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永远在路上
———交通志愿者

夏平
太阳还在被窝
曙光尚末苏醒
窄巷传来几声犬吠
小区闪烁几盏窗灯
我们整装出发
奔赴城区的各条道路
与路边早起的飞鸟相伴
听机声隆隆
看铁流滚滚

我们住在雷山脚下
水之滨
我们来自四面八方
不同年龄
平桥是我们的家园
承载着我们的梦想
绽放着我们的激情
平安平桥、畅通平桥
是我们共同的祈盼
绿色出行、文明出行
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永远在路上

守望每一个路口
任凭寒风刺破双手
哪怕冷雪染白双鬓
永远在路上
巡察每一条道路
无畏烈日曝晒脸庞
何惧汗水湿透衣襟
执著地书写诗和远方
心中有老人慈祥的笑容
梦里有孩童欢快的歌声
待到明年春暖花开
道路不再拥堵
出行不再困顿
我们又开启新的征程
打造平桥
更亮丽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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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出
生的人，对小人书有着特殊的
感情，就像今天的孩子喜欢玩
电子游戏一样，小时候，看小
人书是我们生活中最喜欢的
事。

小人书其实叫连环画。因
为是给小孩子看的书， 叫小人
书显得更亲切， 对此现在的孩
子知之甚少。它是以连续的图
画叙述一个故事的图画书，六
十四开的小本，薄的只有几十
页， 厚的也不过是一百多页，

超过两百页的不多见。拿在手
上轻飘飘的，翻书页时不觉得
累。上面画着画，下面印着几
行字， 是讲述这一页故事的，

有的还在人物的旁边写有短
短的几个字，用一个方格或不
规则的圆形框着后，再画一个
箭头对着人物的嘴巴，表示是
这个人说的话。小人书一般都
是用黑颜色的线条勾画出人、

景、物。还有一种是电影连环
画， 人物形象跟电影是一样
的，可是这种小人书的画面都
比较灰暗，看时总觉得有些不
过瘾。

我在九岁那年的春季上学
了。开学第一天，我和建新哥一
块最先到了学校， 胡铭华老师
见我俩来得早， 就从办公室拿
来两本小人书， 让我俩坐在台
阶上看。 那是我们第一次见到
连环画，欣喜不已。我俩都不识
字，就光看一页页的画，居然也
看得津津有味。打那之后，我俩
总是早早来到学校， 把学校收
藏的几十本连环画都看好几
遍，也不觉得厌倦。

上二年级后， 我们认得一
些字了， 可学校的连环画只有
那几十本，解不了渴，偶尔有
同学不知从哪儿弄来一本小
人书， 我总是缠着要借来看，

每借到一本， 便如获至宝，看
得那么专心，以至老师走过来
了都不知道。好在我的学习成
绩还不错，老师们也知道我爱
看书， 因此从来没被收过。那
个时候，我看了一些五六十年
代发行的小人书，如《三国演
义》 《水浒》 《东周列国故事》

《岳飞传》《西游记》等，这些书
一套有几十本，可我只能看到
其中的几本。我那个时候也不
知道什么是“四大名著”，但这
些小人书让我对古代那些头
戴花冠，身披铠甲，手拿方天画
戟或长枪或大刀，骑着战马“大
战几个回合”的英雄们，印象特
别地深刻。

我也喜欢看上世纪
70

年代
新出的小人书，像《金光大道》

《鸡毛信》《红灯记》《闪闪的红
星》《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等。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我从小
学到中学时代看过的唯一一本
写外国人的小人书。 直到十九
岁那年， 我才读了第一本外国
名著《复活》。《闪闪的红星》则
是我中学时代看过的唯一一本
长篇儿童小说。

我看了上百本的小人书，

自己却没有一本。 我真的好想
能有一本属于自己的小人书。

有一年，我到姥姥家，在一个书
店里看到许多小人书， 心里十
分想买，可我没有钱。就每天跑
到书店呆着不走。 舅娘看出了
我的心思，问是不是想要？我不
好意思地点点头， 舅娘就给我
买了《红灯记》。我有了自己的
小人书，就别提那个高兴劲了。

再后来， 我能靠挖药材挣一些
钱了，又陆续买了一些小人书。

我一直把它们当宝贝一样珍藏
着，参加工作后，就用一个小木
箱子装了起来， 放在老家的木
楼上。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 前些
年有一次我回老屋， 搬了木梯
要上楼。 借住的堂哥问我上楼
干什么？ 我说想把木箱里的宝
贝带回城去。 堂哥说， 别上去
了，被你嫂子都当破烂卖了。我
的天呀！ 那些小人书， 还有小
学、初中、高中的毕业证和毕业
照，还有那些与同学的合影、通
信，同学们赠送给我留念的书、

日记本……我少年时代的印迹
竟都被“卖”了，真是扶梯相看
木楼，竟无语凝噎。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艺
术形式， 一种艺术的发展是与
特定时代联系在一起的， 现在
传播故事的方式改变了， 孩子
们不看小人书了， 连环画于是
变成“文物”了，据说成为继字
画、瓷器、邮票、古玩之后的第
五类热门收藏品。 只是我们这
些看着小人书长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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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心
里的那个小人书情结， 谁会来
收藏呢？

购书的变迁
任艳

前一阵子“双十一”，我抢
购的一大堆书陆续抵达。 捧着
一本本新书，墨香四溢，开心的
同时， 总有一丝怅然在心头萦
绕。时代的进步，购书的快捷，

却难以弥补过往岁月里， 购书
时的那一份欣喜。

小时候，网络还离我们很
遥远，书却很近。学校不远的
地方就有一家新华书店，每
次一走进书店， 看着满架的
书， 整个胸腔里都充溢着书
香。我在一排排书架间游走，

时间久了，虽然不怎么买书，

却跟书店里的阿姨混了个脸
熟，每次去书店，阿姨总是笑
脸盈盈。

要买书报， 最方便的地方
莫过于路边的小书屋， 在我放
学回家的路上， 就有这样一个
书屋。 它立在一个生活区大门
的拐角处， 小小的刷成绿色的
铁皮房，毫不起眼，却如同磁石
一般吸引着我每天从那里经过
时的目光。

说是书屋，其实小得可怜。

在临街的一面， 铁皮房开了一
扇窗，从窗子的下方，顺势支出
一块木板， 上面堆满了最新的
杂志与报纸。 经营书屋的是一
个慈眉善目的老先生， 因为我
经常光顾，与他很快熟识，每次

一有新一期的《儿童文学》或是
《语文报》送到，他都会喊住我。

那时， 我买书的钱都是靠一分
一分的零花钱攒起来的， 有时
会差几分， 他总是微笑着说不
要了， 然后把一本崭新的书递
到我手里，那一刻，我感觉整本
书都是温暖的。

后来，马路扩宽，老人随
同铁皮书屋一起消失在时代
的洪流中，而我家附近，却出
现了一间宽敞明亮的书店，

我又成了这家书店的常客。

店主人是一个和蔼的中年妇
女，新到了什么书，她热心地
介绍；想要什么书，她也会想
办法帮我找到； 不买书也没
关系， 可以随意在店里看个
天昏地暗。 我和店主人俨然
成了朋友， 买书真是一件欣
然愉悦的过程。

现在网络发达，手指一动，

书便从四面八方运送而来，可
买书的过程总是让人心塞，遇
到有疑问时，得到的要么是机
器人的答非所问，要么是客服
人员毫无内容的复制粘贴，全
然没有了买书时那份欣喜的
心情。

时代在不顾一切地进步，

可总有些情结无法跟进， 不经
意间便消逝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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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读圣哲先贤的诗词歌赋、稗史掌故、政论
典章的文集时，常常有关于“剑”的字眼跳入眼
帘。说剑、颂剑、怨剑的，如玉玑般的文字在剑的
历史溪流中淙淙鸣啭。 借剑咏史的、 仗剑侠义
的、弈剑论武的、凭剑言志的、以剑歌舞的、舞剑
含威的、把剑报国的……比比皆是，让人目不暇
接、心襟荡漾、掩卷而思。

仿佛从颛顼帝的曳影剑开始， 恢弘的殿堂
内、惨烈的战场上，就响起了剑的跫跫足音。它
在春秋战国的帝王、 侠士心中， 燃起了野心、仇
恨、道义的烈火，闪过它最炫目的光芒，铸就了它
既有的辉煌。尽管它的光芒在随后的历史烟云中
渐渐淡去，但是，剑，仍是人们心中抹不去的影
踪，化不开的情结，直到今天，它依旧被许多人热
忱地珍爱着、虔诚地膜拜着，要么倾尽心力地搜
寻它，要么精心地收藏它，时时地把玩，久久地回
味。它究竟有什么魔力在诱惑着人们呢？

透过历史的尘埃， 那些关于剑的让人荡气
回肠的故事仍然给人以启迪，给人以警醒。最著
名的还是传说中干将莫邪剑的故事。 此阴阳二
剑真为生命之魂，生命的舞蹈。剑术为心术。心
不正，则剑不为其所用，用之则污之，甚至会招
致祸患。湛卢宝剑“自行而去”即为此理：故事中
的眉间尺怀着为父复仇的赤子之心借义士之手
成全了自己的孝心， 其实是不惧楚王淫威的千

古壮举。眉间尺为剑而生，也为剑而死，但死得
豪气冲天；楚王却是因剑而亡，但亡得让人额手
称庆。那三颗头颅在沸汤中噬斗的一刻，至今想
来仍具有惊天动地、震铄古今的惨烈气息。假若
在那一刻配上剑舞、剑乐，怕会更增加一份催肝
裂胆的戏剧气氛。此时无剑胜有剑，于无声处听
惊雷。 剑芒刹那间照彻寰宇， 剑气似乎浩浩汤
汤，顷刻弥漫天地间。

在文人墨客那里， 剑是未酬的壮志：“雄剑
挂壁，时时龙鸣。不断犀象，锈涩苔生”；是出征
的号角：“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是雄
心未展的悲鸣：“一箫一剑平生意， 负尽狂名十
五年”；是郁结在胸的愁绪：“长剑一杯酒，男儿
方寸心”；是报国的豪情：“感时思报国，拔剑起
蓬蒿”。在剑客心中，剑为不平而鸣：“十年磨一
剑，霜刃未曾试。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剑
为知己而鸣：“燕丹善养士，志在报强嬴。招集百
夫良，岁暮得荆卿。 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

剑为报恩而鸣：“拔剑绕残樽，歌终便出门。西风
满天雪，何处报人恩”。儒士季札重情重义悬剑
空垄， 为世人所传颂：“延陵有宝剑， 价重千黄
金。归来挂坟松，万古知其心”；白居易自比折
剑， 直抒耿介之胸臆：“拾得折剑头， 不知折之
由。缺落泥土中，委弃无人收。我有鄙介性，好刚
不好柔”； 韩愈迸发忠臣不屈于奸佞的忧愤：“

我心如冰剑如雪， 不能刺谗夫。 使我心腐剑锋
折”；北宋王令英雄抱负冲云天：“剑气寒高倚暮
空，男儿日月锁心胸。”

......

凡此种种，剑虽无口，

其心有言；剑意柔肠，剑心悠悠；弹剑高歌，千古
铮铮。

我常生疑问：在古代冷兵器中，刀枪剑戟，

矛戈斧钺……剑， 恐怕是较早退出沙场的武器
之一，但是唯独它，被人们所钟情。自古以来，

剑，被寄予了太多的爱，也寄予了太多的痛；寄
予了太多的风雅，也寄予了太多的沉重。剑成为
许多中国人心、意、志、情的悲情符号，蕴含了深
厚的文化意蕴， 在悠悠岁月里涂满了色彩斑斓
的油彩。

剑身上的历史烟尘早已被人们拂拭而去，

剑本身也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人们对剑的情
结却以不同方式存在， 或藏于匣中， 或隐于鞘
里，或高挂殿堂，或被习武之人所珍视，或被雅
士们时时赏玩。但最为重要的是：或人，或国，要
拥有一把无形剑，剑首可折，剑心恒正。人心中
的那把无形“剑”，当含蓄内敛，有所不容，也有
所不恕；持重不浮，剑心不锈； 国之无形“剑”，

当聚锋有芒，威而不露，剑气森森，剑芒煌煌；含
日月之光华，有江河之气象。

这也许是人们内心真正的情结所在， 也许
是剑的良苦箴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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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老区陈店
清新的浮岚，依旧浩浩荡荡地
包裹着金黄色的冈坡。薄雾散去
明媚苍穹之下，横峰积翠的山野
那片片在瘠土中掘垦出的茶园，更显现出
她们非同凡响的健康、沉稳、大气与阳光

品咂茶汁，观赏云山腾雾，循迹潢麻古道，

相约梅湖，领略新村建设成就，沐佛恩光于
界林禅寺，感怀八月桂歌园的历史……

是时候了
是该我们翻晒柴山保红叶的璀璨与绚丽了
是该我们叙写老区盘山路的幽深与曲折了

是该我们抒唱将军乡茶汁的芳香与醇美了
…………

真的，是时候了。到知天命这个年龄
那些曾时刻激励过我们成长的革命故事
那些曾被革命的豪言壮语慢慢浸润过的
青春岁月，那些在火红岁月里曾立志
战天斗地的老区人们，那些在今天依然
苦苦坚守在贫困土地上的驻村干群……

无数前辈执着而代代传承的青春抉择
仍然是今天采风活动中的酽酽话题
让在和平年代里成长起来的我们
于静安中盛享人生光艳的同时，心里
总是怀有一种真诚而质朴的美丽感动

像深秋时节，那些义无反顾，随风
纷纷扑向母土的树叶，满满地
铺缀在鲜血沾润过的大地之表
在幸福中涅?、浴火中重生……

在界林寺“列宁号”飞机厂旧址

灰白的机身，涂写有
“列宁号” 这三个苍劲
而有力的大字。阳光下
那耀眼的红，如同绚丽的
朝霞，鲜艳夺目！

激战之后，从河滩上

百多名赤卫队员，用肩膀
幸福地，抬回他们缴获的
这一架完全属于根据地
工农武装的飞机———“列宁号”

第一次飞行，您用传单宣传了
党的政策；第一次侦察，您用鹰眼
识破了敌顽的秘密“围剿”

第一次参战，您用飞弹震慑了
敌人的疯狂进攻与残暴杀戮

从此，中国革命从地面
星火燎原，不断发展、壮大、跨越
终于，奏响了人民共和国历史上
空中钢铁防卫的腾飞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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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宽阔的水泥路来得有点晚
九十七级水泥台阶来得有点晚
六块磨平的花岗岩，来得有点晚

和混迹于城市丛林中的钢筋水泥相比
这些同样出自深山的石头，无疑是幸运的
它们筑起一座座巍巍耸立的墓碑

墓碑，是对一个人的盖棺定论
也是一个生命最后的说话方式
此刻，六块冰冷冷的墓碑一字排开
沉睡在这片庄严静穆的山岗之上

是的，里面的人，只是沉沉地睡了

他们和衣而卧，身体似乎还淌着鲜血，

带着弹片
可正是他们的睡，睡出了一个国家的站立，

睡直了一个民族的腰杆

除了没有名字，他们还没有年龄、性别、籍
贯、民族
他们只是头顶一个共同的称号

:

无名烈士。

如果活着，

他们———

人们也会叫他们将军

其实他们有堂堂正正的大名，都叫红军战士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士。他们的姓名

脚下的青山知道，苍松知道，翠竹知道
远方的天安门广场上， 巍峨的人民英雄纪

念碑知道

他们肯定也有小名。只不过它们，

埋进了一生命运多舛的父亲坟里
萦绕在哭瞎了眼睛，

天天站在村头守望的母亲梦里
七个小名，是七块缝在爹娘心头的补丁
有些响当当的名字，很快就无人谈起
有些人没有名字，却永远被人铭记
他们就地化身一块块坚硬的墓碑，

让前来瞻仰的人们
禁不住双膝磕地，泪水长流

感受(外两首）

肖锋

自踏入大别山腹地
这片殷红的土地，走进干院
严谨而凝重的院落
一种肃穆的震撼，加速了
心的律动。周身遭冲击
灵魂，被震撼割扯与洗礼
余波，才去又来、挥之不去
依旧爆满着景仰、自豪
还有崇敬

随想

朔风嗖嗖，寒气逼人……

虽万木凋零，窗外
依然冬阳灿烂，一只只
黑鸟，在萧索的枝头
应和着，明亮
而高声地唱词

泛红的沃土里，蛰伏
一个个积蓄力量的嫩芽
室内，真理在悄然

升腾。融融暖意，内化为
成城众志，如春的蓬勃
如春的温馨……

培训中

台上，高端讲授
详尽的史实，启迪着
思想的灵光；誓言铮铮
犹在耳边猎猎生风

信念，点亮光明的
火炬，催生着洪荒之力
助商行改制的先行者， 执着地
引领创建“服务三农”的
卓越银行

红色基因，在这里
持续传承，真理的声音
如洪钟，炸裂，被复印、传播
碰撞的火花，依旧
感应着台下
每一颗热望的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