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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分民族、性别、年龄，
不论陆地、海洋、长空，
不讲黄、白、黑肤色，
都在敬仰一个英灵。

一位普通的战士，
二十二岁短暂人生，
身上蕴蓄着旺盛的活力，
表里如一，充满着真诚。

你的名字家喻户晓，
你爱国爱民，言挚心衷，

你锐意进取、自强不息，
你的钉子功夫令人起敬。

你有公而忘私的崇高境界，
你助人无数从不留名，
你是艰苦朴素的楷模，
你是一位平凡而伟大的标兵。

一部雷锋日记，
让亿万读者为之动容，
一种雷锋精神，
终古常新，永放光明。

♦冯福荣

雷锋精神永恒

五九六九，沿河看柳。
在北方，这个时节里，柳条

儿也许只是透出一点儿娇羞的
嫩绿。

可毕竟是春天了啊，谁也
遮不住春天绽放的容颜，谁也
挡不住春天前行的脚步。

春天的脚步，踢碎了小河
的坚冰。坚冰消解，河水的暗
哑声变得清爽起来，渐渐流动
成潺潺的明朗。软泥中的浅荇
开始萌发出沁人的绿。挎着竹
篮的小姑娘，款步采撷着荠菜，
采回一篮子的碧绿，采回一篮
子的春天。

柳条儿完全泛绿了，变软
了，变柔了，它在春风中摇曳起
柔情的风姿。它要摇掉冬夜的
残梦，摇醒春日的“媚眼”。

果然啊，没几天，一根根枝
条上出现了绒绒的鹅黄，那就
是柳枝的眼睛啊，一只只注满
柔情的眼睛。

几多“媚眼”几多情。傲然
绽放在春风里的柳条儿，尽情
地飘，尽情地摇。真个儿是“杨
柳风轻，展尽黄金缕”。款摆的
柔软，是一种情态、一种风韵、
一种柔性之美。

唰啦啦的，忽然就来了一
阵小雨。空气润润的，湿湿的，
柳堆轻烟，仿佛在做着“一帘幽
梦”，天空静美得如一块水晶。

仿佛一夜之间，春雨催生
出柳叶，翠绿遮掩了鹅黄。

风起处，河岸的垂柳，纷披
的枝条，潮涌般滚动，活脱脱地
演绎出一个诗意的词语——

“柳浪”。“柳浪”的梢头，是滚动
的春潮。

春潮把季候推到了清明，
黄鹂在柳行里叫了。这种翡翠
般 的 鸟 儿 ，纯 粹 是 柳 的 灵 魂
啊！它鸣得清脆，鸣得嘹亮，它
那锐利的尖音，划破了清空的
美丽，把一种神韵注入了飘逸
的柳枝里。

同时鸣响的，还有柳枝自
己。拿一根木质的柳枝，轻轻
捻动它切断的一头，柳皮便会
从柳枝上脱落，截取适当长度，
含在口中，便可以吹出不同的
哨音。这就是那个时节里特制
的“柳哨”。孩子们将折下的柳
枝做成柳哨，吹着游玩。顿时，
野地、岸边，柳哨声此起彼伏，
遥相呼应，那是柳枝的鸣响，是
大自然发出的清音。

清明节孩子们随着大人去
踏青了。有的撒欢似的跑在野
地里，有的跟在牛羊后面，柳哨
声一个劲儿地响着，仿佛在呼
唤漫山遍野的绿色。

调皮的孩子就硬生生地骑
在了蹒跚的牛背上，虽未成“横
吹”的姿态，却有了“牧童吹笛”
的神韵，演绎着“牧童骑黄牛，
歌声振林樾”的诗意。这让人
禁不住产生一种联想，在生命
的季节里，人生就是从深远处
走来，再走向更遥远处。

有人在田野处放起了纸
鸢，哨声鸣响在半空中，在呼唤
着苏醒的大地。

♦路来森

春在柳梢头儿春在柳梢头儿

古代，农历一年的第一个月就是正
月。上古夏，就是从这开始入岁纪月的。
后来，随着改朝换代，王者易姓，人为的重
开岁月，重作纪元。商十二月建朝，把十二
月改成正月，周十一月建朝，把十一月改成
正月，秦始皇统一天下以后，又把十月改成
正月。“正”就是改正的意思。在他们看来，
既然做皇帝，居正位，一年十二个月的次
序，也得跟着他们“正”过来。直到汉武帝，
奉天时，循自然，才恢复夏朝的月份排列
法，复一月为正，一直沿用到现在。

《广群芳谱》说：“正月，腊尽，土脉动，
新岁发，岁华伊始。”“脉动”“岁发”“伊始”
为正。开年第一天，先放爆竹，开门大吉。
爆竹声后，碎红满地，灿若云锦。此后，元
宵要闹，狮舞要耍，龙灯要挂……人时人事
日相催，居家居人居业，都要以礼敬正，思
正念正。

新岁伊始，春回大地，日月光明，草木
萌发、万物伊始就要正。正为道，正是常，
才是正道、正常。正月讲正，起步就应纠
正、校正、改正。这跟盖房一样，关键是始
正、底正、上正。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
歪”，如果起步不正，不更正、不扬正、不讲
正、不倡正，一切仍按老方子开药，我们除
旧布新的鞭炮就白放了，这一年就没了。
新年正月，走好第一步，走正了，站稳了，非

常重要。
《说文解字》中注释，“正；是也。从止，

一以上。”正：合于法则，合于道理，即不歪
不偏，以正为止。正字，就横是横，竖是竖，
点撇拐俱无，没有一笔一画是歪邪（斜）
的。正，就是好，如俗语“正好”。正，就是
中正、方正、公正、大正，与偏、邪（斜）相
对。“正”字组成的词语多含褒义，如正经、
正统、正派、正史、正能量，字正腔圆、名正
言顺、刚正不阿、义正词严等等，不胜枚举。

中国人自古就崇尚“正”字，喜正、爱
正、求正、公正。物以“正品”为珍贵；是非
以“正确”为真理；人以“正直”为崇高，心以

“正大”为光明，行以“正道”为高尚；民族以
浩然“正气”为脊梁。就连选举和民意测验
都要画“正”字，“正”字越多，表明拥护的人
越多。

正是人生之宝，做人要心正、身正、嘴

正、脚正。心正，怀正气，不作非分之想；身
正，站得直就不怕影子斜；嘴正，说真话实
话，不说大话假话，更不能嘴一歪，说瞎话
胡话；脚正，不搞歪门邪道，更不能走黑
道。正心，如莲之净，泥潭浊自清；正言，似
梅之芳，艰难险阻傲雪霜；正行，得松之骨，
宁折不屈大丈夫。

“政者，正也。”做官为政要讲“正”。
“正”能知耻祛邪，主张公平，倡导清正，生
廉行廉。当官讲正，才有廉洁之正、从政之
正、执政之正。“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
正则言实、正则行端、正则明理、正则厚德、
正则立威，正则直行，永葆正气，政通人和，
官清民安，天顺国正。

“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治国平
天下，要重家教、正家风。家风正出好公
民，家风正出好公仆。家风正则民风醇，民
风醇则政风清；家风乱则民风劣，民风劣则

政风浊。正家风、醇民风、清政风，家风家
规、社风民风、党风政风共树，必能滋养出
气正山河壮、政廉日月春的好环境。

当今，我们国家正在一条正确宽广的
道路上坚定前行，一项项改革正本清源，一
股股正力量汇聚迸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正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正义越来越得到
伸张，公正越来越得到彰显。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正月之
正，起始正，浩然正，天序时序之机正。天
地有正气，社会能正行。直行而作，直行而
为，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仰不愧于天，俯
不愧于地，心不愧于人，不待明日，正是此
时！

♦翟红果

正月里来闲说“正”

2015年的第一场雪。
我站在朝南的窗前，看雪花纷纷落

下，在半空留下细碎的痕迹。大地染上
了白色，树木露出斑驳的青黑。

忽然想起十年前的那个冬天，2005
年的第一场雪，一样的纷纷扬扬，一夜
之间将红的房顶灰的地坪变成纯白。
人们打扫完街道和院落，又咯吱咯吱地
踩着厚厚的积雪，在小饭厅吃着冬至的
饺子。

那个前低后高的机关大院的最后
一排，屋后是高大的白杨，门前有光滑
的水泥柱子，朱红的门上挂着竹帘，走
廊外一排整整齐齐的针叶松。

春天来了，庭院中白玉兰暗香浮
动，晶莹皎洁；夏天到了，花圃里三叶草
青翠欲滴；秋色渐浓，窗台上铺满了金
光灿灿醒神清脑的野菊，只等晾干水分
送给失眠的老同事做成药枕。

转眼十年，时光飞逝，雪花飘扬。
十年前的初雪，在冬至；十年后的

初雪，在腊八。

♦何素憬

初雪

当酡红的晨曦从东方的地
平线上冉冉升起，沐浴着微凉
的清风，在薄雾迷离的林间散
步之时，一种叫作“快乐”的感
觉在我心间如花绽放。

当一篇千字文在茶香的氲
氤和键盘的舞蹈中脱颖而出之
时，一种叫作“快乐”的感觉在
我心间如花绽放。

当除夕的钟声即将敲响之
际，几行身影扛着大包小裹从
村外的小路上，匆匆地射进村
中那几家高挑着红灯笼的院落
时，一种叫作“快乐”的感觉在
我心间如花绽放。

……
我珍视身边的每一处快

乐，我觉得它们就像是汩汩清
泉，使我平淡的生活翱翔着绿
色的音符；

我珍惜身边的每一丝快
乐，我觉得它们就像是阵阵清
风，使我颓唐的心境摇曳着苍
翠的嫩芽，就像是缕缕暖阳，使
我麻木的知觉跃动着清晰的感
触。

在我的眼中，快乐真的是
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下班回
来，儿子递上一双洁净的拖鞋，
再汇报一下一天来的学习情
况，我的心里立时充溢着天伦
的快乐；脱下外衣，系上围裙，
走进厨房，择菜刷锅，炒上几样
可心的菜肴，心里充溢着轻松
的快乐；坐在电脑旁，欣赏着文
友们精彩的文字，或者敲打着
自己心灵上流出的旋律，内心
深处充溢着无声的快乐；黄昏
来临，与儿子在楼下草坪上踢
踢打打，或到操场上打几下篮
球，心里充溢着惬意的快乐；停
电了，我们一家三口坐在饭店
的角落里，吃着大碗面，却觉得
快乐早已把肚腹撑饱……

有时，我真的很纳闷：快乐
究竟是什么？是权势？是金
钱？是锦衣？是美食？似乎都

不是。想来想去，好像有一丝
开窍：快乐是一种心态，是一种
角度，是一种超脱，是一种豁
达。

昔日的同学一个个成了腰
缠万贯的大款，我却“朱颜未
改”，工薪族一个，一个月只挣
那几个钱。尽管他们在酒桌上
一掷千金，可我依然能从他们
的倦容和眼角的鱼尾纹隐约看
到一丝无奈和沧桑。我八十又
五的老母依然健在，我快乐得
像个孩子一样依偎在老母身边
嘘寒问暖，家有一老，晚辈之
福。既有福佑，何为不乐？对
门二哥把自己的身板子长成了
一米七五，而我却像是秋后的
玉米没有长开，三十多年了还
在一米七以下徘徊。在异性不
屑一顾的眼神里，我却把自己
的步子走得稳健而铿锵：我知
道，人有高矮，貌有妍媸，只要
活得快乐，那就同顶一片蓝天，
同踩一片绿地。

我炒股票纯属娱乐，所以
我不问熊市牛市；我的工资不
高，但却每天都有几张稿费单
子滋润，兜里小钱不断；我最大
的财产就是儿子，还不出众，所
以更不必忧虑有人会找我的麻
烦。

于是，我的心里就释然得
像是鱼跃海虎上山龙入云，吃
也安然，睡也安然。天天哼哼
叽叽上班，日日唱唱咧咧回家，
闲看庭前花开花落，漫随天外
云卷云舒，朝听寒蜇，暮睹流
云，想不快乐都难！

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俗
人，风来雨去，为生活奔波，为
感情陶醉，为亲情痴迷，为友情
执著。不会很狷狂地抬高自己
的视线，更不会卑微地小看自
己的身形。“天生我材必有用”，
既然俱各有用，那还说啥，快乐
地活呗！与其忧忧戚戚过一
世，不如快快乐乐地活一生。

♦钱国宏

找个快乐的理由

单位家属院看大门的是位四十来
岁的中年人。经常的，也能看到他爱人
的身影。那是个脸庞黝黑的女人，朴素
的衣服非常整洁。平时她会开着三轮
车上街拉货挣钱，闲了便帮男人在院门
口忙活着。

时间久了，我会把家里一些吃不
了、用不完的东西给他们拿来。每次他
们腼腆地收下东西时会使劲儿地说：

“真是谢谢了，总这么让您想着。”其实，
我是觉得他们两口子在城里打工不容
易，再说有些东西在家里放坏扔了倒还
不如送个人情呢。

一天，那女人见我来了，热情地打
着招呼。她走到我面前红了脸，有些不
好意思地问我：“妹子，你爱喝玉米粥
吗？”我说：“还行。”刚说完，她眼睛里闪
过一抹亮光，高兴地说：“那就好，那就
好。这不，闺女今天给我们送了些家里
新磨的玉米糁，是今年新下来的，给你
拿些吧？”呵呵，原来是这样啊。我客气
地说：“嫂子，不用了，我家里还有呢。
留着你们慢慢吃吧。”其实，我家里也有
新下来的玉米糁，是前不久乡下婆婆送
来的。听我这样说，女人有些失望地低
了头，又小声说：“新的吃着香呢，你就
拿点吧。”我笑着摇了摇头，说：“真的谢
谢了。”

回到家，我给老公说了刚才的事。
哪知老公却说：“你真不懂事。人家好
心送你东西，你怎么能拒绝呢？”我说：

“咱们不需要啊。”老公摇了摇头，说：
“你这是辜负了人家的一片好意。你经
常送他们一些东西，他们心里肯定不踏
实。农村人没什么能回报的，也只有地
里的那点儿东西了。她想送你又怕你
不稀罕，鼓着勇气开了口你却真的拒绝
了，无意中你伤害了人家。哪天你主动
要些玉米糁回来，那也是对人家的尊
重。”

也许是我无意识中在这家农民工
面前扮演着强势的角色，用怜悯的方式
接济着他们，他们以感恩的心接受着我
的给予。当他们想表达自己的感激时，
我却用客气的“不需要”践踏了他们那
一份小心翼翼的心意。

是啊，有时接受也是一种对他人的
尊重。

♦王涛

接受，也是一种尊重

龙 邓智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