且她还把自己单
位里开展的网络安全教育活动，潜移
默化地在家庭贯彻实施。国庆前夕，她
快刀斩乱麻似的开展了首轮家庭微信
清群行动。由于我的“强强联手”，在这
次“清群”行动中，妻子可谓是首战告
捷：女儿被无条件答应周一至周五晚上
手机摆客厅、平常不允许随意抖音、不
允许在网络评论区“闲言碎语”。我的

“损失”更大：不仅好几个微信群和公众
号被妻子删除了，还竟然顺带手拉黑我
的好几个异性网友，并且一语双关地说
道：“维护网络安全需要未雨绸缪，更需
要防患未然。”

“你未雨绸缪，也不能删除我微信

网友啊，而且还专挑异性网友踢。”“这
都看不出来？那是老妈在担心你沉于
迷异性网聊呢！”面对我的诉苦，还没
等妻子开口，女儿抢先说道：“现在有
很多貌似网络小美女，不是兜售商品
就是交友聊天，而且专门找大叔下
手！”女儿的一番话非但没有引起妻子
的反驳，她还有头有尾地说起自己单
位前一段时间，一位男同事因为上传
一段网络相册，招来五湖四海的围观
者，其中就有一位自称是南方的年轻
女子，非常热情地添加了彼此微信号，
还频频向这位男同事私发自称是自己
本人的美人照。几天之后，这位百般
温情的女子在微信里哭诉自己正在遭
受一场生活疾苦，希望得到男同事的
帮助。妻子直言不讳地说道：“这分明
是‘美人照’的骗术。”

今晚的“清群”行动，我还是有所
防备的，趁着妻子进行“政治教育”环
节，我悄悄将微信里新添加的好友备
注成同事的名字，但还是没能逃脱妻
子的火眼金睛，于是只能眼巴巴的又
一次“损失”几位网络知己。轮到清查
OPPO机主了。很快恢复一副理直气
壮的我，再一次成功“协助”妻子清查
女儿的微信。

因为我也是早就不能容忍女儿肆
无忌惮的玩手机习惯了，但又一直苦于
没有适合的机会和更好的办法。想当初
妻子之所以要如此坚持家庭“清群”行
动，之所以要如此关注网络安全，原来她
是想借助网络安全的“大背景”，遏制“手
机控”的女儿，震慑爱聊微信的我。

□ 汪为琳

我家的“清群”行动

这家的男人原来是开出租车的，一
次发生车祸，造成车毁人伤，从此只能
与残疾人坐的手推车为伴，还有一个读
中学的女儿，为人支撑这个摇摇欲坠的
家庭，就想在街头摆个炒菜摊。

女人除了会做一手土菜，也不会什
么手艺，也没有什么资金作本钱，开始
有人劝她：“街上饭店、小炒店林立，你
炒的那些辣椒萝卜青菜豆腐，会卖得
出去？”女人受到启发，就想弄点新鲜
的东西作点缀。女人会做布鞋时，喜
欢在鞋面上绣花，我何不在每盘菜上
也弄点花？这样不是色香味具全。弄
什么既能食用又能观赏的花好呢？这
时，他看到了堆在一角的萝卜，就雕萝
卜花吧。

她买了一把雕花刀，开始时手笨，
慢慢地就雕顺手了，一根根白萝卜红萝

卜在她手下开出牡丹、百合、杜鹃、莲花
等各种花朵。

就这样，女人的炒菜摊在水南街头
开摊了，她每卖一盘菜就在菜盘里放上
一朵小小的萝卜花，并且因菜价合理，
卖的都是大众菜，来买菜的大都是工薪
族、农民工、老师、学生。炒菜摊一开摊
就很火爆。

女人的炒菜摊成了小城的一道独
特的风景，后来，她把女儿送上了大学，
还在城里买了一套房，又在水南街开起
一家农家菜馆，生意依然火红。有人问
她：“你做这个生意有什么秘诀？”女人
想了想说：“我也是普通女人，做普通
菜，面向普通人，就像我的萝卜花，遍地
盛开，那才是幸福的花。”

生活有时避不了苦难，但生活的土
壤也总是盛开幸福的花朵。

□ 宁江炳

幸福花儿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