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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

□ 张坤清

赞军人

河山守卫黎民敬，国难
之时奋力冲。使命光荣担
重任，人民利益记心中。

爱国

精忠效力苍生志，建设
家园使命坚。盛世思危须
紧记，复兴助梦谱新篇。

爱护海河有感

江湖苍海天穹赐，惠泽
生灵从不耽。爱护河川清
澈水，黎民奉献助空蓝。

重视农业有感

三农基础要优先，土壤
深耕造沃田。品种改良丰
产盼，黎民期望建飞泉。

助农种香菇有感

助业香菇志未休，农行
寻路扫千愁。始终引领康
庄道，一片初心誉满球。

两袖清风帮种植，茵菇
丰产异城邮。支持贷款黎
民乐，致富规划献远猷。

□ 张琦
魂已牵，梦仍绕。
此刻，窗外挺直的白杨正绿

意婆娑，叶子在太阳下闪着光，在
风中跳着舞，在你的凝视中点着
头吐露心语……

不知为什么，后来，我眼中看
到的好多树，到最后都会化身为
老家的一棵老槐树。

说是老槐树，其实并不老。
母亲说那是她结婚那年和父亲一
起栽下的，直到我们搬家离开时

“芳龄”正20。
那是东里镇西长王村的一个

普通农家小院，在院内西北角靠
近鸡窝的地方，是老槐树永远的
立足之地。我从来不记得她小时
候的样子，我只记得她高大而繁
茂的青春期。

老槐树好像顶着一朵巨大的
绿蘑菇直入云霄，年少的我喜欢
在她的脚下停留。特别是太阳狠
毒的日子，总要使劲儿仰起头看
着她，阳光透过细碎的树叶就在

眼前一晃一晃的，万花筒式梦幻
的感觉令人既着迷又兴奋。而当
我伸出洁白的臂膀想揽入怀中
时，光点如星在臂膀上跳跃，你仿
佛瞬间就拥有了日月星辰……

老家的大槐树总给我魔幻般
的神秘与浪漫。

记得小时候，家里养了一只
小花猫，那时它刚刚学会爬树，最
是调皮可爱。有一天竟然大着胆
子一口气爬上了几丈高的槐树，
我着急地呼唤着“喵喵喵，快下
来，快下来……”它好久没动静，
也不知道在树上干啥。突然就从
树叶间闪出一双绿莹莹的眼睛看
着我，我想那时的小猫眼里全是
树叶和太阳的色彩吧。

它故意躲着你，你拿了锤子
敲打大树，猫咪还真下来了，不过
不是爬下来的，是直接从树上坠
落下来。它“喵——— 喵喵——— ”的
声音打着旋在你耳边直叫。

“坏了，这下小猫死定了！”我
心里打着颤。谁知，它在地上打

了几个滚，就趔趔趄趄地扭着屁
股又去玩了！

有一次，放学回家，天快黑
了。槐树底下鸡窝旁，我听见老
母鸡在“咕咕咕”挑衅地叫着，走
近了看见它整个的羽毛都竖起来
了，翅膀也有力地蓬起。

我睁大眼睛，竟然发现这只
母鸡正在挑战一条“槐花蛇”（蛇
皮花纹像槐花）！我最怕蛇了，拔
腿就跑。后来我跟在妈妈的屁股
后，小心翼翼地去看那母鸡和蛇，
蛇早已没了踪影，而母鸡也气定
神闲地准备回鸡窝做个好梦了。

若是秋高气爽的日子，皎洁
的月光洒满小院，槐树旁边就是
如小山一样的玉米棒子堆。剥玉
米棒子皮这活，哥哥、妹妹和我都
有分工。一开始还精神满满，不
一会儿就都打着哈欠不想干了。

每到这时候，爸爸妈妈总有
一些神奇的故事讲给我们听。什
么“从前有一个白胡子老头
儿……”“从前有个穷人的孩

子……”“从前有个白头发老奶
奶……”

后来上学方知那是“神笔马
良”“卧冰求鲤”“三打白骨精”等
的故事。我想，我们的热爱劳动、
喜欢幻想、追求梦想的品质或许
就是这样潜移默化的。

少年不识愁滋味啊，哪个花
季少年没有怀揣过属于自己的万
花筒、属于自己的日月星辰？

上师范那年，家里生活条件
渐好，我的父母“悄悄”地搬家了，
以至于我暑期放假回家竟然找不
到新家。

离开老家老屋的梦想终于实
现！那时候，竟然觉得离开山窝
窝真好。都没有回头看一眼老
屋、老树，也没有说一声再见，就
这样离开了。

有一天，妈妈突然有点悲伤
地说：“家里的老槐树不知怎的，
叶也黄了，枝也枯了，整个树就死
了。”当时年少的我根本也没在乎
什么，继续快乐着自己的快乐、悲

伤着自己的悲伤。
“你看，现在，槐树叶子多厚、

多好，都没人动。早些年没吃的，
是老槐树救了一家人的急！从树
发芽开始就撸叶子吃啊，到了夏
天，整个槐树都是光秃秃的……”
搬家后，母亲经常对我们仨说起
过去的过去，说起吃糠咽菜的岁
月，说起槐荫里我们熟睡的小脸
蛋、肉嘟嘟的小脚丫……

年少不识曲中意，而今已是
曲中人。后来，毕业工作，为人
妻、为人母，不知怎的总会想起那
棵老槐树，甚至做梦也会出现老
槐树。我告诉母亲，母亲微笑着
说，老家的槐树有魂呢，跟着咱们
走了，咱到哪里她跟着到哪里呀。

望着母亲满头的白发，透过
她的眼睛，我看见年轻貌美、温柔
善良的她正和强壮有力的父亲栽
下一棵小槐树，小树陪伴我们一
家五口长大、长大……每一天、每
一点一滴在每一片树叶间闪耀
着……

魂牵梦绕老槐树
母亲说，老家的槐树有魂呢，跟着咱们走了，咱到哪里她跟着到哪里呀……

□ 赵蕴霞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

物……”“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
天……”——— 这一阕阕脍炙人口的
千古名篇，让人们长久地记住了那
个才思泉涌、文采斐然的名字。游
西湖，观苏堤春晓，品东坡肉，感觉
这位与西湖胜景紧密联系了千秋
的人物——— 苏东坡似乎还活在我
们身边。围绕着他的人生，有许多
的传奇故事。当怀着探究的心情，
翻开这本书———《苏东坡传》，静心
品读，恍惚间，这位在人们心中从
没有沉寂过的古人，一如他生前一
样，率真洒脱，捻须昂首，乘风
而来。

这本书堪称传世之巨作。它
的作者是我国著名学者、文学大家
林语堂先生。林语堂对于苏东坡
的激赏溢于笔端。他由衷地称赞
苏东坡是一位具有现代精神的古
人。我理解林先生所指的现代精
神，是指苏东坡身上有一种可贵的
探索和研究新知识新事物的精神，
不拘一格、创新求变的思维，未雨
绸缪的忧患意识，广开言路的民主
自由精神，朴素的唯物辩证观，他
甚至于大胆怀疑月亮上的黑斑是
大山的阴影所致。这些对于一个
从四川大山深处眉山镇走出来的
青年，一位饱读圣贤诗书受儒家思
想影响很深的古代文人来说，是非
常难能可贵的。而这样的精神，贯
穿于他的一生。无论人生显达或
者落魄的时刻，他都没有摈弃。他
能屈能伸，善于从生活中发现有趣
可喜的事物，自得其乐，随遇而安。
在幽居之地黄州，生活陷于困顿
时，他虚心请教农民，开辟田园，学
习种植蔬菜、粮食，以做一名农人
为乐。东坡居士的名号就是在此
自取的。他也曾尝试着做新奇的
饭菜、酿酒和制墨，也抱着长寿之
心研习医理、炼丹、瑜伽及道家养
生之术，却不沉迷和盲信。他是秉

性随和烂漫的乐天派，三教九流皆
可成朋友。用他的话说：“吾上可
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
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这样
的性情让他饱经世事磨难而始终
能乐观豁达地生活。他的一生，既
遭受惊涛骇浪，牢狱贬谪之苦，也
有恬淡安适、清风明月的畅快时
光。林语堂感慨道：苏东坡过得
快乐，无所畏惧，像一阵清风度过
了一生。他充分理解了人生的意
义，如他的赤壁赋中所表达的深
彻感悟：“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
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
取。唯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
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
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
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
适。”这样通达阔朗的人生态度，
心境怎会不快乐呢？苏东坡日常
极其重视涵养身心的养生之道，
以出世的达观过入世的生活。21
岁起，他与父亲、弟弟一道走出四
川，进京赴考，一举中了进士，在
宦海中浮沉，历经北宋仁宗至徽
宗五个朝代的世事变迁，终年65
岁。如果不是晚年屡遭贬谪，流
放海南蛮荒之地，身体备受磨难，
北上回归时身染重疾，他的人生
之路应该更长久一些。

苏东坡是重情重义、有担当有
大爱胸怀的人。对于家、国、民众
均怀有一颗赤诚之心。书中林语
堂以浓厚的笔墨，以大量的篇幅，
着力展示了苏东坡兄弟之间的深
厚感情。他对于手足之情的看重，
世间少有人能比。对自己的弟弟
苏辙，他关爱牵挂，二人从生到死，
兄友弟恭，心意相通，感情深厚绵
长，他们通过大量的诗词书信往
来，诉说彼此的牵挂之情。为了能
方便聚首，当苏东坡听说弟弟在济
南府就任后，他任期届满时也申请
到临近的密州（今诸城）当太守，只
为了兄弟能相见方便。而每一次

的相聚，二人常常要相守好长时
间，才恋恋不舍地分开。那首著名
的千里共婵娟的词实际上就是苏
东坡在密州时所作，这首词不是人
们想象中的一般吟咏爱情的诗篇，
而是饱含着诗人对于兄弟深深的
思念之情。而他对于两位早逝的
妻子和侍妾朝云，充满着深切的柔
情和怀念。一阕思念亡妻的词“十
年生死两茫茫”，催人泪下，感人心
扉。苏东坡是忠心报国爱民如子
的。对此，书中通过几个重要的章
节来叙述。他力求为官一任，造福
一方。在杭州十年，兴修水利，疏
浚整治西湖和运河，建造了有名的
苏堤，创造性地铺设陶瓷管道，解
决百姓饮水难题。他将自己的多
年积蓄拿出来，多方筹措，建立了
据说是历史上第一家公益性质的
公办医院——— 安乐坊，救治了大量
缺医少药的贫民，受到百姓的真心
爱戴。

苏东坡天赋极高、多才多艺。
琴棋书画、诗词歌赋样样精通，他
的诗词书画的造诣都达到了极高
的水准。他在文学上的巨大成就
受到当世及后世文人的一致推崇。
他一改之前词赋多浓艳靡丽之风
气，创造性地将宋词的主旨和意境
开阔宏大，有化庸俗为高雅之效，
把宋词的创作推向了一个崭新的
高峰。他首创的文人墨竹画令人
赞叹。在他生前和身后，他的诗词
书画都受到无数粉丝的倾心追捧，
他的盛名甚至远播海外。而他又
是淡泊功利的人。在他一生最辉
煌的时刻，他曾位高权重，一度是
宰相之职的不二人选，而他的内心
愿望却是远离官场，辞职回乡，过
闲适安定的自由乡野生活。

苏东坡是坦诚可爱、心胸刚直
而宽广的仁厚之士。对于打击报
复他的人，以大义为重，不会心存
报复之念，在他晚年时，被奸臣章
惇所陷害，被一再贬谪，最终流放到

遥远的海南岛，身心受到巨大打击。
后来他蒙太后赦免回归北上的途
中，得悉敌人章惇被流放至雷州，他
的儿子章援怀着忐忑复杂的心情给
苏轼写信，探寻苏轼的反应。而苏
轼回复中的话令人意外和感动，显
示着人性良善的光辉：“某与丞相定
交四十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
故无所增损也。闻其高年寄迹海
隅，此怀可知。但已往者更说何
益？”在身不由己的宦海沉浮中，苏
轼有很多的无奈和压抑，但他达观
积极、与人为善修好的人生态度，屡
屡令他化险为夷，得到乡邻和地方
官员的善待和庇护。一生辗转漂泊
大半个中国，身边却有许多志同道
合的文友良朋始终不渝地追随和
陪伴。

与“苏东坡”相伴的日子快乐
而短暂。当读到最后一章“终了
篇”，看到他晚年好不容易可以北
上回归，却不幸身染恶疾，医治无
效，最终抱憾离世，那种痛惜的心
情久久不能释怀。纵观苏东坡的
人生，既有李白的豪放不羁，又有
陶渊明的隐逸和恬适，更有他达观
积极直面惨淡人生的智慧和勇气。
身处那个年代险恶的生存环境中，
苏东坡的思想言行，如高高擎起的
火炬一样照亮和警醒人们的灵魂。
他的心灵，如出淤泥而不染的白
莲，高洁而纯净。他的思想，将儒
释道的精粹和谐融于一身，是真正
的精神贵族，深具浩然之气，有中
国传统士大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
下”的家国情怀，灵魂散发着通达
深远澄澈的智慧光芒。

品读林语堂笔下的精神贵族——— 苏东坡

诗词五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