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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 我 徜 徉

豫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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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的行吟和期盼。

豫南，晴日板结、雨来泥泞的土地，却
是子子孙孙繁衍的沃野。地图上的小不点，

留存楚令尹孙叔敖凿石开渠引水灌田的史
迹，铭记陈政、陈元光父子八千里路入闽开
漳的功名， 传诵清代大植物学家吴其�沿
河辟建植物园的佳话， 光耀一代共产党人
传播真理星火、 开辟豫南根据地到跃进大
别山的伟绩丰功。

豫南， 又是穷与苦的丛生地。“南山坡
上种熟地，北大冲里开生荒，东滩栽桑撒蚕
卵，西洼放牧牛和羊……”一代代人念兹在
兹。风灾来了，旱灾来了；旱象未除，涝灾又
至……“民之劬劳兮，辽辽未央兮”。男人把
苦难塞进烟斗里燃烧， 带给耕田上风化雨
蚀，女人则把创伤埋在家务堆里生计梦里。

多灾的土地生长着庄稼、生长着爱情、生长
着不懈垦殖的故事， 于是有了灶王爷的传
说，有了千千万万个“郭丁香”……

大别山教我立起，史河水滋养我血液。

我学着前辈人， 走在豫南土地上， 坑坑洼
洼、磕磕绊绊、一�一滑，每一步都扣在历
史的琴弦上， 苍凉的旋律回荡的是农家的
精神底色。

你到过豫南读过固始吗， 见识过豫南
人的胼手胝足、淳朴大气吗？品味过《郭丁
香》吗？我掮公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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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走着这一道道山来
一道道水， 与面谋与目谋与神谋的都是风

景都是歌都是情。

近处的亲戚来了、 远方的朋友同事来
了，主人像过节日一般。一家老小，街上买、

地里拔，倾其阮囊为七碟八碗、推杯换盏，

其乐融融。外面的世界精彩，故里的人世沧
桑……日子在席间嚼得多滋多味。 别时还
是依依不舍，相约来日再相见，再道亲朋不
走不亲。

豫南春来，草茂木荣，村村寨寨缭绕
绿色祥云。田埂上，农夫扛起犁耙，牛背套
上绳轭；菜园里，老人剔栽侍弄，一畦畦菜
嫩嫩的、水淋淋的。油菜花扬起遍野金黄，

布谷声中，农夫牛鞭一甩，犁铧翻起泥土
浪花。

村庄里青壮年劳力呢？ 此时在千万里
之外商海里踏浪，中年人就山一程、水一程
颠簸在路上了。路的一头是村庄的清晨，鸡
鸭鹅吵嚷着出笼， 摩托车、 机动车流出村
头。县城，闻声敞开新的一天。

大雁南飞，故人南来，是豫南独有的风
景。豫南人经历了太多太久的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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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年前，豫南古道上，车辚辚，马萧萧，旌旗猎
猎，陈政、陈元光父子奉诏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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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3600

人从

这里远奔闽粤交界。“开漳圣王”戍闽
42

年里，

厉行新政，镇抚土著，除乱安民，直到马革裹
尸血溅疆场……圣王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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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后，王审知
又带乡民

5000

人投义军辗转入闽……豫南
人、闽地客从此留在了蛮荒之域，传播豫
南人的吃苦耐劳，屯垦、兴教、治水、务农
桑……中原文化像蒲公英的种子飘扬海
内海外。而今，阔别的同胞终于回来了，大
别列队，史水奏乐，古老的村庄、河畔、古城
遗址，静静视听宗亲同胞们寻根谒祖、上香
叩首。相见时难别亦难，揣上一�故里泥土
于怀中，擦擦眼睛上路了。闽台祖地———固
始与海内外便有了相连的根脉。

我的乐土是豫南一个小小村落， 聚集
了祖辈裹足于此的人们。 同代人中我是沐
浴改革春风第一个走出村巷的幸运儿，家
居城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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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谙熟了城关街巷、楼宇，然而
穿梭闹市城厢，常常走到了乡下，走到儿时
的村子里……野水塘边摘菱角、 剥芡实、掏
黄鳝……扯开的一条条苍白、弯弯的羊肠道
上耍不尽的童年。村庄的林荫，秋田的黄荒，

小桥流水，皑皑白雪，老人的满面沧桑……

唤我在城乡之间一路风尘。我的眼睛始终顾

盼两个群体。 我一向是迟钝于透过什么看
到什么的，此时，登上城堞，我沾了古人的
灵气，浮想联翩……

豫南的苦日子让前辈们扛走了， 留给
我们的是另一种境界。含哺鼓腹，土坯坑、

土锅灶的冷暖挥之不去，高档沙发、茶几装
点一室生辉，耐得我频频擦拭飘落的粉尘，

一月月、 一年年过去了， 我是在享受富丽
呢，还是为物役而累，我又记起了当年茅屋
里长板凳的简便，本是土里生，弃不去灰土
的亲近。

今秋， 豫南大地端出一片金黄的那一
天，我探访的双脚踏进大别山深处。坐古树
下，山坳打开空调，依山的农家阁楼揽我入
怀，超市里难见的山肴野蔌陈上方桌，一时
间清风拂面， 山腰飞泉入厄……我陶然于
都市公园的凉亭里。

我的脚步就在这城乡之间流连， 我在
丈量着距离， 期待着来日。 曾染足齐鲁寿
光、 吴越绍兴品读农业产业化城乡一体化
的鸿篇巨制，驱车、徒步山阴道上，他乡的
我，竟有些忐忑、有些恋家……

凭栏遥望，豫南固始何处？

我寻寻觅觅，两千年文化不仅是广告
词，固始文化底蕴、文化积淀是生生不息
的，需要一代代传下去，激发更为强烈的
创造欲。月夜我独步史河岸边，掬一把凉
水洗面，顿时，古往今来固始多少人与事
都随乡愁到心头。我和母亲河一起静静沉
思……

一个关于信仰的真实故事

———长篇小说《桂花开了》读后

这是一片热土。这片热土是一首诗，一首
回味悠长震撼心灵的诗；这片热土是一幅画，

一幅风光无限令人流连忘返的画； 这片热土
是一本书，一本中国革命史的教科书……

这饱含深情的句子，出自刚刚问世的长
篇小说《桂花开了》一书。而这部书则出自我
市两位文学新秀之手。 从这部书的字里行
间，我们不难看出作者对信阳，对这片被他
们形容为“如诗似画的家乡热土”充满着深
深的爱恋。

这两位文学新秀，一位叫弋潇，一位叫李
昌斌， 都是地地道道的信阳人， 他们长期生
活、工作在这片热土上，对这片热土有着强烈
的眷恋之情。自然，他们对这片热土上积淀的
历史文化，更是钟爱有加。也可以说，他们对

这片热土的挚爱，也是对自己的“家”的热爱。

有了家，人们才能找到自己的根。“根”是一个
民族的历史，而“家”则是每个人生命的源头。

我们每个人都是不能忘记自己的根和家
的———在历史的长河中，正是因为有了“根”

的同源和“家”的同心，才使人们相互之间产
生了巨大的凝聚力， 也因此才会不断产生着
推动历史和社会向前发展的巨大动力。

信阳确是一片热土， 因为它是红军的摇
篮、将军的故乡。土地革命年代，这里曾培育
了红一军、红四军、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八军
等多支红军主力部队， 是全国著名的革命根
据地和鄂豫皖苏区首府所在地； 解放战争时
期，这里是刘邓大军挺进中原的主战场。在艰
苦卓绝的革命战争中， 这片热土上的近百万
人参加了革命队伍， 数十万优秀儿女为革命
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解放后，先后有近百人被

授予少将以上军衔……

正因为有了对这片热土的拳拳之心，在
十余年潜心研究从大别山走出的红军西路军
队伍过程中， 两位作者的足迹踏遍了大别山
的沟沟坎坎、角角落落。他们走访了很多红军
老战士、老同志，收集了近百万字的各种历史
资料；他们拜谒过烈士的墓地，凭吊过鲜血染
红的战场，感悟过先辈的情感，聆听过那久已
消逝的生命独白， 还有那难以述说的是是非
非、恩恩怨怨……他们经年历月，呕心沥血，

笔耕不辍， 终于在庆祝建党九十周年之际将
一本长达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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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字的长篇小说《桂花开了》奉
献于读者面前。

打开这部小说， 一幅幅奇异的画面扑面
而来：那粗狂厚重的荒原令人遐思，扣人心弦
的战场激昂励志；泣血悲情撑起终生承诺，爱
情绝唱萦绕生死守候……

长篇小说《桂花开了》是以当年从大别山
走出的红四方面军、 后在西路军西征途中被
俘、继而失散的女红军为引线，再现了当年西
路军中大别山儿女在河西走廊悲壮的历史以
及后来重返大别山同日伪斗智斗勇的故事，

重点描写了她们不同的理想、信念、追求，小
说通过历史和现实相互交汇的故事情节，生
动地演绎出了那首在大别山区广为流传的经
典歌曲《八月桂花遍地开》的丰富内涵，给人
以神圣的生命的洗礼和强烈的心灵震撼！

《桂花开了》一书不仅为我们展示出了一
幅幅旖旎的大别山自然风光画卷， 描绘出了
这一区域丰富的历史积淀； 而且使人在阅读
之中仿佛聆听到了一首首哀婉凄美、 别具一
格的大别山民歌。也许，你还会在不知不觉中
萌生出一觅今日红色胜地景观之冲动。

从峥嵘的岁月中走来， 从血与火的战争
中走来，鄂豫皖———这片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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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共和国
第一代将军的红色革命根据地， 随着历史册
页不断翻动，在人们的记忆中不断翻新———

这是一段写在小说扉页上的话。的确，作
家在《桂花开了》这部书中所展示给我们的，

不仅仅是一段尘封已久的历史记忆， 也是他
们饱含深情为读者所打开的新的历史册
页———这，也许正是作家的一大用意所在吧。

新 县 永 新

13

年前，我到新县出差，第一次
认识了新县。它不光名字新，而且它
的一切也都是新的。 仅仅两年后，第
二次去，参加“河南省对外劳务合作
工作现场会”，发现它的变化非常大，

几乎叫我认不出来。同事问我有啥感
觉， 我搜索枯肠， 最后归结成一个
字———新。

2011

年
10

月底， 我第三次
到新县，也是参加一个会议。有同仁
说，你已经是三来新县了，应该能梳
理出一个对新县的理性认识了。我想
了半天，说，还是只有一个字：新。新
县是日日新、月月新、年年新，日新月
异，可谓“永新”县。

一新———革故鼎新，浴火重生
新县之新，首先表现在它的历史

上。新县原叫经扶县，那是
1932

年
10

月，国民党蒋介石反动政府以当时河
南省政府主席刘峙之名字“经扶”设
立的。

1947

年
8

月
28

日， 刘（伯承）邓
（小平） 大军解放了经扶县的县城新
集后，当年

12

月，根据刘伯承的提议，

将经扶县更名为新县。这个“新”字，

包含着多少语言诉说的了和诉说不
了的过去、现在与将来，痛苦、欢乐与
幸福，回忆、憧憬与展望啊！从那时至
今，不过短短的

64

年。所以新县在中
国
2000

多个县中，不仅是在血与火的
洗礼中诞生的县，而且也是由共产党
人命名的为数不多的县之一，因而新
县堪称最新的县。

二新———红色土地，永不褪色
新县是个具有光荣革命斗争历

史的山区县。土地革命时期，这里是
鄂豫皖苏区的首府，而鄂豫皖苏区是
仅次于井冈山的全国第二大革命根
据地。建国后，在新县县城南面建立
了“新县鄂豫皖苏区革命烈士陵园”

和“鄂豫皖苏区首府革命博物馆”。鄂
豫皖苏区首府革命博物馆位于小潢
河东岸山坡下，占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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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亩，是一座
仿古建筑群，古色古香。馆内陈列着
一大批革命文物和斗争史料。记得上
次参观曾看到了“列宁号”飞机，不知
道啥原因，这次没有看到。据说，这架
飞机原是国民党的飞机，因事故迫降
被我红军缴获。所以，新县也是我党
拥有第一架飞机的地方，由此设立的
航空局也成为新中国航空管理机构
的前身。据介绍，英雄的苏区人民，在
党的领导下，前仆后继，浴血奋战，直
到全国解放， 仅新县就牺牲了

6

万多
人， 占当时全县总人口

9

万人的一半

以上。 看看周围摩肩接踵的人群，我
相信，烈士的鲜血没有白流，老一代
留下的革命精神一定能够代代传承
下去，我们的革命理想永远都会鲜艳
如初，永不褪色。

三新———经济发展，旧貌新颜
新县尽管地处大别山腹地、鄂豫

皖三省的结合部， 却是东俯沪宁、南
视武汉、 北应郑汴的重要战略地。但
是，由于历史的原因，这里的经济十
分落后。

1983

年之前， 新县最明显的
特点是“三不过一”，即国内生产总值
不到

1

亿元（

7700

万元），财政收入不
到

100

万元（

98

万元），农民人均纯收
入不到

100

元（

86

元），全县
82%

的人
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是国家重点贫
困县。近年来，新县人民发扬老区光
荣传统， 大力发展旅游经济、 工业经
济、生态经济和劳务经济，经济社会得
到长足发展， 全县面貌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县域经济综合实力由

1996

年的全省末位上升到第
50

位左右。

其实，新县最让人“眼前一亮”的
是对外劳务合作。早在上世纪

80

年代
末，新县就开始了外派劳务工作的探
讨，

1994

年形成建制化、规模化。近年
来，新县向韩国、日本等

20

多个国家
和地区年外派劳务人员

1500

人以上，

常年在国外务工人员
4500

人左右，年
创外汇折合人民币

４

亿多元， 仅此一
项全县农民收入就达人均

1482

元，占
纯收入的

37％

，成为中国涉外劳务输
出第一县。 如果说数字是枯燥的，那
遍及全县的小别墅群给人的震撼，相
信谁都无法拒绝。 我们所过之处，看
到农民很多家都有汽车，房子的漂亮
程度，让许多都市人羡慕不已。所以，

新县之新也在于面貌新、 气象新，全
县到处生机勃勃，涌动着春潮。

前面提到，新县可谓“永新”县。

无巧不成书，而“永新”恰恰是江西省
的一个老区县。这两个“新”县可比之
处甚多。第一，它们都是享誉全国的
将军县，从这两个县都走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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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位
开国将军；第二，永新是毛泽东“三湾
改编”的地方，而新县是黄麻起义的
策源地；第三，永新有毛泽东的“武
妻”贺子珍，而新县有毛泽东的爱将
许世友……可见，新县与永新有着微
妙的机缘。也许，你会说，这段话对于
全文来说是“节外生枝”？不过，我想
还不至于。因为，我们谁不愿意由这
些红色源泉流布出的红色江山“永
新”下去呢？那就让我们以新、永新共
勉吧。

我 这 十 几 年

回顾十几年的语言文字工
作，我感慨万千———

我是
1996

年
11

月河南省第
2

期省级普通话水平测试员培训
班、

1997

年
3

月第
9

期国家级普通
话水平测试员培训班毕业的。从
那时起，我参加了河南省大规模
的普通话水平测试工作。当时河
南省测试工作处于起步阶段，没
有经验可寻， 那时工作真叫艰
苦，都是“大规模作战”，测试员
都是跨地区测试， 集体吃住。记
得第二期培训班结束去汲县师
范测试，当时已是隆冬，出差时
穿着丝袜，冻得不能自抑，买袜
子（不小心）又误买了两双女式
的！一车的测试员都笑我。测试
中若发现有评分标准问题就通
知开会讨论，有时凌晨一点多还
在开会， 第二天还要照常测试。

那种情形至今回忆起来仍历历
在目。当时河南省语委办主任是
杨智磊，他那种雷厉风行的工作
作风至今仍影响着包括我在内
的许多测试员。

从
1997

年
8

月河南省第
6

期
省级普通话水平测试员培训班
开始算起，一直到

2011

年暑假第
22

期，我一共参加了
15

期省级普
通话水平测试员培训班的组织
和管理工作，并承担《普通话语
音》和《普通话测试中的朗读》两
门功课的授课任务， 还兼班主
任。十几年来，培训班共为我省
培养了

3000

多名省级普通话水
平测试员，他们至今仍活跃在测
试的第一线。 因为历史原因，我
省的测试任务重、待遇低，广大
测试员基于对语言文字工作的
热爱，不讲任何条件，甘于奉献，

体现了我们这支队伍的高风亮
节。最繁重的测试任务大概集中

在
1997

年、

1998

年左右。 比如革
命老区信阳市八县两区，省派国
家级测试员带着测试队伍分南
北两路，一个县一个县地对教师
进行测试。 那情景可谓壮观！革
命老区新县， 地处豫鄂皖交界，

方言重。 在对全县教师测试中，

乡村民办教师民风可真淳朴！炎
炎夏日，挥汗如雨，可这些可爱
的教师们排着队伍静静地等候
测试，没有一个人替考，测试员
们至今谈起仍肃然起敬。

测试工作是一项重体力和
脑力劳动，它需要测试员长时间
集中精力，仔细地聆听受测者的
读讲。我这个测试老兵，也经历
过生与死的考验。

2009

年
7

月
31

日下午我正在为
18

期省测班上
语音课时突发脑溢血，右脑室出
血

55

毫升，生命垂危。后来听家
人讲， 当天晚上在

154

医院为我
做开颅手术时，外面黑压压地围
满了学员，醒来时已是转到武汉
同济医院之后的事了，这时离发
病已两个多月了。整整昏迷了两
个月！经过顽强的锻炼，我从不
会走路到离开座椅、从只能扶着
墙走到上下楼自如，再到现在已
彻底恢复了健康，没有留下任何
后遗症。今年

7

月
21

期、

22

期省测
班上，我又站在了讲台上，为学
员们继续讲授语音课，这不能不
说是一个奇迹！

我是
2002

年因为工作需要
调到信阳师院语委办工作，从事
普通话教学、测试工作，兼任播
音教学工作。普通话培训班为广
大学生尤其是少数民族学生提
高普通话水平、促进少数民族学
生积极参与校园文化活动创造
了很好的平台，在增强少数民族
学生的普通话知识素养，增强民
族文化交流等方面取得了突出
成效。

从孙子斩“美”想到的

相传，春秋时代，吴国有一位
姓孙名武的著名大军事家， 被世
人尊称为“孙子”。一天，孙武将他
的《兵法十三篇》呈给吴王阖闾。

吴王看后赞叹不已， 有意起用孙
武为大将， 但不知其是否有真才
实学。于是，吴王想了个主意，令
宫中美女

108

人， 分为左右两队，

命二宠姬为左右队长， 让孙武全
权指挥，御前演练。

孙武欣然领命。演练前，孙武
三令五申，但三通鼓罢，宫女们嘻
嘻哈哈，东倒西歪，阵不成阵，伍
不成伍， 特别是充当左右队长的
二姬，以为有吴王宠幸，更是有恃
无恐，摇摇摆摆，扭扭捏捏，丑态
百出。孙武见状，勃然大怒，喝令
武士，立斩二姬，吴王意欲下座讲
情，二姬早已人头落地。接着孙武
又从宫女中挑选二人作左右队
长， 在孙武号令下继续演练。结
果，步伐一致，阵容齐整，冲杀进
退，井然有序。宫女们再没有一个
违犯军纪的。 这时吴王虽痛失二
位爱姬， 但授予孙武全权指挥有
言在先，成了个哑巴吃黄连，有苦
说不出。同时，吴王也确实看出孙
武有胆有识， 有卓越的军事指挥
才能，遂起用孙武为吴国大将，使

东吴曾一度称雄一方。 后人从孙
子斩“美”这个故事中悟出一条道
理，叫做“兵不斩不齐”。

“兵不斩不齐”这句话颇有哲
理。 先贤哲人曾有一句名言：“乱
世须用重典”。那么盛世要不要重
典呢？毋庸置疑，当今我国正处开
国以来的盛世而绝非乱世。 今天
虽处盛世， 但也绝不是没有一点
阴暗面。改革开放以来，在从我们
的国门“窗口”进来许多好东西的
同时， 也进来一些苍蝇蚊子和污
泥浊水， 一些新中国成立后曾一
度被取缔和铲除的腐朽的东西，

又重新抬头， 死灰复燃。 一些地
方，一些领域，严重违法乱纪现象
屡禁不止，恶性案件时有发生，腐
败现象愈演愈烈，究其原因，除客
观因素外， 与这些地方法纪废弛
不能说没有关系。 由于不正之风
作祟，基于个人私欲，某些人置中
央三令五申于不顾， 视神圣法纪
如儿戏，弄权渎职、贪赃枉法。大
事化小，小事化了，成了犯罪分子
的保护伞。在这些人的庇护下，不
法分子有恃无恐，为非作歹，危害
人民，气焰嚣张尘上，有些地方竟
出现好人怕坏人的现象。 还有些
地方，由于量刑过宽，一些坏人虽
经“一进宫”、“二进宫”甚至“三进
宫”，但由于这些人得不到应有的

惩处，“出宫”后依然故我，甚至变
本加厉，继续危害社会。曾有这样
一个犯罪分子， 刑满释放后竟向
人民群众示威说：“有什么了不起
的，不就是喝两年稀饭吗？出来老
子还照样干！”还有一些共和国大
厦的蛀虫、败类，把人民赋予的权
力，不是用于好好为人民服务，而
是以权谋私、 卖官鬻爵， 到处伸
手，大发横财。这些人心存侥幸，

总想着中央反腐败是“雨大点子
稀”，淋不到他头上，岂知“天网恢
恢，疏而不漏”，这“雨点子”迟早
会落在他头上，不信咱就走着瞧！

当然，“兵不斩不齐” 也是相
对的。执法要严并不等于苛酷。对
于一般犯罪， 应视其情节， 本着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精神，适
当从宽，以儆效尤。但是，如果失
之过宽，该用重典时不用重典，法
律武器就不能发挥震慑罪犯、保
护人民群众的作用。同样的，如果
执纪不严， 纪律也就不能保证党
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贯彻执
行，也就不能扶正祛邪、抑制不正
之风，对于那些敢于玩火者，也不
能起到应有的惩戒作用。 欣赏了
孙子斩“美”的故事后，我们是否
能从中受到点什么启发呢？

玉兔盈丰岁 金龙赶早春

———龙年春联新作

弘此远漠升玉兔；

扬其广躑舞青龙。

兔爬山岳和谐世；

龙接海天幸福年。

梅香雪海寒天下；

春染红桃绿柳中。

山堆瑞雪劲松挺；

燕剪和风垂柳斜。

雨顺尧天龙世界；

风调舜地虎精神。

赶月追云欢旧岁；

呼风唤雨喜新春。

瑞兔团圆天酌酒；

祥龙会聚福临门。

兔上天宫圆昔岁；

龙传华夏赐弘休。

兔跃世间难忘日；

龙行天下纵情时。

福兔昊天泼水彩；

金龙舆地绘丹青。

银兔悬天晖地角；

蛟龙出海向穹苍。

兔脱宫舟天接吻；

龙飞首尾凤和鸣。

风雨兴焉龙出海；

天时利矣马扬鞭。

海之使女播春雨；

龙的传人立夏言。

灯红喜?上元日；

酒绿欢歌中国龙。

马畈马?催马集；

龙山龙井卧龙台。

兔遇佳时斟酒满；

龙行大运伴春长。

兔云卷起千堆雪；

龙雪携来万里云。

一身宝气兔辞岁；

通体祥光龙闹春。

岁逢瑞雪红梅艳；

年庆新春旭日华。

玉兔追云风给力；

金龙出海浪滔天。

明月艳阳梳柳绿；

长风沛雨映桃红。

漫展春风似舞步；

飞扬喜雨如歌声。

乔茂草新花竞放；

同升水起日月明。

兔岁和家园皎兔；

龙人满世舞祥龙。

兔在长天圆旧梦；

龙于世上舞新春。

瑞兔生金盈屋宇；

蛟龙披锦耀乾坤。

铺锦织绫呈玉瑞；

点枝泼墨散梅香。

春暖桃红花自舞；

峰高松翠鹤抒情。

芳草菲菲春四季；

辉煌熠熠皓千秋。

皓月当空明世界；

长歌起舞乐团圆。

大连·海的哲学

黄海不黄渤海
却泛着微微灰黄的波浪
大连连着广袤的陆地亦连着
一望无际的海洋
更连着
有形无形可视莫测的
海内外市场

岂止是优良海港
亦是旅游休闲的好地方

海阔天空
一任思绪自由翱翔

去放眼一色水天
去金沙滩上自由徜徉
去同五色卵石戏耍
去真切的现实中寻找
绿色瑰丽奇幻的梦想
这里远离了烦嚣吗
黄海不黄渤海
却泛着微微灰黄的波浪

深
山
藏
小
村

肖
东
摄

□

彭国强

□

冯学忠

□

宋宗祧

□

聂鸿孝

□

耿纪家

□

刘永胜

诗 三 首

一
雅轩小窗对后园
早梅新探一秀枝
萧萧寒九盼东风
遍吹冷香到天涯

二
面对白纸作画禅
一笔一画绘流年
图成洇润尽烟云
香茗一杯心陶然
赌博吟

时人嗜赌皆想赢

虚度时光误平生
世事处处都在赌
人间谁谁不争胜
赢家有术用心机
输者顿足怨命运
胜者骄傲败者恨
最终谁是常胜人

□

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