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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工们奋力拉起了篷帆。当
那大帆张起来的时候，泡爷往舵前
一站，小小身量陡然像长了个儿似
的，顿时有了几分神武。船往东
去，一路顺水。待过了闸口，交了
官凭，一进入黄河，那水流就急
了。长天一阔，满眼都是黄腾腾的
浊浪，涛声一阵一阵，下边有湍流
涌动，泡爷手里的舵就显得吃力多
了。只见他一手操舵一手从腰里
拿出一葫芦来，仰脸喝了一口，尔
后对一船工说：看见了吧，洛河行
船，只不过压三道浪。走黄河，得
压住五道浪。没有这本事，就吃不
了这碗饭。

那船工说：那是。谁不知道
泡爷？连河神都让你三分。

不料，泡爷的脸色即刻变了，
喝道：狗日的，掌嘴！接着，他说：
有一年大年三十，我一个人在船
上，半夜里，突然从水里伸出一只
手，问我要肉吃，给了他，还要。我
一恼，就把一锅肉汤泼下去了。你
猜咋着？只听“吱哇”一声，我往水
里一瞅，妈的，是一根枯树枝子。

康悔文第一次出远门，自然
有许多稀罕想看。他看远处大河
平阔，一望无际，船来船往，白帆点

点。岸边，走上水的纤夫们喊着号
子，一声声高亢激越……他禁不住
从舱中出来，四下里溜达。在船上
转了一圈后，他站在船头，伸手一
指，对站在身边的伙计说：哎，帆，
你看那帆，歪了。

谁知，一语未了，惹恼了那泡
爷。只见泡爷操起手边的长篙，一
篙把康家大少爷抡水里去了！

伙计和船工大惊，叫道：泡爷，
这可是货主哇。

泡爷黑着脸，骂道：货主？操，
货主就不说人话么？让他喝两口
黄河水，看他还敢胡唚？

康悔文本不大会水，一竿子被
打进黄河，水流横冲直撞，他还真
是连喝了几口黄河水。不过他到
底年轻，身强力壮，一阵扑腾，倒也
扒叉着露出了头。他往前扒着扒
着刚扑腾有十来米远，就掉进了一
个漩涡。下边水流湍急，就像是一
个无底洞似的把人往里吸，越挣扎
陷得越深。没来得及“呀”一声，人
就没了顶。就在他惊慌失措的当
儿，慌乱之间，只觉得脚下一烫，突
然两条大鲤鱼从他脚下窜将出来，
接着犹如神助一般，冥冥之中借着
这股窜动之力，就像被什么托了一

把似的，他一下子扑出了漩涡，再
次从水里冒出头来，喘了一口气。

很多年后，康家的后人曾一
次次给人们讲述，康家先人被鲤鱼
搭救的奇迹。

那时，有船工担心道：泡爷，你
看，可别出人命啊！

康悔文跃出水面后，在水中拼
命挣扎。就在他几近绝望的当儿，
只见泡爷哼了一声，从船上解下一
根缆绳，顺手绾了一个绳套，一扬
手甩了出去。只听“嗖”的一声，不
偏不倚，刚好套在了康悔文的身
上。泡爷把绳子往桅杆上一拴，大
咧咧地说：狗日的，让他再喝两口。

身上有了根绳子，康悔文不
那么害怕了。他在水里胡乱扑腾
着、挣扎着，浪头一赶一赶地打过
来，浑浊的河水不停往嘴里灌。天
已入秋，水凉刺骨，康悔文觉得身
上的气力已快要用尽。可渐渐，渐
渐，他觉得身子有了浮力。

那船顺风顺水，行了约有一
里多地的光景。跟着康悔文押船
的伙计再三央告泡爷，泡爷这才从
二船手里拿过长篙，稳了船，使个
眼色，众人忙拽着绳子，把康悔文
从水里捞了出来。

待抓住船帮，康悔文已是精
疲力竭。船工把他像死狗一样拽
上来，往船板上一扔，不管了。康
悔文就那么躺着，一声声往外呕，
吐着满嘴沙土。

这时候，伙计拿过一条热毛巾，
给康悔文擦了把脸，小声说：少爷，
船上忌讳多。你犯了人家的忌了。

康悔文长长地吐了口气，两
眼翻白，说：我，知道了。

这会儿，泡爷大喇喇地走过
来，看了看他，说：康家少爷，黄河
水好喝么？

康悔文勉强爬起身，浑身淌
水坐在船板上，狼狈地说：领教了。

泡爷哼了一声，说：比你家霜
糖豆腐如何？

康悔文说：别是一番滋味。
泡 爷 说 ：好 。 倒 还 有 些 气

概。合我的脾气。说着，他从腰上
抽出一个扁葫芦，丢过去，说：喝
口，驱驱寒气。

康悔文接在手里，说：啥？
泡爷说：好东西。
康悔文愣了一下，只觉得身

子一阵阵地发寒打战。他说声谢
了，拽了木塞，猛喝一口。一股热
辣，直抵肺腑。再喝一口，就有了
一种回肠荡气的感觉。

当康悔文抬起头时，却见泡
爷正狡黠地望着他：喝了几口？

康悔文说：三口。
泡爷突然说：一口一两银子。
康悔文怔了一下。
泡爷说：你笑啥？这是船上

的规矩。

二
天擦黑时，船刚刚驶入蛤蟆

滩附近，风向就变了。天突然下起
雨来，那雨先还下得小，毛刷子一
样，刺刺的，继而越下越大，大河上
下，黑沉沉一片，波滚浪翻。

再往前，只见河北岸一拉溜
停了有十多艘船，船上人在雨中打
着灯笼，冲着来船大声吆喝：喂，是
泡爷么？泡爷过来了么？

泡爷站在船头吆喝一声：操，
咋了？

对面船上人惊喜地喊道：泡爷，
真是泡爷呀！前边就是蛤蟆滩了。
就等你泡爷领航呐，走不走啊？

泡爷不语。泡爷蹲在船头
上，从腰里抽出烟袋，点上一锅烟，
吧嗒吧嗒地吸起来。

行船的人，最怕过蛤蟆滩。
之所以怕蛤蟆滩，是因为蛤蟆滩有
一“嚎月石”，民间也有叫“狼哭石”
的。这块巨石就立在蛤蟆滩的滩
口处，这里水流湍急，行船至此，稍
有不慎，就会撞上这“狼哭石”，船
毁人亡。

“狼哭石”的稀奇险难，在于船
过蛤蟆滩时，必须把舵对准“狼哭
石”前行，船才能在水流的冲击下，

刚好偏身而过。若有船老大掌舵
不稳，心慌手软，稍稍偏上一线，船
就会被水流冲得横过来，拦腰撞上
巨石，粉身碎骨。

故而，大凡船到蛤蟆滩，只要
天色一晚，都会在此歇船。等上一
夜，等第二天天亮再走。可船工们
都知道，泡爷可以夜闯蛤蟆滩。传
说泡爷有一绝活，在月明星稀的夜
晚，只要他用篙尖对一对月亮，那
船直得就像墨线绷出来的一样。

可是，今夜没有月亮。
然而，老天却不等人。先是

风里渐渐有了寒意，接着西北风
突然就“哨”起来了。顿时，天空
先是亮了一半，接着是一条银龙
炸出了天庭，只听“咔嚓”一声，天
地间便是一片汪洋。那雨像鞭子
一样唰唰地抽打着，黑黑的浪头
山一样扑来，一波一波地啃着船
帮，像是抖然长出了牙齿一般。
船开始颠簸起来，船体吱吱呀呀
地响着，发出了痛苦的呻吟。那
刚靠上的岸顿时不见了，只见波
涛汹涌，一片汪洋。这时，船下的
锚已经不起作用了。若
是不走，那船就有相撞或
被搁浅的危险。 39

连连 载载

杜甫作为第一流的历史文化名人，为郑州
乃至中原文化高地树立了不朽的精神地标。其
诗歌中蕴含的鲜明人文精神和特色文化内容，
是郑州文化建设中极富特色的历史文化资源。

“地以人传人以地，拜公遗像颂公诗”。杜甫故
里作为世人瞻仰诗圣遗迹的重要场所，在很大
程度上满足了人们热爱诗歌、追求崇高、崇仰

“圣贤”的特定审美眼光、文化心理与精神诉求，
日益成为重要的文化旅游目的地。挖掘、研究
和传承名扬四海的杜甫文化，打造郑州文化名
人特色品牌，推动杜甫文化产业化开发，发挥杜
甫文化教导、教育和濡化作用，引导文化旅游与
其他产业深度融合，形成历史文化名人系列产
业链，对于当前加快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具
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连绵不断的战争成就
了杜甫“诗史”创作。一是“安史之乱”为杜甫的
诗史创作立基。长达八年的安史之乱，不仅彻
底改变了唐朝发展的走向，也彻底改变了杜甫
的生命轨迹。杜甫一边在战争的烽火中不停地
辗转奔突，一边用他天才的诗歌创作记录个人
遭际和时代变迁。如“三吏”“三别”等名篇，均
写于诗人在战火中逃亡之际，既反映了战争给
人民生活带来的苦难，也展现了杜甫忧国忧民
的仁爱精神。由于安史叛军是发起对唐王朝政
权侵犯最久、危害最大的主要力量，而杜甫向来
支持国家统一，崇尚各民族和平，反对狭隘的民
族分裂主义和不义战争，因此，杜甫诗歌更多地

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安史叛军，表达了对“羯胡
事主终无赖”的强烈愤慨。二是唐朝与吐蕃之
间的战争为杜甫的诗史创作铸魂。杜甫从乾元
二年秋写《秦州杂诗》始，至大历三年秋写《秋日
送石首薛明府辞满告别三十韵》止，十年时间写
了以吐蕃入侵为题材的诗四十余首，真实地反
映了唐王朝和吐蕃曲折复杂关系的变化历程。
由于唐玄宗的穷兵黩武和边将的好大喜功，客
观上给黎民百姓带来了沉痛的灾难，杜甫毫不
犹豫地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唐朝统治者。无论
是《兵车行》中对“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
云霄”的悲惨情景的刻画，还是在“边庭流血成
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中蕴含的对非正义战争
的愤怒谴责，都生动地反映了被迫应征人民的
痛苦，形象地说明了对吐蕃的开边战争不得人
心，鲜明地表达了诗人的反战立场。

杜甫漂泊西南时期的生活相对安静平和，
在此期间的诗歌中常常流露出对真实幸福生活
的珍惜和满足，给后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
象。一是偏安一隅享受家庭生活的天伦之乐。
无论是“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
（《江村》）的“各美其美”，或是“晒药能无妇，应
门亦有儿”（《秦州杂诗》之二十）的全家劳作，还
是“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客
至》）的“朋来之乐”，诗人此时的心都是舒展惬
意的。二是走近自然感受万物生长的乡野之
趣。无论是“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
啼”（《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对“蝶舞”“莺啼”

的生动刻画，还是“两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
上青天”（《绝句》）对“鹂鸣”“鹭飞”的贴切描写，
都洋溢着“万类霜天竞自由”的蓬勃生机。纵使
千载以后，人们依然记得杜甫的那扇宁静的窗，
以及曾经照亮了西岭的“千秋雪”。三是寄身孤
舟领受浩瀚星空的壮阔之美。无论是“星垂平
野阔，月涌大江流”的漂流之夜，还是“吴楚东南
坼，乾坤日夜浮”的洞庭水阔，纵使在漂泊无依
的日子里，诗人依然能够不时地感受到天地之
壮美，只不过杜甫在山水吟咏中也饱含着对时
事的关切。阅读那些脍炙人口的诗篇，理解和

“咀嚼”其中的“诗心”，可以感受杜甫西南漂泊
生活中的生命律动，感受诗人享受天伦之乐的
人生至趣，还有对远方战事的羁绊。

杜甫对战争与和平生活的态度展现了其鲜
明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一是“安得广厦千万间，
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悲悯情怀。与儒家倡
导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有所不同，

“穷年忧黎元”的杜甫“一卧苍江惊岁晚，几回青
锁点朝班”（《秋兴八首》），心心念念不忘百姓疾
苦，只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
死亦足”（《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这种“己溺己
饥”的仁爱精神和悲天悯人的思想深度，对后来
的诗人兼政治家的白居易、王安石等影响很
大。二是“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的故土情
结。杜甫在“九度附书向洛阳，十年骨肉无消
息”（《天边行》）的困苦煎熬中，经历了“烽火连
三月，家书抵万金”（《春望》）的焦灼等待，厌倦

了“今春看又过，何日是归年”（《绝句二首》）的
孤独无奈，习惯了“思家步月清宵立，忆弟看云
白日眠”（《恨别》）的乱世漂泊，内心“寻找家园”
的渴望反而越发强烈。三是“无边落木萧萧下，
不尽长江滚滚来”的生命意识。在长期辗转漂
泊的生活中，诗人时常被人命如蚁的惊惧和无
法把握命运的忧虑紧紧裹挟，由此更多了一份
清醒和悲壮。庆幸的是，这份清醒和悲壮非但
没有让诗人萎靡，反而让他对身边的一草一木
有了更为丰盈的感知和欣赏。如他在《岳麓山
道林二奔行》中所说：“一重一掩吾肺腑，山鸟山
花吾友于”，直谓起伏的山峦犹如自己起伏的肺
腑，山中的花鸟就是自己的朋辈兄弟，表达了诗
人眼中万物皆有灵的生命自觉。

“李杜文章在，光芒万丈长”，生活在智媒
时代的我们，仍然可以借助诗歌走近杜甫，感
受其诗歌中凝缩的儒家精神和道德传统。特
别是杜甫在颠沛流离中对国家民族的深切关
注，对“战争与和平”的真实记录，不仅集中展
现了杜诗的“史诗”特征，也是“诗圣”杜甫人
生观和价值观的诗意表达，具有重要的文化
意义。如果说“秀口一吐就是半个盛唐”是诗
人余光中对“诗仙”李白的极致推崇，那么“一
个人笔下的唐朝”则是世人对“诗圣”杜甫的
由衷赞叹。杜甫在战争与和平之间奔波，在
襄阳与洛阳之间眺望，其诗歌呈现出的悲欣
交集和家国情怀，无不彰显出了强大的文化
能量和人格魅力。

文化漫笔

♣ 王运涛

杜甫诗歌里的“战争与和平”
聊斋闲品

幽默的趣味儿
♣ 周振国

按林语堂先生的说法，幽默就是要有幽有
默，“愈幽愈默而愈妙”。譬如林黛玉打趣贾宝
玉。《红楼梦》第三十一回：宝玉对袭人笑道：“你死
了，我作和尚去。”黛玉将两个指头一伸，抿嘴笑
道：“作了两个和尚了。我从今以后都记着你作
和尚的遭数儿。”宝玉听了，知道是点他前儿的
话，一笑便罢了。

但如果有幽无默，或幽而不默，彼此缺乏互
动和默契，或幽而不庄重、不严肃，失了分寸感，
或玩笑过了头，那便失了幽默的趣味儿。

越剧《十八相送》里，祝英台用“芍药共牡丹”
“配鸳鸯”暗示不灵后，又借一对大白鹅说事：“雄
的就在前面走，雌的后面叫哥哥。”梁山伯：“不见
二鹅来开口，哪有雌鹅叫雄鹅？”祝英台：“你不见
雌鹅她对你微微笑，她笑你梁兄真像呆头鹅。”梁
山伯：“既然我是呆头鹅，从今你莫叫我梁哥
哥。”——一个用心良苦，一个全然蒙圈！也难
怪，称兄道弟同窗三载，谁能想象对方竟是女儿
身？这要是有幽有默便有点邪了，但戏剧要的就
这效果。

林语堂在武汉编《中央日报》时，曾就男女问
题以“毛驴”为笔名与一位署名“小鹿”的作者发
生笔战。“小鹿”褒女贬男，“毛驴”则反之，笔战激
烈，一时纸贵。当时副刊编辑是时有“副刊大王”
之称的孙伏园，为了结束这场笔战，他特邀“小
鹿”与“毛驴”在河口东宴楼相会，谢冰心也被邀
作陪，彼此欢饮之后，同意息兵。第二天，孙伏园
特于《中央日报》副刊作了一则启事：“男女之争，
已于鹿驴交欢声中化除矣！”“小鹿”原是一位小
姐，见到这则启事大为恼怒，发誓再不为该报写
稿——本来好好的，因孙大编玩过了头，闹了个
不欢而散；而在林语堂这边，自然少不得“会心的
微笑”一下，倒是有幽有默。

传说古代有位秀才，自恃才高，喜欢卖弄。
有一天，他和朋友在酒楼吃饭，看到一位女子领
着两个孩子经过，于是就起了戏谑之意，便对着
女子说：“一羊引双羔。”没曾想这回他遇到了对
手，女子瞥了一眼吃饭的俩人，回了一句：“两猪
拱一槽。”秀才讨了个无趣，害得跟他一起吃饭的
朋友也无辜挨损。

国学狂人黄侃，学问大，脾气大，性格怪，人
称“黄疯子”。他反对胡适的白话文运动，也反对
西学，因此跟胡适不对付，逮着机会便作践他。
胡适著有《中国哲学史大纲》，仅成上半部，全书
久未完成。黄侃在南京中央大学讲课时便说：

“昔谢灵运为秘书监，今胡适可谓著作监矣。”学
生问其故，他说：“监者，太监也，太监者，下面没有
了也。”这般胡溜八扯还不算，有一次他在讲课中
赞美文言文的高明，便举例说：“若胡适丧妻，用
白话文报告消息，其家人电报必云：‘你的太太死
了，赶快回来啊！’长达十一字之多。如用文言，
则仅需‘妻丧速归’四字即可，只电报费就可省三
分之二。”为人温和的胡适知道黄侃的疯劲，除了
偶尔接他两招，并不真跟他计较，虽然有时被气
得要死。

张作霖捉弄日本人的幽而不默，在国人看来
无疑幽默得很、快活得很。因为常和日本人打交
道，张作霖便学了几句寒暄用的日语，但据说他
只学了三句：“阿里安多”“巴格牙鲁”“沙约娜拉”，
即“谢谢”“混蛋”“再见”，这原也没什么，关键是他
经常半真半假地用错地方，弄得日本人尴尬又无
奈、敢怒不敢言。一次，日本人请张作霖写字，张
的书法不怎么样，但还是写了一幅条幅，写完后
落款：“张作霖手黑”。副官提醒他，应该是“手
墨”，“黑”字下边还有个“土”。哪知张作霖大声
说：“我张作霖就是不愿意把寸土送给日本人！”

人拿自己开涮，或对自己嘻哈一点，自然是
讨人喜欢的。韩愈赠诗好友刘师服：“羡君齿牙
牢且洁，大肉硬饼如刀截。我今牙豁落者多，所
存十余皆兀臲。”刘师服看了肯定很受用。启功
先生是清朝皇室之后，曾一度不受待见，说的话
也总遭人质疑，故而每次讲话之前，他总是以一
段自嘲作开场白：“本人是满族，过去称胡人，因
此在下所言，全是胡言。”听者会心，一笑便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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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记事

♣ 袁占才

最是难忘说书人

梨园旧书三千部，负鼓盲
翁正作场。在农村长大的孩子，
有谁没有受过鼓书的熏染呢？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豫西
农村，精神比物质还贫，农闲季节
没有其他娱乐形式，人们窝在家
里，最盼的就是听书，听一次书，
比吃上一顿雁肉包子还舒坦。

说书的常常是单枪匹马。
他一个人来了，天作幕布，地作
舞台。一个人的舞台，能惊起
多大的雾？却不料疾风骤雨
般，一张嘴跑出来千军万马，一
声吼天地胆寒。紧要处的目瞪
手挥，凄切处的荡气回肠，有谁
不是随着说书人的板眼，一会
儿斜了身子，一会儿缩了脖
子？又有谁不是惊呆了眼珠，
笑歪了脸庞？

说书用的都是 7寸小鼓，
扁圆形，在说书里，被誉为牛皮
战鼓。不要小觑鼓的作用，鼓
与欢乐同在，与生活同频。敲
钟击鼓殇百神，热热闹闹庆丰
收，哪样都离不开鼓。大盘鼓
磅礴如雷涛，小腰鼓激越似奔
突。说书的鼓式百样千种，最
讲究快收猛放，张弛有度。敲
鼓皮敲鼓沿，情绪酝酿处，不说
不唱，不停击打，轻重缓急，长
短有致，一会儿如疾风骤雨，一
会儿如雪飘云行，一会儿是凤
凰三点头，一会儿是蜻蜓五戏
水。敲上好几分钟，敲出远古，
敲过唐宋，敲得众人心头温润、
遍体通泰。

还有那钢板，是月牙形的，
就叫月牙板，两片，左手五指夹
着，一上一下，一阳一阴，解得
风情的人谑之曰鸳鸯板，其实

就是原来的犁铧片，一拿就是
千百年。丁零当啷，犁铧片碰
击，发出清脆的声音。

遗憾今人不再用犁铧犁
地，没人再铸犁铧片，只好用钢
板代替。

说书人那绘声绘色的表
情，合辙押韵的唱词，自然而
然，就把我们带入到刀光剑影
的前朝往事、现实中的爱恨情
仇里去了。无论是远古神话的
开天辟地，还是历史战场的金
戈铁马；无论是后宫嫔妃的明
争暗斗，还是名利场上的蝇营
狗苟，正典野史，古说今谈，这
巧舌如簧的独角戏，分明是一
个人在慷慨激昂、纵横捭阖，台
下面听得却是如痴如醉。

我常常感慨，说书的怎么
就对人世百态有这么深刻的感
悟？！他插科打诨，他渲染气
氛，他怎么那么善于揣摩人心，
把情节拿捏得恰到好处，诱了
你或悲苦，或唏嘘，或朗笑，让
你跟着他的感觉走。听一次说
书，生活在底层的百姓，仿佛能
在一瞬间、一夜间，把长期累积
的疲累释放净尽。

我曾想，老百姓为啥喜欢
听说书呢？考究起来，一在形
式简单，二在音韵唱腔优美，三
在唱词接地气。几乎所有的鼓
书，用的都是地方方言俗语。
那虚词，那衬词，那韵词，十分
的口语化，形象得无以复加，纯
朴得直达本真，通俗得沾满泥
土，有趣得摄人心魂。老百姓
从骨子里爱它，爱的正是它的
接地气。要是文绉绉的，想摈
弃它下里巴人的泥土味，老百

姓不踹了它才怪。
这种曲艺形式最是讲究抖

包袱，卖关子，设悬念，让听众
的心提到喉咙眼儿。每每紧要
处，钢板突然打住：“让俺歇歇
喘喘，吸袋烟。”场间休息上几
分钟。待要“且听下回分解”，
则是明天继续。保不准明天人
走了，就留下了遗憾。这样的
遗憾，像初恋一样，是可能让人
回味一生的。

作为鼓书，跑到山东，它
变成了山东大鼓；跑到上海，
它演绎成了浦东说书；扎根京
津，它又称之为京韵大鼓。在
河南境，虽统之曰河南大鼓，
然而花开遍地，开在豫西鲁
山，它叫鼓儿词；开在南阳，它
叫鼓儿哼；开在洛阳呢，则谓
河洛大鼓……

这是一个从泥土里蹦出来
的“孩子”，人宠人爱。吃了万
家饭，尝了万家苦，适了万家
口，起了万家名，到哪里都被接
纳都被欢迎，分明你中有我，我
中有你，虽然还认祖归宗，又个
个独立成家。到一个地方，产
生一种流变，音腔不同，伴奏的
弦子有别，又嫁接出鼓碰弦、二
夹弦、坠子书、三弦书……这无
数的曲种在时空中交替，在不
同地域中回环，百代民众从中
减压忘却悲苦，寻找回欢乐，不
知不觉中接受了说书人宣扬的
忠孝节义……

如今随着娱乐形式的多元
化，说书这一古老的曲种呈现
衰落趋势，如何去保护这一古
老的民间曲艺瑰宝呢？这似乎
是一个沉重而又严峻的话题。

一场霜打之后
蔫了，残了
一切都枯萎了
杂乱地低下头
伏卧在平静的水面
无语

残荷中
一些略有淡淡绿色的
或已经干枯的干和叶
在暮色中
坚挺着
坚持到最后一刻
毕竟有过曾经的艳丽与风光
不甘心这样倒下

不过
万物的轮回就是这样
也许，此时的逝去
是一种蛰伏和又一次的积蓄
待到来年
定将是再一次的夺目与耀眼

诗路放歌

♣ 秦继利

残 荷

十月
我的词语饱满
是一株成熟的稻穗
向着大地，轻轻摇摆

歌唱。心底深处的感动
所有的泥泞，干涸，稻瘟
都是轻轻的序曲
滑向金黄的高潮
沉淀出岁月的重量

我捧着芬芳的稻穗
用我一生的收获
扯来清澈的秋风作歌喉
反复吟诵我的祖国

白云飘飘
我身轻如燕
衔一粒种子
向着我的祖国
碧空如洗

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蓝天
是我纤尘不染的情感
袒露给我的母亲，我的祖国

大地上生长的稻穗啊
是我金黄的十月
每一粒
都是我歌唱的词语

起伏成大江南北的波涛

♣ 王文平

鞠躬的稻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