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包广杰
清晨
我总爱到会展中心看云
头顶常常飘着几缕白云
它们也是天上走动的人
如同在广场上晨练的我们

天空
总有油画的味道
丹霞随意涂鸦 像梵高的抽象画

水墨画有写意山水 气势磅礴
有时还有徐悲鸿的万马奔腾
吴冠中的群虎吼鸣

然而，此时此刻
前方黑乎乎的云山、云城
黑云压城的悲壮 让我震撼
我扭过头去 却看到风轻云淡
几朵棉花云正挽着手
在我的背后发笑

看云

■张乃千
三十多年前，我在 《人民日

报》 上看到了陶斯亮的文章 《一
封终于发出的信》，在陶斯亮的文
章中我知道了范滂这个人。陶斯
亮是无产阶级革命家陶铸的女
儿，她的文章以信的形式哀悼含
冤死去的父亲。信中，她回忆家
人去狱中探视陶铸时，写有这样
一段话：“由于监管的人监视很
严，我们不能谈任何现实情况，
您就给我讲历史上的直节忠臣的
故事。您是那样满怀激情地给我讲
汉朝的范滂如何刚直不阿，挺身就
险，跟擅权祸国的宦官作斗争；
您又是那样情真意切地给我讲为
官清正廉洁、关心人民疾苦的宋
代贤臣范仲淹……”读这段话使
我知道了两点：一是范滂是汉朝的
直节忠臣；二是陶铸十分敬仰范
滂。这之后，随着对陶铸的由衷崇
敬，我开始被范滂所吸引。

一

打开历史的篇章，拂去岁月
的风尘，我在史籍中寻找范滂。
有人说范滂是范仲淹的先祖；也
有人说范滂是“三苏”父子崇拜
的偶像；还有人援引经典，说范
滂“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直接
效法他去慷慨赴死。而我看到了
什么呢？看到了沙澧河交汇处在
许慎之后、公孙大娘之前的又一
汉唐风骨。那遥远而又沉重的历
史足音中，范滂的脚步声异常震
耳，以至于响越魏晋两宋，咏叹
于明清，直抵后世革命家的耳鼓。

范滂是谁？《后汉书》 上记
载：“范滂，字孟博，汝南征羌人
也。少厉清节，为州里所服，举孝
廉，光禄四行。”哦，范滂是东汉
郾城（汝南）召陵（征羌）人，年
少时就品行端正，被举为孝廉，做
官后公、廉、勤、谨 （光禄四
行），声名远播。好啊，原来是一
位值得我们夸耀的先辈老乡！

范滂生活在汉桓帝、汉灵帝
执政时期，从公元 165 年至 189
年，这是两帝统治的东汉历史上
最黑暗乃至最血腥的二十几年。
那时，宦官专权，时政腐败，贤
良受害，万民罹难，天下豪杰、
名士及儒学有义者纷纷举劾宦官
之恶，正直的大臣、官员也都群
起而弹劾。一场朝野上下反对宦
官专权的斗争相当激烈。而权奸
一方，以曹节、侯览、王甫为首
的宦官集团凭借对皇权的渗透，
疯狂反扑，他们诬称反对者“结
党营私、欲图社稷”，罗织各种罪
名把一大批忠直之士罢官的罢
官、投狱的投狱、杀头的杀头，
先后两次大兴冤狱，振动天下，
这就是史上有名的“党锢之祸”。
所谓党锢，指的就是反对宦官集

团的士人贤吏。在这场斗争中，
范滂勇往直前，忧以天下，乐以
天下，始终处在激流、险滩的中
心。他与朝中位列“三公”的大
臣陈蕃既是上下级关系，又是志
同道合的战友，那句“一屋不
扫，何以扫天下”的名言就是最
先出自这两个人的思想和呐喊。

自古忠臣有气节，范滂的凛
然刚直，使他的生命骄若松竹。
其一，面对权奸，他一身虎气，
从不畏惧。范滂曾两次牵头惩治
官吏腐败，一次是赴冀州案察，
所到之处无不深查细究。有官吏
妄图利惠之、情融之，都被范滂
抓了典型。及至州府，官吏自知
罪责难逃，皆望风解印绶而去。
另一次是负责监督大吏的行为，
范滂直指黑恶势力，一连弹劾刺
史和“二千石”以上权豪、显要
二十余人。此举对专权的宦官体
系打击很大。朝中有一位尚书责
怪范滂弹劾面过大，一是提醒他
小心为妙，二是怀疑他是否挟私
怨以报复。范滂坦言道：“若臣有
贰，甘受显戮。”并阐述其理说：

“臣闻农夫去草，嘉禾必茂；忠臣
除奸，王道以清。”说得这位尚书
连连称是。其二，面对私情，他
一身正气，从不徇私。范滂辅助
汝南太守宗慈工作时，一丝不
苟，凡有违孝悌、失仁义者，一
律处罚并直接开除。当时，范滂
恰遇其亲外甥李颂谋求官职，这
李颂是公族子孙，西平人，品质
顽劣，为乡里所不齿。他以为凭
着舅父的权力就可以谋取官位，
可没想到范滂对他始终不屑一
顾。李颂不甘心，巴结上了中常
侍唐衡，唐衡就指令太守宗慈允
诺李颂为官。范滂知道此事后，
坚决不答应。他虽是辅助宗慈工
作，却掌管着吏位，就是不让李
颂来上任。宗慈无奈，只好作
罢。但这件事也就间接得罪了唐
衡，要知道朝中“中常侍”的位
子全被宦官把持，这下子阉党一
脉不仅加倍恨上了范滂，也恼上
了听命于范滂的许多人，呼他们
为“范党”而仇之。其三，面对
拥颂，他一身清气，从不矫情。
范滂的官职并不高，初为“清诏
使”，又为“光禄勋主事”，后为
汝南太守 （一说只是辅助，相当
于副职）。也许正因为处于中层官
阶，使他有机会深入乡里，更能
洞悉民情并敢于直言民间疾苦，
这是他深得众望的原因之一。他
之有名望还在于他与朝中重臣陈
蕃、李膺、杜密等人志同道合，
同气相求，面对汹汹权奸从不折
腰，而且一直在为颓废的纲纪奔
走呼号。也正因为此，在第一次

“党锢之祸”时，他与李、杜一起
被视为党锢首领下了大牢。值得
莞尔的是，几个月之后，他侥幸

获释，当他离洛阳，经南阳，回
汝南老家的路上，想不到竟有一
拨又一拨的人在迎颂他，有老百
姓，有地方官，光是马车就塞满
了官道。然而范滂却不愿扰民，
不愿因“戴罪”之身牵连他人，
毅然悄悄改走小道，幽夜回到故
里。他清气一身，视名望如浮云。

二

其实，这次党锢之祸，宦官
集团并没有达到目的，他们的本
意是要杀人的。可是汉桓帝在陈蕃
等几位正直大臣的劝谏下，意外地
释放了党人，条件是永不再用这些
人为官。这使得宦官集团很不甘
心，他们既未能除掉范滂等人，
又未能撼动那个位列三公的陈
蕃，心头之恨依然鼓鼓。但对于
党人来说，释放是一个机遇，保
住了性命，也保住了实力，其斗
志丝毫没有消减。于是，对峙的双
方都没有停手，都在密谋，更大的
风雨不久就要到来。

行文至此，有一种感慨直逼
笔端。在几千年的中国文明史
中，宫廷史占据了不少的位置。
而我们的宫廷史，其实就是一部
宫斗史，黑幕太深，玄机太重。权
力在这里既是争夺的目标，也是争
夺的手段，宫墙高耸，宫帷低垂，
却遮不住权力异化下的尔虞我
诈。很多时候，这里“术”胜过
了“道”，“邪恶”压制了“正
义”，儒学教化只是一堆苍白的文
字，《道德经》也只不过是一个糟
老头子的呓语，善良的人们常常被
作奸犯科者钻空子。是的，第二次
党锢之祸的发生，就是因为宦官集
团抓住了一个天大的空子。

公 元 167 年 12 月 汉 桓 帝 驾
崩，次年正月汉灵帝继位。而汉
灵帝当时还只是一个十四岁的孩
子。如果党人们能够关注这个皇
权交接的节点，重视这个十四岁
的孩子可能被思想绑架的风险；
如果党人也能果断地“清君侧”
并及时施以严密的防范措施，那
么，宦官集团就不可能顺利得
手。但可惜，党人们兴许太麻痹
抑或是太书生气了，仅只是上书
窦太后，让窦太后协同幼帝惩治
宦官。与之相比，宦官集团牢牢
抓住了皇权更迭的机会，行动不
仅雷厉风行，而且凶狠无比。一
方面，他们游说汉灵帝，让汉灵
帝下诏逮捕党人；另一方面他们
并不傻等汉灵帝的反应，而是买
通汉灵帝的乳母赵娆，毒杀灵帝
的 近 侍 ， 盗 走 了 印 、 玺 、 符 、
节，以此假传诏令，向党人们举
起了拘杀的屠刀。而党人们几乎
毫无防备，当奸党以汉灵帝的名
义劫持了窦太后，派兵追捕大将
军窦武的时候，年过八旬的陈蕃

才率太尉府兵丁进行还击，可惜
呀可惜，他因寡不敌众被杀，不
久，窦武被擒自杀，接着李膺、
杜密等人被下狱处死，再接着大
批士人贤吏被捕入狱……

还是回到范滂身上来吧。
范滂早已被奸党恨之入骨，

自然是要抓捕的“重犯”，但因为
他当时居于故里，才幸免于第一
时间被抓。很快，汝南郡的督邮
奉命赴征羌 （召陵） 捉拿范滂。
这位督邮敬佩范滂，不忍动手，
抱着诏书一直哭泣，他甚至表达
了让范滂逃走的意愿。但范滂没
有这样做，而是径直来到县里投
案。县令郭揖也敬重范滂，说：

“天下这么大，哪儿不能去，你怎
么到这里来？”又给了范滂逃命的
机会。范滂却说：“我不来，就会
连累你，连累督邮，连累我的母
亲，连累更多的人。我来了，也
许朝廷就会把抓党人的事停下
来。”范滂说得坦然而又平静，是
那种视死如归的坦然，那种舍身
就义的平静，引得周边的狱吏纷
纷啜泣。郭揖感佩万分，在押解
范滂赴京的前夕，他安排范滂与
其母见面。那是一个秋风萧瑟的
薄暮，范母来了，谁都知道这是
一场生离死别的会面。

这里，我想停顿一下，与读
者诸公一起猜想范母见到儿子时
会怎么样：一种可能，执儿之
手，涕泪滂沱，痛心的话语随着
泪水倾泻；另一种可能，两眼呆
滞，伤痛几近于麻木，扯着儿子
的衣襟，无语凝咽；还有一种可
能，跪倒在县令跟前，痛哭不
已，泣求放儿子一条生路……慈
母之心，大抵应该如此吧。若讲
特殊，也许她还会绝然与儿同
在，哭别之后，旋即撞死在牢
前。可是，可是，我们的揣测都
似乎太常态了一些，范母泪光闪
烁，竟语出惊人：“儿近日能与李
膺、杜密齐名，死亦何恨？”这真
是惊天的一语，她告慰儿子，能
死于义，她很满意，有其弟在，
儿不必为母难过。

这是一场出人意料，又撼人
心魄的生死决别，是一位心境芬
芳的母亲对儿子凛然气节的深情
嘉勉，是哲学日历上诠释死生的
惊鸿一瞥。她送别了必死的儿
子，表达了对黑暗势力的不屈，
在捍卫儿子名节的同时，也挺立
了一位母亲的高大形象。我们不
妨再做一点联想，范滂的刚直不
阿，凛然气节一定与范家的家
风、范母的教诲有关。从范氏身
上，我们看到了家事连着国事，
做官连着做人，所谓“家国情
怀”，“家”是根基也。因此，家
教与家风皆不可等闲视之。如果
说范滂挺身就险、在宦官集团的
刀锋下演奏了一曲生命的绝响，

那么，范母则是这首“绝响”中
一个走向高潮的音符。事实正是
如此，范母的形象影响着后人，

《宋史·苏轼传》 记载：“父洵游
学四方，母程氏亲授以书……程
氏授东汉 《范滂传》 ……轼请
曰：‘轼若为滂，母许之否乎？’
程氏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
滂母耶？’”这番母子对话，苏母
回答得毫不含糊：“你如果能成为
范滂一样的人，我就不能成为范
滂母亲一样的人吗？”苏东坡有这
样的母亲，同样令人感叹不已。
可以说，范母与苏母是中华民族
家教文化中卓越的女性代表。

三

公元169年，范滂舍身就义，
年仅三十三岁，同时被杀害的有
一百多人。与所有人相比，范滂
是最有机会、最有条件躲过祸害
的人，可是他没有躲，而是毅然
就害。后人在评论东汉党人时，
无不对范滂的这一举动给予泣
赞：儿伏其死，母欢其义，壮哉
伟哉！

而当时，还有一位叫张俭的
党人恰恰与范滂相反。他逃避党
锢之祸的机会并不充分，缺少必
要的掩护。可他顾其身阶，到处
东躲西藏，以至于连累了众多与
他有关系和保护过他的人，一些
人因他的不能归案被奸党屠身灭
族。相较于范滂，张俭羞愧弗
如，而范滂则义薄云天。范滂的
影响足够深远，除苏东坡母子
外，文天祥亦有诗赞之，而流传
甚广的是戊戌变法六君子之一的
谭嗣同的那首绝命诗：望门投止
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
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诗中没有提范滂，却提了张
俭，恰是对生死去留的反思，褒
抑之间，壮怀激烈，以“我自横
刀向天笑”隐喻范滂的英雄气
概，表达了自己赴死的决心。从
而让我们看到了范滂对变法志士
的深刻影响。变法失败后，谭嗣
同也是有逃命机会的，可是他没
有，他选择了赴死。其胸怀气节与
范滂何其相似！

对于范滂，当然也包括正如
鲁迅所说的那些“埋头苦干的
人，拼命硬干的人，为民请命的
人，舍身求法的人”和无数近、现
代革命英烈，我们无论如何赞美他
们，也不为过，因为他们曾经是民
族的脊梁，他们的生命，都轰鸣过
振聋发聩的绝响。有过他们，是中
华民族的幸运，记住他们，是民族
精神、民族文化的需要。

作为范滂的故乡人，我想对
这位遥远前辈表达的是：两河岸
边，崭新的人文精神正在书写更
宏阔的篇章！

生命的绝响 ●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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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

■许润星
又到了柿子成熟的季节。虽

然街头售卖的柿子又大又红，吹
弹可破，散发着诱人的光泽，但
一般都是烘出来的。挂在枝头的
柿子，往往仍旧青涩，表皮结了
一层“霜”，像蒙了一层白纱。

柿树在农家小院里格外常
见，路边也常常能见到。它的常
见，是因为它的生命力极强，特
别好养，不用打理，不用费心，
时间到了，它自然就为主人贡献
一树硕果。

这几年，我喜欢上了吃柿
子，看到小摊上的柿子，总要买
几斤尝一尝，而且，每次吃柿子
的时候，心里总是很沉重。

那年我读高中，学校实行全
封闭管理，为了抓升学率，为了
高考成绩，学校一个月才放假一
天半。其他的都能忍受，就是学
校的食堂不敢恭维。学生正在长
身体，学业压力大，学习负担
重，每天的活动量也不少，一天
三顿吃食堂里的大锅饭，清汤寡
水，一般三四天都撑不住了。那
时候，家长和学生悄悄地达成了
默契——每周日下午学校不上课
的时间，家长从家里带些好吃
的，装在饭盒里，放在塑料袋
里，一包包一盒盒从学校侧门的
缝隙塞给孩子。家长们都很自
觉，给孩子送过吃的，交代几句
话，就匆匆离开，让下一位家长
上前。现在想来，那时候的场面
有些壮观，有些心酸——门内是
一群叽叽喳喳等着父母带好吃的
半大孩子，门外是排着长长的队
伍记挂孩子的父母。那时候的
我，对于身材或者外在美还没有

太深的感受，每周日都惦记着妈
妈会不会来，猜测她这次会带什
么好吃的。其实，妈妈带的都很
家常——油炸的麻花，解馋，还
能多放几天，每次都是带满满一
大兜分几次从门缝塞进来，我和
宿舍的人分享过后还能吃上几
天；自己地里刨出来的花生，加
点盐，煮上个把钟头，入了味，
放袋子里带到学校来；在家蒸的
韭菜豆腐馅包子，外边裹了一层
又一层布，递到我手里的时候还
冒着气，温度刚刚好，我接过来
边取暖边吃，嘴里边嚼边含糊着
问：“妈，还有啥好吃的？”

有一次周日下午，我在学校
侧门内等了一会儿，等到妈妈沿
着枯树走到跟前，我开始雀跃：

“妈，这次是啥？”妈妈打开包，
从里边小心翼翼地取出一个袋
子，是柿子，一兜烘好的柿子，
安安静静地排着队，躺得整整齐
齐，虽然皮格外薄，但一点都没
有破，散发出诱惑的光芒。妈妈
说：“快吃吧，今年的柿子格外
甜，家里邻居过来摘，快没剩多
少了，我专门给你留的最好的，
快吃吧！”我有些迟疑，望着妈妈
后边等待的家长，还有我身后的
同学，怎么也下不了口——弄得
嘴上脸上手上都是，这吃相可不
是一般的难看！我脸皮格外薄，
太过敏感，太过自卑，在乎太多
不该在乎的东西，因此很固执地
推开了妈妈的柿子说：“妈，我不
喜欢吃柿子，你咋带过来柿子
啊，要不你带回家跟爸爸吃吧，
还有其他吃的吗？”妈妈急了：

“这都是给你留的最好的，怎么就
不爱吃柿子了？要不你先尝尝，

就尝一个，保准你爱吃！”妈妈说
着就把柿子塞到了我嘴边，可是
我还是很固执地把妈妈的手推了
回去：“妈，我真不吃，你带回去
吧，我真的不喜欢吃柿子。”

其他家长、同学还在等着，
妈妈推让了几次，不好意思再坚
持，便把柿子收起来离开了。自
那以后，我不吃柿子的事大家都
知道了，家里再没有给我留过柿
子，我也从不会买柿子来吃。

十多年后，自己做了母亲，
不知怎的，突然想起来那年妈妈
给我送柿子的事情，突然心疼起
妈妈——妈妈骑了十几里地的自
行车，准备了一星期，一路上小
心翼翼地保护柿子不被碰破，把
她认为好吃的东西给我送去学
校，我却因为年少的虚荣心冷漠
地让她带着东西回去了。她回家
的时候，心里肯定很难受吧？路
上哭了吗？这么多年了，她忘记
了吗？

现在的我爱吃柿子，连柿饼
也爱吃，看见沉甸甸的柿子压弯
了树枝，更是没来由地觉得亲
切、感动。当年那个因为吃相难
看而不愿意在同学面前吃柿子的
女生，已经自信到囊中羞涩都可
以大大方方地对朋友说：“是啊，
我最近没钱了，这次你请我吃饭
吧，下次我请你。”生活，让她明
白了很多，自尊、自信是自己给
的，不会受别人而影响，生活是
自己在过，别人的眼光实在不重
要。

家里的柿子树几年前因为盖
东屋已经被移死了，这个周末，
我想买几斤柿子，跟妈妈好好说
会儿话。

柿子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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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 飞
河是沙河，我的老家就

在 沙 河 边 上 。 过 去 交 通 不
便，我从县城回家，大都是
顺着河堤“地奔儿”。三十多
里，得跑好几个钟头，纵然
那时年龄尚小耐跑，但到家
的时候仍然是一身臭汗。若
是夏时，便很自然一头扎进
清清的沙河，让细细的微流
把我好一阵爱抚，惬意得我
会很自然又想起路上不断听
到的乡间俚语了。

“穆杨萝卜鲍庄蒜，呼
雷张的甜秫竿，某庄的闺女
不用看。”有意思吧？其实，
每个地方都有地域特色的俚
语 ， 我 的 家 乡 自 然 也 不 例
外。如上述我所听到又在此
转述的，就是流行于我村附
近许多俚语中颇具田园特色
又颇具人性质感的一则。

这些乡间俚语一般都在
十里八乡广为流传，村人在
口口相传的时候可以想见那
属 于 他 们 特 有 的 自 豪 、 骄
傲，当然还有其他不便说出
的期盼或者是羡慕，如经常
说到“闺女”的时候大抵就
有某种潜意识的期盼。按这
些乡间俚语“色、香、味”
皆俱，我的理解这纯粹属于
村人不自觉的文学创作：一
二字就道出了村庄的特色，
三 五 字 又 说 出 了 意 识 的 流
动，对物产的盛赞，对美好
的向往，无不在这看似粗俗
的俚语中泛滥开去，你能说
我的父辈和乡亲们没有文化
吗？

类似这样不同类型和内
容 的 乡 间 俚 语 应 该 还 有 许
多，不过大都因为社会的变
迁抑或是村庄特色的灭失，
而导致这些曾经被我的乡亲
们引以为豪并广为传唱的乡
间俚语渐渐成了记忆，有的
甚至连记忆也不存在了，想
来也是很令人遗憾的事。

乡间俚语一般都很短，
且直白，但要说的事说得极
清楚。

穆杨临沙河，土质多为
沙土。过去，菜园里种的萝
卜只要经得起水，井上架的

水车就被小驴拉动，水车链
就会哗哗响着把井水浇进垄
沟，沙被渐渐冲去；日久，
日光下的萝卜几乎是全身碧
清。整个生长周期就处在这
样状态下的萝卜可想而知，
全清是自然，更重要的是这
样 浇 出 来 的 萝 卜 不 但 个 儿
大，（三五斤重的平常得很）
而且甜且含水多，拔萝卜时
不小心碰到，当即”砰“的
一声炸裂，汁液也就顺手四
溢了。

鲍庄的蒜就另有一番说
辞了。这个小村四周是深深
的寨壕，仅留下四门供村人
出 入 去 种 散 布 在 村 外 的 土
地 ， 外 看 就 是 一 处 典 型 的

“土围子”。属于鲍庄的土地
大都是黑土，肥则肥矣，却
极粘，每当下雨路过，就有
这里的泥“亲”之叹。然就
是这里的黑土，却让司空见
惯的大蒜成就了一世盛名。
这里种的大蒜头大不说，且
一色紫皮，味辣，冲；更奇
的是捣碎后呈浑汤，放置三
天也没有一般蒜常有的隔夜
即生的“死蒜气”。因此，和
穆杨的萝卜一样，成了家乡
颇负盛名的特产，传说还被
有皇帝的时代列为贡品。当
然，我没有考证过传说的来
历，就权当是真的罢。呼雷
张的甜秫竿和穆杨萝卜鲍庄
蒜齐名，可想而知生长在召
陵岗的甘蔗必然有着与南方
甘蔗的不同之处。我小的时
候吃过，节长，皮白且脆，
嚼上一口，满嘴流蜜。可惜
的是近些年了除了鲍庄的蒜
还有少量种植外，穆杨已经
成了大葱种植专业村，萝卜
即便是有，也没有过去那种
被人盛赞的特质了；而呼雷
张的甜秫竿现在几乎无人栽
种，那别样的甜蜜也只能深
藏在记忆里了。

至于说某村的闺女不用
看 之 说 ， 因 为 传 者 不 下 定
论，是好看或者是不好看，
就让人多些遐想了。我在做
这些遐想的时候突然觉得，
这些，何赏不是另一种乡愁
呢？

乡村笔记之——

乡间俚语

■张夫平
旭日东升，蓬勃向上；

时至中午，光芒万丈；悬于
西天，柔美红光。给大地以
光明，育生命于成长，启人
类之希望。人爱夕阳“大河
落日圆”，磅礴气势，不失雄
浑壮丽；“几度夕阳红”，醉
人奇景，更显温馨慈祥。

老年如同夕阳，余热燃
烧光亮。夕阳无限美好，照
明 满 目 青 山 ； 老 年 底 蕴 丰
富，积淀深厚宝藏。老有作
为 ， 传 有 佳 话 ： 姜 子 牙 古
稀 ， 西 岐 拜 相 ； 吴 承 恩 皓
首 ， 著 书 名 扬 ； 齐 白 石 花
甲 ， 画 坛 盛 名 ； 袁 隆 平 白
发，高产再创。老有优势，
谱 写 诗 章 ： 去 严 厉 ， 增 温
和；多智慧，少乖张；尽平
生之余力，创晚年之辉煌。

欣逢盛世，关注改革开
放。览九州之奇变，观四洋
之激荡。共筑中国梦，乐担
肩上；复兴昌盛世，勇奔小
康 。 心 系 钓 鱼 岛 ， 洗 雪 国
耻 ； 神 驰 南 海 礁 ， 踏 平 恶
浪。幸有机遇，安度幸福时
光。晚花洁白晚花香，心理
年 轻 心 血 旺 。 学 渊 明 之 恬
静，名利淡薄；效太白之洒
脱，思想奔放。少提夜走麦
城，多谈五关斩将。昔日宿
怨，恩仇笑泯；今朝忘年，
情谊增长。别人点滴之恩，
记在心中；自己授人以惠，
淡化渐忘。

伴孙儿三春踏青，携老
伴隆冬沐阳，与好友博弈夏
阴，约同年登高秋爽。打拳
运掌，老汉壮赛李广；跳舞
演唱，老太俏比徐娘。练琴
棋书画，走进老年大学；学
诗词曲赋，步入多彩课堂。
不摆方城，散步广场；不吃
油 腻 ， 多 食 杂 粮 ； 不 吸 纸
烟，少饮杜康。不信彼岸有
天堂，只知此岸乃福乡。过
花甲，越古稀，超耄耋，跨
百岁，大有希望。

壮哉，鹤发童颜，身板
硬 朗 ， 神 采 奕 奕 ， 步 履 铿
锵；真哉，朴实本色，诚信
至 上 ， 光 明 磊 落 ， 胸 怀 宽
广；善哉，善言善举，习以
为 常 ， 弘 扬 仁 孝 ， 大 爱 无
疆；美哉，返璞归真，自然
流畅，无需雕饰，仪态大方。

咏夕阳，天地同语，世
人共唱。

夕阳赋

编后：
这是作者八十寿诞上的

抒怀之作。作者毕业于河南
大学中文系，早年被打成右
派，靠着乐观豁达的精神，
坦然面对人生不幸，终生从
事基础教学工作不辍，学子
遍天下、口碑众人传。如今
进入耄耋之年，仍然精神矍
铄，老有所乐，笔耕不辍，
每有作品见诸报端，实为我
等后学学习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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