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问君年在哪

袁维龙
问君年在哪？年在农历上，

天天翻活页，掀到后一张。

问君年在哪？年在碧空上，

和风徐徐吹，万物朝暖阳。

问君年在哪？年在大地上，

辞旧农家乐，迎新春耕忙。

问君年在哪？年在春头上。

百花梦已醒，腊梅送余香。

问君年在哪？年在柳枝上。

近看绿色浅，远看像鹅黄。

问君年在哪？年在大街上，

超市购年货，都往小车装。

问君年在哪？年在归途上。

父母盼子归，儿女赶路忙。

问君年在哪？年在烟花上。

五彩缤纷夜，万民庆吉祥。

问君年在哪？年在华堂上，

张灯又结彩，福字贴中央。

问君年在哪？年在餐桌上，

年饭多丰盛，五味竞飘香。

问君年在哪？年在心头上，

举家大团圆，老幼喜洋洋。

问君年在哪？年在舞台上，

除夕闹春晚，举国乐一堂。

问君年在哪？年在笔尖上。

天下网友们，纷纷赛华章。

问君年在哪？年在大路上，

中华同一梦，大步向前方！

地税畅想

东风
悠悠淮河，沐浴着紫气东来的霞光，

巍巍大别，耸立着神州儿女的脊梁。

岁月之交，回眸难忘，

信阳地税，我要为您放声歌唱。

时光记载的日日夜夜，

春种秋收，事业兴旺。

奋斗艰辛，成绩来之不易，

任重道远，自当乘风破浪。

堵漏增收，扛起责任担当，

出谋献策，主动保驾护航。

加大税源管理，开启依法征税的艰苦历程，

超额完成任务，演绎可歌可泣的大业篇章。

稽查岁月，风雨血泪的飞扬，

柔情办案，税检联合的展望。

无悔奉献，公平正义，写满生命的寒香，

查找疑点，昼夜奔忙，吹响堵漏的乐章。

一束芳香，一泓清泉，

一份关爱，雨露阳光。

驻村扶贫，体现党的温暖，

谋划发展，不惜慷慨解囊。

群众路线，诺言必践，

征求意见，制度保障。

鱼水之情，掀起发展稳定的浪花，

共同富强，放飞依法治国的梦想。

牢记两个责任，倾情带队，

三个底线教育，严管预防。

警钟长鸣，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为税清廉，八条禁令印记于心上。

税务蓝树立地税良好的形象，

碧水绿装扮信阳大地的春光。

盈满魂梦，成为施展才华最美的长廊，

恍若百年，追忆实现梦想难忘的辉煌。

啊，光荣的纳税人，我要为您歌唱，

因为您科学发展，祖国建设贡献力量。

啊，自豪的地税人，我要为您歌唱，

因为您坚韧追求，情洒信阳大爱无疆。

让我们共同祝愿———地税事业，扬帆起航，

蒸蒸日上。

中华儿女，文明富强，幸福安康。

百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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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歉的艺术

姚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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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在社会的舞台上共同学习、生
活、奋斗，彼此之间发生摩擦、误会抑或
不愉快，实在是难免的事。当这种不愉快
的事情发生时， 向对方道歉不失为一种
取得对方谅解的方法。 然而道歉不是简
单地说一声“我错了”，也不能只向别人
说一声“对不起”就万事大吉了。

我总以为自己在道歉方面是个专
家， 因为性格率直给我提供了许多道歉
的机会。然而，对道歉艺术的领会，我却
远不及白发苍苍的老母。母亲常常告诫
我：“当你说‘我很抱歉’时不要眼望着
地面，或心不在焉，要勇敢地抬起头来
看着那个接受你的歉意的人，这样别人
才会知道你是心诚悦服地认错了，你道
歉的态度才是真诚的。” 寥寥数语道出
了道歉艺术的真谛。所以说，道歉是一
门艺术，要很好地掌握和运用它是件不
容易的事。

坦诚知过的道歉态度。当面道歉，对
任何人来说都是一件很失面子的事，然
而一个智者能胸襟坦诚知过改过， 就会

赢得口碑。 因为坦诚意味着你愿意对自
己的过错承担责任。现实生活中，许多人
在道歉中往往会夹杂着辩解的意思，这
就冲淡了道歉的味道并减少了对方表示
原谅的机会。人们一般都是宽宏大量的，

没有辩解的道歉会使双方都感到满意。

求得宽恕是我们的目的， 这与道歉者是
否全部或部分的有错关系不大。 只有勇
敢而率真地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才
会促使对方谅解你的过错。

一次朋友聚会，大家在一起闲聊时，

朋友阿宏不慎将阿敏一只心爱的保温玻
璃杯打碎，阿敏的脸一下子难看起来。此
时，阿宏坦诚地说：“对不起，是我不好。

我可以赔偿你一只新水杯吗？” 谁知，这
下临到阿敏不好意思了。“噢，不！瞧你把
我看成什么人啦。你别东想西想的了，没
关系的。”显然，不愉快的事件发生后，如
果阿宏只是诚恳地自责是远远不够的，

只有以坦诚知过的态度表示自己愿意赔
偿，方可引出朋友的“别东想西想的，没
关系”的话，尤其是当阿敏的双眼与阿宏
的双眼相遇的那一瞬， 立马感觉到阿宏
发自内心的歉意。

发自肺腑的道歉话语。 人与人之间
发生误解或不愉快的事， 自然需要借助
语言来沟通。然而，对一些人来说，尽管

他们道歉的话语滔滔不绝， 但道歉的效
果却不甚理想。究其原因不难发现，那些
道歉的话往往“水分”太大，少有肺腑之
言。人际交往中，只有发自肺腑的道歉才
能以理服人，以情感人，才能达到道歉的
目的。

阿伦是我们同学中唯一到过日本的
人， 他对我们讲述了一则令人难忘的佳
话。回国时， 他在日本的一家餐馆就餐，

服务小姐热情地给他端来一盘汤， 由于
他不爱喝这种汤，便回绝了她。那位服务
小姐很过意不去，连忙道歉：“对不起，我
不知道您是中国人。”说着又给他换来了
可口的橘子汁。就餐完毕后，那位服务小
姐还帮他提行李，送他上飞机，并再次致
以深深的歉意。 这位日本服务小姐的真
诚道歉，使同学一直铭刻于心。

恰到好处的道歉时机。 有愧于人就
得及时道歉， 不要因顾及面子而错过时
机。其实，拖得越长，越不好意思开口，对
方积怨或误解越深。及时的道歉，既可以
较早地扫除感情障碍， 也有利于双方心
理健康，更有利于彼此的思想沟通。记得
有一次， 我奉命与一位朋友策划一个文
学研讨会， 最后决定由他出面邀请几位
在市内的知名人士共同进餐。 被邀请的
人男女都有，只是由于我的自作主张，有

一位女作家竟不在参加者之列， 恰恰这
位女作家又是他的同学， 这位朋友为此
事深感气愤。 我自知理亏， 立刻向他道
歉：“对于这个不该犯的错误， 我确实感
到非常抱歉。 请你接受并代我转达我对
你们深深的歉意。”此话一出，气氛慢慢
地缓和下来， 这位朋友的怒气似乎也消
失了大半，他说：“算了，算了！我们再商
量一下看看有没有补救的办法。”可想而
知，如果处于这种情况下，碍于面子放不
下，不及时向朋友道歉，不仅这次活动会
不欢而散， 而且彼此的误会也会越积越
深。

当然，生活要求你道歉，无论你是对
还是错， 无论你是真的表示歉意还是为
了保持和睦而不得不为之。 而一个善于
把握时机的道歉者不会匆忙地说对不
起，比如，当你正与他人为某些问题争得
面红耳赤，无意中说了一些过激的话，或
者出现了一些过激的行为时， 无论你是
对的还是错的， 也许你想以息事宁人的
态度向他道歉，但结果却令人失望，因为
人在失去理智的状态下， 你越是积极向
他道歉越加深他对你的误解。怎么办？不
要草率地对他道歉，等到时过境迁，大家
心平气和之后，再坐在一起认真交谈，这
时的道歉才是恰到好处。

留住自己的根

王西亮

从老家传来一则消息：邻村一个庄
子的苏姓人家， 男女老少一律聚集村
头，举行了一场甚为隆重的“村庄更名”

仪式， 并勒石刻碑， 记录此次盛事。原
来， 该苏姓一族明末清初定居此处，一
直以“苏家寨”为名。上个世纪

50

年代
初， 被一种含有时代特征的村名所替
代，冠以“

××

生产队”之名，又谓之“

××

村民组”，这一叫就是
60

多年。近年，在
苏家一些老人的发起下，村民们达成一
致意见：恢复旧村名。于是村民自发捐
资数万元，购买一块丈高巨石，将“苏家
寨”三字醒目地刻入石中，耸立于村口。

他们说：“‘苏家寨’是苏姓人的根，也是
多少代人的记忆， 我们要留住自己的
根。”

由此，想到了我们所在的城市
──

信阳。

信阳作为一座有着
2000

多年历史
的文化名城，从古申城到义阳再到今天
的信阳，其名称变化和历史沿革是信阳
人人所共知的。然而，构成这座城市的
文化元素和记忆，或者说这座城市的命
根和灵魂是什么，如何呵护、保存这些
文化，使之永不湮灭，代代传承？这些问
题，应该引起人们更多的关注。

前几年，信阳电视台有一个栏目叫
“话说申城”，主持人对信阳历史尤其是
城区道路、街巷、关口、桥梁、店铺等标
志性名称、姓氏和方言的讲解，不仅再
现了古申城的历史旧貌，展示了淮河文
化的丰厚底蕴，也唤起了无数人对自己
生活的这座城市的历史回忆，在市民中
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这种现象给了我们
深刻启示，如何对待一个城市的地域文
化和历史？

一座城市究竟靠什么来传承自己
的文化内涵，使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文
化名城呢？ 这里面也有一个以小见大、

细节决定成败的问题。比如，道路的名
字、房屋建筑的风格等，都可以成为一
座城市对外的形象名片，成为市民记忆
中的历史碎片。道路也好，建筑也罢，决
不能丧失“自我”，不能一味模仿、照抄
别人。如果“一张图纸绘到底”，同样的
高楼大厦，同样的建筑样式，同样的道
路名字，那么，信阳就不是信阳了，就成
了与任何一个城市完全一样的城市了。

如此，“信阳”也就消失了。

然而遗憾的是， 在我们这座城市，

过去曾有那么多弄巧成拙、甚至东施效
颦的故事。且不说某些跨区域性的开发
商在我们城市建了许多全国一体的孪
生高楼，单就道路街巷的命名，就有诸
多反思之处。 比如道路名称模仿国外，

用阿拉伯数字排列
;

桥梁搞整齐划一的
一个字命名。这样做，看起来很有文化，

实际上缺乏了文化味儿。例如，琵琶桥，

原是因地处琵琶山而名， 形象而生动。

结果为了搞大一统， 强行把它改成了
“琴桥”，让人啼笑皆非。又如虹桥，原名
彩虹桥，以桥身的形状而名，直观而通
俗，去掉一个“彩”字，虽然简炼了，但让
人再也咀嚼不出当初建桥时烙印在市
民们心目中“彩虹桥”三个字的味道了。

关桥，原名西关桥，因地处老城西关门
而闻名，见桥名而思其义，唤起过多少
人对古城池、古关门的记忆，现改为关
桥，让人看了不知为何关，是东关还是
西关？是南关还是北关？会桥，原名两河
口桥，因河、杜河两河在此交汇而闻
名， 当地百姓约定成俗都这样叫它，易
记又易懂。 可这些原本显得有些土气，

但却蕴含着地域气息、地方特色的老名
字，却被人为地改了名。再说城区道路，

如羊山新区，道路全部搞成“新
×

大道”、

“新
×

大街”。命名
10

年来，不要说一般市
民不认可，就是不少机关人员也觉得依
然不能完全说清楚新区的路街名称和
方位。这些年，许多市民和一些有识之

士一直在呼吁：羊山新区街道的命名应
该体现以人为本，以地域特色为本的理
念，使人容易记忆、辨别，能代表一个区
域的风俗和文化。有人建议，像“新五大
道”，纵穿市政府大门前，若以“市府路”或
“市府大道”命之，更加名副其实。“新十六
大街”若以“楚王城北街”命名，则既有地
域感，又有方向感。同样，“新八街”可以
“文化路”命名（因市文化局和博物馆、图
书馆等市级文化单位均设此处）。 也许有
人觉得太直白、太土气，其实，地名和人名
一样，越土越接地气。

再如旧城改造。 一个城市除旧布
新，不断发展，这是客观需要，也是人心
所向无可厚非。但是，如何实施旧城改
造，用什么样的理念改造旧城？一些地
方一拆了之、 一推了之的简单拆迁、强
行拆迁， 早已饱受媒体的诟病和谴责。

然而，不幸的是，此类破坏文化、损毁历
史的粗暴行为至今依然未得到根本遏
制。在旧城改造中，不能正确处理改造
与保护的关系， 甚至只重经济利益、政
绩效应，不考虑文化传承和文化保护的
现象不胜枚举， 这是当今的城市之疼，

文化之殇。其实，一个老地名、一处旧建
筑，可能就与历史上某个官员、名人、轶
事乃至一段历史有关，毁坏了这个建筑
及其名称，就割断了历史之脉、城市之
根。

信阳市老城区的很多老地名都秉
承了浓厚的文化气息，有的甚至富有传
奇色彩。如白坡路，是因明代“前七子”

之一的文学家何景明的字“白坡”而名；

解放路前身是“试院大街”，是明清时代
信阳科举考试之地；人民路过去叫“戏
园大马路”，是清末民初市区各种剧院、

戏园总汇所在；申碑路以前叫“北门外
大马路”，是北出信阳市的重要关门，当
时，此街设有“文官亭”（文官到此下轿）、

“下马石”（武官到此下马）等。另外，像北
塘坡、贤隐寺、周公台、樱桃园、准提庵、

洗砚池、太平缸、河洲榭等，每一个地名
都有一个故事， 每一个故事都记录和传
承着淮河文化的脉络和气息， 成就了信
阳文化名城、宜居城市的辉煌。

自上个世纪
80

年代以来，信阳老城
区大部分老地名已陆陆续续不复存在，

不少人文画卷、 历史掌故都被推土机、

挖掘机的隆隆轰鸣声和漫天尘埃所淹
没，举目市区，再也找不到一条完整的、

留下信阳记忆的老街道、老胡同了。像夏
家井胡同（申城大道之中）、真武台胡同
（西关附近）、鲍氏街（名字背后是一段关
于李自成义军攻占信阳时的生动传说，

现已名存实亡）等，令人深感遗憾。

行文至此，不觉想起了一则关于北
京市街道名字变迁的小文，这里不妨将
其要义概述如下，以为借鉴，或许能给
我们信阳人某些启发和思考。

一是上个世纪
60

年代，北京市对全
市
2999

条街巷名称进行整顿，除对带有
明显封建迷信、庸俗和重复的名字整改
外，绝大部分保留了原有叫法；二是上
世纪

70

年代中期，对文革初期更改的带
有鲜明政治色彩的

519

条主要街道、胡
同，如“反帝路”、“反修路”、“红江路”、

“红卫路”等予以清理，有
389

条恢复了
文革前的名称， 如“孝顺胡同”、“福禄
巷”、“王府井大街”等

;

三是上世纪
80

年
代，除少数市民不认可或缺乏存在意义
的街巷外，几乎全部复归旧名。特别是
对源之于《论语》、《大学》等经典名篇中
的地名，如“贤孝里”、“儒福里”、“里仁
街”、“文昌胡同” 等带有传统文化内涵
的道路街巷一律保留。今天，这些承载
着千年历史文化的一个个普通地名，就
像无数颗夜空中的星星一样， 同故宫、

圆明园等一起放射着迷人的民族文化
光芒，吸引着全世界亿万人追寻和仰望
的目光。

一座城市， 如同一棵大树的根，如
果根须腐烂了， 这座城市迟早会消失。

文化，尤其是地域文化，就是城市的根。

每一座城市，都应该留住自己的根。

生活随笔

王章云摄

中山茶座

用精美的诗守护儿童精神成长

———读涂彪诗集《花是树的孩子》

涂彪长期在政府部门工作，但他却一直对
儿童诗情有独钟。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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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
80

年代开始，他利用
业余时间写了大量的儿童诗， 我经常在一些儿
童报刊上读到他的作品。 我一直认为他是一位
有创造、有追求、有个性的作家，读他的作品常
常使我感动。感动之余，进而琢磨其中之味，我
认为他的作品有一种诱人的艺术魅力。

同涂彪谈诗，我知道他十分重视诗歌的艺
术美。他常对我说：“一首诗，无论它有多么丰
富的内容，多么真实的感受，多么深刻的思想，

如果缺乏了诗歌的艺术美， 即缺乏诗意美，是
无法打动人心和引起共鸣的。”我想，涂彪的艺
术观是非常明确的， 假如你想做一位诗人，你
就要充分重视诗美， 并且在自己的生活实践

中，学会捕捉和创造诗美。

为什么涂彪如此重视诗美呢？因为诗美是
诗歌的核心， 它对一首诗的优劣起决定性作
用。诚然，诗美是由多方面的因素组成的。如一
首诗的意境是否深邃、结构是否严谨、语言是
否优美、韵律是否具有美的效果等，都是至关
重要的， 正像盖一栋大楼需要各种材料一样，

缺一不可。 但涂彪更注重的是诗的艺术形象，

在这方面， 我认为涂彪抓住了核心中的核心。

古今中外的诗人，无一不在诗的艺术形象上下
功夫， 有时为了一个字而呕心沥血者常常有
之。我国唐代诗人贾岛，曾为了“推”和“敲”一
字在驴背上苦吟，以至于竟不知退避，闯进了
韩愈出行的队伍。恰逢韩愈是一位著名的文学
家，不但没有责怪贾岛，还帮他一起琢磨。这个
小故事，被传为千古佳话。涂彪深谙其中的道
理，在生活中非常注重捕捉诗意美。

他写了许多好诗， 让人读后回味无穷。如
《爷爷的日子》、《等我长大了》、《种春风》、《放

飞我们的思绪》、《未来一定很美丽》、《一支支
斑斓的小号》、《见到春天跑来》、《耕耘出一片
蓝天》、《大山里的学校》等，给读者以美感。

请看他的小诗《中国地图册》：一本中国地
图册

/

有山、有海、有河
/

上学了
/

装进我的书包
/

我的肩膀上
/

天天都背着祖国。一个小学生把一
本地图册装进书包， 也装进了大山、 大海、大
河。一个小学生的肩膀上，天天都背着一个祖
国。这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事物，一经作者挖掘，

便鲜活起来，给人一种新鲜的诗意美。又如他
的小诗《太阳》： 太阳的手真长

/

一直伸到大地
上
/

每天早晨
/

都把穿在大地上的黑衣服脱光。

这首小诗虽只有
4

行， 但形象的选择却十分巧
妙，太阳的金手指那么长，那么长的金手指一
直伸到大地上，伸到大地上做什么呢？他要把
穿在大地上的黑衣服脱光。小诗虽小，却玲珑
剔透，像玉石一般透出一种自然的、不加雕琢
的艺术美。再如他的《春天是个漆匠》：春天是
个漆匠

/

用春雨
/

把花儿漆得红红的
/

把田野漆得

绿绿的
/

把大地漆得漂漂亮亮。 把春天喻为漆
匠，形象而准确。你瞧，春雨就是最好的漆，经它
漆过的花儿变红了，田野变绿了，大地被它漆得
五颜六色，漂漂亮亮。这里，诗人信手拈来，把他
内在的诗情化作自然的、 美的诗意。 还如《晚
霞》：太阳走了一天累了

/

躲在山后洗澡
/

怕天上
的飞鸟看见

/

用橘红色的浴巾遮着。这里，把晚
霞喻为橘红色的浴巾，寓意十分新巧。浴巾是太
阳洗澡用的，遮住自己是怕晚归的飞鸟看见，这
里太阳的羞涩之感，符合儿童心理且颇有情趣。

诗歌的本质在于抒情，他的不少儿童诗，都达到
了情景交融、思与境和谐的艺术效果。

作为一个诗人， 与普通人不同的是诗人对
生活的敏锐观察， 能从普通的生活中捕捉到新
鲜的感受。涂彪正是捕捉这种感受的能手，而且
他还能把捕捉来的感受变成诗、变成美。涂彪还
年轻，他以后创作的道路还很长，我相信，他一
定会写出更多更好的儿童诗来， 用精美的诗守
护儿童的精神成长。

王宜振

开卷有益

一生遇到对的人

伊尹
在一场公益演出活动上， 主持人邀请社区一对模

范夫妻登台，当年新婚妻子因为交通事故双腿瘫痪，丈
夫照顾她整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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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主持人请夫妻俩各讲几句，丈夫不
太会说话，嗫嚅片刻之后说道：“是我的错，当初如果我
接她下夜班，她就不会遇到车祸。”

怎么能怨他呢，那天雪大，她知道他感冒，吃了药
正在家里休息， 所以上班之前告诉他今天不用来接，她
坐同事的自行车回家。而同事见雪大，车也没骑，步行回
家，当然也没送她。她在步行回家的路上，遇到一辆货车，

将她碾压在车轮下之后逃之夭夭， 至今也没能追查到肇
事者。厂里效益不好，医药费成为压在夫妻二人身上的最
大负担。他一直懊恼，如果那天不听她的话，如果那天没
有因为感冒睡得死沉死沉的，她就不会成为这个样子。

主持人又请妻子讲两句，妻子羞涩紧张，也不知该
说什么才能够撑起台上的气氛， 想了半天， 才憋出一
句：“我只想说，一生遇到对的人是多么幸福。”然后，不
知道接下来该说什么，只抬起一双泪盈盈的眼睛，看着
身旁同样紧张地搓着双手的丈夫， 虽说算不得含情脉
脉，却也倾注着一腔的深情。

这句朴实的话，打动了台下的观众，而女性观众的
内心，更有一种别样的感触，女人最希望得到什么？不

就是生命中能够遇到对的人！

从她
23

岁的那个风雪之夜开始， 日子里再也没有
花前月下。车祸后她失去了子宫，三口之家成为泡影。

他一个人挣钱两个人花， 他的生活里只剩下为了糊口
而奔波。她因为高位截瘫大小便失禁，于是他家阳台
上天天晒着尿布。 有一段时间她又患上脊髓真菌感
染，效果好的药是进口的，为了筹钱，他在朋友那里接
来修理摩托车的活。因为想着家里的她差不多要小便
了，心一急，被摩托车的排气管烫伤了胳膊，回家后他
用妻子的碘酒涂了涂胳膊上的水疱，第二天他又去店
里帮朋友修摩托。 朋友见他变紫肿胀的半条胳膊，眼
睛一红说：“哥，你以后不要再来了，嫂子的药费，我想
办法帮你解决一部分……”

能在这种日子里始终如一地照顾瘫痪的妻子，将
苦难磨润成人生风景。两人相守走过，一走就是

20

年，

住的虽是老房，但他从不认为苦。

唐玄宗与杨玉环曾在长生殿上私语： 在天愿作比
翼鸟

,

在地愿为连理枝。富贵之时的诺言不可信，唐玄
宗遇上乱军相逼，最终任由杨玉环香消玉殒。而这一对
苦难夫妻，却能做到并翼而生，几十年恩爱如一。女人
能够遇到对的人，是多么幸福！

飞檐映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