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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学 副 刊

有时候，美，是猝不及防的。
出乎意料的，一场美景，就向你扑面而

来了。
比如。蓝天里，蓦然飘过的一片白云；

夕阳下，豁然出现的一抹晚霞；清晨里，乍然
流啭的一声锐利的鸟鸣；行路间，女孩回眸
一笑的瞬间灿烂，都会给人，带来美丽，带来
惊喜，带来一种幸福的欢愉。

而且，这样的惊喜，似乎是可遇而不可
求的；遇到了，倒是人生的一种福分。

小丹河，是一条环
城河。蜿蜿蜒蜒地流
着，跌下一个个河塘。
河塘里，有水，水很静，
很清；河岸边，有草，草
很碧，很柔。平日里，塘
水一派明净，清可鉴人。

我习惯于在早晨，沿小丹河散步，静静
地享受它的明净、清润，和祥和。它的一贯
的容颜，让我有一种老友般的感觉。

这个初秋的早晨，我又一次沿小丹河散
步。刚刚靠近小丹河，迎面，就有一阵阵的
雾气飘来，湿湿的，润润的，清凉地扑打着脸
面。放眼望去，我彻底地惊呆了：一个个相
连的河塘，水面，完全被雾气笼罩了。只是，

雾，并不浓，是一种淡青色，柔软如轻薄的绸
缎，飘逸，如人丝丝的愁绪。

我不想探究河塘水雾形成的物理原因，
我只想感受它的朦胧、飘逸之美。真的，雾，
确是美极了。那样的淡，淡出一种青色的诱
惑。像是云天深处的青碧一抹，像是女人眉
黛上的清愁一蹙。完全不似一般的雾气，呈
现粘稠的乳白色。你能清楚地看到雾气，
贴着水面，冉冉升起的仙姿。那种轻柔的
情态，感觉，就像人的皮肤，发出的轻微的

呼吸。雾气，在河面上，涌动，缠绕，然后
徐徐升起，缓缓散去。一缕一缕的，像女
人的青丝，轻柔多情的难以表述。河岸的
水草，完全浴在了雾气之中，风起，草摇，
每一株草，都成了云雾中舞动的仙子。舞
姿，亦是轻柔、舒缓的不得了，有一种缠绵
悱恻的多情韵致。雾缠草，草舞雾，雾，就
成了水草舞动的轻纱，翩跹而起的，是水的
浪漫，是大自然的神奇。

水鸟，似乎也被这青色的雾气感染了，
不断地从草丛中飞出，扑愣愣地转一圈，然
后，飘然落下。有些水鸟，飞得特别快，骤然
滑过，真如雾中闪电。留下一道明亮的影
子，让人生发不尽的遐思。鸟的叫声，似乎
也格外的欢。各种叫声，此起彼伏，仿佛那
缠绵的雾气，留贮了鸟儿清脆的鸣声，声音
缓缓荡漾开来，有余音绕梁的风致。鸟儿，
就是这场河塘青雾的精灵吧。

河岸边，有女人在浣衣，女人也浴在了
雾中了。

女人，在不停地说笑，女
人的说笑声，被雾洗过，也变
成青色的了。朗朗地传开，清
脆得刺耳。女人如花，女人，
就成了水中花，雾中花。雾中

花，朦胧着，也是美的。美的更加含蓄，更加
有韵致。女人如花花如雾，到底是女人，是
雾，还是花？有些时候，美，真的让人很难说
得清。

我面对着眼前青雾漫笼的河塘，感觉到
的，仿佛就只是一种迷离之美，一种梦幻之
美，一种让人醇酒酣畅的陶醉之美了。

我得感谢这场奇遇，这份大自然突然赠
送的生命的华丽。

□ 路来森

河塘青雾

现场惨不忍睹。
一辆小货车，侧翻在公路旁，货物散落

一地。司机被卡在驾驶室，额头鲜血直流，
他朝外挥舞着一只能动弹的手，喊着：“救命
啊！救救我！”

飞驰的黑色宝马车，在事故现场戛然而
止。司机小刘揉捏了一下太阳穴，一边掏出
手机报警，一边奔向事故车施救。

一辆警车呼啸而至。两名警察火速跑
到出事地点。

高个警察呼叫总部增援。
小个警察在和小刘交谈，了解情况。

小刘脱掉外衣，对警察说：“我喊一、二，
大家一起喊三，一齐用力。”

两名警察点头同意。
三双刚劲有力的大手，各自找准了使劲

的地方，屏着呼吸。
小刘深吸了一口气，大喊：“一！二！”

“三——”
“一！二！”
“三——”
一连数次，三人使出了吃奶的劲，也没

能撼动翻在地上的车。
小刘抺掉头上的汗水，示意警察小憩一

下。他跑到不远处，将一根碗口粗的木头扛
了过来。三人用木头终于撬起了车头，被困
的司机艰难地爬了出来。

“您是个扶危济困的好人！我代表我们
中队和伤者向您表示衷心地感谢！”小个警
察握住小刘的手感激地说。

“生命胜过一切！这是我应该做的！”小
刘说着，欲默默离开。

“等一下，您不能走！”小个警察喊住小
刘。

“还要我把伤者送到医院吗？”小刘笑
道，“我有急事，得先走了。”

“您涉嫌酒驾！”小个警察严肃地道，“我
刚才和您交谈中就闻到酒味了……”

“我真有急事！求求您看在我刚才救人
的份上……”小刘着急地哀求。

两个警察异口同声：“丁是丁卯是卯……”

□ 谭贵珍

丁是丁卯是卯（小小说）

“自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
传；自孔子以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
开。”史学家柳诒徵如此说。孔子编订《诗》
《书》《礼》《易》《乐》《春秋》，整理了古代文
化，这是赖孔子而传；形成“仁”“礼”等儒家
思想，被历代统治者奉为治国理念，形成了
后世的国家意识形态，孕育了中国的文化性
格，这是赖孔子而开。“传”“开”五千年。

春秋战国时，诸子迭出，百家争鸣，一时
星河灿烂，而长明于宇宙的，灼灼于星空的
只有孔子。儒家没有道家的幽微，没有法家
的严谨，没有墨家的实用，孔子学说因何影
响最大、最深、最远？四大文明古国的先知
思想，四者损其三，能不衰而生发的，因何只
有孔子思想？站在文化史的高度，站在烟火
世事的腹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所
以如此，是因为它一直“在人间”。

是的，在人间。孔子非不敬鬼神，非不
慕大道，非不能做形而上的哲学思考，他的
全部理想是仁政的推行，是建立一个“老者
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使万物莫不遂其
性”的礼仪之邦。孔子的《论语》，不是兵法，
亦非治国箴言，只是寻常做人做事道理，孔
子的目光，始终关注众生疾苦，始终在人
间。孔子之道，是普世之道。

孔子之道的形成，儒家开放吸纳的先天
秉性，儒家得以生生不息的原因，都与孔子
的“学道”分不开。孔子不是生而知之者，他
开阔，谦逊，善于学习。三人行，必有我师，
孔子的“老师”遍布天下，可以是古人，也可
以是今人；可以是学者，也可以是凡人。他
学习精深的大道，也学习稼穑之道，学习易
理，也学习音乐，学习草木鸟兽之名，也学习
周礼典章。他的所学无所不包。

他善学，学而思；他苦学，韦编三绝；他

博学，学无“常师”。他打开了自己，他放低
了自己，万涓细流来归，终成儒家滥觞。“朝
闻道，夕死可矣”，“道”是人间道，幸福之道，
和谐之道。他积极用世，为弘道周游列国，
历尽艰辛；道不能为世所用，便乐居而教
学。他要把自己的所学全盘托出，让弟子替
他去实现自己的理想，他相信大道必行。他
的理想实现了，他的道行于世上，对于中国
人来说，如五谷一般不可缺少。

他首开有教无类，凡是愿意学的，他都
接纳，他的学生遍布列国。他的学费低到仅
为一种仪式：一挂干肉即可。他教学首重德
育，其次才是授业和解惑。两千多年前，他
便抓住了教育的根本。他说：“其身正，不令
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德育是身教大
于言传，师德不存，师道便不存。他身体力
行，以身作则，为万世之范。他的许多做法，
如“师德养成”“因材施教”“启发式教学”“鼓
励式教学”“平等自由式教学”等，在今天依
然具有借鉴和指导意义。

因材施教是孔子创造性运用的教学
法。他认为人之禀赋不同，教育的方式便有
相应差别。子路问：“听到一个好的主张便
去做好不好？”孔子说：“有父兄在，听听他们
的建议不好吗？”冉有同样提问，孔子说：“听
到了就去做吧！”相同问题不同回答，原因在
于子路鲁莽，而冉有优柔；鲁莽的，需要暂
缓；优柔的，需要鼓励。

孔子诲人不倦，鼓励“下问”，但不是见惑就
解，也不是有问必答、一问就答。他要等他们经
过冥思苦想之后，才去点拨；等他们求解欲望达
到峰值时，才会去解答。在答疑时，他不把答案
给出，而是诱导学生，一步步走向深入。

孔子的教学，有批评，如宰予昼寝，老人
家痛心疾首：“朽木不可雕也！”但更多是鼓

励，他相信鼓励更能激发学生的动力。他说
“后生可畏”，他相信他们的成就会超过自
己。他不止一次地在学生面前夸奖颜回，说
自己不如他，说只见到他进步，从未看见他
停下学习的脚步。如今，鼓励式教学成为教
育界共识。

在教学上，孔子将学生看成了人格平等
的朋友。他不是在灌输他的思想，而是与他
们探讨。他的因材施教、鼓励、循循善诱，贯
彻在充溢着平等自由氛围的课堂上，教学相
长，如沐春风。让我们来听听孔子的那堂千
古公开课吧！

那一天，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陪孔
子闲坐。孔子微笑着说：“我比你们大一些，
别介意。你们常常说别人不了解你们，要是
了解了，你们打算做点什么呢？”

子路率尔起身，大大咧咧说了自己的理
想。孔子听完笑了。又看着冉有，让他谈一
下。冉有谨慎地说了自己的志向，孔子不
语，转头问公西华。公西华很谦逊，说自己
只想做一个参与祭祀的“司仪”。孔子依然
不做点评，看向曾皙。曾皙正在鼓瑟，听到
夫子点名，便停下，站起来，慢慢说道：“我跟
他们的志向不一样呢。”

孔子微笑道：“只是各言其志罢了，无
妨，你也说说吧！”

“暮春时节，农事完毕，五六个大人，六
七个少年，一起到沂水里游泳，在舞雩台上
吹风，唱着歌回家。”

孔子长叹一声说：“我赞同曾皙的想法
呀！”

“您为什么笑子路呢？”
“治国以礼，他不够谦虚。”
“那么，冉有、公西华呢？”
“他们都很谦虚。如果公西华只能做小

相，谁能做大相呢？”
孔子笑吟吟地看着曾皙。繁密的树叶

筛下一地碎金，漾漾于孔子苍老而又慈祥的
脸上，他的目光穿透岁月，慈悲而智慧。他
的身前，逝者如斯，中华文化却花团锦簇，琅
琅的吟诵声，回荡于如画江山之间。

□ 董改正

“师道宗师”炼成记

美学家朱光潜用六个字来表现男性美：“骏
马、秋风、冀北。”也就是说男性之美在于像骏马
一样一往无前，像秋风一样刚劲利索，像冀北一
样坦荡无私。因为我出生于秋天，很自然就把
对秋天的敬仰视为一种典范性的雄性美——以
至于多年之前，我的儿子在夏天出生的时候，我
很用心地为他取了一个名子叫“逸秋”。

秋天在泰戈尔的笔下也有另一种成熟美：
“一个人的青春时期一过，就会出现像秋天一样
优美的成熟时期。这时，生命的果实像熟稻子
似的在美丽的平静的气氛中等待收获。”我对一
位研究心理学的朋友轻声低语这句话时，他一
脸幸福地对我说：“秋天是一个丰富的季节，我
们应该为秋天鼓掌！”我听了惊愕又疑惑。

朋友更加意味深长了，他说看过一位小学
生的一篇作文，题名叫《为秋天鼓掌》。在这篇
作文中他听到了一个童稚心灵的热情诉说：秋
天的风声是孩子惊奇的发现，枝丫折断的声音
是孩子渴望的快乐，还有潇潇落叶之声是孩子
憧憬的风景。在孩子眼里有春华秋实，也有了
大雁南去、山菊花开、稻香万里……孩子因秋天
的丰富而鼓掌，也因秋天的色彩而鼓掌，更因秋
天成熟的生命力而鼓掌。

朋友还说，意味深长的秋天真可谓多姿多
彩，有人从秋声听到了悲欢离合，可是也有人从
秋色中体察到激情澎湃的生命风光。他说成熟
的秋天意味着许多生命历程的光荣结束，同时
也宣布了另一个生命轮回栩栩如生的开始。他
还高吟刘禹锡的一首诗：“自古逢秋悲寂寥，我
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吟诗情到
碧宵。”

朋友的浪漫诉说点燃了萦绕我心头的诗情
画意，于是我对朋友侃侃而谈：屈原的“袅袅兮
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开创了中国古典浪漫
写秋诗情的先河，以至于几千年来许多文人墨
客也脱不了这种悲秋情怀。可以说杜甫是写秋
之悲的辉煌使者：“无边落木潇潇下，不尽长江
滚滚来。”然而另一位唐代的诗坛英杰王勃把秋
写到了空前绝后的境界：“落霞与孤骛齐飞，秋
水共长天一色。”

他听了喜悦之情爬上眉头，他说秋天是一
个零落的季节，更是一个花好月圆的时光。我
们感受凄风苦苦雨，也可以感受硕果累累；我们
感受万木枯荣，也可以感受“月光婵娟”；我们感
受沃野蛮荒，也可以感受嫦娥奔月、吴刚豪饮桂
花酒、月宫奔跑的欢乐白兔……因而说，秋天是
一个自然的风情之地，也是人类心灵关注的纷
繁世界。

我沉默不语，朋友继续说，对于秋天的记忆
和感悟，我们要多给它一些心灵的掌声，才可以
获取美丽和收成。其实在“悲与喜”之间也只需
要那么一点心灵的掌声，我们面对的秋天就会
大放光彩了——为秋天鼓掌，这是一种必须和
虔诚，只有心怀感激才会拥有希望，只有热情鼓
掌才能看见风景。

□ 鲍安顺

为秋天鼓掌

今年 9 月 9 日是毛泽东主席逝世 43 周年纪念
日。中央电视台、光明网等媒体纷纷撰文纪念。在9
月这个特殊时期，再读《走进毛泽东》这本书，感悟尤
深。

他是一个大地的儿子，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
以铲除所有不平等让社会进入新时代为毕生的使
命。他借助自己的智慧与集体的力量，使一个病入
膏肓的民族起死回生。他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一思
想武器，使之与中国实践相结合，丰富并发展它们，
融合成为人类思想财富的一部分。毛泽东，这个伟
大的名字，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走进毛泽东，这
一已故伟人身上蕴含的不屈不挠的精神、蓬勃向上
的力量，无疑，会成为后人前行的一缕亮光。斯人已
逝，他留给这个世界的光芒，不曾磨灭，在新时期愈
发生辉。

走进毛泽东，才知道，90多年前，他领导的那场
社会变革，为这个世界上最古老最庞杂的国家恢复
了独立，赢得了尊严。稍稍有点现代史常识的人都
知道，整个旧中国时代是怎么的衰败与混乱，腐朽与
落后。正如孙中山晚年遗憾的叹息：“像一盘散
沙……”——毛泽东，就在这种情况下领导与带领第
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历经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统一
了国家。其间，几十年的战争生涯，使得他的家人中
四分之三的人以身许国。他的家庭、他的个人的经
历里，包含了多少中国革命可歌可泣的故事。正是
这一伟人的不屈不挠，正是他带领下的中国共产党
人的奋勇前行，才缔造出了一个崭新的天地，进而又
以其卓越的民族精神恢复起中国人民在世界上的伟
岸形象。

走进毛泽东，才知道他和他领导的人民政府，在
满目疮痍的旧社会基础上，在1949年以后全新的中
国大地，让世代贫寒的人民拥有了政治，经济，科教
文卫诸多领域的应有权利。走进毛泽东，才深知他
和第一代共产党人的努力促使中国这块版图上纷纭
多彩的56个民族的向心力，凝聚力，团结到前所未有
的高度。

走进了毛泽东，才深知这位来自中国最底层社会
的农民运动组织者，革命家，思想家，军事家，同时又
是一位赋予马克思主义新的“中国精神”的哲学家。
他坚持倡导的理论联系实际，一切权利归人民，“人
民万岁”的一系列思想与作风，作为丰富的“毛泽东
思想”，加上后来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汇入人类思想的宝库中。

中国古代的哲人孔子，政治军事上颇有建树的成
吉思汗，也曾名扬欧洲，名扬世界。但是，但都是一
个单层次、单角度的见著。毛泽东，他是“第一位以
朴素而直率的语言，同世界讨论中国切身利益的中
国人。”他的“百折不回的英雄主义气概，自力更生的
决心，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则是伟大的中
国精神的“人格化身”！

□ 江心远

伟大的中国精神

当空气中的寒意渐渐的浓烈，当金黄的落
叶铺满地面的时候，深秋已经翩然而至了。走
进小区的公园，一阵不期而遇的秋风带来了冷
意，也让浓浓的秋意在指尖流淌，蓦然间空气中
却带着香醇的气息，抬眼望去，那一簇簇黄色的
花蕊迎风飘摇着，让人感到菊香一片。

秋高气爽时节，和菊花近距离接触，实在是
一种享受。秋日的满地落叶，往往带来的是萧
条、冷落的景象。而菊花确是秋日的精灵，穿越
了秋日的风霜，带着淡淡的花香，给秋日增添了
几许婉约，几许浪漫。那丝丝的菊香，虽然淡淡
地、淡淡地飘散，却沁人心脾，让人陶醉。漫步
在小区公园，满眼都是菊花的绽放。菊花的品
种繁多，一朵朵挨在一起，各有各的特色。它们
或者低头遐思，或者抬头仰望，有怒放的，也有
含苞的，在风中摇摆舞蹈，看得人都眼花缭乱。
菊花的颜色多数是金黄色的，少数红色、紫色点
缀在黄色之中，色彩不一，花式不同，深深浅浅
的，展示着优美的身姿。

菊花不张扬，只用清香飘散在秋日里，就把
秋也变得多彩多姿，让人沉醉不已。当我漫步
菊花旁，也不由自主地感受到陶渊明的：“采菊
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意境了。在这个深秋
里，我多想远离世俗，做个潇洒、悠然的世外桃
源人。

记得小学时候，和爸爸在院中的大花池里
栽花。我说菊花不好看，不想在那费力地去填
土、栽培。但爸爸说：“花中只有菊花最容易栽
培，它不需要多少肥料和养分，不需要你精心地
去护理。折下一枝菊花随便插入土中，就能生
根发芽，茁壮成长了。”现在想想，确实如此，菊
花虽然没有玫瑰的娇艳，没有牡丹的富贵，却用
朴实大气的魅力征服着整个秋日。深秋刚到，
其他的花儿都凋谢了，只有菊花依然傲然怒
放。而且秋风吹的越响，寒霜越是浓烈，菊花开
得越繁茂和艳丽。“秋来谁为韶华主，总领群芳
是菊花”，这话不无道理。身在菊花簇拥下，你
才能感受到菊花的魅力，秋日的绚烂。

当我款款走向菊花遍地的秋天时，好像走
向彩色的世界里，秋日也愈发的美丽了。一阵
秋风吹来，带着菊花的暗香而过，在菊花飘香的
日子里，在这深秋的时光里，在漫天飞雪到来之
前，就让我们沉醉在菊花的芬芳里吧。

在秋日的菊香里，以菊花酿酒，邀深秋的落
日共饮，醉了，便逍遥成周庄梦中的蝴蝶，飞到
遥远的家乡，和亲人一起沐浴菊香一片。

□ 金 惠

在秋日的菊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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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小雨微歇的清晨，我来到了江南廊桥畔。它
的静美，它的寂寥，它的沧桑，似乎都凝结在那里，只等
我来。

江南廊桥，人称虹桥，有漂亮的桥顶，可以为人们遮
阳避雨。亭台楼阁也都在这座风雨廊桥上得以体现。
你第一眼看到它，首先就是一种静。粗壮的树木苍天蔽
日，古老的廊桥如一道虹，凌架于水波之上，波光涟漪
着，似乎桥也在低头看着自己的倒影。你看那倒影中有
桥，有悠悠飘荡的水草，还有一枚枚圆圆的浮萍。廊桥
如一幅淡雅的水墨画一般，充满了古典的韵味。此时，
廊桥上没有行人，只听得鸟儿叽喳。

你轻轻地走在桥上，随着脚步的“踢踏”声，廊桥之
美更加淋漓尽致。廊桥上的亭台有些斑驳了，默默地诉
说着岁月的沧桑，那仿佛是一首深沉而凝重的歌谣，需
要美人至此，缓缓地吟唱。而与之相对的是桥檐两侧高
高挂起的鲜红的灯笼，似乎给淡雅的画卷，渲染了几抹
朱红浅金。飞檐处的翘角雕工精致，层层覆盖，线条流
畅，古朴而飘逸，仿佛一把伞微微敞开。

赏廊桥宜细雨霏霏时，桥外碧波澄澈，不远处田野
芳菲。此时，你站在廊桥上，便可将伞收拢，安然地坐在
美人靠上。小雨无声无息地滋润着田地。想来，古时的
人们，该在这个时节在廊桥上雨读吧。手捧一本书，身
畔一杯茶，书香，茶香，麦香，混合在一起，在内心中也会
散发着香气。待到晴天时，扛上锄头去劳作，正午时分
也可以来廊桥小坐。廊桥已然成为人们的精神家园。

因此，廊桥就像个饱读诗书，又阅人无数的老者。
在他的心里，有太多的世事沧桑，那些从这里走过的人，
发生的事，那些大大小小的情，似乎都波澜不惊，一笑而
过。岁月就像个魔法师，可以给人一切答案，而廊桥就
默默地记忆着这一切。

赏廊桥宜月。月朗星稀，水波连连。此时，你站在
廊桥下看风景，而廊桥上的人也在看你。目光交汇处，
月光如水。这时节，阿哥会唱起那首动人的情歌吗？歌
声嘹亮，婉转如天籁。我静静地听，微微地笑，我们的情
谊，早已在这里地老天荒。月光如银，如纱，笼罩着水边
的廊桥，那如梦如幻的风景，是我们关于爱情的最美注
脚。是的，我们的爱，就如这廊桥下的水波，表现上波澜
不惊，内心中却磅礴如海。

赏廊桥宜夕阳。夕阳给廊桥披上了一件柔和美丽
的桔色衣裳。此时，廊桥显得那么温润，快乐。是的，你
看廊桥上，人们熙熙攘攘地走过，干脆有人在廊桥上摆
起了小摊子，此时的廊桥是最热闹的。廊桥上雕花的窗
棂里，呈现着如碎金般的夕阳，似乎还传来姑娘朗朗的
笑声。

走过漂亮的廊桥，似乎最浪漫的事。我们都喜欢婉
约之美，它凝结着岁月的沧桑，似乎寥寥几笔，就可以勾
勒出浓淡相宜，典雅飘逸的画卷。那水波处就是画的旁
白，只等你写下只言片语。我们坐在那里，看野鸭竞飞，
看水草飘摇。

江南廊桥，充满诗意，散发着浪漫的情怀……

□ 王南海

江南廊桥

铜
官
山

铜
官
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