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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 刊

大 观 希望的田野
摄影 王泽民

时光匆匆，不知不觉间已经过
了“天命”之年。回望风雨人生路，
虽没世俗的精彩与辉煌，但欣喜的
是灵魂既从未被亵渎，也未被丢
失，仍然一直朝着正直、忠厚、纯
粹、勤勉、向善、向上、仁爱、孝悌、
责任、担当等正确方向行走；虽然
年龄逐渐变老，但我仍然会怀着一
颗年轻的心，欣喜于大自然所赋予
的一切，依然会捕捉到身边的点点
滴滴的感动，书写生活中点点滴滴
的感悟。

记得年少求学时，虽家境贫
寒，可父母从未放弃让我求学深造
改变家境的愿望，我也从未动摇通
过求学深造与艰苦奋斗改变人生
的梦想。回想那时，恰同学少年，
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
点江山，激扬文字，是何等地充满
激情而有理想。看看当下，现实的
我，离那时理想的我虽然是那么的
遥远，但从未忘记初心，为人、做事
还是那样执着坚守。因为我始终
坚信，一个没有追求的灵魂，只能
称得上是一具行尸走肉。只有让
灵魂走向完美，才能使一个人内心
逐渐充盈，让一个人流露出自然的
美，而且是由内往外的美。因为我
也懂得，虽然天空中没有留下我飞
翔的翅膀，但我已踏踏实实地飞
过。成功不必在我，而功力必不唐
捐。人生每走一步，都不应是虚
的。人生越活，才越明白，岁月的
褶皱没人替你抚平；人生越品，才
会明白生活这道菜，要亲手做才有
风味。在社会面前，人是渺小的，
也是独特的。有时候，你也许想热
情地拥抱社会，想拥有一个尽展个
人才华的平台，可社会却忽略了
你，戏谑了你。即使是这样，也不
必灰心丧气，不要否定自己，更不
要抱怨社会。此时，你应该明白这
样的道理，譬如：一只美丽的蝴蝶，
其实就是一只虫子，很多人可以把
它幻想成浪漫的爱情。一束小草，
长在菜地里多余，但长在春天里它
就是生机。人各有所长，人各有所
志。应该懂得自己的生存之道，你
也许暂时拥有不了社会大平台，但
可完全拥有一个适合自己的社会
小天地。人最好做自己能做的事
情，学会睁开眼睛看风景，闭上眼
睛读世界。一个人的时候，可以静
静的听竹，听蝉，听雪落。这个世
界有时不需要解释，只需倾听！倾
听，是一首动人的心曲。

长路漫漫兮，人生难免落寞。
应学会将落寞谱写成一曲隽永而
动人的乐章，让它在斑驳陆离的月
影下回旋；将落寞吟咏成一首绝美
而感人的诗行，让它在碧野蓝天下
呐喊；将落寞酝酿成一杯醇香而醉
人的美酒，让它在醉心的痴狂中独
自陶醉；将落寞风塑成一片似仙而
迷人的云川雾海，让它在烟火红尘
里自由飘荡；落寞是激情的前奏
曲，是沸腾的源动力，成就落寞，挥
洒落寞。

大千世界，芸芸众生，人都应
有一种专属于自己的格调与气
息。清者自清，浊者自浊。譬如：
在常人眼里，竹即是竹；而在画家
眼里，竹非竹，而有骨。真正的智
者，总是以糊涂示人，把糊涂装点
到极致，让所有自认为清醒，实则
真糊涂的人欣欣然看破看开，这是
修身的最高境界。

生活中，无论是夫妻还是朋友
抑或是同事，只要不涉及政治立场
等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都可以忍
让妥协。我让了，并不代表你赢

了；我忍了，并不代表你胜了；忍是
一种品格，忍是一种胸襟，忍是一
种风度，是给我们走下去留了一个
理由。做人不能做绝，否则自己也
无路可走。忍能让我们在包容中
自由呼吸，忍能让我们从容快乐地
牵手。

生活中，还应懂得：自己有所
好，不强加于人；有所喜，不中伤别
人；有所失，不殃及他人。写武侠
小说的人不一定会武术，会唱歌的
人不一定会作曲，伤心的人留下的
泪不一定都是为自己，感情丰富的
人不一定是朝三暮四，口渴的人喝
茶是为了解渴，品茗的人喝茶是为
了怡情。真正惜花的人，不是那些
匆匆的看客，而是辛勤的园丁。

也许你认为自己还不够完美，
但并不影响你追求完美的理念。
季节在变，人心在变，向往不变；时
光在变，容颜在变，温暖不变。
即使没有华丽的词汇，没有卓越的
才华。也可以用平凡的经历，书写
心灵的感悟，庆幸点滴的触碰。

我总是认为人要保持自己的
特性，我就是这样的人，和谁都不
一样。人的性格一生很难改变，比
如骨子里的执拗，天生的善良单
纯，随机应变的灵活能力。但还
有许多是靠自己的能力完全可以
改变的，如生活中的一些坏习
惯。内在的提升，外露的举手投
足，做人的乐观豁达等等，只有
做到内外兼修，才能改变自己，
让自己变得更加完美。你是一个
什么样的人，就会交到什么样的
朋友。当你通过努力把自己提升
到一个层次以后，你的朋友圈也
会随之改变。如果你是一个优秀
的人，那么你的身边一定会是人才
济济了，还愁没有更优质的人来陪
你度过余生吗！

也许你也和我一样，终将会逐
渐老去，至今总是觉得还没有和最
好的自己相遇。但心智还仍然健
全，手脚仍然还灵便，不用依赖别
人，更不会给别人带来麻烦。这样
在工作闲暇之余可以出去走走，游
览名城胜地，去欣赏山川锦绣。利
用闲暇时间抒怀畅意，表达着自己
的欢喜伤悲，离愁别绪。可以利用
静心读书来净化心灵，修心养性，
涵养精神，通达明智，宠辱皆忘，使
灵魂得到升华。可以利用精心创
作一篇篇文字轻书流年，浅拾过
往，用墨香点缀并不繁华的人生。
也许看到经过自己润泽的文字展
现在眼前，竟然散发着清香，心里
会有一种说不出的欢喜。还能让
自己不断地积累文字底蕴，和兴趣
相投的文友们一起在文苑中畅游，
岂不快哉！

愿你在未来的日子里，能以温
婉之心精雕细琢地过好自己的小
日子，期待着你能和最好的自己相
遇，栖居在自己的诗情画意里。也
愿所有的朋友，无论此时你处在权
利的顶峰，还是财富的金字塔上，
抑或是生活的低谷中，千万别忘了
守护好自己的灵魂，常常给它拂去
尘埃，擦拭擦拭污垢，让它时时处
在保鲜的状态；千万别让它被污染
了、亵渎了；更不能让它走了岔道
或者被丢失了，最终落得个魂飞魄
散，悔之不及。

祝愿你能永远行走在让灵魂
时时保鲜并不
断完美的大道
上，记住，我
会一直等着你
的好消息！

●沈俊华

让灵魂时时保鲜
8月20日，在教育部召开的学校安

全事故处理机制相关情况发布会上，针
对一些学校担心发生安全事故而取消
体育课、社会实践的现象，教育部回应
称，学校这种做法，有不当，也有无奈。
同时，教育部在新闻发布会上解读教育
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
安部、司法部五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
完善安全事故处理机制维护学校教育
教学秩序的意见》，该《意见》构建了治
理“校闹”的制度体系，进一步保障学校
安心办学，解除了学校的后顾之忧。

学校担心发生安全事故而取消体
育课，这么做，显然是“因噎废食”。谁
都知道体育的重要性，因为直接关乎学
生的健康，而当下，体育也早已经走进
了中考。不过，一些蕴藏着“危险”系数
较大的体育项目则被边缘化，甚至被

“暗中”取消。比如，单双杠、高低杠、铁
饼、铅球等项目，一些学校根本就不敢

开设。一般情况下，学校擅自取消体育
课的可能性并不大，但对学生出现安全
事故的“担心”却是每一所学校都有的，
因为一旦学生在校园内出现事故，学校
就处于相当被动状态，甚至会严重影响
到正常的教学秩序。

如何让学校不会因为“怕出事”而
取消体育课？这需要从三个层面去操
作。其一，要保证学校的体育设施是齐
全的。换言之，要配齐配足学校上体育
课所需要的场地和设施。这样，能够让
学校的体育老师能够开好体育课。这
需要各地政府层面保证投入；其二，需
要学校的体育课的规范化操作。体育
课有自身的特点，其专业性相当强，上
好体育课也是件技术含量极高的事。
体育老师上好体育课，就要规范操作，
这样既可以让学生能够得到科学的训
练，又不会存在安全隐患。当然，教育
主管部门对学校的体育课要监管好、指

导好；其三，需要从解决纠纷方面考
虑。学校一旦出现在体育课中出现的
安全事故，则需要有一套完整的处置机
制和赔偿机制，并且包含保险。在以
往，有个别身患“暗疾”，连学生自己和
家长都不清楚，却在一次强度较高的体
育课中失去生命。体育老师是依规范
上体育课的，却要承担学生的死，这显
然是不公平的，也会导致学校不敢上体
育课。今后，如发生类似情况，这就需
要调查清楚，还体育老师清白。

因“怕出事”而取消体育课，固
然有无奈之处，但也有推卸责任的嫌
疑。学校在规范操作的前提下，就不
该“怕出事”，只要
老师尽到责任，就
该 大 胆 上 好 体 育
课，这是对学生负
责，也是对教育负
责。

●王军荣

学校应大胆上好体育课

雨季。午后，一个人，撑一把伞，走
入这烟雨迷蒙的老街。

雨，下在这古旧的老街上，少了激
烈，淅淅沥沥的落在马头墙上，落在长
着青苔的老瓦上，落在脚下光滑的石板
上，落在街上飘动的伞顶上，这种低吟
浅唱与老街午后的气息非常吻合。

悠长的青石板路，斑驳有些老迈的
粉墙，两边青砖黛瓦的旧房子，参差不
齐的店铺……所有这些，像在诉说，又
像在倾听。长满青苔的街沿上，两个孩
子在用玩着古老而单调的翻手巾的游
戏。见到孤独行走的我，用有些胆怯陌
生的目光望；一个老人家坐在门里的摇
椅上，半眯着眼睛斜视我，有些戒备；一
只老花猫匍匐在他的脚边，在他的老棉
鞋上磨蹭；头发花白的铜匠戴着老花眼
镜，仔仔细细地打磨着一副铜筷子，对
我的左盼右顾明显不屑；两个上了年纪
的女人就着一个木格子，用镊子装一个
电子产品的零件……

老街的时光就在这个雨季的下午
不慌不忙地流淌着。

街边，有新建的房子，新砖新瓦，刻
意模仿着旧时的建筑，向街开出几扇木
格的窗子，风檐下几只褪色的灯笼，指
向天穹的马头墙，这种模仿，自然是少
了许些古意。好在门是敞开着的，不对
我设防。我上二楼，凭窗向下望，老街
的一切，静卧在我的眼帘下，了如指掌：
几把油纸伞在窄窄的老街上游弋；雨落
在房顶的老瓦上，反射出白亮亮的光
色；马头墙上长出的几蓬荒草，绿的有
些失真。

老街横卧在现代化的城镇中间，旧年
风雨，隔世芳华，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老街上少不了店铺，卖的都是些古
旧的物品，一袭蓑衣，一顶草帽，一只蔑
篮，一方木围。行走在老街上，恍如走进
那本发黄的古书，我宛如穿长衫的游者，

低声吟诗作对，一扇青丝飘逸，张口之乎
者也。在这里买卖，不必有戒心，店家大
都是本分的生意人，店家与你，都是这条
街上的主人，和平相处，买卖公平。

对面有撑伞的女子翩翩而来，又擦
肩而过，你甚至还没有来得及看清她的
容颜。这世上没有人会为谁停留，刹那
的相逢，仅留下迷蒙的记忆；拄着拐棍
的老人家，走几步要停下来喘几口气，
他回过头望来时的路。人生多年，风风
雨雨，转眼间，老街那头的那个调皮的
顽童成了现在的样子，流年如水，他心
中满是叹息；那个骑自行车的孩子，兴
冲冲的来，风一般的去，留下一路水
花。这条街太老太旧，他是无意看这条
街上的风景的。我想，关于这条街上的
故事，撑伞的女子知道不多，老人家记
得的也不多，孩子更无从了解。但青石
板路，马头墙是知道的，只是他们都保
持着静默。

见到这样悠长逼仄的老巷子，是一
件多么奇怪的事。我在山里长大，是见
不到这样悠长的老巷子的。当我走入
这条古巷的时候，立即被板屋里、青石
板上、斑驳的粉墙头发散出来的古色古
香气息所感染。目力所及，是曲曲折折
的绵延，房子普遍都不高，仿佛轻轻一
跳就可以摸到屋檐，脚下的石板年深日
久了，上边已经被百十年、千百双脚走
出了深深地痕迹。小巷的色调以灰色
为主，是曾经的碧瓦白墙久年失修后遗
留的那一种色调，不卑不亢的气息。跟
着简单地行走，简单的转弯，一次次觉
得小巷的尽头就在前面，却又是另一个
巷子接踵而来。天空飘些微雨，空气中
弥漫着煤炭燃烧后的气息。就设想着，
如果在这样的悠长老巷子里，有一个丁
香花一般的姑娘，撑着明红色的油纸
伞，在风里飘着，这样的境地，才会有

《雨巷》里的味道。
两边的店铺，依然是旧时泊过来的

样子，老式的木门，老式的雕花窗子，挂
着暗花的帘子。在有些暗黑的屋檐下，
挂着有些褪色的灯笼，门前依旧有个摊
位，支着几块木板，木板上摆着简单的
木制竹制品，或是针头线脑、土产品之
类。店家都很慈祥的样子，见你来，轻
轻起身，微笑着向你介绍他们的货物，
或是打听你的来处。一个老式的理发
店，脱了色的老式理发椅，一个上了年
纪的老师傅正在一丝不苟地为一位老
者理发，几个老人家坐在旁边的长椅上
等候，这种平和只有与这样的四平八稳
的老巷子才匹配。在这个叫徐桥的小
镇，在现代化的建筑之中，保存着这样
一条百年古巷独立在潇潇雨中，让人回
顾与怀想，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巷子
里的店家，巷子里的住户也会羡慕高楼
里的生活，但是，坚持下来，营造这样一
方天地，一袭古意、一种隔世的淡然，也
许，是怀旧情结让他们放弃不得。

站立在老巷子里，有些费力地呼吸
着这古朴有些陈旧的气息，抬头看老巷
子逼仄的上空一抹灰蓝色的天空，几只
燕子斜斜的飞过；那个好看的红衣女
子，靠着一棵有些老迈的石榴树快乐地
回忆着她的童年；那个戴瓜皮帽的老
者，躺在木椅上，闭目养神；一个三、四
岁的孩子，见到我们来，怯怯地躲到门
背后；不难想象，这条巷子里，曾经有多
少美丽的故事，曾经的绝代风华、千古
文章，如今雨打风吹去，甚至在历史的
空间里都留不下蛛丝马迹，免不了有一
丝惆怅。

转过一个弯，沿一条更小更短的
胡同，我们走出老巷子，面前车水马
龙，熙熙攘攘，一个俗气的世界。回
过头去，老巷子如烟雨中的老物什，
模糊而悠远。

●聂生俊

老 街 老 巷

在我孩提时代，深山老林的农家没
有油点灯，只能就地取才用松节油或干
篾片照明。我家点的是菜油灯。泥巴
烧制的灯盏，半圆的，敞着口，直径
很小。也有用铁皮加工成的灯盏，上
面的口很窄，有一个装灯芯的长长灯
嘴。灯盏放在竹子做的灯架上。灯架
一侧有横梁，可挂在墙壁上。灯芯草
生长在水沼、河边，一丛丛，绿油
油。秋季割下剥除外皮，露出雪白的
灯芯，晾干扎成一把把的，用时随手
抽出一根，掐成几截，放在灯盏里。
灯芯草，像纳鞋的线那么粗细，极易
断，吸油，一沾灯盏，通体是油。后
来，也有用白棉线搓成的灯芯。如果
我记得不错，这可是古人诗里常见的
玩意儿。韦应物“坐使青灯晓，还伤
夏衣薄”，陆游“幽人听尽芭蕉雨，独
与青灯话此心”，大概就是。

菜油灯的火苗，一闪、一闪的。
“青灯如豆”，我觉得妙极，不但形似，
像黄豆那样一点点，而且泛黄，也颇神
似，尤其是用一根灯芯的时候。灯不
亮，就用灯草棒将灯芯向上拨一点。不
过，农家为了省油，总是将灯芯向下拨，
以朦朦胧胧能看见为限。我家的菜油
灯，母亲把它挂在门框上，让几间屋都

有微弱的灯光。灯光下，母亲剁猪草、
做饭，缝缝补补，劳作不息。为了赶工，
她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收拾锅台，烧
茶、煮饭、熬猪食，热气腾腾，把灯
光吹得忽闪忽闪的。

上世纪60年代初，煤油灯又叫罩子
灯，作为时尚物品开始在经济相对宽裕
的家庭出现，逐步取代了菜油灯。玻璃
底座，葫芦形肚子是装煤油的，从一个
小铜嘴里伸出一条灯芯，有三个爪子卡
住玻璃灯罩。煤油根据每户人口，凭票
定点定量供应，点起来也是算计着用，
免得下月接不上。罩子灯的灯光比菜
油灯亮多了，而且还有一个好处是防
风，不但屋里有点风吹不灭，真要吹灭
它睡觉时，对着灯罩口吹还不容易吹
灭，非得提起灯罩从底下吹，还得憋足
气，用力一吹。有时我抢着吹，很少有
一气呵成的。

小学时在学校住宿，我用的是用墨
水瓶做的小油灯。将空墨水瓶拧下瓶
盖，找块小铁皮挖个洞，棉线捻成的灯
芯穿过洞，上端露出少许，下端留上较
长的一段吸油用，倒上煤油，把盖拧紧，
一个小油灯就做成了。待煤油顺着细
捻慢慢吸上来，点着后，灯芯就跳出扁
长的火苗，还散发出淡淡的煤油味。寒

暑假在家里，虽没有“十载清灯黄卷，争
得琼林盛宴”的大志，小屋少伴，看些闲
书是唯一的娱乐，我乐此不疲。一根灯
芯的亮度，大约等于十支烛光，灯光摇
曳，自己巨大的身影投射在昏暗的墙壁
上总在动，好像书中写到的异物正要扑
下来，禁不住心惴惴焉，那情形真不容
易忘记。

记忆中在乡间，夜晚走路、在稻床
上看稻、山上看野猪，都离不开马灯。
看乡戏，点的是汽灯。春节慰问烈军
属，送的是光荣灯。过大年，有些人家
还挂起了纸糊的走马灯。

改革开放 40 年，神州大地日新月
异，入夜处处灯火辉煌，流光溢彩。尤
其是近年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昔日的
穷乡僻壤旧貌换新颜。夜幕降临，一排
排新颖别致的太阳能路灯，矗立在公路
两旁，把山乡照得如同白昼。这是农民
连做梦都想不到的事。

“灯如红豆最相思。”灯，是旧日的
重温，是记忆的涟漪，是文化的追寻。
我怀念那在煤油灯下读书清苦却快乐
的日子，更难忘在新时代霓虹灯下流连
的美好时光。我分明看到，盛世的灯
火，已经放射出灿烂的光彩，一直照耀
到了很远、很远的地方……

●黄骏骑

灯 的 记 忆

种一棵树，在故乡
陪母亲变老
仿佛一种道义
比自己的幸福重要
因为母亲是一只鸟
越老了越容易飞走

种一棵树，在心间
一点点搀扶起
倒地的尊严
直起腰杆之前
你不知道它有多沉甸甸

种一棵树，常青树
在窗前
即便没有走动
望着它常绿的叶子
就能涌起温馨的怀念

种一棵树，英雄树
在梦里边
即便不能相见
像橡树和木棉
毕竟爱情是最美的牵念

每一次相爱

每一次相爱，都放低了姿态
如若不然
任凭庸常的手臂怎样挥舞
也够不到天上的云彩

每一次相爱，都把晶莹捧出来
那漫天的大雪呵
是一场盛大的梨花雨落
更是一次沉醉的栀子花开

每一次相爱，都见过风的摇摆
摇摆的结果是
杨花离了柳带，拾起尊严
继续纯真的情爱

（外一首） ●查群芳

种一棵树

夜归，遇小雨。进屋不久，风就肆
虐起来。我住在六楼，风还没进我的窗
子，我就能听见风来时，与高楼外墙摩
擦所发出的声音。我心想，风也像雷一
样，学会了提醒。

与雷不同，风是用声音提醒人的，而
雷声到来之前，会用闪电的光来提醒人
们。这就是风和雷的不同之处。但风和
雷，也有它们的相似之处。尤其是它们
展示出来的威力，都是大自然对人类的
警示。如果说雷声是大自然的怒吼，那
么暴风必是大自然狂躁不安的表现。

但人们对风的态度，并不只是畏
惧。台风过境，风暴摧毁树木，将城市
吹得一片狼藉，影响人们正常生活。人
们看到这样的景象，心会慌乱。平原上
起一条龙卷风，会卷走沿途的一切，包
括木屋和牛羊；海面上起一条龙卷风，
会将人类丢在海里的一切，重新扔回到
陆地上。人们经历这样的灾难，心会慌
乱。很多人因此学会了反思，但也有人
没能学会尊重——尊重自然！

人们对风的态度，也有欢迎、喜爱
和感恩。东风来了，休闲的人会趁机放
飞风筝。尤其是等春天到，等东风来的
孩子，是怀着热切的期盼等风来的。海
滨夏夜，起风了，海浪会拍打出怡人的
节奏。沙滩上散步的人们，不会去探究
地球与月球的引力关系，只会将引起好
心情的功劳，都记在风的名字下面。江
边城市，季风吹起，祖祖辈辈生活在江
边的人，都会在这个时候迎着江风劳
动，有的人因此感激长江的恩赐，有的
人心中知道，这风来自海上。

风是自然界的资源，所以有人要想办
法“驯服”风。升起帆布，人们借风力推
动帆船。笔直的桅杆受风力作用，带动
船只前进。于是，这帆布和桅杆的存在，
就成了人类“驯服”风的历史证据。山脊
之上，大风车徐徐摇动叶片。远远望去，
这像是顽皮的男孩进行了折纸的游戏。
实际上，却是人类再次利用了风的力量。
风力发电的科技力量，因风而起。

起风了，微风轻柔，只有把生活过
得细腻的人才抚摸得到。起风了，疾风
卯足了劲，只有在生活中迎难而上的人
才知道风的个性。我在生活的风波里，
常常不能客观地对待人和事。我就像
一只慌张的鸟雀，在风摇曳枝叶时，只
知道用双爪抓紧树枝，却不想伸开翅
膀，迎风飞翔。有多少人和我一样，起
风时，忘记了我身有翅膀，忘记了心中
的勇气，也忘记了风的启示？

起风了，微风和疾风聚集在一起，
又有谁能认真地对待风，去了解风的来
处和归途呢？

●郑百顺

起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