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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从一片绿叶开始

（外一首）

张宏宇
冬老去的时候
我总是惦记叶子
我是从一片绿叶间倾听到
春的声音

春天在绿叶间跌醒
然后用纤细的手指
涂抹着春的气息
绿点亮了春天的眼睛

春天从一片绿叶中穿过
我收集叶子间漏过的阳光
用枝条沾着春光
便会飞出一阵阵鸟鸣

春天是从一片绿叶开始
叶片是可以作画的
叶子一旦写满绿色
便有了春天的影子
春天的说明书

春天是四季中
最耐读的时光
翻阅一页页说明
春的气息扑面而来

每一页春光
都呈现一段精彩的故事
让年年的春色
有了经典的说明

春天的说明书
读懂了春的味道
春的介绍和注解
让文字散发着活力和气息

春天一个说明
满眼的绿
让眼前的春天
焕然一新

春天的说明书
第一页的目录
是迎春花枝头上
雪的晶莹

幸福的暴脾气

自有人类始，人类就始终把
幸福做为自己” 追求的终极目
标， 始终没有停下追逐的步伐。

每一个生命个体，从他（她）的诞
生之日，也就踏上了追求幸福的
旅程。无论是人类的历史，还是
人的一生，这个目标始终是一致
的。 他们始终奔跑在这条大道
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
的历史也就是一部追求幸福的
历史。这部历史是一股巨大的洪
流，从历史深处涌来，并会一直
向着未来奔涌而去。

然而糟糕的是，幸福却有着
一副暴脾气，它们从来没有配合
过人类。 无论是对于整个人类，

还是对于单个的个体，它始终都
保持着它的坏心情，不轻易将幸
福赠送给他们。

这其中的原因，在于它始终
坚持自己”的原则，丝毫不动摇。

无论你是谁， 也无论你多么强
大， 都不可能轻易突破它的底
线，侥幸获得幸福。即使你无所
不能，但在它那里，你始终都找
不到一条可以行贿受贿的缺口。

在幸福面前， 即使你有三头六
臂，也会败下阵来。

它所坚持的这个原则，其实
也很简单，就是要走对路。也就
是说，在追求幸福的路上，若是
把路走对了，它会毫不吝啬地把
幸福赠送给你。

然而遗憾的是， 人类在追
求幸福的路上，却把路走反了。

纵观人类的历史， 无论这股追
求幸福的洪流多么汹涌， 结果
却是奔涌在一条相反的路上。

这样追求下来的结果， 只能是
越追越远。

归纳起来，这条被人类走反
的路，大概是两个反方向。

一条即为向外追逐。 这个
“外”，也就是外物。人类认为，只
有用外物来包裹自己”，当自己”

变得富有了，强大了，或是高大
了，强盛了，幸福自然会到来。这
里的一个巨大误区，就是人把外

物当成了他自己”。 所以这样追
求的结果是， 对于国家而言，就
是向外侵略， 掠夺他人的资源，

侵犯他人的主权。 对于个人而
言，就是眼光始终瞄准财富与地
位，不停下追赶的脚步，最终的
结果是一生疲惫不堪， 伤痕累
累，与幸福越来越远。纵观人类
的追求历史，这样追求下来的结
果是，不仅幸福没有追到，反而
是自己”的野心被自己”追求脚
步喂得越来越大， 越来越肥了。

更可悲的现实是，人类不仅不会
醒来，反而会在这条路上一路狂
奔下去，一条道走到黑。

另一条，即把幸福建立在他
人的痛苦之上。因为在追求外物
的道路上，每一个追逐者会发现
追求的道路极其艰难。 一旦发
现，他会很快得出结论：这是人
人都奔跑在这条路上的结果。自
己” 之所以没有追求到幸福，原
因就在于别人强大了，挡了他的
道。所以对于国家而言，如果别
的国家强大了，他会想尽办法限
制你的发展。 对于个人而言，如
果别人强大了， 他会想法超越
他，或是扳倒他。最文明的做法，

也不过是由仇恨转为不露声色
地巴结，目的还是获取外物。

所以对于这种追求，幸福总
是冷眼相看，从来都没有给过好
脸色，也从来不会将幸福赠送给
他们。

这两条路归纳起来，其实也
就一条，也即向外。是在相反的
道路上的两种不同做法。它的最
致命缺陷，就是人类始终忘掉了
自己”。他们并不知道，真正幸福
的道路其实很简单， 就在自己”

身上。只要迅速转向，从自己”出
发，沿着心灵的路，或者叫灵魂
的路，也或者叫精神的路向内进
发。这样进得越深，获得的幸福
也就越多。所以对于脾气暴躁的
幸福而言，它其实也有心情好的
时候。对于那些无欲而求，懂得
向自己”内心深处进军，逐渐强
大和丰富自己”的人，它会毫不
吝啬地把幸福赠送给他们。

迎春花开

（外一首）

方华
青春多像蓓蕾
它迫不及待地要打开在春风里
淡黄的心事
藏在一朵花心内

不要将这娇嫩的爱情
在一场寒流中关闭
它寂寞的心跳一朵朵
和着春天的音律

又见蝴蝶
小小的梦想

重新归来
在一双灵动的翅膀上忽闪
似一场昨夜的甜梦

是被囚禁的青春
逃出藩篱
在艳丽的春天里
饱餐秀色

谁的心花朵一般打开
等待
这玲珑爱情的降落

回 乡 琐 记

回老家那天，弟弟给我打电话，说哥我去
车站接你吧！我说不用了，带的东西也不多，

再说你还得来回搭公交车，麻烦。弟弟在电话
那头笑了，说我买车了，很方便，等着啊，我去
接你。

二十分钟不到，弟弟就开着车来了。我说
你行啊，车多少钱？他说办下来六七万吧，也
就是大半年的工资。弟弟告诉我，现在南方厂
里都很缺人， 他也就是来回跑着给人家找工
人，带去做工，人家给他劳务费。很轻松，收入
不少，弟弟说。咱们一块儿干吧哥，你有头脑
有文化，咱们合伙肯定大有一番作为。弟弟又
说。我笑笑，没有言声。

回老家之后，基本上是天天喝。我一般
只在春节回来一趟， 在外地打工的儿时玩
伴们此时也从大江南北陆陆续续赶了回
来。我们难得一聚，今天到你家，明天到我
家，每天都有酒场，喝完后聚在一起打个小
牌。 看了他们手里拿着的

iPhone

， 诺基亚
N

系列， 我的山寨手机根本就不好意思拿出
来丢人现眼。打牌吧，以前回来都是斗个一
块两块的小地主， 现在基本上都是五块十
块还带翻倍的，小了根本没人跟你玩。问我
的工资，我说也就三四千吧！说实话，还多
说了一千。 他们笑了， 说一天没有二百以
上，就没有人跟老板干。我说你们都是做什
么的，这么挣钱。他们说，文人哥哥，说了你
也干不了，干建筑，装修、刷漆，砌墙，什么
挣钱干什么。 还有一个玩伴在城市收旧家
电家具，一天也能收入个三四百。我确实干
不了，一来拉不下脸面，二来还真没有那力
气。 他们说哥你在单位做什么， 我说写材
料，业余时间搞点写作。他们说一篇文章能
挣多少钱？我说三五十吧，好的话一两百。

他们说那一天写个十来篇也挣得差不多
了。我笑了，说打字也没有那么快啊！

年后去我姑姑家串亲戚，我姑的女儿，也
就是我的表妹问我，哥，你知道港澳通行证怎
么办吗？ 我说没办过， 不过可以到网上查一
查。我问她，你问这干嘛？她说，我想去香港玩
儿，不过你别跟我妈说，说了她又该唠叨我，

不让我去了。我打工的地方惠州离香港很近，

来回要不了多长时间， 我们厂很多女孩都去
过了，我也想去。我说那得花多少钱啊！表妹
斜睨了我一眼，说我打了几年工，没给过你姑
一分钱，现在攒了不少呢！我说那也得留点买
嫁妆用，要不，到婆家看你吃亏不！表妹笑了，

说你姑早就给我准备好了，不用我操心！我摇
摇头。

母亲看不惯现在的世道，聊天的时候，她
说谁谁家孩子老是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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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整日不回家；说
谁谁赌博把打工挣的几万块钱输光了； 说谁
谁家孩子结婚不到一星期就离婚了， 不到一
个月又结婚了； 说谁谁家花二十多万盖的二
层小楼，由于风水不好，家里老是生灾难；又
说谁谁做生意，有了钱，在外面养了小老婆，

年三十都没过好，本想在家过，可小老婆那边
又催得紧。听了母亲的话，我更加沉默，因为
我也看不懂这世事纷扰， 无法为母亲指点迷
津。

初五以后，公路旁三三两两地站满了人，

他们背着铺盖，提着行李，我的乡亲们又要远
行了。过完元宵节，村子里的壮劳力基本上都
走光了， 剩下些老人孩子， 守着空荡荡的家
园。我不禁发出一声叹息。

不管怎样， 乡亲们富了， 日子渐渐好起
来，不再吃糠咽菜，节衣缩食。看到这样的情
形，我还是很高兴的。只是不知，富了以后，乡
亲们的日子将流向何方呢？ 面对着变化万千
的世界，我想没人能够给出答案。

我和春天隔河相望

杏花还未打骨朵， 柳树的枝
头也没冒出绿豆大的“板儿寸”，

椿树、刺槐、泡桐，冻得麻木，枯瘦
的枝条没有半点生机， 就是早春
的风儿吹过， 它们也自个儿只顾
吮吸， 甚至来不及艳羡冒绿的柳
枝。村里村外，除了春联，还找不
到丁点儿春的气息。

地上没有见到白居易的“原
上草”，一片一片的，尽是灰蒙蒙
的，现在，只是在等待时机，等待
那个叫春风的。“阳春二三月，草
与水同色。”还早呢，春风也要不
厌其烦地吻上个千万遍， 才能深
深地把你唤醒。

顺着堤坝走的几根电杆，瘦
得弱不禁风，就是那细细的电线，

也能把它拽得上气不接下气。不
知多久，鸟儿没有光顾了。好像是
去年的晚秋， 那群忙着送锦书的

大雁，排兵布阵似地停在线杆上，

说了一堆锦书难托之类的话，向
南飞去。

堤坝的外面是一条流向长江
支流的河，河不宽，上一辈人曾经
靠着它经贸往来， 就在我们家门
前，还留有古老的埠头，曾经的繁
华和茂盛，在风华的石块上印刻着
斑斑驳驳的痕迹。两岸是清一色的
杨树和柳树，杨树伟岸，柳树枯瘦。

冬日的河水，并不着急，好比
不急着赴宴的女人， 总要坐在花
镜前，有事无事地磨蹭一番。河流
的转弯处，也看不见漩涡，心态平
和得惊人，像是见过大世面的，沉
稳，深邃。

记得小时候，到了隆冬季节，

父亲穿着厚厚的棉袄， 担着被铁
棱条裹得一层又一层的木桶，用
结实的扁担砸开冰窟窿， 歪歪斜
斜地挑起一桶水。 我们最喜欢和
父亲一起来挑水，他担水，我们玩

冰。踩着厚厚的冰面，小心翼翼地
走到河对岸去。大孩子比较坏，不
知是不是他们身子太沉还是别的
原因，我们离不开他们，却总要走
被他们踩得支离破碎的冰面。有
一次我的一只脚就卡在冰窟窿
里，吓得我大声疾呼爸爸，他丢下
摇摇晃晃的水桶往堤外跑， 也不
知他哪弄到一根粗麻绳， 很准确
地甩到我手旁， 硬是把我一把一
把地拖到岸边。

以前读书，总喜欢摘录名句，

我常把“冬天到了，春天也就不远
了”工整地抄在扉页，勉励自己。

是啊， 到了春天，“草色遥看近却
无”，大雁南归，万物勃发生机；到
了春天，河水活泼，灵动，两岸冒
青，繁花似锦，我可以打水漂，可
以在柳树林里捉毛毛虫， 还可以
和老爷爷一起扳起古老的鱼罾。

那个春天，和我隔河相望。河
水解冻了，春天也就到了。

情 人 节 请 别 打 我 电 话

情人节那天，我早早地下了班，一头扎进
厨房，漂漂亮亮地做了几个菜，摆上了家里平
时很少用的最好的餐具。 然后坐在餐桌旁等
待老公的归来。

女人天性喜欢浪漫。可惜，我却嫁了一个
不懂浪漫的丈夫，既不会说甜言蜜语，也不会
为我制造一个惊喜，平时走在大街上，连手都
不牵我一下。记得谈恋爱那年的情人节，我们
走在街上，擦肩而过的女孩手中都拿着红艳艳
的玫瑰花和巧克力。我很羡慕，他却视若无睹。

虽然没有玫瑰和巧克力， 但我还是稀里
糊涂地上了夫君的贼船。至今想来，仍耿耿于
怀，实在是便宜了这个无情无义的薄情郎。

正想着，丈夫回家了。换了鞋，坐下来就
吃，吃得津津有味，但对节日的气氛却浑然不
觉。

我的心沮丧到了极点。这时，我的手机响
了。“你还好吗？我是老同学阿文呀！”电话里
传来一个男孩富有磁性的声音。 阿文是我大
学同学，我们已经很长时间没联系了。我和他
寒暄了几句，便挂了电话。

“谁打来的？”丈夫问我。

我如实相告。 丈夫没有说什么， 继续吃
饭。眼看着菜就要吃完了，可他对“情人节”这
三个字却还是只字未提。

“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我试图去
启发他。

“什么日子？”丈夫剔着牙，一副大惑不解

的样子。“是你生日？不对呀！是结婚纪念日？

也不对呀……”

“情———人———节———”我实在是忍无可
忍了，不由得拔高了音量。

“噢！”他恍然大悟。我满以为他一定会有
所愧疚，这样我的心里也会好受些。可他却忽
然露出不悦：“怪不得有人会给你打电话！”

“你……你说什么呢？”我被激怒了，“他
只是偶尔得到我的电话，问候一下罢了，又没
有别的意思！”

“哼！谁知道呀？那他为什么偏偏要在今
天给你打电话呢？”他还是不阴不阳。

“真是不可理喻！”我推开饭碗，转身逃进
了卧室。“嘿！你别走呀！我又不是不相信你，

我是不相信那些男人！现在的男人呀，十个男

人九个坏……”丈夫还在不依不饶。

哎，摊上这样既不懂浪漫又小气的男人，

我是倒了八辈子霉了。由于工作关系，平时也
有很多男同志打我电话，他绝对不是这样的，

今天他是怎么啦！ 都是让这情人节给害的。

得， 我得给平时联系较多的几个男同志打个
招呼，免得再节外生枝。我编了一条短信：“今
天请别打电话给我。”然后给储存在手机里的
男同志的号码都发送了过去。

就在快要发送结束的时候，丈夫进来了。

“给谁发短信呢？让我看看。”他一把夺过我的
手机，“我说得没错吧！世上坏男人多的是，还
有多少男人经常打你电话……”

“你……给我滚……” 我把他推出了卧
室，关了手机，蒙头大睡。这下总该没事了吧！

第二天一大早， 我到公司上班， 刚坐下
来，同事小丁就气急败坏地跑过来，说：“你搞
什么鬼？昨晚没事你发什么短信？害得我老婆
审了我半夜。 打你电话想让你解释， 却打不
通。我被你害惨了！”

我差一点晕倒……

春 韵

相比夏天的火热、秋天的凋
零、冬天的萧条，一年四季中最
好的季节，就是春天了。

“好雨知时节， 当春乃发
生。” 当浓浓的春意悄无声息中
逐渐流淌在大街小巷，随心所欲
地晕染着新绿的那一刻，没有夏
雨的急骤， 没有秋雨的缠绵，没
有冬雨的凛冽，霏霏春雨，丝丝
缕缕，犹如断线的珍珠，给人沁
人心脾的感受。独自漫步在高高
的河堤上，微风拂面而来，夹杂
着调皮的雨点，吹散了我愁乱的
思绪。

昔日光秃秃的河畔，似乎一
夜之间焕发出生机。“天街小雨
润如酥”，经过春雨的洗礼，小草
吸足了养分，你不让我、我不让
你地竞相破土，挺立着嫩黄的苞
芽，舒展着稚嫩的叶子。它们用
自己的生机与活力装扮大地，使
春天更加美丽迷人。 微风迎面，

那河堤的杨柳摇曳多姿，更显妖
娆。漫天飞舞的蒲公英，被调皮
的雨点儿骑在脖子上，飘落在田
野间，散落在水面上……

沿着河堤来到村口的池塘
边，明净如镜的池水，温柔地迎接
着雨点的亲吻。 昔日沉寂的池塘
顿时也热闹起来， 成群的鱼儿怀
着内心的欣喜，游到水面上，你追
我赶， 在属于自己的世界里自由

自在地畅游着。我折下一枝柳条，

逗着那快活的鱼儿。 鱼儿似乎被
这突如其来的东西吓坏了， 领头
的那条鱼迅速带领它的团队离开
了这个是非之地， 于它们的身后
留下一道道美丽的波纹。突然，一
条大鱼“扑通”一声跃起，在空中
来了一个滚翻，又迅速落入水中，

打破了池塘的宁静……

看着吐绿的小草，看着抽芽
的柳枝，看着可爱的鱼儿和无拘
无束的流云，它们都敞开胸怀拥
抱着春天，天地间的一切充满了
活力，令人心旷神怡。此时的我
沉浸在这片盎然的春景中，感觉
天地间的一切都为我所有。

万类春天竞自由！体味春天
的脉动，感受春天的气息，我忽
然觉得，其实我们每个人不都是
春天这幅巨画上的一点色彩吗？

四季从春开始，人生也当把握好
春天，绘出生命最浓重的色彩。

凉凉的雨滴将我唤回了现
实， 看着满目尽是一片绿色，我
要满心地感谢这春天，它赐予我
们如此仙境般的美景，它给予我
们生命的智慧。想到这里，那些
世事的繁琐瞬间都远我而去了，

我仿佛看到天际绚丽的彩虹在
向我招手……

站在微风中，我微微地仰起
头，任凭那温柔的雨滴飘落在我
的脸颊上，再慢慢地滑落，这一
刻，心里感觉甜甜的……

责编：陈晓军肖东照排：邱夏
邮箱：

xyrbcd@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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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办公室的大门，一股幽香扑鼻而来，昨天含苞欲放
的红梅今日竞相怒放。歌吟：红梅花儿开，朵朵放光彩。昂首
怒放花万朵，香飘云天外。唤醒百花齐开放，高歌欢庆新春
来。红梅报春，祥瑞满屋。赏心、悦目、怡情，感由心生，作文
以记之。

梅与松竹，谓之岁寒三友。梅花笑傲冰霜，清幽绝俗，引
无数文人墨客吟诵。陆游以之自喻，“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
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道出他嶙嶙傲骨。毛泽
东则以“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
中笑。”的诗句形容梅花高洁的品格。

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花儿就像一首无言的诗歌，

抒发着人们的豪情；花儿宛如一曲动人的乐章，吟唱着世界的美好；花儿好
似一幅立体的画卷，描绘着生活的春天。花是美丽的化身，花是爱情的使者，

花是四季的象征，花是幸福的代言。家中有花就会五彩缤纷，心中有花就会
充满快乐，手中有花就会传递情谊。

其实，我们身边不缺少花，缺少的是发现的眼睛，感悟的心灵，培育的情
愫和闲看庭前花开花落、漫随天外云卷云舒的心境。所谓：道生于静逸，德生
于谦和，慈生于博爱，善生于感恩，福生于淡泊，寿生于健康，喜生于平常。

叶雕·双鹅戏影 作者：朱华梅

□

王大明

□

朱院生
□

佟晨绪

□

刘正国

心 香 一 瓣 赠 世 人

———姚玉明同志《读书经》读后

我市政协原主席姚玉明同志选编的汇
聚古今中外关于读书的名言警句的《读书
经》一书，已由河南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发
行。展卷粗读，便觉有话要说。

《读书经》是为人们读书学习导航的书
五千年的华夏文明， 通过思想文化的

传承、 丰富和发展， 将民族的血脉延展下
来，将民族的思想文化发展历程、发展成果
记录下来，铸就生生不息、生机无限的中华
文化， 从而为亿万炎黄子孙源源不断地提
供丰富的精神营养， 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
兴提供思想保障、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撑。

读书学习是领略、融入、弘扬中华文化
的必由之路， 也是汲取人类优秀文化成果
的根本途径。

诗书继世长。注重读书学习，注重从书本
里汲取精神营养，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是
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强大动力。民族如此，个
人更不例外。一个人只有饱览诗书，注重以人
类优秀文化营养自己，他（她）才有可能逐步
实现视野开阔、心胸豁达、信仰坚定、品格高
尚、知识丰富、身手不凡，才可能更好地造福
社会、实现人生价值。读书学习有多重要，读
书学习有哪些迷人的魅力，这些问题在《读书
经》里都能找到答案。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典
籍浩如烟海； 世界文明成果更是星河灿烂

--

看得见数不清。如何实现沙里淘金、在有限的
时间内实现有效阅读，这本《读书经》为我们
提供了方法论意义上的指引。

《读书经》是为人们寻找精神幸福导航
的书

人到这个世界，是为追寻幸福而来的。

要实现幸福，基本的物质条件是前提，但幸
福不一定与物质财富的多寡成正比。 当人
们温饱无虞之后， 个人的幸福在很大程度
上取决于对精神文化的追求。 只有博览群
书，广泛摄取精神营养，才可能逐步使我们
的内心充实起来、丰盈起来、超脱起来、宁
静起来， 我们孜孜以求的幸福感才可能在
不经意间来到我们的面前。 在这个众声喧
哗、物欲嚣张的时代，当有不少的人为“不
幸福”而郁闷着的时候，通过读书学习，让
我们那疲惫的心灵得到沐浴、得以滋润。至
乐无如读书，读书学习，确是我们获得精神
幸福的根本路径。

《读书经》是为人们公民意识觉醒导航
的书

“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 是士子情
怀，更是公民的责任。读书学习，是个人

成长进步的阶梯， 是民族振兴的不二法
门。一个人，在农耕时代，读几年的书，可
以管用一辈子；到了工业经济时代，读十
几年的书才能够用一辈子； 而到了今天
的知识经济时代， 只有终身学习才能够
用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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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知识爆炸，科技日新
月异，综合国力的较量空前激烈。只有终
身学习、全民学习，国民整体素质较高并
有良好的公民意识自觉， 中华民族的伟
大复兴才能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之上；而
国民素质的提高及其公民意识的觉醒，

在一定程度上仰赖读书。

这本《读书经》的不少观点，是人们耳
熟能详的大道理。但知易行难，对今天的中
国社会来说， 大力倡导读书学习依然有着
极强的现实意义。这也是这本《读书经》的
重要社会价值所在。 一些领导同志经常告
诫：“要多做打基础、管长远”的工作；姚玉
明同志对此身体力行， 他以强烈的社会责
任感，不顾年迈体弱，多地奔波、广泛搜寻，

倾注十余年心血汗水编纂成《读书经》一
书，对倡导全民向学、书香中华之风当不失
为一项“打基础、管长远”的工作。

此书功德无量，作者善莫大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