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光 山 赋

光山，古之弦国，地处西阳。周时，弦与黄

邻，南逼于楚，雄踞江淮之古国也。《禹贡》：淮

海惟扬州。《水经》云：“淮水东径浮光山北，浮

光山今治城北，俯映长淮，为淮之上游，县以

是得名焉，古扬州之域”。魏属弋阳郡，秦时，

光山地属九江郡， 三国时属豫州治， 隋文帝

时，以州领县，光城为州治，十八年戍午，更光

城为光山。光山，龙腾中原，虎踞吴楚，楚风豫

韵，神奇万端，山青水美，淮上江南。光山历史

沿革变易纷纭，文化底蕴丰富深邃，历史渊源

久远悠长。予生活光山五十多载，览山川之秀

美，感古今之变幻，乃作斯赋。

光山，大别北麓，中州南障；历史悠久，

圣贤之邦；人杰地灵，文脉绵长。汉光武南阳
起兵，驻军光之天子城，秦皇汉武是天骄，天
之福光光荣光。温公司马光生于光，光乃更
负盛名，“司马光砸缸”，幼聪业勋青史扬。一
代词圣苏东坡，贬黄州团练，遍游光山山水，

览阅自然生态风光，避暑净居寺，思人生苦
短
,

叹世事沧桑，仰天台祖庭慧思智靑佛典，

“愿从二圣往，一洗千劫非”，“四面云山朝古
刹

,

一天风雨送残秋”，大小苏山争秀色，遥
看天庭紫气生； 与天台静居主持谈古诵文，

题诗赋词，品茗吟唱，文忠太师迹苏山，书堂
赋诗醒世长，诗与青山争秀色，人同淮水共
流年。北台薰风，

洓

水书院，“三台八景”，赛

山樵唱，小桥流水，碧草如茵；淮渎千帆，垂
柳拂波，绿树成荫，繁花似锦，三山夜月，朗畈
春耕，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天蓝蓝，花艳
艳，云来遮，雾来盖，云蒸霞蔚，碧波翠竹；仙
果千树，绿茶万顶；茶圣陆羽赞曰：“淮南茶，

光州上”。白露河
渏渏

蜿蜒游东南，官渡河湍
湍走浮光；胡沧晓《周易函书》，黄庭坚古风雅
韵；清波永济桥，春光临水湾湾好；峻峭王母
观，秀色依人处处新。皇赐梵天寺，巍峨紫水
塔，文人墨客吟，贤候将帅夸。颖超辅周巾帼
范，太忠海峰屡建功；钱钧吕清为将帅，庆祝
胸宽志从戎；文圣常誉播全球，徐庶之独创
画风；江山代有英才出，光山人民多英雄。

俱往矣，悠悠千古沧桑事，紫弦阳光楚

豫话；忆近代，大别红色地，峥嵘岁月稠，风
云际会，虎啸龙吟，刘邓大军进光山，人民奋
起为国家。看今朝，改革开放展新貌，群英贤
达展才华：百姓种田国家补，土地流转产业
化；农副产品上品牌，信阳毛尖光山茶；蓝天
玉叶枝独秀，净居苏山绿红茶；天瑞水泥白
鲨布，羽绒大军遍华夏；古城新貌览茶博，房
地产业展锦画；商海遨游南北漂，群英逐鹿
大中华；科教兴光人才出，乡村公路真畅达；

民企兴旺赖政策，商贾云集靠大家；政策开
明党领导，流光溢彩根文化。

山美，水美，人更美；天和，地和，人更
和。过去，现在，将来，昨天，今天，明天，明天
更美谐。光山，扶舆磅礴之气，含孕钟毓之
灵，贤哲灿星，笔墨难尽。光山，厚重，俊俏，

多彩，灵秀；光山，勤劳，和谐，创新，拼搏；光
山，上善若水，厚德于心，人民勤劳，民风淳
朴，盼民族复兴天地人和；光山，物华天宝，

地灵人杰，给力光山，光山发力，让智慧之光
溢彩喷薄！

□

夏惠元

我爱书房

汪中治
我爱书房
我爱书房的书香
小时候就常听老人们讲
书中自有黄金屋
家家都爱读书郎
长大后渐渐明朗
书是文化的殿堂
书是知识的海洋
书是智慧的营养
智慧是科学的翅膀
科学是发展的栋梁
发展是未来的希望

我爱书房

我爱书房的书香
书房是我精神库房
书房给我丰富智囊
书房助我冲出迷惘
书房使我不再狂妄
书房拓展我的幻想
书房激励我的图强

我爱书房
我爱书房的书香
书房寄托我的向往
书房是我的天堂
书房给我力量
书房遥寄我的梦想

□

潘玉忠
师恩难忘

离开了
35

年， 我终于见到了梁
老师。

他慈祥的面庞、敏捷的思路、大
方的举止以及对学生的爱深深扎根
在我们心中。 尽管老师已是白发染
双鬓， 尽管在与我们相聚时动作略
显笨拙，却让我们感动的两眼噙泪。

师恩难忘。蓦然回首，我们这群
当年不停打闹的天真孩童，如今已是
年过半百而知天命的人，

35

年后再次
相聚，时间很迟，但我们终于能向老
师说出藏在心底多年的心声。

我们这一届是信师附小的第一
届“中学生”。两个班不足百名学生。

难得的是，这不足百名的学生，都是
梁老师从小学一年级一直带到初中
毕业。我们这代学生，初中阶段正赶
上“文革”后期，每天自习课上背语
录， 不停地批林批孔和写大字报，真
正的知识根本没有从老师那里学到，

反倒是与老师对着干，沾染上不少坏
毛病，更是荒废了学业。

当年的我是一个被老师宠坏的
学生，小学的

5

年基本上是在老师的
表扬声中度过的，可到了初中，表扬
之声顿时销声匿迹。我很不适应，一
时找不到方向，心里空落落的。一次
大扫除和同学争吵起来， 梁老师狠
狠批评了我一顿。这对于我来说，是
不能接受的。我曾经反感过，也曾经
抵触过，最终我醒悟了，也正视自己
了。现在想来，感谢老师，是您将我
从童话中拽回到现实， 这才是真正

的生活。在您的教育下，我的心智成
熟多了，能接受以前所不能接受的，

能包容以前所不能包容的。 如今，每
每回想起小学和初中的那段时光，真
是愧对老师的良苦用心，儿时的调皮
和现在的我所形成的反差，不得不让
人感叹岁月的蹉跎。

老师现在早已退休了，

77

岁高
龄的他却是人不闲手不闲，依然保持
着工作时的精神头。 闲不住不说，而
且把自己的精神生活安排满满的：

骑车是首位，这是健身，而读书、看
报则是每天的必修课。光读还不行，

老师微笑着告诉我：动动笔，写点读
书读报的心得、小诗呀，把心里的话
写出来更舒服，抒了情更言了志。

相聚中，老师按捺不住激动，为
到场的学生写下小诗一首，“杨时立
雪求学问

/

张峰屈尊看先生
/

青出于
蓝胜于蓝

/

一路凯歌登塔顶”。 诗句
虽然直白却寄托了老师对学生们的
一片深情。

一辈子教书育人， 退了休也是
一样。老师多年的读书读报，也养成
了集报的好习惯。 双休日里孩子们
回家或家里遇到什么问题， 他从不
会板着脸， 反以小诗解惑或以名言
警句破解难题， 往往是在家庭成员
的笑声中，问题化解了，也常使再难
走的路变为坦途。

老师一生无所求。 生活上低标
准，精神上高要求，不与他人攀比，

反省自身不足。 他是我们做人的榜
样， 更是我们工作学习上一面明亮
的镜子。

□

李新民

记住回家的路

（上）

此刻，黎明即将到来，新的一天又要开始。这
即将开始的新的一天，是一年的开端。这是

2011

年
午夜最后的一刻，整个村庄炮声齐鸣，绚丽的烟花
照亮村庄的夜空。房屋、河流、稻田、鱼塘、群山、村
庄，白雪皑皑，映衬着斑斓的烟花，安详的田园，是
温馨迷人的景致。“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
苏”，所有的悲欢与哀乐、收获与付出、期盼与愿景、

幸与不幸，都在此刻融汇交替。新年开始了，五谷丰
登，吉祥平安，生活殷实，绿水长流，爆竹声声，传递
着渴盼与祈祷，盛大的景象饱含着生命生活的全部
意义和内容。我的村庄，正在迎接新年的到来。

借着这样的夜，以及这样的夜色，我再次伫立
在老屋前。现在，我正处在有家能回却无法居住的
尴尬境地。几年来，因种种原因，我无法住进自己
的老屋，不是不愿，而是不能。我的老屋，因时间的
久远，风雨的侵蚀，已然完成了它在我整个家庭中
庄严的使命， 并以羸弱的身躯正向我们的生活告
退。因此，近三年的春节，我总是匆忙赶回，住在老
屋不远处的堂兄家，看着陪着我的老屋一起过节，

不让它成为我村庄里空白的部分。

借助着明亮的夜的光芒，院落的一草一木，一
物一什，尽落眼底。其实，几个时辰之前，也就是中
午，在堂屋的上方，我双膝跪地，烧纸、敬香、叩拜，

对先祖充满感恩和感激。几十年来，他们在我们看
不到的地方无声地庇护我清贫的家园安静、 老少
安康、家业小成。没有一种恩德会如我们的先祖那
样不计回报，无声潜入，因此，我同样怀着一颗俗
世之心满怀虔诚向先祖祈祷， 赐我福祉， 岁月静
好。淡淡的香火，在堂屋上方袅绕升腾，透过木架
青瓦和房顶，飘散到村庄干净的上空。然后，我揭
去门楣上早已被风雨漂白的残旧的对联和门画，

重新贴上火红的新的春联，让老屋焕发一些生机。

如同一个村庄的老人，即便上了年纪，也要保持年
老持重的样子。我不想说出这一切是一场告别，新
年与旧岁，今晚与明天，旧舍与新居，无论是物质
形式还是精神上的割裂，从起点回到终点，都让我
矛盾纠结，情愫充盈我对家园和灵魂的守望。

我的老屋存在于村庄距今
30

多年了，这是父亲
30

岁时干的大事。

30

年时间，对于一个村庄，是很短
的一段历史，对于一所房子，也不是很长，但之于我
清寒的家庭，这

30

年苦苦的支撑，实在是很漫长的
时间。

30

年时间，村庄的很多事情都已改变，面目全
非，许多人在我们出乎意料的时候，从此在我们的
生活里永远消失， 只留在记忆和时间里虚有虚无，

而我的老屋，却艰难的在村庄里存在
30

多年。这是
村庄里最陈旧的房屋， 甚至说是最破旧的房屋，但
它的存在，让我觉得村庄还算是个村庄，至少，它让
村庄多了一些厚重，充满故事和传说。

现在，我不得不提及我的父亲，老屋的真正意义
上的主人。

30

年前，他创立的属于自己的家业，虽然
就是非常简陋的三间土房， 但之于父亲以及他所处
的年代，这绝对是一件大事。这件大事，足以显示出
一个农民的坚韧和顽强，一个男人的责任与担当，一
份对对美好生活充满向往和热爱的朴素情怀。

30

年前， 我的父亲
29

岁， 一个成家立业的男
人，却已饱尝生活的艰辛。

15

岁时，爷爷去世，奶奶
和姑姑便与父亲生活在一起，少年的父亲，不得不
在现实里艰难而无能为力地担起了生活的重担。

父亲个头不大，透过今天佝偻的身躯，我能想象得
到他

15

岁时的模样。但是，这没有办法，这就是生
活。我的父亲

15

岁时就已经成为生活的主人。日子
步步紧逼，逼仄得让人无法呼吸和退却，不管你是
否做好了准备， 不管你是否愿意， 呈现在你面前
的，就是这般残酷而无奈的现实。我的父亲，只有
选择，没有其他。我在想，苦，或许是父亲这一生最
准确的概括。一个

15

岁的孩子，面对生活的重负，

自己仍在成长的时期， 他哪里有时间和心思去品
味生活的滋味！他所能做的，就是在这个家里，早
上开门，一日三餐，让炊烟升起，夜晚关门，让屋子

里散发一些微弱的光亮。家里还有母亲和妹妹，生
活还得继续，明天又是开始，一切仍得进行，无所
谓绝望，亦无所谓希望。

其实，这样的日子是漫长的，只是，我的父亲
在生活里，无法也无处说出自己的悲苦。直到我已
步入中年的岁月， 当我安静地坐在这里或在无眠
的夜里想起父亲，打量体味他那时的心境，我也一
样无言无声地叹息，眼角里默默流出酸楚的泪水。

时至今日，我以及与我一样境况的人们，生活得似
乎充裕幸福，看起来自信满怀，在这个没有悲情也
没有真情的年代， 怎样才能敞开心扉抑或收捡起
满身的浮躁和矫情， 畅快淋漓地倾诉抑或用心真
诚地倾听？似乎都不能！我们无法说出，因为热爱
而身心疲惫，满目冰冷。

父亲没有抱怨生活。现实即已如此，不容也无
法回避，从少年起，父亲就开始了隐忍和沉默。这
是生活给予他的馈赠。 隐忍和沉默是一个成熟男
人应该具备的品质特征。 隐忍和沉默是面对生活
的一种方式和状态。隐忍中坚定着人的意志，隐忍
中积蓄着新的力量，隐忍中孕育着新的机遇，隐忍
让一切困难在与现实地抗衡中自然遁亡。 父亲就
这样隐忍着。一些岁月的背负与行走，一些世态的
无奈与炎凉，一些卑微的幸福与哀伤，你都藏在了
哪里？少年的心事不易觉察。这是一种生活之痛，

更是一种成长之痛。 父亲将之深埋在最坚硬也最
柔软的心灵深处， 以隐忍和沉默渴盼着生活能春
暖花开，日子能阳光明媚。

历经长久的沉寂， 在我的父亲以及他的生活
似乎被世界遗忘的时候，日子终于出现了转机。

23

岁时，我的母亲走进了父亲的生活。从
15

岁担起重
担，

8

年的时间， 岁月的风雨足以将一个初谙世事
的少年打磨得顶天立地。母亲的到来，无疑是父亲

温暖的开始。 就像早春的山野里不经意间盛开的
杏花，虽然仍是春寒料峭，但放眼已是春意盎然。

现在，一切柳暗花明，一切重新开始。我的父亲，似
乎从来没有经历过悲苦，幸福突如其来，他有些措
手不及。于是，所有的日子，由沉重变得轻盈，由灰
暗变得甘甜，由简单变得充实。我的父亲，不再只
是他一个人，一个习惯惊恐地面对世界的少年，从
此有了一个与他相依为命的人。

这样，父亲的日子才算得上是真正的日子，简
单的家里有了母亲， 人间的烟火便充满了生活的
气息。起早摸晚，生火做饭，春耕秋收，四季轮回，

日月交替着不紧不慢的日子， 也滋生着清淡的幸
福，有母亲风雨同舟，父亲也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生
活的主人。

诚然，这样的幸福是朴素恒久的，宛如房前流
水，屋后菜园，无声无息，波澜不惊，在父亲的眼
里，才知道人间原来如此辽阔。

紧接着，哥哥、姐姐和我相继出生，原本清寂
的家里，逐渐热闹起来。奶奶健在，姑姑出嫁，我们
一天天长大，爷爷留给父亲的两间房子，如今住着
六口之家， 拥挤的空间里， 虽然盛满了快乐和幸
福，也逼迫着父亲，为他经营的幸福创造更好的条
件。摆在他面前的现实是，爷爷留下的房子，已经
住不下这一家人了，他得重新创建自己的家业，为
我们挡风遮雨，让幸福灿烂绽放。

父亲开始了他的行动。 在建造房子这件大事
上，他从容有余，底气十足。尽管家中一无所有，经
济非常拮据，但他没有犹豫退却。眼前儿女绕膝，

他有精神动力；

15

岁开始担当一个男人的使命，他
有足够的坚强；母亲在他身边，他有依靠和力量。

这些无论是精神层面还是物质层面的强大支撑，

让他足以蔑视所有的困难和险阻， 满怀热情地建

造自己的家园。于是，

30

岁那年，开春，父亲便从河
的南边来到北边， 在一块向阳的山坡上， 开撬挖
地，进行他伟大的事业。现在看来，

30

年前，年轻的
父亲是多么睿智卓识，充满朝气和力量。虽然我的
老屋现在仍是村庄里最破旧的房屋，但在

30

年前，

在河的北边，重新选址建造房子的，却只有父亲一
人。因此，我的房屋所在的位置，也是村庄里最好
的位置。

30

年的时光变迁，如今，河的北边是一片
广阔的天地，错落有致的新房如雨后春笋，而具有
悠久历史的河的南边的老房子， 在冷清中渗透出
时间的久远和岁月的沧桑。 河的两边， 同一个村
庄，新旧形成鲜明对比，热闹与沉寂交叠，在历史
宽广的时空里，父亲的选择，不仅改变的是个人的
家庭生活，而且改变了村庄的面目和意义。这种改
变让我觉得，父亲好像是我村庄的缩影，永远让我
仰望而无法读懂，涵盖我的全部和所有。

经过两年的千辛万苦，父母如燕子衔泥般，终
于建起来了三间正屋和两间小屋， 相比于爷爷留
下的祖业，现在的宽敞竟然是天壤之别。虽然是土
墙瓦顶，土木结构，粗糙不堪，毫无精致可言，在物
资极度匮乏的年代和我贫穷的家庭， 在一个崭新
的地方开创一片新天地，已然非常了得。又是一个
崭新的开始、一种全新的生活！父亲带着我们，收
拾简单的家什，在乡亲们注视的目光中，从河的南
边搬到了北边。搬进新房时，我已有清晰的记忆，

是在仲春时节。身上脱去了厚厚的棉袄，少年的身
心陡然觉得如此轻松，兴奋与喜悦无以言表，抬头
天高云淡，俯首陌上花开，满目春光景明，春色满
人间。怎能按捺得住内心的激动呢？现在的新居，

坐北朝南，院子前面是一条大路，大路的前面是一
条清澈的河流，河流的前面是一畦畦稻田，稻田的
前面是一片青山，山上青松苍翠，四季可听风吟。

坐在院落里，远山如黛，轮廓清晰可见，村庄尽收
眼底，目之所及，一派空灵，神清气爽。这种身心的
愉悦，流淌在血液里，渗透到每个细胞，在很长的
时间里，充溢着我的心灵。直到现在，我不得不承
认，我的所有关于家园的记忆，也正是从这所房子
开始，支起我人生的架构，充满哀乐和悲欢。

（待续）

□

李春富

□

尔文

武姜 信阳历史上的一位女杰

群雄争霸百家争鸣的春秋时代，历史的天
空并非只是须眉男儿的舞台，信阳就曾经出现
过一位卓尔不群、逆境孑立的女杰，恰与另一
位含羞忍辱三年不语的息夫人，在性格上一刚
一柔，双星辉映。

周王朝自平王东迁洛邑之后， 申国遂成东
周的南大门。为防荆楚北犯，王朝在申国重兵布
防， 加强申国与中原诸侯的联合， 嫁申女于郑
国。这位远嫁中原的申女，就是郑国夫人，名垂
青史的女政治家武姜（“武”是郑国第二代国君

武公的谥号，“姜”为申国国姓）。后世战国时期
所谓“秦晋之好”，汉、唐时期的“胡汉和亲”、“汉
藏和亲”政策，算起来还是由这位申国的女杰首
开先河。《左传》记载，武姜为郑武公生有二子，

长子庄公，次子共叔段。因为庄公寤生（出生时
难产），武姜认为属不祥之兆，不可作为一国之
君，屡屡向郑武公提议由次子共叔段继承王位。

武姜的见解依今人眼光看来似乎迷信、迂
腐，但在当时科技水平原始低下，许多自然现
象尚难解释的情况下，注重先兆、顺从天意，就
是一种顺理成章的行为法则。她在长子与次子
继位上作出的选择，应是那个时代的科学合理

之举。虽然后来的情势未能如她所愿，庄公最
终还是做了国君，但是武姜的这一主张，却显
示了一个女政治家在家国大事上非凡的主见。

更为难得的是，庄公即位既成事实，武姜
却依然不放弃自己的立场，茕茕孤守，不遗余
力， 甚至千方百计伺机图谋由共叔段取代庄
公。 她先是为共叔段争取军事要地作为封邑，

遭到拒绝，又转而为其谋得京畿之地，高居京
城太叔宝座。

共叔段坐拥京邑之后， 先是僭越王制，超
标准修筑城墙； 继而又把两座边城据为己有；

最后偷袭国都新郑，而武姜则作为内应准备为

其打开城门。母子两人图谋败露之后，共叔段
逃鄢，庄公出兵追讨，将其驱逐至共国。

武姜因此事变被放逐城颖。 庄公宣称：不
到黄泉，誓不相见。话虽强硬，其实他内心却底
气不足， 时间不久就后悔自己把话说得过头
了。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庄公既然发誓与老娘
决绝，又如何改口？

大夫颖考叔前来献计。 庄公赐以美食，他
却挑出肉食，置于一旁。庄公不解其意，颖考叔
说自己有老娘，请允许将陛下所赐让他老娘尝
尝。庄公感叹：你有老娘可以孝敬，我却无从尽
孝啊！ 接着道出自己与母后之间的纠结与悔
意。颖考叔则趁机献计：掘地及泉，隧而相见！

于是，庄公走进隧道赋诗请安：大隧之中，

其乐融融！武姜走出隧道赋诗唱答：大隧之外，

其乐泄泄！

母子之间终于“黄泉相见”，和好如初。

一个谋和亲的申女、 一个有主见的夫人、

一个敢作为的女杰、一个有威仪的母后，郑庄
公自然敬畏有加。

方

言

有

民

意

只要是以汉语为母语的中国人， 百分
之百都有自己的方言， 而许多纯粹的方言
是没有字的。如果我们随身带上个小本子，

试着用拼音记下地道的乡间俚语， 并仔细
揣摩其中的意味， 你会发现这些方言具有
无可比拟的表意能力， 而此时的书面语就
显得苍白无力。 今择一组家乡话（原信阳
县）“端上桌面”， 并不揣浅陋发表拙见，以
就教方家。

这组家乡话是：得劲（儿）、“曲摊”（书
面语为“舒坦”）、娱着（一曰“入着”）。把这
三个词语放在原汁原味的方言语境里，你
会慢慢品味出它表意的魅力和家乡人的
诙谐达观。比如“得劲”，他们是这样说的：

嗯（你）喂了一个傻子（母牛），农忙田也种
了，农闲还薄（生）了一个牛娃（牛仔），拿
其（拿去）卖了，又能发个小财，看嗯（你）

那个得劲样！言语间，那种称心如意的感觉
溢于言表。

再如“曲摊”。一见着邻居当家的，就咋
巴（一连串大声说）起来：人家靠着菜园、打
渔的收入，盖了三间大瓦房，接了两房（两
个）媳妇，又儿孙满堂，曲摊得痒都



不得！

这种羡慕，虽是把书面语的“舒坦”方言成
了“曲摊”，含有对别人家舒服安逸日子的
称赞， 但绝非只艳羡他人吃饱了饭之类的
物质生活， 而是对那种身体和精神上都感
到轻松愉快的生活的向往。

至于“娱着”，其表意性就比较深邃而复杂了。比如在改革开
放初期，当大多数农民还在为温饱发愁的时候，家里有能人的，

已经渐渐富裕了起来。这就有话说了：嗯（你）看人家，一天三顿
饭不用愁，“三转一响”他都有，成天唱着过，活得“娱着”死啦！

关于“娱着”，汉字到底是怎么写的，它所对应的有没有相近
的书面词语，笔者没有做过仔细的探究，至今不得而知。但依据
祖祖辈辈使用它的语境以及用意，窃以为用“娱着”更合适。往远
的说，“娱”者游戏，游戏则快乐，快乐是肉体舒适以后的精神上
的享受。“娱着”死啦，便是那种肉体享受的升华并进入心里和精
神层面，而带来的如醉如仙的快感。因此，“娱着”虽包含着生活
的方方面面，但更注重对心里和精神层面享受的赞许和期盼。

倘若我们把这三个词语并联起来加以分析， 便可看出其中
的奥妙———对人类生存状况向好的递进式渴望。得劲，乃是对做
一件事顺心时的快乐，重在身体力行的做，而就是为了生活的舒
适，舒适侧重生理，兼顾身心；“曲摊”的快乐，既指身又指心，则
是温饱解决之后身心同等程度的舒适愉快；而“娱着”的快乐，则
重在心，是指在物质生活达到一定的满足时，去享受心理上的愉
悦和精神上的快乐。而只有这种愉悦和快乐，才是人之为人的真
正的享受。只可惜，这种享受，在过去的农村基本上是不存在的，

或者说即使有，也是转瞬即逝的。只有在今天，大部分老百姓已
经享受、正在享受或将要享受这种生活。

由此可见，“得劲”、“曲摊”、“娱着”这三个方言词语的并联，

自古及今， 表达的
是一种民意。 民意
所向，则政府所为。

据此， 笔者突发奇
想： 官员执政为民
如何， 可否将此作
为衡量的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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