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地址：
滁州市会峰大厦（会峰西路555号）

邮政编码：239000

电话：总编室：2182810 新闻编辑部：2182867（邮箱：czrbxwb@163.com） 专刊副刊部：2182835 时政新闻部：2182120 民生新闻部：2182806 经济新闻部：2182125 视觉影像部：2182825（邮箱：czbsyb@126.com）
新媒体部：2182130（邮箱：czrbxmt@126.com） 群工发行部：2182830 办公室：3025757 校对出版部：2182138 新闻研究室：2182809 广告中心：18005502677 18655080888 广告许可证：皖滁工商广字002号 法律顾问：李家顺

全年订价：398元
新安传媒有限公司印刷

2024年 6月 12日 星期三
副 刊副 刊3 □本版责编：陈姝妤陈姝妤 □版式：魏 星 □校对：马晨晨

□电子信箱：qingliuwenxue@qingliuwenxue@126126.com.com

心心念念的一本书——《与众生共命》
一直搁在我随手可及的书架上，作者吴家凡
是一名编辑、记者。

说是编辑，专为他人做嫁衣裳，却又忙
里偷闲，为自己裁剪缝制出合体的华服，看
上去格外的光鲜亮丽。多年来，吴家凡在编
务之余，写出大量的诗歌文章，散文集、诗
集、报告文学集等专集出版头十本，曾是《读
者》《知音》《意林》等名刊的签约作家。

我有机会得到他的《与众生共命》，迅
即读完第一遍。

《与众生共命》兼有杂文、随笔的文体
特色，给人美好的阅读体验，可用八个字概
括：开卷有益，脍炙人口。作者从上千篇发
表于各地报刊、杂志上的文章里，遴选120
篇，分为九辑，每文不冗长，大都两千字上
下，符合现代社会的阅读快节奏。不论是
贬褒世道人心，还是寄情浪漫理想，都能在
卧牛之地打出漂亮的组合拳。作者的阅读
面之广，涉猎的门类之全，让人击节。他对
古今中外的经典作家、经典著作如数家珍，
随意例举，提纲挈领，还能深入浅出地剖
析，让读者在阅读交流的过程中提高认识、
增加学识。许多较为冷门的文学理念、思
想哲理，他也能根据主题的需要，恰当地表
述于行文之中。比如《雨伞的道德》一文共
1500字，前后涉及的作家、诗人乃至皇帝、
妃子等人物差不多有头十位。初始用戴望
舒的《雨巷》引出另一位作家施寄青，借其
口说现代人的外遇问题，形容为“买一把
伞，借一把伞，偷一把伞”。之后引出唐明
皇、杨贵妃、鲁迅、张爱玲、潘金莲等“名
人”，用历史的故事、人物的境界，以及相关

的认知和说法等层层推进展开，结尾用英
国作家加德纳的文字：“想要不取错你的雨
伞，你就一定要在你的雨伞上用心刻下你
自己的名字。”颇有寓意，发人深省。

几乎每篇短文都是历史与现实、人物
与故事的综合文本。读者在阅览揣摩文章
的过程中，吸收积累了大量的知识信息。
我说的“开卷有益”，正在于此。

书本的另一个特色是“脍炙人口”。用
词的精准与纯美，是一个成熟作家应该具
备的技能。吴家凡的语言功力已臻于炉火
纯青，对字词句的使用表达已到了严苛的
程度。随便翻一篇《等待的B面》，说的是庄
子“尾生抱柱”的典故。作者赞叹尾生以生
命履行契约：“这个等待，成为一枚晶莹美
艳的琥珀，从潮水封顶的那一霎，走进了人
们的记忆里，定格成永恒。他以千年不变
的姿态，栩栩然，穿透了岁月的累累风尘，
佩挂在人们情感的枝头。凄艳，一如当
年。”语言如诗，优美、凝练而有张力，且不
乏思想深度，“写作，点亮了心灵幽暗的站
台，在他的烛照下，在文字跳跃腾挪间，生
命的灵性像花一样舞蹈，自由而舒展，写作
使人生的底色无限华美，在写作的梦与梦
的写作之间，人们的心灵，完成了一次次诗
意的回归。”

开卷即有益。融百科于一卷，知识智
慧，万象学识，古今中外，人物事件，林林总
总，精彩纷呈；语言上精于锤炼，脍炙人口，
不花哨、不粗糙，充分表现出对汉语言的尊
重。一直以为现在很难读到让人眼前一
亮、精神一震的好书好文章了，《与众生共
命》使我改变了这个浅识。

开卷有益之书
脍炙人口之文

□李广凌

故 乡 的 油 菜
□王体明

荷塘清幽
□安宇影

夏日的阳光洒在荷塘上
碧绿的荷叶散发着清香
蜻蜓在水面上飞舞
蝉儿在岸边的枝头吟唱

风儿轻轻吹过荷塘
带来一阵阵幽香
荷叶迎风摇曳
仿佛亭亭的舞女轻摇

塘边的芦苇沙沙作响
如低回的和旋伴唱
岸边游人如织
一阵阵笑声飘过荷塘

一位老人坐在岸边
须发皆白，神态安详
像一首古老的歌谣
诠释着千年的荷塘

女贞盛放
一串串洁白的小花
如满天繁星撒向荷塘
清幽中弥漫着夏的苦香

美好的夏日时光
藏着多少童年的梦想
淡雅悠远的荷塘清歌
在我心里久久回荡

父 爱
（组诗）
□周 洲

隐匿于时光的巨人

时光的流沙中
你是那隐匿的巨人
无言的守护
沉默的力量
如同山岳般巍峨
稳固而不张扬

巨人的手掌
粗糙如老树的皮
每一道纹路，都是岁月的刻痕
巨人的温暖
深藏在日常的琐碎中
每一个举动，都是深情的表达

每一个黄昏
你坐在门前，夕阳染红了天边
如同《诗经》中的古韵
不言不语却恰到好处

隐匿于时光的巨人
静静守护阳光下的花儿
未来的每一个季节
都绽放着希望
那沉默的根
深深地扎在我的生命里
找寻那永恒的归宿

岁月的河岸

岁月如河
静静淌过他的肩，扛起岁月的风霜
那双手，是古木雕刻的篇章
掌心的纹理，如历史的脉络
沧桑中
刻画出坚定的力量

晨曦微露，父亲的轮廓
在朦胧的河岸静静伫立
风，轻抚他的脸庞
带不走那深深的牵挂
他手中握着那无形的线索
牵引着家的方向

父亲的眼眸
诉说着过往的故事
余晖匆匆，河岸无声
父亲的身影逐渐拉长
我愿化作他手中的笔
描绘他无尽的祈盼
追寻那渐行渐远的影子

▲映日荷花别样红 唐 云/绘

歌德说：“青年男子谁个不善钟情,妙龄
少女哪个不善怀春,这是人性中的至洁至
纯。”是的，青春是亮丽的，是带着炫目的人
性光辉的，但青春岁月的美和好，却是因人
而异、因人而殊的。

就我而言，我的青春岁月更多的是无
助、无奈、卑微、迷蒙、失落。15岁那年，我参
加高考，考上了一所大学，但那所大学并不
是我预期中的心仪的大学。在踏入大学校
门前的那些日子，有件事一直啃啮着我：临
近高考的前两个月，我课桌中的书籍资料、
笔记本一夜之间被盗洗一空。于我而言，无
疑是一记重创。那些时日，我独自承受着这
份意想不到的打击，不置可否地沉入了迷离
恍惚的状态中，直到走进考场，在考场中如梦
趔趄，并没有正常发挥。无奈家庭条件有限，
我也没有考虑复读，而是怀着一腔无奈、几分
失落，进入了一所不起眼的高等院校。人生
头一回，我尝到了无以言说的创痛滋味。

三年后，告别十八年华，在还算繁华热
闹的白霓小镇，我顺理成章地站上了高中课
堂的讲台，用极易磨损的粉笔，悉心铺排力、

热、光、电、磁以及原子的内在结构，尽我所
能将物质运动变化的规律倾心演绎。在我
没有半点设防备心的时候，命运的手指又玩
笑般地在我的生命行程中抛出了一些砺石，
硌痛了我的双脚，也硌痛了我的心。于是，
又是一个趔趄，我坐在一辆手扶拖拉机机厢
里，伴随自己简陋的行李，来到了一所偏僻
寂寥的乡村高中，在那里传道、授业、解惑。

木叶萧萧的氛围中，我有了新的同伴，
那是一位执教三十多年、已然满头白发的长
者。每一个晴和的黄昏，我会同他相伴走出
校园，走在平平仄仄的山间小道上，边走边
谈，既长见识，又长精神。他以他的人生经
历，给了我许多不可多得的人生启悟，他告
诫我：“人生就是不断同困难作斗争的过
程。”并且说，“并不是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成
为伟人，但谁都可以成为有作为的人。”

于黄昏斜照日复一日的闲谈中，我理解
了什么叫生活，也似乎找到了可以排解忧伤
的生命出口。此后，我想方设法让自己从单
调、无聊、枯燥、乏味，层层的寂寞，重重的孤
独中走出来。我拿出不多的积蓄，订购了几

种美术书刊，翻出了久违的画谱，拾起了丢
失已久的画笔，擦亮了尘封的口琴，购置了
心仪的吉他，亮开了郁结的歌喉，甚至参加
了诗刊社诗歌刊授学习。我忙中求乐，乐以
忘忧，将工作、学习和生活中的所得所失、欢
喜忧愁，以诗文形式记录下来，呈现在大大
小小的日记本上。正是这些原汁原味的文
字，引领我后来走上了文学之路。

就这样，在一座因偏僻而寂寥落寞的校
园里，我抛开了最初的烦恼、苦闷和忧愁，全
身心地投入到了工作、学习和生活中，既尽
心尽力送走了一批又一批学生，又在业余时
间不遗余力地为自己“充电加油”，丰满着自
己的人生羽翼。

二十五岁那年，我开始在心灵的空间打
捞梦想的碎片，将它们珍珠般串缀起来，以
油墨之香，悬于生命过程的每一刻。随着作
品发表数量的增加，我渐渐成为他人关注和
关爱的对象。文字的奇妙作用，也让我对起
起落落的生活有了十二分的感激，我端详着
生命的美丽，咀嚼着生活的甘醇，在不间断
的生活磕碰中，慢慢学会将自己的日子过得

安然平静。我坦然地面对生活的风风雨雨、
琐琐碎碎，让人生体验的触须，一往情深地
触摸心仪的文学。

不懈不怠的笔耕，让我水到渠成地成为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这与我青春岁月的经历
和境遇是分不开的。一直记得在最纠结的
青春时光里，我在日记本上写过的一句话：

“别无选择时学会奋斗。”随着岁月的推移，
这句话被我演绎成为“别无选择时学会奋
斗，拥有时学会珍惜，平静的日子学会爱，学
会做一个幸福的人。”时至今日，这句话已是
我的人生格言和生命风景。

我的内心一直笃信文学艺术与物理学
是息息相通的。物质之光展现出神秘的物
质世界，文学艺术的光芒折射着情感经纬、
人生百态、社会万象，物质和思维构架了我
们的感性和理性，使我们的生命充满了活力
和灵性。茫茫宇宙，大千世界，生命个体不
过是一个短暂的燃烧过程。短暂而鲜活的
生命感受着、思考着、创造着，一切的一切，
只为找到最适合的生命出口，让灵魂在苍茫
宇宙中得以伸展、延续。

寻 找 生 命 出 口
□程应峰

时光如梭，芒种悄然而至。芒种意味
着忙碌和播种，皖东大地上铺展着成熟的
油菜和麦子，一片金黄的海洋和丰收的景
象，这是每年上半年乡村最繁忙的时节。
农人们在田野里辛勤地忙碌着，挥洒着汗
水，趁着好天气抢收，品尝着丰收带来的喜
悦。随着农业机械的普及，现在几乎都使
用收割机了，只有一些油菜的收割还偶用
人工，农人挥动着阳光下闪闪的镰刀，把收
割后的油菜一摞摞摊放在田地上。热火朝
天的农忙景象，让我的思绪不由自主地回
到了故乡，想到了故乡田野中的油菜。

油菜属十字花科、芸薹属，一年或两年
生的草本作物，广泛分布于我国的淮河和
长江流域乃至青藏高原地区，是一种重要
的油料经济作物。我的故乡曾经长期大面
积种植油菜，油菜是和水稻、小麦并列的、
皖东地区的主要农作物。

油菜是二年生草本植物，秋天收割完
水稻之后，农人们用锄头在耕耘过的土地
上刨坑，种上油菜种子，再用土覆盖好，防
止鸟类啄食。在上世纪，农业机械化水平
较低，生产力远远落后于今天，播种工作完
全依靠人力，所以是一项十分繁重的辛苦
活。阳历十月，气温、雨量、湿度都尚可，油
菜种子慢慢生根发芽，大约两周，新芽破土
而出。随着天气转冷，油菜幼苗在接下来
的时间里接受严寒天气的残酷考验，霜冻、
寒风、雨雪交替袭来，但油菜毫不畏惧，顽
强地生长着，从弱不禁风的小幼苗慢慢成
长，展现着勃勃的生机。

度过漫长的寒冬后，进入春季，天气转
暖，雨水增多，油菜沐浴着春风雨露，进入
了快速的生长期，一夜能长高几公分，大约
几天就完成增高的过程，同时枝头上花苞
累累。在随后的时间里，油菜将展现生命
历程中最灿烂的风景，阳历三月下旬直至

四月上旬进入了盛花期，金灿灿的油菜花
将故乡的大地装扮成金黄色的海洋，蔓延
到天际，把一个又一个村庄包围。村庄宛
如一个个海洋中的孤岛，空气里洋溢着花
香，春风徐来，沁人心脾。蝴蝶和蜜蜂成群
结队飞来飞去，相映成趣。

油菜花的美曾让历代文人墨客流连忘
返，不吝笔墨。宋代诗人杨万里有“儿童急
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的佳句。

“繁华落尽见真淳”，油菜花凋零后，便
进入了结果期，枝头长满了细细的、长条状
的果实，学名叫角果。随着时间的推移，角
果变得越来越饱满，颜色也由青色慢慢转
变为黄色，这预示着距离收获越来越近
了。约在端午节前后，达到七八成熟的时
候，农人们就趁着晴朗的天气收割了。油
菜的丰收不仅和天气、田间管理有极为密
切的关系，收割时机的选择也十分关键。
收割早了，果实不饱满，影响产量；收割迟

了，角果过于成熟，油菜籽就炸裂开来，产
量和收成就降低了。

以前没有收割机，收割工作主要依靠
人工完成。收割后，把油菜运送到场上摊
放好，经过烈日的暴晒去除秸秆和角果里
的水分，再用拖拉机带动石磙碾压油菜秸
秆进行脱粒。后来为了节省人力，索性就
直接在田间铺上一张很大的毡布，把晒干
了的油菜铺陈其上，用手扶拖拉机来来回
回轧，菜籽就落到了布上。

油菜一身都有用处，菜籽可以榨油，菜
籽油清澈金黄、浓郁芳香，是亿万家庭厨房
烹饪的必需品。榨油后剩下的菜籽饼可以
作为家禽家畜的饲料，也可以作为庄稼的
肥料。脱粒后的油菜秸秆可以当成柴火
用。农人们挥洒汗水，辛勤养育着油菜，油
菜又回馈着勤劳的人们。

故乡的油菜朴实无华、默默无闻，宛如
故乡这块土地上的农人们那般顽强。时光
荏苒，因为播种、收割、收成等种种原因，村
民们纷纷改种了小麦。冬春时节，故乡的
田野里满眼都是青青的麦子，零星分布着
的几块油菜田却显得格外显眼。那灿烂壮
观、美丽芬芳的油菜花海永远留在我的记
忆深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