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贾 鹤
吴克群有首歌叫 《为你写诗》：为

你写诗，为你静止，为你做不可能的
事，为你弹奏所有情歌的句子……每次
听到这首歌，都会让我的少女心澎湃不
止。

早已过了为爱痴狂的年月，但这些
浅显文字组合出奇妙的字句在唇齿间滑
过，还会在心湖上荡起层层涟漪。也许
这就是文字的魔力，化平凡的生活为温
润的柔情，在麻木的心海间催发盎然，
为平淡的时光活色生香。就如今夜，我
正为她读诗。

临睡的收尾时间，女儿作业写完停
当，书包整理利索，书桌干净归零，宁
静的时光柔顺无波。洗过澡，擦过脸，
头发吹干，我们都斜倚在床头边，享受
一天中最轻松悠闲的时刻。

看她倦意未浓，我顺手从床边的书
架上抽出《唐诗三百首》，翻开最后一
首给她读。这是一首杜秋娘的 《金缕
衣》，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
时。她跟着我读了一遍，开始提问：妈
妈，杜秋娘是谁，是男还是女，什么是
金缕衣？刚刚阅读酝酿的情绪被无端打
乱，我有点小烦躁，但秉着耐心再耐心
的准则，我告诫自己要认真回答她的问
题，如春风拂面一般让她感受到来自母
亲独一无二的温柔。一一解答完她的提
问，继续回到读诗的主线。有花堪折直
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她复述了半句
就出幺蛾子，在“堪折”和“直须折”
上颠来倒去，通顺的句子生生被她念成
了绕口令，还一直抗议难背，含混带过
前面的句子直接落在最后三个字“空折
枝”上。反复教她念诵，还是条件反射
到“有花堪折直须折”就卡壳，给她通
俗解释了语意，魔音入耳般只给她念叨
这一句，她念得磕磕巴巴，还打起了哈
欠。收工般总结，今天就到这里，明天
接着背。她默不作声背过身去，我以为
她睡着了，在我翻动书页的微声中，她
突然说：妈妈，我会背了。原来她也当
成任务在心里默诵呢。经过沉默的消
化，她这次背得完整而流利。我夸了她
很棒，她跑到终点般开心地笑了。

不要求多背每天只要记住一首诗的
坚持刚刚开始。在念诗中重燃对文字的
热情，在诗歌的韵律中净化心境，为即
将到来的晚梦造一份安宁。

昨夜为她挑了李商隐的 《夜雨寄
北》，隔着庸常的冷硬，夹杂童真的坚
持，还有一点心血来潮，走入千年前诗
人的多情善感。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
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
山夜雨时。是我的语言组织不够丰富，
让她领会不了诗人雨夜笔端凝情的惦
念。诗意中的深情忧伤被她的插科打诨
弄得漏洞百出，停顿了多次后在“何当
共剪西窗烛”上止步。何当……她拖长
了音，我隐忍不发，看她如何把思维的
断线接上，数秒后她清脆的出声“何当
金络脑”，看我瞪她，她解嘲道：我背
太多，都混了。对她这种无章法的嫁
接，我的脸早成了尴尬流汗的表情包。

被纠正无数遍后，她依然如故，总
要到最终认命的那一刻，才摇头晃脑地
炫技一般、流利无碍地把一首深情内敛
的诗背成流水。没有声情并茂的朗诵也
无妨，先贮存于心慢慢领悟，总有一天
你会参透文字背后的诗意，那时只恐你
会无比怀念眼前天真无忧的岁月。

我知道，她童真的心灵暂时还无法
嚼透字句背后丰富深沉的感情。我现在
所要求的背诵也只是希望这些文字组织
的意象和语法的美感通过背熟后融入她
的思维记忆，在心灵深处播下诗意的种
子，也许在未来的某个时期会被催发成
可生长的柔软，去保护被生活的边角弄
疼的心。

她完成了任务安然睡去。留我独自
对着书页喃喃自语。为她读诗，现在是
我一人的默诵。夜已阑珊，她的脸因熟
睡更显天真娇憨。看着她，心中是一览
无余的温情，只余那首情歌在耳边袅
袅：为你写诗，为你静止，为你做不可
能的事，为你弹奏所有情歌的句子。我
忘了说，最美的是你的名字……

为你读诗

文艺小方桌第四期活动预告
书香墨香伴心香

——潘淑亚和她的书法情缘

时间：2019年1月周五晚上
（具体时间会另行通知）
地点：新闻大厦六楼字圣书画院
嘉宾：青年书法家

郾城区实验小学教师 潘淑亚
纯文艺、纯公益。欢迎参加。
咨询电话：13783065109
报名微信：siying_289169909

■于贵超
认识一个陌生人
千里之外，或千年之前
只需要打开一本诗集
用低吟浅诵，用粗糙的手指
轻轻摩挲，就可以从洁白的纸上
救活一个灵魂

他会围着炉火
和你一起悲悯人生
一起砍柴、喂马，等待光明
他摆弄一段月光
你的衣袖间，风尘滚滚

这个夜晚
就可以停泊在幸福码头
冬麦生长，北国飘落温暖的雪花
江南的村落里

漏出一两声安详的狗叫
用天籁斜阳，为黑白的生活着色
用文字，捂暖世态荒凉
是生命埋下的一颗种子
等候时光里，一次美丽的重生

多想

多想掀开一道帘
看夕阳渐渐隐没云岚
听耳边风的呢喃，多情缠绵
那水波的相思，掠过倦鸟的依恋
歌声缠绕着大豆高粱
诗句织成的雾霭炊烟
牵牛花开，醉了谁的眼
月华如水，洗净岁月斑斓
灯近，人远
蓦回首，枯藤犹在，菊花已残

月光下读诗（外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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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

■■家有儿女家有儿女

■■诗风词韵诗风词韵

■鲁锁印
我问那个孤单的影子
可曾有鱼儿上钩
那影子不作声
故意冷落故乡的游子
我知道他不是来钓鱼的
他只想勾住自己的寂寞和过往
就像我不是来踏青的，只是
想借寻不着的砂礓唤起童趣
颍河滩有许多奇形怪状的砂礓
少年时一块一块捡拾起
铺垫了村小学校操场的地基
我并不为做一点功德而倨傲
只是把它当成一次出游
因为捡砂礓时可以在水边嬉戏
有时捧起河水痛饮一番
天上的朵朵白云就任由我揉搓
心中会生出驰骋千里的豪情
掬一捧抹一把脸也是一个暗号
即刻止住田野里无垠的蛙鸣
用瓦片打几个水漂便十分得意
瞬间唬住了大摇大摆的鱼儿
小贼子们就会惊慌地窜来窜去
颍水淌过四十个春秋

一窝一窝的砂礓不见了
满坡的蛙鸣也销声匿迹
大朵大朵的白云无影踪了
鱼儿也躲进自己的城堡
不再追逐早晨的太阳
不再寻觅秋夜的月光
时间，就是一只簸荡的筛子
漏掉了许多记忆
簸出的些许，也不是我的童趣

阅读

母亲轻酣入梦的时候
我捧着一本书在阅读
总觉得书中的文字太肤浅
不能击中我的泪腺
其实母亲也是一本书
我们却没有好好去读
也因为，她的文字太隐秘
读了五十年，仍是一知半解
从现在起，开始思考未来
因为未来已经在门外等候
未来一定是不同于现在的
它总带着夸张的神情与我相遇

在颍水一方（外一首）

■李玉冰
今年的 12 月 26 日是毛泽东主席 125

周年诞辰。怀着对一代伟人的敬仰之
情，笔者日前采访了曾任毛主席纪念堂
警卫区队长的董晋生，听他讲述为毛主
席站岗的难忘往事。

40年前，怀着对军人的崇敬，对军
营的向往，董晋生告别家乡穿上军装，
带着父母的嘱托，来到首都北京，成为
8341 部队 （现中央警卫团） 的一名战
士，在毛主席纪念堂担负礼兵警卫任务。

来到这个具有光荣传统的部队后，
董晋生他们先在人民大会堂西大院进行
了为期3个月的训练：擒敌拳技术动作、
政治理论教育、警卫业务知识培训等。
这期间，他刻苦训练，在政治素质、军
事素质、体能素质、反应能力和警卫业
务知识等方面都经受住了严格考验。

8341 部队主要担负保卫党中央核心
首长和副主席、副总理、副委员长和政
协副主席的安全警卫工作。当时，毛主
席遗体刚刚安放在纪念堂一年多时间。
作为一名新兵，能被挑选到毛主席纪念
堂站岗，那是十分荣幸的。

刚开始，他被安排在毛主席纪念堂

西门上哨，经过一段时间考验，合格胜
任警卫任务后，又调到毛主席纪念堂南
大门站岗。毛主席纪念堂南大门是一个
门面哨位，每逢重大节日，党和国家领
导人和重要外宾瞻仰毛主席遗容，最后
都要在南大门停留，首长和外宾有时会
和警卫战士打招呼，友好国家的贵宾甚
至会问好、握手，提出合影留念的要
求，赠送礼物。警卫战士们要不失礼
节，并且始终站如松柏，以英勇威武的
军姿和庄严神圣的军容，稳如泰山地守
卫在自己的哨位上。

由于任务完成得好，1982年12月30
日，董晋生被破格提干，调到毛主席纪
念堂瞻仰厅。宣布命令的当天晚上，当
时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常务副主任兼中央
警卫局局长杨德中找他谈话：“小董呀，
叫你来这里任职，是经团党委研究决定
的，是在37个新提干部中挑选的。今天
找你谈话，是给你提要求、压担子、讲
责任。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
世界革命的一面旗帜，每天来瞻仰的各
地群众和国际友人达30000多人，警卫任
务十分光荣。这是党组织交给你的一项
重要任务，出了问题，你小董担不起，

我杨德中也会被处理……”听了这话，
他不觉出了一身汗，当场表态：请首长
放心，坚决服从命令，履职尽责，确保
绝对安全。

作为一名刚提拔的干部，他对完成
警卫任务充满信心，但并没有认识到警
卫工作的复杂性。听了首长的话，他心
中有些害怕，这是一项重大的、复杂的
任务。作为20世纪60年代出生、70年代
成长入伍的年轻人，大家对毛主席怀有
一种朴素的感情，想到毛主席，总是心
潮澎湃，感慨万千。

在毛主席纪念堂工作的七年多时
间，董晋生先后任战士、分队长、副区
队长、区队长，每天受领首长的指示。
他深知警卫工作既是一项严肃、认真的
政治任务，又是一项严密、细致的组织
工作，既光荣，又艰巨。每天面对前来
瞻仰的几万人，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
惕，圆满完成了一次次任务。

当时能够瞻仰毛主席遗容的，都是
经过各级组织部门审核、推荐、持证来
的先进代表，有的还曾受到过毛主席的
亲切接见。当第一眼看到毛主席遗容
时，有的不禁放声痛哭，走不成路，有

的一时瘫倒在地，有的用头碰撞水晶
棺，悲痛得当场休克。作为警卫战士，
每天都会遇到这种突发情况，警卫战士
必须机智、果断、理智地搀扶着他们，
既不影响庞大瞻仰队伍的行进秩序，又
不失高度的警惕性。目睹到这里瞻仰的
成千上万的各族人民、国际友人，面对
一个个感人场面，警卫战士们有时也泪
流满面。

庄严的纪念堂，肃穆的瞻仰厅，这
就是他们的哨位。在这个哨位上，董晋
生带领60多名警卫战士，守卫了3年零4
个月。在那里，履行着使命，品味着荣
光，也锻造了品格；在那里，追寻着梦
想，沐浴着阳光，扬帆起航。

1985年4月，董晋生从毛主席纪念堂
调到钓鱼台220号院，为中央首长做警卫
工作。

如今，虽然离开军营30多年了，董
晋生仍然时常沉浸在对那段激情燃烧的
岁月的回忆中。今年“八一”前夕，怀
着对部队生活的无限思念，他又回了老
部队。昔日的战友，如今已是中央警卫
团的主要领导，在他们的陪同下，沿着
当年站过岗的哨位，他又走了一遍。

为毛主席站岗的日子
——访毛主席纪念堂警卫区原区队长董晋生

■殷亚平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对生

长在农村的孩子来说，最热闹最
快乐的事有两件：一是唱大戏，
二是看电影。唱大戏太奢侈，村
里有大型物资交流会或者逢年过
节时才有，而电影一个月可以看
上一回两回。

那时，农村娱乐活动少，听
说哪里有放电影的，三四公里外
的人们都会赶去凑热闹。一般来
说，什么时候放电影，放什么电
影都是公社事先安排好的，先在
离公社近的村里放，然后逐渐推
向远村。

离电影开始还有很长时间，
银幕周围就密密麻麻挤满了人。
有些孩子担心被大人挡了视线，会
爬到附近大树上或者骑在人家院墙
上去。如果幕布后面有空位置，晚
到的人就从幕布反面看。记得有一
次我去晚了，只好站在银幕侧面。
电影放映时，银幕上的人像被拉得
长长的，看起来很怪，即便如此，
也照样看得不亦乐乎。

那个年代都是胶片电影，如
果两个村子同时放电影，一个村
里放完一盘，就会有专人骑辆破
自行车送到另外一个村里，美其
名曰：跑片。有时一盘胶卷放
完，下一盘还没送到，乡亲们也
不会怪罪——与其回到家里点灯
熬油，还不如在电影场里侃大山。

我高中读的是县城一高。记
得高一那年临近春节，县城影院
上映《高山下的花环》，学校专门
组织学生浩浩荡荡去电影院观
看。那是我第一次坐在电影院里

看电影，跟农村露天电影场比，
影院又安静又气派，舒服极了。

后来看电影不再是乡村最热
闹的事情了，条件好的家庭开始
有了黑白电视。邻居大叔家的儿
子儿媳在县城商场当售货员，他
家还买了村里第一台彩色电视，
木制外壳，摆在他家堂屋的红色
大方桌上。每到晚上，他家院子
里就挤满了看稀罕的人，蹲的、
坐的、站的，密密麻麻。

我大学毕业后，村里谁家结
婚生孩子、孩子考上大学，甚至
家里那头老黄牛生了小牛犊，都
会兴高采烈地自掏腰包，请乡亲
们看场电影热闹一番。用今天的
话说，叫分享幸福。这时候的城
市开始有了录像厅，一台录像机
和一批录了电影的录像带，可以
让人消遣上好一阵子。录像厅规
模比较小，能容纳几十人左右。
到了九十年代后期，VCD和影碟
机逐渐在家庭中普及，录像厅生
意才渐渐惨淡。

如今，我们全家生活到了城
市。我所在的小区方圆三四公里
内就有好几家电影院，超大屏
幕、激光、3D 之类要什么有什
么。已经上了大学的儿子，放假
后第一件事，就是约几个要好的
同学，在手机上噼里啪啦点上一
通，挑哪家、什么片子瞬间搞
定。我跟孩子他爸更喜欢待在家
里，喜欢什么电影就在电视或者
电脑上搜索一下，足不出户，想
看什么随自己心情选择。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从
1978 到 2018，改革开放已经走过
四十个年头，从城市到乡村，从
大人到孩子，人人都在享受着改
革开放的成果。回首电影往事，
仿佛是一场梦，一场让普通老百
姓越来越感到幸福的美梦，抚今
追昔，怎不让人感慨万千？

电影往事

■韩月琴
爸爸是个手艺精湛的泥瓦匠，一辈

子与砖瓦水泥打交道，没有轰轰烈烈的
事业，没有渊博高深的学问，业余时间喜
欢看戏和看书，但他有他的“理论”：富
人家的孩子看书，穷人家的孩子看戏，这
都是老一辈人学精细儿的门路。这样的理
论，爸爸可不少，比如，他经常说“贪小
便宜吃大亏，不图便宜不上当”。

爸爸十几岁就开始跟着村里的泥水
匠师傅学手艺了。他头脑灵活，悟性高，
干活又实在，没过几年就学成出师，慢慢
地也开始收徒弟，并且在村里组建了一支
建筑队，利用农闲时节在十里八村给人
们盖房子。由于技术精湛，心眼实诚，
他们的生意很不错，常常是这一个活儿
还没干完，那一个活儿就约好了。

小时候，我家常有这样的场景：一
张方桌，几个小菜，一两瓶酒，爸爸和
他的徒弟们围坐四周，一边喝酒一边聊
天。满身灰浆的他们，不谈政治历史，
也不谈天文地理，三句话离不开瓦刀、
水泥、沙子，还有爸爸那句“贪小便宜
吃大亏，不图便宜不上当”的人生哲
理。听得多了，我差不多都能背下来
了：“既然是包工包料，主家出钱了，咱
就不能用那赖材料，哪怕少挣几个钱，

也不能叫人家背后说闲话。雁过留声，
人过留名。房子盖好以后，不能叫人家
戳脊梁骨。贪小便宜吃大亏，因为这几
个钱毁了名声，多划不来，以后人家谁
还来找你？我这人好面子，跟着我干，
是这样。以后你们自立门户了，还得这
样，不能给人家留下话柄。咱啥也不
图，就图个良心上能过去，吃饭香，睡
觉安稳……”如今，许多年过去，当年
爸爸的徒弟们也都年过半百、鬓角添
霜，他们凭借自己的一技之长和诚实厚
道为家人撑起了一片天空，家家都过着
红火的日子。

爸爸常常告诫我们兄妹俩，在外与
人交往，一定要记住“贪小便宜吃大
亏，不图便宜不上当”。“唇亡齿寒”的
故事、“秦惠王灭蜀”的故事，他给我们
讲了一遍又一遍。此外，爸爸还常对我
们说，爷爷在世的时候，总是用钓鱼来
类比：凡是能上钩的鱼，都是因为贪恋
那一点点鱼饵，结果平白搭上了性命，
因小失大。人也是一样啊，如果只看见
眼前的一点蝇头小利，必定会失去更为
宝贵的东西。爷爷虽然做了好多年的大
队会计，但是，从部队里走出来的爷爷
从来没有利用职务之便为自己家谋过福
利。要知道，在那个物资极其匮乏的年

代，爸爸兄弟姐妹六个，在这样的境况
之下，吃不饱肚子和没有鞋穿是常事。
爷爷作为一家之主，怎会不为孩子们打
算呢？他当然做梦都想让一家人吃饱穿
暖。但是，作为村里的会计，他必须坚
守自己做人的原则：再穷再苦，也决不
占公家的便宜。所以，那些年，哪怕日
子再难熬，爷爷也没有私自往家拿过一
根红薯、一片菜叶。在这样的家庭环境
里长大，我和哥哥耳闻目睹，自然很受
教育。“贪小便宜吃大亏”的人生信条在
我们心里根深蒂固。

作为一名教师，我认为，班里的每
一个孩子都是平等的，都是我分内的工
作，我从来不接受家长的吃请。有一
年，接手一个新班，刚刚开学，就收到
了一个家长给我缴纳的二百元话费。看
到信息，我马上给她打电话，请她赶紧
到学校来。我知道她的两个儿子都在我

的班里，我也是母亲，我懂她的心思，
但是，这钱我无论如何不能接受。待她
在我办公室里坐下，我马上从包里拿出
两百元钱递到她手里，以不容推辞的语
气告诉她：在我这儿，不兴这个！是我
的工作，我一定会努力做好。送走她，
我心里舒服多了，不是我的钱，我会觉
得那钱烧手。后来的工作中，我慢慢发
现，那俩男孩儿真是不省心啊，频频出
乱子。我十分庆幸：幸亏没有接受那两
百元话费，不然的话，工作做起来真的
很棘手。我不由又想起了爸爸常说的那
句“贪小便宜吃大亏”，真的是一点也不
假啊！

“贪小便宜吃大亏，不图便宜不上
当。”我爸爸的这类理论，很多都是人生格
言，我也常常把它奉为金玉良言，甚或作为
我家的良好家风，一代一代传承下去，让它
在子子孙孙的传承中发出璀璨的光华。

爸爸的“理论”

■庄淋淋
当鲁班遇上蟒袍时，一段封存已久

的故事伴随着游园惊梦的余音缓缓道
出；当福禄寿与小机器人碰撞出火花，
故宫深处的一朵现代技术现代创新之花
正在悄然开放，在六百年的尘土里正破
土而出。走进故宫，触摸百年仍存的余
温，是继承传统，更是不忘初心。

借御猫之口道出万千往事。这是明
智的，显然也是成功的。由故宫猫引出
情节故事，作为连古通今的契机。将机
灵的小动物与浸润着浓厚历史感的故宫
融合，更能使生长于现代的年轻观众没
有丝毫的违和感，乾隆皇帝、光绪皇
帝、慈禧太后等历史人物的内心独白，
摆脱了以往“高冷”的陈词说明。当故
事有温度，节目的热度自然也会随之而
来。

借明星之口丈量戏园深度。二百年
前的“威亚”奇景、皇帝念念不忘的上
天入地、乾隆皇帝的江南竹影，明星们
逐条引出，句句紧扣、步步照应、竟无

半点生硬，像是在探险，又像是在挖
掘。反正对于勾起观众好奇心这点，是
以往的高高挂起、陈词说教的文化综艺
节目绝对达不到的，讲古却不泥古，文
化仍旧是那个文化，故宫却摇身一变，
迈向了时代的前沿，不仅向观众展现了
老祖先们的智慧，还激起了国人的文化
自信。

当风衣映衬龙袍华丽时，当皮鞋踏
入宫门时，令人震撼的，不仅只有明星
们对祖先，更有观众对节目吧！物是人
非事事休，前古今人情长流，君不见，
传统文化魅力，不怕！让文化类综艺节
目带你去感受中华千年传统文化的自信
与力量。当故宫的每一隅故事都被人熟
知时，当人们每一处的心灵都能被历史
所触动，节目怎么不活？观众又怎会少
呢？

六百年，故宫正青春
——品评热门综艺节目《上新了，故宫》

主办：漯河市委宣传部 漯河市社科联 漯河市文联 漯河日报社
承办：水韵沙澧读书会
时间：2018年12月31日下午3:00——5:00
地点：漯河日报社三楼多功能会议室
活动三大主题——

我的读书故事
我的读书梦
读书改变人生

现场福利——1、每人一张老
陕西面馆或筋道面馆免费面
券一张（限200份）；每人一
张李雪书馆10元茶水代金券
和精美书签 （限 200 份）；
2、活动过程中三次抽奖机会
（共20名），奖品有外滩时光
餐厅100元代金券；李雪书馆
价值188元季卡会员卡；现金
红包等，奖品不断丰富中……

电话：13783065109
微信：siying_289169909
扫右侧二维码可报名预约

■■影视品评影视品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