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乔保国
这是一个由年轻的夫妻档携手共创的

专门生产饮品的企业。九年前他们怀着年
轻人特有的梦想与激情走出校门来故乡漯
河创业，仅几年的时光就把企业做得风生
水起，把事业干得如日中天。如今企业的
注册资金已达一亿多元，拥有5.9万平方
米的现代化专业食品生产厂房和 16 条自
动化灌装线，生产能力已超过 15 亿元。
他们创业的事迹受到 《中国劳动保障
报》、中央电视台等多家新闻媒体报道。
企业的当家人翟宗伟当选为郾城区政协委
员，妻子汪贝贝参加河南省创业大赛入围
二十强，受到省政府表彰。他们小两口还
共同获得“漯河市创业之星”称号。

照实说，在采访前我是带着很多问号
来的：一对风华正茂的“80后”，何以选
择一条充满风险和挑战的道路？他们经历
过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他们有着怎样不
同寻常的人生情怀？我很想走进他们的内
心世界以窥探其中的秘密。

当他们出现在我的面前时，我还是
吃了一惊：这样一对身板儿不算宽厚且略
显单薄的年轻人，是怎样把一个企业搞得
有声有色、如鱼得水的？

他们坐在椭圆形的会议桌一侧，热情
又条理清晰地打开了话匣子，语速不疾不
徐，语调不慌不忙，向我们娓娓道来他们
的创业故事和人生经历，很快就把存留在
我心头的那几个“？”号给一一拉直。

2008年，对翟汪二人而言，是人生道

路上的一个重要年份。在这样一个时段
中，许多年轻人在矛盾的胶着中无不对自
己的身份感到普遍焦虑，那些来自农村的
草根孩子更是希望获得一个有尊严、有地
位的公职。故而难以计数的从大学走出的
莘莘学子，忙着赶“国考”、奔仕途，盼
望着考取公务员，进而实现身份突围的梦
想。翟汪两人在短暂的彷徨和痛苦的思索
之后，却毅然选择了一条自主创业的道
路。

对此，他们的亲人想不通，他们的同
学好友看不懂。

翟宗伟生活在一个贫困的农户家庭，
小时候日子过得很艰辛。曾在高中阶段因
交不起学费南下打工，在读大学时也不得
不一边读书一边勤工俭学。而汪贝贝是单
亲家庭，母亲独自照养着兄妹三人的生
活，过着捉襟见肘的日子，她上大学是靠
着助学贷款完成学业的。亲人们说，俩人
读了十多年的书，好不容易拿到了大学文
凭，即使不争取考公务员，至少也考个有
稳定收入的事业单位，这样不仅衣食无
忧、旱涝保收，对家庭还能给予经济上的
支持。

但他们拿定了自主创业的主意，便义
无反顾地沿着给自己设定的方向走下去。

可以想见，选择自主创业，那就意味
着人生将与风险做伴、与挑战同行。几年
的风风雨雨，让他们遭遇一次次的挫折；
而一次次的选择，又常常让他们无果而
终。在创业之初，他们遭受了一次致命性

打击，先前投入的心血与资金全部打了水
漂。因为经验上的不足，这对年轻人陷入
了人生的低谷。

但是，苦难对于勇敢者从来都是一块
垫脚石，对于能干的人更是一笔宝贵的精
神财富。翟汪夫妇没有消沉，很快调整好
自己的心态重新打起精神。他们说，有的
人创业只有 30 分钟的热情，有的人可以
保持 30 天的热情。而我们要当一个成功
创业者，就必须让热情持续保持 30 年乃
至终生。他们的确不是那种想法多、办法
少，醒得早、起得晚的人。他们跌倒了爬
起来，掸掉身上的灰尘，毅然回到食品名
城漯河重新开始新的创业征程。

在他们不懈努力下，在地方政府政策
支持和各级领导关注扶持下，他们一步一
个台阶地攀登：2008 年 11 月，他们注册
的锦星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正式批量投产；
2009年锦星苹果醋已开始销往全国各地，
产品终端营销网络相继覆盖大酒店、大型
批发市场和大型超市，订单远远超出了生
产能力；2010 年 11 月他们又和国内某大

型企业达成合作建厂协议，由他们出资征
地100亩、某大型企业注入2亿元资金注
册成立海天锦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共同
发展海天、锦星品牌。目前，他们正敏锐
捕捉最佳发展时机，实现弯道超车，提速
发展，收购了具有核心竞争力的 100%果
汁世界果园品牌及技术。目前，“好彩
头”正以创新引领、技术引领的崭新姿
态，朝着 10 亿、30 亿的宏伟目标奋力前
行!

谈到企业的长远发展，他们保持了清
醒的头脑。他们说，企业家必须回归企业
本位，且是要把心思融入科学管理、融入
产品质量、融入开拓市场、融入员工福
利、融入企业文化，不能像是有些人热衷
于跑官场、交大亨、结新贵，求得“报纸
上有名，电视里有影，广播中有声”，想
方设法不断发出各种声响，这是把心思用
错了地方。

听了他们的侃侃而谈，我突然觉得，
他们把事业做大了，心却沉静了，他们追
求的是真正的企业家精神。

写在创业路上的青春之歌

■潦 寒

一

小时候，我感觉日子过得特别慢，慢
得让人着急。急着过年，急着长大，急着
出远门……为什么急呢？因为有大把的时
间无处消磨，没书读，没电视看，自然也
没有手机玩……几个扯闲话的女人，或许
能因为东家长西家短的惹出事非来；一把
花生米、一盘水萝卜能喝几斤白酒的男
人，喝到最后打起来习以为常……

我们的童年也不是一点乐趣都没有。
比如现在的孩子不知道的推铜箍、打四角
方等。但是，最能挑动大家神经的还是耍
猴。那时，农村耍猴的特别多，两三个
人，牵三五只猴。待快中午，在十字街口
敲锣。人敲，猴也敲。有的猴子还戴着帽
子敲，向人们作揖，更有甚者，有的猴子
还会从人手中夺馍吃，被抢者一惊之后，
哈哈大笑。一般情况下，耍猴的都是中午
开始在街中心耍，一点多散场。观众回家
吃饭时，耍猴的就拎着袋子，一家一家的
收粮食。那时，农村人钱少，唯一有的就
是麦屯里的粮食。给粮食的，大方一点
的，一捧，小气一点的，一把；不给粮食
的，给一个馍，或者一碗饭也行。“我们
家根本就没有小孩，没人看你耍猴。”如
果碰到这样的人，耍猴的就双手一抱拳：

“无君子，不养艺人。我们就是巧要饭
的，全靠好心人赏一口吃的。”穷人更要
脸面，哪怕给一块生红薯，也不让耍猴的
空手走。

开始，我们很新鲜，一听街上耍猴的
来了，小孩子们一窝蜂地围了过去。什么
事也架不住多了，耍猴也是一样。但是，
如果一个耍猴的没有人看，他怎么收粮食
呢？因此，耍猴的也需要升级，变换花样
地吸引观众。

二

看过无数场耍猴表演。三十年过去
了，我能记住的恰是被“耍”的一场。

过去的春天，老百姓都称之为“荒
春”。每到这个季节，母亲给我们烙着单
馍说：“日子比树叶都稠。”劳动少，大家
都俭省着吃，怕接不上新麦子。明知道这
时候的人不会大方，耍猴的还是多在这个
时候出来，荒春，人闲。

放学回家的路上，老远就听见“哐哐
哐”的锣声。“有玩猴的。”同学中有一个
人说，几个人哄一下子往前跑，围了上
去。一个小孩子拎着锣，转着圈地敲，并
示意人们别围得太紧。圈子小了，耍不
开。一只大猴子跟在小孩子的后面，蹒跚
学步，敲两下锣，向人们致敬一下。两只
小猴子偎依在成年人的脚下，剥花生吃。
我们村的学校是小学初中都有。小学生们
下学早，围了一大圈。玩猴的敲了一会
儿，感觉差不多了，开始了很有时代特征
的开场白：“为了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事
业，丰富人民群众的文化娱乐生活，我给
大家耍一段猴……”消磨到这个时候，初
中的学生正好下学，几十个大个子呼啦一
下子围了上来，显得人里三层外三层的。
但是，他们听了开场套路，瞄几眼翻跟头
的猴子，又呼啦一下子散了。其实，我们
低年级的小学生对习以为常的耍猴也心不
在焉，又有点欲走不忍的犹豫。耍猴的成
年人看出了观众的心思，“啪”的一声，
双脚跳起来猛地一拍脚面，场面一下子安
静了许多。小孩子也聪明，来几个前空
翻，猴子屁颠颠地围着圈敲锣。场面控制
得差不多了，成年人狡黠的一笑，从布包

里拿出一个白色的茶缸，倒扣在地上，又
拿起一条大毛巾，在空中抡一下后，盖在
白茶缸子上。小猴子“哐哐哐”地猛敲
锣，锣点密紧到像下急雨似的，紧到一定
程度，又骤然停了。这时，全场都静了。
成年人脖子一仰：“老少爷们，有人的地
方就有江湖。有江湖就有艺人。艺人跑江
湖靠的是绝技！大家请看一下，我用大毛
巾将罩住的是一个茶缸子，是吧？等我们
的节目结束时，这个茶缸子会变成一个美
女，从毛巾里钻出来。”围观人一阵狂热
的掌声……

那时，我只有七八岁，知道有变戏法
的，没有见过。知道有魔术，不知道什么
是魔术，不像现在电视上，电影里对魔术
及道具有着一定的洞察，就双眼死死地盯
着地上盖着茶缸子的毛巾，会不会一点点
地长高，真的变出来一个大姑娘。锣一直
在响，猴子一直在耍，我视若无睹，满脑
子毛巾下会不会钻出大姑娘来……期待会
让人着急！熬了好一会儿，终于等到锣声
结束时，那个成年人恭恭敬敬双手抓住地
上毛巾，口中念念有词，然后大大喝一
声：“变”。我的眼珠子快出来的，直勾勾
地看着掀开的毛巾……仍是一个白色的茶
缸子。“其实，我不能把茶缸子变成美
女。”耍猴的成年人这么狡黠地一笑，大
家“轰”的一下子散了……

三

以前的农村，比耍猴升级一点的就是
杂技——打把式练武、柔术以及头劈青
砖、气功滚钢钉板之类的。不过，这些杂
技班来村子里演出之前，先要到村委会和
村干部商讨一下，能不能让村委会先垫出
来点钱或者出面收粮食，以保证他们的收
入，虽然同是跑江湖的，也分个三六九
等。一般情况下，村干部会事先和几个有
影响的老头通个气，有个七七八八了，再
决定。农村人日子寡淡，一说耍杂技的要
来，小孩子先满大街地跑着喊，尤其是耍
杂技的人先身着紧身衣，敲着锣打着鼓从
村东头到西头、村南到村北地自我宣传一
下。演出时，高桌子低板凳，墙头上砖垛
上都是人，甚至树上爬的都是小孩。

那次玩杂技的地方是南街的一个小十
字路口，一个篮球场大小的空地。玩杂技
的头天晚上就拜访了村干部，支了帐篷，
在各条街上溜好几趟了，上午又在村委会
的大喇叭上通知了两三遍。午饭刚过，人
们赶集似的涌了过去。夏天天热，大家三
五成群地围在树荫下，闲聊着、议论着或
者期待着……少年时，我最爱看小说。

《三侠五义》、《三言二拍》、《西游记》、
《东游记》、《白眉大侠》……民间流传的
小说能找到的，我基本上都看过，尤其是
对古龙的《多情剑客无情剑》、《孤星传》
反复地读，曾经尝试过写武侠小说……

下午四点多，夏日的暑热稍稍减弱，
街上的吵闹声有点节奏后，我知道杂技快
开始了，便放下小说往那儿赶，远远地见
人们已经围成圈儿了。场子里的鼓声，锣
声踩着点了，小孩子们钻在最里层，其后
是年轻小伙子，年长的人围个大圈。我个
子小，又不想钻满是汗臭味的人群，正一
筹莫展时，见村支书张书冠从家里拎个长
凳子出来了。我看着他笑了笑。“看不见
吧？孩子！”书冠和我父亲关系要好，他
热情地朝我笑着说。“嗯！”那时，我还很
羞涩，不好意思说想站在他拎的板凳上。

“给，站在这上面看吧！”书冠说完，将板
凳放在离人群围的圈子五六尺的地方。我
扭捏了一下，站了上去……

杂技已经开始了，几个小孩子身着练

功夫已经绕着人群踢腿了。“练武不练
腿，到老是个冒失鬼。”敲锣的跟在汗流
浃背的小孩子后面说着。村支书张书冠光
着膀子，披着四个兜的中山装，边往里
看，边一只手在白生生的身上搓灰，泥条
子顺着他的手掌滚了下来。四个兜的衣服
在当时的农村比较少，如果左上衣兜里再
插一支钢笔，就是典型的干部了。书冠在
部队当兵后转业到乡政府工作多年，后回
村里任村支部书记。那天，我特意看了光
着膀子披着褂子的村支书上衣兜里有钢笔
没，没有！杂技几乎也是老一套，比武侠
小说寡淡多了。一个小女孩穿着紧身衣，
四肢折在一起，嘴里衔着铁球倒立起来
后，引起人们一阵阵猛烈的掌声……

马是最后出场的，配着火红色的马鞍
子。杂技团来到村子里，有两个女孩骑在
马上围着村子转好几圈了。况且，当时农
村里的牛、骡子等干农活的牲畜比较多。
虽然，很多人分不清楚什么是马，什么是
骡子。但马与骡子的体型很相近，所以我
们对马并不感觉到新奇。新奇的是，马出
场前，杂技班里的人拉出来六个铁丝围成
的大圈子。在每个铁圈子上缠上五六个沾
着柴油的棉球。六个铁圈依次排开，两个
小伙子用蜡烛一个一个点着，铁丝圈顿时
烈火熊熊。这时，骑马的女孩趴在马背
上，一抖缰绳，马钻进了熊熊燃烧的火圈
里。动物对火的威惧，是人利用火进入文
明社会的根本原因。何况和动物朝夕相处
的农民，更知道马怕火的道理。见马能这
么主动地钻火圈，人群中发出一阵子惊
呼。马从火圈里钻出来后，围着前半场跑
了大半圈，骑在马背上的女孩又俯下身
子，一抱马脖子，马又穿进了火圈里。我
对马不怕火也感到惊奇，身边的村支书张
书冠边用手搓灰，边仰脸看了看钻火圈的
马，突然感慨：“这马，得挨多少打才不
怕火……”“呀！”他的这句话压倒了整个
人群的惊呼，我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个光着
膀子披着四个兜褂子的村干部，第一次感
觉什么叫不同凡响……

四

小的时候，我有两种事最忍受不得，
一个是铁锅铲戗锅，一个是劁猪娃。

农村有四大难听：猫叫春，驴叫槽，
戗锅铲子，挫锯条。其他三项都是有限
的，唯有铁锅铲戗锅每天都要发生几遍。
母亲每次涮锅戗锅时，我都躲出去。惹得
母亲经常骂我：“这都受不了，不好好读
书了咋弄吧！”与此相反的，见到有劁猪
娃的，我却捂耳朵站得远远地看，好奇！

那时，我们方圆几十里有一个著名的
劁猪匠——老王。每天骑着二八破自行
车，自行车车把上有一根铁丝，铁丝上有
一个红布条。有人时，他总是嘻嘻哈哈
的。“老王，来了。”“来了！”没有人时，
他也会喊两嗓子：“劁猪劁羊，劁猪劁
羊！”“一个宰猪娃骟蛋的，还叫得这么文
雅！”有妇女出来嘲笑他。“你们别小看这
个宰猪娃的，有钱着哩！听人说，他娶两
个老婆。”农村妇女之所以嚼舌根子，一
是无聊，二是见识有限。劁一头小猪五毛
钱，一天劁十头小猪就是五块钱，一个月
就是一百五十块钱。三十年前，这是个大
数目。农村妇女想象的老王一个月能挣这
么多钱，肯定娶了两个老婆。

别小看劁猪的，有典故。相传朱元璋
当上皇帝后，一年除夕在南京微服私访，
见一户人家没有贴对联，一打听是劁猪
的，就挥毫为其写下了：双手劈开生死
路，一刀割断是非根。既然与生死相连，
可见劁猪是个技术活，据说是华佗传下来

的。东汉时，皇宫需要男人，又怕他们乱
了后宫，就发明了阉人造太监这项技术。
从太监到劁猪又是怎么回事？原来农村家
家户户大多养猪，雄性小猪到成年发情时
势不可挡——不睡不吃，性情暴躁，挖砖
撬石，甚至越栏逃跑。所以必须及时把它
的睾丸割掉，斩除情根没了雄性激素，从
此只会发愤图强吃食，一心一意长膘了。

那时，郾城县东部会劁猪的不只老王
一个，也偶尔有其他人在村子里喊“劁猪
劁羊”。只是老王劁过的猪死亡率低得几
乎没有，方圆几十里只认他。老王就成了
知名度极高的人。小时候，我常见老王一
个人带把小刀、钩子、缝针和线，在人们
的帮助下抓了猪摁倒在地。劁猪刀头部有
半个鸭蛋大小，呈三角形，顶尖和两个边
是锋利的刃口，用来划开猪的皮肤，后面
有个手指长的把，末端带个弯钩，用它钩
住小猪肚里的肠子……割去猪蛋或者小猪
卵巢，然后缝住就算劁了。劁好后，劁猪
匠在猪的伤口处涂上一把黑黑的柴草灰。

劁猪劁得多了，老王手都是血腥的。
猪也通灵性，一见老王就嘶声竭力地叫。

五

中世纪西班牙诗人豪尔赫·曼里克曾
说：“一切消失的光阴都是美妙无比的。”
其实，在我的记忆中，美好的不仅是耍
猴、杂技班、劁猪，还有补鞋、修钢笔、
弹棉花、钉锅补漏锅……电影《我的父亲
母亲》中有一个镜头，有一个老太太请人
锔碗，让人们想起很多已经消失的行业。
同时，关于“拉纤号子”的专题纪录片随
着现在传播方式的扩散，一个个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项目纳入了国家课题。其实，职
业的本质是个人所从事的作为主要生活来
源的工作。比如打夯歌。过去没有打夯
机，夯实地基需要几个或十几个人抬着石
块一下一下地夯，为了提升士气，提振精
神，有一个人喊，其他人一起跟随。大家
都是老百姓，不懂音乐，根本没有想着表
演或者传唱，所以打夯歌随意，也不讲究
什么音律。但是，如果我们刻意的非要以
劳动是最美的冠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名目，不得不说我们拯救的不是文化，而
是过去的生活。

“天地一逆旅，过客皆归人。”最新版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出炉
了，取消了894个职业，增加了347个职
业……从原始人茹毛饮血到农耕文明，从
工业时代到信息化的高速发展，地球上生
生灭灭多少代人，而我们仅是一个时代的
横切面。从过去的巫士到现代医学的千个
专业，我们怎么能以一孔之见去度量色彩
绚丽的人类历史……

六

两千多年前，孔子川上曰：“逝者如
斯夫，不舍昼夜。”对时间的思考是一个
永恒的话题，也造就了许多哲人。经过一
代人一代人的努力，已经清楚“无可奈何
花落去”，为什么非要留住些什么呢？想
到童年，想到过去的种种，想到耍猴、劁
猪这些场面，又想到了现在身边诸多投机
取巧牵强附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我想到了哥们朱东的感慨：“非物质
文化遗产靠保护续命，活不长。死就死
了，但你不能让他死得没有尊严，改得四
不像的再折腾死它。”

佩服朱东老兄，人到一定的年纪会想
得更清楚。过去是黑白的，回忆让它变成
了彩色的；过去的一切也不是美好，感觉
美好是因为那时我们年轻……

那些远去的人和事

■薛桂梅
正如腰封上所写，《生命册》

是作家李佩甫的巅峰收官之作，
也是一部超越李佩甫自己所有作
品的、振聋发聩的现实主义精品
力作，很多篇章和句子都能让我
强烈地感受到一阵阵心灵的战栗
和共鸣。

进入创作期的时候，作家反
复推敲，不惜一次次地推倒重来,
以期找到最佳切入点。《生命册》
主 要 以 土 生 土 长 的 中 原 男 人

“我”的生活为主线，通过我的眼
睛来观察这个纷繁复杂、多彩多
姿的世界。“我”是一个从乡村走
向城市的知识分子，一个“背负
土地行走的人”，一个土生土长的
黄土地的儿子。“我”从乡村到省
城，从省城到北京，再从北京到
上海，一路走来，“我”的身份也
从大学老师、北漂者枪手、南方
股票市场上的操盘手，到一家上
市公司的药厂负责人。“我”是一
个深刻、冷静、内敛、节制、不
偏执、不轻狂、有着一切自省者
特点和带有知识分子尊严的人
物，所以自始至终都在默默地观
察和审视着周围的一切。

读完整部小说，我感到的是
亲切、是熟悉、是乡音，仿佛书
中出现的人物就是我的左邻右
舍、叔伯大娘，也有父母兄弟的
影子，更有我自己的所作所为在
里面时隐时现，因为书中人物的
语言、做派、一举一动都特别地
熟悉。尤其让中原人过目不忘的
是其中的一些方言俗语的应用，
比如“打脖儿拐”，更增加了地域
性特点，这些都有理由让我认
定，这部作品就是一部带着家乡
味道的文学名著。

这部小说在语言上也极有特
点，借用乡村语言系统，如“傲
造”、“各色”、“聋”、“瓦损”、

“ 各 料 ”、“ 砸 磕 ”、“ 喷 大 空
儿”……这些词汇的运用既恰当
地写出了人物的精神气质，也极
大地增加了小说的可读性和趣味
性。一个知名作家说过，文学豫
军的代表人物李佩甫、刘震云等
都是“狠”角色，我相信，他们
的崛起，已经成为中原文学里程
碑式的人物。

《生命册》给我的第二个印象
是贴切鲜明的人物性格和名字，
书中出现了“骆驼”、“老姑父”、

“梁五方”、“虫嫂”等一系列过目
不忘的人物名字。这些人都是有
血有肉、活生生地呈现在读者面
前。他们的名字本身就是他们性
格的写照，也是他们结局的映
射。读者可以从一个个典型的人
物身上，从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
中，略可窥见城市与乡村之间纷
纷扰扰的世界，看到中原大地上
五十年来生长着的苦难与血泪、
成长与进步、文明与发展，这是
展示、是审视、是推敲，也是追
问，更是不停地探讨和探索。

《生命册》采用放射性结构方
式，从一风、一尘、一树、一花
写起，书写了整个平原上的各种
风土人情、地理环境及一个村庄
50年的生存状况，可以说是一部
自省书，也是一个人50年的心灵
史。它追溯了城市和乡村时代变
迁的轨迹，书写出当代中国在时
代与土地的变迁中，人物的精神
风貌和产生裂变的过程。这部著
作不仅是一部中原人的奋斗史，
更是中原人的生活史，是一部经
得起推敲和认真学习的扛鼎之作。

带着家乡味的生命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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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风专栏采风专栏

■■经典回味经典回味■■流金岁月流金岁月

■■读书笔记读书笔记

由漯河市文化旅游发展工
作领导小组主办、漯河日报社
水韵沙澧读书会协办的第十三
期“说文解字大讲堂”，邀请
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研
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
院 教 授 、《中 国 汉 字 听 写 大
会》 点评嘉宾、《百家讲坛》
主讲人张一清先生，将于 3 月

25 日 （星期六） 上午 9：00 在
漯河市科教文化艺术中心大剧
院讲授《寻访许慎故里 追溯汉
字故事》，诚请有意听讲的社会
团体和个人凭身份证到市政协
一楼 118 房间，免费领取入场
券 （每张身份证至多领三张
票，票源有限，领完为止）。

领票热线：0395—3134170

“说文解字大讲堂”
讲座启事

■王秀根
我酷爱品诗，尤其喜品读哲

理诗。优秀的哲理诗，能启迪人
们的智慧，丰富人们的思想，陶
冶人们的情操，用不着强记硬
背，就会自然而然地融入我们的
心灵深处，成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俗话说：四十而不惑。如
今，自己已过不惑之年，有时静
下心来，纵观过往，回味旧事，
深沉心情，不由得感慨万千。人
的一生，面对纷繁复杂的世界，
会产生许多迷惘和困惑，在曲折
坎坷的生活道路上，常常需要做
出很多重要而又艰难的抉择。一
些含蓄隽永的小诗和哲理性警
句，往往会使人顿悟，促人奋
进，会为人指点迷津，引导人们
摆脱困境，走向柳暗花明。

记得少年时代，不懂得如何
治学，老师教我们品南宋朱熹的

《观书有感》：“半亩方塘一鉴开，
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
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使我对

“源头活水”十分神往，感觉到不
可企及，看不见，摸不着，搞不
清源头在哪里，“活水”从何处
来？后来慢慢懂得，“活水”不仅
是指心灵的豁然开朗，更重要的
是告诫我们，要不断地从实践中
汲取营养，这样才能使知识常生
常新，使思维的池水清澈如镜。
从此，有了深钻细研、求知若渴
的欲望，源源不断地获取新知
识，取得新进步。学习上稍有懈
怠，老师总苦口婆心地给我们讲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人

生哲理。这两句经典诗歌不仅行
文得法，而且说教有力，明白地
告诉我们，少壮年华，稍纵即
逝，若不努力建功立业，老来一
事无成，徒有追悔悲伤而已。虽
然当时有所动容，但往往还是看
轻时光，觉得来日方长，到如今
仍然为没有及早珍惜光阴、学无
所成而痛悔不已。

年龄稍长后，品盛唐诗人王
之涣的名诗《登鹳雀楼》，无限钦
佩作者所站者高，所见者远，所
怀者大，尤其是“欲穷千里目，
更上一层楼”两句，蕴含的哲理
崇高深邃，使我懂得了只有站得
高才能看得远的道理，鼓励我要
永不自满、永不停顿地向上攀
登，去追求人生最辉煌、最完美
的境界。诗中的“鹳雀楼”永远
镌刻在我的内心里，永远矗立在
我的人生的最高处，像一座灯
塔，指引着人生的航向，让我奋
斗不止，进取不歇。这些哲理诗
是人生经验的总结，心得的凝
练，智慧的沉思，智者能从中汲
取思想精华，获取前行动力，终
将走向成功；庸者见之不以为
然，领会不了个中深意，只能浑
浑噩噩过一生。

中国古典哲理诗浩如烟海，
博大精深，既有耐人寻味的诗歌
意境，又有发人深省的诗歌睿
智，更有难以驾驭的诗歌技巧，
足够我们学习、欣赏、斟酌，自
由自在地徜徉诗海之中，尽情领
会诗歌真谛，吸收诗歌营养，安
享品诗之乐。

品诗之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