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红尘诗话叩初秋
◇王秀兰

一簇簇繁盛， 从夏的那一片绿色中滑
落，走进了秋的诗行；一曲曲红尘诗语，于时
光深处， 倾泻出千丝万缕风吹叶旋的秋音，
轻柔舒缓，似在耳畔深情呢喃。 让我们走进
秋天，于诗词中慢赏秋的曼妙。

唐代诗人司空曙用《立秋日》恭迎秋天，
勾画出一幅绚美的初秋画卷：“律变新秋至，
萧条自此初。花酣莲报谢，叶在柳呈疏。澹日
非云映，清风似雨馀。 卷帘凉暗度，迎扇暑先
除。 草静多翻燕，波澄乍露鱼。 今朝散骑省，
作赋兴何如。 ”在中国二十四节气中，秋天第
一个节气就是立秋， 秋天第一个月为初秋。
立秋之后，风凉夜长，残暑渐退，莲花虽盛，
即将谢红，柳疏叶黄，颇具秋凉。 抬头看，朗
朗秋日更是少云去雨，只留清风徐徐，秋音
四起。卷帘望秋瘦，撤扇暑先除。草儿静谧，
燕子翻飞，河水澄净，鱼儿时时显露。 秋天
像在与夏天深情告别， 又似等待久违的恋
人激情萦怀，别有一番韵味在心间。 诗人闲
情逸致 ，官务轻松 ，于是赋诗助兴 ，喜迎秋
季。

世间万物无定数，有人欢喜有人愁。 与
李商隐合称“小李杜”的晚唐诗人杜牧，看到
一片飘零的落叶，突感早秋已至，思乡之情
澎湃于胸，遂赋诗一首《早秋客舍》：“风吹一
片叶，万物已惊秋。 独夜他乡泪，年年为客
愁。 别离何处尽？ 摇落几时休？ 不及蹯溪叟，

身闲长自由。 ”微风轻柔吹过，一片黄叶悠悠
而落，万物突然惊觉秋天悄然来临。 可此时
诗人仍客居他乡，在寂寥之夜独自一人暗自
垂泪，这剪不断理还乱的乡愁啊，还得让自
己忍受多长时间？ 叶落归根啊，什么时候才
能结束这长久的离别？ 就像这片片秋叶，要
什么时候才能停止掉落？ 真羡慕那■溪上的
渔翁，自由自在一身轻闲。

多愁善感的诗人， 从一片落叶写起，竟
也写出了伤感诗意！ 此诗通过一叶知秋，进
而抒发自己一腔思乡之情。 情景交融，意境
幽美、含蓄精练、韵味隽永，给读者呈现出一
幅情感丰满、栩栩如生的迎秋图。

一场秋雨一场凉。 当微风漫过了小草上
晶莹的水珠，在林间流动；当丝丝凉意轻抚
额头，黄叶映眼中，我们恍然梦醒，秋天在以
另一种姿态风骚独领。 宋代诗人朱淑真在
《初秋雨晴》中写道：“雨后风凉暑气收，庭梧
叶叶报初秋。 浮云尽逐黄昏去，楼角新蟾挂
玉钩。 ”这是一幅雨后初晴的清新画卷。才女
诗人不仅对生活观察细致入微，而且托物言
情手法运用得炉火纯青。 全诗不见一个“情”
字，却把对秋的深情蕴含其中，全诗没有一
个“思”字，通过浮云明月寄愁思。 诗中前两
句，紧扣“收”和“报”两个动词，运用拟人手
法，把秋天刚到时那种天气的变化形象地刻
画出来。 秋天既不像春天那样悄无声息，又
不像夏天那样骄阳似火，更不像冬天来势汹
汹 ，它就那样收着暑气 ，报着秋声 ，款款而
来。 后两句则把浮云和明月拟人化，又把新
月比喻成玉钩，突显浮云追逐的动态美和明
月皎洁的静态美。 流云、秋风、明月在秋天里
相聚，此情此景怎能不让人浮想联翩？

三诗既唱，百诗峥嵘。 秋天就在诗人们
妙手丹笔下款步而来，转而秋意渐浓，去奔
赴下一场山海情月的仲秋盛会。 ③22

︽
老
人
与
海
︾
是
盏
明
灯

◇

飞
鸟

������我最喜欢的一本书是美国
作家海明威的《老人与海》。

我初中辍学去工地打工，
是个冬天，特别冷。 上下工两
头见星星，夜里三四十人住简
易工棚。 为了取暖，几个千瓦
灯彻夜不熄。 有工友抽烟，拿
片纸放千瓦灯上，滋滋燃起红
色火苗，省打火机了。 工友们
喝酒 、抽烟 、赌牌 、扯闲篇 ，用
这些来消解日间积累在肉体

上的劳累。 我从地摊儿上买了
本卷边儿的书———《老人与
海》，深深被吸引。

桑地亚哥是个年事已高的

渔夫， 一连八十四天没钓到一
条鱼，但他依然充满希望，第八
十五天终于钓到一条 5 米多
长、1300 多斤的马林鱼， 大鱼
拖着渔船往大海走， 桑地亚哥
死拉着不放。他没有淡水，没有
食物，没有武器，没有助手，左
手抽筋， 经过近三天的斗智斗
勇，终于杀死马林鱼，把它拴在
船边。 回程时许多鲨鱼来抢马
林鱼。 他与鲨鱼进行搏斗，说：
“人不是为失败而生的，一个人
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 ”
他用鱼叉扎鲨鱼， 把刀子绑在
桨把上打鲨鱼， 杀死了几条鲨
鱼， 但一批又一批的鲨鱼还是
把马林鱼吃光了。最终，桑地亚
哥拖回了一副比渔船还大的马

林鱼骨架， 筋疲力尽地躺在床
上，梦见了狮子……

我在工地每天推着灰浆

车， 无数次在砌墙师傅和搅拌
机之间艰难往返， 累得胳膊和
腿都肿了，偷偷抹过泪，恨过命
运，心头阴霾密布，疯狂的念头
荒草般疯长……自从读了 《老
人与海》， 我内心生出一股力
量，不再怨天尤人、灰心丧气，
有了对未来的憧憬和对前程的

希望，我释然了，也有了笑容。
当时我不知道这种改变意味着

什么， 对我的人生有什么重大
影响，我只是坚信，阅读书籍是
美好的事情。 从那时候开始，
《老人与海》就成了我的良师益
友， 隔段时间或者生活中遇到
什么挫折，就会重读一遍。

《老人与海》如一盏明灯，
照亮我的人生之路 。 当我软
弱无助的时候 ，它给我力量 ，
让我勇敢坚强；当我迷茫苦闷
的时候 ，它给我方向 ，让我充
满希望 ； 当我消极悲观的时
候 ，它给我乐观 ，让我积极向
上……③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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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的彼岸
———老子《道德经》解读

◇张君民

第二十三章

【原文】
希言自然。 故飘风不终朝，骤雨不

终日。孰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
而况于人乎？ 故从事于道者，同于道；
德者，同于德；失者，同于失。 同于道
者，道亦乐得之；同于德者，德亦乐得
之；同于失者，失于乐得之。 信不足焉，
有不信焉。

【译文】
不言才是符合自然规律的。 所以

狂风刮不了一个早晨， 暴雨下不了一
整天。 谁使它这样的呢？ 天地。 天地的
狂暴尚不能持久，何况我们人类呢？ 所
以顺从于道的人，行为就与道相同；顺
从于德的人，行为就与德相同；表现于
失道失德的人， 行为就与失道失德相
同。 因此，得到道的，道也乐于得到他；
得到德的，德也乐于得到他；失道失德
的，就会得到失道失德的结果。 为政者

的诚信不足，人们自然不会信任他。

【解读】
狂风暴雨是天地的力量在极端条

件下暴发出的一种特殊现象， 可以解
释为是天地之失。 而极端的事物是不
能长久的， 即使是天地的力量也不能
例外，何况渺小的人类呢？ 本章中，老
子用自然界的狂风暴雨不能持久的事

实为喻，告诫统治者应体悟大道，治国
理政要遵循道的原则， 少用强制性的
法令横加干涉，更不要施行暴政。 而要
顺道行事，合德处事，处无为之事，行
不言之教，履好职，尽好责，这才符合
自然规律，使自己的地位更加稳固，使
百姓生活更加安然畅适。

当前， 我们一直在倡导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正能量，这是顺
应道、合乎德的体现，其目的是为了让
民心更加凝聚，让制度更加完善，让国
民关系更加亲和，进而实现中国梦。 其
实，我们所极力倡导的，恰恰是我们有

所缺失的。 一些领导干部，他们的有些
做法和行为并未顺应道、合乎德，任之
发展，必然会失去民心。 所以，作为领
导干部，要严格约束自己、规范自我。

一要率先垂范，少说多干，行不言
之教。 “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
正”，领导干部是人民群众心中的标杆
和楷模， 如果处处身先士卒、 以身作
则、求真务实、一心为民，自觉弘扬正
气，抑制歪风邪气，不用多说，不用多
宣传，人民群众自然就会拥护他、爱戴
他。 因为他顺应了道，道会成就他，合
乎了德，德会成全他。

二要顺应天道，得道多助。 顺应天
道就是要遵循万物的规则，依规行事。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所作所为偏失于
规则，就背离了道和德，就要有损失，
就会受到惩罚。 反之，如果事事处处以
顺道合德为根本，所作所为合乎民心、
遵循规矩法则， 必然会得到人民的爱
戴，即得道多助。

三要诚实守信， 取信于民。 孔子

曰：民无信不立。 当前有些老百姓对官
员不信任，就是因为面子工程、政绩工
程多， 民心工程少， 不仅失去群众信
任， 也极大地损害了政府的形象。 因
此，领导干部必须从自身做起，以身作
则， 用行为约束自己， 用行动展现自
己，用结果证明自己，用百姓口碑衡量
自己， 这才是为官之道， 才能取信于
民。 ③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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