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怀念旧农具（外一首）

王伟

已经远去

却并没有完全消失的农具

在我脑海里浮浮沉沉

它们的样子

时而清晰时而模糊

它们的名字叫

锄头 镰刀 架子车

簸箕 石磨 铁犁铧

这些农具对于今天的孩子

就如同遥远的传说

但是它们真实地与我们

生活了许多年

为我们的衣食饱暖

在那些物资匮乏的年代

陪着我们吃苦受累

它们当时就像我们的亲人

在我们的床前 灶后

在我们的土坯房里

在我们坍圮的院子里

它们默默无闻 毫无怨言

当我们用起它们的时候

它们又忠于职守

任劳任怨

时光改变了它们的模样

岁月的水

却带不走我们对它们的回忆

我们怀念它们

并不是留恋那段岁月

而是它们身上的传统品质

在当下越来越稀缺

炊烟

这是最悠久的云霭

从远古飘来

从上古飘来

从人类的源头飘来

昭示着生命的繁衍

这是最朴素的云霭

从我们的手掌上升起

从我们的目光中升起

从身旁的土屋里升起

从远处的村落旁升起

以一种最乡土的方式

在古老而新鲜的天空下飘曳

飘曳在晨光中

飘曳在晚霞中

这是粮食成熟的化身

这是土地无私的馈赠

那些离开泥土的庄稼

在铁制的铝制的

以及其他炊具中

散发出鲜嫩和馨香

炊烟袅袅升起

又缓缓散去

缠绵而平静地诠释着

五谷生长的意义

诗诗歌歌

落叶季（组诗）

唐吉民

落叶

散步的人断断续续

像落叶

山间公路往上，九月菊一路开
得正艳

黄昏，巨大的陷阱已缓慢铺开
暮色如网笼络住浩渺天空

和山脚的这间小屋

红枫树已将我们的日子包围

如同灰白树皮的剥落

停顿、清洗、添加，或者
从内心的某个角落删除

生活有足够多的繁缛

现在，我们只需要一盆溪水
把手放下，把皮肤交给初上的

新月

哗啦啦，流水的声音一直穿到
石头内里

崖壁上的藤蔓和青苔

像你我这样安静落座

等待风吹， 等待马不停蹄的
霜雪

满山缤纷如滤镜

时光，如一把梳子

秋风辞

山路蜿蜒而落木直下

流水何时变凉

枫叶仿佛一夜间

以蒙太奇的手法迷惑住双眼

人生不过起起落落

时光不过风起云涌转而天高

云淡

谁人在我前方高飞

谁人又在我身后青云直上

这满地的黄金， 天空高蹈如
雁鸣

俯身之间，已草木一秋
飞沙走石也好，大鹏扶摇也罢
我自独处山乡一隅

看人世炎凉、长河微卷、大海
翻腾

恰如是，野径斑斓飞鸟尽
是无尽的秋风，是无尽的黄沙

落日

秋夜短歌

池塘连着山溪、露水
即将在干草上结成薄薄的霜片

月光更加清亮了

落叶不断在山脚聚集又散开

像清唱的小曲

妹妹，紧握着远方来的书简
莺鸟一样婉转

散步

稻浪金黄和轻风一起

荷叶和潺潺流水一起

月牙儿，浮云渐渐褪下的金边

不断浮现和消失的人影

在河边、山脚、果园、田野
群山肃穆

只留下长龙的影姿

徐徐落在身后

如果月光再亮些

我还会继续深入

山涧、溪谷、丛林、云雾深处
那熟悉又陌生的地域

这不似我的人间

田垄、村道、路灯、屋宇、人声、
狗吠

这才是我的村庄

熟悉的广场舞旋律又在前边

响起

而我已习惯在人群之后

永远的月光

照着我的家园

我在无人的小路，散步
我看见葳蕤的花草

和时光一起，走进萧瑟的秋天

池塘杂咏

除了长豆角

茄子棵和丝瓜藤已接近枯萎

满月高照之夜

露水是离我最近的寒星

豆角花像那被禁锢的

紫色蝴蝶

习惯一个人坐，抬头望天
流云、孤星、群山才拥有最久

远的寂寞

低头总是散不尽的涟漪

在水中央，亦不见白日里嬉戏
的鱼群

飞翔或是暗夜之一种，不可捉
摸之风，之蓝，之无尽

总有微光抚摩你额头

星子落下，群山落下，苍穹落下
池面如此安静，天地万物如在

方寸

有何不可释怀

等待那声蛙鸣

不觉却是晚秋

随笔

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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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 乡
王伯见

故乡的月：怀念与思念的化身

故乡的月 ， 是我心中永远的牵
挂。 它是我成长的见证，是我思念的
化身。 每当夜幕降临，我总会不由自
主地抬头仰望，那皎皎月光仿佛能穿
透时空，将我带回遥远的故乡。

故乡的月 ， 总是那样明亮而温
暖。 在我小时候，每当月圆之夜，整个
村庄都会沐浴在月光下，给人一种宁
静和安心的感觉。 我记得，那时候，我
和小伙伴们总是聚在一起，一边赏月
一边讲故事。 月亮似乎成了我们的知
己，默默地倾听着我们的心声。 那些
美好的回忆，如今已经成为我心中最
珍贵的财富。

故乡的月， 也是我思念的化身。
每当我远离家乡，心中总会涌起一股
思乡之情。 而当我望向天空，看到那
熟悉的月亮，思念之情更是如潮水般
涌上心头。 月亮仿佛是一面镜子，映
照出我对家乡的眷恋和思念。 无论身
在何处，我都会默默地祈祷，希望家
乡的亲人和朋友都能平安健康，希望
故乡的月亮能够守护着他们。

故乡的月 ， 还有一种神奇的力
量，能够唤起我对家的回忆。 每当我
闭上眼睛，就仿佛能够看到那熟悉的
村庄，那条曲折的小巷，那座古老的
庙宇。 我能够闻到故乡特有的气味，
听到那熟悉的方言。 月亮就像一扇通
往故乡的窗户，让我能够随时回到那
个曾经的世界。

故乡的月，也是我心中的寄托和
憧憬。 每当我面对困难和挫折时，就
会仰望天空，寻找那熟悉的月亮。 它
给予我力量和勇气，让我相信，无论

遇到什么困难，自己都能够克服。 月
亮是我心中的明灯，指引我前行的方
向。

故乡的月，是我心灵的归宿。 它
让我感受到家的温暖和安宁，让我明
白无论身在何处，故乡永远是我心中
的家园。 我会永远怀念故乡的月亮，
它是我生命中最美丽的记忆，也是我
永远的牵挂。

故乡的月，你是我心中永远的明
灯。 无论身在何处，我都会怀念你、思
念你。 愿你永远照耀我的心灵，给我
带来温暖和力量。

故乡的雪：纯洁和温暖的怀念

冬天， 是故乡雪花纷飞的季节。
当寒冷的北风吹过大地，洁白的雪花
如梦幻般飘落，整个故乡都被覆盖上
一层银装。 这是一场纯洁的白色盛
宴，让人心生向往和温暖。

故乡的雪，总是给人一种宁静和
安详的感觉。 当雪花纷纷扬扬飘落在
大地上时， 整个世界仿佛都静止了，
只有雪花轻轻飘落的声音在耳边响

起。 这时，人们的心也变得宁静起来，
仿佛与世隔绝， 只专注于眼前的美
景。

故乡的雪，给人一种纯净和清新
的感觉。 当雪花轻轻地落在树枝上，
叶子被雪花覆盖，仿佛一幅美丽的画
卷展现在人们眼前。 整个故乡都被雪
花装点得如诗如画，每一个角落都散
发着纯净和清新的气息。 走在雪地
里，脚下发出沙沙的声音，人仿佛在
与大自然亲密接触，感受着大自然的
美妙。

故乡的雪，给人一种温暖和亲切
的感觉。 当雪花纷纷扬扬地飘落在屋
顶上， 屋顶上的瓦片被雪花覆盖，仿
佛给房屋披上了一件洁白的外衣。 人
们围坐在家中，品尝着热气腾腾的饺
子和茶，分享着彼此的快乐。 这是一
种家的温暖，一种故乡独特的情怀。

故乡的雪 ， 让人心生回忆和思
念。 当雪花纷纷扬扬飘落在故乡的大
街小巷，大街小巷都被雪花装点得如
童话般美丽。 每一个角落都充满了回
忆和思念，人们回忆起童年时和伙伴
一起堆雪人、 打雪仗的快乐时光，思
念着离故乡远去的亲人和朋友。 雪花
是情感的纽带，将人们的心紧紧相连。

故乡的雪，是一种美丽和神奇的
存在。 它给人们带来了宁静、纯净、温
暖和回忆， 让人们感受到故乡的美
好。 无论身在何处，故乡的雪总能让
人心生向往和思念。 让我们珍惜每一
场雪、每一片雪花，感受故乡的雪所
带来的美丽和神奇。 让我们永远怀念
故乡的雪，怀念那份纯洁和温暖。

故乡的雨：怀念与温暖的交织

雨，是故乡的记忆 ，是心灵的滋
润，是一种情感的延续。 每当我想起
故乡的雨，心中便涌起一股温暖和亲
切的感觉。 故乡的雨，不仅是自然界
的一种现象，更是我与故乡之间长长
的情感纽带。

故乡的雨总是那么熟悉，仿佛是
一位老朋友，每当它降临时，我总能
感受到一种亲切的气息。 那是一种细
而柔和的雨，不像城市里的雨那样急
促而冷漠。 故乡的雨总是悄悄地来，

轻轻地拍打着大地，仿佛在诉说着古
老的故事。

故乡的雨，总是带给我一种宁静
和安慰。 每当我听到雨滴敲打窗户的
声音，就仿佛回到了小时候，躺在床
上听着雨声入睡的那个时候。 那时的
我，无忧无虑，只知道享受雨水带来
的宁静和舒适。 故乡的雨让我感受到
了家的温暖和安全感。

故乡的雨，是一种怀念。 每当我
远离故乡，思念之情油然而生，我就
会想起那些与雨有关的记忆。 记得小
时候，每当下雨，我总是和小伙伴们
一起在雨中嬉戏玩耍。 记得青少年时
期，每当下雨，我总是一个人躲在窗
边， 静静地欣赏雨水洗涤大地的景
象，思绪万千。 那些雨中的回忆，如今
已经成为我怀念中的故乡的一部分。

故乡的雨 ， 也是一种生命的滋
养。它滋润着大地，滋养着万物。每次
雨后，大地上的花草树木都会焕发勃
勃生机，仿佛在庆祝雨水的降临。 故
乡的雨， 让我对生命有了更多感悟，
让我明白了生命的宝贵和脆弱。

故乡的雨 ， 还有一种特殊的意
义，那就是带给人们希望和梦想。 每
当雨过天晴，阳光洒在大地上，我总
能感受到一种希望的力量。 故乡的雨
让我相信， 无论遇到多少困难和挫
折，只要坚持不懈，就一定能够迎来
美好的明天。

故乡的雨 ， 是我心中永远的记
忆。 它让我感受到了温暖和亲切，让
我怀念起那些与雨有关的美好时光。
故乡的雨，是我与故乡之间长长的情
感纽带，让我无论身在何处，都能够
感受到家的温暖。 ③22

爱莲新说
王玉杰

北宋理学家周敦颐的 《爱莲说》
是一篇以“莲”为题、托物言志的传世
之作。 炎炎夏日，在周口荷花节系列
活动期间，驱车淮阳，三五好友乘一
凉舟，徜徉东湖，观荷消暑，在欣赏美
景的同时，还可领悟其承载的人文精
神。

莲荷有什么可爱之处呢？ 其花清
香，其叶青翠，其藕洁白。 在《诗经·国
风》之中，它是美好爱情的象征。 在
《离骚》之中，它是高洁品格的象征。
汉代的田田荷叶被人们视为祥莲，唐
代的“白莲”被文人赋予清净不染的
品性，北宋的“君子莲”让莲花的形象
达到顶峰，明清的清正之美让莲花意
象湛然圆满。

喜爱、欣赏莲荷 ，更应该学习和
践行历代文人雅士赋予它的各种美

好品质：自立自强、不沾不染、和和美
美、圆圆满满等。 做到修身以“廉”、为
事致“和”。

莲荷，虽生于污泥，但傲然挺立，
清从中生，脱俗超群，与君子的形象
颇为相似。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反观当今，有的人遇到一点挫折就自
暴自弃、怨天尤人、选择躺平、自甘堕

落。 人生是一场马拉松，我们都在各
自的赛道上按照不同的节奏奔跑，一
时一段的快慢并不能决定最后的输

赢，只要坚持，每个人都能欣赏到沿
途的风景，都能到达胜利的终点。 “胜
人者有力，自胜者强”。 如何做到自立
自强？ 一时一事并不难，难的是一以
贯之。 首先，要有一个正确的人生态
度。 在单位，拿着工资就应该履职尽
责；在社会，享受公共福利就应该遵
守社会公德；在家里，作为家庭成员
就应该承担家庭义务。 其次，还要有
精进的毅力。 子曰：“力不足者，中道
而废。 ”人生是一场修行，没有顽强的
毅力是不行的。 只要坚持住，就会有
收获。

莲花为什么“出淤泥而不染”？这
是因为莲花的表面有许多小的突起，
里面充满了空气，形成了天然的保护
膜，能够隔绝水体，避免灰尘等污垢
的沾染。 君子也有一层天然的“保护
膜 ”，在儒家就是 “仁 ”，在佛家就是
“心”，在道家就是“道”。 人都是赤条
条地来，两手空空地走。 在这个过程
当中，如何做到不被污染呢？ 最重要
的一条就是要心中有戒。 知荣辱，守

戒律，摄心为上。 我们要学会控制自
己的欲望，放下贪嗔痴，追求真善美。
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
其道得之 ，不处也 ；贫与贱 ，是人之
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圣
人告诫后人 ，君子爱财 ，得之有道 。
《中庸》讲：“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
君子慎其独也。 ”古人的告诫如黄钟
大吕，振聋发聩。 莫伸手，伸手必被
捉！

莲之美与人之美是一样的。 “莲”
和“连”、“荷”与“和”谐音，莲荷一直
被古人视为祥瑞之物， 赋予多福、和
谐的美好寓意。 莲花自身这种内在美
与外在美的有机统一，与我们今天倡
导的和谐社会高度一致，与“各美其
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的时代价值一脉相承。 想要和美应该
从自身做起，燃一盏灯，温暖自己，照
亮别人。 有容乃大，心量大了，气量自
然就大，做人就会大气，做事就会硬
气，整个人就会充满正气，各种福报
就会接踵而至。

“西上莲花山， 迢迢见明星。 素
手把芙蓉，虚步蹑太清。 ”（唐·李白
《古风》）莲花被奉为圣物，代表着圣

洁、 智慧和圆满。 圆满是人之所盼，
如何才能实现呢？ 首先，要看得开。
“人生如逆旅 ,我亦是行人 ”，对于这
个世界来说，人人都是过客，对世间
所有的东西，我们只有使用权，没有
真正意义上的所有权。 君子坦荡荡，
小人长戚戚。 圣人告诫我们，不要汲
汲于名利， 更不应戚戚于平淡 。 其
次，要拿得起。 所谓拿得起，就是要
眼里有活 、心中有策 ，有责任 、有担
当，能做事、做成事。 最后，还要放得
下。 《道德经》第九章曰：“持而盈之，
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 金
玉满堂 ，莫之能守 ；富贵而骄 ，自遗
其咎。 功成身退，天之道也。 ”事情做
完了，责任和义务尽到了，心中就要
放下了 ，既不能自矜 ，也不要自限 ，
而是应该全身心地投入下一件事情

当中去。
我们喜爱莲荷，不仅仅因为它象

征着高洁、典雅、祥瑞，更是由于它还
代表了明德修身、和合共生的中国智
慧。 消解社会矛盾和文化冲突，共建
和谐社会、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
国的“天人合一”思想、“和合文化”值
得全世界借鉴。 ①8

秋叶斑斓。 孙红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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