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约撰稿人 邢俊霞
广富林文化的发掘，刷新了我对上海

的认知，让我知道了上海的历史不再是海
边沾着海腥气的小渔村。它是有根有源
的，它的根深植于历史深处，旷古久远。

那时，天空中日月星辰俱全，大地上
除了山川、河流、飞禽走兽，还有无人欣
赏自带芬芳的野花、四下张望的小草以及
葳蕤的大片树林。

这一切看似岁月静好，然而，生产力
低下导致的贫穷，加之突如其来的天灾人
祸，总是让人猝不及防。彼时，河南、山
东的百姓流离失所，不得不背井离乡，逐
水而行。

漫漫长路，何处为家？他们长途跋
涉，风餐露宿，当行止于此——上海广富
林遗址处，感觉民风淳朴，土地肥沃，这
里的一切宛若汩汩河水的温婉，将潜在的
柔软，云一样地缭绕在他们的眼中，化作
拳拳的盛意挽留着来自远方的客人。他们
当即相约安居此处，在这块富饶的土地上
繁衍生息，让悲喜皆成过往。渐渐地，他
们带着各自的地域文化与当地的文化相融
合，形成现在被考古界认可的广富林文
化。它不仅包含了来自南方的良渚文化痕
迹，也有来自北方黄河流域的龙山文化印
记。

遗址的入口恢宏大气，有人说形似清
代官员的帽子。事实上，任何一座地域性
的建筑都具有它特定的内涵，上海的简称
为“沪”，而“沪”其实是渔民用来抓鱼的
竹篓子，而广富林遗址公园最具特色的建

筑，就是这座漂浮于湖水之中、具有现代
化中式建筑风格的博物馆，顶端部分我觉
得更像是“沪”的由来——渔民的竹篓
子。展馆分水上和水下两个区域，顺参观
通道而下，先民们生活的痕迹历历在目。

行在废墟前，我的心里不由五味杂
陈。曾经，这里也是水草丰美，鹤舞鹿
鸣，当时应是人丁兴旺。谁知，一场无妄
之灾，使这里毁族灭种，人烟凋零。而举
凡称为遗址者，结局常令人唏嘘。

凝视着残垣断壁的破败老宅，精美陶
器的生命纹理，一层层，一代代，穿越远
古洪荒的清寂，还原旧时模样，凝固成深
邃久远、庄严肃穆的记忆符号。

“二陆云间”之内，陆机、陆云相对
而坐，这是“华亭”吗？如果是，此处应
是清泉茂林，鹤舞鸟鸣，有着关于华亭的
一切——华亭水、华亭谷，史称“华亭鹤
窠”。在此地，陆机、陆云与山水为伴，书
卷为侣，快意人生。即使后来他们离开这
里，也是“伫立望故乡，顾影凄自怜”。而
且，松江的别称“云间”也与陆云有关。
那天，陆云初见荀隐，二人虽彼此仰慕，
却从未谋面。陆云自我介绍：“云间陆士
龙。”荀回：“日下荀鸣鹤。”士龙、鸣鹤分
别是陆云、荀隐的字，日下指洛阳，而云
间，则指松江。陆机、陆云兄弟二人描山
写水，快意文坛，因曾在华亭居住，留下
了众多的同源典故：悲鹤华亭、华亭一
鹤、华亭归梦、华亭鹤唳。

伫立，静止，我的思绪早已穿越到了
西晋。那个从小天资过人，文章盖世的文

学家、书法家陆机走到我的面前，他严谨
的写作态度，不管时间过去多久，都让我
心存赞叹。自古以来，对历史名人著述的
观点大多明者寥寥、惑者多多，考究者
少、引用者多。而陆机治学严谨，文必有
物，有理有据，妙笔生花，为后世留下了
许多的典故以及成语的出处，如“陆机辍
笔”，说的是陆机和左思二人都准备写《三
都赋》，陆机恃才傲物，对此不以为然。而
当他看到左思历经十年撰写的 《三都赋》
后，被左思的才气所折服，便将自己写好
的 《三都赋》 手稿烧掉，以示辍笔。之
后，陆机闭门不出，潜心写作，终于写就

《文赋》名扬千秋。成语“秀色可餐”，出
自陆机诗作《日出东南隅行》：“鲜肤一何
润，秀色若可餐。”还有按部就班、抑扬顿
挫、好谋善断、片言只字、绕梁之音……
都出自他一人之文。

轻触时光，文字落心。陆机奋笔挥雄
文，一首《平复帖》 横空而出。从此，千
年春秋，书法因他而生辉，辞藻宏达的诗
篇，也因一阕阕音律而华光灿烂。

出展厅，极目远眺，天舒云淡。回首
占地1.3平方公里的广富林文化遗址，宗庙
寺院、徽派建筑、纪念馆、博物馆一地一
景。侧耳倾听，飒飒于耳边的风声似乎在
诉说着那些沧桑岁月中的过往。我知道，
不管过去多久，这里一直都在，都会看尽
历史的更迭交替，品尽岁月的沉浮跌宕。
而这一切，也在提醒着人们，上海那些新
鲜的颜色、日新月异的变化，以及那些从
不曾飘远的传奇故事。

远古之远

■特约撰稿人 宋自强
那一年，最小的女儿年底就要出嫁

了，这本是喜事一桩，老林却郁闷得很。
老林是个木匠，不过，这种说法好像

也不太准确。没有师从，不曾拜过师傅，
更没有读过相关的专业——他大字不识一
个，是个百分之百的文盲。他用的家伙什
儿也很不专业，除了斧头、凿子、锯子等
是买来的之外，墨斗、拐尺之类，都是他
自己特制的，土得不得了。至于电锯、电
钻、射钉枪之类的洋玩意儿，他想都想不
到，也从来没用过。

可是，就凭着这无师自通的木工手
艺，当年在我们村儿，老林可算是“炙手
可热”了。谁家不做个窗子、安个门呢？
盖房子拼木料是大活儿，一干就得好几
天；打架子车盘也是常有的事儿；要是娶
媳妇儿嫁姑娘做个嫁妆什么的，更是得请
老林，不为别的，就为老林做活儿损耗
少，大大小小的料子他都能用得上，且还
用得恰到好处；最重要的，是他做的活儿
皮实，做出来的东西样子似乎有些笨，但
坚固耐用。老林甚至对华而不实的东西有
些排斥，他最有名的口头禅是：“好看？好
看是顶饥还是顶渴？”关键是，那时的街坊
邻里、老少爷们还都觉着他说得在理儿：
可不是吗？家什再怎么好看，没几天就坏
了，还咋用？

想想，当年，老林可是真够风光的
啊！这家的活儿还没做完，下一家就求上
门儿来了，到了哪一家不得好吃好喝地招
待？麦面馍是少不了的，捞面条几乎天天
吃，遇到家底殷实的人家，说不定还能吃
上几口肉。不过，那年月跟现在可不一
样：给人做活全是帮忙，干了就干了，分
文不取；给本生产队的人家帮忙还能记几

个公分，出了生产队做了也是白做。为
此，家里人多有不满，媳妇不止一次地
责备他：“尽做‘光活儿’，公分一年也
挣不了几个，你让几个孩子喝西北风啊？
就顾着你的那张嘴！”每当此时，老林把
两手一摊说：“没办法呀！谁叫咱手艺好
啊？”

可是，谁会想得到呢？世道不知不觉
就变了。就说盖房子，村里人一个看一
个，都盖起了平房，木梁、檩条、椽子都
用不上了，全是什么预制板，害得老林越
来越没了用武之地；门窗也都是铝合金，
他一点儿都插不上手；架子车？过去是家
家都有，可是你看看，现在谁还用它？

凭他那点儿手艺，老林是越来越不吃
香了，这一天天过来，老林满肚子都是失
落。

娶媳妇儿嫁姑娘的自然还有，而且越
来越多，怎奈，小伙子大姑娘的口味一天
比一天变得“刁钻”了起来，什么电视
机、洗衣机、电动车，这哪一件是他老林
做得了的？席梦思大立柜、沙发餐桌写字
台什么的，老林倒是可以做，但人家偏偏
喜欢漂亮洋气的！

提起嫁姑娘，老林就来气！前面两个
女儿都顺顺当当地打发了，就剩下一个小
幺女，挑剔得很，眼看都奔三十去了，她
却一点儿不急，出去打了几年工，总算瞄
了个对象，打算年底结婚。老林自然高
兴，早早地就准备了上好的木料，要拿出
自己的“绝活儿”，认真给她打制一套可心
的家具做陪嫁，可女儿说什么都不让：“我
就要到家具店里买！又不花你的钱。”

你说气人不？
但是，不管怎么愤懑，“老腿儿”是当

真拧不过“嫩腿儿”了，老林最后还是妥

协了：“买，买，买吧！不过，我得亲自过
目！”

到 家 具 城 ， 老 林 陪 着 女 儿 看 看 这
个、摸摸那个，东敲敲、西叩叩。女儿
喜欢得满脸飞红，老林眉头紧锁总是摇
头不止：这板子，锯末儿压的，薄得纸
一样，能用吗？撑子，这么细，能撑几
天？看这腿儿，两颗螺丝揪着，用力一碰
就想掉……

“哎呀，爹！都什么年代了，谁家的
家具还整辈子用呀？不都是用几年就换新
的了吗？就你老眼光，老思想！”

“唉，不管了，随她吧，想买啥样的
都行。唉……”从县城里回来，老林躺在
他亲手做的那把肥厚、粗壮的老靠椅上，
一连抽了几支烟，连声叹道：“真是老了，
赶不上趟喽……”

如今，老林须发尽白，已是八十多岁
的耄耋老人。早些年，他跟着孩子们也搬
到县城，住进了几十层的高楼里。活儿是
干不动了，腿脚儿倒还灵便，老林仍旧是
个闲不住的人，每天吃过饭，喝几口闲
茶，就乘上电梯下楼，在小区里兜上几
圈，同几个老兄弟、老姐们儿踅到小区的
亭子下，看着亭子边水塘里的荷花和荷花
下欢快的小鱼，天南地北地唠家常：

“这阵子不想你那硬板儿床了，老林
兄弟？”

“早习惯喽。还是席梦思软乎啊，睡
得香。”

“得习惯，好日子来了，我们这些老
家伙真得习惯呢！”

“这日子儿，做梦似的，真是想不到
啊。”

“咱们啊，谁都别先急着走，得多享
受享受呢。”

木匠老林

■特约撰稿人 王 剑
“捶”，多么富有诗意的一个字！既有

优美的姿态，又透着一种力量，看到它，我
仿佛听见了时光深处的捣衣声。

小时候，家里穷，洗衣服时没有“洋
碱”，只好从皂角树上摘一捧黄绿色的长皂
角，夹在衣服里，用棒槌发力捶打。说也奇
怪，那些浸透了汗水和灰尘的脏衣服，在皂
角的安抚下，竟然变得干干净净。

那时候，我们穿的都是粗布衣服，盖的
都是粗布被单。这些衣服被单虽然贴身温
暖，但漂洗晾晒后，略显僵硬，好像一个人
还没有完全睡醒。乡亲们自有办法，把衣物
叠放在大门口的捶布石上，用棒槌用力捶一
捶，棉布就醒了。傍晚的乡村，啪啪的捶布
声此起彼伏，朴素自然，如同原始的音乐，
煞是好听。每当母亲捶布时，我就在旁边静
静地观看。此种情境，至今想来，仍历历在
目。

后来，学唐诗，李白的诗句“长安一片
月，万户捣衣声”，别人都不能理解，我一
下子就懂了。“万户捣衣声”，说的仿佛就是
我身边的生活。

植物是人类的朋友。《诗经》 中，与人
们密切相关的植物就有桑、黍、枣、小麦、
大豆、稻、粟、芦苇、豌豆、荇菜、莼菜
等。这真是一个庞大的谱系，千百年来，植
物们以它们的诗意和柔情，一直温暖着人类
的美好记忆。

我想，在人类的文明进程中，正是植物
们搀扶着人类，砥砺前行。俗话说：“民以
食为天。”而食物的主要来源则是植物。可

吃叶子的植物、可吃茎的植物、可吃花的植
物、可吃根的植物、可吃果实的植物、可吃
种子的植物……正是这些植物的无私奉献，
人类才有了源源不断的能量，从而不负韶
华，只争朝夕，去创造共克时艰的奇迹。

后来读荀子的 《劝学》，读到“青取之
于蓝而青于蓝”这一句，忽然明白，植物除
了供人欣赏、满足人们的口腹之欲外，还有
奇妙的染色功能。

在我的家乡黄鹿山，有一种青皮核桃，
树木高大，果实成长周期长。乡里人云：

“谷子上囤，核桃挨棍。”孩子们贪嘴，可等
不了那么久。核桃刚有仁儿，他们就想偷偷
地弄几个吃，但要把核桃弄开，得费老大的
劲儿。通常的办法是磨，磨去核桃青色的表
皮，一磨，核桃黄绿色的汁液就染了手指。
大人判定你是否偷吃核桃，一看手就全知道
了。女孩子聪明，恰恰利用核桃的这个特
性，来染皮筋，染扎头绳，让自己变得更漂
亮。

还有一种指甲草，又名小桃红，女孩子
采了花，捣碎，放在麻叶里，包指甲用。红
红的指甲，像一盏盏小灯笼，照亮乡村单调
的夜空。

陕州人捶布印花，不用青皮核桃，也不
用小桃红，而是用一种野地里生长的鵮棒棒
草。据说，这种印染方式起源于明清时期。
那时候，没有化学染料，草是最廉价的，几
乎没有成本。于是，老百姓就用鵮棒棒草叶
在土布上榨汁渗印，自制花布。

我想，当时的情形可能是这样：母亲正
在门口捶布，小孩子手拿几根鵮棒棒草，站

在旁边观看。一不小心，一根草掉到了布
上，母亲手起棒落，草碎了，墨绿色的汁液
就印在了布上。母亲急忙去拂，晚了，定型
了。母亲拿起布一看，还挺好看，下次捶布
的时候，她就动了脑筋，有意识地摆放几枝
鵮棒棒草。棒槌啪啪几下，棉布立马生动起
来了。于是，捶草印花就成了一种工艺，慢
慢流传下来了。

见到朱秀云时，是一个下午，昏黄的阳
光斜照她的脸上，也照在她身后的印染作品
上。朱秀云是河南省民间工艺大师，豫匠代
表人物，河南省文化厅命名的省级非遗项目
（捶草印花技艺） 代表性传承人，曾参加过
央视举办的“魅力中国城”民间工艺竞演活
动。她凭着一腔热情，多年潜心研究挖掘，
使得“捶草印花”这个在民国初期就淡出百
姓生活的技艺，重新焕发了光彩。

“捶草印花”技艺有11道工序（织布—
采花草—选叶—摆型—夹布—捶打—清理草
叶—媒染固色—染布—晾晒—制作成型）。
制作时，要先将布平铺在石板或厚厚的木板
上，将鵮棒棒草叶、鲜花的花瓣摆放在布
上，组合成想要的花形图案，然后用布遮
盖，用木棒槌细细捶打，直到草茎叶上的汁
液渗出来，花草的纹路脉络清晰地浸染在布
上。接着，用石榴皮汁和明矾水配制的无色
溶液进行固色，一件作品就算完成了。

朱秀云的旁边，站着她的外孙女牛天
艺，她是捶草印花的第三代非遗传承人。牛
天艺的手法比外婆略有改进，只是把“摆
型”环节换成模板 （用剪纸手法，在薄塑料
片上剪出图案或文字），用料也不仅限于鵮

棒棒草，而是增加了月季花瓣或玫瑰花瓣。
在大家的强烈要求下，牛天艺指导笔者亲手
体验了一把革新版的“捶草印花”。随着棒
槌的几起几落，一幅“喜鹊登枝”图呼之欲
出。

捶草工艺看似简单，却蕴含着一种难以
言传的微妙。比如捶草用的模板、捶打用的
槌具、面料的薄厚、手上的力道，无不体现
着传统工艺的讲究和匠心。

在一幅原花原草的土布围巾作品前，我
端详良久，不愿离去。车子开出很远了，我
似乎仍能听到高阳山人马寨里棒槌叮叮当当
的敲击声。这声音与陕塬的风声一起，合成
一种美妙的旋律，向我们诉说着手工艺品的
闲适与诗意，表达着农耕文明的恢宏与静
美。

棉布上的“草叶”

■■人在旅途人在旅途

■■别样情怀别样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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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风词韵诗风词韵

■■文化漫笔文化漫笔 ■■心灵感悟心灵感悟

■■人间世相人间世相

■宋离波

粉黛乱子草
我携着深秋洒落的鸟鸣
任落叶抚慰着清冷
邂逅在一片粉黛之上
不管是南北的阡，还是东西的陌
总有姗姗来迟的人群
徘徊或拍照
我的心思不在于此
我更在乎，摇曳在眼前的粉嫩
妆饰了谁的羞涩
像极了谁的言语，吹走了谁的惆怅

芦苇
我来沙澧河畔，非为送别
只为多看你一眼
微风吹拂着褶皱
泛起涟漪，绻缱的情思
在季节里白了头
三千绒花，缭绕成笑靥里的晶莹

红枫
一片枫叶染红了季节
斑驳在深秋里的情丝
恰是沸腾的青春，绯红了岁月的枝头
以至于，忘记了怎样想你
珍藏在书页里
时光熬成了消瘦背影

沙澧秋韵（组诗）

■马建瓴
一片小小的、毫不起眼的叶子
一个多么普通微细的生命
走过了春夏秋冬
摇曳在严寒酷暑里，歌唱在狂风暴雨里
一片叶子的一生，何其短
恰似一个人在母体孕育的过程
它用生生不息，诠释生命的意义

叶子

■魏彩玲
午后，清爽的风带来清新的空气
阳光，和煦又热情似火，纯粹又灿烂
或绿或黄的落叶，在风中如翩飞的蝴蝶
又如灵魂舞者
伴随着偶尔的秋风，旋转飞舞
如诗人一般领略秋意
感受平静和美好，感恩生命的伟大

秋日漫步

■特约撰稿人 池玉枝
我在一个电视访谈节

目上看到有关王蒙先生的
专访，他说了一件事，我
觉得挺有意思，事儿有意
思，老先生的好奇心有意
思 。 他 读 美 国 作 家 杜 鲁
门 · 卡 波 特 的 小 说 《灾
星》，里面有一个细节描
写 ， 女 孩 穿 着 高 跟 鞋 走
路 ， 从 石 头 台 阶 上 往 下
走，咔嗒，咔嗒，硬高跟
和石阶碰撞出一种声音，
啥声音呢？就跟吃完冰激
凌，小勺在玻璃杯中碰到
玻璃杯壁发出的声音。他
拿 各 种 杯 子 ， 敲 敲 ， 打
打，找这个声音，始终找
不到。后来，他在武汉大
学说到此话题，随手拿起
桌子上的水杯，拿一个东
西一敲，哇，就是这个声
音！踏破铁鞋无觅处，得
之却在偶然之瞬间。

一个艺术大家，谈起
一 件 小 事 ， 高 兴 劲 儿 如
童 心 一 般 清 澈 。 也 许 ，
他 找 到 的 那 个 声 音 ， 作
者 在 小 说 中 描 写 的 那 个
声 音 ， 根 本 就 是 两 种 声
音 。 那 又 何 妨 ？ 他 寻 觅
的 不 仅 仅 是 女 孩 高 跟 鞋
踩出来的声音，不仅仅是
勺跟玻璃杯敲碰出来的声
音，更是一种感觉，是一
种执念，是从内心流淌出
来的天籁之音。

我在一个写作学习班
上听作家乔叶讲课，她拿
自己的一篇小说 《塔拉，
塔拉》 和散文 《在呼伦贝
尔的郊外》 为例，详解一
块素材怎么剪裁使用，怎
样用它写小说，怎样用它
写散文。就像一块布料，
可以做成连衣裙，还可以
裁剪成其他款式的衣服。
我得到她的一本现场签名
书《她》，看第一篇《走到
开封去》 就喜欢上了，小
说入了眼，情节入了心，
心 入 了 戏 ， 看 了 有 话 要
说，写了一篇读后感 《别
急着看结果》。读她的小

说，就像文学旅行，始于
起点，恋于旅途，中间很
精彩，别急着看结果。

过了一段时间，我在
作家铁凝的一篇文章中读
到一句话：“好的小说提供
的是过程，而不是结果。”
我如醍醐灌顶，我读乔叶
的小说，悟出的就是这个
感觉。王蒙先生花很长时
间，找到一种声音，他很
惊喜；我的读书体会在著
名 作 家 的 观 点 里 得 到 印
证，我很开心。

我以前看书只停留在
看的层面，跟着本地的读
书会参加读书分享活动，
组织者要求参会者带上某
书的读后感，分享交流，
我 一 开 始 不 会 写 ， 一 提
笔 ， 恨 不 得 把 原 文 抄 一
遍，面面俱到，生怕别人
看不明白，其实是自己心
里没底，缺少发散思维和
提炼概括的能力。参加读
书会次数多了，学习汲取
别 人 的 经 验 ， 阅 读 一 本
书 ， 如 何 找 点 ， 以 点 带
面，从一个点引申出去，
把自己要表达的观点写出
来 ， 把 想 说 的 话 变 成 文
字。读书就养成了两个环
节：一读，二写。读书如
同吃饭，写读后感是消化
吸收，完成一篇读后感，
心特别轻松，自己给自己
交作业，找到了乐趣。我
的读书笔记在报纸刊发，
别人看了有兴趣，可能会
去找原书阅读，又多了一
层乐趣。

寻找小说里描写的一
个细微声音都那么有趣，
其他大事小事，大东西小
东西，在这个世界上，在
我们身边，又该有多少有
趣 ， 等 待 我 们 去 寻 宝 拾
贝？我想：关键在于自己
是否有一颗火热的心。心
不言不语，却能悟出生活
的滋味。文学善解人意，
读书有乐趣，它让我热爱
生活，拥抱生活之平凡，
致敬生命之不凡。

读书之乐

■特约撰稿人 曹 敏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名

字。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我

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家庭，那
时，女孩子的名字大多叫
英、美、娟等，奶奶就让我
顺着姐姐的小名往后延续，
姐姐叫小英，我叫梅英，妹
妹叫莲英。后来，我们的学
名也是奶奶起的，父亲是中
字辈，我们是义字辈。我们
三姊妹分别取名为曹义美、
曹义凤、曹义莲。

在我们家，虽然父亲读
书识字，能力强，有威望，
但家里的事还是奶奶做主，
她守寡多年，养育父亲与姑
姑长大成人不易，治家有
方。我们全家也习惯听命于
奶奶的安排，包括取名字。
我很开心地使用着奶奶给取
的小名与学名，也没辜负家
人的期望，每个学期末，写
着曹义凤的“三好学生”

“优秀班干部”奖状都会被
我捧回。

初中一年级时，我们学
校来了一位教数学的陈老
师，年轻帅气，教学有方，
对我格外看重。我很喜欢他
的数学课，每次考试几乎都
是满分，每当别的学生答不
出来的时候，他都让我解答
难题，我也总能令他满意。
就是这个老师，让我下决心
改了自己的名字，因为我的
名字与堂姐一样，我想特立
独行，不想与人重名，就自
行改名曹敏。当我的奖状和
通知书拿回家时，家人很是
惊讶，尤其是奶奶，但谁也
没说什么，我也没解释原
因。

多年以后，遇见一个朋
友，他说我现在的名字不

好，建议我把名字改回去。
如果一个好名字能够决定命
运的好坏，那就不必努力学
习、全力拼搏了。想明白了
这个道理，我就不纠结名字
更改的利弊了，安心使用现
在的名字，珍惜生命中的遇
见，勤奋学习，多读书，读
好书，提升自己，努力工
作，认真生活，诗意行吟，
惜时如金，尽心尽力做一个
对社会有用的人。

工作之余，我将心灵安
放于文学的殿堂，也起了个
矫情的笔名：木棉。借舒亭
的诗《致橡树》警示自己，
要做个思想独立、精神独
立、经济独立的女性；不做
攀缘的凌霄花，不做痴情的
鸟，有能力在爱情里做到分
担风雨，分享雨露，拥有并
肩行走的资本。这个笔名载
着我多篇作品走进报刊，诗
歌《做一棵开花的树》、散
文《生命与爱》等，就是以
这个笔名发表的。木棉让我
放飞文学梦，让我绽放生命
的光彩。

到了网络时代，上网注
册又要取名。我的 qq 昵称
用了“雨雪霏霏”，后微信
号 昵 称 也 用 此 名 ， 借 用

《诗经·采薇》中“昔我往
矣 ， 杨 柳 依 依 。 今 我 来
思，雨雪霏霏”之句。但
这个名字，总让人有阴森
冷寂的印象，于是我又改
为“春暖花开”，出自海子
的诗。他的诗，让我不惧
风雨，迎难而上，心有阳
光，眼见花开。

不管用哪个名字，我都
携名前行，心向光明。每一
个名字，都能够伴我度过有
意义的时光，它们激励我平
稳度春秋，不负好光阴！

携名前行

国画 秋意浓 赵振选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