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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纪事

不懈的人生

灯下漫笔

♣ 史越三

考场大神是怎样炼成的
在 中 国 历 史 上 ，大 大 小 小 考 试 无 数 ，涌 现

出无数考场大神。据统计，光古代科举就有文
武状元 777 人。如今的高考也是“状元”频出，
不 可 胜 数 。 然 而 ，风 光 过 后 ，大 多 销 声 匿 迹 ，
淹没于历史长河。真正以考试名扬后世者，还
得说下面几位。

最著名者，是《儒林外史》中的范进。此君
穷 困 潦 倒 ，科 考 20 余 次 ，直 到 54 岁 中 举 ，“ 喜
欢疯了”，被老丈人胡屠户一巴掌打醒。因其
故 事 曲 折 ，文 笔 生 动 ，历 来 为 人 称 道 ，以 致 范
进之名几乎家喻户晓。当然，这是文学作品中
的形象，作不得数。

现实中，也有位因金榜题名而得意忘形近
乎发狂者，此君姓孟名郊。不错，就是唐代那
个 苦 吟 诗 人 。 孟 郊 46 岁 考 中 进 士 ，放 榜 日 一
改 苦 吟 风 格 ，写 了 首 短 平 快 名 诗《登 科 后》：

“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
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一首小诗，短短
28 字 ，直 抒 胸 臆 ，妙 笔 生 花 ，把 一 位 考 生 金 榜
题名后趾高气扬之态，刻画得栩栩如生，不让
吴 敬 梓 笔 下 之 范 进 ，留 下“ 春 风 得 意、走 马 观
花 ”两 个 成 语 。 其 文 采、其 气 势 ，秒 灭 古 今 考
场 各 路 大 神 ，堪 称“ 古 今 高 考 第 一 诗 ”。 凭 此
诗，“中国古今最得意忘形的考生”桂冠，非孟
进士莫属。

另一位不能不提的考场名人是“别人笑我太

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的江南第一风流才子、
南 京 解 元 唐 伯 虎 。 此 君 与 范 举 人 、孟 进 士 不
同。范孟二人属勤能补拙型，锲而不舍、金石可
镂，不惑之后，终于梦想成真。唐伯虎乃风流才
子，不鸣则已，一鸣惊人。29 岁第一次参加乡
试，就一举高中解元。据说，次年若非牵连考场
舞弊案，又是会元在握。另外，还有连中三元之
说，不足信。从考试成绩看，唐解元之科举应是
举重若轻，属考场大神级人物。因此，金榜题名
时不似范举人、孟进士那般失态。

唐伯虎也写过一首诗——《领解元后谢主
司》：“ 壮 心 未 肯 逐 樵 渔 ，秦 运 咸 思 备 扫 除 ；剑
贵百金方折阅，玉遭三黜忽沽诸；红绫敢望明
年饼，黄绢深惭此日书。三策举扬非古赋，上
天 何 以 得 吹 嘘 ？”与 孟 进 士 的 诗 不 可 同 日 语 。
读孟进士的诗，能读出一个春风得意不可一世
的 人 物 形 象 ；而 唐 解 元 的 诗 ，非 但 读 不 出 形
象，甚至不忍卒读。观此二诗，46 岁的苦吟诗
人 孟 进 士 倒 像 个 年 轻 的 风 流 才 子 ，29 岁 的 风
流才子唐解元反像个酸腐学究。其实，唐伯虎
中 了 解 元 也 是 很 自 得 的 ，专 门 刻 了“ 南 京 解
元 ”大 印 ，画 上、书 法 上、藏 书 上 ，哪 儿 哪 儿 都
盖，生怕别人不知。以至于今天，成为人们鉴
定唐伯虎书画真迹的一个重要依据。可见，真
情流露出佳作，过于理智，写不出好的文学作
品，哪怕你有连中三元之才。

上 述 三 人 ，一 为 虚 构 人 物 ，不 论 。 另 两 位
虽 也 声 名 显 赫 ，但 所 凭 或 诗 文 ，或 书 画 ，有 关
考场之美文佳话只是点缀。要说起来，真正以
考试名垂千古口口相传者，还得首推勉强题名
金 榜 的 孙 山 先 生 。 不 错 ，就 是 成 语“ 名 落 孙
山 ”之 孙 山 。 提 起 孙 山 大 名 ，恐 怕 无 人 不 知 ，
若 说 其 事 迹 ，则 知 之 者 寡 。 据 宋·范 公 偁《过
庭 录》载 ：“ 吴 人 孙 山 ，滑 稽 才 子 也 。 赴 举 他
郡 ，乡 人 托 以 子 偕 往 。 乡 人 子 失 意 ，山 缀 榜
末，先归。乡人问其子得失，山曰：‘解名尽处
是 孙 山 ，贤 郎 更 在 孙 山 外 。’”因 此 文 ，有 成 语

“ 名 落 孙 山 ”，指 考 试 或 选 拔 未 被 录 取 。 遍 考
古籍，有关孙山之记载，仅此一条。就是这位
除了乡试金榜倒数第一没有任何光辉事迹的
孙山先生，成为千百年来考场第一名人。每至
考 试 、选 拔 之 际 ，其 大 名 必 被 众 人 想 起 、提
及。虽然，他是上榜者，却成为落榜者的代言
人，但毕竟也算人过留名。再过千秋万载，无
数的考场大神，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此君大
名，却不会淹没，千秋万载，一统考场。

此 外 ，还 有 一 些 古 代 状 元 ，亦 是 声 名 赫
赫。比如：唐朝的贺知章、王维、柳公权，宋朝
的 张 孝 祥、文 天 祥 ，明 朝 的 杨 慎 ，清 朝 的 翁 同
龢 ，等 等 。 然 而 ，他 们 之 名 垂 千 古 ，不 是 因 为
状元郎之身份，而是因其文韬武略，与科考无
关。甚至，世人多不知其科考成绩。

世 上 万 事 ，皆 偶 然 必 然 之 合 体 。 假 如 ，这
位孙山先生成绩再好一点，考个倒数第二，恐
怕 ，其 大 名 也 无 由 后 传 了 ；再 假 如 ，其 大 名 不
是孙山，而是烦琐拗口之字，还会不会有那么
一条成语，还会不会口口相传？可见，一举成
名易，名垂千古难。想要别人记住自己考场之
风 光 ，除 了 成 绩 之 外 ，总 要 搞 出 点 额 外 的 动
静 。 比 如 ：像 范 举 人 一 样 ，发 一 次 疯 ；像 孟 进
士一样，写出“古今高考第一诗”；像唐解元一
样 ，刻 一 方“ 南 京 解 元 ”大 印 ，满 世 界 盖 ，想 欣
赏他的书画，做他的粉丝，必须知道他是南京
解元，必须转发朋友圈。像吴人孙山一样，有
个朗朗上口的名字，再有个“乡人子”帮衬，整
个成语出来……没有这样的动静，你贵为状元
又 如 何 ，名 噪 一 时 罢 了 ，过 个 十 年 八 载 再 看 ，
谁还知晓你在考场上之风光。就好比王维，光
知道他“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诗中画中就是
没有考生形象，也不写一首状元及第诗发朋友
圈 ，也 不 刻 一 方“ 某 年 状 元 ”的 大 印 往 诗 稿 上
盖，往图画上钤，谁知其是状元。亏得他诗画
水平太高，不借状元之名，依然流芳千古。但
历史上大多数状元可就没他那么幸运了。试
问 ，有 几 人 知 道 孙 山 同 科 状 元、榜 眼、探 花 姓
甚 名 谁 ？ 反 倒 是 这 位 金 榜 倒 数 第 一 的“ 学
渣 ”，名 垂 千 古 ，俨 然 考 场 上 成 败 之 间 一 块 醒
目的界碑。

【【国画国画】】 王学俊王学俊

非常喜欢陆放翁的一首诗《杂感》：“天际晴云舒复卷，庭
中风絮去还来。人生自在常如此，何事能妨笑口开？”天边云
彩舒了又卷，院子里风絮来了又走。自在的生活就是这样，有
什么事情能妨碍笑口常开？

陆游的诗，多雄浑悲壮，郁闷愤慨，而像这样明朗愉悦，充
满阳光的诗句则不多见，是故让人眼前一亮，不由浮想联翩：
一向脸色凝重的陆游，笑起来肯定也很好看，天真得像个孩
子。是啊，不论世事如何艰辛，人心多么叵测，我们都要笑着
往前走；只要心中有日月，眼里有光明，就没什么事情能挡住
笑口常开。

何事能妨笑口开？罢官贬谪挡不住。东坡这辈子，几次
罢官贬谪，屡遭重挫，祸多福少，可是这都挡不住他的乐观笑
声，曾放言：“人生不过百年，索性笑他三万六千场，一日一笑，
此生快哉！”一次次渡过难关的东坡，不仅自己爱笑，也爱逗别
人笑，他笑老友陈季常惧内是“河东狮吼”，笑诗友张先的老夫
少妻是“一树梨花压海棠”，都成了经典搞笑金句，流传至今。

何事能妨笑口开？兵败折戟挡不住。曹操赤壁兵败，溃
不成军，逃到华容道，旁人都垂头丧气，曹操却突然大笑不
止，旁若无人，大大感染了左右将士。有这样的乐观心态，卷
土重来只是个时间问题。

何事能妨笑口开？甚至砍头也挡不住。若论命运差，几
乎没人差得过金圣叹，但他却一辈子喜欢搞笑，看他的名著点
评，幽默诙谐，常让人捧腹不禁，直到临死也是本性难移。他
因“哭庙案”被押上刑场，最后关头，还给儿子玩笑打趣，猜谜
语，逗闷子。这份洒脱豁达，也是举世无双了。

何事能妨笑口开？不是别人，是你自己，只要你自己想
笑，就没有人能挡得住你的笑声朗朗。不是命运，是心境，保
持一个乐观阳光的心境，笑声就会永伴身边。不是际遇，是逆
商，面对逆境的从容不迫，会让你永远笑口常开。

笑有五花八门，各具特色，无不蕴含着丰富的感情色彩：
莞尔一笑最为和气，似笑非笑最为矜持，回眸一笑最为动人，
开怀大笑最为豪爽。即便是一脸苦笑，也有苦中作乐之意。
不论哪种笑，笑了就好，笑比哭好。但愿你我都在笑声中成
长，笑声中生活，在笑声中走完人生之路，“谈笑凯歌还”。

“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笑，不要成本，不需练
习，不要场地，不需设备，张口就来，咧嘴就是，暖如冬日，爽如
春风，是世界上最物美价廉的东西。既然如此，谁要妨碍我们
的笑声，咱就不妨拿出鲁迅先生的狠劲，“苟有阻碍这前途者，
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
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

当然，那种假笑、奸笑、苦笑、狞笑、谄笑、媚笑、傻笑、皮笑
肉不笑，并非发自肺腑，也与快乐无涉，其实并非笑的本意，也
没什么正能量，无非是一种不良情绪的表演。

聊斋闲品

♣ 陈鲁民

何事能妨笑口开

♣ 张 阳

《十年巨变》
折射伟大时代的灿烂光辉

自中国作协 2022年 3月份启
动“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征
稿，作为常年奔走在金色田野的欧
阳华，积极拥抱新时代，凝聚“四
力”行走在沙颍河边的平原深处，
聚焦新时代中国山乡翻天覆地的
史诗性变革，与乡亲们摸爬滚打在
一起，创作出了带露珠、冒热气的
长篇纪实文学《十年巨变——乡村
振兴的李寨实践》，一滴晶莹露珠，
来折射大时代灿烂的光辉。

多次参加中国作协的深入生
活项目，欧阳华对“深入生活，扎根
人民”有着天然情感，长年累月地
穿行在田垄地头，沐浴着新时代的
明媚阳光，在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征程上，乡村翻天覆地的史诗性变
革，让她的创作深深向下扎根，饱
含着敦厚的张力和磅礴的激情。

报告文学是“写实”的文学，更
要文学地“写实”。报告文学既要
报告，更不应弱化文学，显然作者
把握住了最佳“配料比”。“大事不
虚，小事不拘”是应有之义。如此
翔实的报告，将十年巨变的步履记
录得“踏石留印”，清晰敦厚，板板
正正，沉甸甸的干货满满；而如何
将丰盛佐料烩成一桌大餐，作者显
然是用足了心思，让文学当仁不让
地唱起了主角，艺术性、趣味性、可
读性完美统一，雕琢成一件美轮美
奂的艺术品，葳蕤生香。

作品源于生活，还原出属于新
时代乡村的原汁原味，打捞出乡村
烟火气的高清画面。翻开文本，牢
牢围绕主旋律，充盈着金色田园的
正能量。湿漉漉的乡村味道、金光
濯濯的乡村美景、质朴奋进的乡村
人物，有血有肉，有情有义，将笔触

深深地伸进泥土，刻画出活灵活
现、生动淳朴的乡村人物“群像”，
勇毅前行的老支书，踔厉奋发的村
干部，紧密抱团的乡亲。蜕变是艰
难困苦的，每一步都汗煎脊背。明
媚阳光里从乡村根部生长的勃发
力，是如此的明艳动人！

作者将写给奋进变革中农民的
段落，与乡亲们诵读分享，黄发垂髫
都听得津津有味，情到深处不免簌
簌落泪，乡亲们也提出自己的见解，
哪些细节应该深描，哪些情节可以
合并，哪些人物不够鲜活，他们也积
极参与进来，共同“著书立作”，连田
间的禾苗、落雪的温棚、优雅的村落
都摇曳多姿，那一定是留给新时代
的烙印、送给田野的约定。

古典韵味的雅致文字，润泽着
唐诗风骨、宋词底蕴，读来有种畅
快的愉悦。有时宛若江南美女，撑
起一把油纸伞，在清冽小河边翩翩
起舞；有时更如健壮小伙，挥动翻
地的锄头，让田野流淌出满目的盛
春，打开了一幅波澜壮阔而鸾漂凤
泊的气韵。我们作为农业为本的
国度，美丽乡村将永远是我们歌颂
的母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离不
开乡村振兴，也同样离不开文化传
统、文学的传承，再好的流派、再潮
的主义，如果偏离了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轨道，也注定不会长久。

拥抱新时代，书写新山乡，是
作家执着的坚守；乐于深入生活，
自觉扎根人民，是作品永远的脐
带。艺术离开了生活，远离了人
民，注定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现实火热生活提供了无穷无尽的
丰厚滋养，当为新时代作家最惬意
的矿藏，期待着读者去采撷。

人与自然

♣ 袁占才

端午药草香
近段时间我发现，日近头顶，露水集上的人潮

还涌着。看各人摊儿前，配着鲜格生生的菜蔬，多
了清格灵灵的药草：车前草夏枯草，金钱草龙须草，
鱼腥草蛤蟆草，益母草艾艾草。又有半枝莲、金银
花、蒲公英等，多了去了。有我认得，叫上名儿的，
有我认不得，叫不上名儿的。打问摊主，一种药草，
雅名儿俗名儿，掰扯出一大串。

就说这夏枯草吧，一老者嘴一嘟噜，别名迸出好
几个，什么牛枯草、麦穗草、棒槌草，金钱草又叫过路
黄、镜面草、翠屏草、金锁匙、连钱草、对座草、叶钱
草、钱叶草。想乡人，对一株野物，像家养的娇娃，非
起个属于自家的名字，分明是溺爱，却弄得远离田土
的人犯迷糊。看他们穿扮，极为简朴，裤腿浸露，脚
面沾泥，料都是刚从田间来。所采药草，虽皆俗物，
却是各具妙用：祛得寒，能避灾，可治病。我熟悉车
前草，俗唤猪耳朵草，叶片偎得如莲花宝座，可清热
利尿，凉血化痰，轻焯轻煮后，凉拌炒食、蘸酱做馅，
味道极佳。小时充饥，从河畔剜来，母亲常拌面让我
们吃的。尤忆十来岁时，我暑日嘴馋，吃多了西瓜，
闹起肚子，整个人都蔫了，母亲急慌慌，从屋檐下吊
挂的草捆中拽出几样草棵，紧熬慢熬，端来让我喝
了，第二天，就又活蹦乱跳了。那檐下的草捆，都是
端午日采来的药草，其中有车前草。

那时，家住逼仄，屋檐下的土墙上，钉了很多
长钉，一包包一串串，挂了很多东西，像杂货铺
子。有玉米辫子，有辣椒串子，余多药草，大多是
端午那日早上采来的。

如今，街头游走，摊前逡巡，看地上一堆堆一捆

捆，好一似药草的海洋，不由得让我想起老家的那
面土墙。我恍然一悟：怪不得大老远的，空中弥一
缕清香，原是从这条街上逸来：端午节快要到了。

早年，母亲于端午日采药草悬挂，为的实用，
亦因医疗条件不好。今非昔比了，而这些乡人不
惜体力，早早起床，薅来这么多药草，想来，不只为
换几文纸币，却是让枯燥的城里，也清灵灵弥漫出
乡野的清香。这种香委实难得，一年里仅缭绕这
么几天，过过就没了。它虽比不得中草药铺里的
味浓，但用洒水车，却是洒不出来的。

端午，实乃是个香节：收香之节，过香之节，酿
香之节，留香之节。且不论田野间，新麦之清香，
新油之醇香，收播之甜香。仔细品味，从早到晚，
偶雨转晴，这空中，透着初夏特有的馨香。大自然
奇妙，千树万草，几声春雷，几场春雨，几缕春风，
润得草木肥墩墩、胖嘟嘟，可心地疯长。从根到
梢，从蔓到叶，所散之味，芬芳馥郁，清冽甘甜，却
绝不似花果之香。花果的香流于表面，略显虚浮；
草木之香溢自体内，深沉幽邃。药草更甚。聪慧

的乡人从众多的草木中加以辨析，又选出散香的
药草来卖。这些药草可摄生，可养性。是饮是啄，
入食入药，功莫大焉！

感恩屈原，在这草木繁盛、万物葳蕤的季节，
舍身一跳，跳出了家国情怀，跳出了吾辈对草木的
感悟。阅读《离骚》，让我们记住了屈子对“香草美
人”的痴情：他栽了九畹香兰，种了百亩树蕙；他早
晨上山，摘来木兰；薄暮下洲，采回宿莽；他早上饮
的，是木兰坠下的清露，晚上餐的，是秋菊摇落的
花瓣；他身披香芷，腰饰蕙草；他裁荷成衣，拼莲作
裳。他与草木结缘，浑身上下，缤纷溢彩，香气弥
漫。他变着花样，吃住草木，穿佩草木，走到哪里，
都携着草木的芳香，仿佛成了香仙香神。留香于
世，对于长达 300 多句的《离骚》，我们稍加梳理，
就会发现，其中涉及的植物有 100余种，什么申椒
菌桂、揭车杜衡、薜荔胡绳；什么江离辛夷、葹茹桑
橘、茅艾女罗。有很多，到现在我也弄不懂，甚而
见也未见过的。

豫西鲁山属古楚北陲，淮河以南，气候温暖，

土地湿润，香草丛生，香木遍野。全国重点普查的
467 种药材，鲁山有近 300 种。屈原诗中所涉药
草，鲁山几乎全有。这些药草，踩着节令，可可地
于端午前走向成熟，活色生香，药效最佳。若再往
后，暑蒸秋熬，就乏了，老了，衰了。如若不信，我
们到田间去，觅觅眺眺，看那绿意蹁跹，嫩翠莹亮，
油光滑腻，筋脉柔细，润眼养心，绝不似秋之深褐
暗紫，浑浊颓败。我有一友甚懂药草，他介绍，凡
入药的植物，时令最为紧要：果类宜秋，熟了；根茎
宜冬，眠着；花类宜春，开着；叶草类当五月初夏，
端午前后，彼时，草木丰润，津液丰沛，盈着。时令
就譬如烧窑的火候，错不得半点儿，早了是欠了，
晚了是过了。

古人深谙此中诀窍。
感恩长歌啸吟、忧思满怀的屈子。由他的香

草之吟，汨罗之跃，推波助澜，让我们提取出端午
这一刻的药草之香。

过端午节，表层上念的屈子，更是智慧的先人
们，把五月初五这一日子作出标示，让药草的药
用，发挥到淋漓尽致。

端午节包粽子、熏艾草、挂菖蒲、浴兰汤，这些
都是欢迎药草的隆重而又特别的礼仪。多地所包
粽子之叶，鲁山人所包槲坠之叶，以及槲坠上所缠
龙须草线，皆生香之草木也。

这个节日，当是百姓们对生香药草的一个崇
拜节日啊。

亲近自然，与草木结缘。端午，药草之香，弥
漫天地之间。

急匆匆奔回老家祭奠父亲，
站在父亲墓前，顿感周身充满说
不出的悲伤。刚叫了一声“爹”，
我便哽咽难声，三年的泪在那一
刻全部奔涌而出。

父亲只上过四年学，可在村
里人口中是个“能人”，也是我们
兄弟姊妹从小心中的偶像。打我
记事起，父亲就修拉锁，修自行
车，后来又学会修手表、收音机，
再后来跟着一个外地师傅学钣
金、翻砂、电焊，谁家的东西出了
毛病都要找他去鼓捣，生产队的
农具坏了也交给他修理，好像父
亲无所不会，凡是村里有的东西
他都会修，尽管全是无偿帮忙，他
却乐此不疲，随叫随到。久而久
之，一个村甚至镇上整条街的人
都对他高看一眼。

父亲爱钻研，经常看书看到
深夜。不知道他从哪里弄来一些
科普书籍，照着书上做实验，用马
铃薯发电，用猪油做肥皂，还买来
漆包线自己学着做发电机。那时
候我们家里还没有接电，父亲在
树上绑上一根长长的木杆，把自
做的风叶和发电机捆在上面，靠
着风力点亮院子里的一盏小灯
泡，这些让我在心里埋下了爱科
学爱钻研的种子。

有一年，供销社买来一台黑
白电视机，那是全镇第一台电视
机，每天晚饭后，附近的人都拥到
供销社去看电视。有一次电视机
出了毛病，只见雪花不见图像。有
人建议找我父亲来看看，虽然之前
他从没有接触过电视机，然而经过
一阵摆弄竟然还真的搞好了。从
那一天开始，父亲又开始钻研电视
机，镇上成立农机修配厂，父亲正
式进入厂里当了一名合同工。

1981 年我考上大学到外地
读书后，父亲已接近 50 岁，岁月
风霜依然没有磨掉他的创造热
情，记得那时我每次放假回来，他
跟我谈的最多的是晶体管、跑电
路、发动机，他还经常带着我看他
自做的电机、改装的机床，我也是
学工科的，可看着父亲的作品，我
总是自叹不如。

父亲 60岁那年，农村条件还
比较苦，厕所都在院子外面，看父
亲半夜上厕所冻得瑟瑟发抖，我
不禁萌生了凑钱在城里给父母买
个小房子的想法。父亲说，让他
住在城里就等于坐吃等死，人老
了心不能老，什么都不干人也就
废了，还是在农村好。我既为父
亲的固执而无奈，又被父亲的执
着所感动。

父亲 80 岁那年被查出得了
癌症，而且已是晚期，我们全家犹
如晴天霹雳。我请假回去看望
他，刚走进病房门口，父亲抬头看
到我，远远地向我伸出手，我打小
受农村家庭父严子顺传统的影
响，从来没与父亲握过手，但那一
刻我情不自禁地紧紧握住他的
手，父亲老泪纵横，我也双泪涕
流，父子俩抱头痛哭，这是父亲对
生命的不舍与不甘，也是我这个
做儿子的无奈与无助。这一幕始
终是我心底的一根倒刺，常常在
梦中扎醒我。

治疗 9 个月，我盼望的奇迹
没有发生，父亲走到了人生的尽
头。最后的几天，父亲已经陷入
昏迷，我却因工作特殊不能守在
父亲的身边。那天凌晨，妻子打
来电话：“你回来吧。”我马上意识
到，父亲已与我永诀。

从坟上回来，走进父亲去世
后三年再没有人住而略显破败的
小院，环顾四周，尽管已是春天，
却不见往日的温暖。正房门前的
水泥地裂开了道道缝隙，从中长
出一株不知名的小草，虽然柔弱
却满身透着清绿，我感叹它的顽
强，便提来水壶给它浇水。

几天以后，我收拾行李准备
回城，这一次离家不知何时能再
回来。我特意来到父亲的小院，
不经意看到那株小草竟明显长高
了许多，在晨风中轻轻摇曳，仿佛
在向我挥手告别。我不禁蹲下来
凝视良久，心情无言的复杂。它
诞生在水泥缝中，缺土少肥，不可
能长成参天大树，即使夏天的骄
阳没能让它枯萎，冬天来临时也
必然要化作一枝干草，纵使如此，
它依然在春天里忘我地生长，给
大地增添一抹盎然，无怨无悔。

我想，父亲的一生就如这棵
小草。对父亲最好的怀念就是做
这样一棵小草。其实，每个有所
追求的人又何尝不应当是这样的
一棵小草呢，有了肥沃土壤就努
力长成大树，没有优越条件也不
用自暴自弃怨天尤人，只要为大
地贡献一抹生机，这不就是生命
价值的体现、伟大人生的诠释吗？

♣ 杨良勤

荐书架

一鸣惊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