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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篆白：从入合二，二为阴数，合

阴数于中用事为白，其本义作“西方

色也，阴用事，其色白”解（见《说文解

字》许慎著）。 汉代五行说盛行，谓日

为太阳位东方主青色，月为太阴位西

方主白色，故白为西方色，即白色之

称。

白，象征着无比的高洁、明亮，在

森罗万象中有其高远的意境。

春风夏日，朗空的白云，高旷而

悠远；秋夜澄空，月白风清，幽静而清

凉。春日的白玫瑰，夏时的白荷，秋天

的白菊，冬季的白雪，千样的洁白，万

种的风情，巧妙地为大地点缀出净洁

明亮的光彩。

白，代表着纯洁。 荷塘中莲花朵

朵，清纯素雅，蕴意着出污泥而不染

的高洁；洁净剔透的白玉，蕴润着纯

洁，有如君子之风。品德的恪守，犹如

净白的花朵与白玉。 故先贤警示“细

行不矜，终累大德”，正是对人品风范

的垂勉。

白头偕老，是夫妻携手的最初心

愿，踏上红地毯的那刻，内心喜悦幸

福，有情人终成眷属！然生活中，总有

些磕磕碰碰，此时，更需彼此互相体

恤、宽容，相互珍惜，才能共同幸福地

走完人生，这白发的相守，也是对一

生珍爱承诺的兑现。

在外的游子，每当回乡看到父母

那满头的白发时，内心总会涌起深深

的伤感。丝丝白发，包含多少辛酸，多

少血泪，多少汗水，又有多少的关怀

与呵护，这份至情厚爱，哪怕用我们

一生，都难以报尽，又怎能做出让父

母伤心之事呢？

白色，还有突显的效果，尤其在

深浓的色彩间，一道白色，几滴白点，

就能起极大的鲜明对比作用，难得的

是白色有极大的包容度，任何颜色皆

能与之相溶搭配。 素白的奇妙作用，

在生活中，一景一物，仔细观察，方知

白色的运用何其宽广巧妙！而适当的

留白更是高远的艺术境界，人生也一

样需要一点留白， 让自己有回旋余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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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的艳阳

诱惑登高的欲望

跋涉的脚步

踢踏欢乐的海拔

猴子攀越枝头

折腾猩红的野果

鸟儿扑扇危崖

悬空幽寂的啁啾

溪水缠绕葛藤

明暗清澈的碧绿

裸露的赭岩

沸腾游人的血液

挺拔的松柏

青翠不老的岁月

篱边石凳

光滑咏菊的身影

把酒仙境

悠扬晨钟暮鼓

宁静云淡风轻

何时罕见“腰里横”

□杨寿远

前时到东北三省转了一圈，在行

进的火车厢里， 在疾驶的公交车内，

看到不少男女青年或坐着或站着专

注地玩手机， 弄不清他们是在打游

戏，上网聊天，还是在看新闻？同时隐

隐觉得人们总以异样的眼光盯着我

腰间。 大连到丹东的火车上我在打

盹，乘务员查票时对我喊：“醒醒！ 不

要把手机丢了！ ”那话里分明有戏谑

的味道。直至返途在北京一号线地铁

乘车有人给我让座时 ， 方如梦初

醒———我太土了，土在手机装在腰带

上的机套里，如此装束全车厢找不出

第二人！ 猛一回想，两周内仅在哈尔

滨至沈阳的火车上遇到一位和我同

样方式携带手机的人， 我俩并排坐

着，互相瞅一眼对方腰间，相视一笑，

聊了几句。 那人

40

来岁，脸和我一样

黝黑，是三江平原的一位农人。 除他

外，包括同行的几位驴友从未见有人

腰里挂手机。

返程至新乡，大学时的老师和同

学为我接风，谈及此事，老师说“腰里

横”早就不时兴了。 用了多年手机的

我那时才知道，将手机装在串在腰带

上的套里叫“腰里横”。

曾几何时，常在街上看到有大腹

便便的人在行驶的小轿车里，左手握

着方向盘，右手拿着砖头块状的东西

在说话，更有肥头肥脑的人干脆将车

停在人多处，站在小车旁，面向一街

两行的行人对着砖头块大声讲话，好

像在向对方作指示，那种神情很正经

很专注，炫耀得让人咋舌。 他们手里

拿着的砖头块叫 “大哥大”， 是新名

词，不知是国粹还是泊来品。 后来听

说还有一种移动电话叫“大姐大”，我

始终没见过，或许见过只是不知道那

玩意儿就是“大姐大”。

十四年前，我曾是一个小单位的

头头，在几个同事的撺掇下，千把块

钱买了一个传呼机，又叫

BB

机。 机

号的后几位数曾是一次中大奖彩票

的号码，可惜机主没有财气，而后每

想及此，总咋咋嘴，甩甩手。为了冠冕

堂皇的工作需要，给单位司机也配了

一个传呼机。 那时，腰带上挂个传呼

机似乎增加了个人和单位的品位。半

路上机器响了， 找个固定电话打过

去，路旁若有

IP

卡电话亭，插卡回个

话很方便。

1998

年暑假，大学同学聚会，豫

西的一位学兄已是局长了，但见其腰

间并排挂着手机和传呼机。同学们说

话间，一会儿传呼机响了，其利索地

从腰间取出看看号码， 再插入机壳，

然后快速地从腰间取出手机回个话。

若传呼机一会儿没响，就取出手机拨

个号，说几句无关痛痒的话，很是潇

洒。末了，打印师生的地址通讯方式，

四十多号人有手机的两人，有传呼机

的五人，连宅电亦无的九人。

曾听人说，有位学生的家长是当

官的。班主任老师在一次电话家访结

束时问那位学生的家长：“能不能把

你淘汰的旧手机给咱一个？ ”这话，败

了可怜穷教师的兴，也流露出灵魂工

程师对手机那玩意儿的渴望。

不知不觉间，坐小汽车的，骑摩

托车的 ，开三轮车的 ，走路的 ；上班

的，务农的，打工的，收破烂的，据说

还有讨饭的，无论在大城市还是小山

村，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数以亿计的

人拥有了手机。手机专卖店货柜里的

进口货、 国产货还有山寨货五花八

门，价位论百的、论千的、论万的高低

不等，手机的日新月异更新换代让人

们措手不及，常常叹息。大街上，穿着

高跟鞋挎着进口坤包，长带当风的女

士小姐们边走边旁若无人地打电话，

小巷里，随处可见三教九流的汉子们

人人都有“腰里横”。

不知不觉间，大哥大、传呼机成

了收藏品；不知不觉间，城市里的

IP

电话亭由鲜亮到残破； 不知不觉间，

手机套子难买了，携带手机的方式改

变了，车流人海中罕见了“腰里横”。

我等稍不留心，与周边人物环境已不

相适应，“腰里横” 显得那么扎眼，真

的落伍了。

我愿

□杜兴富

重阳

叶红

菊黄

一簇簇银发老人

晒着仲秋的暖阳

佝偻的身躯

记载着一生的艰辛

满脸的皱纹

铭刻着岁月的沧桑

一个个慈祥的脸庞

多像我当年的爹娘

父母的养育之恩啊

儿女该如何报偿？

我愿作一排衣扣

为你把风寒遮挡

我愿作一碗鸡汤

滋养你柔弱的胃肠

我愿作一台空调

确保你冬暖夏凉

我愿作一条香枕

夜夜伴你进入甜蜜的梦乡

我愿作一把晴雨伞

为你把雨雪和烈阳遮挡

我愿作一根拐杖

陪你走过人生的山高水长

父母啊！

你给儿女的

是一轮金色的太阳

儿女的孝顺

只是如豆的灯光

微薄的报答还远远不够

下辈子还做你的儿女

加倍孝奉你啊

恩重如山的爹娘！

重阳四首

□董尚祥

重阳登太行山

千寻峰树万寻云，踏遍青山日又曛。

揖别红枫犹踌躇：金秋还是百花春？

九月九日偕天荣重登太行绝顶

九日重登太行顶，俗怀都付渺茫中。

青山为主我为客，白水自西风自东。

烟霭蒙蒙天宇碧，松涛滚滚岭丘红。

高飞鸣鸟翱翔阔，枫叶飘然嬉媪翁。

九日登沁河大堤

高台难上且登堤，似水流年百草萋。

丹沁依然沙卷浪，峰峦幻矣霭生霓。

人间九日无常在，物类千家岂可齐？

今晓平芜润秋露，怀川望到夕阳西。

踏莎行·重阳

黄叶摩天，秋风扫地，无边落木萧萧坠。 飞霜最喜菊

花开，漫山遍野皆陶醉。

今又重阳，年过七十，鬓稍斑白丝丝累。 梦中昨夜越

新巅，神农峰顶云霞蔚。

敬老养老是福气

《论语》有曰：父母在，不远游，游

必有方。 初读此句，并无什么特别感

受，只能大概理解其中的意思：当父

母还健在的时候， 不要到太远的地

方；如果非去不可，也当有一个明确

的去处，才能令父母安心。

近年来， 年轻人留下年老父母，

到城市工作已成为潮流趋势。不少老

人，子女不在身边，有了病痛，也只能

拖着病体与老伴相依为命。更有些子

女，还将孩子留给老人照看，于是老

人不但要照顾自己，还要替子女照顾

孙儿辈，生活更显艰辛。

人，总是会有老的一天，也会有

病的时候。 在老病交迫时，正需要亲

情的陪伴与照料，子女不管怎样都要

留在身边照顾。 换成我们自己，谁不

想此时能有亲人在身边呵护和照顾

呢？可如今，子女在外工作，与老人分

开， 难以在最需要的时候尽到孝心，

也使在病苦中的老人，更添加了不少

的寂寞与孤独。

有些年轻父母， 因为不习惯老

人，所以不愿意跟老人住在一起。 比

如， 年轻人的饮食与老人不一样，老

年人喜欢柔软一些的食物，年轻人却

觉得这样的食物太烂不好吃。其实就

分两次起锅就行，老人家的就多焖三

两分钟就好； 又有些长辈喜欢唠叨，

看哪样不好就要念叨上几句， 常常

念，常常说，晚辈听多了也会心烦难

受。 但我们千万不能说老人爱唠叨，

想我们小时候何尝不也是那样老爱

问，问东问西，同一件事不知问过多

少遍还在问。 又或者，有些晚辈爱干

净，嫌老人家生活随意。 其实小时候

自己怎样走过来的，家里的环境不也

就是如此吗？ 对于老人家的节俭，我

们既要能体谅，也要能学习。

这些事，仔细看，也都是一些琐

事，需要互相谅解与包容。 对子女而

言，孝敬长辈，令长辈欢喜，是我们的

本分。 而长辈对于晚辈，也需关怀爱

护，了解子女在职场上的工作压力也

挺大的，一两句体贴的话，会让彼此

的心更加靠近。 家人间，常以这样温

馨的话语来调和，家庭会更显和睦。

唐朝张公艺为何能九

代同居， 使家族和睦兴旺？

其关键就在一个“忍”字，因

此留下“公艺百忍”的佳话。

家庭中的很多琐事，的确需

要彼此的宽忍。 忍，实际也

是爱的一种表现， 因为爱，

便会退让、礼让、忍让，于是

许多冲突，会化之无形。 特

别是在大家族中，更需彼此

的宽容与忍让。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

欲养而亲不待。 ”在父母健

在之时，因工作不在父母身边，也需

常以电话关怀。 到了父母年老之时，

理应陪伴在侧， 多给予关怀与照顾，

这是一个家庭的福气。 因为子女看在

眼里，便会记在心上，将来自己年老，

子女也会随侍在侧。

斑斑白发，身影佝偻，脱落的牙，

吃一餐都极其不易的老父老母，我们

怎能不珍惜与父母在一起的时间呢？

为何不在他们人生的最后的时光里，

好好陪伴，给予他们一个美好幸福的

晚年呢？

诗云：“父母原来树木同，那能免

得落秋风。 劝君尽力生时养，死后悲

号总是空。 ”千万不要错失了陪伴父

母的机会，留下永恒的伤悲

!

（文章转自北京大方广公益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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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成果 韩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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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

文

利

六年前我站在壶口瀑布，漫天而

来的水雾，震耳欲聋的滔声，把我的

整个灵魂裹进了一种透彻天地的震

撼里。 我也曾把自己的感受写成诗，

可不是太纤弱就是太直白。那种回响

于梦境中的震撼，在我的心头已沉淀

成渴望已久的审美期待———期待着

有一首诗， 给我的心灵以同样的震

撼。 今天当我朗诵着马道洲的《壶口

瀑布》时，六年前的震撼再一次在心

头涌起，如醍醐灌顶一般整个灵魂都

裂开了。

这种气势

/

远比李白的诗要粗犷

得多

/

铺天盖地、 排山倒海只是浅显

的意境

/

它要表达的是勾魂摄魄

/

这

种气势

/

足以撕开人的灵魂

/

将你的

精神来一次洗礼

/

或许， 冼星海的歌

词

/

就采撷于此。

这是一幅立体的写意画。作者用

简约的笔触不仅给我们展现了壶口

瀑布有形的气势，更让我们在沉思中

感悟着它内在的意蕴和精神。形象与

内涵、自然与人文、现实与历史在这

里交织融合， 积淀成浓浓的情素，流

进我的血脉，渗透了我的灵魂。

“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

复还”———李白这超迈千古的诗句和

黄河岸边的重峦叠嶂一样真可谓“铺

天盖地、排山倒海”，可他渲泻的不过

是人生无常及时行乐的豪迈；借黄河

之水来消解他的“万古情愁”，这种个

人的情感即使写得再有气势，对黄河

来说就象这岸边的山势一样，也不过

是“浅显的意境”。黄河要表现给我们

的是“勾魂摄魄”、是要“撕开你的灵

魂”的东西，这是什么呢？是从历史深

处传来的震撼人心的精神感动。当我

们驻足黄河壶口之畔，在那波涛汹涌

如霹雳般的轰鸣中，你感受到的难道

仅仅是自然伟力带给你身体的震颤

吗？ ———神农教民稼穑，黄帝融合华

夏，大禹劈山导流，秦皇横扫六合，一

个民族的历史宛如一幅长卷在黄河

岸边跌宕起伏、逶迤展开；那滚滚波

涛中逆水而行的羊皮筏，那红日青天

下父老乡亲祭天祀雨的虔诚，那“天

下黄河九十九道湾” 歌谣的粗犷，安

塞腰鼓龙腾虎跃的气场，还有那像黄

河一样吼叫的秦腔，黄河已把一个民

族的精神凝固成特有的文化符号，浓

缩着一个古老民族的悲怆和艰辛、刚

强和坚韧。

———这就是黄河带给我们的精

神感动，源自于每一个华夏儿女灵魂

深处的震颤！

如果说壶口瀑布是万里黄河一

个空间节点的话，那八年抗战应当是

中华民族历史的一个时间节点，都异

常的激烈，都异常的悲壮，都是那样

的动人心魄。 这两个节点，在冼星海

的《黄河大合唱》里完成了跨越时空

的对接，那“铺天盖地、排山倒海”的

气势和“不屈不挠，勇往直前”的民族

精都融合成了一种“勾魂摄魄”“撕开

灵魂”的旋律———这是一个包经多难

的民族精神的结晶和升华 （或许，冼

星海的歌词就采撷于此）。抗战八年，

黄河边有多少年轻的后生， 放下锄

头，拿起枪杆，告别家乡，投入到了抗

日的前线，用年轻的生命，捍卫了民

族的尊严。 在黄河岸边，在陕西的父

老乡亲中至今还流传着“

800

冷娃扑

黄河” 的故事――

1941

年中条山之

战前昔，来自陕西的

800

新兵在与敌

激战数日，在弹尽粮绝的时刻，为了

不当俘虏，他们站在黄河岸边的高涯

上，手换手，肩并肩，唱着秦腔，在完

成向家乡最后的跪拜仪式后，毅然决

然的跳入滚滚的黄河。黄河哺育了他

们，黄河也给了他们精神和意志。 而

对死亡，他们义无反顾，以最悲壮、最

感人的姿态，扑入黄河，回归到母亲

的怀抱！

在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里，聆

听着八年抗战黄河儿女的悲壮故事，

难道你的灵魂不为之震颤吗！

读马道洲的诗， 听着冼星海的

《黄河大合唱》，我潸然泪下了。 我理

解了黄河，我理解了那“透彻天地的

震撼”， ———那是中华民族在生死存

亡之际发出的生命最强音，它从历史

的深处飘来，更响彻在现实的天空。

对于一个喜爱历史的人来说，我

只能用历史的意象来解读这首诗，我

期待着一种新的充满时代感的意象，

来重新解读这首诗。这又是我的一个

审美期待。

书画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