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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花似锦

无疆之休

最喜欢看他们狡黠的双眸，美丽与不美
丽都是可爱的；最喜欢听他们天籁般的声音，
悦耳与不悦耳都是动听的。

画面一

参加工作不久，临近期末。每天晚上在
办公室刻印卷子，一个人忙到凌晨。累了，干
脆不回宿舍，摆开椅子，围着小火炉和衣而
睡。醒来，开窗，倚窗独立。一缕清香夹带泥
土的气息扑面而来，大地还在沉睡之中。柳
树披一身浓霜，如美丽的待嫁新娘。一只不
知名小鸟，“唧”一声，从这边柳树下，飞到那
边洋槐树上。晨光熹微，天边，大朵大朵朝霞
绚丽绽放。蓦地，一抹感动轻敲心灵——忙
碌着，充实着，简单着，快乐着，真好。

原来，幸福就是那盏袅袅伸展的绿茶，清
清的，淡淡的，没有华丽与张扬，有的只是真

实与平静。

画面二

那是场罕遇大雨。一道道闪电带着痉挛
划破天空，一声声巨雷似乎要把宇宙震碎，一
阵阵飙急的雨点从天空猛砸下来。没有整修
过的操场，被大雨灌得泥泞不堪。雨水混着
泥水，汇成小河，冲向低洼地方。停电了，办
公室漆黑一片。我蹚着没膝雨水，顶着狂烈
暴雨，深一脚，浅一脚，艰难迈向教室。刚进
门，就被眼前画面惊住了——室外滂沱大雨，
电闪雷鸣，室内却烛光闪闪，书声琅琅。似手
上歇只静美的金蝶，肩头泊只可爱的雏鸟，我
轻轻呼吸，静静凝神，生怕破坏这如诗如画的
和谐境界。望着烛光摇曳背景下的学生专注
读书的样子，我忽然感觉，这不是教室，而是
一个充满奥秘的童话王国，而孩子们，正是童
话故事里美丽的安琪儿。

下课，学生告诉我，停电后，为不影响早
读，一个叫朱冠群的孩子，冒着倾盆大雨，自
己出钱，为全班同学每人买支蜡烛并一一点
亮。我深深记住了他，一个拥有水晶心灵的
孩子。

原来，幸福就是那幅宁静、深远的油画，
每每想起，便如在目前，挥之不去，阖之即来。

画面三

某日课间，批改学生作文。翻到小姑娘
月儿日记本，感觉塑料封皮里隐隐有东西存
在。翻开来看，原来是几根发丝，长而细，柔

而略显弯曲。有集邮、集门票、车票的，还有
集发丝的？不禁失笑。

忽觉背后痒痒的。我回手一抓，抓住只
没来及缩回的手。回首看，被我抓住的月儿
手中，有一根长长发丝。明白了，她在收藏我
散落在肩头的发丝！一个孩子热爱她的老
师，不仅愿意听她的课，乐于接受她的教导，
还能爱屋及乌，喜欢进而收藏老师的发丝，这
样的故事，在我十余年的教学生涯中还是第
一次遇到。一缕暖意如柔柔的藻荇，自心底
轻轻漾起。没有花影，没有暖香，却感觉被一
簇簇百合和康乃馨包围着，簇拥着。凝视着
那双纯洁的双眸，我似乎看到，一线灵泉在青
石缝间跳跃，那么活泼，那么澄澈。

原来，幸福就是那束静吐芬芳的夏花，清
新、甜美，花香和花魂都已融入我的肌肤，我
的心灵，我的生命。

画面四

同事向我讲述一件事：表弟鞠超，转学
前，带走老师一样东西留作纪念。北漂多次
搬家，扔掉好多杂物，唯独不舍丢弃它。他请
表姐寻找这位20年未见的老师，五一长假，
他由京返承，将东西连带礼物一同送她。同
事费尽周折终于找到表弟念念不忘的老师。
万没料到，那个人，竟是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与
她同校任课的我，也是因为我改名换地多
年。同事说完，已泪光盈盈。我也唏嘘不已，
一连追问鞠超珍藏多年的是什么。同事避而
不答，我只好作罢。

五一，鞠超如约而至。师生相见，分外激

动。我们找一饭店雅间落座，谜题终于揭
晓。原来，被鞠超珍藏数年的是我初二用过
的摘抄本。本子在岁月尘封下，泛着怀旧的
黄，有的纸页已霉变，但依然保存完好。迎着
我不解的目光，鞠超告诉我，当年，我用自己
的摘记本指导学生做读书笔记，讲完给他们
轮流传看，传到他那，就没再传下去……望着
这个淹没在岁月深处的摘抄本，思绪一下子
放飞，一段段往事帷幕般拉开……

原来，幸福就是那串风铃，风一吹，那铃
儿便随风、随心摇曳，铃声悠悠，思绪如缕。

画面五

那是义务献血后上班第一天。
在极度虚弱与疲惫中，来到熟悉的教室

门口。轻轻推开虚掩的门，突然呆住了。靠
近大门讲台，摆个大花盆，盆中是颗硕大的万
年青。精致的造型，郁郁葱葱的枝叶，给人以
蓬勃的生机。叶片四周，用丝线密密麻麻穿
起数以百计的彩色千纸鹤，大的，小的，红的，
花的，展翅欲飞的，安然歇息的，形态各异，色
泽不一。一阵风吹过，鹤儿们挥舞着翅膀，和
着光影，翩翩欲飞。花盆中间，贴着纸条，细
看，上写：“亲爱的老师，送您九百九十九只我
们亲手折的千纸鹤，祝您在每个闪亮的日子
里，天天幸福并快乐着！”我回转身来。班长
喊了声：“起立”！孩子们“唰”地站起来，异口
同声喊：“妈妈，早——晨——好！”瞬时，眼泪
淹没双眼。

原来，幸福就是那杯红酒，醇厚、醉人，静
静品啜，那芬芳，清新四溢、沁人心脾……

有一种感觉叫幸福
河北承德 邱焱

记得在我童年的那个时代，很多人都喜
欢写日记。其实我也写过，只是我好像没有
耐心，写不了几天就会停下来，而且我写好的
日记，过后如果翻开来看，我会想要改一下，
被改过的日记那还叫日记吗？所以，最终我
还是放弃了写日记。

读书的时候很喜欢与同学交流，毕业以
后身边没有同学了，朋友也很少，我似乎感觉
有某种不习惯。于是我就给同学写信，告诉
她们我的一切思想与活动。可是，时间一长，
同学们口上都说收到我的信有多么多么地激
动与开心，可是他们却很少写信给我，我收到
的信显然要比我寄出去的信少很多很多。无
论我有多么执着与坚持，数年后，愿意给我写
信的朋友可说是寥寥无几了。可是我还是想
写信写信再写信……直到若干年后我才明白
了，其实我不是喜欢写信，我只是喜欢记录自
己的生活，是渴望抒发自己的情感。那些写
给同学们的信，还不如说就是写给我自己的
日记，只是那时的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也
找不到更好的方式抒发情感，以为自己就是
喜欢写信，需要写信，所以就一直写。

初识网络的时候，发现很多人都在写博
客。于是我也注册了博客，也开始写。我感

觉写博客就跟写日记一样，非常方便，这大大
地满足了我喜欢有感而发的这种习惯。可是
博客没流行多久，大家又开始玩微博，玩QQ
空间，然后又开始玩微信朋友圈，而我还是停
留在博客里。于是有朋友几乎是有点吃惊地
说：真佩服你，竟然还在写博客。朋友的话倒
让我也吃了一惊：怎么？一直写博客都可以
让人佩服了吗？为啥？细思量，我明白了，朋
友说佩服，是因为她觉得我能够坚持。可是，
她们不知道，我喜欢写，其实跟坚持一点关系
都没有。我写博客就跟当年写信是一样的，
与其说是在写博客，其实还是在写日记，这跟
朋友们在玩微博，玩朋友圈等记录自己每天
的生活是一样的。现在很少有人用手写日
记，但并非就不再写日记了，只是表现形式不
一样了。有人每天拍视频，有人每天拍照片，
有人发微博，有人发朋友圈，其实都是一种日
记，这是新的时代新的日记，如同当年我们用
手写字，而现在用电脑打字一样的。从前我
们把一个小本子叫作笔记本，现在我们把一
台手提电脑叫作笔记本了。从前我们把日记
保存在本子上，现在我们把它保存在网络
中。从前的日记只给自己看，现在的日记也
让陌生人看看，一切都升级了，但终归还是日

记，是生活的一种记录。
记得有一天侄女问我，怎么你还在写文

章呀？我也问她：我为什么要不写呢？原来
她以为我写文章只是一时兴起，过不了多久
就会放弃的。有很多朋友也觉得奇怪，不明
白我为什么能够坚持写作。其实，有一个不
算秘密的秘密，或者说是原因，那是别人不知
道的。那就是：我根本就没有想过要写作，我
只是在写日记，或者说是在写博客，养成了一
种习惯，一星期不写就会浑身不舒服了，然后
我把我觉得写得有意思一些日记复制下来，
加一个标题，就投稿了。所以，我写了些什么
我自己是根本就不记得的，也因为是随心所
欲有感而发，每一篇文字我都无法再重复一
遍。倘若让我重写，那我肯定会写十次就变
成了十个不同的版本了。但有一点是肯定
的，所有的文字都是我的日记，也就几乎成了
纯粹的纪实版。正是如此，倘若让我去写一
篇小说，或者说来点虚构的写作，那我敢说我
绝对就得干瞪眼，就什么也写不出来了。

升级版日记
浙江宁波 黄洪书

报纸拿在手，贴上一双眸，自然会别有一番滋味在心
头，粗读者走马观花，细读者津津乐道。一份报，一世界，
倘若时间允许，你怎舍得错过？

我也是青年，但我在读物和阅读方式中，偏爱看报读
报，平时读《济宁日报》多一些。一份报，我习惯从头读到
尾，当然是首选抢眼的题目。

读一份报，习惯从国家新闻读起。国家大事系民情，
无论是重大的时事新闻，还是新出台的政策法规，常常都
会关乎我们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随着我们国家不断地
深化改革，各种创造力得到了进一步的激发与肯定，一项
新的惠民政策有可能就让一个人抓住机会，一个好的国家
引导措施就可能让许多人少走弯路。关心国家事，也是在
关心自己，因为你随时都可能乘上一缕东风。

读一份报，国际要闻也不可少。尽管国际风云看似
离我们市民很远，但有时也会直接或间接影响到我们的
生活，比如国际油价、食品进出口等。我比较关注的是
中东局势、半岛问题，以及欧美之间的联合与博弈。看
一看中东某些国家的战火连天，你就觉得生活在繁荣昌
盛的国家是多么的幸福；看一看非洲的贫困与饥饿，你就
会更加懂得要厉行节约；看一看半岛问题的盘根错节，你
就会为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默默祈祷。愿世界铸剑为
犁，愿世界和平共荣，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牢记使命，不忘
初心。

读一份报，身边事偶尔很抢眼。像我们身边的“十
大好人”“时代楷模”“励志青年”等等，每每成为我们茶
余饭后的谈资。以最近的人为榜样，更容易鼓足劲头；
与杰出的人为伴，更容易找到自己的方向。此外，读一
读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案件案例，你就会提高警惕，加强
防范；看一看我们省、市、县的通知通告，你就会大事小
事先知道。在我看来，身边事要早知道，早知道便于早
做好。

读一份报，如果是有“文学”的那期，我一定要反复地
读上两遍。从散文到诗歌，再到小说，报纸上应有尽有。
作为一个文学爱好者，不同的文体能够读出不同的韵味，
不同的韵味又蕴藏的不同的人生。一边读，一边思考，时
而有情感的共鸣，时而也有灵感的闪现，实在是受益匪浅
的。

读一份报，当然要在最后读一读体育新闻。身为一个
体育爱好者和曾经的残疾人足球运动员，平时喜欢打篮
球、踢足球，对于这类新闻也同样如饥似渴，像NBA、
CBA、欧冠、英超、中超等新闻，都是一字不落的看完。对
于人家的独家分析或预测，更是咀嚼得津津有味，犹如在
文字间尽兴地穿行一般，有趣极了！

读报知世界，读报懂生活，读报品人生。读报能丰富
人的阅历，读报会让人变得睿智。报纸拿在手，细细读
来，慢慢品味，今天你读到的，极有可能就是你今生最难
得的！ ■本版摄影 安徽巢湖 李海波

阅读，我更喜欢报纸
山东济宁 马加强

互动邮箱：jnrbzhoumo@sina。com，网络平台：
http：：//blog。sina。com。cn/u/2207303307。

——《文化周末》主编 成岳

快到年了，我在家里大扫除。一上午就清理出一堆纸
箱、酒瓶、塑料盒，恰巧一位收废品的大爷，吆喝着从门口
路过，我便招呼大爷来院子里收拾一下。

天寒地冻，大爷头戴蓝色的毛线帽子，身穿深灰色棉
袄，黑色的棉裤，脚穿黑色布棉鞋。大爷用脚踩住一摞纸
箱，再用右手握住环形松紧带，笨拙地套上，又是伸又是拉
的才捆扎妥当。整理废品都是一只枯瘦皴裂的右手来回
拾掇，空空荡荡的左袖管随身摆动。我屏住呼吸——大爷
就一只胳膊。我连忙上前搭把手，帮大爷归类整理凌乱的
废品。大爷憨厚地笑着摆摆手说：“天气太冷了，你伸不出
手，我来收拾就行了。”我看到大爷黝黑的脸上满是岁月的
沧桑，心中隐隐作痛，大爷行动不便，还婉拒帮助。在这北
风呼啸的严寒中，这位勤劳朴实的大爷，带给我一股股暖
流。废品一一过秤、结算完了，大爷又拿起笤帚，仔细地清
扫地上的废纸屑、碎玻璃。我说：“大爷，这不用你清扫，我
来就行。”大爷笑着说：“举手之劳，顺手清理方便，省得你
再下手了。”听了大爷的话，看着只有一只胳臂的老人，在
为细节善始善终，让我觉得，生活中的细节之美，不是考验
我们的能力有多大，而是爱由心生的一种态度所传递的友
善。

只要大家的言行心怀敬重，每一个细节都会流溢出阳
光般的暖意融融。

举手之劳就举手
山东济宁 闫文松

主题写字板

本期文化时空

细节中的文明 11
下期有约：“细节中的文明12”

身体力行

含英咀华

万花筒是儿童最为喜爱的玩具之一，
就是成年人拿起这个儿童玩具，往那小小
洞天里一看，也顿时觉得眼前一亮。洞里
是个精彩的世界，那美妙的图案，结构新
奇，一动便是一个模样，绝不重复，令人赏
心悦目、兴趣盎然。漂亮的图案多得怎能
以一个万字包括，那几乎是无穷无尽的。

万花筒给人以美丽，给人以遐想，也
给人以启示。手持万花筒，我常想，何以
成就了万花筒？从物理学角度考虑，那只
不过是由为数不多的、色彩艳丽、形状各
异的塑料片，在三面镜片围成的空间里发
生反射、折射而已。丢开其物理特性，进
一步深而思之，似乎又能让人悟出另一层
道理。万花筒里的图案美在哪里？美在
其美妙无穷的变化和整齐有序的规则。

变化是由那散乱能动的、颜色各异的
塑料片造成的，规则是由三面镜片组成的
镜像空间。在万花筒里，变化和规则两种
因素，组成了和谐的统一体。可以想象，
如没有规则，那些塑料片只能是杂乱无章
的、散漫无序的，没什么美观可言；同样，
没有塑料片们各自的形状、色彩和其能动
性，那三面镜片只能是一个僵死的框框。
这好像为我们揭示了一个美学原理。

曾经看过国学大师王国维一段美学
论述，说：“一切之美皆形式之美也。就美
之自身言之，则一切优美皆存于形式之对
称、变化及调和”。当时不甚理解，没曾想
在与孙儿一起玩万花筒时有了感悟。由
此联想到了中国古典诗词，特别具有这种
形式之美。

诗歌是感情的产物，人们的感情丰富
多彩，亟待表达，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在诗
歌的表达形式上一直在探究创新。“四言
敝而有楚辞，楚辞敝而有五言，五言敝而
有七言，古诗敝而有律绝，律绝敝而有
词”。中华诗词构建的文学艺术形式之
美，成为世界绝无仅有的奇葩。古诗词所
讲究的格式、格律、韵律，恰像万花筒三面
镜片组成的镜像空间，古来今往的诗人们
借此形式，展现他们迥异的气质、多彩的
生活、高雅的意境、激扬的文采，创作出千
万篇传世佳作。押韵、对仗、平仄等特有
的艺术表达形式，使这些作品更显得绝妙
绚丽，怎能不令国人世世传承，代代诵读。

据说，现在我国喜爱古典诗词的人数
在不断增多，这与国家提出的文化自信不
无关系。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在物质文明
充分发展之后，人们更加追求美好的精神
生活，读诗、诵诗、写诗不啻为一项高雅的
精神享受。能够写诗确实需要个人的造
诣和才分，写出好诗来更需要天才之人。
但读诗是我们一般人都可做到的，当我们
在烦躁的物化生活之余，放松心情，捧起
一本唐诗、宋词或其他好的诗作细细品
味，内心可与诗人们交流，情感能与诗人
们交汇。常常是意味无穷，百看不厌，爱
不释手。就像孩子们玩转了万花筒。

感悟万花筒
山东济宁 梁方苏

心领神会

微信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加的，或者被
加的那么多陌生朋友，还被拉进了诸多群，但
我大部分是所有群几乎都屏蔽，然后是悄悄
潜伏，瞧他们的热闹，看别人的无聊灌水。后
来，发现这些微友与日俱增，手机卡得以至于
抢红包都力不从心。于是我大刀阔斧的清理
门户，毫不留情地该删就删。其中，有两个微
友引起我的注意。

其中一个不怎么冒泡的女微友，有一天
晚上一反常态地对我示好，发过来一个“帅
哥”的表情图片，我礼尚往来地回敬她好。稍
等她发过来说，她老公在单位大门前的广场，
拐弯时不留神滑了一下，重重地摔了一跤，右
小腿磕在大理石地面上，导致胫骨骨折。打
听到北京积水潭医院是有专科，但是号挂不
上，问我能不能给想办法。“挂不上，就挂多挂
几次吧，哪个医院都一样爆满。”我回复道，久
不联系当时都忘了她是谁，半天我才有点印
象，原来是河北某中学的一老师。当又问我

积水潭医院有没有熟人时，我只能抱歉地说：
无能为力。

还有一个陕西榆林的微友，说儿子在新
疆当兵，有一次竟问我：“你在北京见多识广，
新疆军区有认识的人吗？”她的这句话又让我
嗤之以鼻，差点乐翻天。姑且算我在北京见
多识广，但未必是神通广大的牛人，神人。在
车水马龙、摩肩接踵、十里长街、华灯璀璨、川
流不息、人声鼎沸、繁花似锦的国际大都市，
我犹如一只缓缓爬行的瓢虫，一只渺小的蚂
蚁，乃是皇城根脚下的沧海一栗，微不足道
也。而且我本人简朴本分，正派做人、正直做
事、正气立身，人际关系简单。常常是沏一壶
茶，捧一卷书，闲时看天边云卷云舒，静时观
庭前花开花落；或者用平缓闲淡的笔触，截取
生活的界面，执笔取暖、煮字疗饥；再或者是
除了更好的活着，再别无其它能耐和本事。

我真不知道这两个微友为何会如此抬举
我，还是我们家孩子说的一针见血，说我微信

的头像像个成功人士。据说从心理学的角度
来看，人们普遍喜欢那些穿着得体，为人热
情、友好、宽厚、祥和的人，而厌恶那些穿着不
得体，表现得缺乏修养、尖刻、自私自利的
人。难道在他们看来我五官端正，形象气质
皆佳。那我就将错就错貌似成功人士吧。

俗话说，有病乱投医。也许她们当时都
束手无策，而把我当成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假如我有一点私心私欲，稍微有一点别有用
心，说一些潜规则，办事需要打点等等之类的
话，想要的完全垂手可得。可是我没有这么
做，也不敢，微友也是友，做一些违背良心、伤
天害理的事，打死也做不得。人在做，天在
看。她们的事我只能表示同情，除了自渡，本
人爱莫能助。

曾经有一个很久以前的领导，答应可以
帮外地人上北京高校，在昧心收了对方10万
元保障金后，就把拉人家拉黑还换了手机
号。钱到手后却惶惶不可终日，马上玩“狡兔
三窟”的策略，一口气租三个屋子。当我费经
周折找到他的住处，并在热心的保安带领下，
一前一后从天而降地站在他的门口时，当时
吓得面如土色。他做贼心虚地把穿制服的保
安当成来擒拿他的警察，以为难逃末日来
临。足见，只有做好人，才能身正心安魂梦
稳；只有行善事，天知地鉴鬼神钦。

虽然被我删除了许多微友，当然也保留
了许多，在我的朋友圈就是我的友，朋友不分
高低贵贱，友情不论远在天边。删除是为幸
福，保留也是为了美好；人和人相遇，靠缘
份。人和人相处，靠诚意。对我真心的，我会
双倍回报，甚至可以容忍微友的虚伪，但别超
过我真实的底线，别让我违背做人处世最起
码的准则，我都可以爱的奉献。人生在世，最
重要的品质莫过于能坚守心灵的底线。

坚守心灵底线
北京大兴 张廷赏

始终如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