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夏日村庄

很喜欢夏季，很爱我的村庄。

一连几天的雨终于停了。

雨后的村庄很明净， 空气里弥
漫的都是清淡的混合的香，有
金银花的，有野月季的，有刚泛
出绿芽儿的。 村子坐卧在三山
之间，苍松翠柳环抱周围，碧水
香花萦绕膝下， 这时村子如同
素颜淡妆的妙龄女孩儿， 十分
可爱，讨人喜欢。

一大早，走出家门，爬上屋
后最高的山冈，举目四望，一览
无余，山谷与山谷之间，一缕缕
清气如一条条丝缎， 微风鼓动，

漂之缈之，如梦如幻，如临仙境。

热烈的骄阳， 早已按捺不
住悸动，跳上东边的山头，炽热
的光穿过树与树之间的缝隙，

投在山谷田间， 惊动了沉睡一
夜的鸟儿，画眉、喜鹊、斑鸠、八
哥、麻雀，还有很多根本叫不出
名字的，它们都在欢唱，多重的
合唱， 是送给这个季节这个村
庄最美的赞歌。

还有一些声音更为响亮，

它们不成旋律，没有固定节奏，

但它们却很震撼， 会不经意间
穿透我们最为朴素的审美内
心。

村前的田埂上， 坐着一位
老者，他大口大口地抽着旱烟，

吧嗒吧嗒作响， 脸上深深的皱

褶和嘴里吐出的白烟， 静止在
他身后的背影里， 成为刻画岁
月的最美艺术。老者跟前，一头
老牛磁哒磁哒地啃草， 每隔一
会儿，它会抬头看看老者，老者
也看看它，然后它又继续吃草，

磁哒磁哒地。 村下沿的几块地
里， 几个男人和女人正快速地
挥舞着手中的镰刀， 沙沙地割
着油菜，他们彼此相隔很近，但
都没说话。 男人想着工地上昨
天没挑完的那些砖或者没砌完
的那方墙， 女人心里则操心着
锅里的饭， 或者惦念着家里睡
觉的孩子。于是，他们的手抖动
得更快了， 镰刀与油菜杆儿触
碰的节奏很明快， 成为这个季
节最熟悉最具内涵的声响。

这时， 村子里有几家炊烟
正袅袅升起，孩子们起来了，他
们顾不得洗脸就奔出屋子，和
伙伴们追赶着，打闹着。村口的
柴垛边， 母鸡领着一群鸡仔儿
觅食，一只小鸡正叼着从妈妈嘴
里抢到的蚯蚓，其他小鸡跟着后
面争抢。狗追赶着猫，猫窜到树
上，掉转头看着狗，猪把头伸进
池塘的水里， 吹着泡泡……此
时，村庄便有了生活折射在艺术
领域里抽象的美韵。 正是有了
这些极为素实的乡村景致，一旦
远行，我就会牵肠挂肚；当回忆
起已然逝去的青春的时候，我
就会情不自已，潸然泪下。

□

李永海

书 之 恋

在我心中，书是神圣的，总
怕怠慢了它的灵性。每一本书，

都代表着一颗心啊。

读一本书， 有人读的是文
字，有人读的是情绪，有人读的
是境界。 我珍惜手中的每一本
书，如虔诚的朝拜者手捧佛珠。

读书是一种牵挂。现今蔓延
在全世界的“不是权就是钱”、

“成名要趁早”的浮躁与骚动。

有位文学知己多次对我说，唯
有多读书， 才能树立正确的人
生准则， 从而拥有更高层次的
追求和完美人生。我颇为赞同。

灯下，与书香为伴，以心绪
相依，静静地感觉人生岁月的
清音，静静地聆听夜晚花开的
声音。

有位文友告诉我， 人生三
大快事：美酒，挚友，枕边书。

翻开中华民族五千年的
文明史，你会发现，其中的闪
光之处多为先人的智慧。比
如，兵家始祖孙子，儒家先哲
孔子、孟子，道家始祖老子、庄
子，墨家先哲墨子，纵横家鼻
祖鬼谷子等等， 都是千古智
者，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
竭的宝贵财富。

常常流连在《诗经》中青草
绵延的原野， 任芨芨草和青萍
的气息扑面而来； 仿佛行走在
唐诗宋词明清小说的烟雨蒙蒙
的意境中， 让山的秀色水的温
润映入我的眼帘；可以与李白、

杜甫、白居易、韩愈、柳宗元、欧
阳修、曾巩、王安石、施耐庵、罗
贯中、吴承恩、曹雪芹等名家一
同登高望远，壮怀抒情，流连忘

返……他们细雨润物般的语言
沁人心脾。往往沉浸在史实逸
事中，为曹操那横加赋诗的气
质所迷住，为阮籍大哭穷途而
感慨，为苏轼大江东去所震慑，

为陈子昂“念天地之悠悠，独怆
然而涕下”所感动……“日出江
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咏
读这优美的诗句， 谁不为祖国
山川的多姿多彩而赞叹；“床
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咏读
这感人的诗句，哪一个浪迹天
涯的游子不滋生出绵绵的思
乡之情……他们一路风尘，我
欣慰于这些久违的泪水，那些
流露在笔墨书香中的感动，连
接着内心深处最质朴的善良与
悲悯。

烛窗心影， 就一盏昏黄的
灯， 寻一本心仪的书静静地品
读，纸墨的香味沁人心脾。人生
有两种境界，一种是痛而不言，

另一种是笑而不语。 叹流年似
水，惜青春易老。岁月匆匆，我
想给自己找一个安静的地方，

在自己的小屋里让疲惫的心灵
小憩， 把那些人生的故事转换
成文字，写在纸上，然后哼一首
老歌，唱旧时的快乐。翻阅一本
书：看行云流水，闻鸟语花香；

感平凡真情，叹世间万象……

有时，敏感的心灵随着文字忽
而疼痛，忽而喜悦。心仿佛已不
再属于自己，仿佛飘到了一个
很远很远的陌生地方。

无情岁月，有情文章，岁月
静好，现世安稳。蓦然回首，人
生成长的轨迹，洒满了书籍的
星星点点。风过经年，眷恋不
去，是留存在心底的那一本本
油墨芬芳的书香。

□

冯德平

打捞端午

（组诗）

林平

端午

泱泱水边，炊烟袅袅
水车架在池塘边， 乡亲头戴草帽

蹬车唱歌
车水哟，当当哟
糯米干饭淘汤哟

那水便潺潺地歌唱着
从水车里淌进秧田
秧苗间，有鱼秧游来游去

总有一种记忆飘散出秧苗与阳光
的味道

清清塘水与鱼秧的味道
土坯房舍与炊烟的味道
片片棕叶与糯米的味道
我的端午在五月的河水和阳光下

行走千年
望一眼故乡，愈衍愈烈

飘满粽香的河流

多年没有走进这条河流
它在我的梦里长了又长
撷一束沉静的艾，载一舟激越的鼓
河面上飘满新鲜的粽香

顶一头稻花，在水中畅游
炊烟和着母亲的呼唤
在澄碧的河面上萦绕，流淌
乘一只木船，手搭凉棚
歌声伴着艄公的号子
在空茫的清晨和黄昏随风飘扬

今天，披一身朝阳，独步岸上
寻觅两千年前不老的时光
童年的唢呐犹在耳畔
是谁在彼岸，守一片蒹葭苍苍

许多往事淹没于岁月的尘埃
水草萋萋，叹息悠悠
遥寄瘦削的灵魂和坚硬的脊梁
我只在这亘古的河上
撑一支长篙，载一筏粽香
轻轻一梦，梦回水红的端阳

艾蒿

千万年都自生自灭。这个清晨
是谁把你从苍凉的野外
虔诚地请回了庭院
高悬于门楣之上，飘逸于目光之上
携着五月之水的气息，远古的气息
你青翠的叶脉敛藏岁月之痕
以及流水，鼓声，缕缕粽香
多想与你一起生于水湄，栉风沐雨
与你一起细数星辰和时光

细数你的根，你的叶
你的淡然和超脱，穿越千古的梦想
我留不住你，连同水色的端午
过了今夜，就将远离
空遗一缕淡苦的香

居庙堂不喜，落野外不悲
这个日子稍纵即逝
我该怎样牵起你的手

走过阡陌和城市，看地老，待天荒

打捞端午

河流干涸了，不闻水声
这个端午在睫毛上一晃即逝
我精心编制的竹筏搁浅
长篙依岸，从黎明等到黄昏
只顶了一头飘零的残阳

夜幕降临。我该怎样去打捞
清澈的流水，热烈的欢笑
以及孩童们嬉戏的影子
怎样去打捞，湿漉漉的海誓山盟
以及随水远去的粽香

我只能独自行走在漆黑的夜里
沿着艾蒿萋萋的河岸
去寻找两千年前遗落的诗篇
一缕一缕，都蕴含着前世的体温
我的额头沟壑纵横，蓄满沧桑

走过千山万水，夜风愈来愈寒
我衣衫单薄，脚步踉跄
独卧星光，除了倾听水草的絮语
还有来年的流水。蒙了面的端午
是否还是原来的模样

艾叶临门

一直生长于荒郊野外
从小到大，栉风沐雨
遥望我的村舍，我的鸡鸣狗叫
遥望我的童年
赤脚走过无数条田埂

今晨终于回家了
仍蕴含昨晚落日的体温
我要把你高举于我心灵的门楣
与我共度每一个朝夕
直到地老，天荒

失去的古老

一直很喜欢旧旧的东西， 喜欢那
种淡淡的旧迹的味道。那些沉淀后
的色彩似乎在诉说着一种故事，猜
想着斑驳表面的背后是一种怎么样
的回忆。

喜欢杜巴广场，朱红斑驳的柱子，

白色剥落的墙壁，透过格子的窗，我们
能看到的是什么？ 历史的痕迹在这里
沉淀着的，是一种怎样的过去？想象着
穿着纱丽的女子， 优雅安静地走过这
里，深邃眼神遥望着的天空，承载着的
是一个什么样的梦想？ 想象着国王统
治着的年代，和平还是别的，当时的人
们对幸福是一种怎样的定义呢？ 喜欢
沉浸在自己的想象中，无所顾忌，天马
行空，肆无忌惮的。

可是突然你就会被召回到现实
中，就那么一秒钟。因为你发现，透过
窗你看到的是———电扇（还是挂在墙
上会转头的那种）———就那么出现在
了你的面前的古老的建筑中， 就这么

一下，被现代的文明充满了，是一种怎
样的讽刺呢？ 我再也想象不出当时的
人们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 因为放眼
望去的，遍地的小商小贩；穿着纱丽的
女子原来也没有我想象中的优雅安
静，她们的眼神似乎清澈，可却都望着
顾客的钱包吧。

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自己跌落到
现实后涌上心头的挥不去的失落感。

历史的发展总是这样。 人们为了
自己的私利，去抛弃所谓的，过去的，

对现代发展没有意义的东西， 却总是
忘记我们的文明我们的文化， 或多或
少的存在于这些被抛弃的东西中。包
裹在这些被抛弃的、 沉淀在背后的文
明，该是一种怎样的落寞呢。

杜巴广场每年都会重新刷新一遍
吧，白色的耀眼的墙壁，红的不真实的
柱子，还有很多新的东西，就这样一起
去迎接旅游的旺季。可是我总觉得，与
其这样重现历史， 为什么不把这些让
位给时间呢， 就让时间一点点的沉淀
历史，沉淀这些文明。或许旧的东西更

能够留给人们足够的空间， 去思考去
想象，去重现自己心中的历史文明。而
不是像现在这样， 一切的一切都是假
的不真实。 我想我们到这儿来是感受
文化，感受过去的，而不是一个建筑家
去对建筑进行赏析。

其实这种情况不单单在尼泊尔，

我想中国也是。 故宫里的东西也大都
变了样吧， 长城上的砖似乎也不应该
有那么新，还有雍和宫，国子监，那么
多年了还是那样吗？ 一切的一切都像
是为了什么一样而存在着， 如果真的
是为了什么， 那也应该是为了证明历
史，证明过去的文明，而不应该像现在
这样假的不真实， 假的失去了想象的
空间。

试问，在这样的环境里，有几个
人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又有几个人会
说，哦，我感受到了历史的呼唤！我
不知道是自己太落后，不懂得国家政
策不懂得经济发展，还是我们古老的
文明，千年的文化就真的就这么消失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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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师点评2013河南高考作文：经验诚可贵

《经验与勇气》这则关于钻石切割的
材料，属于典型的材料作文，富于时代气
息，社会意义丰富，思想倾向鲜明，难易
程度适中，学生有话可说，是一则可圈可
点的好作文题。

6

月
7

日中午，崔矿山、张定勇两位名
师为大家点评今年河南高考语文作文。

《经验与勇气》这则关于钻石切割的
材料，属于典型的材料作文，富于时代气
息，社会意义丰富，思想倾向鲜明，难易
程度适中，学生有话可说，是一则可圈可
点的好作文题。

审题立意的关键是从整体上把握材
料寓意，尤其是老雕刻家最后的话。立意

角度有二：老雕刻家的话和钻石。从老雕
刻家的角度立意，可以围绕“经验诚可贵，

勇气价更高”、“成功来自勇气”、“成功既
需要经验，更需要勇气”、“做事需心无旁
骛，无所畏惧”等切入；从钻石的角度立
意， 则可以从“瑕疵不足畏， 改变成就
美”、“要勇于改变自我”、“与过去决裂，

勇于做新的自己”等角度切入。当然，从
第一个角度切入是中心立意，也最容易
写作。

写作素材相当丰富，俯拾皆是。不必
说我们改革开放的魄力， 当前反腐倡廉
的胆气；不必说我们捍卫主权、保卫领土
的决心，毅然决然向

H7N9

决战的豪气，

单是我们身边发生的积极进取、大胆做
事的勇气就足以令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
竭了。

写作时要想出类拔萃， 需要注意以
下几点：

1.

把握住“勇气”这一关键词，咬
定青山不放松， 要有材料意识、 话题意
识、主题意识；

2.

选择最擅长的文体，例
如议论文；

3.

打造文章亮点，例如画龙点
睛，闪亮开头，结构井然，前后呼应，卷面
美观等。

参考题目：《经验诚可贵勇气价更
高》、《狭路相逢勇者胜》、《成功源自勇
气》、《一“勇”天下无难事》、《成功的秘
诀》。

2013各省高考语文作文

大纲卷：真诚与友善
新课标卷：经验与勇气
北京卷：爱迪生如何看

待手机
天津卷：

____

而知之
上海卷：更重要的事情
安徽卷：为什么能这样？

为什么不能这样？

四川卷：过一个平衡的生活
广东卷：富翁的帮助
海南卷：真诚与友善

湖北卷：以方圆为话题
辽宁卷：沙子与珍珠
江西卷：学生有三怕
浙江卷：三句话看青春
福建卷：忧天
山东卷：以“莫言接受批

评”为材料
重庆卷：大豆变豆腐
湖南卷：我愿意
江苏卷：探险者与蝴蝶
陕西卷：经验与勇气

相关资料

链接

》》

一 则 对 联 点 人 生

近日到一文友家访谈，临去时文友欣然疾
书对联一副赠我：“养活一团春意思，撑起两根
穷骨头”。回家玩味半天，感慨良多，自此把对
联挂于书房。

近年来各种各样的“名言、警句”可谓多
矣，许多还被拿来作为人生座右铭。作为咸丰
年间曾国藩撰写的一联，因为长期以来意识形
态的影响而少人关注，其实，按照鲁迅先生“拿
来主义”的方法，不妨可以用来观照一下我们
的人生和处世态度，也许会产生以往许多人心
中皆有、笔下却无的独特体悟。

“撑起两根穷骨头”也许大家都好理解。我
们从小就被教育“人穷得有骨气”，中学课本还
收录了吴晗先生的《谈骨气》，他老人家说，“我
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先后用孟子、文天祥、

闻一多及“不食嗟来之食”的故事来说明骨气
的含义，并在最后点题，“我们无产阶级有自己
的英雄气概，有自己的骨气。这就是决不向任

何困难低头，压不扁，折不弯，顶得住，吓不倒，

为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建设的胜利，我们一
定能够克服任何困难， 奋勇前进！”“富贵不能
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这是从大的方面说。然而，在许多时候，我们凡
人更容易被庸庸碌碌的生活消磨了志向和操
守，品格中的“骨气”更多地面临物欲的现实压
力。如何“撑起穷骨头”？终究源自内心的强大，

有了内心的强大， 才能抵御住压力和潜流，做
一个顶天立地、堂堂正正的人。如何使内心强
大？首先要抵制住诱惑，使内心从浮躁的社会
现象中“静”下来。人生寂寞是一种力量。人经
得起寂寞，就能获得自由；耐不住寂寞，就会受
人牵制。诸葛亮在写给儿子的《诫子书》中讲：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
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在精神之域的坚守和
忠诚受到极大挑战的时候， 养出一团浩然之
气，做足“静”的功夫，方能实现远大抱负。

相比后半联，“养活一团春意思”更让人联
想、回味无穷。“春意思”，极富人生志趣的话，

同时也很像是一个文化符号，无疑这是一份人
生的积极心态。 我的理解，“养活一团春意思”

是说人的心中要有春天一样朝气蓬勃的旺盛
生机，心中应当总是充满正能量。我们所处的
有些环境中， 传染最快的不是那些鼓舞人心、

积极向上的信息和能量， 而是那些让人消极、

倦怠、心里不爽的人和事。身在其中的你，不得
不时刻提防这些负面能量的传播和影响。远离
负能量，才能获得正能量，康有为说，“热力愈
大，涨力愈大；吸力愈大，生物愈荣。”美好的生
命应该充满期待、惊喜和感激，坚强、充实、自
由、奋斗、进取与悲观的人无缘。

“养活一团春意思”还有另一层味道，就是
说人还要活得有“意思”，寻求一种向上的、积
极的、愉悦的快感，让这种“趣”给我们生活带
来春意盎然。“有趣才有生机， 有趣才有活力，

有趣更生智慧。” 生命的意义不是看地位、荣
誉、财富，要看其在简单的事情中能折射出多
少内在的价值。人们都想活得有意义，免不了
竞争，奋斗，时不时还要打肿脸充个胖子，有时

人前笑颜如花，背后泪流满面。活得有意思就
不同了，内心感受获取天然的快乐，轻松自在，

情趣盎然。意义和意思很像一对夫妻，柔情蜜
意也好，磕磕碰碰也好，少了谁都构不成个家，

缺了哪方面都不成为人生。 意义催人奋发，大
胆追求，通过努力获取成功，让人生进入不同境
界；意思安抚心灵，体贴自我，使我们充分享受
生活，让人生丰满滋润。只有二者互补互助才有
完美人生！ 我们常常听到许多钱多得不知如何
花的人，却觉得活得没意思，那就是他们没有情
趣，情趣是生长在纯真的土壤上面的，许多现代
人的情趣都已经被欲望和庸碌磨灭殆尽了。要
寻找生活的意思其实需要一份纯真和一双会欣
赏的慧眼。人人都有灵性，在奋斗的同时，我们
可以培养一些雅致的情趣爱好，让我们过上一
个充实自在、有乐有趣、丰富多彩的人生。

生于当世，活在当下，将“春意思”放置心
灵，呵护培养，不仅愉悦性情，更能滋养身上的
“穷骨头”，撑起战胜欲望和压力的君子操守，

书写出血肉丰满、奇伟瑰丽的大写“人”字。

红 门 宴

张传明

良辰多嫁娶，红门筹筵忙。

结网捕鱼虾，磨刀向猪羊。

烟酒累半壁，瓜果积满厢。

煎熬烹蒸煮，炊米间黄粱。

荤素五味全，风飘十里香。

转眼佳期至，济济满庭堂。

盆钵盈佳肴，杯盏溢琼浆。

油炸酥香脆，清炖味悠长。

馐珍箸动勤，醇甘频举觞。

客散人去后，残剩费思量。

冷炙犹光泽，热膳乍显凉。

山珍蜻蜓点，海味浅匙尝。

鸡剔两根肋，蟹掏半边黄。

杯盘散狼藉，遍地残羹汤。

惜哉盘中珍，弃之如糟糠。

盛世无饥馁，当念地天荒。

婚宴一席酒，居家半年粮。

粒粒千般苦，暴殄何荒唐！

家乡信阳称喜事为红事，喜事之家亦称红门。红门设宴，膳
肴尤为丰盛，常常食弃参半……

茶

的

力

量

我被临时派到茶乡工作一段时间，结
识了一位老炊事员，人称老黄。老黄是位健
谈的人，每次去吃饭，他都会和我谈一些家
乡菜和家乡的农事。时值清明节前后，自然
也就谈到茶叶，说到种茶、采茶、制茶，老黄
说得头头是道， 在本乡的斗茶中还得过奖
呢。真没想到老黄竟还是一位做茶高手，确
切地说是位做手工茶的高手。 茶乡的茶叶
大都是这些高手们一点一点地手工做出来
的，很少有机器作坊制作，因此这里的茶，

常常会有浓浓的春意，飘逸出山野的气息，

原汁原味，令人心醉神迷。

老黄给我说起春茶时，提到过“春茶三
秀”，没想到老实巴交的他竟然说出如此文
雅的词语，就像这里的茶品一样纯正自然，

气质高雅。 或像那已经冲泡好的正微微冒
着香气的一杯清茶，沁人心脾。“春茶三秀”

这个词语，已经让我感受到了茶的力量，茶
与这里的山民水乳交融，让俗变雅，将粗化
细，给山乡抹上了厚重的人文底色。感叹之
余， 好奇的我便刨根问底， 探究“春茶三
秀”。老黄说“春茶三秀”就是当地茶农入春
来采制的三种茶，由于采制的时间不同，茶
的品味也便不同，所以称之为“三秀”。“三
秀”就是分前茶、火前茶和雨前茶。火前茶
和雨前茶我曾经听说过，火前即清明前，因
为古代在寒食节有禁火三日的习俗， 三日
内不生火做饭，故称“寒食”，寒食节是在清
明节前一天， 在这以前采制的茶就是火前
茶了，火前茶也因此叫做明前茶，这时的茶
树芽叶细嫩，茶色青翠幽香，清乾隆皇帝下

江南在杭州观看龙井茶采制时，曾作诗《观采茶作歌》，有句云：

“火前嫩，火后老，唯有骑火品最好。”而我们豫南山乡与杭州所
处的纬度大致相同，想来产茶时节也应大体一致，这一时期采制
的茶，得季节之神髓，时节之精华，虽为好茶，但产量甚小，所以
又有“明前茶，贵如金”之说。雨前茶即谷雨前采制的茶叶，虽不
及明前茶那么细嫩，但由于这时气温迅速升高，芽叶生长相对较
快，内含营养丰富，因此雨前茶往往滋味鲜浓而耐泡。明代许次
纾在《茶疏》中谈到采茶时节时说“清明太早，立夏太迟，谷雨前
后，其时适中。”因此雨前茶得人喜爱，遂之普及。至于分前茶，我
还真是鲜有所闻，也从来没有品尝过，老黄便给我讲一些关于分
前茶的一些茶事，他说分前茶就是在春分前采制的茶叶，也只有
适逢暖冬，茶树没有经过大的冬冻，初春气温回升较快，茶牙提前冒
出时才有可能采摘这种茶叶， 我们这里一般年份无法摘到这样的
茶。他说自己种了大半辈子的茶，制作分前茶也只经历过两三次，分
前茶并不是每年都能喝得到，因而更是弥足珍贵，一般人是很难能
够品尝得到的。这三种茶被称为“春茶三秀”看来还是名副其实的。

分前茶、 火前茶和雨前茶仿佛就是春天依次遗落在人间的三位丽
人，给华美的春天送来了青翠的收获，也给萌动的春天带来了优雅
的情致。品着茶水，感受茶的魔力，有苦，有涩，有甜润。

茶对人们来说有着足够的吸引力。清明前后的老黄们，无论
多忙多累，总是会抓住时令，将那一片片茶树上吐着新绿的茶尖
摘下，一锅一锅地精心制作春茶。无论多忙多累，总是会抽出时
间，坐在自家门前的大树下，沏上一壶，慢慢品茶。茶乡的茶色泽
清雅，茶味醇正，那是绝对的上乘。茶农在留足了自家一年的用
茶后，会将多余的茶叶送到集市待贾，买茶人若是碰上他们，也
算是有口福的了，可以品尝到真正的茶乡手工茶了。

茶

都

艺

苑

□

周焰

□

王刚

□

曾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