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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是大自然最为丰盈的季节。在这样一个季节

里，在原野上欣赏夏日的美景，令人心旷神怡。

步入原野，耳畔是蝉鸣，仿佛是自然为人类开启的音

乐之旅，每一声鸣叫都带着欢快和自由的灵气。眼前是一

片绿油油的草地，密密麻麻的群落呈现出不同的颜色和高

度，时而浅浅的，时而翠翠的，时而碧碧的，组成了一幅天然

的画卷，被夏日的阳光照得金灿灿的，最是匠心独运。

漫步在原野里，草地上的一些泥土中的浮石、石块、

石头，看起来像是被大自然的魔法给吹毛求瑕，一粒石

头，一块浮石，也许便是大自然雕琢后的自然咏叹，更着

魔般地让人陶醉其中。草丛中偶尔有一些小虫子在蠕

动，它们是大自然中最渺小的生命，也无时无刻不在赞颂

神奇的大自然。草地上的种种形态，都散发着丰盈的生

机，这是大自然独有的美丽。

然而，原野的美丽，也是源于人们的呵护和耕种。在

草地上，过季犁田，耕作的情景也是美好和动人的。耕地

的田地上一定会有铁纹的耕犁在旋转，和莽牛助力，挥汗

如雨，阳光照在农夫满是皱纹的脸上。这也是夏季在原

野上特有的美景。

在原野上欣赏夏日的美景，自然少不了天空的贡

献。天空总是蓝的，蓝的如海一样深邃，彩云漂浮，似是

夏天彩绸的缤纷。夏季的天空，使人仿佛能够看到大自

然恢弘的背景和故事情节。白云徐徐，像是由无数片薄

纱首尾相接而成，形态各异，有点有滴，有丝有缕，漂浮在

蓝天白云之间，慢慢游走，宛如时光般悠然而过。

在原野上，除了夏季的阳光、草木以及天空外，还有

一种特别美好的韵味，就是夏夜的美。夜晚的草地美得

红润，一片片，一派一派，就好像是大自然纯净的心镜。

在这片夏夜之中，不论是蚊子还是飞虫，它们都有各自独

特的声音，响彻天际，在这一片静谧的环境中，竟营造出

一片美丽的音乐草地。

原野上的美丽需要我们去保护，去耕作，它也在无与

伦比中为我们提供美和力量，让我们在人生的舞台上更

能自在自由，创造出无尽的可能性与美好的未来。夏季

的原野，是大自然赠予人类的珍宝，我们应该倍加珍惜和

呵护。

墙上，那一幅红军标语

随那支打着绑腿的队伍
行经丛山村寨
刷在斑驳的老墙
老区的天空 一扫阴霾

没有过多的形容词
没有深奥的大道理
朴素的思想 一点点
渗入百姓心中
饱满成 新分的土地上
收获的那片金色稻香

当风雨重又来袭
山民 拼死护卫着
这一堵挺立的信仰
就象 曾经小心翼翼地
藏起那些红军伤病员

这红色的标签
以燎原之势 席卷更多地区
最终 拓展出
共和国全新的版图

无数崇敬的目光
在此聚焦
一遍遍 把模糊的字迹
擦拭得无比清晰 （陈小龙）

石库门

上海，一条里弄
在卧虎藏龙，白色的门
用圣洁，又一次复苏生命

巨石，抖落黑暗的的羁绊
从光明之上
又一次复苏在人间

火焰焚烧石灰的雕刻
坚毅地搏斗着
光阴，透过每一缕时光

在岁月的锻造之中
化为每一把革命的锤子
铸造每一块钢铁

过往，有多少人
雕刻大门上的镂空
石库门，战神坚守的大门

总有忠诚化作代码
命运，再一次开始推磨
用共产主义开始了社会的第一次探讨

石门之内，热血沸腾
重新掀开了一次人生
新的命运，开始了奔腾 （黄 海）

党旗飘扬

用豪迈的誓言装饰，镰刀的锋芒还在;用
纷飞的硝烟擦拭，铁锤的铿锵还在。

见证二万五千里，踏破万重山。党旗漫卷
万里江山，历史滚烫的温度还在。

记忆装订成册。从嘉兴南湖的红舫起航，
镰刀与铁锤握在一起，信仰的钥匙开启一个民
族开天辟地的传奇。

党旗飘扬。长城挺起龙的脊梁，长江流淌
民族的梦想，黄河奔腾中国的力量。

党旗飘扬。井冈峰巅举起的是光芒，遵义
城头悬起的是信仰，延安宝塔矗立的是榜样。

党旗飘扬，有一种信念在我们血脉里永不
褪色;党旗飘扬，有一种声音在我们耳畔指明
方向;党旗飘扬，有一种敬畏在我们心头扬帆
起航。 （胡巨勇）

屹立东方

坐在时空之外
一夜静听历史逶迤而来
无数马蹄踏过
无数血汗滴落
独琢精华于一方土地
这里，永恒的中国

我遥望辽阔的天空
有镰刀铁锤交相辉映
掀开红色交响曲

“1921”已成为绝唱
奏，也是沸腾
听，也是沸腾

我卧榻大地
汩汩不绝有千古诗行
这一刻我年轻的肢体
盈满智慧与力量
硝烟中挺起一座座雕像
他们的脊骨坚硬如石
他们的心跳强健有力
訇訇然，他们长江黄河般倒下
奏响五千年来中华民族激昂澎湃的歌
如长城屹立在灿烂的东方

坐得久了
我想急急远行
那雪山草地的脚印
清晰如初
我的脚踏上
一定壮美无比
我呼唤我的力量我的马群
奔向圣地 （叶志勇）

身上起了一处不知名的炎症，看了

好几家医院，都没能确诊，最后不得不

听从一位外科医生朋友的建议：连根

切除。

手术不大，原不想惊动老家的父

母，让妻子照顾几天算了，可端午节前

母亲从乡下来城里送粽子，我忍不住

对她说了自己要进医院的事。

接下来几天住院治疗，自然由母

亲陪护我了。

窗明几净的病房里，仅住着我一个

病号，清凉的风从纱窗吹进来，携着温

馨的气息。我躺在病床上不能动弹，母

亲坐在床边，有一句没一句地和我说着

话儿。母亲说，她已经连续四个端午节

在病房里度过了！我先是愣了一下，随

即想起来：还真是。第一次，大哥肝管

结石开刀，母亲在医院陪护他整整一个

半月；第二次，妻子开痔疮，母亲陪护

了一个星期；第三次，二姐生养，母亲

陪护了几天；这一次，是我。

每一次进医院，请谁陪护，我们首

先想到的都是母亲。

别人都有工作，母亲没有；母亲已

经七十多岁，在家也没有要紧的事做，

这好像是我们不能不想到母亲的原

因。其实，这只是表面现象。最关键

的，有母亲陪护，我们放心。

自从来到这个世上，我们就是由

母亲看护的，母亲是这个世界上对我

们最亲、最爱的人，有母亲在身边，我

们心里踏实。做儿女的，不管多大，哪

怕自己也成了父母，只要生活在母亲

的目光里，就会变得纯洁简单。

这样一想，我突然发觉我们做儿

女的欠母亲太多：母亲忍着疼痛，把我

们带到这个世上，一把屎一把尿把我

们拉扯大，为我们缝衣做饭，供我们读

书，我们翅膀硬了，远走高飞了，忙着

经营各自小家，有时节假日也以工作

忙为借口，不能常回家看看，偶尔生病

住院，需要人照料了，才想起乡下的母

亲。而这时，母亲总是毫无怨言地出

现在我们身旁……母亲陪护了我们一

生，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报答母亲！

母亲跟我说起老家庄上熟悉的人，

说某某又走了，从发现有病到离开，前

后不到一个月，直到死都没有诊断出什

么病；还有某某，不肯花子女的钱看没

有把握治好的病，自己绝食死的……

母亲和父亲这代的农村人，一辈

子太辛苦。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农

田承包到户，日子稍稍好过一些，他们

又赶上“儿女荒”，背负着我们兄弟姐

妹四个奔好日子，没能轻松一天。这

是他们这一代农民的命运。身边许多

农村人没有活到七十岁就走了，庄上

像他们这样八十岁左右的老人，竟屈

指可数。

母亲跟我说这些，我怀疑她在向

我暗示什么。以她要强的性格，她可

以为儿女在医院通宵不眠，却不能容

忍我们因为她的健康请一天假。去年

她骑三轮车翻倒，跌下沟坎，在床上躺

了几个星期，都没有给我们丝毫音讯，

直到后来，我发现她腿上有伤疤，她才

跟我说出实情。

母亲陪我说话，是怕我孤单。母

亲说话的时候，我悄悄背过脸去，假装

睡着了。我不愿她看到我的眼眶在潮

湿。也不愿她多说令我伤感、愧疚的

话。

出院那天，像每次见到母亲的样

子，我塞给她几张钞票，母亲推却着不

肯要，她有点骄傲地说：你们过年给的

钱我还没用完呢，我存进银行了，两千

块。

我禁不住责怪母亲：你存什么钱啊！

□ 王征桦

母亲的陪护
□ 张 正

原野里的夏 □□ 马英闵马英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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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地会友，是张老大给大家攒的局，一帮布衣好友

酒足饭饱之后，在乡间小道上背手散步，遇一株别人家

的桃花，在墙角处盛放，遇到的都是朴直简单的人，穿朴

素的衣裳，说着闲淡的话，令我们这群久居城市喧嚣之

中的市井之徒找到了小叩柴扉久不开的意境。

最好在一个晴天。草木吐翠，庄禾青青，杨柳清风，

远处有淡淡薄烟。在这样一个天青色里，有个朋友从田

埂一路走来，越走越近，先看见轮廓，后看见他的眉毛、

鼻子，眉眼生动，笑容可掬。老远地跟你打招呼：来啦，

欢迎欢迎。

也可以是在一个细雨蒙蒙的午后。叩开一间古村

旧院的木门，里面有一株老皂荚树，有个朋友住在皂荚

老院里。登门拜访时，有一个蓑衣老头，牵着一头牛从

围墙边经过。

那次，我和张老大几个人，吃完饭，在野地闲逛，看

见几只大南瓜，张老大呵呵笑着，说是几个南瓜凳子，他

让我坐在南瓜上歇息。

喊上几个朋友，为什么要在野地相见？张老大说，

你们城里人，到乡下看啥？乡下又有啥可看？就看看野

地，看看庄稼，在野地里散散步。

张老大每年这时候，都会邀城里的几个好友在油菜

花地拍金灿灿的菜花。朋友们从城市的不同方向来到

郊外的一片水上油菜花地，他们划着船在花田间徜徉，

拍着图片，欣赏着春天的美景。

野地里可看一轮又大又圆的白月亮。有天晚上，我

和张老大在野地里走着，从张庄走到李庄，从小桥走到

那棵大杨树下，张老大问我，你有多久没见到这么又大

又圆的大月亮了。

可看豌豆花似飞不飞，麦子欲满未满，还可以找一

块西瓜地，与憨厚的看瓜人，守拙聊天。看一会儿瓜，再

望一会儿天。半日乡村寻访，半日闲，很快便过。

野地是一块精神空地，让人找到自在悠闲，使心灵

得以舒展。

在野地喝酒，天当幕，地当桌。我到乡下去找画家

赵二，他卖掉城里的房子，在古村买了老院，搬到乡下去

住了，我敲赵二小院的木门时，他不在，到地里帮人家干

活去了，于是便按照别人的指点去寻，果然见到赵二头

戴凉帽在地里锄草。他说，今天哪儿也不去了，就在田

里喝酒，出门时带了菜，门口田里种的。咱们在田地里

喝两杯，让你体验一把野地里的饮酒真趣。

其实在这之前，我和赵二曾在荷塘边喝酒，把猪头

肉和花生米摊在荷叶上，一边喝酒一边看荷花。

两个年迈的老者，在野地相约，在野地相惜。有个

朋友讲了他爷爷的故事，爷爷和邻庄的马大爷是一对老

友，每年开春之后，马大爷总要带着鱼、肉、酒，大锹、锄

头，到他爷爷这儿来一趟，有时还要到地里帮忙。爷爷

在村口等他，两人一见面后，不是坐到家里吃果子、喝

茶，而是直奔地里，看庄稼的表情和长势，深一脚浅一

脚，在地里聊天溜达。

野地会友，古已有之。欧阳修在滁州的山间林地，

与一帮朋友会饮；竹林七贤中的文人，他们在竹林里沉

醉……林地、竹园，这些都属于野地。

文人野地相会，彼此惺惺相惜。南宋《曲洧旧闻》记

载已经被罢相的王安石与潦倒的苏轼相约江宁的江边

见面。王安石穿朴素的衣裳骑驴而至，苏轼慌忙之中连

帽子也没顾上戴，赶忙起身相迎，荆公笑曰：“礼岂为我

辈设哉。”两人抵膝深谈，相扶游山。王安石折服苏轼的

才华，盛赞他“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江边，野风

苍凉，水天苍茫，却见证一代文人之间，野地相会的惺惺

相惜。

古人的野地会友，山高林远。会友的地方有一小凉

亭，两个人，相约而来，坐在亭中吹风对谈。有山峰、流

泉、树丛……野地是会友的绝佳之境。

宋代画家马兴祖《香山九老图卷》，画的是唐会昌五

年，白居易等九位文人墨客洛阳香山聚会宴游的故事。

他们神态各异，相携相扶，在古松下孑孑而立，或拱手，

或击掌，或起舞，或对弈，或柱竹杖……旁边有桥、竹子、

山石等野地一应俱有的物象。

愈接近天地自然的地方，愈是产生深邃的思想。由

此可以断定，野地是个让情绪放飞，内心安详的地方。

野地有自在的思维与灵性，还有开阔的空间，独到的

感悟，任神思驰骋。人在野地里，性情容易回到率性与天

真，迎风而笑与抚掌而鸣，是最常见的场景。

少修饰，人的想法很真实；野地的朴素草木，接近生

活的本色。

野地会友，除了几个乡村布衣好友，还有麦子、萝卜、

青菜、韭菜、荠菜、豌豆，它们都在那儿。在那儿等着，等

着你的到访。

坐在藤椅里，在院子里看竹。

时间长了，就会发现一个问题。竹子安安

静静地生长在那里，并没有惹上谁，但总是被打

扰。被鸟打扰，被雪打扰，被文人打扰。

每打扰一次，竹就会留下一个清雅的册

页。这样最好，古往今来的册页就堆放在那里，

无事的时候，可以任你取来看。

竹因为有鸟而灵动，鸟因为有竹而脱俗。

静静的竹丛，已经寂寞得很久了，突然有一只鸟

扑楞着翅膀飞起来，竹会一动，看竹人的心也会

一动。即使鸟栖在竹枝上，不飞不鸣，那竹枝也

摇摇摆摆，鸟也摇摇晃晃，平添了许多韵味。

宋徽宗赵佶在他的画作《竹禽图》中，画了

两根竹枝，竹枝上各栖着一只小鸟。两只小鸟

目光相对，顾盼和鸣。画得生动，充满了富贵之

气。赵孟頫在卷后的跋中写道：“此卷不用墨

描，粉彩自然，宜为世宝。”而赵孟頫在自己的

《幽篁戴胜图》中，也画了一只鸟，这只鸟栖于新

篁之上，鸟的身体和竹枝形成了交叉，鸟在回首

观望。

头顶羽冠的戴胜，恐怕是赵孟頫自己的写

照吧。他身怀亡国的彻骨之痛，悄然隐居进民

间生活，这不正如同鸟入“幽篁”一样吗？他时

时记起的故国山河，不正是书画里戴胜鸟的那

一回首中寄托的情感吗？

竹枝词很多，写竹枝雪的却难得一见。在

我看来，竹枝雪是小品，是况味如古典、但寓意

深远的水墨小品。

王禹偁谪居商州时，一日忽然听见官舍之

外，雪中的翠竹被风吹着，其声如琴，推窗一看，

其影摇曳。他坐下来，竹影却破窗而入，落在他

和友人的棋局上，带给了他最美的清欢。第二

年，王禹偁被贬到更远的解州。在某个夜晚，他

终夜未眠，为竹而诗，因雪而醉，终于化而为竹，

融入一片玉洁冰清的世界中。

雪后竹枝风，醉梦风吹醒。宋人陈三聘酒

得半醺，让雪后竹、竹枝风把梦摇醒、吹醒了。

门外辘轳静静地躺在那里，他听到楼上有

人吹笛，他的手指在风中一定很冷。

竹梢头上，雪落的声音，淅沥萧萧，连翩瑟

瑟。晚清文人高濂听雪敲竹，听出了它的

“雅”。雪落下时，无分彼此，但竹是文人们的精

神寄托，因此竹枝雪，与地上雪、树上雪，就有了

分别，分别在何处？在一个“雅”字。

竹是君子所挚爱的，常常被赋予君子的品

行。刘禹锡说过：“高人必爱竹”。魏晋时，嵇

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7人常聚

在竹林之下，酣畅不羁，长歌当哭，世谓竹林七

贤。明代大思想家王阳明格竹，希望能格出圣

人之理。他在屋前建了一座亭子，在亭子四周

种满了竹子，给这座亭子取名为“君子亭”。

爱竹之文人数不胜数。王维爱竹，“独坐幽

篁里，弹琴复长啸。”苏轼爱竹，他说“宁可食无

肉，不可居无竹。”一生都在贬谪流放路上的苏

轼，乐观豁达，好竹成瘾，每到一处皆竹林成

荫。白居易也是如此，在长安渭村，他“引泉来

后涧，移竹下前冈”。在忠州，“潇洒城东楼，绕

楼多修竹”。居洛阳时，“十亩之宅，五亩之园，

有水一池，有竹千竿”。蒋捷晚年选择隐居在竹

山，他还自号“竹山”，并将词集取名为《竹山

词》。

无事之时，在院子里看竹，竟然把一册竹

页，翻了个遍。

竹册页竹册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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