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求索于直道的坚持 吴耀友

! ! ! !回忆自己从一名乡村青
年，到成为“优秀党员”，我
总会热泪盈眶。十八岁那年，
我独自一人从自幼长大的乡村
小路走出，来到武警上海总队
成为了一名儿时就梦想的武警
战士。最开始的时候，懵懂的
我对陌生的环境手足无措。但
最简单、真挚的想法驱使着我
不断前进，“军人”这个身份，
给了我最大的慰藉和动力。刚
开始，我感到部队里的训练严
酷、苛刻，备受煎熬。夜深人
静时，我分外思念老家的父
母，想家里的草房，想炊烟袅
袅，想爸妈烧的饭，想生活的
点滴。
在部队至今，我的成长和

进步离不开领导和同事的关心
帮助，也一直让我感恩前行，不
忘初心，父母在后面对儿女的
牵挂和默默关注更是我动力的
源泉，印象最深的是我 !""#年

$月回家探亲，当我从上海坐了
八九个小时长途汽车到达家乡安
徽巢湖县城，再坐了一个多小时
船终于回到久违的乡村，走在儿
时再熟悉不过的蜿蜒崎岖小路，
童年的时光记忆再现，牵肠挂肚
的草房，炊烟袅袅就在面前，此

刻的我满身疲惫烟消云散。
蹦进家门，灰暗光线下爸爸

赤裸着上身在擦汗，旁边的锅灶
热气飘香，妈妈头上戴个毛巾在
旁边添加柴火。看我突然出现，
他们傻了，等妈妈缓过神来，迅
速取下头上的毛巾，帮我脸上擦
汗，爸爸拿着碗在锅里盛开水，
我匆忙从军包中取出战友给我买
的可乐，让爸爸喝，他说酱油可
以当水喝吗？让爸妈尝了后，看
着他们诧异的神情，都羞涩地笑

了，他们迅速把可乐藏好，说留
着给弟弟放学回来喝。
晚间全家人围在黑暗的灯光

下吃着妈妈做的可口饭菜，其乐
融融。饭后爸爸让弟弟去看书，
我和爸爸妈妈坐下来谈心，妈妈
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隔壁郑

婶看上你了，说把她的二女儿嫁
给你。我一下就傻了，脱口而
出：不干。妈妈，我告诉你一个
好消息，我前段时间入党了，是
共产党员了，我要找志同道合的
对象，不能包办婚姻。话一出
口，我知道违抗了父母，爸爸的
目光就变得严厉起来，妈妈也发
出叹息，我知道今晚他们要睡不
好觉了。第二天我找到大队书
记，向他说出我和父母昨晚的
事，请他找我父母谈谈，听着书

记的话，看着爸爸妈妈疑惑的神
情，我知道此次探亲接下来时间
会逐步雨过天晴。
如今二十六年过去了，我也

从部队转业到上海国企上班，爸
妈老家的草房和乡间小道已建成
新农村小区和水泥马路，家家都
已逐步过上小康生活了，身在安
徽老家的父母，我们现在每次团
聚时他们都会自然流露出对党的
感谢，说党的政策给他们带来了
好生活，对党也有了全新认识，
而那次探亲的场景也历久弥新。
如果把人生比做比赛，无论

领先与追赶，都必须怀抱最大的
勇敢与最坚强的意志，求索于每
一次直道的坚持，立志于每一次
弯道的超越。我会永远忠诚于自
己当初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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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日谈
在党旗下成长

溶洞随想
喻 军

! ! ! !若没有色灯的营构，
以及想必十分艰苦的人工
开凿和修整，溶洞势必黑
魆魆地狱般可怕。但经过
开发，就像是绚丽奇幻的
所在了。
比如桂林的岩洞。
进入冠岩须在滑道上

自行操纵两人一部的电动
车，时间长达 %& 分钟左
右。沿途可领
略苍山秀色。
入得洞内，就
像进入了魔幻
世界。由于洞
窟巨大而构造复杂，可乘
电梯观景，而神秘的地下
河漂流是游览的重头项目
之一。几个人坐一条船
上，慢悠悠地摇摆进去，
仿佛亲临一片混沌未开的
地下泽国。周遭静悄悄，
只听得船工的划桨和石缝
中渗落的水滴声，一种原
始的况味油然袭来。同船
的游人仿佛为了打破这份
无形的压抑和沉寂，竟大
声地合唱起了歌子，歌声
在恍若隔世的幻境中产生
了富有磁性的回荡。
溶洞中灯光、色彩的

效果是经过精心打造的，
各种冷暖色调的巧妙组
合，形成了强烈的视觉效

果。绚烂、诡异、奇幻、
神秘，从一景一地、高低
错落的空间中反复切换。
而我深受触动的，并不是
这些人工的附加和点缀，
也不是那些根据石质地貌
的特点而命名的景观。
我想，我们常挂在嘴

边的漫漫几千年的历史，
哪怕和溶洞中的一小块钟

乳石比起来，
都只能算作短
暂的瞬间。它
们的形成，何
止千年、万

年？而是以千万年、亿万
年计。什么石笋、石花、石
柱，都是地老天荒的传奇。
就拿冠岩中的那根通

天的石花巨柱来说吧，所
有进入这片景区的人，都
会被它一下子抓住眼球：
璀璨的色灯使它充满了迷
幻感、崇高感和神圣感，
以我目测，怕是有数十米
之高。我问几位当地人：
此柱的形成大概需要多少
年？无人能作确切回答，
但他们却启发我：这根石
花巨柱每一百年只能长出
头发丝那么细的高度，你
说需要多少年？我立刻惊
讶不已了，一遍遍仰视着
它：人的长命百岁只是你
的一根“头发丝”？

伟大的石花巨柱啊！
亿万年屹立不倒的石神！
在你的面前，“历史”只能
是一个抬不起头来的词，
就像刚刚滑过你脚踝的一
粒沙土，或也像时间伟岸
的大厦中，刚刚打开的一
道细细的窗缝。什么悠悠
万古、上下千年，在你面前
都叫“弹指一挥间”。任何
奢谈永恒的不自量力都该
噤声，因为，和这根石柱比
起来，这一切显得多么微
不足道，转瞬即无存。
不妨引用几行专业性

较强的文字：“有些溶洞，
是由于水和二氧化碳的缓
慢侵蚀而创造出来的杰
作”。“碳酸氢钙的水，当
从溶洞顶滴到洞底时，由

于水分蒸发或压强减少，
以及温度的变化都会使二
氧化碳溶解度减小而析出
碳酸钙的沉淀。这些沉淀
经过千百万年、亿万年的
积聚，渐渐形成了钟乳
石、石笋、石柱等”。
这都说明，再地老天

荒的传奇，都有一个渺小
的发端；再恒定不变的规
律，都有一个最初的轨
迹；再坚不可摧的时间堡
垒，都有一个以分秒计入

的起始。它如此古厚、如
此无穷，在它面前，人的
生命或也如与之偶尔交集
的礼花，甚至来不及闪
烁，就已归入沉寂。但站
在这茫茫天地间的人的生
命，却也能书写一个自强
不息、竭尽所能、勇于担
当和精神传承的自己。
敬畏历史、敬畏大自

然，也敬畏生生不息的渺
小而伟大的生命。这就是
冠岩溶洞带给我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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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最近，我每天上班路
上都得经过的那座电话
亭，那座曾经像花儿一样
开放着的街头电话亭终于
也被拆掉了，看着工人们

忙着收尾的场景，我不禁停下脚步，心
中，感慨良久。
街头电话亭出现的一大原因，是为

了顺应当年 '(机大量涌现后的急迫需
求。人在路上，腰里的 '( 机“哔、
哔”地响了起来，于是赶紧找一个最近
的公用电话亭回电，而如今，千树万树
梨花开的 '(机几乎已经销声匿
迹，手机也早已普及，街头电话
亭越来越乏人问津，一点点被淘
汰也就并不奇怪了。

与 '( 机的昙花一现相比，
马桶的变迁，与百姓生活更有着
千丝万缕的关系。仿佛还在眼
前，上海滩的弄堂人家、古镇居
民，几乎家家都离不开那种老式
的木质马桶，一户人家如果没有
了它，会落到何等尴尬窘迫的地
步啊！有趣的是，马桶还能担当
起其他的重要角色。新娘出嫁，
嫁妆中少不了其化身的“子孙
桶”，桶里塞着花生、红枣、桂
圆等物件，寓意着早生贵子、多
子多福等美好的愿望。
但是，尽管如此，最近一二

十年来，这种老式马桶正在越来
越快地被淘汰，其势头谁都难以抵挡。
由此及彼，那种“唧唧复唧唧，木

兰当户织”的乡下土布早已失去原先的
地位，在现代农村，你除了在文博馆和
“农家乐”旅游点，几乎已经找不到老
式的纺纱车、织布机。那些用老牛拉着
或者靠脚踩踏的汲水车，那些蓑衣、草
鞋、油灯、柴灶等，也相继淡出了我们
的生活。
按理说，这些旧事物的被淘汰，是

百姓生活不断走向都市化、现代化进程
中必然出现的结果，取而代之的新事
物，给我们带来了诸多便利、舒适乃至
优雅、潇洒，值得我们尽情叫好。
然而，一种充满矛盾和纠结的现象

出现了———明明正在惬意地享受着现代
化生活所带来的快乐，却又不时地追忆
往事，留恋于逝去的时光中。不是吗，
当年，“老三届”知青在经历着种种磨
难时，谁不渴望早日脱离这个苦难之
地？可如今，他们却结伴而行，回到过
去插队落户的地方。
奇怪吗？不。因为，他们的旧地重

游，并非想回到之前的困顿生活中去，
而只是寻找一份曾经留下的激情和亲
情。历史是有感情的，当感情被抽空，
历史也就被遗忘了。也正因为如此，有

识之士一再呼吁要加强民族文化
的传承和保护，对一些开发商为
了谋取高额利益，随意拆除石库
门房子等行为加以严厉指责和阻
止。
但是，我们也清楚，所有的

石库门房子是不可能都被无序而
散乱地保存下来的，即便是弄堂
游戏，也有专家指出，“放风筝
也好，弄堂游戏也罢，它们看上
去都是物质的东西，实际上还粘
附了许多非物质的东西，比如记
忆、情感等。”这番话引出了另
外一层意思：“延续百年以上的
上海弄堂游戏习俗逐渐走向衰
落，也是时代变迁的必然结果，
失去了就失去了，不必刻意地再
去推广给下一代孩子。”
上世纪八十年代，几乎全民

都在玩着游戏魔方，现在玩的人就很
少。现代互联网上的游戏多得很，也好
玩得多，你硬要再普及魔方，可能吗？
专家的例证颇具说服力。
有些东西总是会被淘汰的，我们无

法回避这一现实。所以，在我看来，当
地铁取代昔日的“巨龙公交车”，当豪
华邮轮越来越频繁地停靠在长江口的码
头上时，我们除了保存好一份记忆外，
最值得去努力的，是赋予旧事物以新的
元素，更不妨搭上这些“时代列车”，
去看一看日新月异的世界，去好好享受
眼前已有的新生活。

很高兴，许多人已经做到了这一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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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此时，我正坐在窗下，格非的小说
《春尽江南》已翻到了最后一页。窗外
一丛翠竹在风中摇曳，新发的嫩叶正慢
慢舒展开来。趁着假日，把曾耽搁了一
段时日的格非“江南三部曲”的最后一
本书一口气看完了。合上书页，一丝淡
淡的轻松愉悦掠过心头。平日于忙碌
中，总是零敲碎打地胡乱翻一些书，好
久没有这样专注地阅读了，也没有这样
淡定地坐上一整天。我忽然感到读书要
有一种心情的，那就是风轻云淡、安逸自
在，也就是能平心静气放下一切去阅读，
不管外面刮风下雨，不去想任何事情，
让纷扰让位于心的宁静。这样，你就自
然进入了书中，随书中的情节而悲喜，
与书中的人物共呼吸，让你欲罢不能，沉浸其中。
上中学那会儿缺书看，家中多是父亲带来的诸如

《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国家与革命》和
《毛泽东选集》等书籍。夜晚，坐在被窝里，我专看
书中注解，竟也读得津津有味，了解了不少历史人物
和事件。那时能借到一本文学书，往往兴奋不已，躲
到一个角落，痴痴地看着，不知外面天色已黑，忘了
回家吃饭。有时放学回来做饭，空当间捧起本还未看
完的书，直至闻到饭被烧糊的焦味才如梦初醒。现在
想来这样的读书滋味让人怀念，也很享受。那一刻，
红尘远去，心无杂念，只有灵魂与灵魂的碰撞清晰可
闻，带着不可言喻的心情。
我一直对千古流传的“头悬梁、锥刺股”的“苦

读”精神心生敬畏，但从今日的眼光来看，又不免感
到这种“自残”式的读书，既有迫于挣脱环境、出人
头地的无奈，也有内心的焦虑和煎熬。我倒更欣赏在
心情放松状态下的读书，如唐代诗人刘禹锡所述 )

“数间茅屋闲临水，一盏秋灯夜读书”。蒲松龄在《寂
坐》诗中写道：“平生喜摊书，垂老如昔狂。日中就
南牖，日斜随西窗。”这种阅读的闲适和随性，让人
感受到了不为名利所累、不为外物所动、自得欢愉的
心情。至于白居易的“月下读数遍，风前吟一声”，
更透出几分阅读的清雅潇洒。

古人说)“读书，放宽著心，道理
自会出来，若忧愁迫切，道理终无缘得
出来。”我以为良好的心情对读书至关
重要，能决定阅读的效果。人若舒畅，
气定神闲，在好心境下，很快就会进入书的世界，被
书所迷，如痴如醉；如若烦忧不快，处于浮躁、遑遽
之中，就难以静心，甭说只字不进，就是硬着头皮看了，
也难免浮光掠影，不知所云，怎谈得上读书的乐趣？

读书不能“叶公好龙”，浪得虚名；也不是强加
于人、无可奈何之举，而是修身养性、提升自我之自
觉行为。如苏东坡“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也；
似漫步林间、海滩，想走则走，想停则停，自由奔
逐，轻松随意，追求内心的畅快，在惬意中，真正融
入于血液里，全然“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齐一”，
那该是多么美妙的感觉。

雨中端午 （中国画） 夏佩明

别 致
苏剑秋

! ! ! !那年阳春三月，细雨绵绵。我有幸陪同著名画家
沈柔坚先生赴郊县松江，考察继金山农民画之后，又
一个新兴艺术群体———松江农民丝网版画。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上海版画展上，有不少新人

作品展露。当沈柔坚听说松江县农民在搞丝网版画
时，觉得又惊又喜。这是在传统农民画中开拓和发展
的一个崭新的艺术领域，而且在国内还没有先例。值

得一看。我们抵达县文化馆
时，一群憨厚质朴的农民画
作者，拿着他们的艺术成果
在静候。其实这是一次小型
作品观摩会，看着一幅幅油

墨飘香的作品，很接地气。这群青年农民在老师的悉
心教导下，用丝网套印加感光合成的新技法，运用自
如地表达自身的天真和对生活的钟爱。带着淳朴的情
感，开始用单色，逐步发展到用套色，突出泥土气息
和肌理效果，巧妙地充分发挥感光的特性，天人合
一，的确创造了一番天地，实属不易。

沈柔坚静静地仔细观看作品，他说：“你们自由
地绘写形象，大胆地安排画面，人物和动物配置风景
均强调动态，简约夸张且粗状古拙而带有些稚气，饶
有风味地显出泥土气息和农民画的异趣。”是啊！这
些农民画家，从自己的日常中撷取题材，加以艺术创
作。如今又运用感光这门现代技术，使得艺术上更进
一步。丝网版画的优点是制作上简便，将画稿复在丝
网版上，涂上油性或水性颜料后一刮而就。自从运用
了感光技术后，大大加快制版速度，表现手法也更宽
广。大家一致认为，眼前这些农民画，画风有些接近
民间传统的剪纸和皮影一路，农民画家也正是从这几
个方面来研究创作学习的。
时光荏苒，转眼三十多年过去了。回想起了那年

的松江之行，自然而然想起沈柔坚和松江农民丝网版
画。一个大艺术家的胸襟是什么？从容和淡定，评判
艺术作品高低只能是内心的感动。近年来，偶有在电
视上看到介绍松江农民丝
网版画，今非昔比喽，形
成了规模化集团化，而且
越画越好，当年的青年农
民大多已过知天命了。这
个时段正是艺术家创作黄
金之年。那年沈柔坚的独
具慧眼，验证了他是松江
农民丝网版画的最大拥
趸。版画艺术永远不会
式微。

开心就好 画到梅花墨自香 周建国 篆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