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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学 记
□ 杨 磊

父亲的倒影
□ 吴道敏

很长日子没说过一句话
他的影子如旋风一样

不断在我脑海里进进出出
试图打开我思念的心锁

只闻过私塾的墨香
渴望知识如古人悬梁刺股

名字刻上碑文前都不曾放弃
他心里始终燃有一堆篝火

他手持火种点燃了我
让我以年华作笔以汗水为墨

耕耘在军警人生的长河
谱写一首首公平正义的赞歌

父亲是一面照亮我灵魂的镜子
我的诗里有他取暖的亮光

怀念他如昨夜星辰皎洁高远
思念他似长江在血管奔流而过

洪湖段的长江
□ 王兴中

长江，心地善良
本来从南边可以昂首阔步去下海

又特意在北面开一条水路
把洪湖推介给四海
还赠送一把江心琴

琴弦上二十里芦花开遍
暮暮轻奏一群浪

朝朝弹出半江鹤白，半江霞
为洪湖配上一位福妈
乳汁原初，清澈，甘甜

如一杯杯米酒
让鱼米贪杯

洪湖的水
□ 王兴中

湖水挽留在湖里
养野鱼，野藕，野菱，野鸭，野高巴

以英烈泪水勾兑
浇开一湖高举健康的红莲花

湖水拜访湖外
流到外婆的木瓢

向一棵棵土菜喂月光
向一根根瓜藤撒星星

流到父亲的酒杯
杯中的麦子，高粱私语窃窃

乡愁不愁
鱼米真香

洪湖的桥
□ 王兴中

洪湖的桥有百家姓
姓石，姓木，姓天，姓金，姓银

无论姓什么
都像鹰一样匍匐

埋头肯干
驮起阳光，流云，情侣
桥下流水读着平安辞

鱼虾早恋
水鸟秀恩弄爱

一切均在鹰的捍卫之中
鹰姿万千

朝着鱼米乡之海
幸福扑面而来

洪湖的路
□ 王兴中

陆路在百分考卷里
卷面整洁，神气

扣了一点容易让人走错的分
纵横的高速把洪湖驶入超车道

鸟路没有半分笔误
修到了诗与远方
到处燕舞，莺歌

水路附加题做得无可挑剔
湖网，河网，沟网被一网打尽

淤泥被抱上来护岸
人在妒嫉鸟

鸟路上拆除一切黄灯，红灯
开辟全域自由游

鸟在羡慕鱼
鱼路上配有氧吧

荷伞下酌早酒，品晚茶

四季花信风
□ 王忠标

记得游苏州虎丘花神庙，看到这样一副
对联：“一百八记钟声唤起万家春梦，二十四
番花信吹香七里山塘”。之所以难忘这联
语，一是因为这春梦竟由这静宝之地唤起，
让我感到出世入世是那样的紧连；二是这花
儿由二十四节气来风吹香，让我对这风产生
了从没有过的感思。我慢慢想起，《易经》言
八卦，巽为风，属阴卦。而乾天为阳坤地为
阴，由此类推为男为阳女为阴。难怪这风竟
若碧玉年华的女子十八变。

人类总是从大自然中寻找美，发现美，
作为八卦中最大的八大天象之一的风呢？
大自然中看似无形万千变化的莫过这巽
风，它展示的是一种舞者的律动，且带着大
千世界随之律变。它所到之处，大地山川
随之幻形，绿树红花随之出色，江河湖海随
之留声，鸟兽虫鱼无不感动。六合广宇内，
四季花信风。

春风无疑是人间的最企盼。因为冷月

寒冬，夜半三更盼天明，寒冬腊月盼春风。
你听诗人们歌吟：“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
生春又来”。小至即冬至，那是深冬最冷的
时候，但杜甫此时心中竟感春气。

萌，阳渐生。“问春从此去，几日到秦
原？”江南春早，柳宗元在想，这春风什么时
候将春送到三秦大地长安门前呢？盼春时，
是那样的急呀！“从此小园增物色，杖藜日日
看春生”。春来人间，薛蕙那是看不尽，赏不
够。“儿童散学归来早，忙乘东风放纸鸢”，高
鼎看那迎着东风放风筝的孩童，那是童心唤
起，满心欢悦。春到了，是那样的喜呀！但

“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春随风信去，流水
浮落花。春是对人间的一场爱恋。你入心
了，那就是春润心田；你愧对了，那就是风摧
花信误了春光。

如果说春风来自日出的东方，就像李白
的诗所唱的那样，“东风随春归，发我枝上
花”；那夏风盈盈来，有它自己的路径。画桥

南畔倚，微微南来风。而夏风初来是温婉柔
弱的，千古诗家，唯苏轼为其定格：“花退残
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
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这就是初夏。当
芳草萋萋，盛夏潮起这纵情的世间。万物蓬
勃，花丛灿烂，生命怒放。即使是瓦楞中飞
鸟衔落的一颗无名的种子，也迎着夏风伸出
丝根绿，绽开米粒花。

夏风给大自然带来了繁盛，而秋风起时
所有生命为之惊悸。草木入秋，是否寓意人
生半世。所以，那经春历夏的人们更是五味
杂陈。秋风渐劲，万花纷谢，草木枯黄，乌雀
衔巢，猛兽营窝，江河悠悠影瘦，候鸟翩翩南
迁。曾经的繁花似锦，曾经的浮华盛宴，云
卷云舒后，万物归静。

风惊艳了二季，人走过了一程。谁伴秋
风一路行吟！得意的人登高望远，秋高气
爽；失意的人则临风悲秋，欲说还休。但这
世间总有通达的人，他们寻着陶潛的路径，

采菊东篱，幽然南山。莫说菊花满头，即使
一菊亲嗅，也有入心的馨香。

几场扫地秋风，几场带寒秋雨，冬天悄
然来临。而后，风渐呼啸，日渐猛烈。朔风
吹，林涛吼，江河呜咽，山意冲寒，世间的林
林总总都要接受这寒冬的考验。此时此
季，谁在雪域巡守？谁在寒夜缝衣？谁家
雪夜人归？谁人围炉开卷？行笔至此，我
想起四十六年前曾经的那个冬季。那年，
高考恢复，临考愈近，寒冬愈近。一间陋
室，一盏油灯，几本残书，最后的冲刺，那是
通宵达旦。困了在桌上迷糊一下，醒了用
凉水抹个脸，让冷水提神。终于招生录取
出榜有名。这是我和我们那一代人的一个
特别的冬季！今天想来，那时那刻，那寒风
阵阵的远山荒野，疏篱断桥，一定是有凌寒
而开的梅花；它虽报春，当时真是只有草木
能知，但是，对于我们那一代人来说，那就
是冬去春来。

春的断想
□ 谢隆新

刚刚恢复高考时，我还只是一个孩童。
恢复高考的消息让村里的哥哥姐姐们都欢
欣鼓舞、蠢蠢欲动，他们去县城参加高考，一
个月过去了，村里不断地有人来了通知书，
在村里人的羡慕与祝福中去了城里读大专
和中专，离开了农村，实现了鲤鱼跳龙门的
梦想。

高考中榜，成了我青少年时代最大的追
求和梦想。

那时的高考是走出农村的“华山一条
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高考录取比率
低，一旦考入大学之门，那就成了“天之骄
子”，不用缴学费，还有一定数额的生活补
助，毕业了国家分配工作、分配住房。1986
年，我参加全国统一高考，700分的总分考
了 494分，超过最低起分线 4分，分数公布
的那天，我知道应该不至于名落孙山，但也
不会录取到什么好学校，左等右等，在大专
录完后开始录中专，先录省中专，再录地区
中专，正当我在不抱希望，准备复读的时候，
在去学校的路上，一个同学告诉我，你的录
取通知书来了，在班主任老师手上，高考志
愿表上的最后一所学校，地区中专——荆州
财校。

想到复读路的漫长与苦涩，想到家庭的
困难与艰辛，我不想再去重复那梦魇一般的

“黑色七月”（以前的高考日定在七月）。我扔
掉那些重新拾起的课本，飞快赶到班主任老
师家中，拿到了我的中专学校录取通知书。
每年发榜的时候，县一中门口有一个金榜题
名榜，从清华北大、到武大华科，再到专科学
校，中专学校是没有资格上榜的，自然，门前
的红榜上就没有我的名字了。荆州财校，全
称应该是荆州财贸学校，主要是一所培养财
会人员的中等专业学校。拿到通知书的时
候，离到校报名的最后期限只有两天了，前几
届的校友，听说毕业后到了区乡粮管所当验
质员、在供销社当统计员，想想当年随家人一

起去粮管所卖粮食，那个验质员的傲慢劲，倒
也觉得这个学校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按照入
学须知的要求，办理了“农转非”手续，从入学
那天起，身份由“学生”变成了“国家干部”，这
是家人最看中的，实现了“农转非”也算是跳出
农门了。一家人很开心，聚在一起吃了一餐
饭，我就到学校报到了。

荆州古城，丹桂飘香。斑驳厚重的古城
墙和清波荡漾的护城河给了我们巨大的新
鲜感。比邻的沙市是当时有名的轻工业城
市，北京路、便河路、中山公园，让人流连忘
返。可一到荆州财校，心里就凉了半截，整
个校园的面积还没有中学的县一中大，几排
红砖青瓦的平房与我们想象中的“高等学
府”相距甚远，也没有想象中的“教授”、“大
师”。清凉的秋夜，几个“老乡”聚在一起去
城墙边散步，闲谈之间，一股共同的失落感
油然而生，中学时代“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的激情仍在，有两个同学第二天就选择了退
学复读、打道回府，其中有一个第二年考取
了复旦大学，去了上海，还有一个第二年参
加高考却连荆州财校的起分线也没有达到，
回到老家去做了民办老师。

学财会，不是我的追求，也不是我理想
的职业，枯燥的数字怎么也引不起我的兴
趣。我从小的理想是学中文，做作家。就算
读师范，我也肯定是当语文老师，可是我录
取的是最后的一所学校，没有选择，也不能
选择，毕竟生存是第一位的。学校可能看了
我的档案，根据我的偏好，把我安排到了与
文字接近的专业——财经文秘专业，总算是
离自己的爱好近了一点。

财校的生活闲适而安逸。没有了家人
的重托与期待，没有了“千万人挤独木桥”的
白热化竞争，恰似有一种雨过天晴之感，两度
高考的血雨腥风，再不歇一歇都感觉对不住
自己了。学校离古城墙不远，到了周末晚上，
同学们都要三三两两相约到东门的城墙边散

步。偶尔，登上城墙，硕大的城砖给人一种厚
重的历史沧桑感，想起这曾经的楚国故都、三
国重镇，多少英雄豪杰在这城墙上拼死守卫，
抵御来犯之敌，多么遥远、多么悲壮！对于古
城的历史，一些民间俗语从小耳熟能详，“刘
备借荆州——有借无还”、“关羽大意失荆
州”，刘备、关羽，他们也上过这城墙吗？夏夜
的微风吹过我的脸颊，送来阵阵凉爽，远处的
江汉石油学院灯火通明，校园广播传来当下
流行的张德兰的那首《春光美》，优美的旋律，
穿过护城河，弥漫在空气中，缓缓飘来，让我
在若干年后想起，依然记忆犹新，“我们的故
事，说着那春天，在春天的好时光，留在我们
心里……”

青春的时光总是与音乐相伴。20世纪
的80年代，每年的春节联欢晚会，总会诞生
一两首传唱大街小巷的流行歌曲。1987年
的春节联欢晚会，费翔的两首《冬天里的一
把火》、《故乡的云》唱红了大江南北，当我过
完春节返校时，校园里的角角落落都唱起了

“冬天里的一把火”。那年，正赶上张艺谋根
据莫言小说改编的电影《红高粱》上映，贫瘠
荒凉的黄土高原，漫山遍野的红高粱，野性
粗犷的西北汉子，给了观众强烈的视觉冲击
波，嘶哑的喉咙吼出劲爆的歌：妹妹你大胆
地往前走啊，往前走，莫回头！

很快就到了实习毕业的时候了，在即将
离开学校走向社会的时候，却对这所中专学
校产生了好感。学校安排我们到辖内县域的
财贸单位实习，和那些名牌大学相比，我们都
感到很羞涩，不好意思说出自己的学校，各县
市财政局、税务局、银行等部门都是政工科长
接待我们，局长、行长给我们讲话，没想到这
些单位的局长、科长基本上都是我们学校往
届的校友。看到我们比较自卑，一位老大姐
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你们学校可真是不错
啊，培养的财务人员很实用，来了不久就大都
挑大梁，我们这些单位的局长、科长七成以上

是荆州财校的学生。
荆州财校——这所中专学校，终于让我

扬眉吐气，引以为豪！我对我的母校开始刮
目相看，可是我却要离开校园了。

我们毕业时，是普通高等中等专业学校
包分配工作的最后一年。这所中专学校的学
生工作分配是今天的学子难以想象的，全校
应届毕业生近300人，可用人单位的计划超
出了300名，供不应求，工农中建四大专业银
行派出了专门的班子，找毕业生做工作，财
政、税务、工商等也都有接收计划。毕业生自
由选择，于是我填报了农业银行分配表，进了
一家国家的专业银行。

我在农业银行一工作就是三十多年，不
惊不喜，见证了农行三十多年来由专业银行
向商业银行的转变。三十多年了，我始终记
得财校毕业时老校长在毕业典礼上说的一
番话，“这所学校的确给不了你们显赫的学
历和文凭，两年的时间也不可能学到很多的
知识，但这个学校却是你职业生涯的起点，
给了你从事财经工作的职业方向，同时也给
了你很多在人生路上一路同行的老师、校
友、同学”。

有人曾经做过评估，20世纪 80年代的
中专，按照录取比率和含金量，至少相当于现
在的一个普通本科。可是，中专毕竟只是中
专，在职称评定、职务晋升等很多方面都只能
比照高中高职学历，后来通过业余函授学习，我
拿到了湖北经济管理学院的专科文凭和湖北省
委党校的本科文凭，我的登记表上终于填上了
本科毕业，可有人问起我哪个学校毕业，我还是
会说，我毕业于荆州财校——中专学历。

参加工作后，为事业和生计奔忙，总是
行色匆匆。尽管母校不远，却一直没有再回
去，看看曾经的校园，看看我当初青春的模
样，据说，荆州财校已经并入了哪所大学，成
为一所分校，那个培养了大批优秀财会人员
的中专学校已经没有了。

清晨起来，推开窗门，雪花像天空中扇
动着翅膀的蝴蝶落在梅花上，栖在三月的菜
花上。这是久违了的春雪，也应该是故乡最
后一场春雪了吧！好在气温已经回暖，冰雪
很快化成了大地上涓涓的细流，悄无声息地
滋润着广袤的田野。

唐代诗人杜甫有诗云：“好雨知时节，当
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春天
里，春雨绵绵，万物复苏，生机盎然。无论是
冬天送给春天的最后一场雪，还是北方寒冷
空气不断侵犯，都阻挡不了春天铿锵的脚
步。小草在惺忪的土壤里悄无声息地发出了
嫩芽，杨柳在二月的春天里抽出了新枝，青蛙
在乍暖的荷塘里哇哇鸣叫，蜜蜂在金黄的菜
花上采着花粉。大地在苏醒，百鸟在鸣叫，农
民搬出了收藏一个冬天的犁耙。大自然周而

复始，人们的生产生活悄然发生着改变。
那年暮春，大山里云雾缭绕。我在湖南

临湘的五尖山晨练。山下是一片茂密的竹
林。竹子大都有碗口粗，墨绿色。这里虽没
有东北林海的惊涛骇浪，但竹林森森，云波
袅袅，仍给人一种柔情连绵的感觉。有几个
山民背起了竹篓开始寻找春笋。他们手里
拿着小镐锄，只三两下就挖起了一个春笋。
不到半天工夫，这一片竹林就留下了密密麻
麻的小洞眼。他们说每年的三月都上山挖
竹笋。眼下正是春暖花开，是挖春笋的最好
时机。他们背起满篓春笋回到了家里。第
二天清晨，农贸市场上就响起了这些山民卖
春笋的吆喝声。

又过了些时日，仍是这片竹林。酱黄的
山土上又长出了新鲜的竹笋。惺忪的土壤里

似乎能听到竹笋拔节的声音。这些山民要留
下这些竹笋让它长成高大的南竹。他们背起
竹篓到另一片山上挖春笋去了。那些嫩青色
的新竹，就长成了春天里最美的颜色。

我的故乡洪湖，几场春雨将干涸的湖水
慢慢丰盈。青嫩的蒿草随着湖水往高生
长。渔民将鲜嫩的蒿草从湖底扯起来，剥除
外面几层老的蒿叶，里面就是又白又嫩的蒿
菜。三月的城区市场，蒿菜摆在摊贩面前格
外显眼。清炖蒿菜汤，黄鮕煮蒿莱，成为洪
湖餐桌上的一道美味佳肴。那白白的汤汁，
鲜嫩的味道让人回味悠长。

我们总说春天是播种的季节，夏天是生
长的季节，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冬天是收藏的
季节。大自然就是这么微妙和神奇。四季轮
回，年复一年，让万物在地球上有规律地生存

下去。当小草在春天里发出嫩芽，钻出土壤，
才有夏天里那片绿绿茵茵的草坪。当树枝在
春天里长出了新芽，才有夏天里那绿树成荫
的茂盛。当农民把种子在春天里播撒下去，
才有秋天那遍地的金黄。当桃花在春天里映
红了山坡，当李树在春天里长满了花朵，才有
了夏天桃李的芬芳。一声春雷，小荷才露尖
尖角。待到盛夏七月，湖面上就长出了娇艳
的莲花。这让我想起了宋代诗人曹豳的《暮
春》：门外无人问落花，绿阴冉冉遍天涯。林
莺啼到无声处，春草池塘独听蛙。

看，春风驾着五彩祥云姗姗而来，散发
出缕缕馨香。那如火的杜鹃花，粉嫩如霞的
桃花，洁白如玉的月季花，在春天里竞相开
放。它们有的花蕾满枝，有的含情脉脉，有
的热情奔放……把春天装扮得五彩缤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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