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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梦、强国梦，是刻在
每一个中国人骨子里的品
质。例如，陆游“但悲不见九
州同”的爱国主义精神，文天
祥“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崇高
民族气节，等等。

爱国精神，薪火相传；民
族气节，融入血脉。如今，在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
路上，各行各业都涌现出众
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他
们把自己的热血和青春奉献
在他们所挚爱的这片土地
上。

张桂梅老师就是其中一
员。张桂梅老师在云南丽江
华坪县从教，那里教育资源
匮乏，她在山间巡查时，看到
许多女孩因种种原因辍学。
经过不懈努力，张老师终于
创办了全国第一所全免费的
女子高中学校——丽江华坪
女子高级中学。

这所女子高中给大山里
渴望求学的女孩们插上了梦
想的翅膀，帮助她们飞向更广阔
的天空。虽然张桂梅老师年事已
高，又有大病缠身，但本着一份对

教育的信仰，她坚守在教育
的最前沿，用自己的真情挚
爱为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奉
献自己的一切。

张桂梅老师的事迹令我
深受感动，也让我更加明确
自己的梦想与使命。强国梦
与每个人息息相关。青少年
是祖国未来的建设者，我们
要牢记自己肩负的使命，从
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1世纪是科技飞速发展
的时代，神舟飞天、探访宇宙
不再是神话。探索浩瀚宇宙
是人类不懈追求的伟大梦想，
我们要扎扎实实学好科学知
识，保持对科学原理、宇宙奥
秘的好奇心，不断探索进取。

在享受学习时光、感受岁
月静好的同时，我们要常怀一
颗感恩之心。祖国是我们伟
大的母亲，她犹如一艘远航的
巨轮，载着我们驶向光明的彼
岸。我们要好好学习，争取成
为星空中最耀眼的明星，回报

我们伟大的祖国。
强国梦，我的梦，我愿为此不

懈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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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打工时，我喜欢买
书。后来每换一份工作，那些
书便成为我最难搬动的行李，
可即使再难，我也舍不得丢掉
其中一本。它们就像是我的
家人，连寄存在朋友那里都觉
得不妥，怕万一朋友不爱惜弄
坏了。

几年后，我回到一个小县
城安家，那些书，又随我一路
迁徙。书太多，要用好几个袋
子装着，赶火车、搭汽车，再转
乘摩托车，一路狼狈不堪、跌
跌撞撞，一路又心花怒放、满
心欢喜。

那些年，我参加自学考
试，十几个科目的教材和辅导
书，又重又沉，我却舍不得丢
弃。现在偶尔翻翻那些书，看
着那时候认真做的笔记，便很
怀念那些刻苦奋斗的时光。同时也
钦佩自己，在繁忙的工作之余，竟然
还能静下心来读书，参加考试，内心
充满勇气和力量。

爱上写作后，我开始买写作指
导方面的书，在朋友的引导下，我开
始看儿童文学类书籍，这之后便成
套成套地买，女儿看完我接着看，我
们沉浸在童书世界里，感到快乐又
幸福。

女儿转学到市里读书，我们也
在学校附近租了房。刚开始没带多
少书，心里总觉得空落落的。当我
把书全搬到租房里，这才觉得有了

家的味道。
租房有很多不确定性，三

年中我们搬了三次家，每次气
喘吁吁搬家，书就成了“先行
者”，第一个被搬的是它，第一
个安置的也是它。但这也无
法阻挡我们买书的热情。书
籍越买越多，搬起来相当费
劲，往往要好几天才能搬完，
搬完后常常累得腰酸背痛，要
好几天才能恢复。

后来，我们在学校附近买
了新房，第一件事就是做书
架，把那些书一本一本地搬到
家中，让那些随我们迁徙的书
有了自己的安身之地。看到
它们或置于飘窗书柜，或阳台
书架，或书房书架，这才心满
意足。到处都是书，随手一
取，便是心爱之书，觉得生活

成这样，就是自己想要的样子。
那些随我们迁徙的书就像我们

人生的伴侣，不离不弃，时刻伴在左
右，相看两不厌。一天一天，一年一
年，我们与书相伴，书陪伴我们成
长，也见证了我们成长，从青春年少
的稚气懵懂到人到中年的成熟稳
重，从一无所有到稍许富足，每一寸
时光里的辛酸与苦痛、幸福与欢喜，
都因“我为书狂”的执迷而变得光芒
四射。

在与书长久的相处中，我们也
渐渐变得豁达、通透、智慧，并且有
了希望，有了方向。

往事随想

前段时间与好友聊天，她
说我们这个年纪身上若还有
诗性，是一件幸福的事。确
实，每天充斥着的生活不堪与
五味杂陈，它们就像随着鸟粪
落地生根的种子，在交替反复
的日子里发芽了，开花了，长
果了，凋萎了，又生根了，如此
往复。所以，保持诗性，是像
一粒种子一样，在一片漆黑中
探寻一条缝隙让光照进来的
可能。

古人的诗性无处不在。
我想起苏轼来，想起他大起大
落、坎坷失意的一生。苏轼壮
志未酬，漂泊至暮年，一次探
友，酒酣过后，挥笔写出“心似
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
汝 平 生 功 业 ，黄 州 惠 州 儋
州”。如此诙谐自侃一番，真
是心有丘壑，失意坎坷又如何，我自
坦荡与豪放。最好的境界便是这般
自在从容，山巅领略过，底谷涉蹚
过，逢山越山，见水涉水，携诗意同
行，披彩云归来。

随着年岁的增长，内心的不安
和焦躁不可避免地出现。很长一段
时间，我都处于自我抗争与和解中，
真的想让自己成为一个八风不动的
修行者，不论身外如何变化，内心是
静止的，希望自己变回一个小孩，不
囿于人情世故，真实且单纯。

夜里总是多梦。据说梦是欲望
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这些梦要么是

心结，要么是期待。我希望花
开有果，希望人生无憾……可
人生哪有什么完美，我们所面
对的，只不过是在一次又一次
的遗憾中，忍受生命棱角刺穿
皮肤的痛，然后继续前行。

这几年，我脑中闪现最多
的一个词是“治愈”。十多年
前，我曾用植物治愈了抑郁，
这些植物有着美好的名字
——荼蘼、合欢、芬多、丁香、
忍冬、半夏、曼珠沙华……它
们曾经与我的生命发生不可
名状的化学反应。如今，办公
室每个角落都栽有各种绿植，
它们在午后的阳光里，似一团
团火焰，与我恰到好处地相
处。

生命里总有些人来了又
去，每一段相识各有滋味，鲜

活且无重叠，他们如我园里的花木，
换了一批又一批，最终留下来的几
株，根深叶茂，在我生命中长绿下
去。

生命是一段持续发生的过程，
也是不断提高自我认知的过程，勇
于打破因惯性而给我们带来的思维
桎梏，重塑生命架构，美好会随之而
来。

时间如风，握不住它，却能感觉
到它在耳旁嘶嘶而过，风过留尘，它
厚厚地蒙住我的心，一定要具备擦
拭尘埃的能力，完成自我治愈，将自
己还给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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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驿站

黄昏渔港 高红卫 摄

■葛 鑫
“这是秋天/最后一夜/也是叶

子/与树的告别/我却盼望着/与你重
逢……”《向秋天告别》的旋律在房
间萦绕着，我的心也随着旋律开始
湿润，准备正式向秋天挥手告别。

秋已走到深处，或许它应该酝
酿一场秋雨来与这个世界告别，那
丝丝秋雨温婉幽怨，如梦如幻，淅淅
沥沥，伤感的乐音从天外传来，让人
沉湎其中，时近时远，模糊双眼。

然而，走到深处的秋却是丽日
蓝天，风轻云淡。过往的伤、痛、
喜、忧，一点点走远。总以为告别
的时候，秋会愁容满颜，遍布生命
走到尽头的悲壮、哀怜。

可是并没有，秋只是在微风
中，轻轻诉说着昔日的多彩斑斓，
或许那往事琐碎微小，却仍带着季
节的姿态，熠熠生辉，璀璨绚烂。

秋已走到尾声，压轴的壮观展
现眼前：那满园的果实累累甘甜，东
篱的菊花绽放笑颜，殷红的三角梅
热烈美满，一树树枫叶染红山巅，金

黄的银杏叶铺成岁月的地毯……尽
管人们已经开始准备和秋天告别，
迎来的却是一树树的暖。

就像刘禹锡在《秋词》里写的：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
朝。”没有泪水，没有哀怨，带着留
恋，期待再次的相见。

在秋的最深处走进小树林，大
自然的色彩晕染双眼。银杏树下满
地黄叶层层堆积，黄得亮眼，黄得纯
粹，黄得诗意满满。金黄的银杏叶
随风飘下，仿佛在向世间挥手。

轻轻捡起几片落叶，夹进正在
读的书中，它的叶脉和幽香便会在
书里蔓延。未来的某天，或者冬
天，或者春天，定会想起曾作别过
这样一个金黄的秋天。

红枫树上是一片片小枫叶，它
们已为秋的表演鼓红了手掌。“霜
叶红于二月花”，红遍秋山的枫叶

带着一丝丝的凄艳，却没有点滴的
伤感。最是那色彩多变的栾树，叶
色变黄，果实紫红，形似灯笼，盛装
打扮，如同要去赴一场盛宴。

秋收已过，农家的院子里，处
处都有收获的喜悦：金灿灿的玉米
堆满房顶，红彤彤的柿子摆满窗
台，火红的辣椒悬挂在屋檐，长长
的蒜瓣子垂挂在窗前，鲜红的石榴
在树上咧着嘴……它们都将以“冬
藏”的姿态向秋天告别。

挥一挥手和秋天告别，此时，
秋将尽，辽阔的秋色，书写着雁阵、
流云，这场告别比一场爱恋更动人
心弦。让我们放慢告别的脚步，让
我们成为季节的一部分。让秋抬
高雁声，把天空推向最近的遥远，
让我们与秋天合个影，说声：“秋天
再见。”

“这是秋天/最后一夜/也是叶
子/与树的告别/我却盼望着/与你重
逢……”歌还在唱着，我期待着来
年硕果累累的日子，再与你重逢。

向秋天告别散文园地

■鹿伦琼
我的老家地处江淮丘陵，水利

条件不好的地块最适宜栽种山
芋。那年，父亲从农科站买来新品
种——甜山芋。父亲在后院挖了
个长方形地窖，小心翼翼地将其种
下，浇足水，再在地窖上蒙一层薄
膜。每天放学回家，我的第一件事
就是去看山芋的长势，约一个星期
后，山芋发芽了，出苗了！

麦子收割以后，父亲赶牛拉
犁，撬翻黄土块，用锄头敲碎，垒起
墒垄，等梅雨连绵之时，把剪好的
山芋苗插下去。剪山芋苗的场面，
颇为热闹：剪下来的山芋叶子可以
拿去做菜吃，凉拌或爆炒味道都不
错；还可以把叶柄做成项链、耳坠
子、手链，戴在身上。

那些带芽苞的山芋苗，被母亲
拿去栽插，不要几天芽苞就发育成
一根嫩藤。山芋耐旱耐瘠，经常拿
锄头来除草，不用施肥，不用浇水，
都可以蓬蓬勃勃地生长。

挖山芋的时候就像个节日，孩
子们乐得一蹦尺高，我们砍藤拉秧

子，满头大汗，没有一个人怕脏怕
累。父亲撵着架轭套的牛，从山芋
垄这边削去半犁土，就见芋头在土
里半遮半掩的，尽显娇憨之态。

我们的心怦怦直跳：“有山芋
吃了！有山芋吃了！”父亲再从山芋
垄子那边削去半犁土，接着从山芋
垄子中间挖一犁，山芋个个肥硕、光
润，从泥土里窜出来。

我忍不住拿起一个啃上一口，
口感脆脆的，味道甜甜的，真不错，
不愧为新品种，比以往的紫红色山
芋要甜一些，也嫩一些。

收进家里的山芋，一般都放到
屋子里的窖坑，铺盖一层瘪稻子以
保温，储藏起来，随吃随拿。蒸着
吃，甜甜的。水煮吃，软软的。烤
着吃，比得上山珍海味了。

还有嚼山芋干，也特别有趣。
进入冬季，母亲喜欢看风向，断定
最近几天天气晴好，就忙着晒山芋

干了。那时切晒的山芋干，不像现
在超市里卖的薯片那样鲜美可
口。山芋晒干后，翘卷着，硬得像
铜板，使劲咬才啃得动，慢慢咀嚼
趣味无穷，我们大快朵颐，开心极
了。

很快，周边人家就知道我家的
新品种山芋甜，想换些种芋。有人
出主意说：“婶子，要换，就让他拿
三斤老品种山芋，换你家一斤甜山
芋吧。”母亲说：“乡里乡亲的，怎么
好意思赚人家的？就一斤换一斤
哦。”母亲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
第二年，周边村子里家家户户都吃
上了甜山芋。

母亲还学会用甜山芋熬制山
芋糖。把山芋去皮煮熟、捏碎，用
滤网去掉渣子，把山芋浆放进铁锅
里，加上大麦芽，用文火熬制，等水
分蒸发了，那结晶体就是山芋糖
了。

离开故乡几十年了，我无法忘
记故乡的山芋，它不光是乡下孩子
的美食，还是我心底浓浓的乡愁。

故乡的山芋乡愁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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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句“ 诗 和 远
方”，总会让我们想
到诗与远方好像有
着某种特殊的血缘
关系。而在日常的
生活中，我们似乎很
难找到诗意。

已有好长一段
时间，对这种日复一
日的平凡生活，妻子
似乎有了一些厌烦
情绪。记得当时我
对她承诺过，要带她
到很多风景秀美的
地方去旅游。

婚后，那些承诺
渐 渐 被 我 抛 之 脑
后。单位中忙碌的
工作，社会上频繁的
应酬，使“诗意”没有
了立足之地。妻子
一烦，就会用我过去
的承诺来堵我的嘴。

我也开始抱怨
自己平凡的生活，偶
尔，也会琢磨如何在
平淡生活中制造一些诗意。有
时，面对惆怅的妻子，我的心中
充满歉意——毕竟我只是一个
普通职员，没有条件陪她到远
方去寻找“诗意”。

有一天，妻子在黄昏时与
我散步。她仍然一言不发。突
然，妻子指着附近一名女子对
我说：“她们常常一家人去看电
影。”

我便心血来潮地说：“那我
们现在也去看吧。”妻子有些意
外地望着我。我则用坚定的目
光回答了她的疑惑。

几分钟就到了电影院，我
买了票，电影名叫《断桥》，我并
未了解电影的内容，仅冲着主
演的名字就选了它。看完电影
后，妻子的情绪并未好转，显然
她并不喜欢这部电影。

又到周六，吃早点时，妻子
告诉我，她在抖音上看到一个
熟人，去看了一个荷塘，拍了许
多漂亮的照片。我想了一下，
就征求她的意见：“那我们上午
去看荷塘如何？”妻子回答：“可
以。”她换好衣服，带了矿泉水
和零食。我驾车，不到一小时
就到了。

这里刚下了雨，没有太阳，
比较凉爽。荷塘就在小河的旁
边。远处的山，缭绕着白雾。
荷花大多已凋谢，绿叶中夹杂
了枯叶，有的莲蓬都有些发黄
了。我猜妻子会不高兴——因
为她看到的毕竟不是盛开的荷
花。

妻子站远一些，又对荷塘、
附近及远处打量了一番。我试
着问她：“是不是不拍了？”没想
到，她却高兴地说：“怎么不拍
呢？多美的风景啊！”这真是出
乎我的意料。

我高兴地给妻子拍起来，
还给她录了一些短视频。她摆
出各种姿势让我拍，有时站到
桥上以荷塘为背景，有时站到
田埂上以荷塘、有雾的远山和
附近的桥为背景。

后来，又过来一群白羊，妻
子马上叫我帮她拍，叮嘱我一
定要将白羊纳入背景中。过了
一个多小时，妻子才满意地与
我离开了。

可见，只要我们用心对待
身边的人，只要我们用心对待
身边的风景，我们总能找到些
出乎意料的诗意，从而使我们
的生活富有浪漫情趣。

有感而发

■杨晓艳
时光悄然无声，如同一

本在墙上沉默的日历，当你
猛然抬头时，才惊觉走着走
着立冬就来了。

立冬是二十四节气的第
十九个节气，秋去冬来从立
冬日开启。《月令七十二候集
解》说：“立，建始也；冬，终
也，万物收藏也。”意思是说
秋季作物全部收晒完毕，收
藏入库，动物也藏起来准备
冬眠。

在农耕社会，劳动了一
年，立冬这一天要休息，顺便
犒赏一家人的辛苦。古人认
为，立冬是秋冬季节交替，正

是“交子之时”，所以在立冬
这天，饺子必须占有一席之
地。

饺子的历史十分久远，
最早的记载是汉代张仲景的

“祛寒娇耳汤”。把羊肉与一
些祛寒药材切碎包到圆形面
皮中，因为形似耳朵，于是称
为“娇耳”，人们认为吃了它，
冬天耳朵就不受冻。

立冬吃饺子还能温阳
散寒、温养脏腑，而且饺子
的馅料各种各样，在北方，
可谓“万物皆可包饺子”。
一碗热气腾腾的饺子，成了
立冬餐桌上一道亮丽的风

景，吃在嘴里，香在心里，暖
在胃里。

自古立冬多诗情，古人
品酒煮诗香。

诗仙李白《立冬》诗曰：
“冻笔新诗懒写，寒炉美酒时
温。醉看墨花月白，恍疑雪
满前村。”立冬之夜，笔墨都
冻凉了，诗人只好与寒炉美
酒相伴，微醉中竟将一地月
光当成了雪迹。

宋代诗人范成大在《立
冬夜舟中作》中写道：“人逐

年华老，寒随雨意增。山头
望樵火，水底见渔灯。浪影
生千叠，沙痕没几棱。峨眉
欲还观，须待到晨兴。”立冬
时，诗人夜游江边，“望樵
火”“见渔灯”，看浪影千叠、
沙痕几棱，即使是寒意浓
浓，也不能阻挡其夜游的闲
情逸致。

立冬时节天气变化很
大，走在路上，风已不再带着
凉意，而是寒意浓浓，直往脖
子里吹，让人不得不裹紧衣
服，加快步伐。而斑斓的田
野更显初冬的深沉，冬桃树
上果实累累，一个个青红相

间的桃子缀满枝头，散发着
淡淡清香，令人恍惚间忆起
那桃花灼灼的盛景。

粗壮的柿子树，依旧叶
红果也红，精神抖擞，气势不
凡，令人有一种油然而生的
喜悦。人生，正如立冬之后
的时日，无论是粮食还是情
感，都藏起来，慢慢去发酵。
时光，终会让它们变成醇浆
一般的情思。

走着走着立冬就来了，
它是冬天的开启之作。春生
夏长，秋收冬藏，新的一冬已
铺开画纸，等待我们去描绘
更加美丽的长卷。

走着走着立冬就来了随笔小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