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新兵的感悟

翻开日历，发现来部队还差
七十二天就够一年了，时间过得
可真快。

一直想写一篇长长的日志，

写出心里各种各样的感悟。

想写些煽情的话，却想起我
是个当兵的，那些矫情应该与我
无关； 想说些鼓励自己的话，却
发现自己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坚
强。

回头看看这十个月，经历太
多了，感悟太多了，也改变太多
了。

记得刚到部队的时候，战友
都不熟悉，都不说话，气氛压抑
得让人喘不过气来， 又想家，心
里堵得要命。有一次，给妈妈打
电话，她只“喂”了一声，我就哭
了， 旁边等电话的战友看我哭
了，也跟着哭。后来大家都熟悉
了，气氛也就融洽多了，训练的
苦与累就不说了。

新兵团训练三个月就下连
队了，原来对我们有点狠的班长
分开时我们竟然又舍不得了。

下连队那天， 坐车到海南
省临高市。 只见路边除了树就
是农田，越走越偏僻，心也越来
越凉，心想这下完了，分了个鸟
不拉屎的地方。事实证明，这地
方的确是够荒凉的， 不过鸟屎
挺多。

分到连队之后，就有了紧急
集合。白天训练一天，累得要死，

夜里躺在床上困得眼睛都睁不

开，还不敢睡觉，等紧急集合的
滋味真不好受。

还有下午三点天气正热的
时候，我们出去跑五公里，跑到
想吐的感觉。

还有第一次集合拿装备出
警，真的很紧张；

还有第一次执行任务，当着
几个社会青年的面砸赌博机的
时候紧张得要命；

还有第一次执行任务围抓
犯罪嫌疑人的时候， 他在前面
跑， 我们在后面追， 真的很兴
奋；

还有第一次洗猪圈差点吐
了；

还有第一次用手掏充满粪
便和垃圾的下水道， 真的很恶
心；

还有一次……

各种各样以前没经历过的
第一次，也彻底改变了我。

以前两句话不对就要动手
的我，现在当班长指着我骂的时
候也知道忍了；

以前凡求高调的我学会低
调了；

以前总有说不完话的我也
变得喜欢沉默了；

以前总是被情所困得我也
变得豁达了；

以前那个爱笑的我现在大
部分时间也笑不出来了；

以前有点腼腆的我现在脸
皮也变厚了；

还有，我似乎比以前变得更
英俊了！

□

李顺

“黄河王杯”精短散文大赛

主办：信阳日报社信阳市散文学会
协办：黄河王纯粮军酒信阳专供店
（新区市政府东侧路南电话：

8188158

）

故 乡

很喜欢那块石头
他哭着哭着
就变成了沙滩
以及河流

很喜欢那条鱼儿
他游着游着
就激发了思念
以及乡愁

很喜欢那个少年
他走着走着

就娶了媳妇
盖了高楼

故乡啊
注定你不是一块玉石
可以挂在我脖上
套在我手上

你只是一件衣裳
保留着我的体温
在许多个寒冷的夜晚

我的手掌脚印
在你的胸前
交织为一粒纽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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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城 日 记

一
因为工作的原因，半个月没

见女儿了，中午好不容易去学校
接她放学，回到住宅楼下，我说：

“爸爸马上要下县到单位去”，她
爽快地回答：“好的， 那我上楼
了，爸爸再见”。看着她上了一楼
后，突然她又跑了下来，小嘴乖
巧地撅起，送到我面前，我亲了
她一下，她又伸出了左脸，然后
是右脸。最后她抱住我，亲了我
并说：“爸爸，慢点。”一路小跑上
楼了， 听着她有节奏的蹦跳声，

想着她的天真、无忧，我的泪不
禁流了出来。

不知道什么叫忧伤，生活的
世界里就没有忧伤！

二
这两日除了看书写字，门几

乎都没出，连平日苦不堪言的手
机也知趣地停止了骚扰。能偷得
一丝安闲，何尝不是一种福分。

权力，钱财，人情，运作……

一如浮云，只有看书写字，心才
真正沉寂下来， 在诗书中与古
人神交，时而欣喜，时而收获，

唯独没有伤害！除此外，世上言
行活动都会让心起波折， 在经
历沧桑中把心用粗砂纸打磨。

人则像堕入大海的不善水者，

任由波来浪涌，上下沉浮，不可
驾驭，一浪袭来，气息几断，满
口苦涩！

要么练心不动，

要么远离世俗！

三
睡梦中悠然醒

来，宁静。

宁静， 一切都是
宁静， 在宁静中享受
这一段宁静， 顿生一
片空灵。

一缕暗光从窗帘中袭来，在
宁静中感知光的神奇，一刹那似乎
凝结，一刹那仿佛就是永恒……

感知它， 却又不敢贪恋于
它。

四
今夜， 雨后的月亮分外皎

洁，漫步湿地一侧，身心迷离在
氤氲水汽中。

我从哪里来， 我要干什么？

这是一个困扰人类和我的亘古
课题。

我们是被历史所选择，还是
在历史中穿梭。

在一个剧烈突变的时代，

一切发展了，物质丰富了，人们
的微笑却少了。 我很怀疑将来
会把微笑作为一种技法来推
广。一切文明简化为快餐文化，

进而转化为一种谋取手段。在
喧闹的世界里，没有人“明心”，

就不足以“见性”。人生的苦楚
之一便是比较。 比学历、 比美
貌、比官位、比金钱……唯独不
比境界。

比较乃分别。

心灵之美在于安静。清醒的
时刻不多， 比如大难临头时，失
去父母时……又比如今夜，我之
为我，明月入心。犹记一句话：佛
祖不在西天，而是自我，那成群
结伴的妖精便是心中的欲念集
结。

信步而去， 无所谓走到哪
里。

□

刘正国

《信 阳 杂 文 选 集》

征 稿

信阳市杂文学会编辑的《信
阳杂文选》去年由河南省人民出
版社出版后， 引起很大反响。应
读者要求，决定再次编辑出版我
市杂文选集。现谨向全市作者及
在外地工作、生活的信阳籍作者
征稿，希不吝赐稿。

一、 征稿范围：

2011

年以来
创作的杂文、随笔、时评。已发表
的，请注明发表报刊名称和发表
时间；未发表的，请注明写作时
间。

二、征稿要求：作者自荐作
品， 并附

100

字以内的“作者介

绍”以及联系电话、通信地址。每
位作者的作品最多选用

5

篇。

三、联系方式：电子文稿请
发邮箱：

1213099516@qq.com

。

纸质打印稿请寄：信阳市
河区文联办公室余道金。

电话：

13903763128

邮编：

464000

截稿日期：

2012

年
10

月
10

日
四、其他：对未曾发表过的

入选作品有修改权，未入选作品
恕不退稿。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信阳市杂文学会
2012

年
8

月

忘不了那一片红叶

能和自己的老校长唱和一番，也算是我
人生中的一件快事。 近日搜索同城的博客，

没想到搜出了老校长的。 说是我的老校长，

我到那所高中上学时，他已经退休了。

老校长的网名叫“红叶”， 其实他本姓
叶，取名红叶寓意深刻。他献身教育很多年，

现在虽然退休了， 浏览他的博客就知道，他
依然关心时事、醉心创作，真是退而不休。

于是就迫不及待地一次次地登录，去查
看有没有老校长的回复， 终于在第二天，老
校长通过了我的加友请求，并且随之还发来
了一首诗！

秋风送爽又重阳，秋雨潇潇菊正黄。

岁月匆匆逢盛世，高朋济济谱华章。

小屋毓秀芬芳吐，大漠黄花分外香。

雅韵轻飘情谊结，灯下漫笔友谊长！

我是学中文出身的，诗律自然是懂得一
些的，于是“平平仄仄”了一番，这才发现这
原来是一首格律严整的律诗。老校长活到老
学到老，精神是多么可贵。而诗中洋溢的那
种乐观豁达之情，自得其乐之态，珍视友谊
之意，也让我既感佩有加又受宠若惊。“来而
不往非礼也”， 那就赶快送上我对老校长的
一片真诚的祝福吧！

用什么样的形式送去我的祝福呢？老校
长的诗凝聚了他的心血， 代表了他的情意，

如果敷衍了事地粘贴上几句言不由衷的话
就算是回复了， 岂不是辜负了他对我的厚
爱？ 所以虽然诗我已经许久没有吟过了，但
还是冥思苦想，准备认真地作了一首。

当我提笔之时，我仿佛看到了他那一头
如雪的白发， 和他那魁梧的身躯、 饱满的精

神。虽然我们居于同城而很少见面，虽然我们
见了面也未必能认出对方， 虽然我们年龄相
差很多，但这能阻隔住我们心与心的交流吗？

对老校长我多少还是有一些耳闻的，听
说他现在耳力不是很好，有时背后叫他他都
听不到，还听说他和老伴相伴相依、恩恩爱
爱让人羡慕， 他们经常一块在校园里漫步，

为那宁静优美的环境又增添了一景。

校园既是孩子们的舞台，也有他们的一
片天地。 他曾经把心血和汗水留在那里，而
老伴一直甘居幕后， 默默地为他搞好后勤，

让他后顾无忧勇往直前。如果把孩子们比作
是朝阳，那么他们就是夕阳，夕阳和朝阳一
样地壮美。他像一片红叶经历了风霜而本色
更加显露无遗，他像一棵老树枝叶繁茂而根
系更加发达，他像春蚕只要不死就会不停地
吐出银丝，他又像青草经历了寒冬反而更加

顽强生长。 我祝愿他们夫妻能永远恩恩爱
爱，健康长寿，能长久地徜徉在校园里的花
前月下！

于是我把这一番意思略加组织调整，一
首还算说得过去的诗就成了。

赠博友红叶夫妇
夕阳如血似朝阳，丹叶逢霜红胜黄。

老树参天究幸事，新葩满地亦华章。

春蚕不死银丝吐，冬草犹生青茎香。

以沫相濡同心结，相携月下路方长。

可能格律上还有些地方不够妥帖，意思
上也有些地方还不够明白，特别是诗里用了
一个对老人来说比较犯忌的字，但我想老校
长看后都会一笑置之的。因为他是那么的乐
观豁达，又是那么的谦逊随和。

搁下笔我感到无比的轻松，因为我仿佛
释放了埋藏在心里多年的小秘密：在暗淡无
光的岁月里艰难度日的辛酸，为二百块钱而
开口求人（老校长曾为我想办法减免掉

200

元借资助学款）的自卑，意外地得到了别人
帮助时的欣慰。

我仿佛又看到了他的背影，那满头如雪
的白发，那老树般伟岸的身躯，那轻快而又
稳健的步态。在夕阳余晖的映衬下，这一切
格外的动人。

啊！还是那一片红叶，还是那一颗红心！

责编：陈晓军肖东照排：金霞
邮箱：

xyrbcd@163.com

茶都艺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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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
浪
屿
之
波
》随
想

年前，笔者因公出差去了趟厦门。那天，我是
从武汉天河机场出发的， 所搭乘的正是厦门航空
公司的航班。飞机正点起飞，在经过了一阵巨大的
轰鸣声之后，跃过云层的飞机改为平飞，机舱内立
时安静了许多，乘客心中先前的些许不安，此时也
都归于平静……不知自何时起， 从机舱的音响里
飘来了钢琴演奏的《鼓浪屿之波》。乐声轻轻，却很
清晰：那优美的旋律清澈、明快，如叮咚泉水般欢
快地流过了乘客的心头，一洗大家起飞前的劳顿、

焦躁，钢琴的击弦锤敲出一连串清脆的琴音，高低
错落、徐疾有致，透过耳膜进入脑海，不经意间已
将乘客飘飞的思绪带往厦门。 这也许就是艺术的
功效和艺术精品的魅力吧。运用高雅的艺术品，在
满足人们精神需求的同时又不动声色地将你“俘
虏”，当属精明之举；厦航可能就是那“精明人”之
一吧。

在我国的声乐艺术作品中带有鲜明地域色彩
的有不少，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我爱五指山、我爱
万泉河》、《请到天涯海角来》、《洪湖水浪打浪》、

《沂蒙山小调》、《北京颂歌》、《延安颂》、《吐鲁番的
葡萄熟了》、《乌苏里船歌》和《太阳岛上》等。这些
歌曲无疑都是经过了时间检验的优秀艺术作品，

都曾给亿万人带来了巨大的精神享受， 它们也必
将在热爱真、善、美的人们中间代代相传、历久不
衰。发自内心地说：我对这些歌曲都很喜欢，但深
深打动我、感染我的当以《鼓浪屿之波》为最：

庄严的主题。反对分裂、维护统一，是五千年
华夏历史的主旋律，是亿万炎黄子孙的共同心声；

它事关中华民族的根本和长远利益， 与实现中华
民族的伟大复兴休戚相关， 也与每一个中国人的
切身利益密不可分。 以此作主题的歌曲就不能不
引起中国人的关注。歌曲《鼓浪屿之波》就是以海
峡两岸盼统一为主题的，因而，它能够很好地抓住
海内外华人的心， 能够引起全体中国人在思想上的高度共鸣。《鼓浪屿
之波》，庄严的主题，赋予了歌曲的厚重感。

优美的旋律。《鼓浪屿之波》，旋律优美、自然，简洁、明快，具有极强
的艺术感染力。歌曲分为三段，每段又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曲调比较平
缓，起伏不大，显得深沉悠远、平稳大气；歌词先说鼓浪屿、再说台湾岛、

最后说海峡两岸，既是朴实无华、娓娓道来的铺垫，又是情感爆发前的
能量蓄积和已点燃的

嗞嗞

冒烟的导火索。第二部分则是歌曲的高潮，旋
律激越雄壮，重复申说，较好地表现了真情喷涌时的酣畅淋漓、恣意汪
洋；歌词部分集中表现了情感高潮处撕心裂肺的深情呼唤，强烈地倾诉
了炎黄子孙盼统一的情感炙烤；第三部分的曲调平稳下落，吟唱的是我
们期盼统一的不变诉求———“我渴望、我渴望，快快见到你，美丽的基隆
港。”《鼓浪屿之波》优美的旋律，较好地诠释了歌曲执著而炽烈的情感。

真挚的情感。发自内心的东西才能走进人心。《鼓浪屿之波》创作者
真是了得：词作者以朴实精炼的语言，把中华民族盼统一的全民族心声
化作艺术家个人真挚而强烈的情感表达，字字滚烫，句句扣人心弦；作
曲家则通过简洁、悠扬、起伏跌宕的旋律把盼统一的情感推进到极致状
态，从而让广大听众每一次聆听都会心潮起伏、激情难抑，平添强我中
华、重任在肩之感；歌唱家深情绵长地演绎，也较好地阐释了歌曲的内
涵，增强了其艺术感染力。《鼓浪屿之波》真挚的情感是其打动人、感染
人的突出特点。

庄严的主题、优美的旋律和真挚的情感，是歌曲《鼓浪屿之波》在创
作上的成功之处，也是其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之所在。艺术创作既高度个
性化， 又有规律可循， 只有在遵循艺术创作规律的前提下充分张扬个
性，才有可能出精品、招人爱、传得久。对于一首歌曲来说，人们是否自
发的传唱是衡量其艺术水准
高下的最根本标准。 也只有
歌好、传唱的人多了，歌中所
涉地域的知名度、 美誉度才
会因歌而不断光大。 众人心
口相传的《鼓浪屿之波》，较
好地做到了这一点， 堪称上
乘之作。

大 别 难 别

迈上第七十步台阶的时候， 先生忽然停
下脚步，慢慢扭头，侧目注视着我，脸上洋溢
着孩子般纯真的笑容，眼睛里全是自得。我一
直走在先生身后，脚步轻盈。面对这次既是体
力也是耐力的行为，我跟着先生，多次试图搀
扶一下这位八十高龄的长者， 但眼前的先生
神态自若，步履从容，以至于我的双手经常的
停滞在即将出手却又迅即收回的尴尬境地
中。七月盛夏，烈日当空，此刻，先生驻足侧目
微笑示意，我能读懂他目光里的内容。我们将
要登上一座高山，我的眼前已然有一座山。这
位自嘲是“

80

后”的可爱的老人，是河南省原
文联主席、著名作家何南丁先生。

先生与大别山情定笃深，我知道，他迟早
会回来看看， 但我却无法预测， 是在这个时
节，而且突如其来。毕竟，时令正值酷暑，骄阳
似火，而先生已是八十一岁高龄的老人了。可
是，先生居然回来了，而且说来就来。没有理
由去怀疑一个长者的情绪冲动， 应该是这夏
日里火一般的情感燎燃心底， 抑或是大别山
久违的呼唤始终萦绕耳畔， 让他不顾一切踏
上归来的遥远的路途。归去来兮，那些美好的
青春岁月，那些迷惘的苦闷与惆怅，那些无法
磨灭的艰辛与曲折，经过时间的湮没，散发出
异样的芬芳。

先生说，人生就是一杯苦酒，你笑着将它
饮下，就不觉得苦。从满头青丝的热血青年到

两鬓染霜的老者，时间淹没了历史，我却依稀
看到时间里的先生， 是如何拿起那杯人生的
苦酒，慢慢饮下，然后仰面灿然微笑，充满着
回味无穷的味道。

于是，我仔细地打量着眼前的先生，无数
次不经意地注视他， 却总是遭遇他可爱而又
真诚的笑容，在他脸上，除了岁月的印记，找
不到任何悲苦抱怨仇恨消沉的痕迹。 他的神
情透露着友好， 散发着无法掩饰的对生活的
热爱。这是自然的流露，真实地体现着内心的
强大，折射出生命的顽强和精神的高贵。

先生依然在前，脚步矫健，我凝望着他的
后背，像是挺起的山的脊梁。那么，我就想，我
宁愿这样想，从城市来到村庄，从精神的高地
跌向低谷， 从儒雅的歌颂吟唱到田间地头辛
苦的劳作， 先生正是这样从容地细饮着那杯
苦酒，内心里却充盈着苦痛交织的欢乐，以至
在时光的打磨里，这位可爱可亲可敬的老人，

在我的眼前，站成一道悠远的风景。

是的，真正的风景在眼前，我读着这幅风
景，其实，我是在读一个人。穿过半个世纪的
光阴，现在，一切归于平静，仿佛未曾发生。那

么，五十多年前，先生从暴风疾雨中走进大别
山那一刻起，他实在是回归了田园的宁静，这
种回归， 让他暂时忘却了痛苦打击折磨耻辱
和迷惘，真正地让身心休假，让年轻的灵魂疗
伤。

大别山的山水无疑是灵性而温情的。北
国江南的温软，江南北国的粗犷，在这里交
融。这一片充满性情的山水，让一切坚硬变
得柔软，让脆弱更加坚韧，让苍凉成为鲜活，

让苦痛失去耐心。千峰竞秀，春风浩荡，溪流
潺潺，田园牧歌。就这么悄然潜入，就这么无
声滋润，就这么

嗞嗞

响动，就这么美丽花开。

仿佛大自然的造化如同一场精心的准备，这
瑰丽的山水就像是在专程守候等待一些人
的到来，让诗情画意真实的在自然与人文之
间生动的演绎， 让一些美好的事情源远流
长。

于是，轻轻的，先生来了，在炊烟袅袅升
起的地方，他轻轻放下手中的行囊，将惊慌的
灵魂小心安放， 年轻的生命便开始诗意的栖
居。从此，静谧的村庄多了一个陌生的身影，

秀丽的山水间常常行走着一个清秀的书生。

没人知道这个身影带给这片山水的意义，以
及这片山水带给这个身影的意义， 先生的名
字却从此和这片山水交融在一起。

既来之，则安之。那么，就暂且放下手中
的笔，放下久坐书房里的矜持与斯文，像个真
正的农民一样，徜徉在四季交错的田园，辛勤
耕耘，愉快收获。或许，这是另一种创造，给未
来的写作补给足够的养分，贴近大地，身入泥
土，生命的芬芳才会持久绽放。这是打发时间
的唯一方式，也是排解孤独与苦闷的方式，正
是这种被逼无奈的劳作， 让旺盛的生命灿烂
的怒放。

先生开始了他的另一种劳动，春天播种，

秋天收割，上山砍柴，下地锄禾，犁田耙地，无
所不能，他真的如同一个真正的农人一般，在
广袤的乡野里，殷实地体验着劳动的快乐。

然而，先生毕竟是文人，因此，他的这种
劳动，又有着如一般农人不同的意义。它只是
一种行为方式， 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维系生活
目的的劳作。其实，单从体力和自然环境上来
讲， 这种原始的超强体力的劳动对于专业写
作者来说， 无疑是艰苦的， 但也正是这种艰
苦， 却磨炼着原本受伤脆弱的心灵。 这种历
练，让先生涅�，以至于走过那些灰暗的岁月
直到今天， 他的脸上， 依然洋溢着天真的笑
容，保持着浪漫的风采。

此刻，仿佛这个世界只剩下先生和我，我
忽然明白了先生此行的意义， 大别， 真的难
别，转眼，又是天涯。

□

吴向东

□

陈功

□

许峰

□

李新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