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诗风词韵

东晋时期杰出的田园诗人陶渊明所作
《桃花源记》一文，给后人留下无限遐想。湖
南省桃源县西南 15公里处水溪附近，有山有
水有桃花，有当年武陵人生活的山洞和村
寨，还有捕鱼的沅水风光带，的确像极了陶
渊明笔下的桃花源。桃花源里有一座遇仙
桥，仍保留着古朴风貌。此桥原本是一座横
卧桃花溪上的自然岩桥，后经多次修缮成为
一座石拱桥。桥下溪流潺潺，菖蒲丛生，松
竹复阴；桥面由石板铺就，布满了青苔，山涧
云雾缭绕，游人至此，遇仙之期皆油然而生。

桃花源遇仙桥一侧有座石亭，亭内置一
石桌，桌上刻有一副象棋盘。另一侧，沿桥
上信步走来，岩石旁立有一通石碑映入眼
帘，格外引人注目。不知何年、何人所立，
碑刻内容却极具神奇，更是有着一个动人的
传说。

相传，遇仙桥石碑所立之处，有一条小
路通往后山，这里住着一户人家，家境较为
富裕，勤劳善良，生活安逸，家中有一女自幼
聪慧，长相端庄秀丽，女工针线、诗词书画样
样精通，可谓才貌双全。女儿长大后，仰慕
者众多，到了婚嫁年龄，登门求婚者络绎不
绝。然而，该女子独爱诗文，于是便采取以
诗择婿的办法，写下了一段文字，放言道，如
有解读出此篇文字中诗词者，不论何人，便
择为佳偶。因此，便有了这通石碑上《题遇
仙桥》一文：

《题遇仙桥》文共49个字，七言七句，且杂
乱无章，咋看咋读都不像是一首七言律诗。
一年又一年，求婚者见此诗文皆百思不解，不
得不望而却步，令人唏嘘不已。此事流传开
来，后经高人指点，留下一段提示，一并刻于
石碑下方:上面 49字是一首七言八句的顶针
螺旋诗。即上句末一字与下句头一字重复，
但下句头一字只能取上句末一字的一半，每
句七字都相连，顺时针方向从内转到外，押

“旗”字韵，你能念吗？
众人这才恍然大悟，一首七言八句诗便

产生了：
牛郎织女会佳期，
月底弹琴又赋诗。
寺静唯闻钟鼓响，
音停始觉星斗移。
多少黄冠归道观，
见几而作尽忘机。
几时得到桃源洞，
同彼仙人下象棋。
原来，这是一首顶针螺旋诗，又叫回文

诗，还有一种说法叫作“联珠诗”。
顶针螺旋诗其实是一种修辞手法，虽有

些文字游戏的味道，但从欣赏汉语言文字的
美学角度看，则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情趣盎
然，颇具遣词造句的功底。顶针螺旋诗其实
就是按照一定的法则将字词排列成文，回环
往复都能诵读的诗。这种诗的形式变化无
穷，非常活泼，能上下颠倒读，能顺读倒读，能
叙读，能交叉读，还能首尾串读，只要循着规
律读，均能读成优美的诗篇。在《题遇仙桥》
文中，问题的关键是从哪里开头。

这就有了一个机缘。顶针螺旋诗的顶
针，又称“顶真”，是旧时中国妇女民间常用的
缝纫用品，一般为铁制或铜制，箍形上面布满
小坑。顶针常用于女工针线活，戴于女子中
指，用来顶针尾，以免伤手，这样才能用上
力。这里应用于文学题材，其实已经隐约告
诉读者，解读此诗应从中间字开始，即从“牛”
字开始，方能解读。

顶针诗在文学题材中的应用，在汉乐府
时代就已经开始了，可见中华文化之博大精
深。陶渊明所作《桃花源记》千古流传，桃花
源里所刻《题遇仙桥》诗文，堪称中华诗词百
花园中一朵绚丽的奇葩。

♣ 子 龙

桃花源《题遇仙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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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南粮北调”到“北粮南运”
2019年12月31日，京杭运河

浙江段全长约33.9公里的三级航
道整治工程通过验收。这标志着，
拥有 2500余年历史、曾经长期肩
负着全国漕运重要使命的京杭运
河，如今又以崭新的姿态进入综合
运输体系，成为连接长江经济带和
海上丝绸之路的内河水运主通道。

纵贯我国东部平原，联通钱塘
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五大水
系的古代南北交通大动脉大运河，
曾被各个王朝作为调剂物资、将漕
粮转运到全国大部分地区的主要
运输通道，为我国“南粮北调”发挥
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京杭大运河畔，有两个著名
的粮仓：一个是始建于清代光绪年
间、位于杭州市霞湾巷的清代国家
战略粮食储备仓库——富义仓，这
是南粮北调的始发站；另一个是明
清两代的皇家粮仓——南新仓，位
于北京东四十条桥西南角，这是南
粮北调的终点站。当时，素有“北
有南新仓，南有富义仓”之说，它们
共同见证了京杭大运河“南粮北
调”的兴盛与衰落。

长期以来，我国的自然条件和

生态环境特点决定了“南粮北运”
的粮食生产区域格局，南方地区的
粮食产量远远高于北方地区。

北宋时，官方有“苏常熟，天下
足”的说法。“苏常”即当时的苏州与
常州两府。到了明清，又有“湖广熟，
天下足”的民谚。“湖广”是元明时期
的一个行省，辖区即现在的湖南、湖
北。无论是“苏常”还是“湖广”，均在
人们常说的“鱼米之乡”区域。

“鱼米之乡”指的是三峡以东
的长江中下游沿岸带状平原，主要
由江汉平原、洞庭湖平原、鄱阳湖
平原、皖苏沿江平原、里下河平原
及长江三角洲平原等 6块平原组
成，西起巫山东麓，东到黄海、东海
之滨，南至江南丘陵及钱塘江、杭
州湾以北沿江平原，北接桐柏山、
大别山南麓及黄淮平原，东西长约
1000公里，南北宽 100至 400公
里，总面积约20万平方公里，跨越
鄂、湘、赣、皖、苏、浙、沪等 7 省
市。三国两晋时期，这里初步开发
之后，逐渐成为我国举足轻重的粮
食生产区。

历史上还曾有“天府之国”的说
法。秦朝时，关中平原因修筑了郑
国渠，粮食丰足，《战国策·秦策》如

此描述这一区域：“大王之国……田
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乘，奋击百万，
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便，此
所谓天府，天下之雄国也。”到了三
国时期，“天府之国”成为蜀地的美
誉。诸葛亮在草庐对策中说：“益州
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当
时的益州，包括现在的四川、重庆、
云南、贵州、陕西汉中大部分地区以
及缅甸北部，湖北、湖南小部分，治
所在蜀郡的成都。包括“鱼米之乡”
与“天府之国”在内的南方地区，长
期以来是支撑我国粮食生产的“脊
梁”，向北方输入大量的粮食。据
记载，明朝京杭大运河从南向北运
粮的漕船达 9000多艘，清朝每年
从南方征收北运的漕粮多达 400
万石。

直到上世纪 70年代末，我国
粮食生产的总量大部分还来源于
黄河以南（包括黄淮海地区）。新
中国成立之后，我国粮食生产格局
逐渐发生变化，尤其是20世纪 70
年代中期之后，生产区域逐渐由南
方向北方转移，呈现“南退北进”的
趋势。比如，玉米种植面积，长江
中下游以南的省份不断减少，而北
方的春玉米种植区域增幅较大。

与此同时，南方早稻种植面积下
降，总产量减少，而华北、东北地区
水稻种植面积却大幅扩大。

在计划经济时期，长江三角洲、
珠江三角洲地区和浙江、广东等东
部沿海地区都是中国的粮食主产
区。改革开放以后，这些地区率先
成为市场化、国际化、工业化和城镇
化快速推进的区域，大量的粮田转

为工业和城镇建设用地，再加上外
向型农业和高效经济作物的发展，使
得这些地区的粮食种植面积锐减。
同时，随着市场化、国际化、工业化和
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这些地区成为吸
纳中西部外来劳动力的主要区域，也
成为中央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地。
比如广东省，是全国最大的劳动力吸
纳地，吸纳了湖南、四川、江西、重庆、
湖北、贵州、河南等中西部地区跨省
流动的大量劳动力，占到了全国的
三分之一以上，而且90%以上的流
动人口集中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广
东省财政收入总量连续20年居全
国首位，2010年中央财政收入的
12%来源于广东省。耕地的减少和
人口的增加必然使这些市场化、国
际化、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推进的
地区退出粮食主产区的行列。

在过去的 30余年中，曾经的
“鱼米之乡”及东南沿海各省变成
了现代的工业城区，昔日的“湖广”
之地、“鱼米之乡”、“天府之国”等
传统的粮食生产区，粮食贡献率逐
年下降，成为目前全国最大的粮食
主销区和流入地。而那些经济相
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
则承担起粮食主产区的重任。特

别是东北三省，粮食生产的优势日
益突出，仅黑龙江省，粮食增产就
占到了全国增产总量的 50%以
上。东北三省已经成为全国最大
的粮食主产区和粮食输出地，至
2008年，北方粮食生产已全面超
越南方，面积和产量分别占全国的
54.79和 53.44%，南方粮食面积与
产量占全国的份额则减45.21%和
46.56%。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
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的研究结果，
在1990年至2010年间，我国粮食
的供求格局大致情况为：粮食供给
有余的主要有东北区（黑龙江、吉林
和辽宁）、冀鲁豫区（河北、山东、河
南），供给平衡略有余的有长江区
（安徽、湖北、湖南、江西）和西北区
（甘肃、内蒙古、宁夏、山西、陕西、新
疆），供给不足的主要有东南区（福
建、广东、海南、江苏、上海、浙江）、
京津区（北京、天津）、青藏区（青海、
西藏）和西南区（广西、贵州、四川、
云南、重庆）。其中，东北区、冀鲁豫
区在全国粮食安全保障中发挥着越
来越重要的作用，东南区、京津区则
相反，供求失衡日益严重，自给能力
不断下降。这种分化最终导致了

“南粮北调”向“北粮南运”的转变，
而且这一格局在进一步增强。如今
江南“鱼米之乡”的餐桌上，东北米
的比例越来越高。

2004年以来，全国 91%的粮
食增量、75%的粮食产量、80%以上
的商品粮、90%以上的调出量来自
13个粮食主产省。尤其是黑龙江、
吉林、内蒙古、辽宁等北方省区，粮
食增产显著，东北地区已成为粳稻、
玉米等商品粮的供应地，成了我国
粮食的“蓄水池”和“稳压器”。

根据《中国经济周刊》按照人
均粮食消费量 400公斤计算出的
2012年各省粮食自给率，最高的
是黑龙江，自给率高达375%，接下
来依次是吉林、内蒙古、河南、宁
夏、新疆、安徽等，有16个省份的自
给率大于100%。按照计算结果，
自给率明显超过100%的省份为主
产区，自给率大约为100%的省份
为平衡区，自给率明显小于100%
的省份为主销区。但这个划分标
准并不绝对准确，像自给率超过
100%的宁夏、新疆和甘肃，人口较
少，粮食总产量也很低，
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粮食
主产区。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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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的哈密之行
又到了瓜果飘香的季节。打开我的《采访札

记》，脑海里又浮现出4年前我们一行多人，应邀
到哈密采访时那一幅幅灵动的画面，心里充满了
甜蜜感。这次活动是应哈密新闻界的邀请，河南
记者协会组织63名新闻工作者参加的大型采访
团队，到新疆哈密实地采写新闻故事，给我留下
了一段美好的记忆。

大漠戈壁胡杨林
胡杨树是新疆一宝。伊吾胡杨林是世界三

大著名胡杨林之最，迄今已有 1500多年的历史
了，入夏以来每天来这里的游客络绎不绝。

胡杨是地球上生命力极强的原始树种，生
存环境十分恶劣，它具有“千年不死，死了千年
不倒，倒了千年不腐”的品质。它以“沙漠勇士”
而著称，赢得了人们的青睐。毫不夸张地说，这
么多年在植物家族中只有它能在这里生存，独
一无二。伊吾胡杨林占地面积 47万多亩，一望
无际，浩瀚无边。科学考证，远古时期这里并非
戈壁、沙漠，而是波涛滚滚的大海。碧海蓝天，
鱼虾跳跃，物种繁多。延绵不断的海岸上绿树
葱葱，枝繁叶茂，大地充满了勃勃生机，景色迷
人。不知从何时起，随着大自然的变化，千百年
来新疆大部分地区经受着干旱少雨的折磨，丰
富的水资源慢慢退化，大片的土地被沙漠化，出
现了戈壁沙滩，生态环境向着另一个方面恶化，
那些生命脆弱的物种早已无踪无影，在人们的
视野里，胡杨树依然挺拔，展示出它与命运抗争
的顽强精神。

我们到达胡杨林安顿下来已是黄昏时分，透
过皎洁的月光隐隐约约可以看到远处的胡杨树，
如同无数婀娜多姿的少女在翩翩起舞，举行盛大
的欢迎仪式，迎接我们这些来自远方的客人……

顺着导游手指的方向，我们走进了一千年
生的胡杨林，给我的第一感觉是奇特。一棵棵
胡杨树风华正茂，任凭风刮沙打，毫不畏惧，纯
属胡杨林的“少壮派”。仔细观察它们的枝叶，
都是从干枯的树枝根部钻了出来，长势旺盛，生
机勃勃，犹如花木艺人精心培育的盆景艺术品，
被维吾尔族人称为“托克拉克”，意思是“最美丽
的树”。胡杨天冷的季节是要落叶的，来年天气
转暖又有新的枝叶生长出来。这样，年复一年，
胡杨忍受着狂风沙暴的肆虐，抵御着干旱和盐
碱的侵蚀，顽强与大自然抗争，千年不死，彰显
了胡杨“沙漠勇士”的本色。

三千年生胡杨树已到了中年，躯干上明显比

一千年生的胡杨树多了些枝叶，干枯的树枝增加
了许多。踏入六千年生的胡杨林区，我暗自思
索，为何生态环境相对较好的地方见不到胡杨
树，它却偏偏生长在缺雨少水的沙滩戈壁？有人
说，胡杨就是这种植物，只能吃苦，不求享受。细
心品味“只能吃苦，不求享受”这句话，这难道不
是一种品格吗？胡杨没有青山绿水的陪伴，没有
和风细雨的滋润，更没有大自然的精心呵护。它
不与任何生命争高低，不争资源，不争环境，只讲
奉献不求索取，在无际的沙漠荒滩上营造一片绿
色，给人带来憧憬，带来希望。这就是胡杨树甘
愿吃苦与世无争的高贵品格。

九千年的胡杨林震撼着我的心灵。一棵棵
风烛残年的胡杨树像是一个个年迈的老人，上下
几乎看不到一片绿叶，它们的生命已经走到了尽
头，一株株躯干像铮铮铁骨践行着“千年不倒”的
诺言。它们用自己干枯的身躯组成了一组组雕
塑。透过太阳落山的余光，构成一幅幅美丽的剪
影展现在大漠戈壁，有“猛虎下山”，有“雄狮怒
吼”，有“玉兔望月”，还有“金鸡报晓”……这里是
一个神奇的世界，这里是一个色彩斑斓的世界。
这千万棵垂暮之年的胡杨树，用生命的绝唱演绎
着一个个栩栩如生、被人称绝的生动画面。我爱
大漠戈壁胡杨树“沙漠勇士”的本色，我爱大漠戈
壁胡杨树坚忍不拔的精神，我爱大漠戈壁胡杨树
甘愿吃苦与世无争的品格！

魔鬼城之谜
魔鬼城，本以为是只有在童话世界里才能看

得到的虚拟城邑，没想到这次来哈密才知道，这
里也有一座“魔鬼城”。它是千百年来大自然的

“能工巧匠”，在大漠深处雕琢的又一杰作。
走进魔鬼城，如同走到了另一个世界，人们

可以看到形态各异的景观。有的酷似城堡、殿
堂、佛塔，有的酷似猛兽、牲畜、家禽，还有的酷似
传说中的故事人物、神像、鬼怪，等等。在这浩瀚
无垠的大漠深处，怎么会有这么多奇特的景物
呢？哈密的朋友告诉我们，魔鬼城长有400余公
里，宽 10来公里，呈狭长状，每年降雨量不足 30
毫米，水分蒸发量却高达3000毫米，根本不适合
人居住，因而长期无人在这里落脚生活。传说
中，远古时期这里曾是一座雄伟的城堡，人们在
这里休养生息，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天长日
久，随着大自然的变化，人们的生活环境越来越
差难以生存，不得不迁移他处留下一座空城。昔
日的辉煌在风雪雷电中慢慢消失，留下了一片残

垣断壁。遇到月黑风高还会传出“鬼哭狼嚎”的
声音，令人毛骨悚然。其实，这是自然界常有的
一种现象。尤其是在沙漠地区，狂风刮得飞沙走
石，由于风速、风向、地域、自然物等不尽相同的
诸多因素，产生的声音也会各有差异，甚至多种
声音融合在一起形成怪异的声响，演绎出“魔鬼
城”的种种传说，给人以无尽的猜想。

长期以来，哈密魔鬼城成了人们心中的一个
“谜”，引起了科考专家的极大兴趣。史料记载，
一百多年前，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和英国学者
斯坦因曾千里迢迢来到罗布泊，发现了楼兰古城
遗址，亲身感受到了哈密魔鬼城的凄凉，记载了
雅丹地貌的基本特征。何为雅丹地貌？随着科
学的发展、科研手段的改进和完善，专家分析认
定，在极干旱地区一些干涸的湖底，常因干枯而
裂开，风沿着这些裂隙吹蚀，裂隙愈来愈大，使原
来平坦的地面发育成许多不规则的地形，这种支
离破碎的地面被称为雅丹地貌。“雅丹”原是我国
维吾尔族语，意为陡峭的土丘，之后就成了专业
术语。通俗地讲，魔鬼城是这里千百年来经受着
风雨的侵蚀而形成的自然景观。

一百多年来，中外科学家经常现身于大漠戈
壁，探索大自然历史长河中的诡秘之处。

哈密地理学会秘书长刘志铭长期从事雅丹
地貌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和经验，在学术研
究上有独到之处。他们在魔鬼城深处发现了

“新大陆”，一个有着 100多具人类尸体的大墓
穴揭开了魔鬼城的神秘面纱，无数件出土文物
为科考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据专家科学分析，
种种迹象表明，这是 3000年之前居住在这里的
人们留下的最好见证。3000年以前，这个地方
水资源非常丰盛，大大小小的湖泊连成一片，人
们在这里安居乐业，丰衣足食，过着舒适安逸的
生活。不知从何时起，这里变成了干旱少雨的
气候，湖泊里的水大量蒸发得不到补充，导致干
涸，原来深藏于水中的湖底砂石暴露无遗，又经
过长期的风蚀日晒，形成了大漠里独具特色、罕
见的雅丹地貌形态，成了诡秘的无人区，给人们
留下了许多疑惑和猜想……

魔鬼城真相大白。去了一趟魔鬼城，让我长
了不少见识，学到了不少新的知识。魔鬼城里并
无“魔鬼”。

哈密瓜的故乡
夏秋之交正值哈密瓜收获的季节。我们所

到之处香飘四溢，瓜农们都在忙碌采摘哈密瓜。

新疆普遍气候干燥，日照时间长，非常适合
哈密瓜生长，在新疆15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从哈密到霍尔果斯口岸，从阿勒泰到喀什古城，
到处都有哈密瓜种植。毫不夸张地说，在金秋
收获的季节来到新疆，处处都飘溢着哈密瓜的
香甜。

哈密瓜自然成了哈密一张靓丽的名片。
这次我们来到哈密，所到之处朋友们都以哈密
瓜相迎。那天我们来到淖毛湖乡采访，大巴车
径直开进了田头，瓜农们正忙活着摘瓜装箱外
运。地头桌子上摆放着不同品种的哈密瓜任
意品尝，让客户随切随尝，评头品足。我顾不
上吃瓜，小心翼翼进入瓜地，不好意思打扰忙
于活计的瓜农，又怕了解不到我需要的素材，
只好慢慢等待。好不容易看到一个看上去有
40 多岁的中年妇女稍作休息，我快步走上前
去，轻轻的一声“大姐”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
离。她是来自甘肃张掖的农民，带领家乡 16个
姐妹到哈密打工，今年已经是第 7个年头了，专
门来这里承租土地种植哈密瓜。这么一大片
瓜田是她们 17个姐妹组成的“娘子军”合伙承
租的，每年 3月初从张掖来到哈密，精心打理着
这片充满希望的田野。秧苗还没露头，订购的
电话一个接一个，几十亩地的哈密瓜不出一个
月都各自有主了。收获的季节最忙，每天都有
来自各地的大卡车，天一亮就下地，一天她们
要装 3000来箱优质哈密瓜运往各地，仅装箱、
装车，一个人一天能收入 400余元。哈密瓜采
摘结束，她们就返回张掖操持家务，来年再来
接着干。

我说：“你们干这一个瓜季，一个人能拿多少
钱？”她微微一笑，说：“也能拿个七八万块钱，挣
的都是辛苦钱。”从她的言谈话语中，可以看出个
个还是挺满足的，有一种成就感。

这些来自张掖的“娘子军”，时间长了种哈
密瓜也种出经验来了。她还告诉我，种哈密瓜
选种很重要，做种子用的瓜籽要做专门处理，储
存在湿度适中的空间，来年才能育出好苗，结出
质量上乘的好瓜。汗水不会白流，有付出才能
有回报。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哈密瓜成了哈密乃
至新疆一大产业，品种发展到 180余种，产量逐
年增加，销往全国，而且在海外市场也很受青
睐。哈密瓜为人们带来了甜蜜的生活。

这些天，我每逢回想到哈密采访的日子，心
里总是美滋滋的，像哈密瓜一样香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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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父

“萤光”与“苔花”

古人对萤火虫这种小玩意儿很
是青睐，有不少吟诵萤火虫的诗词佳
作，咏物言志，颇具寓意。南朝诗人
萧绎在《咏萤》里说：“腾空类星陨，拂
树若生花。屏疑神火照，帘似夜珠
明。”通过四个生动形象的比喻，不无
夸张地把萤火虫的异常光彩鲜明地
凸显出来。

唐代诗人虞世南在《咏萤》诗中写
道：“的历流光小，飘摇若翅轻。恐畏
无人识，独自暗中明。”虽然萤火极小，
萤翅极轻，但仍不甘默默无闻，无声无
息，独自在暗夜发光，飞来飞去，以昭
示自己的存在，展现自己的风采。

也有人对不起眼的青苔情有独
钟，不吝赞美，多有佳句传世。唐代诗
人钱起在《石上苔》写道：“净与溪色
连，幽宜松雨滴。谁知古石上，不染世
人迹。”歌颂了青苔的特立独行，不染
世俗污秽。清人袁枚在诗《苔》中说：

“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
小，也学牡丹开。”明白如话，寓意深
刻，受到很多人的喜爱。苔是一种低
级植物，寄生于阴暗潮湿之处，既不见
阳光，也不遇春风，既无人关照，也不
受命运垂青，可它仍然顽强地活着，而
且照样开花结果。尽管苔花只有米粒
大小，微乎其微，小到不注意就看不
见，甚至被称为“隐花植物”，但却从不
自卑自弃，妄自菲薄，仍是昂首怒放，
傲立世间，敢与花王牡丹一较高下，展
示自己倔强而独特的形象。

这两样东西，一为动物，一为植
物，都很不起眼，很低调，没有多少存
在感，常为世人视而不见。也就是因
为晋人车胤与孙康的囊萤映雪，刻苦
读书，才算是多少出了一回“风头”。
这两者的共同特点，都自强不息、自
尊自重，都不甘寂寞、不自惭形秽。
其实，这也是每个有理想有追求者应
具备的品格特质。一个人如果具备
了这几条特点，就能做一个大写的
人，而不管自己身份如何卑微；就能
做一个高尚的人，而不论自己的职业
多么卑贱；就能做一个有价值的人，
而不管自己的能力如何有限。

我们可能都是默默无闻的萤火
虫，光亮不大，光线不足，一辈子也没
几个人能看得见，更没人赏识点赞，
但仍要自尊自强，傲然世间，不怕风
吹雨打，不惧夜长梦多。我们竭尽全
力发出的一点清辉，虽不能与日月星
辰一较高下，却毫无保留地挥洒世
间，努力发光发热，实现生命的价值，
照亮自己的工作岗位，照亮那个属于
自己的角落——譬如车胤的小书桌。

我们都可能是籍籍无名的青苔，
颜值不高，本事不大，出身不好，条件
不优，因而常被人小瞧轻视，甚至被
忽略不计。但却不管条件如何艰苦，
环境如何恶劣，都不屈不挠，奋发向
上，努力绽放自己的青春芳华，实现
人生的逆袭。大千世界，既有牡丹的
国色天香、姹紫嫣红，也有苔花的貌
不惊人、朴实无华，它们都在享受大
自然赋予的同样的生存权利，都在充
分展示自己的光鲜形象。人们羡慕
牡丹的得天独厚，养尊处优；更敬佩
苔花的生命活力，不屈精神。

由于种种原因，谁都无法选择出
身门第，无法选择颜值天赋，甚至无
法选择生活和工作环境；但却能选择
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能选择拼搏进
取的奋斗精神，能选择坚韧不拔的工
作作风。像萤火虫那样，有一分热发
一分光，能照亮多大地方就照亮多大
地方；像苔花那样，不计名利，默默奉
献，不求大红大紫，唯愿不负我心。
如果做到了这些，不负韶华，不虚光
阴，我们就会问心无愧，无愧天地，该
发光时发光，该开花时开花，拿出合
格答卷，拥有无悔人生。

最后，又想到李白的《咏萤火》，
诗云：“雨打灯难灭，风吹色更明。若
非天上去，定作月边星。”读来励志且
鼓劲，浪漫且富于想象力，果然是大
家手笔，意境不凡。由衷感谢诗仙佳
作，当为此浮一大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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