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谢志刚
背起简单的行囊
装好零落的心情
乘一艘自由的游轮
去放飞一下心灵
掬一捧清碧，濯去昨夜的风尘
跟着南飞的鸿雁，向梦想前行

海鸥在大海飞翔
马儿在草原驰骋
岸上已是姹紫嫣红
心中有一洗碧空
欲上丹霄绛阙
将红尘付之西风
听取欸乃之声，且去梅花三弄

放飞心灵

■陈若曦
下午，妈妈买了一只又大

又肥的烤鸭。“哇！”看见这么
大一只烤鸭，我的口水都要流
出来了，伸手就想去拿一只鸭
腿好好享用，却被妈妈“打”
了回来。

“就吃一个，老妈。”我哀
求道。

“不行。”妈妈说，“晚上
爸爸的朋友要来咱们家吃饭，
等客人来了再吃。”

听了妈妈的话，我就回房
间去了，可是肚子好像在故意
和我作对，一直“咕咕”直
叫。这时，我想到了一个主
意，既然妈妈不让我吃，我就

“窃食”。正好，妈妈说她要出
去再采购点东西，让我好好做
作业。嘿嘿，机会终于来了。

乖乖地等妈妈出门后，我
便开始“行动”了。我悄悄地
把肥鸭拿了出来，狼吞虎咽地
打扫战场，然后把鸭骨头用纸
包起来丢进垃圾桶，满足地舔
了舔手指头，心里又有些后怕。

妈妈回来后，一直在忙东
忙西。清理垃圾桶时，她好像
发现了什么，突然问我：“你是
不是偷吃烤鸭了？”

我知道纸是包不住火的，
只好如实招供。

但妈妈并没有批评我，只
是平静地说：“做人诚实就好，
以后想吃什么一定要经过大人
的允许才对，不能偷偷摸摸。”

这次“窃食”经历，让我
明白了一个道理，做人做事要
光明正大、堂堂正正、顶天立
地。

窃食记

■张利铭
莫高窟，安静地沉眠于那

片属于它的净土，而王道士的
到来打破了那份原有的沉寂。
王道士，几经转折，成了道士
塔的当家人，而他却将那精美
的壁画、古朴的中座雕像依照
自己的审美而重新定义装饰，
那惨白的墙壁，给后人留下的
是惨白而无力的挣扎印象。

本是王道士的无意之举，
却打开了一座轰动世界的门
户，更引来了无数才华横溢的
学者，愿意为这个洞穴耗尽终
生。

王道士在发现洞穴中的文
物后，给县长讲述这件奇事，
也明白这其中的价值，后来有
金石学家建议将这些文物送到
省城保管，但由于运费高，没
有人愿意为此负责，当时中国
是穷，但看看当时官场中的排
场，绝不会穷到筹不出这笔运
费，但还是没有人愿意出一份
力。这个洞穴中的文物，只是
经王道士的手一次次取出一点
点，但也成为官场中巴结、奉
承的用品。而欧美的汉学家、
考古学家、冒险家，却不远万
里地朝这里赶来，他们愿意变
卖掉自己的家产，他们愿意吃
苦，甚至做好了被打、被杀的
准备朝这个轰动世界的洞穴赶
来。他们在沙漠里燃起了股股
炊烟，而中国官员的客厅里也
正茶香缕缕。

中国的落后与弱小，官员
的在其位不谋其政，民众的无
知与愚昧，让这个古老的民族
伤痕累累，让这个古老的民族
在默默滴血。

在时代的潮流中，我们的
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
古老的中国发生了历史性的变
化。一个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

国家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
体，民众生存与发展的要求更
是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满足，在
对待文物方面的态度也更有责
任感。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前些年
发布的报告显示，在全世界 47
个国家、200多家博物馆的藏品
中，有164万余件中国文物，这
其中不包括私人收藏。另据中
国文物学会统计，从1840年鸦
片战争以来，因战争、不正当
贸易等原因，超过1000万件中
国文物流失海外，其中国家
一、二级文物有100余万件。

这些流失文物不仅是璀璨
中华文明的象征，一定程度上
也是中国历经“伤痛”的见
证。为此，有责任的中国企业
家、华人华侨助力国家追回文
物。2017 年知名侨商世贸集团
董事局主席许荣茂向北京故宫
博物院捐赠 《丝路山水地图》，
这幅地图负载了大量原始的地
理信息，它反映了明代中国在
丝绸之路沿途开展各项贸易往
来的文化交流盛况，这不仅代
表了中国历史的辉煌，更代表
了一份炽热的爱国之心。国
家、人民对于文物归途都在尽心
竭力，2004 年至今，由旅美华
人招思虹创立的“金山之路”读
者团队已先后让5000余件文物
重新回归中国。他说：“我们团
队的宗旨是尽一份力，发一分
光，当好守责员的匹夫。”国家
也高度重视文物保护工作，鼓
励和促进流散文物回归。

莫高窟，愿世人睁开眼的
一瞬，能看到你唇角的微笑。
在广阔无边的静谧中，有我们
终将相遇的归途——归途，不
只是文物的归途，更是人心、
责任感的归途，这个古老民族
复兴的归途。

归 途

■刘云鹏
怎么会想起老牛呢？或许是因为岁月

太无情，而我又太怀旧。
小时候，我和爷爷住在我家后院里，

所以在我童年的记忆里，爷爷和老牛是最
清晰的。爷爷喂牛，我就在一旁站着，爷
爷走到哪里，我也紧跟到哪里，寸步不
离。以至于到上学的时候，我仍然有紧跟
别人的习惯，不过对象变成了爸爸。直到
现在，爸爸的同事有时仍会拿这事儿开玩
笑。

老牛有多老，我不清楚。因为自打我
记事起，它就一直和我朝夕相伴。我的一
天的开始和结束，都与老牛有关。早上，

我还在做着美梦，就被老牛咀嚼草料的轻
微声音叫醒。我努力睁开眼，看看窗外，
阳光已经透过窗户照进来了，老牛已经卧
在那里了，悠然地吃着草，时不时地向屋
里张望着。晚上，爷爷总要提盏灯到牛屋
里，看看老牛的缰绳是否松过了，看它的
草是否吃完了，看看老牛是否还要喝水。
确定一切都没有问题之后，他才去睡。

小时候，爱盯着老牛看，不知道为什
么。我会经常傻乎乎地待在那里，静静地
看老牛吃草，看它那一双大大的眼睛和长
长的睫毛，看着爷爷给它喂草料，把它从
牛屋里牵出来，拴在后院的大树上，看它
慢慢地卧下，一口一口地反刍。看着它，
会开始纳闷：它也是一个活生生的生物
啊，跟人一样？不！跟人不一样？不！出
于好奇，我把老牛当成了一件完美的艺术
品来欣赏。

老牛很勤劳，一到耕地的时候，总少
不了它的身影。它在前面，爷爷在后面，
一手扶着犁子，一手握着鞭子，“喔喔”、

“吁”，只见锃亮的犁铧在那略微发黑的土
地里时隐时现，冲出一道道土沟，一层层
的新土翻了上来。

到收麦子的时候，老牛又派上了用
场。套上农具，拉着石磙，在打麦场上一
圈又一圈地绕着、转着，我在一旁静静地
看着。那时候竟然也爱看人家打场，和几
个小伙伴们一起，跑东跑西去看，尤其是
刚刚有人用拖拉机打场的时候。仿佛那转
了一圈又一圈地，就是人生。

后来，老牛要面临下岗了，因为家里
面做什么事情，都用不着它了。但是，我
不让把它卖了，爷爷也不让。爷爷说，我
这个人呢，就是不能闲着，只要活不太重
就没事，一闲着，心里面就发慌，啥毛病
也都出来了。

那就继续喂着吧。可喂牛也不是多么
简单的一件事，仅铡草就已经很累人，之
前，这一切都是爷爷一个人干。大了一点
之后，我开始主动帮爷爷的忙。看着那些
青草齐刷刷地被拦腰斩断，竟然有一种

“包公铡美”的自豪感，看老牛嚼着自己
亲手铡的青草，也会涌出一种成就感。

令人兴奋的还有小牛犊的诞生，这是
一种新元素和新活力的注入。刚出生的小
牛犊，浑身湿透，身上的毛也黏在一起。
老牛会爱怜地用舌头舔它，把它身上的毛
舔干，又舔湿。如果小牛犊在冬天里诞
生，那可就得注意了，晚上人要在牛屋里
守着，小牛犊一出生，就要给它烤火，要
不然它有可能会被冻死。冬天的时候，在
牛屋里烤红薯，也是一件美事，这种情况
多半发生在一个小牛犊诞生后不久。或许
是冬日的红薯好吃，或许是在牛屋里烤的
红薯好吃，反正与老牛有关的，都让我感
到欣喜。

如今，牛屋已不在，老牛也早已不
在，那些在牛屋里坐在暖暖的火堆旁烤红
薯的日子已经不在，童年也已不在。只是
心中的那份依恋和怀念，依然还在，还夹
杂着爆棚的幸福感，时不时地向我袭来，
或在梦中，或在突然的一瞬！

回忆老牛

■■
编
者
按

编
者
按

大型纪录电影《厉害了，我的
国》自上映以来，引发了全民观影热
潮。这部电影不但在普通观众中产生
了强烈反响，而且受到专家和业内人
士的高度评价。电影以“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努力的目标”为
主题，用恢宏震撼的场面与细腻温情
的视角绘制出一幅缓缓展开的幸福民
生画卷，集锦辉煌成就、圆梦工程、

时代先锋、大美中国、最美城市五个
篇章，中国桥、中国路、中国车、中
国港、中国网以及一个个非凡的超级
工程一一展现银幕，人类历史上最大
的射电望远镜FAST、全球最大的海上
钻井平台“蓝鲸2号”、“墨子号”卫
星、光量子计算机、国产大飞机、磁
悬浮列车研发、5G技术等里程碑式的
重大科研成果一个接一个惊艳亮相，

让观者热血沸腾倍感骄傲，大呼过
瘾，“家国情怀”的构思将小家与大国
融为一体，既走心又提振精神。

从影片中可以看到，我们国家走
出的每一步都实实在在，每一项工程
都让世界伸出大拇指。电影作品将这
些实实在在地呈现出来，这种呈现造
不得假，来不得虚夸，让中国人从内
心感到骄傲。影片虽然没有传统意义

上跌宕起伏的故事，但其紧凑的节奏
同样造就了跌宕起伏的观感，如航拍
的壮美山河、“复兴号”列车的启动等
等，都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力，访谈
语言没有一句“官样话”，带给观众很
好的观影体验。

本期，小编择优选登两篇沙澧文
友的观影感受，且让我们在他们的文
字中，感受我的国之厉害。

个人简介

■■沙澧写手沙澧写手

《水韵沙澧》文艺副刊是漯河文
艺爱好者的一个精神家园。本刊的宗
旨是一如既往地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
更多、更美的精神食粮，为传播先进
文化不遗余力，并在这个过程中推出
更多的新人新作，为我市的文化建设
备足后劲。因此，我们会对那些有创
作潜力的沙澧写手加大扶持力度，对
水平较高的作品将集束刊发；也会不
定期推出各类体裁、题材的专版，甚
至会推出个人专版，并为其举行作品
研讨会等。敬请关注。

■■小荷初露小荷初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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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风词韵诗风词韵

■■文化漫笔文化漫笔

刘云鹏，供职于昌建集团，曾从
事记者、编辑职业，喜欢读书、交
友、感悟生活，更喜以手写心写生
活，作品散见于省内外报刊。偶用笔
名流云，寓意“流云，淡着清风”，
座右铭是“如果你不热爱生活，怎么
可能会热爱工作”。本次刊登的是他
的一篇随笔作品。

■花未央
元宵节一过，就最听朋友说，电影

《厉害了，我的国》 非常好看，可去了
几次家门口的奥斯卡影城都没有如愿，
主要原因，是赶上了一些单位组织的包
场。

仅仅只有一个半小时的纪录片，为
什么竟然有如此大的吸引力？那晚，在
人员爆满的影院里观看后，我找到了答
案。

影片 《厉害了，我的国》 果真是
“厉害”，借助高科技的航拍技术和高清
的播放效果，把我们伟大祖国的大好河
山、近几年来国人昂扬向上的精神风
貌、日新月异的高科技，通过一幅幅气
势磅礴的画面、一个个生动感人的故
事、一幕幕壮我国威的镜头，十分逼真
地呈现给了观众。

影片从圆梦工程、创新驱动、开放
中国等多角度切入，集中展现了中国
桥、中国路、中国港、中国车、中国网
等举世瞩目的成就，以及翱翔在浩瀚太
空的天宫二号，在深邃莫测的大洋中斩
风破浪的蓝鲸2号、蛟龙号，高高耸立
的“中国天眼”——世界最大的射电望
远镜FAST等，一个个大国重器彰显了
我们祖国的强大综合实力。

这是一部表现爱国主义的教育纪录
片，有着宏大而又严肃主题，但和以往
的纪录影片不同，该影片采用的是网感
十足的片名，让人倍感亲切，一下子就
拉近了与观众的感情距离。影片内容也

延续了片名的风格：主题严肃、宏大，
但真实、亲切。比如，那位在西藏扶贫
的女孩，一个第一书记，为了说服她的
扶贫对象能够搬迁，她眼含委屈的热
泪；比如，习主席在和孩子们植树时
候，说“一年接着一年干，一代接着一
代干，撸起袖子加油干”，既有领袖的
谆谆教导，又似邻家老伯伯一样亲切；
比如，眼望着我们几代人自主研发的大
飞机翱翔在蓝天，“首飞成功”时他们
激动的心情；比如，“天眼之父”南仁
东最后一次接受采访时，沙哑而深情的
声音……

这些涓涓流淌、直抵人心的一个个
“小”故事，很容易引起观众们的强烈
共鸣。

纵观这部影片，它像一部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辉煌史诗，全景式地呈现了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国家各个领域里
取得的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谱写了这
个时代中国的最强音！这是我观后最大
的感受。

但激动之余，我略感遗憾的是，影
片没有点出我们科技领域和发达国家的
差距。我认为，导演应该在结尾处切入
一组数字或相关镜头，以提醒国人在沉
醉于祖国强大、厉害之时，还要保持清
醒的头脑。

从电影院出来，正月里的北方春夜
还有丝丝寒意，但走在华灯璀璨的大街
上，看着安详、从容散步的人们，我分
明感受到了一阵阵的春风拂来……

我厉害的国

■耿银平
近日，电影《厉害了，我的国》刷新

了中国纪录电影票房的新纪录。
作为一部以展示国家辉煌建设成就的

“硬纪实”电影，影片 《厉害了，我的
国》宏大的场面和温情的视角相结合，让
观众们心潮澎湃。

不过是普通的主旋律电影，不过是世
界先进科技成果的展示，当它们和民族尊
严、国家自豪感和发展使命感连接在一
起，就凝聚成为一种无法遏制的艺术感染
力，让人们迸发出情不自禁的爱国情怀，

“观众很喜欢看”。一种美好的价值，就这
样滋润人心，一种文化产品就这样成了人
们的精神导师和价值指引者。它见证了那
个再普通不过的文化规律：主旋律作品不
过时，找好了文化兴奋点、文化切入点，
同样能够创造出让人震撼的文化价值和经
济价值。

电影、电视、文学作品等的终极价值
在哪里？其实，就需要这种于无声处听惊
雷的艺术创造、艺术感染。在点点滴滴、
平凡简单的生活场景和发展场景中，寻找
到特殊的闪光点和艺术亮点，让人们在庸
常化生存中，得到眼前一亮的感觉，得到
身心为之一振的艺术感动。就算是没有大
场面、巨额投入以及特技镜头等物质化的
帮助，而凭借情感、真诚、精益求精的创
造等手段来制造出精彩，这样的作品，才
是真正的好作品，因为它感动了人们，完
成了无意的精神征服和价值征服。能将这
种平常题做到“让观众总想看”的地步，
这才是最值得敬佩的艺术精品。

某知名导演说：“在庞大复杂的电影
工业背后，电影的灵魂永远是人和情感。
技术一直在发展，但情感和戏剧本身才是
人们热爱电影的终极原因。”

《厉害了，我的国》之所以引发了强
烈的文化震撼，“让我真心觉得满满的安
全感和自豪感”、“每个辛勤劳动者的默默
付出让人感动，令人肃然起敬”、“盛世繁
华，因为有人替我们负重前行，感谢我的
国”、“中国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规划版
图、谋划未来”，就在于它通过这种普通
的陈述，让电影的灵魂得到了回归。这无
疑也为未来的电影创作提供了明确而理性
的发展方向，注重通过描摹人的情感和细
节，提升电影的魅力，比所谓的“科技崇
拜”更有意义和价值，更值得挖掘和重
视。

当下，我们需要高票房，更需要“有
艺术创造力的高票房”、“有艺术灵魂的高
票房”，因此，各位制片人、导演和艺术
工作者，要多学学《厉害了，我的国》的
票房崛起，成为忠诚的艺术创造者、美的
开拓者，中国电影肯定会更为精彩，更能

“圈粉”。

高
票
房

带
来
的
启
示

■荷蕾心语
东西南北的路
在洄河这里交汇
红色砂页岩与青石板
也在这里交汇
岁月脚下的这座洄河桥
在唐朝出嫁了
我在古桥旁，感受到了
远古马蹄声的噪乱与尘土飞扬
这个春日病得很深
此刻，乌云在肆意穿行
我想起了李朔雪夜入蔡州
唐朝的那场雪
依旧在宇宙那端纷纷扬扬着
不只是这些，谁能告诉我
裴城夜雨的奇观，是否因年久
而失去了盔甲

不是吗，星星般深邃的大梦
需从长安醒来
洄河无水
春风磨砺着裸露的河床
一些新鲜的祝福
正在一纸命令里起身
这个青砖黛瓦的古镇
正在那块丢失的条石上
发出声响
瓦当上跌落的疲惫
正日夜兼程
彭家高院里一些恒远的气息
被缝补，被挖掘
不远处的两通石碑
正从唐明清的光阴里走来
与我的视线交缠
这个古村落，叫裴城镇

在裴城古镇
我听到了历史的回声■陈猛猛

初次见到刘云鹏，是水韵沙澧读书会
于去年六月份举行的一次活动中。我是第
一次参加，伴随着灿烂的阳光，和他坐在
一块，只交谈了几句，便觉得他腹有诗
书，应该是个写文章的好手。后来经常在
报纸上读到他写的文章，在阅读作品的过
程中，我一次次被他文字中青春的气息和
阳光的味道所洗礼，眼前如万花筒般呈现
出一片生机勃勃的原野，这是他用文字所
营造的独特世界。

他的作品以随笔见长，毫无扭捏做作
之态，如说话般自然，娓娓道来，以我手
写我心，酣畅淋漓。非常家常的作品中，
有《与小餐馆老板聊天》、《与出租车司机
聊天》、《冰棒小子》。吃饭本来是俗事一
桩，但在刘云鹏的笔下，在小餐馆吃饭开
始变得津津有味起来。小餐馆里的老板亲

切地与顾客们的谈心，让顾客体会到难得
的淳朴和推心置腹，这样的交谈充满了真
诚和默契，还有人与人之间建立起来的宝
贵的信任关系。本来平平常常的“打的”
经历，在他的《与出租车司机聊天》里却
别有洞天——出租车司机既“大俗”又

“大雅”。出租车司机们谈论起俗事来，滔
滔不绝，让人耳鸣不已；而他们说起关系
国计民生的大事，也头头是道，让人肃然
起敬，有种“大隐隐于市”的“大雅”。
在小餐馆吃饭、乘坐出租车时的聊天经历
都被他写入文章，而且写得绘声绘色，可
见云鹏兄是极其热爱生活的人。每当读到
他写的《冰棒小子》，我都会情不自禁地
笑出声来。这篇文章简直是儿时放暑假，
在田间地头或者街头里巷一个骑着单车的
男孩，带着木头箱子，走街串巷卖冰棒的
场景再现。我初中时的同桌就是这样的冰
棒小子，他在放暑假时曾来过我们村卖冰
棒，还免费给了我两个，现在回想起来满
是欢乐。

生活中，他也努力将每一个普普通通
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虽然他在地产行业
工作，平时工作非常忙，但也总会挤出来
时间喝酒品书，自成一段乐趣，着实难能
可贵，真乃浮华尘世中的一股清流，就像

《牡丹亭》第十出《醉扶归》里面唱的那
样：“你道翠生生出落的裙衫儿茜，艳晶
晶花簪八宝瑱。可知我一生儿爱好是天
然？”喜欢酒的他，自然也写了不少有关
酒的文章。

《青梅煮酒论曹刘》是他重读张作耀

先生所著的《刘备传》和《曹操传》后所
写的一篇书评，集中表达了自己读后的所
思所感。三国本来就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
代，曹刘两人是当仁不让的英雄，青梅煮
酒论英雄，也是以酒更加衬托出曹刘二人
的英雄气。“一千个读者里面就有一千个
哈姆雷特。”在文章后半部分，他认为孙
权也是位不容小视的英雄，能守住江山并
不断拓展基业，与曹刘二人在群雄逐鹿中
拼搏拓荒的历史功绩相比，一点都不逊
色，给出了自己对三国英雄的评判。《出
门沽酒好过冬》，从雪天与友人饮酒开
始，说到了许许多多与酒有关的人和事：
从陶渊明的《饮酒》二十篇，到阮籍、刘
伶、刘昶等名士的饮酒趣闻，再到近代的
闻一多、老舍、许世友将军等，不一而
足。文章融知识性和趣味性于一炉，读后
一股沁人心脾的酒香便迎面扑来。《醉眼
看历史》，同样从历史的烟云中打捞与饮
酒有关的史事，这篇文章不到两千字，但
有关酒的史料含量极大，可见作者平时确
实对酒文化有着深入的研究。

曾有幸和云鹏兄在一家酒馆喝酒，那
次他特地带来了熟人自酿的粮食酒，一打
开瓶盖，满屋子的清香。他又拿出来古人
饮酒用的爵作为酒器，可谓酒香器美。我
还有幸见识了他的书房，满屋子的书，种
类繁多，书房里还有他用人参和山楂泡的
养生酒。书香伴着酒香，在阳光通亮的午
后，于这样的房间里读书，是何等的惬
意！在我看来，拥有一间属于自己书房的
人是幸福的，这样的人精神后花园一片葱

茏。在《书房梦》里，刘云鹏详细写了新
房装修好后，自己如何精心布置书房，从
而圆了自己一个久久的梦想。书房里放的
全是他真正喜欢的书，按爱好分门别类，
有了书房的陪伴，生活变得精致优雅。

岁月如歌，他荣辱不惊地拥抱生活，
将流年过成了一首富有情调的诗，听说他
原来也很爱写诗的，现在倒不怎么写了，
散文随笔较多。

《夏日三景：馋·蝉·禅》写了自己
在炎热的夏天对嘴馋、鸣蝉、禅心的感
悟，意味深长。《旅途观景》中，他把旅
途观景当成一种习惯和爱好，从中体会到
观景的心境是最重要的，旅游不仅仅包含
着对目的地的向往与鉴赏，有心的旅途观
景也别有一番韵味。《爱雪，是一场革
命》写了自己对下雪天的偏爱——积攒存
储的“笑”，脚踩在雪地里发出的“咯
吱”声，对将雪定位为“麻烦制造者”的
驳斥，对“复制美”到“创造美”的景
仰，最终引出“革命”的概念，创造大于
复制，对雪的热爱和对美的热爱一样，都
是一场革命，都需要超越复制的“创造”。

刘云鹏喜欢历史和哲学，作品往往不
苛求文学性但依然清新自然，不经意间就
将自己的感悟和思考融入文字中间，酝酿
出一种不高深但绝对别致的哲学味道，生
发于不得不发，至于止处仍颇有余味。也
正因为有历史和哲学的底子，加上在新闻
媒体的从业经验，才使他的作品比较客
观，希望在写作上，他能收获属于自己的
风景。

诗酒趁年华——刘云鹏的文字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