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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敬畏成为一种习惯

朱吉红

我们敬畏规则。康德说过：

“我最敬畏的是两样东西：头顶
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令。”政
策也好，法律也好，制度也好，

道德也好，都是规定人们共同
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与规范。

规则无处不在， 规范着人们的
行为和思想。“红灯停、绿灯行”

是世界通行的交通规则， 合法
经营、信誉至上是企业经营的
商业规则，救死扶伤、仁心仁
术是医院遵循的职业规则，公
正执法、 不徇私情是司法机关
秉承的法律规则。 有序的文明
社会， 必须有各种规则来保
证。

敬畏规则就是要遵守政策
法规，坚持依法办事，就是要尊
重公平、公正与和谐。不要明知
悬崖危险，却心存侥幸，勿以善
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要
从小事做起，从细节做起，防微
杜渐， 事事处处绷紧法纪这根
弦，用法纪规范自己的行为，严
格按法纪办事，守住底线，方可
行走在正道上。

我们敬畏责任。 责任体现
的是一种事业追求和思想境
界， 反映的是一种勤恳态度和
精神风貌。敬畏责任，就要时刻

铭记肩负的责任和使命， 在岗
一分钟，敬业六十秒，始终怀着
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心态，以
只争朝夕的干劲恪尽职守，踏
踏实实干事、兢兢业业工作，以
非凡业绩实现人生的卓越。如
果一个人缺乏责任意识和担当
精神，只想享受，只想索取，不
愿负责，不愿付出，就会碌碌无
为，一事无成。

我们敬畏自己。 “凡善怕
者，必身有所正，言有所规，行
有所止。”只有敬畏自己，才会
读书明理，陶冶情操，不仅开阔
了视野、增强了才干，更重要的
是能够让人静心凝神， 留出思
考的时间，养成思考的习惯，不
断把知识转为智慧； 只有敬畏
自己， 才会反躬自省， 每日三
问，自警自励，及时发现错误，

主动改正错误；只有敬畏自己，

才会谨慎交友， 砥砺同行，“近
朱者赤，近墨者黑”，选对朋友，

选对行走方向，以君子之交，最
大限度保持洁身自好。 敬畏之
心常在，做人才能守底线，做事
才会留余地。 一个人常怀敬畏
之心，就能遵守外在的“他律”，

更能守住内心的自律， 勤于修
身，严以修身，勤于律己，严以
律己，认认真真做事，堂堂正正
做人， 做对自己， 做最好的自
己，让敬畏成为一种生活习惯，

不仅能够赢得事业的成功，更
会拥有幸福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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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花园

在林老的关怀下成长

陈宝鸡

1939

年春，豌豆花开的季节，父
亲和几十名战友一起离开了工作半
年左右的确山竹沟新四军留守处，

在留守处牛副官的带领下， 调往陕
北工作，为防敌人盘查，对外就说是
送壮丁的， 同行的有肖志诚、 张天
义、任玉堂、赵金铎等，到了西安后，

他和几名战友被分到了八路军西安
办事处，继续做勤务工作，其余同志
稍事停留后去了延安。 这样父亲就
从新四军转为了八路军， 而当父亲
他们走后的当年

11

月， 敌人便血洗
了竹沟， 杀害了新四军战士

200

多
人，连伤病员也未放过。

一、在八办工作的日子
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八办）是我

党在国统区设立的公开办事机构，

原为红军联络处， 位于西安北新街
的七贤庄， 七贤庄是由

10

个上下两
层房子相连的院子组成， 八办办公
和居住的有

1

、

3

、

4

、

7

四个院，办事处
党代表是德高望重的林老———陕甘
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 处长是伍
云甫，副处长是李华。父亲调到八办
后，仍然做勤务工作，主要照顾居住
在

4

号院的客人。 工作了一段时间

后，一天，指导员黎光煜找到父亲，

安排父亲给林老当勤务员， 听说要
给林老当勤务员， 父亲很高兴但又
担心完成不好任务。一见面，林老和
蔼地问父亲，你原来在哪个部队呀？

今年多大了？是哪里人？看着林老亲
切的面容， 父亲紧张的情绪顿时打
消， 并一一回答了林老的问题。当
父亲向林老说从竹沟新四军留守处
来，家在河南驻马店时，林老深情地
说：“驻马店这个地方大革命时期我
去过，在河南南部，靠铁路，出鸡子，

物产丰富，是个好地方。”随即又勉
励父亲好好工作，多学文化。

当时的西安， 我党虽设立了公
开办事机构， 但时时刻刻都面临着
敌人的捣乱、破坏、绑架、暗杀等危
险。父亲讲，他的工作就是负责照顾
好林老，负责打饭，打扫房间卫生，

接传电话， 接待到办事处的各界人
士。林老吃饭很简单，有时从食堂打
来一小碗米饭， 菜很少， 林老吃完
后，还让父亲再用开水冲一遍，然后
再喝下去。 林老住在一号会客室南
边的一个房间， 房子很小， 放一张
床、 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就没有地
方了。就是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林

老为贯彻、 宣传党的抗日方针和政
策，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动员和组织广大人民群众投入到抗
日的队伍中， 痛斥国民党反动派对
我党的种种造谣和污蔑， 揭露国民
党反动派积极反共、 消极抗日的阴
谋， 为扩大我党在社会上的影响作
了卓越而又艰苦的工作， 赢得了全
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尊重和爱戴，

使八办成为战斗在敌人心脏的红色
桥梁。

当时， 许多从全国各地到延安
的人们都是通过八办的介绍走上革
命道路（包括很多鲁艺的领导和师
生），还有从延安出发到抗日前线的
中央领导在八办停留后又踏上新的
征程。

1940

年初夏，敬爱的朱德总司
令从山西前线回延安，在办事处住了
一段时间，朱总司令爱打篮球，平易
近人，没有一点架子，父亲常常看到
他在八办外面的操场上打篮球。冼星
海也在八办住过一段日子，他是从延
安鲁迅艺术文学院来， 去苏联学习，

父亲常常叫错他的姓， 叫他洗星海，

他的衣服脏了，就让父亲拿到街上洗
衣铺里洗，西安大街上有河南洛阳人
开的洗衣铺，衣服洗好晒干后父亲取

回来，再交给冼星海。洗星海经常教
大家唱歌，常常在开饭前教，他教大
家唱歌时手里拿着一个棍子指挥，打
着拍子，经常唱《黄河大合唱》，办事
处的工作人员和过往的客人跟着他
学，父亲也跟着学唱。

二、林老给父亲改了名
1941

年
1

月，国民党反动派制造
了震惊全国的皖南事变，噩耗传来，

办事处全体人员无不沉浸在巨大的
悲愤中， 人们无不痛恨敌人的卑鄙
无耻、惨杀新四军的滔天罪行。国民
党反动派冒天下之大不韪， 掀起了
新的反共高潮，为保存革命力量，各
地的八路军办事处人员相继撤回延
安，办事处领导开会强调，以后不要
一个人上街，以防被特务绑架。不久
父亲也被通知撤回延安， 回到延安
后， 父亲调到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
处卫生所工作。 这时原八办卫生所
所长吴忠也回到了延安， 在边区政
府保安处卫生所当所长， 父亲说就
是他向林老提出让父亲学医的，这
样父亲就从事了卫生工作。 林老家
住在南门外的边区政府， 离边区政
府参议会礼堂不远，两孔石窑洞，每

次吴忠给林老看病， 就叫上父亲背
着药箱，看完病，让父亲从药箱里取
出药给林老， 有时吴忠顾不上去林
老家，就开好药叫父亲送去，每次去
林老家， 林老和家人都热情地打招
呼，并留下吃饭，父亲知道首长工作
忙，送完药后就告辞。 一次，父亲又
来到林老家， 林老亲切地对他说：

“小胖子（父亲原名叫陈万鹏），我给
你改个名字好不好？ 因为你和另外
一个同志重名了，他不改，你改，我
看就叫两个字，陈裕，就是有衣穿，

有饭吃，好不好？”父亲一听连忙说：

“好，好。”从此父亲就一直用林老改
的名字至今。改名字不久，林老说：

“小胖子，你不能老跟着我，你没有
文化不行，得学文化，去学习，我送
你去学习。”在林老的关怀下，父亲
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敬爱的首长，去
学校学习去了（以后分别在边区政
府卫生处门诊部、 延安鲁迅艺术文
学院、延安学生疗养院、延安西北医
药专门学校工作、学习）。林老身为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党中央领
导人，日理万机，在繁重的工作之余
还惦记着一个普通战士的成长，这
让父亲终身难忘。

难忘信阳

遥望中原大地
,

闪动着晶莹的光
,

在历史的回眸中
,

演绎着我对红色永恒的守望。

期待着，

思念着，

一路南行到信阳；

回忆着
,

聆听着
,

红色传奇闪金光。

巍巍大别山，

战地黄花分外香。

在我们共同的记忆里
,

有黄麻起义，

有多支红军队伍，

更有刘邓大军千里跃进……

一路回响着
,

八月桂花遍地开的歌声；

一路矗立着
,

多个时期的革命纪念碑。

尽管有岁月的尘土
,

那是历史在诉说，

依然闪耀永恒的光芒。

浓浓的红色思恋
,

化作白云流连
,

化作闪电翻转
,

又一次回望大别山腹地，

红旗永远不倒的地方。

水绕青山山绕水，

山浮绿水水浮山。

这里有
云中公园的鸡公山，

千峰披翠的黄柏山，

瀑布满山的金刚台，

更有那豫南明珠南湾湖，

楚风豫韵在执着流淌。

山水信阳，

诗画的江南；

红色信阳，

红军的故乡。

积淀了独特的厚重文化，

锻造了挺立的中原脊梁。

难忘的信阳之行，

不觉一丝孤单
,

因为有山水相伴，

因为有红歌嘹亮。

难忘的信阳之行，

不乏神秘回忆，

满是古老的传说，

满是红色的乐章。

抬头望！

中原大地一颗明珠，

正在冉冉升起，

正在铸造辉煌。

顾辉在河南信阳市组织红色景区

中国万里行数据采集活动的诗作

时光永不生锈

（下）

胡亚才

常此以往的快捷生活方式，就
给写作者带来了伤害， 甚至是致命
伤。虽然文学只能写印象和记忆，不
能生搬硬套经历， 但一个写作者对
现场的话语权是万万不能丢弃的，

是不可或缺的。否则，“过程”将无法
呈现。因此，写作者一定要有自己思
考的立足之地，退一万步讲，至少要
有一种姿态。

十年前在北京， 一个朋友把我
领到了延庆，在一个山窝子里，我见
到了被朋友称为富婆的人。 她卓越
简雅，是腹有诗书气自华的那种，这
哪是富婆呢？回来的路上，我说她是
上品女人，朋友很欣慰。这个女人做
生意发了财，钱多得无聊，没有像别
人那样炒房子， 而是悄然来到延庆
山里， 买了

100

亩土地
30

年的经营
权，种起了玉米，雇了四个人，养了
四只狼狗，点种、锄草、间苗、施肥、

掰棒、收贮、碎秸一系列生产环节，

女人全程参与，只是不参与销售。

我问她：“到延庆干啥？”

她说：“种玉米。”

我问：“种玉米干啥？”

她说：“种玉米喂狗。”

我问：“喂狗干啥？”

她说：“喂狗看玉米。”

当时，我和朋友都笑了，那女人
也笑了。

就写作者而言， 经历或者过程
具有毋庸置疑的意义与价值， 但仅
有经历或者过程是不够的， 能不能
将自己的经历抑或别人的经历变成
写作者个人的体验， 才是最为珍贵
的。解决了这一问题，就解决了写作者
的瓶颈问题。譬如看山，起初在所有人
眼里，看山是山，这是对的，因为它是
物质的，是客观存在的。接下来，芸芸
众生中就有一部分人看山不是山，这
就上了一个层次， 因为这是思考的结
果，充满了个性体验。再接下来，一旦
在此基础上看山还是山，那就达到了
一种境界。需要强调的是，我所说的
个人体验，是具个性特征而非一人之
私的，是对某种观念、某种意义以及
对人物或事件的某种诠释，最终所指
向的是某种人人皆认同的人生体验，

即人生价值和人的行为价值。

一晃
5

年过去了。

5

年前那个秋
天的上午， 在男女老少皆青春的掌
声中，信阳市散文学会成立了，在这
个成立会上， 主明兄提出了每年结

集一本散文年选的主张。当时，我未
完全应允下来，因为心里没谱，更没
底， 但还是在大伙滚烫的目光中答
应先试试。末了，又补充了一句：照
着五年努力。

于是， 便有了接踵而至的文学
行为。

《

2010

年度信阳散文》 从
220

篇
散文中挑选了

50

位作者的
105

篇散
文，共

22

万字。我在序文《正在滋滋
生长的响动》中记道：当

2010

年入冬
后的第一场雪， 以优美的舞姿飘落
于这片干渴已久的土地时， 信阳市
第一本散文年选已编纂就绪。 窗
外，雪依然无声地下着，竟积起厚厚
的一层，白了城市，白了村庄，白了
田野，满世界安静了许多，在这难得
的安静中， 我分明又听到了雪下的
万物正滋滋生长的响动……

《

2011

年度信阳散文》 从近
300

篇散文中挑选了
80

位作者的
80

篇散
文，共

25

万字。针对年选的编纂，大
家畅所欲言，我也讲了自己的看法，

譬如散文的严肃问题、 散文的文本
问题、散文的包容问题、散文的地域
性问题。 我在序文《伸进时光的缝
隙》中记道：小雪之夜，我于安静甚
或乡村般的静谧中阅读着散文，一
篇又一篇，从容不迫地读，一本又一

本，严肃认真地读。读着，读着，我的
感觉如同一把镐头， 渐渐地伸进时
光的缝隙，在深入中，碰到了时光的
风景。于是，欣慰之水便漫溢过来，

并伴有惊喜之浪追逐相奔……

《

2012

年度信阳散文》从
270

多篇
散文中挑选了

77

位作者的
77

篇散文，

共
25

万字。 年选之文总体是宽阔的，

也是沉稳的， 保存了过去抒情的特
点。我在序文《犁透漫长的时光》中记
道：阅读这些温热的文字时，我自感
目光如犁，在丰腴的土地上翻卷起劳
作的欣喜。此刻，在稿纸上，我自觉手
中的笔似犁，犁过土起，波浪阵阵。当
然，文学之路漫长，自然，散文的时光
一定也漫长，但我愿与我的文友们一
起，犁透这漫长的时光。

《

2013

年度信阳散文》 从
260

多
篇散文中挑选了

62

位作者的
62

篇散
文，共

26

万字。这次，我梳理了一下
在阅读来稿时所思考的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情感世界的张弛；第二
个问题：故乡风物的感念与抒情；第
三个问题：历史文化的哲思；第四个
问题：当下社会生存状态的关注。我
在序文《触摸果实的力量与温情》中
记道： 与前三年序写的时间皆为夜
晚不同，这次在光亮的白昼，此刻，

我正在我曾有过很多次想象的敞亮

的窗前，在宁静中书写，在书写中愉
悦，在愉悦中期待下一次的阅读。

如约而至， 在
2014

年中秋之后
的日子里， 我于许多个夜深人静之
时，于百花园邻近的温暖一角，阅读
着我的乡人冷静的激情， 抑或激情
的冷静， 并随手记下了今年我欲言
说的与文字、与文学、与散文相关的
关键词，譬如缘分、敬畏、过程、体
验、路径等。

5

年
1826

天，说长不长，但要说
坚持去做某一件事还真的需要韧劲
与耐力。人都是有惰性的，而任何事
都是要由人去做的。 信阳散文创作
正经历着一个整体提升的时段，而
散文年选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
用。 如果我们继续如镐头伸进时光
的缝隙，如犁铧深入土地，犁透漫长
的时光，那么，信阳散文的时光一定
会明光绣霞，永不生锈。

说心里话，一个人真正爱好文学
是幸福的。当下许多人的时间乃至生
命渐显苍白，客观地讲，有很多时候
还真的身不由己，你不想苍白还真的
不行， 你不想苍白还真的做不到。但
是，一个文学写作者却有至高无上的
权利，那就是可以用自己的作品构建
一个自由而绚丽的王国，从而使自己
拥有几种不同的人生路径。

开卷有益

蝶与花 王章云摄

父母恩爱如山

高伟

父母的家住在市外的城区，双
双退休后趁着空闲，把家里的小院
子拾掇出一片空地，种了各种各样
的蔬菜

,

每天准时洒水浇菜，烈日
下搭架除草，忙得不亦乐乎。可惜，

成熟后采摘的蔬菜， 不是品相不
好， 就是被小虫小鸟啃得千疮百
孔。 我不忍看着二老汗流浃背、被
太阳晒黑，劝告他们一定要注意身
体，别为了种菜园，把身体搭进去，

得不偿失。谁知他们“置若罔闻”，

又在楼顶上扩大种植规模，引进了
蔬菜品种，到了收获的季节，也是
一片丰收的景象。

我无话可说，因为我和亲朋好
友都成了实实在在的受益者。因为
菜长势喜人，而爸妈吃菜有限，所以
我们隔三差五地就能收到以菜为
主的“礼品”，有点老相的黄瓜、又瘪
又小的茄子、着色不均的西红柿、又
细又长的韭菜、超大的巨无霸冬瓜
……总而言之，所有的菜品和菜农
种出的菜相没法比。我总是嘲笑他
们的菜是歪瓜裂枣，妈妈却自豪地
说，她的菜从来没有施过化肥打过
农药，是十足的天然绿色食品。

我经常在下班回家之后，看见
茶几上或冰箱里放满了各种蔬菜
和时令水果，它们都捆扎得整整齐
齐。 我渐渐明白了父母的用心良
苦， 他们是怕我们两口忙于工作，

疏于打理生活，担心吃饭会顿顿凑
合，所以特意种些蔬菜，并不辞辛
苦地送来，为的是保证让大人孩子

补充营养， 减轻了我们生活的负
担！现在回想起来，上次小区停电
的那天，当我推开门

,

看到一堆爸
妈准时送来的菜， 心中顿生感慨：

不知年过半百的父母是怎样提着
这么重的菜， 一步步上到九楼的

!

可怜天下父母心，原来这就是平日
生活中父母对子女无私的大爱啊

!

扪心自问，生活中早已习惯了
父母对我的馈赠，并认为这是他们
理所当然应该付出的， 只有索取，

没有奉献。我可以逛街购物，可以
与闺蜜喝茶， 可以和孩子出游，唯
独对父母换位思考少， 敷衍多，以
忙为借口很少探望父母，即使回家
呆上一会儿也找理由早点开溜。作
为一名老干部工作者， 面对老同
志，我知道嘘寒问暖，急老同志之
所急，想老同志之所想，尽职尽责，

丝毫没有一丝懈怠。 可生活中，我
身为女儿， 回馈父母的恩情太少。

有羊羔跪乳
,

有乌鸦反哺，可在匆
匆的岁月中， 永远默默守护你、在
家为你留一盏指路明灯的就是那
渐渐老去的父母。

天下的爸爸都是最严肃的那
个人，也是最孤独的那个人，他爱
你最深，却又不善表达。他奔波在
外，为子女遮风挡雨，压力最大。他
的世界除了事业，只有家人。当他
老去，只会在见面的时候静静地看
着你。妈妈就是身材日渐臃肿却仍
在厨房里为你烹饪饭菜的那个背
影，也许她的唠叨让你心烦，但关
键时刻却让人受用。她做的饭菜也
许并不可口， 但那却是妈妈的味
道。怀着感恩的心，写作此文，谨以
此祝天下所有的父母亲晚年幸福
开心，身体健康。

绣出美丽大中华

赵毅平
羊年春晚， 有一个美轮美奂的

节目《锦绣》，将源远流长、绚丽多彩
的中国四大名绣呈现在亿万观众面
前。中国的刺绣，论艺术之精湛，被
国人津津乐道的是“苏、湘、蜀、粤”

四大名绣。刺绣是工艺美术，它和绘
画是一对孪生姐妹， 刺绣伴着绘画
而诞生，一件巧夺天工的刺绣，一定
是一幅使人赏心悦目的绘画艺术
品。刺绣插上了诗歌和音乐的翅膀，

在舞台上演绎飞舞
,

超越时空而自
由飞翔

,

给人以中华传统文化的熏
陶
,

给人以美的享受，华丽绣裳的色
彩真是一道视觉盛宴！

刺绣源于华夏， 为什么还有四
大名绣之分呢？ 在中国艺术的长河
中， 自然会出现绚丽多姿的波浪。

“苏、湘、蜀、粤”四大名绣各有自己独
特的绣法、针法，彰显自己的特长和
风格。看苏绣！想起它的齐参、水路针
法， 淡雅而秀丽的猫趣和金鱼戏水。

苏绣讲究主题突出，绣面平伏，排丝
紧密，精细素雅；蜀绣讲究针脚整齐，

线片光亮，传绘画之神韵，灭针法之
痕迹，一气呵成；粤绣讲究构图饱满，

繁而不乱，雍容华贵；而湘绣，则是色
彩丰富，风格豪放，所绣形象栩栩如
生。 先是在一些民间童帽、 鞋面、衣
饰、帐沿、枕套、裙边等用品上刺绣，

深受人们的喜爱。到了清末，采用中
国水墨画绘制，创造了“羊毛细绣”和
乱参的针法，使湘绣的艺术水平更上
一层楼。肖像绣是“维妙维肖”，写意
山水绣是“色晕墨润、 挥笔墨于无

痕”，水墨竹石绣品，则“刚劲扶疏，墨
分五彩，为水墨绣画中之特出”。

如今在信阳流行的“十字绣”，

则是一种源于历史的手工技艺，起
源于唐宋，兴于明清，秉承了湘绣的
一些特点和风格， 多用中国山水和
人物的水墨画绣成。 整个画像像一
首交响乐，跌宕起伏，波澜壮阔，《清
明上河图》则是十字绣的代表作。由
于“十字绣”易学易懂，传播广泛，受
到不同年龄、不同层次人们的喜爱。

美丽信阳的众多女性，心灵手巧，爱
上了“十字绣”，绣制的人物和山水
花草绣品，栩栩如生，逼真传神，装
点了家庭的客厅和卧室， 使许多家
庭充满了温馨和文化气息。 也许在
不远的将来，“十字绣” 也能成为中
国刺绣的第五大名绣。针针线线，绣
出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绣出国
人对“中国梦”的追求；线线针针，绣
成可爱家乡信阳的壮丽画卷， 绣成
富饶美丽的大中国。

赞美你，南湾湖

我崇拜你，

因为你叫红色！

我敬仰你，

因为你叫靓丽！

生态城因你而厚重，

南湾湖因你而扬名。

“中原第一湖”，

是你靓丽的名片；

“红色四望山”，

是你永远的支撑。

南湾湖畔，

贤山如黛，

厚重穿古今；

南湾湖水，

碧流千转，

浪花透风韵。

南湾湖上，

湖岛相依，

茶岛迎佳宾。

南湾湖中，

森林茂密，

氧吧天工造。

我赞美南湾，

因为你的脸上，

流淌着灿烂文明，

人杰地灵；

我赞美南湾，

因为你的眼睛，

闪烁着晶莹泪光，

脉脉含情。

我赞美南湾，

因为你的胸怀，

象征着慈祥母亲，

博大情深。

我赞美南湾，

因为你的肩上，

承载着崇高使命，

滋养红城。

水调歌头·游罗山

灵山释香火， 红色润沃
土。策马雄关古道，罗山豫楚
殊。上溯隋开年间，汇集江淮
文化，名人何其多。更有红色
传承， 传奇故事无数。 灵山

秀，龙池美，挂飞瀑。红军北
上先锋，历史丰碑矗。驰名国
家粮仓，又推旅游兴县，禅茶
香满屋。罗山多借势，大别嵌
明珠。

（作者系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影视工作委员会副会长，

全国红色景区数据信息采集办公室主任， 海军司令部军事
理论研究部副部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