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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之美，是心灵渴求所带来的感受，对
写作者而言，服务于心灵的一定是对文化、文
学艺术情感的缱绻，看见，不同于发现，它应
当用平视、温厚的目光来交流，而交流的对
象，既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一片云、一只飞
翔的鸟儿。就像大地的博大和宽容永远不会
舍弃一棵草木一样。

海德格尔说过，一个时代的语汇可以作为
看待世界的视角，而且这个视角是不断扩展
的，因为语言永远无法完完全全地表达原意。
这就给了文学创作构思的选择以无穷的可能
性，亦可以理性的看见与你平行又与生活相关
的事物。

《因为孤独的缘故》是作者刘慧婷海岛系
列散文的其中一篇。我尤其喜欢“孤独”这个
词，因为孤独在这篇文章里，只是一种外在的
表象，表象下面其实是无处不在的信息源
泉。这孤独的背后，站立着军人、军人亲属，
他们是一个默默坚守在偏僻岛屿上甘于奉献
的群体。故事在一个人久远的记忆里发酵、
流动，如雪山融化后的涓涓细流，清凉甘冽地
流淌出来。作者眼中那个枯燥乏味的生活环

境，每当有丁点儿新意注入，都会给平时单一
的生活掀起巨澜。对新邻居到来的浓浓期
待，有了伙伴后的兴奋，见面后的慌乱，动作、
心理，都在极短的篇幅中充分表达出来。当
读者意犹未尽，文字戛然而止。作者在结尾
处更具点睛之笔，直通心灵。因为孤独的缘
故，明亮又令人深思。

如果我们总是在怀疑自己的书写能力，
自然写不出什么好作品。当你把看见的事
物，回旋于心，在内心里温热流动，再慢慢呈
现出来，不管从哪个角度切入，有真实情感
的温度在，就会令人悦读。刘景新的《黄河
边，那飘扬的红绸巾》，让我非常喜欢，从语
言、体裁上看，这应该属于散文体的小小
说，通篇读下来，发现这篇字数不多的文
章，层次、背景、整体架构，都精致、清晰。
一个“情”字贯穿始终，有起伏、有高潮、有
真情，有值得大家深思、关注的社会问题，情
感表达恰到好处，妙笔生花，点赞。不足处，
语言仍需精炼。

相形之下，很多写作者仍处在努力创造
自己沉迷的新思维虚构语言情节，从个人浅

薄的理解上，散文的写作尤其是初写者不能
一口吃个大胖子，需要去静心观察生活的细
节，用心抒写出来。

《黑银的光》，是从书写人物所散发出的
人性光亮来叙述的，看得出，作者孙鲁梅在追
求作品的思想性，她的散文这几年越来越注
重了对真善美，以及对亲情的抒写。她文字
里所描述的人物形象，是一点点揭开面纱露
出真实面容的。作者不做过度渲染，就是用
一双对话的眼睛，把所看见的真实，或诗意的
美好或人物性格的色彩，放在自然的顺序中，
从作者思想的深处款款走来。

有些优美的文字是不需要过多的创意嫁
接的，因为丰富的情感就是充满活力的源
泉。《姥姥的雕花木窗》是无棣作者徐海霞的
作品，已经出版过三本散文集的她，在散文写
作方面形成了自己特有的语言风格。文章由
树到窗、由窗到人，牵动着情感线条起伏跌
宕，让读者在精美的文字里领略亲情的美好。

对于文学艺术的爱，是值得每一个写作
者坚守的。

个月犹在须臾间，太多的写作者留给了

我太多的感动。
季翠萍的勤于创作，秀荣、立新的温情文

字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在以后的创作
中，要特别注重思想性的挖掘，一篇文字留给
读者的，应该是快乐的阅读、美好情感的熏陶
和有意义的思考。

“看见·生活之美”，是我担任“大平原”
特约编辑一个月最想说的一句话。

优秀篇目

22—25（徐玉峰推荐）

《因为孤独的缘故》，作者：刘慧婷
《冬天的报告》，作者：时培建
《黑银的光》，作者：孙鲁梅
《家乡有条幸福河》，作者：季翠萍
《靠近你温暖我》，作者：罗立新
《悄然远去的吆喝声》，作者：蔡慧
《我的继母》，作者：张秀勤
《姥姥的雕花木窗》，作者：徐海霞
《二姐》，作者：范廷伟
《作品十一月十九号》，作者：藏刀
《温暖在陌生的手掌流转》，作者：成娜
《黄河边，那飘扬的红绸巾》，作者：刘景新
《徒骇河上的鸟》，作者：赵雪松
《风自故乡来》，作者：王冬良
《盼雪》，作者：漠飞

◎徐玉峰

看见看见··生活之美生活之美

一位北方女子。端庄，贤淑，从容。
依黄河而居，面渤海梳妆。轻轻洗濯平

原温柔的肌肤，杨和柳的长发飘逸。
一举手，一投足，款款而行，眉间透出水

的性情。
最早点亮东方的曙光，推门而出。从刀

耕火种，针线缝补，到锄镰锨镢，耕耪播打。
端一只粗犷的陶碗，养育人丁兴旺。数千年
不老，汗水泪水湿透辽阔的胸口。

而今已乘上互联网的翅膀，葱白一样的
手指，嫩嫩点击。

唤来播种机、收割机，让粮食颗粒归仓。
在淘宝网上给孩子买下远行的衣裳和鞋子。
村外的开发区，小轿车大货车成群结队，就像
牛和羊一样鱼贯进出。车间里的生产线，吞
吐自如。电的波，光的波，闪烁闪烁，给远方
的游子，送去变迁的信息。

滨州，北方的女子，波澜壮阔的女子，风
情万种的女子。

以千古不变的执着和热情，描绘春天绿
色的歌声。

秦皇河
秦皇河，秦皇东巡饮马的河。

猎猎朔风，掠起历史的衣袂长袖，飘飘
然，直指远天。

一个思想者，在思考什么呢？江山，百
姓，抑或长生不老……

时间的刀，切割着你的肌肤，血慢慢流
出，却无疼痛感。黑头发，变成白头发。

过了那个小小渡口，就是一座座现代酒
店，人来人往，小酌小住。

许许多多的夜归者，卸下沉重行囊，屋外
霜天的寒，泻下一地冻僵的月光。

秦皇河，如今阳光普照，万木茁壮，一条
长长的花头巾，搭在你的肩。缤纷的郁金香，
围在十九岁少女柔软的颈项。

鸟语，牵着你的耳朵，去窗前听春暖。

西纸坊
黄河的衣襟上，盘下一串粗布纽扣？
十枚八枚，规则或不规则，散散落落，轻

轻系住鲁北平原的风。
像一位农家少女，坐在门前古老质朴的

木凳上，垂头想着心事。
纤纤手指，轻抚记忆深处的忧郁，眼神飘

落苍茫。
某日清晨，你成为一个新媳妇，披红挂

绿，从小院中走出。
街巷边的梧桐树，支起三千只、五千只耳

朵，谛听喜鹊喳喳和欢庆的锣鼓。
电视台给你现场直播。
满天的喜悦。你的腮边，却挂一串泪珠：

似干未干，一半是黄泥，一半是幸福。

红叶川
红叶川，红叶之川，在新立河畔。
一夜之间，被秋点燃。
举起一千片一万片红红的叶子，相思的

心绪，如潺潺流水，流成一道风景。琴音挥
舞，翻开万卷诗书，倾洒遍地霞光。那一年，
在这里，我遇见你。而今，任目光追寻你的背
影，却看不见你……

火狐一样的脚步，走过高坡，走过亭台，
走过斜阳覆盖的桥头。

倚着栏杆倚着树，听天空撒下满树的
歌。

抬眼望，对岸高楼筑起的峡谷，季节的风
卷起阵阵涟漪，义无反顾远去，足音消失于无
形。沿着你的小路，却看不见你……

一千片一万片含泪的眸子，挂满枝头。
呼唤，呼唤你灿烂的笑容。

十里荷塘
打开一扇门，便打开十里荷塘。
十万面荷的铜锣，十万只花的铜号，在黄

河岸边集结。
听从清风的指挥，敲响烟雨十里，欢声笑

语十里。
挺起圆润的肩头，顶着露珠，摇曳流连忘

返的惊喜和美丽。
木桥，木船，木栈道，万亩花海，次第展

开，浸透夏日蝉鸣的气息。
旋转的水车，搅动黄河涛声，搅动蛙声一

片，搅动一段尘封的历史。
晨曦登上瞭望塔，驻足，徜徉。鲁北平原

的蓝天和白云，如腾起的欲望，从绿色中走
来，又向绿色蜿蜒而去。清丽，娴静。抚慰曾
经的伤痛，迫使雾霾远遁……

◎常增文

滨州滨州，，滨州滨州（散文诗·外四章）

国庆假期，偶有闲暇，观看了一会儿热播
的《首届中国相声小品大赛》。正好看了上海
滑稽剧团选送的滑稽小品《共享单车的一
天》，以一辆“共享单车”的视角来讲述它们的
种种遭遇。“真没想到，一辆小小的共享单车，
竟成了照出社会百态的‘镜子’。”这句台词直
指人心，令人反思。“本是为‘节约资源’而制
造的‘共享单车’，为什么最终反成了浪费资
源？”为整部小品点题，也成为留在观众心上
的一道思考题。剧中退休工人志愿维修共享
单车的举动，让人在冷颤中感到了温暖。老
工人说：“40年前，我凭票买了第一辆自行车，
是整个弄堂最早有自行车的。推回家的场
景，至今历历在目，是倍儿有面子的事。”

老工人的话引起了我的回忆。想起我与
自行车的点点滴滴，越想越远，一下子把改革
开放四十余年的变化都串起来了。忽然觉得
改革开放的四十年，何尝不是骑行的四十年？

四十余年前，母亲坐着自行车嫁到父亲
家，当年的自行车无异于现在的奔驰、宝马。
外祖父家离我们村很近，不必赶马车，母亲就
坐着“金鹿”过了门。当然，自行车不是我们
家的，印象中我们家的第一辆自行车是1986
年左右买的——一辆二手“飞鸽”。我的童年
也就是在飞鸽横梁上度过的，那是儿时放眼
世界的桥梁。随着父母进县城、走亲戚，觉得
自行车无比神奇，比今天开车还要幸福得
多。30年前的时候，我开始学习骑自行车，从

推车跑到右脚踩着脚蹬子溜，再到左脚踩着
脚蹬子溜，最后才能在横梁下面的三角框里
双脚离地骑起来。现在想想都感到憋屈，但
当时的幸福无与伦比，一群小伙伴在土路上
疯骑，尘土飞扬里遮不住欢快的笑声。

升入初中时，从横梁下提到了横梁上，但
还是坐不到车座，也开始了独立骑行。村里
几位同龄人一起骑行在家与学校之间，掉链
子、扎车胎时有发生，于是我们备有一套工
具，扳手、钳子、螺丝刀时刻携带，随时坏了随
时修。记得姐姐和我同校的一年，我们两个
人骑一辆车，从家出来她带着我，到路途一半
时换我带着她，坎坷的泥巴路，密集的庄稼
地，被纷纷抛在后面，没有争吵没有抱怨，一
言一语中，就骑进了学校，骑过了少年。

时常想起那时的情景，夏天的蝉鸣，林立
的玉米秸秆，在记忆里感到很是亲切，一辆破
旧的自行车，载着姐弟成长成人。现在的孩
子如何能够体会，他们在各式各样的小车里
迷茫，只知一味索取，没有拥有幸福的感觉！

20年前进入高中，自行车就不是很稀有
了，舅舅家淘汰了一辆旧自行车。父亲好一
番修理，更换了新辐条、新轮胎，用废旧机油
擦得锃亮。于是，我就拥有了属于自己的自
行车，拉近了家与高中校园的距离。从学校
到家应该有10公里左右，每4周休息一天半，
每两周的周六早放学两节课。两个多小时的
空，我会飞快地骑回家，吃一顿饭，再赶到晚

自习前回到学校。也不仅仅是为了吃一顿可
口的饭，就是想回家看看，那自行车真是我的宝
贝，一刻不停地穿越县城，经过起伏坑洼“颠脏”
的田间小路，飞快骑行，就像骑着赤兔马，驰骋
奔放。最怕自行车在半路坏了，但这也避免不
了，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只能推着疯跑，跑着跑
着就跑出了岁月，懵懂年少抛在了后头。

大学的前两年没有自行车，校园不大，南
门喊一声，北门就能听见，根本用不着。可是
到了大三时学校搬到了新校，新校面积很大，
离市区也远，没有自行车甚是不便。同学们
纷纷买了二手自行车，因为仅剩一年，买辆新
的没有必要。我连二手的也没用买，而是捡
了一辆没人要的“古董”自行车。15年前，那
种带着横梁的自行车很少了，学校的车棚尘
土里埋没着一辆。推到修车铺一番修理，成
为了我的代步工具，并且是校园里的惟一，每
每经过都引人注目，指指点点、比比划划随风
而去，能省几毛钱就行了。我的“古董”自行
车也有好处，别人的小车不能带人，我的带上
人一样快速奔驰，到哪里一放，不用担心被偷
盗。我就这样骑了半年多，去实习、去闲逛，
不知不觉就毕了业。

毕业后来到邹平，我只带着一床被子、一
个凉席，身无他物。级部主任树民兄照顾有
加，把他的一辆小自行车送给了我。在私家
车初兴、摩托车大盛的时期，我终于有了一辆
比较先进的小自行车。也就是这一辆小自行

车，让我熟悉了邹平山水，从孤身一人变成了
四口之家。记得那时候邹平县城的山南正在
大兴土木，我用这辆小自行车驮着妻子去玩，
半路车胎没了气，从山南走回了山北。那时
还处于被考察期，没有订婚也没有结婚，我想
这回可能没戏了，谁能看上我这穷小子，就一
辆别人送的破自行车，还让人家走了一路。
谁知道她眼光独特，愣是没有放手，把我彻底
俘虏了。

10年前，女儿从小三轮车，到两轮儿童
车，一辆辆地买，大大小小不下五六辆。买了
很多，但骑得很少，陆陆续续成了废品处理
了。现在儿子两周岁半了，满屋子的车琳琅
满目，看见没有的就要买，咿呀不清地说：“爸
爸，这辆车我还没有，我不要5辆，就要这一
辆。”5 在他脑子是最大的数，要很多就是 5
个。“爸爸，我还没有蓝色的翻斗车，还没有自
行车……”“好，买。”小时候，不要说有玩具
车，能够坐着自行车跟父母赶个集，到时给买
两个包子，就能够幸福小半年。现在孩子们
各种车俱全，幸福的时间却只有一霎，玩一会
儿就丢到一边，寻找别的幸福点了。

四十余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放在历
史长河不过一瞬而已，回忆与自行车的故事，
却又绵长深远，变化之大到惊讶。人说“不比
不知道，一比吓一跳。”当回过头看看过往，才
感到当下的幸福和进步，什么这个不平那个
不忿，不过是满园花色的一点瑕疵，为什么那
么多花不去赏心悦目，却盯着一点污迹流连
忘返呢？“乌云在黑暗里哭泣，它忘记了是它
自己遮蔽了太阳。”忆苦思甜、安贫乐业，何乐
而不为之！

骑行四十余年、穿衣四十余年、饮食四十余
年、住房四十余年……无一不是幸福满满。

◎布汝奎

骑行四十年骑行四十年

这两个故事跟一个叫程琳的女孩有关。
程琳是我班上的一个女孩，人长得黑黑

的，又高又胖，学习成绩也不好。她寡言少
语，很少主动跟别人交流；作业也按时交，只
是每次的作文字数跟她在班里说的话一样
少。我很少关注她，既没有批评也没有表扬。

直到有一次，我们在路上偶遇，这个平凡
的女孩散发出来的温暖，让我感受到她内心
的柔软。那一次,我刚下公交车，匆匆忙忙往
学校赶。偶然抬头，正看见程琳推着自行车
走着。我喊了一声“程琳”，她对我轻轻“嗯”
一声，然后只是浅浅一笑。我问:“扎带了？”

“嗯”。我看一下手机，就要到预备时间，她没

有时间去补胎了。我环顾四周，正好附近有
一个自行车修理铺，我把车推过去，跟师傅说
好，放学后来取。我们并排往学校走去，一路
上都是我问她答。和班里其他女孩相比，她
显得紧张，显得木讷。放学后我们一起去推
自行车，我给师傅付了修理费，程琳坚持给我
钱，我挥挥手上了公交车。

第二天，我在公交车靠站的地方再次遇
到程琳，她手里拿着雪糕。这次，她主动喊了
声“老师”，同时递给我一支雪糕。我吮吸着
又甜又凉的雪糕，内心里涌起一种别样的感
觉。说实在的，不是自豪，不是激动，准确地
表达应该是心灵的一种触动。这个无意的靠

近，让我感受到一种久违的心理舒适。
接下来的日子，程琳不骑自行车了，她总

是在公交车靠站的地方等着我，然后我们有
说有笑地走到班里。从此我的视线也关注到
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孩子。程琳让我懂得了：
也许每一个角落里都有故事，也许每一个孩
子都是一个传奇。

我与程琳接触多了，学生们都看在眼里，
我明显感觉到，同学们对她没有歧视的眼神
了。班里好像更加团结和谐，我内心涤荡着
融融的爱和暖意。

有一天上午，我既有早读又有两节课，碰
巧一位老师请假又让我代课。整整一上午，

我马不停蹄地运转，累得够呛，大课间我坐在
教室里，没有回办公室。我坐在程琳旁边的
空座上，轻轻地说：“丫头，给我揉揉肩膀行
吗？”程琳起身，一下一下给我按着……我出
神地看着一群大男孩在出“剪子、包袱、锤”。
我转头对程琳说：“丫头，歇歇吧，你也跟他们
去玩吧。”我话音刚落，一个大男孩大喊一声

“我赢了！”就冲到我跟前使劲给我按摩。我
猝不及防，结果他们哈哈大笑。一群阳光大
男孩继续比赛“包袱、剪子、锤”，谁胜出了谁
给我按摩。那一刻，我最初的体验是震撼，然
后是无限的满足，在那个老师与学生是“猫与
老鼠”关系的时代里，我却独独享受了一番特
殊的师生情谊。现在回忆起来，我心里依然
甜蜜。

说实在的，这件事让我感到自豪。
有一句古诗是“人生若只如初见”。有时

候，不经意的初见，不经意的靠近，却能创造
美好的境界，前提是心中有爱。

◎罗立新

靠近你靠近你,,温暖我温暖我

第二届“中国伏生诗会”
诗歌创作大奖赛

征稿启事
第二届“中国伏生诗会”将于4月

下旬在邹平市韩店镇举办。诗会由滨
州日报社、邹平市委宣传部、山东省作
家协会诗歌创作委员会联合主办，邹
平市韩店镇人民政府承办。

“汉无伏生，则《尚书》不传；传而
无伏生，亦不能晓其义。”伏生，邹平人
也，这位古代大儒，是“民族文化传承
的英雄”。为挖掘和弘扬伏生文化，追
慕伏生精神，促进滨州作者对地方文
化建设的自觉参与力度，把第二届“中
国伏生诗会”办出水平、办出特色，特
举办本次诗歌创作大奖赛。

一、征稿对象
滨州市诗歌作者。
二、参赛稿件要求
1、体裁：新诗，每人 1 首，限定在

50行以内。
2、主题：作品以“伏生”为创作主

题。通过作品弘扬传统文化，追慕伏
生精神，宣传伏生品牌。

三、奖项设置
聘请市内外专业人士组成评委

会。评出一等奖2名，二等奖3名，三
等奖15名。一等奖奖金1000元，二等
奖奖金800元，三等奖奖金500元。

选取部分优秀作品在诗会现场朗
诵。全部获奖作品结集出书。获奖作
者邀请参加第二届“中国伏生诗会”。

四、投稿方式
投稿邮箱：fssh2019@126.com
稿件以附件形式发送，作品后请

注明作者真实姓名、联系电话。
五、征稿时间
即日起至2019年2月28日止。
第二届“中国伏生诗会”组委会

2019年1月9日

◎藏刀

旧时王谢堂前旧时王谢堂前燕燕
早晨
薄雾中
在湖边慢跑
能感到空气像泉水一样甘甜
白鹭在前面引路
杨树的叶子哗哗作响
水面跳出的鱼
还有低飞的鸟儿
这一切
得到的如此容易
湖中心
还有岛
上面亭台花谢
每次
从那个紧闭的巨大门前经过
就会想到这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