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柴奇伟
她是一朵梅花，曾经遭受过无数

次风雨的洗礼；她是一个追梦人，为
了一个梦想，二十年如一日执著地追
求着。正是这份坚持，让这朵梅花一
直开在沙澧文艺的百花园中。她的名
字叫薛桂梅。

薛桂梅小时候家境贫寒，想看
书，但买不起书，为了买一本自己爱
看的故事书，她捡羊屎蛋卖钱；为了
一本心仪的小说，她节衣缩食；为了
实现自己的梦想，过上自己想要的生
活，她努力奋斗改变自己的命运，成
了一名乡村教师。当上教师后，薛桂
梅以为自己想要的生活已经来临，会
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但没想到的
是，工作、结婚、孩子几乎绑架了她
的人生。一边忙工作，一边照看孩
子，单调乏味的生活让她身心疲惫，
她曾多次想过放弃心中的文学梦想。
有一天，把孩子哄睡后，已经是晚上
十二点了，看着睡熟的孩子，想想自
己忙碌的生活和工作，薛桂梅忽然产
生了要写的冲动，打开电脑，百感交
集的感情像洪水一样喷泻而出，随
后，薛桂梅把这一篇随笔放到了自己
的博客上。没想到，这篇随笔竟然被
发表在报纸上。看到自己的文字变成
铅字，薛桂梅重新找到了努力的方
向：通过自己的努力，过上自己想要
的生活。从那以后，她不再抱怨，而
是静下心来读书写作，读文学名著，
写心灵低语。

在薛桂梅不懈的努力下，她的作
品开始不断见诸报端。透过她的作
品，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追梦人奋斗路
上的点滴足迹，感受她对生活、对祖
国无限的热爱。转眼间，新中国 70
华诞已至，很多人都会写新中国 70
年在各行各业取得的伟大成就，在薛
桂梅的眼里，变化更是无处不在。她
的作品《变化中的兄弟姐妹》中，没
有描绘多么壮丽宏大的场面，而是讲
述了身边亲人的点滴往事，如大哥做
寿记不清日子、大姐娶儿媳妇不要彩
礼钱、二哥外出打工给二嫂买首饰
等，这些生活琐事从细微处见证了新
中国成立 70 年来给百姓生活带来的
可喜变化，于细微之处见大成就。

《几代人的上学路》 一文，是薛桂梅
在上班路上听单位同事讲述的小时候
上学的经历。当今社会，很多人总是
抱怨，抱怨社会不公、抱怨物价飞
涨、抱怨贫富悬殊等。面对这些抱
怨，薛桂梅没有人云亦云、牢骚满
腹，而是把自己作为一个倾听者，怀
着一颗感恩的心，让自己真正走进生
活，体验时代变迁对小人物生活的变
化，用自己手中的笔去记录同事之间
的对话。读完这篇文章，我们可以让
自己的心不再浮躁，试着重新认识生
活，感受生活中的美，聆听共和国前
进的脚步。

提起中秋节，人们往往会想起阖
家团聚的美好时光，但在《中秋节随
想》一文中，薛桂梅讲述了小时候送
月饼、吃月饼的经历。特别是在母亲
八十高龄那年的中秋节，她没有给母
亲送月饼，而是别出心裁地买了一些
水果，结果意外地听到母亲的抱怨，
让自己留下了永远的遗憾。正是这段
经历，让她深切体会到了孝敬父母不
能只站在儿女的立场替父母着想，而
是应该走近父母，倾听父母的心声，
顺遂父母的心愿。

清明时节，每到这个时候，人们
总会想到“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
行人欲断魂”这样的诗句。在 《鞋
子》 一文中，薛桂梅也写到了清
明，但在这篇文章中，薛桂梅讲述
了家乡的清明会。清明会上，各家
各户高朋满座、笑语盈盈。正当读
者沉浸在这喜人的气氛中时，薛桂
梅笔锋一转，讲述了小时候那段刻
骨铭心的记忆。她在文章中写道：
我不是真的喜欢清明节，主要是因
为清明节后天气转暖，我可以脱掉
破烂不堪的棉鞋，光着脚飞快地在
地上行走。在文中，薛桂梅讲述了
嫂子的到来让她不再光脚，以此表达
对嫂子的依恋和感激。

帮人写信，对于二十世纪六七十
年代的人们来说，是家常便饭。后
来，电话的普及让书信销声匿迹，特
别是现在网络技术的更新换代，让人
与人之间的交往更加便捷。对于这样
的变化，薛桂梅看在眼里，记在心
上。在《帮人写过的信》一文中，薛
桂梅讲述了她三次帮人写信的故事：
一是帮父亲写信，二是替男同学写
信，三是替闺蜜写信。这三次替人写
信，每次都有收获：帮父亲写信，因
为年幼无知，实话实说，结果写出了
影响家庭团结的话语；替男同学写
信，因为贪图小利，最后酿成大错；
替闺蜜写信，自得其乐。

从薛桂梅的文章中可以看出，她
是一个有心、用心、细心的人，能从
日常的小事小情中写出新意。从她的
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出她对生活、对
工作、对社会、对国家的无限热爱。

也正如她在一篇文章中写的那
样：我是一棵小草，从不寂寞，从不
烦恼，我要睁开双眼去欣赏这个多彩
的世界；我是一名文学爱好者，在师
友的帮助下，我的文字才登上了高雅
的文学殿堂；我是一个在海边捡贝壳
的小女孩，幸运地捡到了几个漂亮的
贝壳，我要把这些贝壳串成一串，在
时代的大潮中感受共和国前进的脉
搏。

如果，她能主攻一种题材创作，
比如散文或小说，将一种题材写到极
致，将写作语言再凝练，将文学立意
再拔高。相信，这朵梅花，会开得更
芬芳。

澧河之滨的一朵梅花

■■诗风词韵诗风词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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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对那些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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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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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桂梅，笔名傲雪红梅。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出生于舞阳县
莲花镇，漯河作家协会会员，漯
河日报社水韵沙澧文艺副刊特约
撰稿人。喜欢文字，爱好读书，
1990年开始文学创作，文字散见
于 《漯河日报》《北京青年报》

《中国石油报》《京华时报》《河
南日报》 等。常年在乡村生活，
生活因为有了文字而充实，梦想
因为文学而绚丽，工作因为文学
而熠熠闪光，永远走在文学追梦
的路上。

作者简介

■■流金岁月流金岁月

■张 晗
“六书”中的象形字和指事字一般

是独体字，数量不多，却是构成数以万
计合体字的基础。

日，《说文解字》：“ ，实也。
太阳之精，不亏。从囗、一。象形。凡
日之属皆从日。 ，古文，象形 。”

日，散发光明的实体。太阳的精
华，从不亏缺。这里的“不亏”是与月
的圆缺相比较而言。日由光明引申为白
昼，由白昼引申为时间，如纪念日、日
复一日。为何“日”被称为“太阳”
呢？西汉《淮南子·天文训》有“日者
阳之主……月者阴之宗也”。古人认为

“日”是至阳之物，“月”为至阴之物。
日 月 之 光 普 照 大 地 ， 大 到 极 限 称

“太”。因此，日便称为“太阳”，月称
为“太阴”。《说文解字》：“月，阙也。
太阴之精。象形。”

日是一个典型的象形字。许慎曰：
“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根据
事物的形状，随其曲折变化画出事物的
轮廓。诘诎，这里作曲折讲。结合象形
字的定义我们来分析“日”的字形。日
的甲骨文作“ ”，金文作“ ”，
画出太阳的光圈轮廓，圆圈内的点或短
横是太阳实体部分。再来看月，甲骨文
作“ ”，金文作“ ”，月亮少圆多
缺，古人抓住其主要特点，画出弯弯的
半月形表示月。子、女、人、手、目、
水、火、山、衣、车、刀、木、牛、
羊、马、鸟等常见字都是象形字。

许慎 《说文解字》 对象形字的说
法，比较常见的有“象形”“某象某
形 ”“ 象 某 某 ”“ 象 某 某 之 形 。” 如

“口，人所以言食也。象形”“大，天大
地大人亦大。大象人形”“豕……象毛
足而后有尾”“疒……象倚著之形”

等。还有比较特殊的现象，许慎对个别
象形字还进行了简单的分析作“从某，
象某形”“象形，某似某，从某”，如

“交，交胫也。从大，象交形”“鸟，长尾
禽总名也。象形，鸟之足似匕，从匕”。

以上是 《说文解字》 中对象形字
的不同说法。在 《说文解字》 里，还

有一种现象，实际是象形字的，许慎
未明确说明，而进行字形分析解释，
如“壴……从屮从豆。”壴，实际是鼓
的象形，许慎说“从某从某”，将其当
作会意字解释，这种现象在 《说文解
字》 中并不少见，学习者要根据实际
情况作出判断。

字解“六书”之象形

■■心灵感悟心灵感悟
■薛桂梅
老朱过世了，等安葬结束，洪阿

姨向老朱的四个儿女说：“感谢你们没
有赶我走，让我陪你爸走完了生命的
最后一程，我也已经安排好了以后的
生活。咱们尽快去把房子的公证手续
办了吧？免得耽误你们的正事儿。”

兄妹四人互相看看，谁都没有说
话。洪阿姨看他们不表态，就说：“你
们都很忙，我现在有的是时间，啥时候
办手续，我等着你们随时给我打电话。”

一个月过去了，四兄妹谁也没有
给洪阿姨打电话，只有老四经常给她
发微信问安。洪阿姨不想等了，打定
主意，先试试，再做最后的决定。

洪阿姨给老大打电话：“老大，你
把弟弟妹妹喊到一起，咱们把手续办
了。”老大火急火燎地回答：“我现在
忙得很呀，朱阿姨，这都不是啥事
儿。您老好好保重才是。”

过了几天，洪阿姨又给老二打电
话：“老二，你把大家喊到一起，去把
手续办了吧。”老二慢吞吞地说：“我是
出了门的闺女，这事您还是和儿子们
说吧。洪阿姨，我最近出国了，得一
阵子回呢。”

洪阿姨给老三打电话：“老三，你
爸最疼你了，你把哥哥姐姐和妹妹喊
过来，一起吃顿饭，咱去把手续办了
吧。”老三回道：“阿姨，有大哥大姐
在，这事轮不到我出面，您还是给我
哥我姐说吧！再说了，这都不算个事
儿，您老别总记在心上。”

洪阿姨给老四打电话：“老四，你
把哥哥姐姐喊到一起，咱们把手续办
了吧，事情办完了，我心里也清静，
现在老拖着，总是个事呀。”老四说：

“阿姨你先在家里歇一会儿，我在附
近，马上就到家了。”

不一会儿，老四提着水果和蔬
菜，一进门就关心地问：“阿姨哪里不
舒服了，我带你去看医生吧？”看到老
四，洪阿姨仿佛看到了老朱，眼泪一
下子就流下来了，好半天才止住抽
噎。得知阿姨不需要去医院，老四张
罗着做了饭，俩人有说有笑地吃完
后，老四执意陪她到社区医院做了全
身检查，得知没有什么毛病，就准备
告辞。

洪阿姨拉住老四，非让她再坐一

会儿，唠了会家常，然后从里屋拿出
一份文件。

老四接过看了一眼，心里一惊。
原来，洪阿姨立下了遗嘱，要把这所
房子过户到她的名下。

老四说：“洪阿姨，老爸虽然不在
了，虽然您不是我们亲妈，但您平时
一个人生活，得留下房子好做长远计
议。其实，我们四兄妹早就商议过
了，这房子是老爸留给你的，您就安
安心心地住着。这么多年了，您对我
爸和我们几个孩子咋样，我们都感念
得很呢。不会因为老爸不在了就因为
这房子和您闹闲气。”

洪阿姨擦了擦眼泪说：“这么多年
了，我还不了解你们这几个孩子？我
本来是想着给你们平分的……”

不管怎么说，老四坚持让洪阿姨
修改遗嘱，自己坚决不独享这套房子。

洪阿姨看老四态度坚决，只好告
诉她：“我打定主意了，既然你爸已经
把房子留给了我，那我就可以全权处
理。这房子，就给你了。”

老四流着泪问洪阿姨：“阿姨，你
难道不担心，万一你年老走不动了，
我们几个对你不管不问？”

洪阿姨很坦然地说：“我知道，你
们都不是那样的人。”

最后，俩人约定：老四租住洪阿
姨的房子，洪阿姨付给老四护理费，
用房租抵扣，洪阿姨保留遗嘱的最终
修改权。

把手续办了吧

■柏锐华

我是“留守儿童”

我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留
守儿童”，从小跟着爷爷奶奶在县
城里生活。父亲当时在乡里当工
人，母亲在乡卫生院当医生，爷爷
就让我跟着他在县城读书。当时交
通不便，有时几个月我才能见父母
一面。

爷爷是离休干部，工资在当时
应该还算高的，但奶奶身体不好，还
没有工作，要长年买药吃，一家人的
开销都靠爷爷的工资，因此日子过得
很紧巴。我在上初中以前，基本上没
有穿过新衣服、新鞋子。

爷爷的家是个带院的平房，临
近河堤。平房上，爷爷自制了一大
一小两个铁笼子，大一点的笼子养
了十几只鸡，小的笼子养了几只兔
子。每天早上，我都会跑到平房上
的鸡窝里找鸡蛋，鸡蛋除了每天自
家吃外，其余的都会被攒起来放到
竹篮里，攒到一定数量，奶奶就挎
着竹篮到郾城县西关的早集上卖
掉，换点零花钱补贴家用。那几只
兔子是长毛兔，等兔毛长长了，奶
奶就会把剪好的兔毛拿到老城关新
街上卖掉。每天下午放学，我都会
拿着镰刀，挎着竹篮，到河堤上割
上一篮子新鲜的草喂兔子。

我在院子里还养了几只猫和几
只小狗，猫每年都能生二三窝小
猫，除了送给亲朋好友和左邻右舍
外，还有很多小猫处理不了，奶奶
就会把小猫拿到早集上卖掉。记得
有一次，有一只小猫因为是鸳鸯
眼，长得可爱，买方竟然多给了几
块钱，当时我高兴得向小伙伴们炫
耀了好久。

每天看《新闻联播》

从我上小学起，爷爷就要求我
每天晚上 7 点陪他看 《新闻联播》，
看完还要写一篇日记，记录当天

《新闻联播》上讲了什么。当年日记
的内容大都记不清了，但让我印象
深刻的是那一件事。

小学二年级时，语文老师让同
学们每天在暑假里写一篇日记。暑
假结束开学后，老师在班上问，谁

坚持每天写日记的请举手。全班
只有我颤颤巍巍地举起了手，老
师还现场检查了我的日记，猛夸
了一顿。哈哈，当时，我心里那个
美啊！

闲暇时间，爷爷经常戴着他的
老花镜，看《毛泽东选集》《周恩来
选集》 等。看到精彩处，他也会给
我讲一讲党的历史故事，我坐在小
马扎上，当好他唯一的听众。

那时候，在爷爷影响下，我还
喜欢看革命题材的电影，《大决
战》《南征北战》《铁道游击队》《地
道 战》《地 雷 战》《小 兵 张 嘎》
等，看了一遍又一遍。“我们都是神
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
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
深……”这个经典的旋律，每天在
我和我的小伙伴放学回家玩耍的途
中，是必唱的。

院子里晾晒的牛苦胆

新中国成立后，爷爷当过学校
教员，后又从事 乡 镇 基 层 工 作 。
1975 年发洪水时，爷爷带领群众
排涝救灾，一直带头奋战在抗洪
一 线 ， 得 了 重 感 冒 没 有 及 时 治
疗 ， 后 来 落 下 了 气 管 炎 的 后 遗
症，一到天冷，就咳嗽不止。后
来，听人说，把黑豆装进牛苦胆
后 晾 晒 两 个 月 ， 每 天 饭 后 吃 一
把，可以治疗气管炎，爷爷就买
了很多黑豆和牛苦胆，装好后挂在
院子里的墙上进行晾晒，试了试，
有效果，但治标不治本。我看着墙
上黑压压一片的牛苦胆，对爷爷
说：“你要把这么多苦东西都吃下去
吗？不嫌苦吗？”爷爷说：“不苦，
甜得很。”有一次我真吃了几颗，那
真叫一个苦得钻心啊！

我上班后，爷爷每次见我，都
会问我工作近况，鼓励我不怕吃
苦、要好好干工作，要谦虚谨慎、
不骄不躁、艰苦奋斗，要认真学
习、不断总结……爷爷老了，教导
我的话每次都一样，但我想，这也
是他对我的期望吧！

每次看到书柜里的书，我就会
想起在爷爷家度过的“留守”时
光，想起我坐在爷爷身边看新闻联
播的画面，想起那艰苦朴素而又幸
福快乐的日子！

永远的记忆

■特约撰稿人 邢俊霞
有段时间，我迷上了游泳。由

于颈椎不好，朋友建议我练习蛙
泳，说这种泳姿在游泳的过程中，
需要抬头吸气，低头吐气，一低一
抬之间，相当于给颈部做了一次保
健操。

我也是人憨胆又大，晚上在家
看看游泳视频，第二天就去了游泳
馆。我拿着游泳装备站在泳池边。
见游泳池里人不是太多，一个泳道
只有三五个人，有的蛙泳，有的仰
泳，动静不大。池里的水很清，能
一眼望见池底白色的瓷片，甚至瓷
片与瓷片之间的缝隙都一览无余。
头顶的光线射入水中，在水底形成
隐隐跳动着的光斑，空气中弥漫着
消毒水的味道。

我塞好耳塞、戴好泳镜，坐在
池子边沿。双脚伸入池中，水微
凉，我感受着如丝绸般光滑涌动的
池水，内心竟莫名泛起一种湿漉漉
的感觉。

我深吸一口气，双手紧抓池
壁，将头部浸入水中，双腿离开池
底，慢慢感受到水的浮力，身体渐
渐成一条直线，我内心不由一阵狂
喜，暗想：游泳不过如此。哪知，
双手刚一离开池壁，整个身体往一
侧倾斜，失去了平衡，“咕嘟嘟”几
口池水下肚，也算对我的无知回敬
了一个见面礼。

我不想和死神签约。再入泳
池，就一心想着视频里教的动作，
双臂用力快速地划水，生怕划得慢
了，头部不能浮出水面，吸气不顺
畅。

一位曾经从事过游泳教练的游
泳者看我手脚并用，游速很慢，就
笑着对我说：“手划脚蹬猛如虎，其
实才走一米五。”并告诉我，游泳不
是动作越快越好，正确的游泳方法
是节奏有快有慢。划水要慢，前伸
要快，收腿要慢，蹬夹水要快。该

快的时候快，该慢的时候一定要
慢。

听从这位老师的指点，我把划
水、收腿的动作做慢了一点，果
然，速度较之前快了很多。这时，
我不由得想起读白居易“急管停还
奏，繁弦慢更张”的妙语，意思是
说各种乐器虽同时演奏，但因为快
慢不同，才在急管繁弦之中奏出绕
梁三日、余音不绝的动听乐章，仔
细想想，二者还真有异曲同工之妙。

的确，快有快的好处，慢有慢
的精彩。音乐如此，游泳如此，生
活也是如此。

很多时候，很多人是被生活禁
锢了。每天步履匆匆，为生计、为
名利、为金钱、为地位、为权利，
追逐着各自不同的追逐，那无处安
放的灵魂，在不着边际的嘈杂纷扰
中渐行渐远，时间就这样飞驰而
过。蓦然回首，才发觉曾经追求的
一切都成了过眼云烟。弹指之间，
属于我们的，除了经历，就是回
忆。反思过去的岁月，真如尼采所
说：“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
是对生命的辜负。”待明白后才发
现，当慢则慢，可以“慢”出人生
的精彩与滋味。慢下来，半卷闲书
一壶茶，酝酿的是人生清欢；读雨
听风问自然，储存的是岁月静好；
繁华阡陌旁流连，放飞的是愉悦心
情。

生活是多元存在的。春花、秋
月、夏日、冬雪……这些元素在快
与慢之间，如同一块块多棱镜片，
折射出五彩斑斓之光。比如此刻，
我端坐桌前，于袅袅茶香中，一卷
在握。灯是寓言，字是精灵，在这
童话王国里，馈赠给我的，是一个
又一个的小惊喜。那里的春夏秋
冬，猝不及防地迎面而来，无须刻
意，入眼，即是绝美风景。再驻
足、再向前，不觉就走进了山长水
远……

快与慢之间

■仲 信
我有一所绿色的房子
你可以来看我吗
聊聊天荒地老，聊聊柴米油盐
一起回忆青梅竹马
一起畅想不远的未来
让孩子们也学着我们的模样
坐在透亮的绿荫下
看他们长大并绽放
我们就一起归去吧

另一半
我已经沉默了好多年
当微风吻过我的唇
内心便苏醒一丝渴望

走出壁垒去看一看
我繁华的另一半
我已经等候了好多年
当阳光照在我身上
我把温暖传递给土地
但我始终不得相见
我深沉的另一半
我已经自恋了好多年
当悲喜降临我命运
总是有一个灵魂同在
我倾尽一生的努力
也不能融合生命的另一半
多想成为一滴春露
既可以透视表里
也能够从容来去

幸福花开（外一首）

■特约撰稿人 安小悠
别后的日子渐多
我总想做些什么
为你、为我
为岁月流逝的长河
秋日凄凄，冬风猎猎
长河尚要为岁月凝冰暂停流逝
而我和你，背离的脚步
从未停息

别后的日子渐多
我写过信
托过风、托过云
托过时光滚滚的邮车
春华拆过，秋黄阅过

邮车在你门前辗出两道深辙
信里的秘密
我想你看到
却又怕你看到

别后的日子渐多
我越来越想你
在清晨、在午后、在每个深夜未央
在山涧、在原隰、在每片肥美土地
在眼底、在脑海、在每寸心灵深处

无论是幻象
还是阳光下万物的影子
每个都像你
却又都不是你

别后的日子渐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