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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别 难 别

从郑州往武汉、从西安往上海，无论是坐
火车还是驾汽车，你都别错过豫风楚韵、山清
水秀的信阳。那隐在大别山深处的新县，更值
得呼朋引伴，前往观瞻。

近日，利用参加省杂文
2011

年年会的机会，

我们一行观赏了中国优秀旅游目的地———新
县。车刚到新县境内，感觉空气中的富氧离子陡
然大增，昏沉疲惫的大脑，立即兴奋起来。公路
在山水林间穿行，一边是潺潺流水，一边是绵绵
群山。浓阴匝道，山路起伏，但宽绰旷达。转瞬入
到城里，但见车水马龙，场面热烈，秩序井然。一
条大河，自南而北穿城而过，新县县城也沿河两

岸规划展开。河岸绵延十多里的滨河公园，遍植
佳木，皆已成林。那里翠竹挺拔、柳树婆娑、兰草
葱郁；偶有白玉雕塑、休闲桌椅，静置其中。空气
中还流淌着淡淡的花香。 游客和市民或在河岸
徜徉，或在城中密布的休闲广场上静坐，或到喧
闹的步行街、市场上流连。

重视经济建设同时重视文化建设的新县
县委、县政府，代表新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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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民，热情地接待
了我们。当日夜宴的新县推介会上，身着红军
服装的导游妹子介绍新县，如数家珍，充满骄
傲。啊，将军故里，中国乡村山水游的圣地！初
来乍到，已体会到什么是城在山中、水在城中、

楼在绿中、人在画中了。

会议的间隙，我们首先瞻仰了鄂豫皖苏区

首府烈士陵园。在新县城南的烈士陵园，占地
22

公顷，是中宣部公布的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
范基地。整个陵园依山而建，由浮雕墙、纪念
塔、英烈广场等十多处景点组成。给人深刻印
象的是烈士纪念塔，呈五边结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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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象征
和纪念为革命献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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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多优秀儿女。

接着，在许世友将军故里，我们怀着崇敬
的心情， 去拜谒了这个从深山走出的传奇将
军。他老家建在一道山岭的半山腰上，门前一
池碧水。母亲的坟墓就在村头的山上。将军生
前经毛泽东特许土葬，成全他死后为母尽孝的
夙愿。将军墓由花岗岩砌成，静卧山峦一隅，于
村之头，母之边，青松翠柏之下。前去瞻仰的游
人，不少捎来酱香型白酒，洒在他的坟头。将军

在那边，瞧到国家昌盛、人民富足，定会成天合
不拢嘴吧。

在返程的途中，我们观赏了新县山水游的
胜地———连康山自然风景区。景点不远，就在
县城的身后，是新县县城的后花园吧。景区无
门，跨踏溪水之上的石墩，立刻投入了茂林修
竹之中。拾级而上，我们先后观赏了恐龙蛋、神
龟送经、仙人指路、官财石等景点，游玩了青龙
潭、九龙潭、白龙潭等水域。因人多、时间紧，不
得半途而返。沿途可谓道路崎岖、怪石林立、高
山流泉、层林尽染；大家相扶相携，欢声笑语，

体会了天地之大美、和谐之众生。

车经香山时，但见一湖水面开阔，水平如
镜。水绕山行，山延水中。问山民，曰香山湖景
区。冬可观瞻祈愿（湖边有香炉山），夏可避暑
消闲。我们一行不禁纷纷下车，在香山湖弧形
大坝上摄影留念。相机咔咔作响之际，不少友
人惊叹新县城乡皆成景，处处都是画。看到蓝
碧的湖水，我禁不住前往湖边，用那清澈的湖
水，洗了我布有汗渍的脸，润了我有点焦渴的
喉。离开大别山已经数日，我的口中，至今还存
那湖水的绵甜呢。

老 人 与 花

第一次见到老人还是在七
八年前， 那是一个春寒料峭的
清晨， 申城还没有完全从酣梦
中醒来， 偌大的老东关菜市场
只有几个远道赶早的菜贩，他
们一边吃着热气腾腾的热干
面， 一边用扎了眼的矿泉水瓶
熟练地向刚摆上摊的各色蔬菜
喷着水……

在菜市场西口， 一位年逾
古稀的老人引起我的注意，他
一身地道的农民打扮， 面容慈
祥，精神矍铄，面前篮子里、地
上摆满五颜六色的花草， 那花
草着实给有些紧巴的菜市场注
入了些许生气。走近花摊儿，花
香伴着泥土的芬芳扑鼻而来。

这些花儿一看就知道是原生态
的，瘦精精的，没有一点范儿。

既不像温室花棚的花儿丰腴，

更不像街市花店的花儿妖艳，

每束花都像刚从花地里刨出来
似的，充满了精气神。

老人、卖花、菜市场，似乎
不沾边的影像串在一起， 像谜
一样在我心中久久挥之不去。

后来的几年里， 我经常在
申城的马路边、小街口、学校旁
看到老人的身影。 老人已进入
耄耋之年， 身子骨依然是那样
硬朗，依然是一脸的慈祥，依然
是
提着

他那带着泥土的各色花
草的篮子。

一次散步， 我路过市三小
门口，又看见这位老人，面前摆
着花篮， 篮里还有所剩不多的
剑兰、月季、栀子花、康乃馨等
时令花卉。 我好奇地走到老人
身边，问个究竟。老人说，他祖
辈住在现在的羊山新区， 是地
地道道的农民， 从小就喜欢花
儿，无论战争年代，还是在困难
时期，即便在宁要社会主义草，

也不要资本主义苗的文革时
期， 他除了在房前屋后偷偷种
些金银花、夜来香、蔷薇外，也
会在生产队偏僻的田边和塘埂

上种一些指甲草、 马齿苋等生
命力顽强的花草。粮食关，就是
这些花帮他们全家撑过来的。

花是他的一生缘， 是他的命根
子，他无法想象，没有花的日子
怎么过。

老人种花、养花、卖花，全
然不在意能换来几个油盐钱，

而在于享受整个过程。 在他眼
里， 无论名贵的还是普通的花
儿，都是他的孩子，都是一个个
鲜活的生命。 是那绽放美丽和
清香的花儿， 使这个原本冷漠
荒凉的世界五彩缤纷， 也让他
暮年的生活充满快乐。

时间久了， 每种花的特性
老人都能说个子丑寅卯。 经老
人一摆弄， 各种花的功效都能
发挥到极致。玫瑰、金盏菊、萱
草是上好养颜食品，凉拌、炖汤
俱佳，经他烹调出来的花食品，

色香味让人垂涎欲滴。 老人从
小采过药，知道百合、海棠、山
茶等许多花皆可入药， 家里时
常备些自制的花药， 街坊邻居
有跌打扭伤、 头痛脑热什么的
用了他配制的花药， 不仅好得
快，而且还没副作用。老人还从
白兰、茉莉、晚香玉等十几种自
家种的花里提取香料， 经过调
制送给左邻右舍的大人小孩，

老人家里家外一年四季花香缭
绕。 老人打小就做得一手绝佳
的桂花蜜， 一到八月桂花遍地
开的时候， 十里八村不少乡邻
三三两两地到老人家登门品
尝、讨教。

自古以来仁者寿， 心中有
花、身无旁骛的人却亦乐亦寿。

看看老人篮里的花， 品味老人
一生与花的不解之缘， 不免让
我顿生感悟： 一个人不受外界
干扰，与所爱相伴一生，坦然而
乐观地面对艰难的生活和多舛
的命运， 这是何等美妙的人生
境界， 又是何等甜蜜的生活品
味。

我想这位老人一定是这个
世界上最幸福的老人。

刑场上的忏悔

在人的一生中， 经历了和正在经
历着许许多多的国事、家事，公事、私
事，大事、小事等无数的事。其中，多数
的事，形同过眼云烟，转瞬即逝，不留
什么记忆。然而，有些事，特别是刻在
“心”里的个别小事，虽然岁月沧桑，时
隔数十年之后，却时时浮现脑海，历历
在目，久久不能忘怀。

记得我八岁那年， 因做错了事受
到母亲责打， 一气之下我向村外小路
狂奔而去以示反抗。怕出意外，母亲在
后紧追不舍， 一双小脚怎能追上我这
八岁顽童。无奈之下，母亲边追边痛哭
起来。母子连心，看到这种情况，我再
不忍跑下去， 回过头来哭着扑向母亲
的怀里。回到家后，母亲让我坐下，满
含深情地对我说：“儿啊， 你可知养不
教父母过呀！”接着给我讲了一个让我
终身受益的故事：很早以前，有一对夫
妇一连生育五个女儿， 被邻里戏称家
有“五凤”。在那重男轻女的年代，世俗
观念：家无子嗣，谁续烟火？夫妇俩日
夜揪心发愁。到了他们四十三岁那年，

喜从天降，生一男孩，夫妻如获至宝。

等到进入学龄， 夫妻俩把孩子送进学

堂，可是他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还伙
同一些顽皮孩子滋事生非， 闹得四邻
鸡犬不宁。对于这些情况，这对夫妇熟
视无睹，一味迁就。及至长到十几岁，

这孩子越变越坏， 由小偷小摸变成江
洋大盗，还害了多条人命，被官府判处
极刑。行刑那天，夫妇俩赶到刑场为儿
子“送行”。斩桩上儿子向母亲提出一
个要求：最后再吃母亲一口奶。母亲允
诺，宽衣解带将乳头送进儿子的嘴里，

没想到儿子竟狠狠地将母亲的乳头一
口咬掉。当时血流如注，这位母亲疼得
昏死过去。 儿子对着昏厥过去的母亲
狠狠地说：“我恨你！”这位母亲苏醒过
来后， 悲痛欲绝， 哽咽中只说了一句
话：这都是我的错呀！……这则寓意深
长的故事， 使我在似懂非懂中体会到
伟大母亲的良苦用心， 它深深地铭刻
在我幼小的心灵，让我终身难忘，并把
它传给儿孙们。

无独有偶，在现实生活中，我就
亲眼目睹了一件与上述故事非常相
似的案例。也有这么一对夫妇。那是
还未实行计划生育的年代，他们一连
生育四个闺女，年过不惑，喜得“贵
子”，夫妻就视若掌上明珠，无论大小
事，一切顺着孩子行事。儿子长大后，

更是骄纵，和其他孩子闹纠纷，从来
都说人家的孩子不对，为此，与邻里
交恶。孩子在外偷鸡摸狗回来，夫妇
俩不但不加责备，还夸儿子聪明有能
耐， 以至后来儿子发展到先做“家
贼”，后偷邻里，吃喝嫖赌，行凶杀人。

一次他向母亲要钱， 没有如数付给，

竟用刀将母亲砍伤。在一次赌债纠纷
中，将其同伙连砍七刀，逃跑中被一
过路民警发现，搏斗中，一刀刺向民
警，中及心脏，民警当场身亡。因案件
性质特别恶劣，情节特别严重，入狱
后儿子被判处死刑。执行前这位母亲
前去探监，哭着问儿子最后有什么话
留给爹娘。儿子回答：我现在是一悔
二恨。悔的是自己以前的作为，恨的
是父母的溺爱害了我！随之两声正义
的枪响结束了这个年仅十九岁年轻
的生命。刑场外，这对年近七旬的夫
妇，捶胸顿足，老泪横流，追悔莫及。

如今， 众多的独生子女家长把孩
子奉若家里的“小皇帝”，简直是百依
百顺，对其缺点错误一味的容忍，这对
孩子的成长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诚
然，爱子之心，人皆有之，舐犊之情，天
性使然。但是，疼爱不等于溺爱，合理
的宽容不等于一味的姑息迁就。 对孩
子溺爱那不是爱是害。 自己酿造的苦
酒只能自己喝， 自身结出的苦果也只
能自己往肚里咽。 上述那血淋淋的事
例，让人刻骨铭心、痛心疾首的惨痛教
训，难道还不足以让人猛醒吗？！

酒疯子与精神病

醉酒滋事的酒疯子其实与
精神病有许多相似之处， 一样
的失忆、一样的闲言碎语、一样
的不计后果， 哪怕拿刀子放在
其颈脖上仍也无所畏惧， 颇有
大义凛然之势。

一样的失忆， 记不住从哪
里来到哪里去， 也想不起因何
而作、因啥而为。流落街头的精
神病，平常人与他（她）很难交
流沟通， 似乎是天外来客或是
异域民族，听不懂人们的话语，

他们只顾自己的过去固有的老
一套，自行其是，毫不被现实的
事物所打动， 也不想回忆过去
的经历来找回迷失的自己，是
一个完全失去记忆的精神错乱
者。醉酒者大多亦如此，尽管他
（她）能驾车、能走路，也能做出
平常所说所想之事， 但都是在
失忆情况下而完成的， 等到酒
醒问其所作所为一概不知。有
醉驾将人撞死拖死， 与精神分
裂症殴打他人出手之猛、 打人
之狠一样，难以想象，可是都是
在完全没有记忆的情况下，大
脑的失控、手脚不听使唤之举。

一样的闲言碎语， 根本不
知道自己言语的来龙去脉。大
街上漫无目的地行走的精神失
常之人， 嘴里嘟囔的你偶尔能
听出几句，但毫无头绪，不明事
由， 有骂人的、 也有对谁不满
的， 还有教训他人的， 不一而

足。 醉酒者大同小异， 丑态百
出，其特点闲言碎语较多，即使
平时木讷的不善言语者， 一当
醉酒， 话匣子打开如同奔腾的
江河，顺流而下，一泻千里，哪
管他人眼色和制止。 生意场上
的有关秘密， 多有以醉酒的办
法掏出其心里话， 常常事半功
倍。

一样的不计后果， 我行我
素。精神紊乱者，出手狠，伤人
重，往往不计其严重后果，但他
（她）的确也不知道后果的严重
性，因此法律上有豁免之赦。醉
酒者，他（她）是在酒精的作用
下，使人精神同样发生了错乱，

失去常人的思维和举动， 自己
把握不住自己的思维， 自己控
制不了自己的行动， 一当与人
发生几句争辩口角， 怒从心中
起，恶向胆边生，敢说敢干，敢
作敢为，一失足而成千古恨，以
至酒醒后追悔莫及。 当然饮酒
驾车也好，醉酒打人也好，致人
伤害是要付法律责任的。 尽管
笔者把酒疯子与精神病一样对
比，但他（她）是在正常人条件
下， 明知不能为而为之———醉
酒触犯了法律， 当然逃脱不了
法律的制裁。

在这令我魂牵梦绕的地方

这里，豫皖交界，历史的风云曾经在此激
荡。

这里，淮河岸边，是我魂牵梦绕的地方。

这里，土肥水美，孕育了我的生命。

这里，地灵人杰，是我可爱的故乡。

转眼几十年，再次踏上这片神奇的故土，

它早已改变了我记忆中那旧有的模样！

这里的河段曲折回转， 记忆中几乎年年
泛滥，滔滔洪水吞没了成熟的庄稼、毁坏两岸
的村庄农田，灾难几乎成了魔咒，笼罩在人们
的心头，时时驱赶不散。

记忆中， 洪灾过后的滩涂尽管有些狼藉，

但是几经侍弄，很快就绿草茵茵，林茂粮丰，这
时的河水也显得格外清澈，流淌和缓，十分温
驯。因此，两岸的人们对它的爱总是大于恨。

这次再回到我梦中都常常呼唤的往流小

镇，几乎找不到当初我离开时的几条主街道以
及那些小巷的路径。迎面而来的，是一幢幢拔
地而起的楼群和白墙灰顶、绿荫依依的徽式住
宅小区， 还有规模不等各式各样的商场超市，

纵横交织的街口都被精美气派的各类巨幅广
告牌占据。 在由县城通往临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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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道转入
镇区时，只见一座高大恢宏的“淮河明珠”牌坊
巍然耸立，蔚为壮观。牌坊正面上方“淮河明
珠”四个苍劲有力的大字，熠熠生辉。陪同的家
乡文友告诉，这牌坊坐落的位置恰处新规划的
大同路与康庄大道交接处。牌坊背后就是新建
的镇政府。

坐落在政府新区淮河宾馆旁那座六角挑
檐、雕梁画栋、古色古香的“九松亭”，更是惹
眼。这亭名，取自于本镇两位现代历史名人，一
为张汇九，一为杨松柏。张汇九是一位治淮名
人，出生于往流镇北陈族湾，早在

1928

年上学
期间就为治理淮河，修建陈族湾防洪大堤做出

了很大贡献，后为抗日而献身。杨松柏出身于
往流集街道名门望族，

1928

年
5

月参加中国共
产党领导的地下革命工作，是一位为国家民族
立下功勋的革命烈士。九松亭，既是一道休闲
游览的景观，寄寓更多的是乡民对先贤的缅怀
与景仰。

车子转过几条街之后，便到了以往能够北
望淮河一览无余的旧闸口，但是现在无论如何
也没法直接看到记忆中的景观了，满眼都被挺
拔茂盛的白杨遮蔽，人和车子完全被包裹在深
翠色的绿帐里。

车子继续西行，进入距离镇子七八里路的
朱皋集。 这个地处淮河南岸的边陲小集镇，可
是不敢小觑。它是由皖跨淮入豫的跳板，历史
上一直是兵家必争之地。遥想当年，元末农民
起义军领袖刘福通从颍州（今安徽省阜阳市）

率部南进，大军渡过淮河，朱皋集连同附近的
大寺集这一带就成了他驻屯练兵之地。一时威

扬四方，令朝廷上下生畏。上世纪
20

年代，当地
青年农民李克邦不甘屈于乡绅的欺压，毅然拉
杆竖旗，闹腾起一支上千人的队伍，转战鄂豫
皖，搅扰得国民政府中央和地方的绅吏都心神
不宁。至今，这里还流传着大量有关于他的故
传奇事。

车靠路边，一通高大的石碑吸引了我们一
行的目光，走近端详，但见“圣旨诰授朝议晋封
中宪大夫四川秀山县知县升用同知沈大公讳
士元神道碑”赫然在目，又一名先贤跨过历史
烟尘鲜活地站立在了我们面前。这位沈士元老
先生，清乾隆五十七（

1792

）年生于淮河岸边古
老小街朱皋集。

1832

年中举， 先后任过河南通
许县训导，四川营山、秀山、南充知县，原本只
能享受七品的待遇等级，却因爱民如子、兴修
水利、发展农业，功绩卓著，被朝廷擢升为正五
品同知，最后以四品衔致仕告退回籍，同治十
三
(1874)

年仙逝于故土，享年
82

岁。同治皇帝念
其卓著功绩御赐神道碑一座。 一位文友戏称：

他可是那个时代“县委书记的榜样”啊！谈古论
今，抚今追昔，标榜先贤，自有深意。为官一任，

一定要爱民亲民为民，清廉勤勉，造福一方，你
只要心里有百姓，无论到何时何代，你都会永
远活在百姓的心里！

感悟怪树林

近日， 我随几位信阳驴友
走进了内蒙古额济纳旗。 怪树
林是额济纳旗的一个重要景点
之一， 它位于额济纳旗东南

26

公里处的戈壁沙漠上，面积
500

余亩。 这里林立着千万棵因干
旱而枯死的胡杨树， 是胡杨树
的祖坟地。 因胡杨树死后变成
惨白和狰狞的样子， 当地人就
称其为怪树林。

《后汉书·西域传》和《水经
注》记载，胡杨也称胡桐。维吾
尔语称胡杨为托克拉克， 意为
“最美丽的树”。 由于胡杨具有
惊人的抗干旱、御风沙、耐盐碱
的能力， 能顽强地生存繁衍于
沙漠之中， 是沙漠中唯一的乔
木植物，生命力极强，被人们赞
誉为“沙漠英雄树”。人们夸赞
胡杨巨大的生命力是“三个一
千年”， 即活着一千年不死、死
后一千年不倒、 倒后一千年不
烂。但是，由于上世纪

80

年代黑
河上游大量截流注入额济纳旗
绿洲的河水， 使这条戈壁生命
河断流，导致“沙漠英雄树”大
面积死亡。

远远望去， 怪树林就像一
个战火刚刚散去沙场， 树尸遍
野； 又像一个刚刚被敌人扫荡
过的村庄，满地苍凉。一棵棵饱
经风霜的光秃秃的树干， 显得
是那么的凄凉悲伤、荒凉凄惨。

没看到怪树林之前， 在网
上大概知晓了怪树林乃一片枯
树干枝之林， 内心里有一种不
屑一顾的感觉， 但当我真正走
进这片怪而特的千年枯树之
林，真正认识那些生而不死、死
而不倒、 倒而不腐的胡杨祖先
时， 不仅在心灵上产生了难以
名状的震撼， 而且在灵魂深处
受到出乎意料的洗礼。

走进怪树林，只见身着红、

绿、 黄、 白服装的游客散落其
间，没有喧哗，没有笑语，没有
喊叫，个个脚步是那么的轻缓，

又是那么沉重。 我也蹲下身来
定定地注视着那些倒而不腐的
树杆和半埋沙中半裸沙上的树
枝， 想寻找千年树木失去生命
的起始原因。 仔细观察那些直
向天穹的枯死干枝， 尽管有的
只剩下骨骼、有的只留下皮壳、

有的只存下枝片， 但却千姿百
态，形态各异，不屈不挠。看着
这些逝去而又灵动的胡杨树
干，遥想当年，水资源丰富时，

这里一定是枝繁叶茂、 生机勃
勃、鸟语花香，一定更为高大、

更为雄伟、更为美丽。如今，当
年英姿飒爽的千年胡杨多已枯
死，活着的不足百棵。这是胡杨
树的悲剧，也是人类的悲痛，更
是大自然的悲哀， 它向人类重
重地敲响了爱护自然生态环
境，保护水资源的警钟。

走在这片不大但也不小的
怪树林， 我似乎重新解读了生
命之源为水的深刻内涵， 也使
我认识到没有水万物皆空的逻
辑关联。 目睹眼前这一棵棵死
而不倒、 倒而不烂的有着千百
年树龄的胡杨树“陈尸”，不能
不令人思绪万千， 尽管胡杨树
这么极耐干旱、生命力极强，且
有“沙漠英雄树”的美誉，但最
终也逃脱不了因沙漠严重缺水
而死亡的厄运， 死不瞑目地倒
在了沙漠的怀抱里。

太阳慢慢下山的时候，我
的心情极为沉重地离开了这片
怪树林。远远望去，那片与生死
抗争了数千年的怪树林在霞光
的照射下， 就像一个镶嵌在大
地上的一口大钟， 时时刻刻都
在敲响着人类社会要保护自然
环境、爱护水资源的警钟。

高贵的心灵享受

白芳礼是一位贫穷的老
人，他的个人生活几近乞丐，去
世的时候没有一分钱存款。

然而，就是这位老人，从
74

岁的暮年开始至
90

高龄， 每天
在大街上比一个壮年人还拼命
地拉三轮，拿出

35

万元钱，资助
了近

300

名贫困学生。如果按每
蹬

1

公里三轮车收
5

角钱计算，

他为贫困学生奉献的是相当于
绕地球赤道

18

周的奔波劳累。

老人老得实在蹬不动三轮
的时候， 他就蜷缩在车棚给人
家看的自行车，每天把所得的

1

角、

2

角，

1

元、

2

元的钱整整齐齐
地放在一个饭盒里。 在一个飘
着雪花的冬日，须发皆白，身上
已经被雪浸湿的他， 颤颤巍巍
地把那个饭盒递给了学校的老
师，说了一句： “我干不动了，以
后可能不能再捐了，这是我最后
的一笔钱……”老师们全哭了。

当白芳礼患病的消息传
出， 一批又一批学校的学生来
到他的身边。他望着孩子们，泪
水一个劲儿地流：“孩子们，等
我病好了， 我还要蹬三轮挣钱
资助你们读书！”

老人是平凡的， 甚至很多
人眼里是可怜的。 在媒体发现
他之前，没有人知道他的故事，

没有人知道他以一己之力捐资
助学的情怀。 即便他的事迹被
媒体公开以后， 也有很多人不
能理解老人的行为， 有人说老
人有点傻，在一些人看来，他生

活得卑微且默默无闻， 但他倾
其所有去帮助别人。

可是我觉得白芳礼老人是
在追求一种心灵的享受， 因为
对一位饱经世事沧桑的近百岁
老人来说，死亡已不恐惧，物欲
更无所谓。

老人逝世以后， 无论是在
现实或者网络虚拟世界中，人
们都给予了这位老人最崇高的
敬意。送葬的人群绵延数里，人
们纷纷把手中的花朵洒向灵
车，漫天花雨，很多人对着老人
的遗像失声痛哭。 各大网站更
是跟帖如潮，寄托哀思。即便在
这位贫穷的老人他死去

6

年之
后的今天， 还有那么多人想念
着他， 网络上纪念他的文章绵
绵不绝。

今天很多年轻人崇拜高
贵，什么样的人算得上高贵呢？

在这个世界上， 衣食温饱以外
还有精神的追求， 这是区别禽
兽与行尸走肉的一个重要标
志。世界的美丽、生命的高贵，

正在于对真善美的追求。

一个人，一辈子，做什么并
不重要， 重要的是怎样做一个
有益于大众的人。唯此，无论生
命是短暂还是漫长， 才能获得
了永久的心灵满足， 才能永远
活在人们的记忆中。 白芳礼这
位生活在最底层却博爱到极致
的老人用他的行动告诉我们，

这世间确实有一种比黄金更有
价值、更高贵的东西存在，即便
在经历了漫长的岁月打磨之
后，仍如日月辉耀，熠熠闪光。

新息侯马援赞

（古风）

孟庆安
息县历代出英贤
有位名将叫马援
东汉立国功盖世
戎马一生保边关
圣恩御封新息侯
桑梓增辉光彩添

“老当益壮”豪言誓
壮语“马革裹尸”还
唤起赤子赴疆场
激励将士永向前
伏波将军威名振
豪言壮语世代传

□

朱德顺

山
城
晨
曦

熊
涛
摄

咏 梅

东西
一

闲来无事画梅花
数枝横来数枝斜
梅香墨香两清雅
世上冷艳唯独它

二
最爱香茗和梅花
忍寒耐冷唯有它
冰晶玉洁何须夸
踏雪寻梅多文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