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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意盎然

朝花夕拾

诗风词韵

闲情偶记

信手拈来

馨香一瓣

进入七月，鲅鱼圈的天气很闷

热，一晚睡睡醒醒，难圆一次好

梦。天微明，我便迫不及待地起床

了，胡乱地洗漱了一下，便和老田

到海边看海。

也不怕人笑话，本地人天天面

对大海，已经习以为常了，我估计

没有几人早起看海。而我俩这山

沟沟里出来的人，想多看几眼大

海，也不枉来此一游，毕竟这一两

天就要返回山沟沟了，何不趁此机

会多与大海亲密亲密，欣赏一下海

景，留一些美好的记忆呢！

来到山海广场，向岸边望去，

并非是我想象的那样——没有几

个人。大海已经退潮了，许多人都

在赶海。这些人，有的是本地的渔

民，更多的是游客。他们有的拎着

小锹、有的拎着小耙子、有的拎着

小桶……在退潮的海滩上挖着、耙着，

再看小桶里：贝壳、海螺、蛏子……多

多少少都有收获。

我和老田“急眼”啦，啥工具也

没带，于是找了根断树枝，开始在

沙滩上抠起来。咦！一个个小贝

翻出沙面，用水洗洗，花白的、黑

的、暗灰的……真不少，也没地方

放啊，好不容易捡到一个塑料袋

儿，装点海水，海货就放到里边

了。退潮后的小水洼里，有的有石

块、有的有海草，用手翻开石块儿，

或者扒拉扒拉水草，居然能找到小

蟹子，它们矫捷的身姿一再闪躲，

终究没能逃出我俩的手心。我俩

一个用木枝翻，一个用手扒，居然

也收获了不少小海货。

看看别人的小桶，他们收获的

花贝虽然没有我们的多，但比我们

的大许多啊。他们的海货能上餐

桌，我们这花贝一个个也就大拇指

甲那么大，也吃不了啊。蟹子也小

的可怜，比大拇指甲大不了多少。

“忙活了一早晨，整这些东西干

啥？吃又吃不了，养又养不活。”我

俩自嘲着，最后又恋恋不舍地把它

们倒进了水洼，放生了。

看到两个大伯，我俩觉得很有

趣，他俩一看就是有经验的老把

式，专门挖蛏子。虽然挖得不多，

但那一招一式，就够我们研究半天

的了。大伯用锹把杵沙地，边杵边

走，杵着杵着，用锹平着挖一层沙，

地上出现小洞，然后拿矿泉水瓶往

洞里倒点盐，不一会儿，蛏子蹿出

半截，大伯随手一抓，就把蛏子收

了。整个挖蛏子的流程，看得我是

目瞪口呆，真是服啦！但我还是没

有弄明白大伯用锹把杵沙地的原

理，如何发现沙底有蛏子的？我和

老田研究着大伯用锹把杵沙地，蛏

子可能会吐水，然后大伯就发现

啦？或者是沙底有洞，用锹把杵沙

地，声音和感觉不一样，就发现沙

底有洞啦？经验就是经验，奥秘不

是我俩这样的山沟沟里出来的人

能破解的。

本想再观察一会儿。电话响

了，“喂，你俩在哪呢？快回来吧，

带你俩去白沙湾挖蛏子，快点回

来，8:30涨潮。”电话那头小文催促

着，我俩赶紧往回蹽。

往回走的路上，小文停下车载

上我俩，在路边顺便买了一把小

锹、三袋盐，直奔白沙湾。小文说，

白沙湾蛏子多，到那准有收获。听

他这么一说，我和老田顿时兴奋了

起来。

白沙湾离城区远一些，赶海的

人不多。毕竟道远，没有车，来这

不方便。我们几个急忙奔向退潮

的泥滩。毕竟离涨潮的时间还有

不足半小时，得抓紧时间 。

小文以前抓过一次蛏子，有点

儿经验，我俩是新手，一脸茫然，任

由他支使。他在泥沙里挖，让我俩

见洞就撒盐 ，鼓弄了一阵子，也没

见到一个蛏子，我顿时有点泄气

了，难道白跑一趟？海水一点一点

地涨起来了，我们边撤退边挖沙，

见洞就撒盐，居然开始有收获了。

撒盐的洞口蛏子蹿了出来，我捏住

蛏子，用力一拔，就出来了，真高

兴，头一回儿抓蛏子。回头看了看

撒过盐没出蛏子的地方，竟然还有

蛏子蹦出来 ，省事儿啦，又捡了几

个。我们开始观察了：洞是椭圆

的，就可能是蛏子洞；圆的就不

是。也不知道总结的对不对，跟着

感觉走吧，毕竟抓到二三十只蛏

子，也是有“经验”的人了。海水见

涨，我们慢慢向离岸近的沙滩撤

退。

这时我发现了一个抓蛏子的

高手，这小伙儿居然不用锹，一只

手拎着一个矿泉水瓶，一只手拎着

一个小桶。矿泉水瓶里居然是盐

和水的混合物——半盐半水。他

抓蛏子，居然是在沙滩和水的结合

部。只见他观察水中的洞口，洞口

有两个小眼儿的定是蛏子洞。矿

泉水瓶盖上有吸管儿，发现蛏子

洞，就用水瓶的吸管对准水底的蛏

子洞口喷一点盐水混合物，观察一

会儿，果然，蛏子向上一蹿，他就逮

住了，真是高手！他居然利用这种

方法抓了半小桶。观察他抓蛏子

的过程，不由感慨：棋高一招！我

佩服得五体投地。

要不是涨潮了，我咋也得多待

一会儿，学一学高手赶海的经验。

第一次仓促“赶海，”让我大开眼

界 ，要不是明天返程，我咋也得再

到海边赶赶海，多欣赏欣赏海景。

期待着下次再到海边，我要准备充

足一些，争取有更多的收获！

在生活中，你的身边是否有很

多“过来人”？在你人生中面临选

择的时候，这些“过来人”是不是都

曾给过你建议？

很多人都不喜欢这些“过来

人”。曾经的我也不喜欢，不喜欢

他们用他们的经验指点我的人生，

我的人生就应该与众不同。但今

天，即将步入不惑之年的我，却要

为这些“过来人”说上几句。

上学的时候，老师总是对我们

说：“当一名学生是人生当中最奢

侈的事儿，一定要珍惜！”当时，年

少的我，不懂这其中的道理，只是

觉得每天被老师、家长管着，听着

他们天天给我们传授着“过来人”

的经验，而且没有什么自由，多乏

味啊。当时就幻想着有一天长大

了，谁都管不着我了，那该多好

啊！长大后，才知道，有人管着，是

一件幸福的事情，当一名学生确实

是人生当中最奢侈的事儿。

结束了求学的时光，步入社

会，本以为是自由生活的开始。的

确是没人管了，但却被很多不自由

束缚住了，比如说：财务不自由，而

曾经奢望的时间自由，好像也没有

当初想象得那么随意。但是我却

仍然相信自己走的路就是对的，绝

对不听“过来人”的忠告，直到撞了

南墙，才思考一下，原来“过来人”

有时候说得也有点道理啊！

在一次次撞了南墙之后，遇到

一些事情的时候，我反倒越来越喜

欢去找“过来人”倾诉，寻求他们的

安慰，也会适当地听取他们的意见，

而这些意见也确实在后来的工作和

生活中，让我避免了很多的“坑”。

有的时候，我的一个小小决

定，在“过来人”眼中是一个天大的

事儿，而有的时候在我眼中天大的

一件事，“过来人”却微微一笑。直

到后来，我才明白，原来有些事情

真的没必要那么计较，比如很多让

我们的情绪变得很糟的事情和

人。而有些人生当中的小细节，却

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比如生活中的

一些好习惯。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也开始当

起了“过来人”，但是几次下来，我

碰了一鼻子灰，变成多管闲事。这

时候，我才明白，一万个人有一万

种活法。也许你的意见对他来说

确实不是最好的方法；也许有的时

候，你的忠告是正确的，但是不经

历一些事情，他可能不会懂。一个

人的一生并不能一帆风顺，总要经

历些挫折。经历过，受伤后，今后

就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才能拥有

更美好的人生。

原来，一个人的现在才是自己

过去最好的“过来人”。否则，现在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影视剧，会选

择“穿越”这个题材，他们或是回到

小时候，弥补和亲人们之间的爱；

或是回到求学时，弥补失去的时

光；或是回到人生的某个阶段，去

完成自己的梦想……

而作为“过来人”的我们，当别

人向我们寻求帮助的时候，也不要

喋喋不休，要站在别人的角度，提

出合理化的意见，就算你的意见没

有被采纳，也没有关系，因为每个

人的人生轨迹是不同的。

请珍惜身边的“过来人”吧，也

可以选择性地听听他们的意见。

也感谢那些让我们遗憾的事

吧，正是有了这些遗憾，我们才能

真正的成长，真正体会到人生的意

义。

凡经历过上世纪八十年代的

人，无疑都是幸运的，那是一个开

放初始的年代，窗子打开，自由的

清风灌进来，一切都是新的。

从徜徉在花园式校园到自己亲

手种植下樱花树，从教室宿舍餐厅

三角形的稳定旅程到自由思维的多

重散发和学业境界的直线上升，从

与名师大家的密切交往到奔赴社会

的多样实践，从看经典电影到哼唱

流行歌曲，那些名贵的花木，那些绿

绿的冬青，那些读书的石凳，那些武

术的招式，那些清纯流转的烟波，还

有那青涩的十八岁青春，构成了一

段难以忘怀的记忆。

学校和这些学富五车的老师

们一起，构成了高温熔炉，将我不

断地锻造和淬炼，直至把我从一抔

乡村泥土烧成了一块稍有硬度的

砖。虽然我从此很难再和庄稼打

上深切的交道，但在我不断被嵌入

这一座或那一座建筑物之后，我也

在努力生发着承重的力量。

深秋的校园，姹紫嫣红，色彩

明丽；花叶迎风，落英缤纷；铺砖小

路，甬道长长。我常常一个人走进

校园，不为去见老师，不为去见同

学，不为去做活动，只为一个人在

里面静静地走一走，寻一寻往昔的

时光，看满园思绪，如何散落一

地。因为我的青春曾从这儿启航，

我想通过自我回炉，抚去岁月的沧

桑。年轻的我，不曾苦闷，未有彷

徨。

向那个年代致敬，向自己的青

春回眸，是我一直想做的一件事。

我想将年轻的微火，续入未来的火

炉，期待它继续燃烧。

这个夏天

挤出太多的汗水

印下了炎炎的痕迹

感慨犹在

忽而立秋

秋雨绵绵而来

轻敲片片树叶

声音轻微

就是这轻微

也激醒那些恹恹欲睡

此刻，河水趋凉

波漾总想弄出些动静

深夜，秋风起

秋野里

传来了美妙的合唱

蟋蟀叫着“嘟嘟”

蝈蝈唱出了“甜甜”

那棵沧桑老梧桐

抢彩了第一落

轻拂空阶

奏响了秋之韵

上中学时，课本上有鲁迅先生

的名篇《为了忘却的纪念》，其中引

用了白莽（即殷夫）所译裴多菲的

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

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给我留下

了深刻印象。

为此，我到匈牙利时，专程踏

访了位于南部的巴奇-基什孔州，

这里有坐落在蒂萨河大平原上的

小城小克勒什市，是裴多菲的故

乡。小城小巧秀美，一条主街穿城

而过，市政厅和大教堂位于市中

心，市政厅广场的西南角是一尊裴

多菲的站立雕像，广场的东南侧就

是他的故居和纪念博物馆。

从主街向左望去，一幢用芦苇

盖顶、简朴的房子出现在眼前。房

子的东侧是一尊白色的裴多菲半

身雕像，西墙一块铜板上醒目地写

着一行匈牙利文：“裴多菲·山陀

尔，1823年1月1日出生于这里。”

这幢木结构房子的土墙和窗上挂

着许多花环。进门的西面是卧室，

有一张木床，是裴多菲出生的地

方，他在这里度过了童年岁月。简

朴的故居有 3 间屋子，堂屋是厨

房，仍然保存着土灶。东屋是展览

室，墙上挂着诗人父母的画像。

展室通过照片、图片和资料，

讲述着裴多菲的人生足迹。诗人

出生在一个穷困的屠户家庭，自幼

过着清贫生活，做过演员、当过

兵。他乘驿车和雪橇四处游历，有

机会接近劳苦人民，为后来的创作

打下坚实的生活基础。1844年，他

从故乡来到布达佩斯，担任《佩斯

时装报》的助理编辑。在这一时

期，他出版了《诗集》《云》等作品，

引起强烈反响。1846年起，裴多菲

团结进步作家，创办进步刊物，先

后写下了《仙梦》《我的歌》等名篇。

我到布达佩斯时，在离城不远

的多瑙河畔，看到矗立着的匈牙利

民族博物馆，这里记载着匈牙利民

族革命的历史。1848年3月15日，

正是在这个博物馆正门右侧的高

台上，裴多菲向聚集在广场上的1

万多名起义者朗诵了他在前一天

晚上写成的著名诗篇《民族之歌》：

“起来，匈牙利人，祖国正在召唤！

是时候了，现在干，还不算太晚！

是做自由人呢，还是做奴隶？你们

自己选择吧，就是这个问题！”裴多

菲以诗歌为武器，手持军刀，奔赴

疆场，为祖国壮烈牺牲，年仅 26

岁。“纵使世界给我珍宝和荣誉，我

也不愿离开我的祖国。因为纵使

我的祖国在耻辱之中，我还是喜

欢、热爱、祝福我的祖国。”诗人以

革命精神和热血践行了自己充满

激情的名言。

裴多菲一生写下 800 多首抒

情诗和8部长篇叙事诗，他的创作

和不屈的战斗精神曾经鼓舞和激

励了许多人。在裴多菲故居院子

里，陈列着中国翻译家孙用的《裴

多菲诗四十首》译本和翻译家兴万

生的《裴多菲文集》译本。展厅后

院树立着许多外国翻译家的塑像，

其中便有鲁迅先生。

漫步在布达佩斯伊丽莎白桥

以东的河滨路上，眼望屹立着的裴

多菲铜像，心中不由得想起他的诗

句：“你要像一棵槲树，大风将树枝

吹折，然而巨大的树干却永远挺

直。”

人生何处不沐阳光？

每个人，活着的一生，除了头

顶上的阳光，给世界带来生命、光

明、绿色与希望之外，其实，人与人

之间，也是充满着灿烂阳光的。每

个人的心中，都有一轮能够发出热

量和光明的太阳。正是这光和热，

人们才活得有声有色，有滋有味。

因此，在这个世界上，你和你周围

的人，你周围的人和更多的人所构

成的社会，彼此之间，都存在着这

种阳光的亲密联系。别人的阳光，

温暖了你；你自己的阳光，也照亮

了别人。只有这样，世界才有生

气，人类才更精彩。

德国文学大师歌德先生，活到

八十多岁的暮年。“他的伟大思想

和伟大的性格特征，好像一座山

峰，虽然在远处，但在白天里阳光

的照耀下，轮廓仍是鲜明的。在春

和景明的日子里，我陪他乘马车出

游，他穿着棕色上衣，戴着蓝布帽，

把浅灰大衣铺在膝盖上。他的面

孔晒成棕色，显得健康，蔼如清

风。他的隽妙语言的声音流播原

野，比车轮滚滚声还更洪亮。”他那

睿智，经过时光的砥砺而精粹；他

那心境，经过人生的历练而彻悟。

因此，那些生活在他周围的人，感

觉他像阳光照耀下的远山，明亮、

清晰、亲切。

普通读者，或许并不能比拟杰

出的文学大师，而且，也不会在历

史的进程中，留下难以磨灭的文化

足迹。不过，那却是每个老年人努

力的方向。自我量力做不到的事

情，并不等于不是努力的方向。能

做多少是多少，做到一点是一点。

也许，热，有高有低；光，有强有

弱。然而，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对

老年人来说，他们做了应做的一

切；就像树木的年轮一样，承前启

后。剩下来，也应该像歌德一样，

将这冬日的阳光，更洒脱、更慷慨

地赋予这个世界，贡献给所有爱我

们的人，让整个社会和谐安详，充

满阳光。

无论如何，到了“停车坐爱枫

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的桑榆之

年，有过美丽而又激情的春日阳

光，有过热烈而又辉煌的夏日阳

光，有过饱满而又丰足的秋日阳

光，很快，又到了热烈又明亮、温馨

又亲切的冬日阳光之下，经历过春

天的新绿、夏天的热烈、秋天的成

熟，这些“早生华发”的一代，自然

也会欣欣然与大家同乐于冬日的

收获。虽然，冬日太阳离北半球比

较远，但冬天也是北半球人对阳光

备感亲切与温暖的季节。因此，和

大家在一起拥抱阳光的明亮，感受

阳光的温馨，便是最佳的生活方式

了。

初秋时节，天高气爽、风清云

淡，珲春市春化镇兰家趟子地下森

林的太阳花星星点点、傲然绽放。

8月18日，珲春市老促会全体人员

沿着革命前辈的足迹，驱车100余

公里来到兰家趟子——抗联名将

郭池山的牺牲地。站在革命先烈

英勇牺牲的热土上，抚今追昔、仰

望苍空，英雄的光辉事迹像一首悲

壮激荡的歌，穿越时空，化作气势

恢宏的大合唱。

郭池山是抗联第二军独立师

第一团副官，也是第一路军副总司

令、总政治部主任魏拯民同志的得

力助手。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日

本帝国主义把东北境内的军队调

集于中苏边境。为应对这严峻的

局势，抗联司令部给各小分队下达

新的战斗任务，以小部队形式潜入

东北各地进行侦察、破坏和打击敌

人，恢复与地方组织的联系。

1943年4月初，郭池山带领小

分队来到珲春县春化镇侦察日军

在春化及东宁县城的兵力部署和

军事设施，为苏联红军出兵东北打

下基础。经过几天的奔波，他们来

到春化兰家趟子西沟。这里有座

木板棚，曾是抗联战士歇脚和提供

粮食的地方。但这时，日本帝国主

义为了维护反动统治和打击抗联，

在沟沟岔岔安插了许多特务组织，

这座房子也被特务霸占，但郭池山

并不了解这个情况。

一天，郭池山带领3名抗联战

士来到这里，看到房前有4个陌生

人在劈柈子。这 4 个人都是警察

署的便衣特务，其中有个叫全官浩

的人更是双手沾满抗联战士鲜血、

死心塌地为日本帝国主义卖命的

汉奸走狗。他看到郭池山等 4 人

带枪并且穿着军装，马上猜到是抗

联战士。全官浩惺惺作态，在谎称

为郭池山下山找米并约定第二天

拂晓送来后，便急急忙忙跑到兰家

趟子向“主子”告密去了。次日凌

晨，日伪纠集警察队、武装自卫团

及日本国境守备队等40余人杀气

腾腾扑向西沟，依靠占据有利地形

和人多势众的优势向郭池山等 4

名抗联将士疯狂扫射。郭池山感

到纠缠下去与己不利，命令手下赶

紧撤退。但就在他们即将撤到安

全地带的时候，一颗罪恶的子弹飞

来，郭池山同志不幸壮烈牺牲，时

年39岁。

兰家趟子的河水缓缓流淌，呜

咽地述说着英雄的往事。在革命

先辈战斗过的这块土地上，追忆过

去那段艰苦峥嵘岁月，英雄的赞歌

激励老促会全体成员要时刻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继承革命先辈的

遗志，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第一次“赶海”
□吴瑞军

追寻先烈足迹 赓续红色血脉
□文武

七绝·秋雁吟（新韵）

□张天明

（一）
旭阳跃海耀苍穹，

雁阵翱翔映彩虹。

北战南征方本色，

鸿鹄之志竞英雄。

（二）
雁撒金秋万里征，

北国稻谷浪千重。

江南蟹满橙橘灿，

兰雅菊香赤县宏。

（三）

丹枫落叶映夕阳，

萧瑟秋风絮雨凉。

鸿雁长鸣南向去，

携思抱月梦归乡。

人生的阳光
□李国文

踏 访 裴 多 菲 故 居
□田樱

生活感悟

过来人
□武巍巍

灯下漫笔

向青春回眸
□张世勤

秋 声
□李成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