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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诗意荆州

沿着荆州古城内的花台向北走，有一
条市民网红打卡地叫人民路。

人民路两边是一棵棵枝繁叶茂的银
杏树，它们“初来乍到”之时，循规蹈矩地站
着，终于站成了一个个亭亭玉立的美少年。
拥有了芬芳的土地，欢快地扎根。身旁一幢
幢楼宇向他们打开大门，他们只能站在原
地，把满腔的感激之情藏在心底。面对车来
人往，把满腔的热情交给注目礼。

一年又一年，苗条少年变成了高大的
小伙子，英俊壮实的小伙子依靠纵横交错
的枝叶筑造了一条长长的隧道。这是避
暑的长廊，又是悬挂果实的宝地。一串串
一颗颗银杏果，灯泡一样的形状，灯泡一
样的醒目，可爱的百果是名贵的中药药
材，它们和渐渐变黄的树叶相依而伴，正

在等待收获的日子向它们走来。
深秋的阳光柔和温暖，变黄了的叶子

变成了阅历丰富的黄蝶。黄蝶会飞，“飘”
的路程呈现在面前，它们收到了风送来的
信息。他们要出发了，启程之前，翩翩起
舞。他们是先头部队，伞兵里的先锋，美
美的金黄色的蝶在飞舞。迎接他们的是
欢声笑语，刻意摆出的舞姿和手机屏幕里
靓丽的身影。长枪短炮亮出来的时候，地
上的叶片已经在编织地毯了，大大小小
的，金黄色的，含着阳光温度的地毯。编
好的毯子随意铺着，到处是人，地毯上的
人躺着坐着站着，动和静在变化中和谐地
存在。欢乐是主旋律，手机、笑脸和闪亮
的眸子让主旋律大放光彩。

华灯闪烁，金黄色的隧道里人影幢

幢。呼唤生活的风呼唤蝶，刻满生活轨
迹的黄蝶漫天飞舞，若有幸运的眸子这
时遇见，这种遇见定是相见甚欢。

夜已经很深了，空中、地上失眠的黄
蝶还在动，这一动，一个温馨的夜翻过去
了。若翻动日历的风大些，用力吹，再大
些；若初冬的红日冉冉升起，大风交出满
意的答卷赶路去了，一条河就出现了，风
平浪静，一条金黄色的长河！她是那样
的自然、温馨、生机勃勃，又是那样的震
撼人心，人们成群结队赶来……

这样的情景，人民路正在写进历史
了。当然，写进的还有大风带着大雨，大
雾夹着黄泥，各种各样的，举不胜举。不
管哪一种，都是人民路的经历，经历着沉
甸甸的业绩。

荆州古城人民路成为市民网红打卡地荆州古城人民路成为市民网红打卡地。。（（张梦瑶张梦瑶 摄摄））

荆州古城人民路
□□ 许俊许俊

散散文精选 生生活感悟

偶然翻到艺术家吴冠中的画作《故乡的云》，我瞬间被眼
前的画面吸引。只见画面中央，连绵起伏的山丘与天际线交
融，近处，几排白墙黑瓦的屋舍掩映在葱茏的树木之间。远
处的天空，淡蓝色与白色交织，底部一抹淡黄色，犹如和煦
的晨光。云朵在天空中自在地漂浮着，姿态万千，或如轻盈
的羽毛，或似悠闲吃草的羊群。这不仅是画家心中深藏的
故乡影像，更是他往昔那段绚烂岁月的重现。我沉浸在这幅
画面之中，恍惚间，仿佛穿越回了自己的故乡。

我的故乡是一座偏远的小山村，那里群山环抱，一条
小路穿行其间。路的一侧是潺潺流动的小河，它悠长地
延展，隐没在山谷之间。每到冬日，河面上结起厚厚的冰
层，胆大些的小伙伴率先踏上冰面，我也紧随其后，小心
翼翼地滑行。偶尔有人一个不留神，摔个四脚朝天，“砰”
的一声，砸出几道冰裂，惊起我们一阵哄笑。路的另一
侧，则是错落有致的房屋，当夜幕低垂，屋内的灯光倾洒
在院子里，儿时的我们，恰似脱缰的野马，在院子里肆意
奔跑、嬉笑。故乡就是我们那时的欢乐王国，有我童年最
美好的回忆。

余华作品《麦田里》中也有他故乡的缩影。在稻田的
包围之中，有一小片麦田，年少时的他在这片麦田中央，
将生长的麦子踩倒，做成一张独属于自己的“小床”。这
里不仅是他的秘密乐园，也是他躲避父亲追打的避风港，
他惬意地躺在上面，静待父亲怒气消散，前来寻他。那片
麦田，凝缩着他的故乡记忆，带我们见证了那段被爱包围
的美好时光。

故乡图景同样在古人的笔下绽放异彩。杜甫在《小
至》里用细腻的笔触，勾勒出自然节气轮换与世事更迭之
景。“岸容待腊将舒柳，山意冲寒欲放梅”，寒冬腊月之时，
已有春之萌动，河岸正积蓄力量，只等暖阳洒落，好让柳树
舒展枝条；而山间的梅花，带着无畏的冲劲，正奋力地冲破
严寒，绽出灼灼芳华。这是杜甫在异乡漂泊时所看到的美
丽景象，也是他回忆里故乡的模样，让人沉醉。不管我们
身在何方，回忆里的故乡都像是冬天里的一壶暖酒，沉香
悠长，让人心生欢喜。

故乡是童年的欢乐天地，是心灵永远的避风港。在画
家笔下，它是岁月静好的画卷；于诗人眼中，它是绝美风光
的诗篇。故乡旧影是我们回忆里的沉香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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娟

一个阳光明媚的周末，偶然间，我的目光被水泥墙壁
的一处裂缝吸引住了，在这毫不起眼的缝隙中，顽强地生
长着几根小草。我仔细观察，小草叶子绿得逼眼，根须黄
黄的、长长的，铺满在裂缝的每一个角落。根须将缝隙中
仅有的一丁点泥土紧紧抓住，像是在拼命向更远、更深的
地方寻求滋养和庇护。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中，这些小草
依然从坚硬的石缝中探出头来，以它们独特的方式，尽情
彰显着生命的绿意。

植物如此，人亦然。我曾见过一位专注文化传播的博
主，在舞台上，她纤弱娇小，手握沉重的铁木锤，奋力一击，
滚烫的铁水瞬间飞向天空，犹如烟花般绚烂，瞬间化作点点
闪亮的铁树。然而，在这浪漫的背后，是她日复一日地重复
着抬臂、发力、敲击的动作，上百次、上千次地练习，直至掌
心磨出了厚厚的老茧。在向非遗传承人虚心求教的一个月
里，她从生疏笨拙到游刃有余。那璀璨的瞬间，不仅仅是技
艺的绽放，更是她坚韧意志的完美结晶。

无独有偶，在今年奥运跳水比赛中，看到被誉为“水
花消失术”的跳水天才全红婵站在奥运领奖台时，手中金
牌散发出耀眼的光芒，可谁有知背后不为人知的艰辛。
夏日炎炎，阳光如火般炙烤着大地，她每一次起跳，都是
与脚下的滚烫和肌肉的酸疼抗争。冬日寒风凛冽，她勇
敢地跃向那10米高的深渊，迎接那冰凉刺骨的池水。巴
黎奥运会，她成功创造了奥运跳水比赛的历史最高分。
那一刻，她如同在冰川上傲然绽放的花朵，突破万难，在
人生舞台上，散发出无尽的美丽与魅力。

自古英雄多历经磨难，范仲淹便是其中一位典范。
家境贫寒、生活困顿的他，每日仅以一碗凉粥度日，粥凉
后划作四块，早晚各食两块，佐以几根腌菜，艰难的生活
却从未阻挡他对知识的渴求。旭日初升时，他已手执笔
墨，将墨汁化作一行行密集的文字，记录着他对文学的独
到见解。夜幕降临时，他仍在孤灯下苦读，面对困意汹涌
如潮，他以冷水洗面，坚守着对学问的无尽执着。正是这
艰难岁月，如同磨刀石一般，铸就了他的坚韧不拔的品
格，让他在历史的舞台留下了自己的足迹。

人生海海，选择与坚韧同行，定能在自己的沙海尽头
发现梦寐以求的美丽绿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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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心情随笔 如见故人来
□ 陈杰

儿时的记忆总是让人眷恋的。记忆里
满院青翠的橘树，那清甜的花香跟着微风
袭来，沁人心脾。每当见我回家，奶奶就赶
紧进厨房里洗锅做饭。铁锅烧热，水干了，
挖一大块猪油，透明的油脂在锅里化开，下
米饭，翻炒。饭粒一粒粒都吸饱了油脂，有
着猪油特有的油润，适中的咸香。每当生
活遇到了坎，就会忆起奶奶做的美食、想起
家，顿时心中升起一股暖流，熨帖而温暖。

而诗人丁晓光的家乡味，藏在他的诗
文里。他曾写过一首诗：早早的，故乡的香
肠，在架子上，岁月磨砺，等待着，施展才
艺，众口一词，美味在咀嚼里，放肆无羁。
晾晒几天后的腊肉滴油已渐渐收干，呈现
出蜡的质感，整条肉都收紧实了，摸上去硬
梆梆的，闻上去充满了肉香，令人垂涎三

尺。饭桌上，切好的一片片腊肉，色如琥
珀，唇齿留香。我仿佛也感受到了过年的
热闹气氛，看到了家人团聚的画面。

一碗鱼汤，也是记忆中家的味道。纪
录片《最是烟火慰平生》里的苏东坡前往
黄州寻鲜，初冬时节，正是鲫鱼肥美之季，
鲫鱼清水下锅，加入碧绿的菘菜，青色的
葱白，小火文之，汤滚肉烂之时，摘一个金
色的橘皮切成细条，再倒进鱼汤里。东坡
先生一边炖汤，一边摇头低唱：橘子乃是
屈子先生的最爱啊，后皇嘉树，橘徕服
兮。冬天的夜里，每当寒风凛冽，白雪纷
飞，和家人围炉而坐，一碗热腾腾的鱼汤
总能驱散寒意，温暖心灵。

回到当下，《饮食男女》的开篇画面可
以称为美食的经典。各种美食令人垂涎

三尺，不禁让人口齿生津。好的电影不就
是因为和美事一样充满酸甜苦辣，才如此
精彩并值得期待啊！恰是此起彼伏的欢
声笑语，才让家的味道更加浓郁起来。

可口的食物可以温暖我们，乐曲也一
样。听莫扎特的《黄油面包圆舞曲》，我仿
佛看到一个金色的午后，从烤箱里缓缓取
出的黄油面包，浓郁的香气如晨雾弥漫在
房间的每一个角落，撕开面包的一角，层
层分明如云朵般轻盈，酥脆咸香。家的味
道，不仅仅是这些美味的佳肴，更是闲坐
家中的那些细碎时光。

故乡的美食，如诗，满载着情感与记
忆。家就像一个温暖的港湾，而家里的饭
菜香气就是港湾中那指引方向的灯塔，它
承载着无限温暖，永远散发着芬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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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岁那年，正是我站在人生岔道口
徘徊的时候，茫然不知走哪条人生路，如
果用迷茫、叛逆、浮躁这些字眼，都难以形
容我当时的心情。

次年春天，在一家报刊亭的雨蓬下避
雨，翻看一本《收获》杂志时，我突然被路
遥的中篇小说《人生》吸住眼球……

回家之后，我把路遥的《人生》读了一
遍又一遍，越读越觉得高加林连联合国都
想去的理想，着实令我羡慕。我身无一技
之长，拿什么本事到外面去闯荡呢？踌躇
几日，我突然萌生了一个写作的欲望，试
图用写作来改变命运。确定目标后，我开
始没完没了地伏案疾书，小说、散文都是
我练笔的文体。不到三天，我的第一篇小
说《三月的麦苗》，很快跃然纸上，洋洋洒
洒 4000 多字。接着，我又反复修改、润
色，不知折腾了多少遍，工工整整誊写到
方格信纸上后，才寄到省文艺刊物去。

两个月过去，眼看麦苗到了麦黄的季
节，稿子如泥牛入海，杳无音信。一日，正

当我满怀失望的时候，父亲突然给他带回
一封沉甸甸的信，我迫不及待地拆开一
看，里面除装有我花费一周心血的稿子和
一封铅印退稿信外，剩下就是编辑老师的
一句批注：“此文平铺直叙，给人印象不
深。”冲着这句话，我又开始没日没夜地
写，稿子像雪花般地飞来飞去，我的心血
没有一个字变成铅印。当时，我开始怀疑
自己根本不是这块料，对生活的观察、想
象和文字表达能力肯定存在问题。

麦收后的一天，我跟着大人小孩，扛着
锄头提着篮子到队里的大田去刨漏失的土
豆。起始，我刨了半天，力没少出，但收获
甚微。父亲笑着说：“儿啊！你不要老刨别
人刨过的地方，会有土豆吗？应该到别人
没有刨过的地方去。”说着，父亲又指了指
田边地角说：“你到那儿去试试看，那些地
方是犁耕不到的死角。”接下来，我按父亲
的吩咐，专找这些死角。刨了一会，死角虽
然土质坚硬，刨起来吃力，有时一锄头下去
震得手生痛，但每锄下去都有一份收获。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难于入睡，脑
海里不停地在细嚼慢咽父亲的那句话。
回味之余，我联想到写作与刨土豆有同理
之处，刨土豆不正是鲜活的好素材吗？想
着想着，我突然灵光一现，马上下床，铺开
稿纸，飞快地写下了散文《学刨土豆》。

三个月后，我那篇充满泥土气息的抒
情散文《学刨土豆》，终于在省文艺刊物发
表。当晚，天边还挂满红彤彤的晚霞，我兴
奋地抱着样刊和那本刊登有《人生》的杂
志，飞快地跑到那片土豆地。情急之中，我
抱着两本杂志趴倒在地，然后从地的东边
疯狂地滚到西边，边滚边喊道：“路遥，是你
的《人生》照亮了我的人生啊！”

后来，父亲托城里的表姐给我找到一
份临时工工作。进厂之后，我仍然坚持自
己的文学梦想，习作一篇接一篇见报。令
我喜出望外的是，厂领导直接把我从临时
工破格提拔到厂办、政宣科任职。文学爱
好不仅让我拥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还让
我建立了一个幸福的家。

梦想照亮我的人生
□ 程以龙

沁园春·纪念红军
在湘鄂西游击战

□ 张昌军

回 望 长 征 ，战 火 迢 遥 ，九 十 青
秋。念沙岗铁骑，瞿家湾里，风云叱
咤，平踏荆州，赤卫江湖，群山游击，
水里林间骋戈矛，扬军望，看抢声震
敌，俯首为囚。

路遥山险绸缪，又岂惧崎岖坎坷
愁。履雪山草地，驱驰如坟，风霜侵
骨，壮志难休。烈士陵园，西湖水畔，
徐帅谭黄墨宝留。今朝事，只魂牵梦
绕，沙殇风流。

注：“徐帅谭黄”分别指徐向前元
帅，谭友林将军，徐帅夫人黄杰同志。

诗词二首
□ 孙斌

七绝·登点将台

拍马山巅看夕阳，摩旗冢上叹沧桑。
曾经点将出征地，几匹铁牛耕稼忙。

七律·冬至长湖与友闲话

冬至村家谷果藏，清寥四野感苍黄。
在田人物和天下，对酒楼台乐小康。
日月盈虚欣有瑞，江山兴废可因粮。
今年收入还丰润，买种沽肥备稼桑。

园林路所见
□ 黄金榜

车过园林路图书馆
雪松掩映下的馆门
显得暗淡，低沉
倒是一前一后
走进馆门的那对青年男女
让我徒生羡慕
我也这样年轻过
梧桐树下
小提琴在演奏《梁祝》
优雅中稍带凄婉

车过中山公园东门
进出的男女老少
拱桥下面的渔舟
是不是也载着茴香豆
枯荷丛中的渔火
一闪一眠都是愁
那只独脚支立在水中的鸿雁
今夜也不再南飞

园林东路的烟火气很浓
重庆火锅店，老街坊家常菜
最吸引我的是
那家烧烤店子里的凤爪

我背负沉重的行囊
径直去了文化宫五楼
跑步机上快速轮回
脸颊上流淌着汗水
忽然有了甜味

小提琴协作曲有些嘈杂
公园里的林子黑黑的
园林东路的烟火气
是冬夜的一抹温暖

生命的晨曦
□ 陈德胜

初升的太阳露着笑脸浸润着苍穹
也浸润着山河
轻飘的云朵停下匆匆脚步
跟着金色朝霞一起嬉戏
直到边际与缝隙被金黄分割

晨风打扫着山恋
却扫不尽霞光的浸染
青黛的群山被浸润的晨光唤醒
凸凹山脊起伏着红色的筋骨

晨曦下 河流是大地的血管
燃起一片光芒
喷涌着红色激情生生不息流淌
寂静的大地有了生命的回响

一棵树 借助山体的力量傲视群雄
向山上攀登 向山下藐视
枝干可以伸向天空
树冠可以迎取霞光

一天之计 我把希望寄托初升旭日
把奋斗寄托奔涌河流
把志向寄托巍峨青山
一生之计我会把生命寄托那棵攀岩的树
向上而生 向阳而长

打电话给母亲
□ 林钊勤

每到夜晚，习惯给母亲打电话
说一些曾经说过的话
谈她的身体，谈论今天晚饭吃什么

母亲总是绘声绘色
将一天的生活一一复盘
昨天包的饺子还没有吃完
阳台种植的荆芥，已经露出嫩芽

她念起我的名字，总是有新鲜的感觉
偶尔也会唤起我的乳名

我看到她的床头，至今留着我送的花
是在集市上买的，十元三朵
即使早已干枯，不含养分
却依旧鲜艳、温暖

夜幕降临，我走在回家的路上。轻盈
的雪花翩翩起舞，飘落在喧嚣的街头，一
盏盏灯光亮起来，周围瞬间被笼罩在温暖
的黄色光团中，那柔和的光芒穿透了冰冷
的空气，驱散了我心中的阴霾。我迎着路
灯，脚步愈发轻快，原来，无论外界多么寒
冷和喧嚣，总有希望的光伴着我们前行。

追寻希望的光向阳生长，是每一个生
命的本能。喜马拉雅山脉的高海拔处，生
长着美丽的蓝莲花，它秀气的花瓣和叶子
上总挂着冰晶，闪烁着淡淡的光芒。花蕊
虽然被冻得有些僵硬，但依然挺立，仿佛
在向这世界宣示着它的存在。很难想象，
这么美丽的花可以绽放在空气稀薄、养分
贫瘠的山巅之上。在这苍茫的天地间，这
朵小花仿佛在诉说着一个关于“希望”的
传奇。

希望不仅属于自然界，也赋予人类无

尽的力量。“莲实有心应不死，人生易老梦
偏痴。”莲心不朽，诗心恒在。年过五旬的
叶嘉莹首次回国执教时，最喜欢静坐在南
开大学马蹄湖畔，看湖中荷花摇曳生姿，
回忆如水波般在她的心湖中荡漾开来。
少年丧母，中年失女，生活动荡、背井离
乡，但生活的磨难从未将她击垮，因为她
始终怀抱着诗词带来的希望与力量。每
每站上讲台，那些或激昂、或婉约、或悲
怆、或欣喜的诗词华章，经她之口，如潺潺
溪流，润泽着台下每一位学生的心田。讲
到情深意切时，她的手轻轻挥动，仿若引
领着学子穿越历史的长河，与诗人并肩同
行。百岁老人虽已离去，但她早已用智慧
和热爱，点亮了无数人的心灵之灯。

心存希望，才会迎来改变的契机。电
影《肖申克的救赎》中，主角安迪被冤枉入
狱，他并未因此自暴自弃，而是沉着冷静

地观察，用一把小锤子不懈地挖掘那坚硬
的牢墙，这一过程持续了整整 19年。在
那段漫长而黑暗的岁月里，他始终未曾放
弃希望。

希望也蕴藏在跌宕起伏的生命旅程
中。法国行为艺术家尤安妮·布尔热，通
过蹦床创作了一幕引人深思的短剧。表
演中，舞者努力攀登至台阶的最高点，然
而每次尝试都会不可避免地坠落到原点
的蹦床上，循环往复。但他没有放弃，从
狼狈不堪到优雅从容，无论怎样的跌落，
都是下一次拥抱希望的起点。一次次抓
取，不断向上，不妥协也不放弃，在第 32
次跌落后，他稳稳地站在了顶端，谦逊地
弯腰，停在一个谢幕的瞬间。台下掌声雷
动，只因他唤起了所有人对希望的向往。

人生路，总会有步履维艰的时刻，但
是希望，生生不息。

教学楼前的老树，在暴风骤雨的重击下，蓦然倒地，
如被随意丢弃的枯枝般，了无生气。我经过此处时，视线
偶然扫及，发现干瘪的树干上竟又萌发了一点绿意，傲然
地在寒风中挺立着，不由得高看了它一眼。当我们认为，
它早已枯萎时，它没有气馁，努力吸收枯树中残余的水
分，以枯树为生长的温床，每天竭力将根往更下、更深处
扎，将枝叶一点一点向上探出，经过了两个月无声而漫长
的蛰伏，终于将新芽立稳在了这枯树上，重获了新生。

美好是需要等待的。清澈的河流结了冰，枯枝和落
叶冻在里面，仿佛将天地间万物的生命力都暂时封存其
间。我料想，此般暂停下的时刻，都是在为来年开春积攒
能量，经过一个冬天的坚韧蛰伏后：冰河会在春初之际毅
然破冰，从河面上细小的裂缝开始，到最后整条河流都欢
快地流淌起来，像灯火点燃黑夜般，点亮两岸的春天。故
而我十分欢喜冰河之貌—我能从中感受到一种蛰伏的力
量，感受到破冰之前冰封时刻也孕育着希望，破冰之后的
春景明媚光亮。

报负的实现更需要时间的沉淀。晋代人车胤家境贫
寒，想要读书却买不起灯油。当他偶然看到，萤火虫在夜空
中盈盈地闪着光，便灵机一动，找来白色绢布口袋，抓了几
十只萤火虫放到袋子里照明。紧挨着这微弱的光源，他坐
在木墩上，手持一卷旧书，在荧荧光亮下专心致志地学习。
日复一日地勤学苦读，最终让他成为一位博学之士。这长
久的沉淀，让他磨砺了心性，最终成为了为百姓做实事的好
官。

才华的施展同样需要光阴的积累。《秋园》的作者杨本
芬，想要留下关于母亲的记忆，63岁的她，趴在厨房的椅
子上，拿起笔开始写作。洗净的青菜晾在篮子里，灶头炖
着肉，在等汤滚沸的间隙，在抽油烟机的轰鸣声中，一字一
句写下了“秋园”的一生。回看她的过往，未及毕业就去了
江西农村，种田、切草药、当工人、做汽车零配件生意，奔波
劳碌的间隙，她一点一点记下身边的故事，思考，感知。当
她决定将这些故事写出，潜藏在心中的记忆，酝酿，发酿，
诉诸笔端，如澎渐的河流，涌向大海。而她，也借由这本
书，大放异彩。

人生绝大多数时问都是在蛰伏，在积蓄，在等待。比如蝉
鸣一夏，实则蛰伏了几个春秋，令人惊叹的磅礴日出，已在海
面下浸润了一夜。坚持下去，春天一定会如约而至。

蛰
伏
之
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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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追寻希望追寻希望，，向阳生长向阳生长
□□ 武玉玉武玉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