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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磊

（接 5月 27日第六版）
在老师的影响下，我对古典诗词和

现代诗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老师鼓励
我广泛阅读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抄写背
诵名家诗词，并为我开列了《诗经》《古
文观止 》《唐诗三百首 》《唐宋词选 》等
书，以及普希金、歌德、拜伦、雪莱、贺敬
之、艾青、郭小川等人的诗选，让我逐一
阅读背诵， 还把自己珍藏的泰戈尔的
《飞鸟集》《园丁集》《吉檀迦利集》 借我
抄录诵读。 也许是“师”缘结“诗”缘吧，
回想在淮师和老师相交相处的那段时

间里，春夏秋冬、寒来暑往，我和老师或
漫步校园湖畔交流学习心得，或围炉夜
话共品红薯粥香，其情也滔滔，其乐也
融融…… “天空中不留下鸟的痕迹，但
我已飞过”，我们心生羽翼，和泰戈尔一
起飞翔；“情一样深啊梦一样美，如情似
梦漓江的水”，我们以心作舟，与贺敬之
畅游漓江；“秋光如同发亮的汗珠，飘飘
扬扬地在平滩上挥洒”， 我们沿着郭小
川的诗行，一起走进团泊洼的秋天；“冬
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我们挽着雪莱
的衣袖，共同迎接新春的到来……

老师，与你相识相处，我幸甚至哉！
春燕正呢喃，又到折柳别。 转眼间，

两年的淮师学习倏然而过。 毕业在即，
我面临就业的选择。 那天晚上，老师把
我找去，是话别，更是开启我走上社会
的新起点。 老师关心我的毕业去向，询
问我的就业想法。 我说，一个从坷垃窝
里爬出来的农家孩子，无枝可依，没有
选择，听天由命吧。 老师理解我此时此
刻的心情，为了给他的爱生尽量争取多
一些的就业机会和条件， 他多方咨询，
四处奔走，煞费苦心。 他把我的学习成
绩和班级表现，向时任淮师校长卢怀璋
作了详尽汇报，打算把我留在淮师函授
部工作。 后经卢校长推荐，我被分配到
郸城县教育局机关工作。

不忘母校的荣光 ， 牢记恩师的教
诲，我勤勉工作，刻苦学习，很快进入角
色， 得到了领导和同事们的高度评价。
一年后， 征得县教育局领导的同意，我
考取了河南教育学院中文系，获得了珍
贵的学习机会， 也终于圆了我的大学
梦。 四年带薪脱产学习，1988 年毕业后
经组织考核选调，我到了郸城县委宣传
部工作。 期间，我借下乡调研之便，采写
了一些新闻稿件和调查报告，时常见诸
刊物报端，由此也引起了县委领导的关
注。 1990 年 8 月 1 日《周口日报》正式创
刊后，为了加强和配合对郸城的宣传力
度，县委和报社接洽，想选调一名同志

到报社工作。 1992 年 10 月，经时任郸城
县委副书记张宁萍代表郸城县委推荐、
地委宣传部考察， 我来到了周口日报
社，成为一名党的新闻工作者。 真是天
缘难却，我又遇到了郭学礼老师，也正
因老师的灯火烛照，我才得以正确地调
整人生坐标， 在新闻的天地间展翅翱
翔。

周口，我人生旅途中的又一个十字
路口。 初到报社，面对新的工作、生活环
境和人际关系， 一种不适应感与日俱
增。 郸城，有我的亲人、我的妻女、我的
同事和朋友；而在这里，食宿无着，终日
魂不守舍，甚至一连几天牙不刷、须不
刮 ，一脸憔悴 、一身疲惫 ，满心思都是
“曰归曰归，心亦忧止”，对业务工作更
是了无兴致。 正当我抱定放弃报社工作
的念头时，老师来到我的身边，春风细
雨，开智明道：恋家爱女，人之常情；人
生百年，事业为重。 暂时没住处，咱们住
在一起；没吃处，咱们自开炉灶。 我来周
口之前，老师业已调到周口声屏报社工
作，任副总编辑，已经成了办报的行家
里手。 他组织“新春猜谜大奖赛”“有奖
征文”“去一字奖百元”等一系列读者参
与办报活动，把《周口声屏报》办得风生
水起、家喻户晓，发行量一度达到十几
万份。 当时，老师和几位“单身汉”同事
在闫庄胡同合租一处民宅， 吃住在一
起。 在老师的关爱下，我也在这里安了
家，成为这个“大家庭”的一员。 以后的
几年时间里，老师就像一位“大兄长”，
领着一帮 “小兄弟”， 快乐地工作学习
着，快乐地生活忙碌着。

跟着老师， 我很快掌握了和谐、比

例、均衡、秩序等《报纸编辑学》的精髓，
学会了版面的美化与设计，懂得了稿件
的组合与搭配，成为周口日报社的业务
骨干，采写编发的稿件连年获奖，人物
通讯《甜甜的葡萄酸溜溜的路》获河南
省好新闻奖，一时间成了报社同仁每每
“品味”的典范之作；我和总编室同事共
同创设的《百姓百味》专栏，被时任中共
河南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的林炎志批示
给全省新闻单位推广学习。 我本人也先
后被评为全市优秀新闻工作者、周口市
优秀共产党员。 在老师的指导帮助下，
我获得了新闻主任编辑职称，业务和工
作能力不断提升，先后成为报社重要部
门的负责人。 我深知：我个人的一切进
步、一切荣光，根之于老师那一盏照我
前行的灯火……

老师对我的关爱和影响，可谓无时
不在、无处不为，有一件事令我终生难
忘。 一次因喝酒过度，感情冲动，我提着
行李还是要离开报社回老家。 老师对我
进行了严厉批评，用自己醉酒的教训为
我 “开示 ”，拿出自己的 《醉酒歌 》给我
“醒酒”：

布衣男儿风流汉，
胜友如云日夜酣。
鲸吞龙吟逞英豪，
杯举箸落惊四筵；
千金散尽乐逍遥，
一醉疯透赛神仙。
义胆侠肝博美名，
枉为他人作笑谈。
老师的现身说法、苦口婆心、循循

善诱，使我引以为戒，也坚定了我收心
改性、踏实工作的决心和信心。 老师为

了给我作出榜样， 发誓戒酒，25 年没喝
过一滴，立志戒烟，25 年来没吸过一口。
这就是我的老师，严于律己，说到做到，
以身示范，堪为师表。

在后来的日子里 ， 我和老师不弃
不离， 相处如昨。 继周口声屏报社之
后，老师又先后到周口电视台、周口人
民广播电台担任部门或单位领导职

务。 他每到一处，放不下的是笔杆，离
不开的是业务。 作为广播电视系统的
“一支笔”，那几年，他不仅起草了广电
系统的许多重要材料， 也是全系统新
闻获奖数量最多的。 他常年被抽调到
市委参与重大宣传活动和英模人物材

料的写作， 申凤梅等英模报告团的讲
稿， 多出自他的手笔。 内退后的这些
年 ，他凭着慧心妙笔 ，外出打工 ，从事
文案写作和企业策划。 他为河南广电
厅节目改革建言献策， 为河南省文化
和旅游厅作专题宣传， 为河南省交通
厅领导撰文， 为国家新闻出版署编纂
《中国出版年鉴 》……每到一处 ，他付
出的是心血， 留下的是清名， 脚踏莲
花，步步生香。 再后来，老师被多家媒
体聘为特约撰稿人 ，为 《党的生活 》等
撰稿数百篇。 十几年来，他紧跟时代，
笔耕不辍，惩恶扬善，激浊扬清。 他以
“郭路人”为笔名，在媒体发表文章，为
政府和企业排忧解难， 为弱势群体主
持公平正义。

这就是我的老师 ， 妙手文章能济
世，铁肩道义闯天下。

老师育人有道、教子有方。 他硬生
生把自己的儿子从一个厌学少年培养

成公派留美博士，三十多岁就成为教授
级高级工程师、上海市青年科技拔尖人
才；在他的言传身教下，他的外甥也从
周口师范学院起飞，成为国防科技大学
的在读博士；许多亲朋好友原本基础较
差的子女，也在他的策划引领下，升学
晋级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 当年跟随老
师在《周口声屏报》和广播电视台的师
弟师妹及其追随者中，许多人如今事业
有成、名显一方。

这就是我的老师、 我们的老师，他
古道热肠、春风化雨，不计名利、甘为人
梯，亲友爱生、沛然如霖。 这就是我的老
师，他不薄遐迩、玉露生辉，重情重义、
皓然似月。

如今，老师已退休多年，含饴弄孙
之余，仍伏案笔耕、著书撰文，屡展力作
精品。 在师，他德高可范；在业，他堪为
耆英。

老师，我永远的心灯！ （全文完）

迟到的爱

刘明

������一大早， 老家的二大娘打来电话，
说我妈妈让她告诉我， 今天是我的生
日，别忘了！ 咳，原来是这事儿呀，我怎
么会忘记我的生日呢，其实，我已把烟
酒菜备好了，正准备邀请亲朋来庆贺一
场呢。 咦，这不对呀，我妈让二大娘告诉
我，可是我妈咋没跟我联系呀。 二大娘
支支吾吾，在我再三追问下，只得告诉
我：“她病了，病得还很重，已二十多天
没下床了。 去年你生日，她给你打电话
时也病了，可她一直瞒着你，这一次，连
话都说不清楚了， 如果她给你打电话，
你会听出来， 怕你担心而影响工作。 ”
啊？妈妈病这么重，还在想着我呢。二大
娘说：这算个啥呀，你妈曾经替你死过
一次。 生你的时候，难产，折腾了三天都
没生下来，医生说，你们母子俩只能保
住一个，大家都同意保你妈，以后还可
以再生嘛，可你妈就是不同意，毫不犹
豫地签了保孩子的绝命书， 大家都哭
了。 上天被你妈的大爱感动了，你们母
子的命都保全下来了，可是，你妈却落

下了一身病。 我的妈呀！ 快，快回老家，
生日不过了， 我赶快叫醒妻子和孩子
们，孝敬慈母是等不得的。

在回老家的路上， 我归心似箭，心
急如焚，浮想联翩。 我父亲去世得早，我
妈一手把我拉扯大，我总纳闷，我妈妈
咋就是不爱吃鱼肉和白面，而只爱吃糠
咽菜呢？ 后来，我回家探望妈妈时，在厨
房发现妈妈正在大口吃即将倒掉的剩

鱼剩肉。 经过二大娘解释后，我才明白
是妈妈为了把好吃的都留给我，才谎称
自己不爱吃鱼吃肉。

我想起了小时候，妈妈是如何给她
自己过生日的。 妈妈在她生日的那一
天，尽管条件很差，但还是做些好吃的，

带着我去姥姥家， 一边走一边唱着童
谣：孩子的生日，娘的苦，买些东西孝敬
母……一边唱， 一边讲述其中的含义：
母亲十月怀胎，吃不下饭，睡不好觉，痛
苦难忍，生孩子时，更是九生一生。 所
以 ，孩子的生日 ，是娘的受苦日 ，这一
天，要去孝敬母亲，不要自己享乐。 到了
姥姥家，妈妈给姥姥洗洗脚、洗洗衣、捶
捶背，收拾灶台，问寒问暖，年年如此，
直到姥姥去世。

我又想起了在课堂上，老师多次给
我们讲，隋朝隋文帝下诏，要求天下所
有臣民，在自己生日那一天，不许吃荤，
都要吃素， 以追思已故父母的生养之
苦。 可我却忘了母亲的言传身教，忘记

了老师的谆谆教诲，当我和我的子孙过
生日时，大摆宴席，而不去孝敬慈母，也
不让子孙孝敬我们， 还给子孙发红包，
并在网上晒照片，让子孙误认为，生日
是自己的荣耀日，是长辈给自己的祝贺
日，却忘了这是母亲的受苦日。

不，我要改变。 快，我要把母亲接回
城里，我要把全部精力都用到孝敬慈母
身上，要身教子孙，改变原来的不孝行
为，让我的子孙成为孝子、感恩者。

我们终于回到老家， 跨入家门，看
到妈妈一双渴望的眼睛正望着我，我不
禁热泪盈眶。 我迅速握住妈妈那双想伸
却又伸不出的冰冷的双手：“妈妈！ 你的
儿子回来了。 ”妈妈的嘴努力张了又张，
还是没有说出一句话，微笑着闭上了双
眼，永远地离开了我。

妈妈呀，儿子回来晚了，儿子不孝
啊。 你给我这么大的恩爱，我连十分之
一的回报都没做到。 我该咋办呀，我已
失去报恩的机会了，我的后半生，只有
在深度的自责和极度的痛苦中度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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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第八雄》出版发行
本报讯 日前， 由女作家曹雁雁历

时六年苦心创作的长篇历史小说《战国
第八雄》，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说起中国春秋战国时代，在战国七
雄秦、楚、齐、燕、韩、赵、魏之外，还有一
个第八雄，即中山国。

经考证，中山国是嵌在燕赵里（在
今河北省中部太行山东麓一带）一个由
鲜虞人建立的国家， 由中山武公建立，
经历了戎狄、 鲜虞和中山三个发展阶
段，其前身为北方狄鲜虞部落，为白狄，
由陕北绥德一带逐渐转移到太行山区，
因城中有山故曰“中山”。

中山人尊礼尚儒，整军习战，修筑
长城；北抗楼烦、匈奴，东征齐、燕，南拒
强晋及韩、赵、魏诸侯，屡挫屡兴，文化、
政治、 经济特别是手工业高度繁荣，成
为疆域五百里的九千乘之国，一度成为
战国七雄不可小觑的第八雄。

长篇历史小说《战国第八雄》近 51
万字，以古定州为核心区域，以鲜虞图
强、中山建国为主线，全画幅演绎了北
方游牧民族递进中原、开创文明的悲壮
图景，以中山国的图强、兴亡，折射出悠
悠华夏百族融合的博大与辉煌。

《战国第八雄》作者曹雁雁，是中国
作家协会会员，先后荣获河南省五一劳
动奖章、河南省青年五四奖章。 她 9 岁
起就发表文学作品 ，2002 年开始出版
小说，代表作有长篇历史小说《孙叔敖》
《息夫人》等，作品被多所大学、图书馆
等相关机构馆藏。 （本报记者）

我的读书屋
何辉

������这么多年一直思考一个问题：人为
什么要读书？ 北大校长的一段话，给出
了令人深思的答案。 他说：物质的贫穷
能摧毁你一生的尊严，精神的贫穷能耗
尽你几世的轮回。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
没有白读的书，你触碰过的那些文字会
在不知不觉中帮你认识这个世界，会悄
悄地帮你擦去脸上的肤浅和无知。 书便
宜，但不意味着知识廉价，虽然读书不
一定功成名就， 不一定能让你锦绣前
程，但它能让你说话有道理，做事有余
地，出言有尺度，嬉闹有分寸。 这段话，
意味深长，回味无穷，为读书做出了最
好的注解。

日月如梭，白驹过隙，不知不觉，我
已毕业走上工作岗位三十多年，这些年
先后搬过三次家。 刚刚毕业时，住了一
套二室一厅六十多平方米的房子，再后
来单位集资建房，买了一套三室一厅九
十多平方米的房子，现在住的是三室两
厅一百三十多平方米的房子。 在三套房
子里，我都特意留出一间书房，称之为
“读书屋”。 随着时间推移和年龄增大，
积累的书越来越多，书籍在八格柜子里
摆放得满满的，并进行了明确分类。 有
常用工具书类，如：《现代汉语词典》《新
华字典》《现代汉语辞海》《英汉小词典》
等。 有历史书类，如：《毛泽东选集》《中
国上下五千年》《中国共产党党史》 等。

有小说名著书类， 如：《红楼梦》《水浒
传》《西游记》《三国演义》等。 有现代公
共学书类，如：《公共行政学》《现代公共
关系》《领导学》等。 有散文书类，如：《感
悟人生》《精美散文》等，这些书成了我
生活的必需品、业余生活的好朋友。 每
逢双休日及节假日，我都会尽情享受读
书带来的幸福和喜悦。 如果把时间用到
读书上，知识的大门就会打开，如果把
精力用在品书上，世界上所有事情都会
找出答案。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从读书
中汲取营养，推掉了应酬，忘记了交际，
加班加点，夜以继日地完成了第一部散
文集《青春印记》，我很知足、很满意。

从读书中总结出了方法论。 历史书
籍告诉我们很多人生的智慧，《红楼梦》
里的四条处事智慧，条条实用，受用终
生。 那道是：与人方便，自己方便。 大事
化小，小事化了。 居安思危，未雨绸缪。
心怀善念，广结善缘。 《三国演义》里的
五大法则：留有余地，保持谦虚，重视细
节，有始有终，看淡得失。 真可谓写尽英

雄情义，道尽世间人心。 我在学习中总
结，在总结中提升，总结出了十大工作
方法：解铃还须系铃人法、学会弹钢琴
法、集中研判会法、换位思考法、沟通交
流法、工作转移法等，在工作中十分管
用。 我在办公室工作十六年，在法规战
线上奋斗十六年，这些方法已成了我的
良师益友，帮我走向成功之路。 我常常
针对一些特定事件，以例说法，影响带
动周边的人。

从读书中掌握了大智慧。 1988 年 6
月，我中专毕业后，感到文凭较低、知识
肤浅，于是便马不停蹄开始进修，在党
校上了大专、本科，一直读到研究生。 知
识在积累，个人在进步。 一位好朋友问
我，你在上研究生期间学到了什么？ 我
不假思索总结为：尽力而为，顺其自然。
顺其自然，尽力而为。 两句话，十六个
字。仔细品味，颇具道理。特别是研读了
河南省委党校教授谢德民所著《思想政
治工作大智慧》一书后，豁然开朗。 思想
政治工作本是一门意识形态的学科，不

好讲，更不好学。 但谢德民教授的“点”
理论、“点”思维、“反”理论、“反”思维，
“三”理论、“三”思维等，成为思想政治
工作者的成功大智慧， 让人耳目一新，
受益多多。 在读书中掌握大智慧，疑难
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有一次，我采访谢
德民教授，他说：人生三大法宝，动之以
情，晓之以理，导之以行。 定识能、借适
学、中正和才是成功大智慧。

从读书中学到了生活经。 我读了很
多关于感悟人生的书籍，如：曾国藩的
《心镜》，李嘉诚的《做人、做事、做生意》
等，从读书中学会了如何生活，写出了
感悟系列： 如 《感悟自己》《感悟时间》
《感悟亲情》等。 理解出善待内容：如《善
待父母》《善待朋友》《善待自己》《善待
邻居》，编印成集，启迪人生。 特别是评
论《孝敬父母何必等到节日》《人生大智
慧》《人生境界》等，成为自己人生的指
南针、方向盘。 艺术来源于生活，生活必
须懂得艺术。 正像热播电视剧《人世间》
主题曲的歌词一样：“这世界，你在意的
人和在意你的人， 其实就这么几个，这
就是你的全部世界。 ”人世间，其实很简
单，三言两语可以概括一生。 世间事，很
复杂，千言万语道不尽百味人生。 惟愿
今日的你，心怀阳光，活出自我，用自己
希望的方式，平安喜乐度过一生。 这就
是生活，这就是人生。

麦浪涌金（外二首）

路雨

������经历了漫长的煎熬和等待
五月的麦田

在喜悦与亢奋中酝酿着成熟

一个个鲜亮活泛的词语

渐渐丰盈饱满起来

沉甸甸的麦穗

以极大的热情回馈着大地

一个叫下河洼的村庄

再也无法心平气静

被突如其来的金黄

弄得措手不及

开始沦陷于幸福的漩涡之中

放眼麦田

遵循自然的法则

再寒冷的季节也锁不住

生命任性的疯长

相信所有的绿色

都是自然最恰切的过度

五月的风温暖人间

把所有的文字烫了金

种植在农谚里的麦子

开始在父亲的汗水里

拔节 抽穗 灌浆

逐渐走向饱满和成熟

放眼麦田

密密匝匝的麦穗

是星罗棋布的粮食符号

壮观热烈

给大地铺上了一层黄金

那是劳动者饱蘸汗水

在大地上泼墨的骄傲

麦田间

六月的干热风

击落了花草间的晨露

兴奋的鸟鸣

激动乡村的昼夜

步入了收获的繁忙

蜂拥的麦浪

像波动的情绪

走势极好

由低而高

在辽阔的大地上延展

精神的光芒

刺伤了我的眼睛

莹润饱满的籽粒

挤兑内心的空虚

把所有的日子

打磨得有棱有角

万吨万吨的黄金

铺天盖地而来

从一条条流水线

注满一个个庞大的仓廪

六月

也只有在六月

置身浩瀚的麦田间

置身于火热的场景中

我才如此阳光和幸福

我才有足够的底气和信心

大胆地对世界说

我是最富有的人

读夏

尚纯江

������夏天
是烧烤模式

那泛滥的汗水

是你拼搏的足迹

酷热的阳光

烧烤着脊背

知了

在嘶鸣中拼命地喘息

夏夜

在鸟鸣的清晨葱茏透碧

突然的雷雨

传来了播种者期待的消息

茁壮的翠绿

在鸟们的谈论中成长着希望

在黄昏

在晨曦里

我在一本厚厚的书本里

读懂了夏天

它是春天成长的开始

她是秋天成熟的消息

酷暑，以及风雨
都是它的历练和砥砺

散 文

随 笔

散 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