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父亲的记忆

马学令

父亲，老了
我看到

八十四岁的老父亲

变得老态龙钟

变得所有的记忆都快忘记

他，仿佛又回到童年时光
像个快乐的老顽童

每日东游西逛无忧无虑

我发现，父亲
把什么都忘了

忘记了一生经历的苦难

忘记了一生曾经的愁绪

忘记了一生的欢乐

忘记了一生获得的荣誉

甚至忘记了他所有的儿女

我曾经，为父亲感到悲哀
他漫长的人生岁月里

有着太多的苦难和不易

他逃过荒要过饭

躲藏过日本鬼子的烧杀抢掠

躲避过滔滔黄河水的侵袭

他吃过野菜受过酷寒

拉过煤挖过河

省吃俭用养活了六个儿女

用双肩扛起生活重担

使一个大家庭

在风雨中傲然挺立

我曾经，为父亲感到骄傲
他一生有着太多不平凡的经历

他当过社员当过队长

当过区干部当过团支部书记

父亲的一生，就是

一部农民成长的历史

父亲的一生，更是
一段不朽的传奇

如今，父亲老了
他已是八十四岁的年纪

老年痴呆会抹去他所有记忆

忘记吧，父亲
忘记曾经的苦难和快乐

忘记曾经的屈辱和荣誉

忘记是一种人生幸福

是红尘之中

难得糊涂的超凡脱俗

父亲，返老还童了
每天跑跑转转无忧无虑

他把一只只流浪狗带回家

吃喝相伴形影不离

他把小花猫搂在怀中

冬天睡在一个被窝里

童年的蝴蝶

开始在故乡田野上飘飞

童年的小伙伴

又会在他的梦里呼唤游戏

我羡慕父亲，但我
不希望重复父亲走过的足迹

我感恩父亲，是他
给予我生命和直面困难的坚毅

父亲的经历不会再重演

父亲的时代早已过去

父亲的故事

永远收藏在故乡厚重的历史里

永远埋藏在故乡的黄土地

小溪（外一首）

刘杰

������俊若黛玉美如薛，
两岸碧翠喜相携；
春夏秋冬身边过，
鱼儿悄然颂原野。

远航

轻纱身半遮容，
舒展双臂抚蛟龙。
墨山万仞悄声过，
明镜微映波千重。

赶考路上
魏

进入三伏天后的一个中午 ， 学校
为 “准高三” 的我们放了暑假。 挤过
学校门口密不透风的人群， 我见到了
已在暴烈的日头下等了半个多小时的

妈妈。
妈妈的车没熄火， 一直开着空调，

看见我就说： “乖， 你躺后座上先睡
会儿觉， 到家赶紧吃饭， 咱下午两点
半得去上 ‘提高班’。” 上高速， 奔周
口， 一路无语， 妈妈也没有播放平常
开车时习惯听的音乐。 下午一点多到
家， 爸爸做好了三菜一汤， 米饭盛到
了碗里， 降暑的绿豆汤不冷不热正适
合入口， 我们三人趁咀嚼饭菜的间隙
见缝插针地说上几句话。 两点整， 爸
爸准备下楼， 冲我说： “魏， 我先
把车上的空调开开， 你换件衣服咱去
上课。” 我没跟爸爸妈妈说， 这个十五
天的暑假里， 学校留的作业是 90 多页

的卷子。
我今年十八岁 。 现在想想 ， 从记

事起， 我似乎就一直在以高考为目的
地的轨道里行走。 上幼儿园就开始学
珠心算 ， 小学三年级开始上英语班 ，
五年级时上奥数班。 到了初中， 语数
英和理化补习班更是一个都没少。 我
的青春早已习惯了 “加班 ” ———从放

学的学校径直前往补习班上课。 爸爸
载我的工具， 从自行车到电动车， 再
到汽车， 虽几经变化， 但前行的目标
和方向却没有丝毫的犹豫和改变。

作为家里唯一的孩子 ， 我能感受
到爸爸妈妈在我身上倾注的爱和心血，
还有他们心里一直都有的， 对理想和
现实 、 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的纠结 。
随着我年龄的增长， 理想和素质教育
慢慢消退， 现实和应试教育逐渐占据
上风。 每年的高考季， 是像他们一样

的家长对纠结最集中的宣泄期。 这段
时期， 家长的微信朋友圈会有一些年
年重复的消息， 大意是， 河南作为全
国人口第一大省仅有一个 211 院校 ，
对近百万考生极不公平； 河南考生如
果在一些边疆省份会如何如何……对
这类消息， 爸爸妈妈从初闻时的义愤，
到后来的感慨， 再到现在的无视， 恰
似一个人从青年的热血， 到中年的沉
稳， 再到老年的透彻， 仿佛在轮回里
完成了一种修炼。 只是， 这一切都只
属于家长， 我和我的同学们不会去想
这么复杂的命题， 因为没有时间。

从早上五点半起床 ， 到晚上十点
下课， 我们一直或坐、 或奔跑， 坐在
教 室 里 学 习 ， 奔 跑 在 寝 室 ———教

室———食堂的路上 。 有时在奔跑时 ，
我恍惚感觉穿越到了古代， 四周的同
学都变成了赴京赶考的举子， 头扎方

巾， 身着青衫， 在山水间跋涉。 周考、
月考、 联考……高中生活 ， 我们的时
间用分秒来精确。

7 月 2 日， 学校为 “准高三” 的我
们举行“挺进高三” 启动仪式。 集体宣
誓后 ， 班主任带着我们走上红地毯 ，
穿过一道拱形的 “成才” 门。 那一刻，
我心里忽然升起一种既神圣又模糊的

感觉， 十一个月后属于我的高考季仿
佛近在咫尺 ， 但又虚幻得远如天涯 。
为了那一天， 我已经走过了十八个春
夏秋冬。 寒来暑往， 花落花开， 正处
在人生最美的花季里， 我却顾不上欣
赏路旁的风景。 我和爸爸妈妈一路走
来， 十一个月后， 我们将面对真正的
“成才” 门， 心中有期盼， 也有焦灼。
六世达赖仓央嘉措的 “世间安得双全
法， 不负如来不负卿” 当能说出我的
心声。 ②8

田园风光

朱萸

���������小村新住

久违村院落，本月再时兴。
野鸟竞相戏，家猫独自凝。
南航如快铁，北斗似悬灯。
柴犬连声吠，刚来不是朋。

小村夏至

总是农家夜色浓，
但闻蟋蟀鼓重重。
流云几片戏弦月，
不让嫦娥对笑容。

小村所见

吹吹打打闹喧天，
孝子贤孙到屋前。
迎接老人家里住，
党恩赞语满平川。

小村夜吟

西厢落月夜无眠，
几朵轻云上暑天。
停电半宵谁可奈，
桂花树下对婵娟。

小村之夜

火星升起伴金星，
弦月朦胧挂画屏。
高语东邻柴犬静，
早将脚步隔墙听。

小村新燕

搔头啄羽整容妆，
切切呢喃在后堂。
唤喊招挥均不理，
新来不识驻村郎。

过宁平
婉清

晋怀帝永嘉五年 （即公元 311
年）， 中原大地早已诸王并起， 血流成
河。 少数民族跃马中原， 与西晋王朝
逐鹿天下。

四月， 羯人石勒围逼洛阳 ， 西晋
王朝实际掌权者东海王司马越为解洛

阳之围 ， 率领二十万大军进攻石勒 ，
不料于中途染病， 忧惧而死。 按照司
马越死前谕示， 秘不发丧， 以壮军心。
以清谈名满天下的西晋宰辅王衍受司

马越临终所托， 与襄阳王司马范一起，
率领西晋大军， 扶柩东归， 欲葬司马
越于东海。

司马越一死 ， 王衍顿觉失落 ， 一
路之上， 屡拭泪痕， 戚容满面。 他率
领的东归军队也零零散散， 若落难之
民， 丧家之犬。

是日， 大军行至苦县宁平城 （今
河南省郸城县宁平镇）， 王衍看到不远
处有一头漂亮麋鹿， 于树下啖草。 这
树木虽高大 、 遒劲 ， 却苍老 、 枯萎 ，
树皮皴裂， 枯枝虬然。 忽然一阵飙风
吹过 ， 树倾覆压麋鹿 ， 鹿哀鸣数声 ，
气绝身亡。 王衍惶恐， 遂召来军中谋
士， 询问此为何意？ 谋士看后， 仰天
长叹， 顿足捶胸， 掩面而泣。 王衍知
乃不祥之兆 ， 呆然而立 ， 口中诺诺 ：

“飙风疾驰鹿覆死 ， 不知征兆何人 ？”
话音未落， 忽听军中骚乱。 一骠人马
从西面掩杀而来， 定睛一看， 为首的
正是石勒。 这位昔日雅望非常的清谈
名士王衍， 此刻只觉得天旋地转， 胸
前闷塞， 面若死灰， 瑟瑟发抖。 统帅
无能， 军事慌乱， 西晋十万大军在石
勒的 “围猎” 之下顷刻覆没。 王衍媚
敌求活而不得， 终被石勒所杀。 临死
之前 ， 王衍泪流满面 ， 对左右哀叹 ：
“呜呼！ 吾曹虽不如古人， 向若不祖尚
浮虚 ， 鮸力以匡天下 ， 犹可不至今
日！”

宁平一役， 敲响了西晋王朝覆亡
的丧钟。 同年六月， 洛阳失守， 晋怀
帝被俘， 异族首次成功入主中原， 大
汉民族的命运走到了历史的拐点。

“若不祖尚浮虚 ” “犹可不至今
日！”。 西晋倾覆， 与朝野上下清谈之
风不无关系。 晋代裴輎描述当时的情
形： “虚无之言， 日益广衍， 众家扇
起， 各列其说” “莫不贵无” “立言
借于虚无， 谓之玄妙； 处官不亲所司，
谓之雅远 ； 奉身散其廉操 ， 谓之旷
达”。 个体崇尚虚静雅远、 言之无物，
尚可谓之淡泊超然 ， 或称其做派具
“名士风范”。 然而， 当这种崇尚虚浮

的清谈之风， 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时， 对文化和历史发展的消极作用就
不可低估了 。 从魏正始年间到两晋 ，
朝野上下， 清谈之风愈演愈盛， 手持
麈尾， 言必老庄。 学术上 “不必须奇
才， 但使常得事， 痛饮酒， 熟读 《离
骚》， 便可称名士”， 政治上 “口不论
世事， 唯雅咏玄虚而已”， 整个社会以
不理实务、 虚浮放诞为荣。

如果单单是临泉隐逸之士清谈玄

理， 纵无益于国计民生， 倒也不至于
误国 。 为政者不干实事 ， 不敢担当 ，
致使 “崇饰华竞， 祖述玄虚， 遂使宪
章弛废， 名教颓毁”。 但是， 以何宴、
王弼为首的贵族名士， 以嵇康、 阮籍
为首的文化领袖， 以王衍、 谢鲲为首
的朝廷重臣， 这些对社会及生民负有
最大责任的达官们， 崇尚虚无， 口谈
玄远， 不屑综理实务， 把清谈当做身
份的装饰品来博取清名， 则贻害不浅。
何宴、 嵇康、 阮籍的纵酒无为， 终是
能作文、 能办事的。 但流风所及， 万
人效仿。 到了东晋 “空谈和饮酒的遗
风还在， 万言的大文如嵇阮之作， 却
没有了 ”， 只剩下没意思的饮酒和空
谈 。 公元 420 年 ， 刘裕废除晋安帝 ，
东晋灭亡。 空谈误国， 王衍临终之语，

亦成为两晋覆亡的经典注脚。
政治上的黑暗和思想领域的虚浮

主义， 使两晋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大
转折时期。 “五胡乱华”， 中原陆沉。
秦汉以来盛极一时的汉民族政权在与

少数民族的抗争中被打垮， 以汉民族
活动为中心的中国本部空间， 被异族
占领。 文明程度较低的少数民族政权
虽能用血腥和暴力推翻汉族政权的统

治， 却没有足够的能力建立起统一巩
固的中央政权， 文明昌盛的中国北方
大地成为烧杀淫掠的战场。

从 “永嘉之乱 ” 到公元 589 年隋
文帝杨坚灭陈， 中原大地开始了长达
300 年的动乱和分治。 在此期间， 游牧
民族先后在中原地区建立了超过 20 个
以上的政权， 平均十几年便有一次朝
代更替， 这段时间也成为自秦以后中
国古代史上分裂时间最长、 动乱频率
最高的一个历史时期， 被汉族文化浸
润千年的中原地区沦为 “人皆相食 ”
“白骨遍野” “千里无烟爨之气， 华夏
无冠带之人” “民尽流离， 邑皆荒毁，
由是劫抄蜂起， 盗窃群行” 的人间炼
狱。 对于这次大汉民族的灾难， 两晋
思想上的崇尚无为、 虚浮空谈之风是
要负一定责任的。 ②8

牵牛花（外一首）

王伟

你叫牵牛花

因为你

有着动人的传说

又名喇叭花

因为你

像可爱的小喇叭

你不择土地的瘠肥

在竹篱 在茅舍

在河坡 在庭院

你热烈地开着

你喜庆地开着

密密地挨着

手牵着手

共同向上攀爬

你拒绝效仿其他的花

追逐多情的春天

而是选择炎炎的夏季

给人们送来清凉和慰藉

昙花

如果爱我

就要学会等待

如果爱我

就要忍受寂寞

我是特立独行的花

我不喜欢喧闹

所以我选择了暗夜

我的花期很短

但我要倾力怒放

在夜阑人静的时候

与你短暂守望

我把所有的幽香给你

我把一生的美丽给你

因为只有你

能读懂我的心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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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十八岁点赞
何辉

十八岁，是一个特殊的年龄 ，已经
知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 十八岁，也
是一个值得点赞的年龄。 笔者作为一位
从十八岁过来但从未体验仪式感觉的

人， 想与十八岁的学生们聊上几句，称
之为“三感”。 即感恩、感谢、感知。

感恩父母。 席慕蓉说过，生命是一
条奔流不息的河， 我们都是那个过河
的人。 在生命之河的左岸是感恩，在生
命之河的右岸是职责。 感恩父母给了
我们生命， 感恩父母给了我们无微不
至的关怀， 感恩父母给了我们刻骨铭
心的大爱。 十八个春秋，十八年的风风
雨雨，只有父母的陪伴，才是最温暖的
相随。 世上， 只有父母的爱是最无私

的，最伟大的，最值得记忆的。 父母的
艰辛只有父母知道， 父母的付出只有
父母懂得。 作为十八岁的孩子，最应该
感恩的就是父母， 最应该疼爱的更应
该是父母。 没有父母， 我们就没有生
命 ；没有父母 ，我们就无法成长 ；没有
父母，就没有我们的一切。 十八岁了，
应该学会感恩父母。

感谢老师。 唐代文学家韩愈《师说》
中云：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 可
见，老师在我们学习、生活中起到多大
的作用啊。 其实，老师教给我们的不仅
仅是知识，还有做人的道理。 老师像蜡
烛，燃烧的是自己，照亮的是学生。 我们
作为学生，首先感谢的应该是老师。 老

师的无私奉献、老师的殷切期望、老师
的欣慰微笑、老师的幸福喜悦，都应该
记于心间。 感谢老师让我们变得成熟
了、懂事了。 十八岁的生日蛋糕里，应该
有老师大大的礼赞。

感悟知识。 《礼记·冠义》：“冠者 ，
礼之始也，嘉事之重者也。 ”意思是说
冠礼是成人之礼的开始，很重要，意味
着成人应该承担社会道义， 履行成人
义务。 这就告诉我们，十八岁是成年的
身份，应该承担责任。 也就是说冠戴成
人帽 ，与年幼无知道别 ，迈入成人门 ，
与成熟稳健相约。 其实，学生以学习为
主 ，学习就是学知识 、学文化 ，感悟知
识的魅力 ，还要德 、智 、体 、美全面发

展。 十八岁应该学会欣赏古诗词的美
妙， 十八岁应该有大庇天下寒士俱欢
颜的情怀， 十八岁应该有十八岁的想
法 、十八岁的情感 、十八岁的感悟 、十
八岁的宝藏， 更应该在十八岁时拥有
十八岁的精彩。 唯有知识让我们更加
坚定、更加坚强，唯有学问让我们走得
更远、走得更好。 让我们拥有知识吧，
让我们拥有梦想。

十八岁，承载着父母的期望 ，凝视
着老师的目光，沐浴着知识的海洋。 为
十八岁点赞、为十八岁歌唱，十八岁是
新的起点，十八岁是新的希望。 感恩父
母、感谢老师、感悟知识，用拼搏实现我
们的理想。 ②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