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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全生

环卫工人之歌

朱跃杰
月亮悄悄地露出笑脸
星星静静地眨着双眼
在这寂静的黎明

黄色马甲在路边一闪一闪

弓背好似高山的驼峰
额纹印记着岁月的艰辛

你似清洁大使
扫去黑暗，扫来黎明

辛苦的劳作无人比肩
清淡的日子有谁看见
你用圣洁的双手

为城市带来洁净一片一片

没有怨言没有责难
再苦再难也能撑起一片天
辛勤的马路天使呵
我要用颂歌把你礼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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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生“三 味 ”

生活在这个繁杂的大千世界， 我们每个
人都有自己的喜好和向往、担心和忧愁。要做
到事事如意万事顺心， 的确是一件不容易的
事情。然而，生活并不随个人的意愿按轨迹前
行，它有时会走直线，有时则会走弯线。要想
自己的人生走得精彩，走得顺畅，不妨把握好
其中的“三味”。

一味曰“淡”。

淡是一个我们经常用到的字眼， 比如现
在很流行的一个词语叫淡定。 它指的是遇事
沉稳积极果断，胜不骄，败不馁。其实，在现实
中，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这种心态，不会太过兴
奋而忘乎所以，也不会太过悲伤而痛不欲生。

有一句话叫“平平淡淡才是真”，相信许
多人都听过。短短七个字，却包含了许多人生

哲学。面对红尘中的各种诱惑，有几个人能做
到平静如水，做到不被外界所污染，做到“两
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其实，人生
一世，即便能够轰轰烈烈，也不会持久，平淡
是最后的绝唱。

而在现实生活中，人淡如菊、甘于平淡、

淡泊明志、 君子之交淡如水等有关淡的词语
更是我们需要坚守的底线。因为，用一个平平
淡淡的心去看这个世界， 你就会发现美无处
不在，看似平淡的生活却是如此的绚丽多彩！

幸福和平淡，平淡与从容，从来都在一起。除
非，你自己真的不想要。

另一味曰“雅”。

这里所说的雅是“雅好”的意思，也就是
说，每个人都要有自己的爱好。这里的爱好当
然不是指低级趣味的那种爱好， 而是高雅的
修身养性， 它在某个侧面会反映出一个人的

道德情操和品质修养。

中国现代著名女作家冰心不光喜欢写
字，她还喜爱玫瑰。在家中，花瓶中常供养玫
瑰，冰心还用它来馈赠亲友。另一位文史家郑
振铎酷爱藏书，家中藏书十分丰富。有一次，

当他看到中国书店要把大批古书卖给造纸厂
时， 他立即将全家人用来买口粮的六千元钱
全部拿出来，买下了七百多种古书。

还有当代著名作家钱钟书和夫人杨绛，

他们一生淡泊名利。有次国外出版商要结算
他们的稿酬，老两口不取现金，而是开出一
大串书名，要求对方以实物支付。人们都说
他们太傻，书又不能填饱肚子。钱钟书却莞
尔一笑，说，我都姓了一辈子钱，难道还缺钱
不成？

他们的这些雅，不仅雅的从容，也雅的有
品位。 个人的雅好， 不仅仅是一种自身的修

养，也是对一些美好事物的追求。当然，更是
一种人生价值观的取向。

最后一味曰“真”。

生活中，如何做到“真”，而不是“假”，相
信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一杆秤。 从字面意
思看“真”字，就会让人对其产生无限敬意。真
实、真理、真正这么包含正义的词，具有绝对
的权威，一言九鼎。

然而，如何才能做到真正的“真”呢？个人
之见，首先要有无畏和坚定的信念。其次，你
还要拥有“众人皆醉而我独醒”的超然，拥有
“风景这边独好”的自信。最后，你更要拥有
“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 使我不得开心颜”的
无羁，拥有“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欣
然。

如果你把真正的自己表现出来了， 你的
人生一定会绽放出美丽绚烂的花朵。

面

临

奇

迹

最美还是四月天。下了车，行走在青翠欲滴
的林间道上，心情让绿色染得美美的，脚步格外
轻盈。又顺着“世界第八大奇迹”的广告墙往前
几十米， 秦汉风格的建筑———秦始皇兵马俑博
物馆即现于眼前。

步入馆内，面临奇迹，心灵顿时为之震撼。

宏大壮观的规模，气势磅礴的场面，尤其是那高
超的科学、艺术水平，是令人难以想象的。

放眼望，那威武雄壮的军阵，无一不显示出
秦始皇当年为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而展现的军
功与军威。细看去，陶俑的装束、神态都不一样，

光发式就有许多种，手势也各不相同，脸部的表
情更是神韵各异。从其装束、表情与手势上即可
判断出是官还是兵，是步兵还是骑兵。这里有长
了胡子的久经沙场的老兵， 也有神采飞扬的年
青士兵。身高达

1.96

米的将军俑，巍然挺立，凝
神沉思，表露出一副坚毅威严的神情。那个武士
俑，头稍稍抬起，两眼直视前方，显得意气风发
而又略带几分稚气。 那个身穿铠甲、 右手执长
矛、左手按车的武士，姿势动作显示出是负责保
卫的车士俑。

再瞧这把青铜剑，锃光发亮，寒光闪闪。据
讲解员讲，经过检测，它表面经过了铬盐氧化处
理。而这种技术，德国仅于

1937

年发现，美国在
1950

年才发明出来。可在
2000

多年前，我们的祖
先就已经掌握了这种技术，多么了不起！

还有那辆铜马车， 一个车子就有
3000

多个
零部件，组合起来极为复杂。而通晓金工的现代
人，在近距离观赏它的浇铸技术和锻造技术时，

也不得不叹为奇迹。

据说，

1978

年，时任巴黎市长的希拉克来到
西安，他是参观秦始皇兵马俑的外国第一要人。

目睹成百上千栩栩如生的兵马俑， 希拉克震惊
地说：“世界上有七大奇迹， 秦俑坑的发现堪称
第八大奇迹。”这一评价被国际媒体广为引用传播，对中国兵马俑
走向世界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91

年
11

月， 还是这位希拉克先生，

他以法国总理身份再访西安， 又欣然为秦俑博物馆题词：“参观了
秦兵马俑，再次证实了这是世界文化遗产的第八大奇迹。”

是的，奇迹面前，谁人不服！一位美国女记者曾在采访尚处于
基建阶段的秦俑馆后这样写道：“……我们面临的是本世纪以来最
伟大的考古发现！ 我们当时站在雨中观赏， 激动得几乎流下了热
泪，如同面对每一个伟大艺术品的人。我们在此看到的大军只是一
个历史的开端， 在不到三里远的地方才是坟墓的本身和历史的源
头。也许就在那巨大的坟墓下面埋藏着秦帝国最大的秘密，以及中
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最为瑰丽辉煌的宝藏。”

1998

年， 这位女记者
所在国家的时任总统克林顿访华，在参观兵马俑过程中，连连伸出
大拇指赞叹：“了不起！了不起！”他激动地叫上随行的夫人、女儿，

与兵俑们站在一起拍照，那神情简直胜过如获至宝哩！随后，克林
顿又提出要见一见“世界第八大奇迹”的发现人。正讲到这里，博物
馆的讲解员两眼往游客们一瞪，卖了个关子，有意识地停了下来。

我身边果然就有个性急的人，立刻催促道：“快讲啊！”讲解员回了
个嬉笑，又昂首略作沉思，才慢慢道来。

那是
1978

年的
3

月
29

日，当时称做陕西临潼县（现为西安市临
潼区）晏寨公社下河大队西杨生产队的农民杨志发等人，在村子南
面不长庄稼的柿林中抗旱打井。杨志发在往下挖土，其他人在井上
提土。当杨志发挖到

3

米深左右，一镢头挖到了一个硬东西。土块落
下，井壁露出一个黑东西，再挖，挖出了一个像真人一般高低大小
的“黑瓦人”。井上几个人看到运上来一个残俑头，感觉是不祥之
物，都拔腿溜了。杨志发想了想，觉得这家伙还是交到公家去判判
好。他把俑头和陶片碎块装上架子车，拉到县里交给了文化馆。馆
长赵康民看过之后，认为是个文物，立即收下来，并把自己刚领的
当月工资

36

块钱拿出来作为奖励。 老实巴交的杨志发心想自己是
给队里干活，回家后又把

36

块钱如数上交了生产队长。队长感到不
过意，奖了他

4

个工分，那时合七毛二分钱。自从农民杨志发发现陶
俑的第

3

个月起， 陕西省考古队和国家有关专家便陆续到达这里，

不断地揭开了秦始皇兵马俑的一个个奇迹。克林顿的这次到访，在
接见秦俑发现人杨志发的同时，当场还要求老杨为他签名留念。而
老杨从没进过学堂门，哪里会写字呢？最后，在跟前工作人员的点
拨下，他就在签名本上划了

3

个小圆圈。克林顿拥拥老杨的肩头，不
无幽默地说：“你真不简单！你在中国的土地上打出了世界奇迹，就
这三个圈儿？”

随后，还听西杨村做旅游纪念品生意的人说，几十年的旅游业
发展，已让附近一带发生了巨变，乡亲们都跟着老杨和兵马俑致富
了，几乎家家是小楼房、小庭院，日子过得很滋润。一位文化人这么
戏言，中国最会画圈的有两个人，一个是邓小平画在了特区，一个
是老杨画在了西杨村。

这时，雨后的天空现出了几片蓝。西斜的太阳透过云层，洒下
淡淡的光辉，给秦俑馆所在地涂上了些许金色。在我回首时，当年
那位洋记者的一句话突然闯入脑际：“也许就在那巨大的坟墓下面
埋藏着秦帝国最大的秘密。”于是，我心中升腾起一种期望：何年能
面临那新的或许是更大的奇迹？

兵 之 初

从小就向往绿色军营生活，盼望有朝一日
能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子弟兵。在新疆边防部
队当兵的叔叔有一次回来探家，我缠着他一整
天，让他讲部队的故事。叔叔对我说，部队是有
严格纪律的队伍，走路整齐，吃饭要快，衣服被
子要叠“豆腐块”……一切都那么令我向往。平
时在电影电视上看到当兵的是那么神气、威武
的。假如有一天能成为他们中的一员，那是多
么让人高兴的事情啊。从那以后，有事没事我
就缠着父母嚷着要去当兵。我的梦想在军营。

好男儿当兵去。 那一天很快来临。 那年
3

月，未满
18

岁的我终于如愿以偿地穿上了向往
已久的绿军装。带着朝气与稚嫩，怀揣着梦想
和希望，来到千里之外的地处中原腹地的济南
军区某步兵师。

我们这些新兵穿着崭新且又肥大的军装
挤上了开往北方的列车。在初次离家挥泪告别
了送行的亲朋好友的那一刻， 我暗下决心，在
部队一定好好干，给父母争光，为家乡添彩。

列车一路向北开着， 窗外的风景飞驰而
过。 乘坐这趟车的

300

多名新兵大都是从豫南
信阳各县来的，说话也都感到亲切，大伙儿的
心情也就好多了。可是那时候谁会想到是不是
能在一个部队里呢。 我们当时都没有想这么
多。我隐约知道目的地是在许昌。那时的火车
速度不是很快，而且听接兵的王连长说，下了
火车还要乘几个小时的汽车，大约第二天傍晚
才能到达所在部队。是什么样的部队，王连长
没有说，我们也不好意思去打听。

军营对我们刚入伍的新兵来说是一个很神
秘的地方。在一般人的印象中，部队的生活是简
单严肃的，直线加方块，甚至有点枯燥，每天除
了训练还是训练，吃饭要集体行动，整理内务也
要一丝不苟……未参军前， 我记得社会上流传
一句顺口溜：紧步兵，慢炮兵，稀稀拉拉坦克兵，

吊儿郎当汽车兵，怎么也比不上机关兵。真实的
情况是这样的吗？ 我们新兵茫然不知。 上中学
时， 我看过国产对越自卫反击战争片《铁甲
008

》，受到电影熏陶，我的梦想就是当一名英雄
的坦克兵。得知去的是步兵师，我的心情多少有
些失落。下车后，在师部大院集合后开始分兵，

有的同乡被分在师直属队， 有的同乡被分在炮
兵团或高炮团， 大多数同乡都被分到了条件艰
苦的

3

个步兵团。意想不到，我和
10

位固始同乡
被分到离师部

300

里外的坦克团。 更巧的是，接
兵的王连长也是来自坦克团的， 我们顿时有一
种亲切感。傍晚时分，我们走进挂满“热烈欢迎
新战友”条幅的豫西一处军营，进入视野的是，

方方正正的围墙，排列整齐的营房，宽阔平整的
训练场，笔直光洁的道路，猎猎军旗，威武哨兵，

操场上有老兵在训练，口号声此起彼伏，坦克、

装甲车等各种车辆进进出出， 这一切都让我们
这些初入军营的新兵感到那么的好奇。

我们是第一批到达这个部队的新兵。军车
停稳，我们赶紧提着背包下车。宽阔的大操场
上已站着一排军衔不一的干部战士，王连长跑
步向前，把我们的档案递给一个身材魁梧的军
官。后来得知他就是新兵营营长。我们

10

人按
个头高矮顺序排队站好，接着开始点名。我被
一位长着娃娃脸的老兵带走，于是我就成了新
兵一连一排一班的一名新兵。班长就是那位长
着娃娃脸的老兵，是河南驻马店人，副班长是
山东菏泽人。他俩帮我把床铺安排好，然后领
我来到连队食堂，给我打了很多菜，知道我是
南方人，爱吃大米，特意让炊事班的老兵给我

做了一大碗香喷喷的大米饭，瞬间让我感受到
了部队的温暖。

带着憧憬，带着梦想，带着坚毅，就这样我
们走进了绿色军营。

新兵首次见到坦克，别提多开心。我们所
在的是一支全训部队， 一支英雄的部队，

1986

年百万大裁军时， 由军坦克团改为师坦克团，

担负着军区战备值班任务（那时我国南部边疆
还有战事）。新兵营的营长、教导员和几位新兵
班长都是从云南老山前线立战功回来的，他们
是真正的英雄。

提起兵之初，每一名军人胸中都会勾起真
挚纯朴的情感回忆。

新兵训练期间， 新兵营以营为单位组织教
学，以连为单位实施训练，还不时地组织队列会
操。在新兵中，叫响了“谁英雄谁好汉，训练场上
比比看”的口号，表明了“当兵不习武，不算尽义
务；武艺练不精，不算合格兵”的决心。从此意识
到， 我们不再是父母双亲身边任性玩耍的孩子，

不再是校园里爱追梦的学生。军人，这个神圣而
又伟大的称号已成为我们新的名称。 谋打赢，练
打赢。走、打、吃、住、藏，我们几乎个个被训练成
了小老虎，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了由普通社会青
年到军人的转变。刚入伍那阵儿，新兵们的脸个
个白皙娇嫩，豫西的紫外线太强，天天在烈日下
摸爬滚打，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大部分的新兵就
变得黑不溜秋了。对于我们新兵来说，无论在意
志上、品质上，还是体能上，都是一种全新的挑战
和考验。我们经常携带轻武器、子弹袋、手榴弹、

防毒面具、水壶、挎包、雨衣，负重
25

斤左右跑
5

公

里武装越野。 到了晚上睡觉也不敢放松大意，紧
急集合是新兵的最大担心。夜深人静，突然响起
急促的紧急集合哨音。翻身跃起，穿衣，蹬鞋，系
腰带，打背包，挎枪械，这一切都要在几分钟甚至
更短的时间内完成。然后是整队集合，点名报数，

长距离行军。尤其下雨天还经常搞紧急集合……

这里的训练是非常严格的， 近乎魔鬼式的训练。

除了队列训练之外，还有站军姿、练体能、越障
碍、喊口令、射击投弹、擒拿格斗、巡逻站岗……

门门都是硬功夫，样样都是硬指标。根本不像社
会上流传的那样：稀稀拉拉坦克兵。

对军旅人生的追求， 对成长与梦想的期
盼，促使我们勇往直前，不言放弃。

新兵训练的日子紧张而艰苦， 但苦中亦有
乐。一天，上级安排新兵们参观团史馆。我们穿着
白衬衣，绿军裤，大多数头发刚刚洗过，一个个透
着干净、利落。后来得知电影《铁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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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型就
是来自我们这个团的。大家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
在团史馆里驻足留恋，久久不肯离开。我此刻明
白了军人的价值：当鲜花盛开时，军人的忠诚是
写在大地上的和煦春风；当夜深人静时，军人的
忠诚是写在人们睡梦中的甜蜜果实；当战争来临
时，军人的忠诚是写在枪林弹雨中的热血诗行。

训练间隙，我写的反映新兵连训练趣事的两
篇小稿在军区《前卫报》“露脸”。新兵连连长和指
导员来到我所在的新兵班，指着印有我们部队代
号和我名字的报纸向我祝贺。 他们为我高兴，都
称赞新兵连来了个笔杆子、小秀才，说我将来定
会大有前途。新兵营给我记了一次营嘉奖。那天，

我胸前戴上一朵大红花与新兵营营长、教导员站
在一起照了一张合影。父母很快就收到部队寄来
的喜报。从来不喝酒的父亲，那天高兴得竟然破
例喝了两小瓶北京二锅头。然后，他来到街上逢
人就吹嘘自己的儿子， 说我在部队如何有出息。

惹得有好几位中学时的女同学主动写信给我，其
中有校花湘屏，她曾是我初三时的同桌。

新兵连的那段时光，我快乐如飞。

莲

花

之

美

莲是佛花，香清溢远。《华严经探玄记》

以莲喻真如佛性：“如世莲华，在泥不染，譬
如法界真如，在世不为世法所污。”莲花因
其“出淤泥而不染”，有“花中君子”之雅称。

历代文化名人笔下的莲， 文化情韵与
亭亭玉姿相辉映，曼妙无限。莲花的种种美
态，极应宁静之心，极富清雅之味，令人流
连。

莲花之美，美在意态。每逢仲夏，莲花
挺立于碧叶之间， 在绿叶映衬下， 风姿绰
约，格外消魂。此时若有采莲男女泛一叶轻
舟，穿梭于莲丛之中，那种“荷叶罗裙一色
裁，芙蓉向脸两边开，乱入池中看不见，闻
歌始觉有人来”的至妙情境，如仙似梦

!

莲花之美， 美在颜色。“满池碧叶铺水
面，白红粉莲次第开。”湖上，仿若是会动的
工笔长卷，一直绘到天边。宋代诗人杨万里
是咏莲高手，他仅咏莲诗就有数十首之多。

他陶醉于杭州西湖莲花一隅， 吟出千古妙
句：“接天莲叶无穷碧， 映日荷花别样红。”

此句色调虽尽情泼洒，却对仗优雅似梦，一
向被人誉为“诗海珍品”，百读不厌，久颂成
仙。

莲花之美，美在质感。莲花的质感是一
种带有文化味的香气浸染， 每当泛舟莲叶
间，总有暗香存肺腑。喜爱莲花清雅的人，

喜欢从《乐府诗》、《爱莲说》一直背到《荷塘
月色》，满眼是景，满眼是诗。屈原爱荷成
癖，《离骚》有曰：“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
以为裳。”他不仅衣裳要用莲荷制作，还希
望与莲花为邻，住在荷下，他的《九歌》竟有
“筑室兮水中，葺之兮荷盖，芷葺兮荷屋”的
句子。朱自清《荷塘月色》中，将荷花比作

“碧天中的星星，又如刚出浴的美人”，真乃“天然去雕饰，清水出
芙蓉”的清雅小夜曲。

莲花之美，美在品格。因为有品格，莲花才卓立不群。莲叶情
韵依依，莲花站立造精神。多叶茂盛捧一花，让人看到其内心本
真。人心归莲，无疑是一次心灵的涤洗。花儿静静站在那里，甚至
避在叶间。这莲，多像修炼多时的圣者呀……

莲花之美，美在趣味。李清照与莲花的邂逅，可谓一次美丽
的“相遇”。且看她的《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

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因是不
期然闯入莲花丛，迷情惊动鸥鹭，戏剧性的趣味意象转变，其意
在写莲花之静态之深。她多像做错事的小孩子，打扰了这一方静
谧，心含愧疚。

莲花之美，美在高雅。清代康熙皇帝游西湖，一路游到西湖
苏堤的跨虹桥边，看到这里重廊复道，轻风淡吹，荷花吐香，于是
把“曲院荷风”改为“曲院风荷”。康熙皇帝也是以动来写静，不过
“此动”比“李清照之动”要轻曼很多，有熏风如醉之妙，难怪被称
为西湖八景之一。

莲花之美，美在艺术。清代书法家铁宝书，游济南大明湖，见
满湖绿影、万点荷红，书写了“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
湖”这副楹联，置大明湖北岸“小沧浪亭”园门左右。银勾铁划的
书法艺术，由高及低的数字对偶，为赏荷胜地平添了无穷魅力。

著名画家潘天寿， 乃画莲高手， 他在一把洒金扇面上画了西湖
莲，题为“映日荷花别样红”，墨彩交融，惟妙惟肖。人们摇动扇
子，如觉莲香在手，清风吹拂，独具情趣。

莲花之美，美在想象。台湾诗人余光中一生爱莲，他在《莲恋
莲》中，写出了自己爱莲想象入静的绝妙体验：“立在荷塘草岸，凝
神相望，眸动念转。一瞬间，踏我履者是莲。拔田田之间，亭亭临风
的是我。岸上和水中，不复可分，我似乎超越了物我的界限，更超
越了时空。”如幻似真的朦胧之境，勾画了莲与人的心心相悟。

莲花之美，究竟美在哪里呢？我想，它满藏在我们心里！莲花不
事张扬，它走近人心的方法绵长而细润，因宁静而悠远的心灵内质，

给人自成境界的美妙。莲花美的极致，非图画所能表，乍见所能识；

它是优雅德行的历历呈现，它是知音遍地的岁岁彰显……

寂寞·读书·快乐

孟德斯鸠有一句话深得我心：“喜
欢读书， 就等于把生活中寂寞的时光
换成巨大享受的时刻。”

百无聊赖时节，不妨读书。在书中
游山玩水，见贤思哲，通达古今，忘怀
尘忧，都是由读书而来的“点石成金”

时光。

读书事， 想来本身就带着些许寂
寞。

明末的张溥，是刻苦用功的典范。

读书时要先抄一遍，然后再读一遍，之
后烧掉书稿。抄、读、焚、抄……如此反
复七次，直到铭记于心。他给自己的书
斋起名曰：“七焚斋”，也叫“七录斋”。

张溥一生著作等身， 与他七焚七录的
书斋苦读不无关系。将时间化为学问，

苦读不苦，苦中有乐，如一杯浓酽的苦

丁茶，滋味无穷，回韵幽长。

隐者逸士在这条寂寞的路上，走
得气定神闲，令人艳羡。汉成帝时的严
君平，卜筮于成都，日得百钱即闭门读
《老子》，何等潇洒自如。坚定的自我，

执着的追求，清净的修为，一个青史上
代代传说的隐者，将自己写成了传说。

西湖边， 孤山上， 林和靖不爱浮
名，不爱利禄，只愿山水相宜，“梅妻鹤
子”。一生贵适志，志不在功名富贵，只
在青山绿水。 寂寞时光被他读得个通
晓百家，墨香千载，何等洒脱飘逸？谁
能忘却字字清幽的《山园小梅》？诗中
“疏影横斜水清浅， 暗香浮动月黄昏”

两句，向来被奉为咏梅的千古绝唱。梅
的身姿与他的诗句， 在书页上合二为
一，清香幽来，漫过沧海桑田。

友谊是人类情感不可或缺的部
分。《论语·季氏篇》 中记载了孔子的

“益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而画家
齐白石亦有三友，“诗书寂寞友， 草莽
患难友，笔砚生死友。”

读书和寂寞若即若离。 有时互为
因果，有时相得益彰，有时你来我往，

有时独占鳌头。柳永说，且将浮名，换
浅斟低唱。孟德斯鸠的意思是说，且将
寂寞换读书。

读书， 可以将人生里的寂寞一扫
而空，荡然无存。阅读提供给读书人一
种俯瞰的视野，一种置身世外的奇妙感
觉。你仿佛经历了一切，又仿佛只是袖
手旁观。你追随作者的脚步，一步一景，

目不暇接，美不胜收。寂寞是什么，在这
个时刻，早已抛诸脑后，不计东西。

再热闹的人生，也有寂寞的底色。

读书，是一个快乐的时刻，给人短暂的
跳脱。

读书，每个人都寂寞，每个人都快乐。

李海波摄

□

李永海

□

曾庆棠

□

黎武静

□

付秀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