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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富

总是在黎明时想起你

是你捧起晨曦中第一丝光亮

将汗水甘醇成露珠

滋润着嫩嫩的幼苗

迎着朝阳

把青春燃烧成茁壮的底色

总是在午后的阳光中想起你

三尺讲台上你正挥汗如雨

那方黑色的土地

吮吸着你的浓浓心血

你的青丝

又被粉笔染白了几缕

总是在清风习习的夜晚想起你

灯光下你在默默耕耘

你窗前的那盏灯

闪耀了你的多少春秋

那灯光已经装满你深深的皱纹

今天

我不愿把你比作燃烧的蜡烛

那样殚精竭虑太残忍

也不愿把你比作吐丝的春蚕

那样呕心沥血太叫人心疼

我只想说

你就像山涧中流淌的清泉

将甜蜜和芬芳浸入大地时

也给自己激起了绚丽的浪花

（作者现居云南）

九月十日献诗

□朱光宇

当吐丝的太阳

在九月结出神圣之茧

怒放的花朵

便以白描手法

为园丁写意

心灵的阳光

播撒绿色梦想

生命的雨露

沐浴金色栋梁

钟情桃李的讲台

芬芳台下的喝彩

凝聚血汗的教鞭

书写东方的传奇

被震惊的世界

肃然起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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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扮演一位好丈夫

□清如

（接第八十七期）

作父亲的要做到

君、亲、师。除此之外，我们再来作更深入

的探讨———“丈夫三义”。

恩义

身为丈夫，理应用父母赋予的这个

身体，并通过自我努力来报答父母的养

育之恩，这就是“恩义”。 父母对我们恩

重如山，这“恩义”回馈了没有？ 我们怎

么能不对家庭有所付出和照顾呢？ 你能

尽好孝道，才能带领下一代将来恪尽作

儿女的本分，也能孝敬父母

,

代代相传。

所以“恩义”我们一辈子不能忘记。

情义和道义

“恩义”之后，还要想到“情义”，就是

“夫妻的情义”。 许多夫妻在婚前非常恩

爱，花前月下，信誓旦旦，“海枯石烂，今

生今世永不分离”等这样的誓言就是表

明丈夫对妻子忠贞不渝。 可是现代社会

这些挂在嘴上的爱并非都是真爱。 何以

断言？ 因为我们没有“恩义”、“情义”作

为后盾。 我们知道，妇女大量投入在社

会上工作后，男女的感情一旦没有道德

作为后盾的束缚力量就很容易出轨。 所

以每一个人在内心感情世界欲起变化

前，想到上有父母，内有妻子，如何能对

他们交待？ 想到“恩义”、“情义”，内心就

有所节制

,

当然就不敢越雷池一步，更不

会一路踏错下去。 现代社会尤为要注意

的是不可以存有这样的想法：“我想要的

我就可以得到。”因为一个人对感情不忠

实，造成的后果十分严重：

对上：父母为之伤心、忧虑，还要操

心照顾失去父爱或母爱的小孙子、 小孙

女。

对内：妻子会受很大的伤害。如果怀

着伤痛的心远离而去，岳父、岳母也会为

女儿失去家庭而牵挂一辈子。

对下：无辜的、可爱的孩子，在天真

浪漫的儿童时代便失去了来自温暖家庭

的父爱或母爱。 对孩子一生的负面影响

更是难以估量。

对社会： 小则表现为家庭的不幸和

痛苦会波及周遭人们正常的工作生活，

大则可能引发不同形式的恶性犯罪。

作丈夫的如果能想到这些， 哪敢不

对家庭负起道义的责任？为人父母，我们

也应该有这样的认知：不应该爱的，不能

爱的，我们连起心动念都不可以。

作丈夫的要有“恩义”、“情义”，除此

之外还要有“道义”，也就是要对家庭负

有道义、责任。

现代很多作丈夫的为了生意、工作，

每天把精力全部都投入进去， 下班以后

还要有种种应酬、接洽、公关，难免会进

入一些所谓的声色场所。 这样的场所诱

惑的力量非常的大， 而且往往不是一个

人有能力可以控制的。面对这种情形，有

道义的夫妻会如何做呢？

作妻子的平时要扮演好自己的角

色，一定要关怀自己的丈夫，比如上下班

有没有不正常的情况？ 作丈夫的如果

心存道义，就知道要做好丈夫、好儿子、

好父亲， 对于家庭也就绝不敢轻易地毁

坏它。当他涉足任何不正常的场所，就会

有所警醒、有所节制，因为他要对自己的

家负起道义的责任。

所以恩义、 情义和道义可以说是维

系一个家庭幸福的关键所在； 是作为丈

夫的道德关卡所在。 如果每一个作丈夫

的在婚前能对这三义有所认识， 在组建

家庭之后懂得如何扮演好「做之君、作之

亲、做之师」的角色，缔造一个幸福的家

庭应该是很容易的。

（完）

也论现代人少点生活情趣

□苏明琴

最近在某本杂志上读到作家黄苗子写

的《现代生活少情趣》一文，内心颇有同感。

作家写道：从前，人们出门坐远洋船，

从上海到巴黎，沿途经过香港地区、越南西

贡、新加坡和斯里兰卡，经红海，通过苏伊

士运河，入地中海，再从马赛到巴黎，总共

要三十多天时间。 船上有闲，可怀念故乡、

回忆亲友和儿时往事，写信或写文章。许多

空日子任你安排，这也是人生一乐。 现在，

人们出门坐飞机， 睡一夜便到了巴黎或伦

敦。现代化生活缩短了人类的时光，压缩了

人们的感情生活。

上世纪五十年代， 我由江南来到河南

生活，但隔几年便要回江南探亲一次。火车

到了苏州，离我的家乡还有近七十公里。我

每次总要选择坐轮船回震泽镇， 好一路上

重温水乡风光。

轮船从苏州门码头驶出，不多时，便远

远望见了宝带桥。桥始建于唐代，千百年来

虽屡毁屡修，现在仍横跨在澹台湖上。望着

这座在心中久久期盼的长桥， 我不由滚热

的泪水夺眶而出， 回忆的点点滴滴又涌上

心头。 宝带桥，我又回来了！

1951

年的

10

月，我就是从你身边驶过，奔向远方的。

从苏州到震泽镇， 小小的客轮行驶在

京杭大运河上。但见河中芦苇青青，白帆点

点，渔歌悠扬，一座座纤桥连着渡口，凉亭，

桑园，苗圃。 岸上商铺林立，粉墙黛瓦的民

居，小巷，河埠，拱桥，人家，组成了一幅幅

出神入化的江南风景图。 船过平望镇的莺

脰湖，客轮便从大运河驶入内河，直抵震泽

镇。三五小时的“船程”，耳听得满船皆是熟

悉的吴侬软语乡音，有头箍青布巾的阿婆、

阿嫂，有嘴叼烟斗的大叔，也有妙龄的水乡

姑娘，叽嚷嬉笑间，隐约还有人在轻声哼着

越剧“梁祝”…… 码头近了。 船一靠岸，便

有小贩手托着木盘上船， 向旅客兜售当地

的一些土特产，如平望镇的麦芽塌饼，震泽

镇的卤汁黑豆腐干，而且这些土特产，大多

物美价廉，很受旅客欢迎！

现在这些令人向往的情景， 已随着城

乡一体化，工业现代化，乡镇企业的蓬勃发

展，一去不复返了。如今的人们一出苏州火

车站， 大都拥向一辆辆长途公共汽车或出

租车。客车驶向千篇一律的高速公路，在寂

静的空间里飞奔，空乏无聊间，昏昏然不到

半个小时，或顶多一个小时，便把人们送到

了想去的地方。

京杭大运河里的客轮早停航了。 有人

不屑地说，“现在谁还会去坐这种慢吞吞的

轮船！ ”是啊，换乘别的交通方式，快是快

了， 但就像黄苗子说的，“没有足够的时间

咀嚼乡情、缅怀往昔”，这样的旅行还有点

生活情趣吗？

我

爱

读

书

□

王

芷

若

读书是一种享受， 我们

可以在享受中有所体会；

读书是一种体会， 我们

可以在体会中感悟乐趣；

读书是一种乐趣， 我们

可以在乐趣中获取知识。

我读书，我学习！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

梯，它引导我们奋力前行。多

读书，读好书，会使我们远离

庸俗，告别无知。一个有着深

厚文化底蕴的人， 往往给人

一种铺面而来的清新感觉，

一种让人窒息的高贵气质。

在读书的过程中， 我们

逐渐培养起一定的文化修

养。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

自有颜如玉”，只有多读健康

有益的书，努力地学习，才能

为自己幸福的将来奠定良好

的基础。 读一本意义方长的

书，能加深我们的理解能力，

让灵魂感到冲突。 “读书百

遍，其义自现”。每次读书，都

能秒趣横生， 并从中得到可

贵的知识。

我读书，我成长！

“当你需要帮助时，书会

伸出援助之手； 当你感到痛苦时， 书会为你抚平伤

口；当你在布满荆棘的人生之路上迷失方向时，书犹

如一座灯塔，为你指明航程……”这是我写在自己读

书笔记上的一段话。 读书不仅给了我知识，乐趣，读

书更给了我力量。 我在读书中成长！

书籍是人类数百年来无数聪明才智的载体，它

记录着人类几千年的知识教训。 在书籍中品味知识

的博大精深，在书籍中培养修养的文雅得体，在书籍

中开拓视野看大千世界， 在书籍中学做人处事的方

法道理。 这也许是读书的真正目的吧。

我读书，我充实！

可能是受爸爸妈妈的熏陶吧， 我从小就喜欢读

书。 从报纸到杂志，书刊甚至到字典，只要带字的我

就喜欢看。 因此，在我家的每一个角落，你都能找到

书的踪影。 但我并不满足，还会经常到书城去看书，

让自己在书的海洋中尽情遨游，畅饮着智慧的泉水。

在读书中，无数斑斓的日子悄悄从指间滑过，我

也在不知不觉地长大，书给我带来了许多的乐趣，也

使我从中得到很多经验。 因此，我感谢书，是它让我

的生活变得更加充实。书是人类文明的使者，它寄寓

着人类热切的希望，蕴藏着人类丰富的感悟。陶醉书

中，纵可体会千古渊源，横可领略八面风情。

我读书，我享受！

童话是一张软和的摇篮，是母亲最温柔的抚摸。

我喜欢课外阅读也是从看童话书开始。当我读到《绿

野仙踪》和《海的女儿》时，我才知道，原来有这么一

个世界。 这个世界充满爱，充满人间最纯净的快乐。

在文学故事的殿堂里， 我常常不由自主地陷入一个

个故事之中。当白雪公主逃脱了恶人的诡计，我禁不

住大声叫好；当睡美人重获新生，我快乐无比；当福

尔摩斯巧妙地揭穿骗局， 我悬着的心才渐渐平静

……现在想起来，心里还有一股甜蜜的感觉。当我读

各种知识百科时，从书中发现了一个又一个秘密。猿

人是人类的祖先；恐龙十分高大可怕；遥远的年代，

人们钻木取火……原来世界这么奇妙！ 当我每次爱

不释手地合上书，脑海中还不断浮现出各种画面。当

我一下子弄明白生活中的各类怪异现象时， 心里就

会涌出难以抑制的欣喜。

我读书，我快乐！

书像一扇明净的小窗，打开它，我分享到别人的

快乐；书像一位可亲的长辈，用他的亲历告诉我怎样

才能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人生。 拥有书， 就拥有快

乐，大家快来读书吧！书，是知识的海洋，书是智慧的

源泉，是人们走向成功的捷径。 可以这样说，没有一

位成功人士的背后没有书的帮助。 所以，我爱书，爱

这些为我们在知识的海洋中导航的航标针。

读书虽苦，但乐在其中。它就像一场倾盆大雨后

美丽的彩虹；它就像认真准备后考出好的成绩；它就

像挫折磨难后美好的生活。我以读书为乐！读书让我

知道了什么是酸甜苦辣， 读书让我知道了怎么为人

处事，读书给了一生最大的财富———知识。 所以，请

大家一起热爱读书，以读书为乐吧！

（文章刊登有删

节）

（作者为沁阳市实验小学学生。辅导教师：赵彩虹）

登 山 与 悟 道

□张文利

因为从小就生活在山里的缘故， 对山

有一种格外的偏爱， 即便长大后到了山外

的世界闯荡，也依然喜欢登山。

“登山可以近道”———这是我在登了许

多山后得出的感受。人们常说：“天下名山，

皆为道家所占。 ”此话不为过。 无论是雄伟

挺拔的北方山岳， 还是玲珑峻峭的南方秀

峰，但凡有点名气的都有道家的一席之地。

每至那陡峭的石阶上攀登时， 每至道观中

静听晨钟暮鼓之时， 我常常思考这样一个

问题：道家为什么要把自己的观宇（从某种

意义上讲也可以叫做思想） 建立在这样奇

绝险峻的山巅，花费如此大的人力物力，难

道真能使信仰者羽化飞仙吗？

道家思想从产生开始， 似乎就是专与

这个世界相对抗的。道家崇尚“虚无”，而这

个社会崇尚“名利”；道家主张清净无为，而

这个社会偏偏又躁动不安。 红尘滚滚的世

界中，道家似乎找不到自己的安身之地。既

然这样，那就远离红尘吧，在那高出于尘世

之上的山峰，在那人迹罕至的幽谷，建立起

思想的观宇。 也许只有这些地方， 才与那

“冥冥”的宇宙大道相通，才能保持道家思

想的纯洁与灵性。于是“道”远离了红尘，卓

立于尘世之外。

其实“道”又何尝远离我们，它就深植

于我们的心灵，它需要的是觉醒。在这世俗

中，我们永远是匆匆的过客。尽管我们的思

想终日浸泡在尘世的诱惑中， 尽管我们终

日为世俗的功利奔波劳碌， 为人生得失或

悲或喜， 但在那心灵的尘霾中总有一丝光

亮———就像那沉沉海雾中的灯塔，在引导、

召唤着我们的心灵。在寂静无人的长夜，在

浮华过后的安闲， 这种来自宇宙深处的光

亮就会透进我们的心灵， 就那么短短的一

瞬，却让我们感到无比的沉静和安定，让我

们感到飘逸和超然。 我想这样的感受大概

就是心灵深处那种“虚无、澄静”的道的觉

醒吧！

登山，去那高山上访道，这是心灵觉醒

的最佳方式。在专注的登山中，我们的思想

开始被过滤，开始归于沉静，我想这仅仅是

悟道的第一步吧。经过了长途的跋涉，当我

们登至峰巅时， 我们也就进入了那较为深

层的悟道了。在那袅袅的轻烟中，在那悠悠

的钟磬中，在“仰观宇宙之大，府察品类之

盛” 的游目驰怀中， 我们似乎触摸到了那

“虚无、澄静，悠远绵长”的大道，这是宇宙

的本源，心灵的本源吧，无以言状，只能用

心去感受。 这种感受，会在一瞬间，注入我

们灵魂， 让我们灵魂一下子从世俗的尘埃

中飞腾出来，融入了宇宙的浩渺中。

让我们去登山吧， 去寻找那淹没在红

尘的心灵中的“道”吧！

大师的尊师风范

□张光茫

尊师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古人

讲，“一日为师， 终身为父”， 在拜师入门

时，做弟子的要行极其隆重的大礼，以此

表达对老师的敬仰。在教师节即将来临之

际，品读大师的尊师风范，会给我们带来

更多有益的启发。

现代文学大师鲁迅，对启蒙老师寿镜

吾一直很尊敬。他

18

岁到南京读书，每当

放假回绍兴时 ， 总要抽空看望寿先生 。

1902

年至

1909

年， 在东渡日本留学的

8

年间，他经常写信向寿老师讲述自己在异

国的学习情况。 一次，他奉母命从日本回

绍兴办婚事，仅在家中停留了四天，但他

仍在百忙中抽时间专程探望了年逾花甲

的寿先生。后来鲁迅在日本听到章太炎的

课，大为受教。

１９３６

年章太炎先生逝世，

鲁迅抱病写下了《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

称其为“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 接着

又写了《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同

年鲁迅逝世，此文没有写完，成了让人扼

腕的绝笔。

国学大师季羡林，在清华大学旁听过

陈寅恪的“佛经翻译文学”，萌发了梵文和

巴利文研究的种子。 二战结束后，季羡林

回国，凭借在德国期间出色的学业和研究

成果，加上陈寅恪的大力推荐，北大立即

接受。

1946

年，时年

35

岁的季羡林入北

大，先聘为副教授，一个星期后又转为正

教授，并兼东方语言文学系系主任，将一

生奉献给了北大。 为了缅怀恩师，季羡林

先后写了 《回忆陈寅恪先生》、《纪念陈寅

恪先生》等文章

,

表示对陈先生的敬仰和

怀念。 季羡林曾无限深情地说，如果没有

陈先生的影响，他不会走上现在走的这条

道路。

书画大师启功众多的老师里，历史学

家陈垣有点石成金之功。如果没有认识陈

垣， 启功终其一生可能就是一位教馆先

生。 初次见面时，陈垣告诉启功，“现在看

书先要看《书目答问》”。 这是陈垣的经验

之谈。 陈垣

16

岁时就系统阅读 《书目答

问》，并根据书中提示买书、读书。 晚年启

功回忆起这一幕， 动情地说道：“我从

21

岁起识得陈垣先生，直到他去世。 受陈老

师教导，经历近四十年。 ”启功为报师恩，

耄耋之年，呕心沥血伏案三年，创作了上

百幅书画作品。在陈垣先生诞辰

120

周年

之际，他以在香港义卖所得

163

万元设立

了“耕耘”基金，以慰老师于九泉。启功说：

“陈老师教导我的样子， 我现在蘸着眼泪

也能画出来。 ”

当代文学家汪曾祺，解放前在西南联

大读书， 不久沈从文就发现了汪的才华。

沈从文曾经对人说过，汪曾祺的文章写得

比他自己的还要好。 汪的“课堂习作”，沈

从文给过

120

分。 沈从文在教学中，发现

学生好的文章，就推荐给报刊发表。 汪曾

祺说：“我在

1946

年以前写的作品， 几乎

全都是沈先生寄出去的。”文革结束后，汪

曾祺以《受戒》和《大淖记事》等扬名中外，

由此确立了他在当代文坛上著名小说家

的地位。 沈从文逝世后，汪曾祺去送他最

后一程：“沈先生面色如生， 很安详地躺

着。 我走进他身边，看着他，久久不能离

开。这样一个人，就这样地去了。我看他一

眼，又看一眼，我哭了。”汪曾祺以《星斗其

文，赤子其人》为题写了纪念恩师的文章。

鲁迅先生曾说过，天才可贵，培养天

才的泥土更可贵。 现今的社会，更应该是

一个知识社会、尊师社会，在沧海桑田的

日月变迁中，只有学会了尊师，才能获得

个人、民族、国家长久的发展空间。此时此

刻，大师们的尊师风范，为我们树立了很

好的榜样。

书画苑

沁园春长沙 朱东瑞

书

国色天香 翟立中

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