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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过大气漂亮的民国风味的大门楼，
我走进胭脂山公园。

在宜雨长廊站一会儿，全身阴凉，我还
是想看它雨中的样子。松风居前院一株银
杏，后院一株银杏，让我想到鲁迅先生《秋
夜》里开头的句子。图书馆门前站着几株
老树，一株昂头挺胸，老当益壮；一株佝背
驼腰，承受岁月重压；一株中空而不倒，照
样开枝散叶、开花结果；一株要倒下来，幸
亏管理人员用钢管将它撑起来，给它吊水，
续它生命。这几株老树与图书馆楼后面以
及胭脂山上面的老树一起，见证了这个公
园的历史变迁。

胭脂山公园的前身是天长老公园，是
在老公园基础上重修扩建而成的。图书馆
原来就有两层洋楼，是安徽省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楼内板
木是进口红松，建筑风格中西合璧，曾名噪
一时。图书馆的捐资筹建者是天长知事张
铭，他是江苏盱眙人，1920年至1924年任天
长知事。2002 年清明节后的一天中午，他
的孙子、著名作家张贤亮来看过图书馆，并在
天长画家纪春华的案头留下了“慎终追远，民
德归厚矣”几个字。图书馆在胭脂山脚下，从
楼东边院墙上的方窗，可见山下池边白石上
镌刻的“胭脂山”三个大字。从这个角度看，
方窗就是这三个大字的天然边框。

胭脂山不高，拾级而上，穿过树林，很
快就能爬上胭脂山。胭脂山上有千秋亭，
飞檐翘角，像大鹏展翅。色彩搭配也好，朱

红立柱，绿琉璃顶，黄琉璃脊，蓝琉璃尖，怎
么看都美。蓝琉璃的细长的圆顶，让我想
到扬州文昌阁顶上的那枚舍利。关于胭脂
山名字的来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人
说，是因为胭脂山上的土是红褐色的，像胭
脂；有人说，胭脂山上遍植桃树，桃花盛开
时，满山红艳，像胭脂。

上一次登胭脂山，绣球花盛开，一大团
一大团的雪白惹人眼。我这一次去，绣球
花谢了，枇杷挂满枝头，白鹭一阵阵飞过濯
清池，飞过千秋亭，往唐城那边飞去了。布
谷鸟看不到影子，但鸣叫声却高一声低一
声地送入耳中。

站在千秋亭内朝南看，百年厚壳，一树
两杈，一起往天上长，高过图书馆的朱红门
窗与金字乌瓦，也高过图书馆的女儿短墙
和短墙上的一个个白球。再往南，我的目
光就被高楼大厦挡住了。朝东看，一片杉
树林，株株笔直。杉树林南边，是胭脂山社
区办公场所，红旗在门前的小广场上高高
飘扬。朝北看，前面老房子，后面新小区，
新小区的北边就是白塔河了。我知道，河
边新建了一座白塔。朝西看，曲池小桥间
有座包公亭，包公塑像端坐亭前，老妪和孩
童的塑像立在他旁边，仿佛正在向他申
告。1037年至1039年，包公任天长县令，他
智断牛舌案的故事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再往西，就是西护城河大堤了，大堤上的行
道树是梧桐。后来，我去看了看，正是梧桐
树叶碧绿、繁密、婆娑的时候，自有一种别

样的美感。西护城河大堤再往西，就是红
草湖北园了，那里有足球场和篮球场，踢球
的、打球的、看球的，喊声阵阵，老远就能听
到。多年前，与天长文友上高邮，登上文游
台二楼，看东窗题有“嘉禾尽观”，西窗题有

“湖天一览”，都是汪曾祺的墨宝。现在我
站在高高的千秋亭上，东面被楼宇阻隔，已
经看不到嘉禾尽望的景色了，但西面还可

以湖天一览，秀美开阔的红草湖公园提供
了湖天一览的条件。

这样想着，一群人从胭脂山公园的蕤
芳门走过来了，有男有女，有说有笑，边走
边拍，其中一个还热情地讲解着。听讲解
姑娘的口音，是天长本地人，语气里有满满
的自豪感。小城天长越来越美，谁不为家
乡的可喜变化而感到骄傲自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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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胭脂山公园
□徐祥龙

胭脂山公园大门 秦骏/摄

“好书如挚友般让人心安”，偶然间读
到俞敏洪的《在绝望中寻找希望》，不仅在
文字中想起往事寻找到情感共鸣，更加感
受到了前行的力量。这种久违的“精神归
属感”让人欣喜又倍感珍贵。

“在绝望中寻找希望，人生终将辉煌。”
对俞敏洪这句话一见倾心的人，也许都经
历并度过了人生的至暗时刻。“如何从绝望
的谷底触底反弹再登上辉煌的高峰？”俞敏
洪给出的答案简单又深刻——坚韧。

“我从小就知道生活的艰辛和不易，知
道人需要坚毅和努力，这要归功于我的母
亲。”俞敏洪两次高考失利，本来已经对自
己失望，不想再参加高考，直接去打工。可
是母亲坚定地要让他再试一试，“她一个农
村妇女，在城里哪有什么关系啊，可她硬是
找到了补习班的班主任老师，把老师感动
得不得不收下了我。母亲从城里回来的那
天晚上，刚好下着大暴雨，路上她摔进沟里
好几次。我在家里等着母亲，一看到她浑
身泥水雨水，成了个落汤鸡的模样，立刻就
明白这一次只有一条路了。”俞敏洪后来接
受采访，回忆起当时的场面，依然抿住嘴
唇，眼噙泪水。

我对“坚韧”的体会源于我的外婆。她
生于1919年，是童养媳，婆婆一直对她百般
刁难，幸运的是她和外公感情很好，养育了
七个子女。妈妈是家里唯一的女孩，也是
外婆的第七个孩子，她出生时，外公高兴得
看到邻居就拉住对方的手说：“我有女儿
了！我要请你喝酒！”幸福的生活持续到妈
妈十岁时，那一年，外公中年不幸因病离
世。外婆哭干了眼泪之后，一个人扛起养
活一大家的重任，独自养育七个孩子。

妈妈喜欢吃鱼，现在吃到鱼籽，还会自
豪地说自己小时候有吃不完的鱼籽。我很
好奇：“为什么你小时候家里穷，还有吃不
完的鱼籽？”

“因为你外婆为了养家，到饭店里去给
人家杀鱼，那时候鱼籽没人吃，她就把鱼籽
鱼泡带回来烧给我和你舅舅吃，我们从小
反正没饿着。”

“外婆很厉害啊，这份工作能带来这些
实惠，别人会抢着干的吧？”

“不是，杀鱼这个工作没人干，太累太
脏，特别是冬天的时候，你外婆满手是冻
疮，手都裂开了也不会请假的……”

俞敏洪在序言中写道：“要为做人的使

命感而活。”物质的富足永远不等同于精神
富足，而精神富足才让人生有了意义。

外婆是一个使命感很强的人，为了让
孩子健康快乐，她宁愿牺牲自己。在外公
离世后的二十几年里，外婆终身未嫁。外
婆长得很好看，瓜子脸、柳叶眉、杏眼，吃苦
耐劳，勤俭持家，当年给她说亲的还不少，
可是她怕自己的七个孩子受苦，坚决不
嫁。在那个贫苦的年代，外婆为了挣钱养
家，起早贪黑，做别人不愿意做的累事、苦
事，既当父亲又当母亲，邻居很多时候都心
疼她。可她依然说话温柔，笑眯眯，勤勤恳
恳度过每一天，从来不抱怨。

“遇事不可乱，遇苦不抱怨，咬牙埋头
向前走。”是外婆教给我的坚韧。上天会
眷顾每一位身处黑暗却依然热爱生活和努
力向前的人。生活给外婆最好的回报是她
的七个孩子都一表人才，事业有成，敦厚
善良。

“人生不如意事，十之九八。”面对逆境
时，有些人会选择放弃，而有些人则会选择
坚持。以俞敏洪为原型的电影《中国合伙
人》感动和激励了很多人，“成东青”的原型
俞敏洪在书中写道：“这些经历我与成东青

是相似的，但是这期间我所经历的屈辱、孤
独、失败以及创业的艰辛等等，各种残酷的
现实与复杂的心境是电影艺术人物无法全
然表现出来的。”

俞敏洪用最真实的语言讲述自己的人生
经历和创业历程，坚韧是他骨子里蕴含的天
性。他的人生的确很传奇，他用实际行动诠
释了坚韧的力量。他还告诫青年人“主动成
长，不做被喂饱的熊”“不论世界如何对你，都
不要看轻自己”“多读书，优秀的书籍就像难
得的朋友”“警惕电脑对人的控制”……每一
篇，每一段，都是他用真挚的情感述说着自己
的人生感悟，关爱着读书的人。

“对于人生的困难和痛苦，任何人都无
可逃避。人与人的不同，并不在于一生遇
到困难多少的不同，而在于面对困难所采
取的态度的不同。”我希望更多的人能够读
到这本书，从中获得坚韧的力量，能够在生
活中面对困难时，始终保持希望，最终实现
自己的梦想。

也许有一天，我们还会遭受挫折而伤
心失望，但请坚信，黑暗的背面是光明，只
要你不放弃，从绝望中寻找希望，人生终将
辉煌！

诗两首
□吴传训

西卅店印象

遥望彤云碧水环，近听仙乐到人间。
颂歌唱彻琼林壑，玉笛声飞石涧湾。
一谷五园双部落，千枝万朵满金山。
农家佛系相安处，岭上行来尽笑颜。

电力人诗吟线路工

一从误撞入诗门，便赋诗情职业魂。
芭蕾三秋依月舞，钢丝半夏踩云跟。
丹心敢正金杆势，碧血堪融玉线痕。
守望万家灯火处，襟怀谁与问昆仑。

难得的周末闲暇时光，我喝着明前的
白茶，悠闲地整理着书柜，翻看着老照片，
沉浸在淡淡的油墨书香里。相册正好翻到
的那一页，是一张全家福，太姥爷、太姥姥
端坐在屋檐下，姥爷和姑姥姥站在后面，当
时的姥爷穿着大衣，挺拔的身躯、帅气的样
子仿佛吸引了全部的焦点。妈妈那时也不
过才两三岁，梳着两个冲天髻，坐在太姥姥
的怀里。

姥爷在我的印象里一向是高大帅气
的。记忆中，姥爷总是戴着一副黑色边框
的老花眼镜，没事时手里就拿着旧报纸阅
读，有时还拿着笔勾勾画画，特别认真。

姥爷的旧报纸都是管我们要的。家里
订阅了报纸，有时候我们不过随便看看重

要新闻，就随手丢在一边。姥爷则会把报
纸一张一张叠起来，一字一句地读。

“瞧瞧，现在咱们国家多厉害！”读到发
展越来越好的新闻，姥爷比谁都高兴呢！

仔细想来，我从事写作的工作已经好
多年了，现在写起文章来也愈发得心应手，
我如此喜欢文字并最终以此为职业，也许
无形中是深深受到了姥爷的影响。姥爷出
生于30年代的北京郊区，那个时候，认字的
人不是很多，而姥爷却是个读书识字的
人。年纪轻轻的姥爷，在私塾大先生的教
导下，早已熟读《大学》《中庸》。

姥爷年轻时的英姿飒爽我没有赶上，
只能从老照片中窥探一二。家里至今有这
样一张照片，一看就是抓拍的，身穿针织毛

衣的姥爷，坐在老式藤椅上，戴着金丝眼
镜，手里正读着报纸，神情认真又专注。

在我的记忆里，姥爷的手里总是拿着
一张报纸。宽宽大大的报纸，遮住姥爷文
质彬彬的脸颊。在爬满丝瓜的院子里，姥
爷坐在亲手扎的小板凳上，旁边小巧玲珑
的收音机里，传来戏曲声咿咿呀呀。

那应该是我童年最惬意的时刻，一到
暑假，我们几个孩子全都跑到了姥爷这里，
在丝瓜藤架下，玩水，玩花，玩泥巴，听姥爷
读报纸中的趣事。

姥爷的话一向不多，但是我们若遇到
不会写的作业，不认的字，他总是耐心地指
导，仿佛一谈起学问，话匣子一下子就打开
了。《红楼梦》《水浒传》还有《西游记》，都是

姥爷讲给我们听的故事。
年幼的我，听得津津有味，一颗读书的

种子就这样种在了我的心里。
后来开始上学的我，一直都有阅读的习

惯。读高中的我，订阅了每一期的《青年文
摘》《读者》和《中国青年报》。看完之后，这
些杂志报纸经常被我随手丢在一处，需要摘
抄的时候，也都不知道扔到哪里去了。姥爷
看到了，便把我看过的杂志全部收集起来，
订成了厚厚的册子，有空就会读。

姥爷一把年纪，却依然有着这种求知的
精神。我在佩服之余，不由也在读书方面对
自己有了更高的要求，每次回家我都会和姥
爷分享各自的读书心得，这也成了我们之间
另类的交流方式，别有乐趣在其中。

一生的等待
（外一首）
□程应峰

于枝叶扶疏的树上
将自己藏起来
温和的目光
以关爱的姿态
默然打量
人世间的别恨愁情

世事困扰不安
娴静的心
一样可以
在鸟鸣的韵律中
用时光的叶片
连缀爱的衣裙

尘世的一切
都将远离我们
如失落的乳牙
在时间隧道
成为微不足惜的
化石标本

一生的等待
都将融入
宁静而寂然的夜空
伤口样的眼睛
依然在默默等待中
孕育黎明

真实的世界

鲜花相伴小溪
蓝天映衬白云
水中，弥漫着
人文景观的倒影
尖锐如红信子的火焰
在时空峡谷
壮美深邃地穿行

叶以叶的姿态舒展
根以根的魅力延伸
绿莹莹的历史
探出绿莹莹的剑锋
它的指向
永远是不完整的灵魂
扑朔迷离的幻觉
歌笑出一千种形态
一千种海啸般
令人震颤的潮汛

浑浊与纯净
缘于语言的表述
生活流向里
浑浊的总是浑浊
纯净的独守纯净
真实的世界
永远不会黑白分明
红尘俗世的生活
永远有黑白纷争
当知觉渐散
飘忽有如烟云
一切的远离
都有无法言说的酸辛

坚 韧 的 力 量
——读《在绝望中寻找希望》有感

□张文清

我 的 姥 爷
□杨 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