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何志敏
俗话说：“吃饺子吃馅儿，看戏看旦

儿。”这个旦儿，曹君秋在戏曲舞台上已
演了近四十年。从凤冠霞帔、雍容华贵的
皇姑，到灵动洒脱、俏丽活泼的丫鬟；从
身扎靠旗、威风凛凛的穆桂英，到春心萌
动、娇羞惆怅的少女耶律含焉；从风风火
火、心直口快的程七奶奶，到千里寻夫、
情深义重的姜桂枝……旦行中的“青衣”

“花旦”“老旦”“帅旦”“刀马旦”“闺门
旦”，曹君秋统统演了个遍过。演这个旦
儿，也给她带来了无数掌声和荣誉。

细心观察一下舞台下的曹君秋，从她
明亮的眸子里，总能隐隐找到一丝淡淡的
忧思和浅浅的伤感。

是在缅怀远逝的父亲吗？父亲曹清
芳，艺名曹和，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享誉豫
皖鲁苏声名赫赫的男旦，有“豫东梅兰
芳”之称。曹君秋自幼生长在这样的家

庭，戏曲艺术的胞浆如遇阳光雨露，发芽
抽枝，蓬勃茁壮。曹和打小唱戏，没念过
一天书，身为名旦，常扶贫济困，古道热
肠，为世人称道。在“帝王将相，才子佳
人”所谓老戏、旧戏禁演的荒唐岁月，这
个戏曲男旦奇才，空有一身唱戏本事，赋
闲家中无有用武之地。无奈，曹和当厨师
给人做饭，摆地摊给人补鞋……空有凌云
志，奈何付平生。压抑沉郁心境可想而
知。幼小的曹君秋哪里懂得父亲苦闷孤寂
的凄楚，只懵懂记得父亲没文化、性子
急、脾气坏，不管夏热冬冷，只要在家，
每天必监督她练功。教戏时，完全靠口传
心授，两遍学不会，就想打，曹君秋心怕
挨打就不想跟他学……直到 2014 年父亲
驾鹤西去，曹君秋久跪在灵前追悔莫及，
热泪长流——父亲嘴头儿那么巧，偷字、
闪字、吐字的炉火纯青，手眼身法步的精
湛技巧，哪一招都是她学不完的真功夫，
哪一式都是她悟不尽的看家本事。父亲走
了，一代名旦儿就此成为绝唱！

是感恩豫剧大师马金凤吗？父亲比马
金凤大师小十岁，但马金凤大师很早就看
过父亲的戏，还跟父亲学过唱段。在父亲
的提议下，1984年曹君秋来到洛阳豫剧团
跟着马金凤大师同屋吃住，学习唱腔和表
演。短短的半年时间，无论是演技还是做
人，一代豫剧大师高山仰止的风范让曹君
秋受益终身。每到一个演出地点，就有人
请大师吃饭，送礼品，马金凤大师总是把
曹君秋的饮食安顿停当才离开。有一次人
家给她送一大盆元鱼汤，马金凤大师喝点
儿汤，吃个元鱼蛋，整个元鱼就叫曹君秋
吃完，说是妮子正长个子，多补充营养。

她还举荐曹君秋正式拜马、阎两派弟子豫
剧名家赵晓梅为师，学习花旦的技巧功
夫。临近学习结束，马金凤大师给曹君秋
买了一件红毛衣，并送她一张写有曹君秋
乳名的黑白照片作留念，语重心长说：

“你在这儿学了一个大戏，因为时间短，
也没演一场，来学习的演员一般都是演一
场才能回去的，以后有时间你还来跟团学
习再演吧。”可惜曹君秋回到柘城后一直
也没有机会去跟团了。剧团从最后演出地
点徐州乘火车返洛阳，途径商丘时，曹君
秋下车，刚和赵晓梅老师等人话别，没想
到，马金凤大师也从车上下来相送。曹君
秋的眼泪一下就流出来了，望着慈祥的马
金凤大师，她暗发誓言：这辈子一定要唱
出名堂来，决不负前辈，决不负戏曲！

怀揣戏曲人生的七彩梦想，曹君秋从
此砥砺前行。一年又一年过去，她没有食
言，她的确唱出了名堂：河南省豫剧一团
国家一级演员、表演艺术家宋桂玲亲赴柘
城两年，为曹君秋排演了她的经典名剧

《抬花轿》，还给曹君秋起艺名宋小玲。
《抬花轿》成为曹君秋演出保留剧目，多
次获得省市金奖；陈派传人著名表演艺术
家牛淑贤为曹君秋排演了 《大祭桩》 中

“表花”等精彩折子戏，被中央电视台戏
曲频道录制播放；恩师赵晓梅更是对曹君
秋呵护有加，倾囊相授，“甩大辫子”、

“扇子组合功”等身段技巧每次演出，掌
声不断，叫好连连。

曹君秋的唱腔既有马派马金凤大师的
利爽大气，也有阎派阎立品大师的婉柔清
丽，加之豫东女性说话特有的轻柔的上翘
儿化音，气息流畅舒展，高低自如清晰，

形成她魅力独具的圆润甜美唱腔特色。舞
台上的曹君秋压台，一出场，举手投足，
浑身都是戏。身段，手势，眼神，步法，
规范大方，人物神韵十足，外行叫美，内
行叫好。看了她的演出，你才知道什么是
真正的艺术享受，才知道什么叫“门里出
身，自高三分”。

“三天不喝粥，要看曹君秋。”在豫
东大地，在相连的江苏、山东、安徽等
地，曹君秋渐渐声名鹊起。然而，命运之
河的流向无法预测。就在曹君秋戏曲事业
如日中天之际，上世纪九十年代，传统戏
曲受到了猛烈冲击，戏曲市场日益萎缩，
戏曲人才大量流失。曹君秋不怕起早贪黑
喊嗓练功，就怕接不到台口，不怕酷暑严
寒睡地铺，就怕台下少观众。台下空，她
心里更空。曹君秋的心在流泪，在滴血，
在呐喊，戏曲究竟怎么啦？旧年月她爹尚
能靠唱戏养活一家老小，如今，戏曲怎么
就会被如此冷落？曹君秋心里憋着长长一
口气，没有台口，她照常练功；没有观
众，她照样喊嗓。

曹君秋明白，这辈子，她是属于戏曲
的，她的家就在舞台。为戏曲，也迫于生
计，曹君秋先后辗转东到泰安市梆剧团，
西到山西小香玉剧团，北到三门峡豫剧团
等几家国营剧团演出。直到 2000 年，因
演出在省里获得金奖，曹君秋被调入了商
丘市豫剧团，生活才逐渐安稳下来，一
晃，五十个春秋过去。可喜的是，随着国
家对传统文化的重视和大力扶持，戏曲事
业正在逐步繁荣，戏曲市场正在步入良性
轨道。曹君秋信心满满，浑身有使不完的
劲儿，只要登上舞台，她就神采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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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小悠
童年是生命的最初形态，理

应先去向自然报到，一一问候星
月云风、山川江湖、花鸟虫鱼，
继而也让自然接纳和喜爱这个生
命。我的童年还处在农耕文明的
尾巴上，生活的清贫朴素之中晕
染着一种对大自然的礼遇和问
候，日子的简单缓慢里自有一种
让心安静的田园诗意和乡土古
风。这些年久居城市，日复一日
按部就班的生活，人情的复杂与
冷漠，让我的心灵生满枯燥和寂
寥的青苔。于是，在工作繁忙之
余，在时序变迁之际，在夜深无
眠时分，我总会身不由己地陷进
对童年生活的无限遐思之中。

小巷深深

老家门前的巷子一米多宽，
母亲在春天沿路撒下凤仙花的种
子，一到暑假，凤仙花便开疯
了，我每每从巷子穿过，一路繁
花相随，周身皆沾了花的香气。
巷子是我童年的游乐场，我们跳
皮筋、丢沙包，玩急急令砍大
刀，度过了许多美好的时光。午
后时分，我在巷子里铺好草席，
便呼朋引伴，有时打扑克，有时
抓石子，有时拉叶柄，有时什么
也不干，就叼根狗尾巴草，跷着
二郎腿，听小鸟啁啾，蝉鸣嘶
嘶，看高大的树冠把天空切割成
无数透明的碎片。

这都是晴天小巷的情境，雨
巷 才 有 趣 呢 ！“ 六 月 天 ， 娃 娃
脸。”暴雨说来就来，雨中小巷便
成了一条涌动的河流。我站在门
口，看雨河自北而南急急流去，
欢悦、明快，忽而围着一块青砖
打旋儿，旋出一圈圈的波纹；忽
而又被后来的水推着腾跃而起，
飞溅出几朵浪花；忽而卷走几片
凤仙花的花瓣，觉得不好玩便扔
在了水面上，顺水逐波而去。夏
雨来时不打招呼，走时就自然不
会道别。往往雨刚停，太阳就急
急地撕开云朵织成的面纱，在天
空画上一道美丽的彩虹。小巷被
雨水冲刷得格外干净，细腻的黄土
上有一层薄薄的均匀的细沙，我在
细沙上踩着，雨水便漫过指缝往外
涌出来，我竟有点像踩在一块海绵
上了，我走过的地方，小小的脚印
顷刻就被流水注满，变成了一汪浅
浅的水洼。蜻蜓和燕子在巷子飞来
飞去，有时也能看见蝙蝠，如同一
道黑色的闪电从眼前掠过。蛙声
此起彼伏，亦有癞蛤蟆突然跳出
来吓人一跳……

有时云霞斑斓，把小巷涂成
油画的色调，而脚下细沙俨然成
了一块天然的画布，小动物各展
神通，铁牛留下一团细腻凌乱的
线团，蜗牛画出一条闪亮的银
河，蜘蛛的爪痕如同对画布的亲
吻，几乎不留痕迹。不止这些，
小狗在上画梅花，小鸡画竹叶，
小鸭画枫叶，那时动物和人没有
明显的界线，彼此友好，故都能
随意作画，在细沙上留下或深或
浅的印痕。如果印痕可拓，这雨
后小巷的图景当是一幅上等之作。

夏虫诜诜

斑鸠在椿树丛中唱响盛夏的
序曲，燕子在电线上弹奏七月的
乐章。我爬到平房上写暑假作
业，那水泥制成的天然书桌，习
题在上面被反复演算，鸟儿们或
近或远地提意见，在作业本一角
标注鸟类的文字。于是那些湿润
的呢喃、欢快的吟诵以及百无聊
赖之际的低语，都一一被记录在
暑假作业里，和着铅笔划过纸张
的“沙沙”声，做作业的无聊与
枯燥竟有趣而生动起来。有时蚂
蚁也来，它们在纸张上爬来爬
去，那些文字仿佛它的同类，我

并不做驱赶，因为有趣。有时它
们亦会爬到我的胳膊上，在汗毛
丛林里迷失。

椿树为祖父手植，树干粗
壮，树冠幽深，庇护了无数鸟儿
和昆虫。橡春尤其多，大小如
豆，通体橘红，背有黑纹，双翅
透明有黑斑，会飞但不善。晨昏
或雨后，它们三五成群，在湿漉
漉的树干上爬来爬去，有时爬到
桌面来。当我想捉几只玩耍时，它
们会惊慌失措地逃走，我并非捉不
住，而是被它们逃窜时笨拙的模样
逗乐了。天干或过热时，便很少见
到了，它们定是躲到某个隐蔽的树
洞中消闲避暑去了。

傍晚时分，我和小伙伴去北
地捉苍虫，路两旁的白杨上全是
苍虫，它们极贪婪，只顾埋头吃
树上鲜嫩的叶子，根本无暇考虑
其他，所以很轻易就能捉到。捉
到的苍虫被放置在瓶里，黑压压
的，口鼻吐出墨绿汁液，分不清
是它的血液还是树叶的汁液，如
果弄到身上，是无论如何洗不净
了。幼时榆柳荫后檐，土地又几
乎全裸，蝉四处安家，甚多。它
们在地面打下无数黑洞，如同时
光的疤痕。晚上，我带了手电
筒，弟弟提了小水桶，一晚上能
捉小半桶，五分一个卖给收蝉小
贩，捉到的蝉须放在水里，不然
很快就蜕皮无法卖出。有时白天
在树下拿铲子将表层土挖掉，也
能找到不少蝉，它们躲在洞里，
唯灌了水才肯爬出。但有时也会
爬出一只小蟾蜍或青蛙，让人沮
丧不已。

我们常捉来玩耍，螳螂、铁
牛、蚱蜢、知了、金壳郎等，都
是极好玩的。但有一种昆虫我们
是不碰的，它不丑、无毒也没有
天敌，甚至还有“自然清道夫”
的美名，但没人愿意搭理它，所
以它的一生应是比较圆满的一
生。对，它叫屎壳郎。

绿野莽莽

在村里待腻了，想撒欢儿，
我们会跑到田野之中。夏季的田
野是绿色的田野，除了几朵野花
绽放出不同的色彩，整个田野绿
意茫茫。树是绿的，草是绿的，
玉米大豆高粱芝麻都是绿的，连
果园里的果实也是绿的。人身在
其中，眼波亦是绿的，甚至气息
也浮着袅袅绿意，但那是一种流
动着旺盛生命力的绿色，是大自
然的底色。

夏季人会本能地亲近河流，
男孩子都到颍河里游泳了，女孩
再疯再野也须保留基本的矜持，
于是我便比男孩多了在水边桥下
沉思的时光。那桥是旧桥，说不
出年岁，桥身的白灰被风蚀落，
成块的落在地上便碎了，在桥身
周围撒下白色的斑点，像春日杏
花纷落；有些落在水里，“叮咚”
一声便不见了。我坐在岸边，风
带着清凉的水汽扑面而来，蒲公
英会提前空降给我一些秋天的礼
物。有羊群在对岸逡巡，牧羊人
坐着，眼神空洞而无神地望向远
方，他的头顶有比羊更洁白的云
朵飘过。

有时我会沿河找一些野果，
龙葵圆溜的黑果像鱼眼，大如五
味子，上有小蒂，数颗同缀，味
酸。若运气好，可摘到蓬蘽，像
小珊瑚珠攒成的小球，酸甜适
宜，味道比龙葵好得多。什么也
找不到时，我掐根马齿苋放进嘴
里，或拽一片未名蕨草，其味辛
辣。有时走着走着，会遇到成片
的牵牛、苍耳或酢浆草，我因听
母亲讲过牛郎织女的故事，便主
观地对牵牛生出特别的情愫，愿
意陪它们静坐片刻。

河边草多有腥气，或者它们
前世生活在水里，因为贪恋了一
点岸上草随风摇曳的情韵，便在
时空裂变之时跃出水面，从此拥
有了岸上草的身份。想到这些，
我亦会觉得自己的前世或许是一
株植物，长在水边，今生化身为
人，来世间经历一番凡人的爱
恨，待功德圆满，我回归植物
界，会给同伴讲述这数十年我在
人间的草木年华。

我刚至而立之年，童年可追
溯的时光离我并不算太远，可每
每想起这些往事，却总觉得已与
我隔了无数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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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红蕾
《浮生六记》是清朝沈复的一部随

笔集，全书分为闺房记乐、闲情记趣、
坎坷记愁、浪游记快、中山记历、养生
记道六部分，记录了沈复小半生的点滴
感慨。这六大细节的追诉里，最为惹眼
的当属那场两百年前的爱情。

《浮生六记》这本书，是一个差点
完全遗失的手抄本。在文学界，《浮生六
记》曾被誉为“晚清小红楼梦”，这样的
美誉更让人引发思考。它们在文体上不
同，形式上不同，如此小巧玲珑的《浮
生六记》能与《红楼梦》那样的鸿篇巨
制放在一起作比，自有此书的走心之
处。《浮生六记》 成书晚于 《红楼梦》，
是沈复46岁时所写，也许这本回忆录对
于沈复来说，最初的本意只是记录一己
之欢。但是在那样一个男权时代，如此
把女子提上浮生日程，真实再现那个妻
子形象严重缺失的时代里，还有这样一
位“最可爱的女子”（林语堂语）以知己
之名，诠释着婚姻的美好真谛，实属难
得。无疑，《浮生六记》在随笔领域占尽
先机，填补了梳云鬓、着长衫的女子在
那个封建时代婚姻内外的空白。这个空
白，不可小觑。

无论光阴逆旅，还是过客百代，爱
情始终是人生长河里一个极其宝贵的砝
码，仿佛人生所言的圆满中，爱情往往
是最重的那一个。芸娘能活出真性情，
因闺房记乐、闲情逸致的细节而成为

《浮生六记》一书的灵魂，都是拜那个至
真至善、落魄放纵的沈复所赐啊。在沈
复身上，看不到任何的男权主义，对于
世事变幻，他也多是选择逆来顺受。他
活得如此情深意长，真诚至性。他一辈
子做过的最正确的一件事就是娶了陈
芸。沈复的柔情似水让人觉得他是一个
心思细腻的男子，有着敏感纯真的天
性。当然，美好的爱情也需要棋逢对
手，如果芸娘做不到慧心独具、温柔贤
良，她也无缘承受这样一段让人艳羡的
爱情。而陈芸，懂他、知他，在柴米油
盐的琐事之中，蕙心兰质，始终和夫君
一起共成长。庆山曾经说过，他们之间
那些情事，说实话，现世之人也未必可
得。世人常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甚至
很多人错误地以为老夫老妻的日常除了
柴米油盐酱醋茶，再也活不出什么新
意，从这一点上来说，沈复和芸娘是激
发平凡日常的爱情高手，他们至真至
纯、知足常乐、随遇而安的良好品质，

对于当下的爱情仍具有指导意义。
沈复写这本书是在中山国游历之

后，是回忆录，其中细节，真情使然。
当读这些文字时，我居然是和他笔端的
文字一起跳动的，如若身临，书中场景
悄然浮现。他的文笔是朴实的，却能写
得如此活灵活现，引得人忍俊不禁，也
让人心碎泪流。沈复没有埋怨过芸娘，
对她的宠爱与纵容几乎是无底线的；陈
芸也没有埋怨过沈复，无论生活如何坎
坷如何穷困，她从来没有对自己的男人
失望过，这得有多么相爱多么纯真才能
做到！我想，本书所记字句，无论是人
物还是事件，都离不开一个真字，唯有
真字最切心。

当然，浮世里的一切都逃不脱时代
的桎梏，多多少少都会被打上时代的印
记。《浮生六记》一书，作为迄今为止约
有两百多种版本并行于世的经典，也
许，以文学的眼光来看，似乎和经典尚
有那么一段距离。但是，它开创了男权
时代妻子不再缺位、夫妻共等的先河。
随着女子在生活舞台上的重要性越来越
凸显，女子在婚姻中的角色有着决定性
的要义。阅读《浮生六记》，是一种净化
灵魂、柔软内心的过程，也可以说，《浮
生六记》这本书，其实也是一本婚姻生
活指南读本。当然，这只是我的一己之
见，愿你在读这本书的同时，也能读出
更多多文字之外的更为宝贵的质地。

净化灵魂柔软内心的《浮生六记》

■梅丹丽
梁家河，一块滋养过一代伟人的土

地，因着习近平总书记曾经的知青岁月
早已走进我的心里。捧起 《梁家河》
这本书，我心潮澎湃，既有惊喜又有期
待，嗅着墨香，怀着畅想，走进一段特
别的岁月，感知一段特别的经历。

当整本书以朴实无华的语言，静静
流淌进心里的时候，是一次对灵魂的叩
问，以及对固有价值观的重新审视。一
口气把整本书读完后，我脑海中出现两
个词——珍惜和奋斗：珍惜来之不易的
幸福生活，为幸福的持续而努力奋斗。

读着《受苦人》和《吃的记忆》，我
抑制不住的泪流满面。虽然未曾受过那
样的苦，却能感知他们的焦虑和凄惶。
干旱少雨未曾干涸他们的意志，土地贫瘠
未曾崩裂他们的骨气。正是对农村贫苦生
活的深刻体验，使习近平总书记坚定了毕
生的信念：要为人民做实事！这个因目

睹和感知百姓的苦而培养出来的信念，
从梁家河出发，走向全国，洒遍各地。

我一边泪流满面，一边告诫自己：
生活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民族，享受着党
为我们带来的美好幸福生活是多么的幸
运，一定要好好珍惜！

如何去珍惜？作为一名教师，教书
育人，关爱学生，使更多的学生受到教
化，是珍惜；作为一位妈妈，养育孩子
长大，教会他独立自主，承担起作为一
个社会人的责任，是珍惜；作为女儿、
媳妇，关心父母，使父母老有所养，恪
守孝道，是珍惜；作为一名读书人、写
作者，通过自身的行为和文字，去影响
和感染身边的人，是珍惜；对身边的弱
势群体，尽己所能的给予帮助，是珍
惜。只要有一颗愿意去珍惜的心，生活
的方方面面，一言一行，都可彰显珍
惜，珍惜不仅是对个体生命的一种爱
护，也是在履行一种生命职责。正如习

近平总书记对刘永耀说过的那句：人来
到世上，就是要为人类办好事。

珍惜离不开奋斗，因为幸福是奋斗
出来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
荣辱。”仓廪实和衣食足是奋斗的结果，
而奋斗又是勤的表现形式。一勤天下无
难事。只要肯吃苦耐劳，即使没有家财
万贯，也可衣食无忧。衣食无忧，才能
守护自己的尊严，一个有尊严的人，才
能品味真正的幸福。家是小的国，国是
大的家，家这个小单位幸福了，大的国
家才幸福。

奋斗，是一个人的精神品质。这种
品质带给人力量，使人产生积极向上的
正能量。习近平在梁家河培养出来的

“要为人民做实事”的信念，深刻影响着
周围的人：随娃身上的“一碗水端平”，
铁锁身上的“要做行动上的巨人”，能人
身上的“要想办法巧干，避免苦干”，黑
子身上的“当干部的身上要留住泥土

味”，就是最好的证明。
大人物有大人物的奋斗，小人物有

小人物的奋斗。作为一个小人物，如何
去奋斗？于我个人而言，勤奋工作，打
理好生活，利用工作之外的时间多读多
写，歌颂身边的真善美，涤荡读者的心
灵，多做一些有利于社会的事，就是奋
斗。不求丰功伟绩，但求无愧人生。

读《梁家河》，为那个时代人们遭受
的苦难而感怀，同时也因苦难培养出来
的中华儿女的家国情怀而欣慰。正是因
为苦难，中华儿女一定要富强的信念才
坚不可摧，正是因为苦难，共产党一定
要带领劳苦大众过上好日子的愿望才会
如此迫切。梁家河，身未抵达，但心已
抵达，尝着新时代的甜，不忘旧时代的
苦。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行动守护
好自己的精神高地。

那湾奔腾不息的河，河水是纯洁的
信仰，河的两岸，一岸珍惜，一岸奋斗。

那奔腾不息的河……
——读《梁家河》有感

社会组（17篇）

1.我们的生活会越来越好——读 《梁家
河》有感 周桂梅
2.雪落香杉静无言——读 《雪落香杉
树》有感 贾 鹤
3.传承经典 读《论语》有感 王 珏
4.笼罩在黑色巨幕下的，就是生命的鲜
活 华 扬
5.博大精深，叹为“无极”——读 《道
德经》有感 包广杰
6.追寻梦想的源头 王 剑
7.诗词画影趣相成——读 《浮生六记》

有感 杨晓曦
8.活着是对生命的最大礼赞——读余华

《活着》 贾 鹤
9.可叹可赞的梁家河精神 乔保国
10.青春的痛点——《挪威的森林》读后
感 邢俊霞
11.让红岩精神永驻心间 宋守业
12.江山如此多娇——读《毛泽东传》

宋 璟
13.《瓦尔登湖》带给我的心灵盛宴

韩月琴
14让书籍武装自己的头脑——读《瓦尔
登湖》有感 柴奇伟
15.幸福的钥匙——读《瓦尔登湖》有感

周福玲
16心的旅行——《读幸福在路上》

郑颖勇
17.常怀朴素之心——读《瓦尔登湖》有
感 侯世民

小学组（8篇）

1.读《鲁滨孙漂流记》有感 张语桐
2.读《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有感 杨蕊帆
3.《百年孤独》读后感 甘宁夏
4.美丽少年梦 王奕达
5.内心深处的呼声——读 《简·爱》 有
感 郭一诺

6.团结一心，方可成功——读 《西游
记》有感 史雅璨
7.对生活充满希望——读 《假如给我三
天光明》有感 杨 旭
8.读《苦儿流浪记》有感 李明阳

中学组（6篇）

1.朋友一生一起走 吴 浩
2.为活着而活着 武 赫
3.《平凡的世界》感动一生 孙 昊
4.品读《论语》 张梦雅
5.学习微笑 潘姝珣
6.向经典致敬 李阳光

“读经典书籍 做时代新人”有奖征文五月份获奖名单及作品

■赵根蒂

喇叭花随遇而安在
阳台贫瘠的土地
弱水三千
每天我都分一瓢给它
六月里它脚力渐健
日里夜里前进
寻觅一个向上的时机
那棵花椒树

也是偶然落脚
无心扎根在这小小的家
如今却枝繁为小小绿荫
它孤单单立在路边的高处
来来往往的灰埃
像尘世一样落满全身
七月里、它们一见如故
喇叭花天天向上
为花椒树穿上一身
白底紫红的新衣裳

遇

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