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与朋友王存刚是同事，我在
机关后勤单位工作，他早在车间
担任组长，后来因为年龄原因退
居二线，起先我们工作交集并不
多，记不得从什么时候起，一来二
去，竟然成了私交不错的朋友。

王哥是一个豪爽大气，仗义
疏财之人，就像影视剧作品中那
些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绿林好
汉一样，膀大腰圆，膘肥体壮，浑
身好似有使不完的洪荒之力，即
使不用说，但凡第一次与他见面，
大家也不难猜得出王哥是个牙好
胃好吃么么香的人物。他头发黑
密，浓眉大眼，声音洪亮，说起话
来有一种磁性，给人一种非常容
易接近的感觉。

作为交往多年的老朋友加老
大哥，我对王哥一直心怀好感，尊
敬有加，从不和他开玩笑，这并非
否认他不是一个性格开朗、敦厚
实在的好人。就像王哥因为眼睛
特别大的缘故，朝夕相处的同事
送他一个“王大眼”的外号，更有
甚者，面对面地喊他“一哥”“老
幺”，没人见王哥与同事们恼怒
过、急眼过。王哥“识闹”得很，或
轻或重的几个玩笑，他像是一个
笑口常开的大肚子“弥勒佛”，根
本不放在心上，就和著名小品演
员范伟在某个小品中所说的那
样，面对着这些朋友、同事的打
趣，他肯定是“微微一笑”，淡然而
过。

王哥不仅在单位上、哪怕是
在这个仅有几万人的小镇上，也
是一个声名赫赫的人物，这缘于
他在班下时间特别喜欢撒网打

鱼。他的足迹可以说遍布于黄河
岸边、小清河畔，就连人迹罕至的
沟沟叉叉与水渠野塘，同样能留
下他探索的脚印。

因此，我在心底私下里给王
哥起过一个不是外号的外号吧，
就叫做“渔民”。工作时间，他是
工人；业余时间，他是“渔民”，每
天二十四小时，除了睡觉时间，他
的身份，就在“工人”与“渔民”之
间自由转换。说王哥是一个“淡
水鱼研究专家”毫不为过，但凡谈
论起与鱼有关的知识，他总能侃
侃而谈，滔滔不绝，如数家珍，娓
娓道来，令在场之人无不屏息倾
听，惟恐漏掉一个宝贵的字眼。
事毕，便是掌声连连，赞声啧啧。

“兄弟，啥时候来咱镇上呀？
昨天我刚逮的鲫鱼，纯野生的，给
你炸炸吃。”隔不上十天半月，王
哥另一个电话跟过来：“昨天刚逮
的大鲶鱼，刺少，做汤特别好。来
不来？”王哥是个好人，他一辈子
淡泊名利，无欲无求，家庭虽然几
经重大变故，可他将这些杂事、烦
事视若草芥，丢在脑后，我最欣赏
的是他能彻悟红尘俗世，享受人
生洒脱。

王哥喜酒，每逢去他家时，我
都带几瓶好酒送他。而他和王嫂
精心准备的几乎都是“全鱼宴”：
小白条鱼上盘，大草鱼炸块，鱼籽
炒鸡蛋，还有鱼肉丸子，在酒店难
得一见的鳝鱼，王哥定然留着给
我做成炸鳝鱼段，再将花鲢做成
剁椒鱼头，当然，撅嘴鲢子、红线
炖子、泥鳅、白鲢、河虾、毛蟹等等
自不可少，蚂蚱、金蝉都是王哥两

口子自己捉的。尤其是腮两边各
长着一根硬刺的名唤“嘎丫”的
鱼，他做出的鱼汤先撒上一层葱
花，再洒上一层香菜，绝对比鲶鱼
汤爽滑细腻，理气养胃，滋味绵
长，香气扑鼻。饮酒饮到乐处时，
王哥便会脱掉上衣，挽起裤腿，点
上一棵香烟，吞云吐雾起来，惬意
悠闲，幸福满满，一副标准的“膀
爷”模样。

王哥经常挂在嘴边上的一句
话就是“无官一身轻，万岁老百
姓”。他文化水平不是很高，却爱
岗敬业，钻研技术，发扬工匠精
神，在生产过程中，喜欢搞点小发
明、小革新；业余时间潜心研究捕
鱼技艺，公私分明。每逢业余时
间，抑或节假日休息时候，朝霞、
夕阳的光与影中，他优美的撒网
姿势，定格成一幅温馨而浪漫的
图画，只要想到这幅图画，我的心
简直就要醉了。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王哥喜欢的是渔网捕鱼，而不是
鱼竿钓鱼。他有各式各样的渔
网，例如拽网、抄网、粘网、拉网、
霸网等等，渔网根据网眼的大小
不同，分为小网的一丁正眼、二丁
正眼或者大网的二晃（网眼能盛
两个手指头，以此类推）、三晃、四
晃等。每当路过河渠水塘，看水
面的波纹，他就知道是否有鱼，根
据波纹的大小，他还能分辨出水
下游动的究竟是何种鱼类。王哥
似是有一种常人并不可具备的

“特异功能”，看来，俗话说“隔行
如隔山，各有各的道”这话还真是
有一定的道理。

刚刚退休在家的王哥，已经
有了充足的时间和精力去从事自
己的这个爱好。我们分别居住于
相聚六十里远的县城与小镇，日
常接触并不多，即使接触，并不是
人们想象中的对酒当歌，把酒赋
诗。我羡慕的是王哥始终都是

“平常一颗心，淡然一些事”的好
心态，他知足常乐，心宽体胖，心
性恬淡，活出真我。

古人曾说：天下熙熙，皆为利
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盛名多
累，隐逸多适，在这个世风日下，
金钱至上的功利化时代背景下，
我们说王哥是参禅、悟道，或许有
些言过其实、虚夸拔高，言工作之
余也好，说修身养性也罢，肯愿像
我的“渔民”朋友王哥这样，有健康
的爱好，能摆正一种正确的心态，
乐此不疲，乐而忘忧，有多少人向
往这种澄澈的境界，然而又有多
少人能够抵达这种澄澈的境界？
说实话，在我们现实生活中，有如
此这般心态的人并不是很多。

退休伊始，王哥给我发来过
一则微信段子：屋宽不如心宽，身
安不如心安，以安闲之心，养安康
之身，以安康之身，养喜悦之神，
以喜悦之神，过安稳人生。是啊，
山水花竹无恒主人得闲便是主
人；富贵贫贱总难称意知足即为
称意。古老的《易经》也说，同声
相应，同气相求。近朱者赤，近墨
者黑。但愿受了“渔民”朋友王哥
的感染，我也能学会忘记，学会丢
掉，学会谦让，学会简单，力争抵
达“半日浮生如入定，心闲便放太
平花”的至妙境界。

◎◎范廷伟范廷伟

我的我的““渔民渔民””朋友朋友

在张灯结彩的空闲或是喜眉笑眼的暇
余，在回顾岁月的感叹或是展望未来的信心
里，这片黄沙淤积的土地深处依然有着海洋
的澎湃，空中流动的风不管来自何方，都朝向
故土和心灵。只要我们侧耳倾听，从一粒种
子一枚芽孢的窸窣有声，到河川冰层坼裂，山
峦举起紫气东来的号令。所谓万象更新，就
是从头到脚，从草芥到万物的辞旧与新生。
阵阵欣喜，丝丝隐痛，那是热爱生命赞美生活
的人们手捧文字的光辉，迎来大地复苏。

在做特约编辑的一个月里，邂逅老友与
新朋，期遇到许多饱含体温和心血的诗文。
就像一块孤独的火石遇见了另一块火石，阅
读的愉悦和心魂的对话岂止是碰击出了文字
的火花，更是点亮了生命的火把，比除夕的礼
花愈加灿烂，弥散在鲁北平原。王二冬是从
无棣走向全国的青年诗人，一组《二手乡愁》
所弥散出的对乡土的深情关怀，不仅让我们
从青年游子身上看到，秉承的祖辈视土地村
庄为命的执拗，升华成“被一口方言狠狠地拽
出了骨头/斜插在生养我的土地”的利刃，大
地都会铭记痛感的乡愁。我们更从青年一代

“一个人可以没有熊熊大火/但至少有一丝温
暖别人的火焰”的生命品质和人生境地看到
了诗歌的耀眼之处，那也是我们明天的栖息
之地。同样是客居京都，青年诗人张耒量，我
更愿意称呼他的另一个名字：海清。海清河
晏，是我们世代追逐的梦幻。张海清从少年
闯荡，到如今娶妻生子，生活可谓安稳、舒适
起来。但是他依然“端着晃晃悠悠的灵魂”

“奔赴远方”，一个年轻人任由现实与梦幻交
织，骨子里成长的诗意烛照，生命的奥义就豁
然开朗。天地亦回馈以同等的厚报，让他又
一次体验感悟到情怀之美最真切、也是生命

里可遇不可求的相知：“山的绯红色的肌肤、
隐约/透露了大自然的爱意/我多么想吮一下/
她裸露的灵魂/树梢的风鸟/睡熟在我的眼窝
里”。如果说王二冬和张海清的诗所呈现的
是“宏观”的胸臆，那么本月的诗歌作品中，女
诗人则以其“微观”的视角，感触到鲁北平原
草木之心和个体生命在时代乃至自然中的成
长与消磨，令人重新审视所谓生存之美，对生
活自然多了一份创造的信心。牟海静的组诗
《风过黄河口》：“我从古书里走出来/恰巧剪
取芦花里一幅隐秘的图景/裹挟着大河源头
的寒凉，在黄河滩落地生根”。大河源头的寒
凉昭示着我们宿命里的哀歌，而在黄河滩落
地生根的人们啊，还是由己及彼，内心的悲悯
抵御着盐碱和风沙，繁衍着代代相传的苍凉
与壮阔。牟海静这位以作品的灵动和抒情见
长的诗人，“作为一缕清风，飘忽中，我看见了
更为丰富的事物/记住了那些干净的阳光和
俏丽的翎羽”。于海棠的笔下，静止中的流
动，虚无里的充盈，看似随意截取的时间镜
像，都像“初冬的清晨”一样，因其流溢的内心
清冷，让人倍感人间烟火的暖意。“当灵魂抽
离/轻曼的空气有了微微的颤栗”。诗歌所抵
达的高度，让我们下意识地抬起头。看看颤
栗的空气中，是否有我们各自的红日冉冉照
临大地。

本月投稿的诗人还有常增文、王犟、张
恒、周维东、张孟真等朋友。他们文风不一、
取舍各异，但诗歌的共同之处在于文字散发
着体温，诗行流动着心血，真挚的情感就像正
月的风，催使一切生命去懂得热爱和成长。

可能和散文这种最“自由”的文体相关，
本月散文来稿具有题材广泛、言之有物的特
色，可谓俯仰皆成文章。生活的细微、民气的

朝暮都跃然纸上，让人手不释卷。赵兴国的
散文《福饺子》透过热气腾腾的过年滋味，让
我们品尝到了民间的习俗淳厚和浓浓的亲
情。“孝自亲始，教民睦也”。我们的和谐社
会，正是从每一个家庭开始，从每一份亲情开
始，走向了报恩和美满。赵兴国的创作秉承
着文以载道的传统，让“一丝幸福的笑容，如
那漫天飞舞的烟花一般，绚烂。”本月里见到
盖建红三篇来稿，都是她从繁冗的日常里淘
出来的情感之金和人生体验。其中，《无花
果》感人至深。无花果亦花亦树，在民间是
常见的植物。它朴实无华，适应性强，甘美
的果实向来为人所称道。在盖建红笔下，
无花果树俨然就是我们亲情的憩园。爱吃
无花果的姐姐走了，爱种无花果的母亲毅
然伐掉了老树！然而，无花果树还是茂盛
地长在散文里！作品面对亲情和死亡的直
面表达，所传递给我们的乃是活着的人，担
负着既往的追忆和开来的责任，把逝者人
生一世的全部意义再次延展。范廷伟在
《我的“渔民”朋友》中着意刻画出垂钓、饮
酒、识闹的“王哥”形象，这得益于他与“渔民”
平易往来的品质，更是他人生境界和追求使
然。本月还有许多让我记住的名字：冯秀荣、
蔡银环、尚学、成键平、鲁勇丽、李学、高凤燕、
兰叶葳蕤、刘利军、郭同盛、张洪梅......从文
字相识，从信仰相知，大家一道默默地写得更
精彩，善莫大焉！

格律诗词理应是我们文学园地里的常青
树。其源久矣，其流广矣！格律诗词流布着
国风雅韵，连绵何止两千年。在时代的背景
下，她愈发熠熠生辉，在平仄和韵脚的律动
中，彰显出中国文学赋比兴的魅力，也成就着

“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的人生

咏叹。杲仁华《麻大湖游感（新韵）》里说：“风
戏层层芦荡绿，霞涂朵朵藕花红。”又说：“琼
液未斟人已醉，诗心一瓣跳出胸。”此情此景
此心怀，正是吾辈所求矣。来稿还有杨素习、
王建新、赵梅红、张纪滨等，各有人生百味，道
不尽山河锦绣。

在鲜活的生命与激荡的心灵面前，任何
评述都显得拙劣且苍白，不再赘述。一个月
的编辑任务顺利交接，如果说我想对朋友们
说点什么的话，在这里我想介绍邹平籍诗人
寒烟。她用心血去写作，用良知和道德捍卫
自身和文学的纯粹、高贵和尊严。为学为人，
吾师矣！愿大家深读其诗其人，不单单对于
文学创作，就是我们的生命和灵魂都会受到
洗礼，而和这初春的大地一道复苏！

优秀作品推荐
（大平原三十——三十四）
《二手乡愁》作者：王二冬
《风过黄河口》作者：牟海静
《奔赴远方》作者：张耒量
《福饺子》作者：赵兴国
《静止的虚无》作者：于海棠
《我的“渔民”朋友》作者：范廷伟
《大美滨州乡村游》作者：杲仁华
《站在黄河边上》作者：常增文
《无花果》作者：盖建红
《流浪狗灵灵》作者：鲁勇丽
《不显老的人》作者：李学
《活成一束光》作者：冯秀荣
《春天的印记》作者：王犟
《命运的河流》作者：董兵
《谁偷走了我们的年味》作者：蔡银环

◎舒中

手捧文字的光辉手捧文字的光辉，，迎来大地复迎来大地复苏苏

舒中，男，1970 年出生。现
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滨州市作
家协会主席团委员、第三届齐鲁
文化之星。作品入选《中国文
学大系诗歌卷》《中国好文学·
诗歌卷》《山东 30 年诗选》等。
著有《大河于胸》《舒中诗选》合
集《诗歌组》等多部。主编、参
编书目有《董乡新咏》《滨州文化
志》《中国诗歌·1970》《博兴文化
大观》部分卷本等。

◎牟海静

黄河口黄河口
植植物的物的浅浅唱唱

一
芦苇恣意地铺排壮年的精力
芦荻捧出一叶翠绿的热情，试探他的耐心
那沙啦啦的响动，是这寥阔天地中的私语
劈开洪荒的刀耕火种
柽柳花开，三春姿色摇曳
罗布麻举出一星红韵，点亮无垠绿野的灯盏

我是一缕追随黄河的清风
五千公里飘忽，跋涉，跌宕，奔跑
来到黄河口，我才知地广天阔
来到黄河口，我才意会滔滔孟夏，草木莽莽
许多人奔走了一辈子，竟醉倒在黄河口的

一丛芦苇中
二

一支芦花，抽出秋的讯息
一千支芦花，绑架水边的故事
我被十亿支芦花拖住手脚，至今走不出那

个白茫茫的梦幻

那个无言的黄昏，芦花的白让季风失序
水边的男子跌跌撞撞，前瞻，后望
从芦花中捕获姑娘的面影
夕阳为雪白的芦花渡上一层薄金
背光的影像，姑娘扭转过身，笑靥如花

我从古书里飘出来
恰巧剪取芦花里一幅隐秘的图景
裹挟着大河源头的寒凉，在黄河滩落地生根

三
我见过近海滩涂的火焰
一望无际的红，燃烧了黄河口的整个秋天
大片大片的，一丛丛一簇簇的
匍匐地面抑或萦绕水边，烧灼了我的瞳仁

黄须菜，命里的咸与涩敛在体内
把自己裹进炊烟，驱赶先民日子里的咸和涩
又用熊熊烈焰增添他们光阴里的暖

黄须菜襟袖一甩，就成了舒展的巨幅红毯
我在明丽的光艳中飞来飞去
想卷走一块，送给上游那个孤苦的孩子做

件冬衣

◎杲仁华

大美滨州乡村大美滨州乡村游游
麻大湖游感

乘舟踏浪伴歌行，云影天光共幕屏。
风戏层层芦荡绿，霞涂朵朵藕花红。
千倾碧澈凭鱼跃，万里蓝空任鸟鸣。
琼液未斟人已醉，诗心一瓣跳出胸。

咏鹤伴山
翩翩鹤舞伴名山，无限风光别有天。
如扣岭峰链泰岳，似帘瀑布汇溪泉。
花漫春色诱诗圣，枫染秋妆醉画仙。
望远登高向前去，顶端自把白云拴。

咏海丰塔
高塔托云映远空，沧桑历尽势尤雄。
乐同碧海迎晨日，喜与碣石送落红。
仰首向天思揽月，俯身接地志搏风。
顶端未到心先满，几句吟诗已有声。

我家老屋的西窗下，有一棵
无花果树。这是我家惟一的一棵
果树，因为，大姐喜欢吃无花果。

无花果成熟的季节是大姐最
高兴的日子。在这些日子里，大姐
做完家务，来到娘家，帮娘洗洗刷
刷之后，便站在屋门口，瞅树上的
无花果。瞅见哪颗无花果熟透了，
便去摘着吃。看她吃得满手满嘴
都是红红黄黄的汁液，边吃边笑，
笑得像个孩子。每到这时，娘总
是笑，笑得脸上的皱纹也平整了
许多，边笑边骂：“这闺女，真馋！”

骂归骂，大姐不来的时候，娘
有空也瞅无花果，瞅见哪颗熟了，
便摘下哪颗，放在碗里。娘照例
是不吃的。她说她不爱吃无花
果。或许是娘疼大闺女，别的姐
妹想吃，娘便说：“少吃个，给你大

姐留着，你姐爱吃。”
2000年，娘家盖了新屋。原

来的旧院子全平了。娘院里的树
都没了。但，娘把那棵无花果树
移了过来，还是栽在西窗下，因
为，大姐喜欢吃无花果。

或许是移栽的原因，这一年，
无花果树长得稀稀疏疏，该结果
的季节没有结果。这些日子，大姐
做完自己的家务，来到娘的家。帮
娘洗洗刷刷之后，大姐还是站在门
口瞅，但，一个果子也没有。大姐
便像少了点什么。娘不说什么，
只是频繁地给树浇水施肥。

这一年，大姐得了乳腺癌，住
了院，做了手术，又出了院。娘的
眼泪流了又流，头发白了许多，像
染上了一层霜。大姐倒像没事似
的，该说则说，该笑则笑，该干活

就干活。只是，来娘家的次数更
多了。

第二年，无花果长势很好，大
姐和娘欢喜得像拣了大元宝。无
花果成熟的季节，树上结了大大
小小的果子。大姐又像以前那
样，帮娘干完家务后，站在门口瞅
无花果，瞅见哪颗无花果熟透了，
便去摘哪颗吃，吃得满手满嘴都
是红红黄黄的汁液，边吃边笑，笑
得像个孩子。娘见了，还是笑，边
笑边说：“这闺女，真馋！”说归
说，娘只要有空，便站在门口瞅无
花果，哪颗熟了摘那颗，放在碗
里，娘照例是不吃的，这一点，我
们都知道。别人想吃，娘便说，

“你们别吃了，留给你姐，你姐爱
吃。”可能怕别人不好意思，便再
补一句“无花果治你姐的病”。

第三年，无花果结得更多。
大姐说，她吃了一百多颗。我们
没吃，我们也不数，也不知道无花
果结了多颗了。

新屋盖成的第三年春节，大
姐的病犯了。年初九住了院，娘
的心像被吊了起来，眼泪怎么擦
也擦不干。元宵节刚过，大姐便
随风飘去了。娘并没有哭天抢
地，她镇静地送走了大姐，然后大
病一场，头发全白了，然后又打起
精神替大姐照顾就要高考的孩
子。夏天到了，无花果树上结了
大大小小的果子，约有 150 颗。
眼看就要熟了，娘却叫人把树砍
了。娘说：“树太大，挡住了窗户，
屋里不亮堂。”

我再回家时，便再也看不见
那棵无花果树了。

◎◎盖建红盖建红

无花果无花果
◎◎彭雨萱

童心不童心不老老
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日趋成熟”在18岁这个年纪日益膨
胀。看似长大的我们，心里却依旧有着满
天的繁星和深林中的城堡。那时，我们年
幼，却灿烂如阳光；此刻，我们长大，却用

“庞大”撑起孤独的寂寥。或许拼搏，或许
颓然，甚至看惯人情冷暖，世事无常。但
当一切浮华归于平静，你乱了，那份埋藏
于深处的童心，又发出了芽，见了绿。

“人人说道，牧童尚小，那是我，独享
最好；多梦季节，知音非少。”童年，那段当
时漫长，现在想来却过于短暂的懵懂时
光，也许是人生中最难得可贵的幸福之
源。那时的我们，无知无畏亦无忧，哪怕

“风霜扑面干”也是甜甜的味道。当童年
逝去，所有的伤痛、忧心与欢喜，都化作价
值连城的珍品，被你收藏在记忆的宝匣
中。不经意间忆起他们，轻轻拭去那灰
尘，小心翼翼地反复观赏，带来的不只是
关乎童年每分每秒的“老伙伴”，更把你拉
回了记忆至深处。玩具就像是永不散落
于天涯的“老伙伴”，陪伴着走过日沉月
落，春夏与秋冬，见证着我们的成长。有
它们的日子，总是充满欢喜，充满童趣。
然而，他们还停留在原地，我们却渐渐变
了模样。

物是人非总不休，在这喧嚣尘世中，
早已遗失了那份真正的童心，也迷失了自
我。当再忆起那永不复返的如歌岁月，孤
独感，失落感油然而生，爬上了心头。不，
这更是一种空虚感。如同在繁华热闹尽
去后，寻找不到安宁与沉静。如同一座高
楼大厦被零零星星挖去一个个小角，岌岌
可危，趋于坠毁。放眼望去，那满载公主
梦的城堡，在密林里渐渐褪色，模糊，淡去
……

我们一路上急匆匆地寻找着什么，却
不停地丢失着什么……

在这似水的流年里，最动人的童年已
远逝，最天真的童年被埋葬，可这一路上
走走也停停，乐此不疲地寻找着那所谓的
童心，却不知不觉让童真渐行渐远。别让
自己在喧嚣的世界里，分不清南北与东
西，别让自己在最爱的风景中，迷失了方
向。

即使童年中许多东西都没有了，就像
风中的烟花，瞬间弥漫，瞬间消散。即使
童年已远去，就像来不及说一声再见就消
失不见的故人。但是撕去那层颜色，脱去
脂粉，守住最初那份童趣，其实童年的路
也还很远，很长。

愿大风吹，大风吹，吹走浮华与纷扰，
吹走不安与尘嚣……

愿大风吹,大风吹，吹来沉静与安宁，
吹来本心与童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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