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讣 告

慈母路琴莲因病医治无效于

2013

年

11

月

18

日

13

时

30

分不幸逝世，享年

90

岁。 兹定于

2013

年

11

月

22

日

8

时

30

分

在殡仪馆举行遗体告别仪式，望其生前亲朋好友届时参加。

长子：吴海生 媳：姚淑青

次子：吴新生 媳：邵林萍

三子：吴军生 媳：范瑞玲

长女：吴金荣

次女：吴金凤 婿：巩太全

三女：吴爱凤 婿：雷 新

泣告

母亲今年九十八

□

王新四

再有几天， 就是母亲

98

岁生

日了。

是的， 母亲老了， 但她却宁愿

长年住在绿树成荫的乡下老家。 我

也渐渐老了， 却因为工作的缘故，

不能常伴母亲左右。 每当夜深人静

的时候， 我就会愈加想念母亲， 在

我心里， 她的形象总是那么清晰、

那么年轻。 母亲的身教言行， 一直

指引着我前行的步伐。

母亲一个人撑起家的蓝天： 从

我记事时， 就听老家的邻居们说，

母亲年轻时经历了太多的苦难。 父

亲是独子 ，

1945

年跟随八路军上

太行山打游击 ， 爷爷奶奶身体不

好， 这样， 家里的所有农活儿和家

务全压在母亲一个人身上。 为了能

够活下去， 农闲时， 母亲就和村里

的一些年轻妇女到王封矿每人买上

两箩筐煤炭， 然后挑着百十斤重的

担子 ， 走上几十里坑坑洼洼的土

路， 到武陟县宁郭那一带去卖， 挣

到的钱就用来补贴家用。

土地改革后， 家里分了几亩土

地和一头牛， 但由于父亲在外地工

作，母亲的担子更重了，不仅要为我

们一家老小缝补浆洗， 而且还要搅

拌草料喂牛。为了防人偷牛，夜里母

亲就一年四季睡在牛圈里的一条长

板凳上，无论是北风凛冽、滴水成冰

的严冬，还是酷暑难耐、蚊蝇成群的

盛夏，母亲就是这样度过的。

母亲给了我们兄弟姐妹无私的

爱： 记忆里， 母亲是永远不知疲倦

的。 为了我们兄弟姐妹

5

人， 母亲

想方设法克服了各种困难。 就拿我

们的穿衣来说， 母亲买来棉花， 自

己在家里搓成棉花卷儿、 纺成线、

织成布， 为了省去

2

分钱一包的染

料， 她用锅底的黑灰加热后， 把白

色的粗布染成黑色， 为我们缝制衣

服。 那个时候， 在我家不大的房屋

当中， 终年摆放着一架织布机。

有一件事我至今记忆犹新， 那

是我上小学的第一天， 满世界都下

着瓢泼大雨， 村里的街道全都成了

河流， 没有雨伞， 没有草帽， 没有

雨鞋， 没有任何可以遮风挡雨的用

具 ， 但是母亲告诉我上学不能迟

到 。 于是 ， 我就一个腋窝夹着课

本， 一个腋窝夹着母亲亲手给我做

的鞋， 头顶着大雨， 赤脚踩着浊流

跑到了学校。 教室里凡是我走过的

地方都留下了黑色的水印， 那是因

为母亲为我缝制的粗布衣服是用锅

底黑染的。

小时候 ， 最渴望的就是过春

节， 大年初一早晨起床时， 彻夜未

眠的母亲已经为我们姐弟几人全都

准备好了新衣服 。 我小时候不吃

肉， 每年春节， 母亲除了做一大盆

肉馅外， 还要专门再为我做一小盆

鸡蛋馅， 使我能够和家里其他人一

样， 高高兴兴地吃上饺子。

母亲培养我们兄妹成长成才。

母亲在辛勤忙碌的同时， 不忘对我

们的教育培养， 从我们六七岁起就

教我们洗衣服 、 洗菜 、 刷锅 、 洗

碗、 缝补衣服 （那个时候农村的男

孩子是没有人干这个的）； 再后来，

等到我们八九岁时就开始教我们用

水桶打水 、 挑水 ， 用柴火烧火做

饭， 教我们修鞋， 教我们使用推刀

相互之间理发。 正是母亲的精心培

养和良苦用心， 使得我们兄妹几个

从小养成了勤于动脑、 乐于动手、

勇于吃苦、 敢于担当、 自己的事情

自己做、 自己的问题自己解决的良

好习惯。

母亲没有上过学， 认不得几个

字， 但是她却深知文化的重要性。

她时常告诉我们， 要想改变自己的

命运 ， 就必须刻苦学习 ， 掌握知

识。 我们姐弟几人在上学期间， 母

亲几乎每天都要挤出时间检查我们

的家庭作业， 她自己创造了另类的

检查方法 ， 那就是看老师给的是

“

√

” 还是 “

x

”

,

只要有一个 “

x

”

,

肯定要挨一顿臭骂。 所以， 我们几

个在不识字的母亲面前， 不敢有丝

毫的粗枝大叶懈怠马虎。 为了保证

我们的学习时间 ， 无论家里有多

忙 ， 哪怕是 “三夏 ” “三秋 ” 时

节， 母亲宁肯一个人累得满身大汗

气喘吁吁， 也不让我们搭把手。 她

的口头禅是 “力气是奴才， 歇歇就

回来” “没有文化， 啥也不啥”。

冬天夜长昼短， 为了保证我们

能按时上学 ， 连

2

分钱一包煮黑

（上个世纪中期常用的一种粉末状

染料） 都不舍得买的母亲， 竟然花

3

元钱买了一只能够定时打铃的马

蹄表。 因为有了这样一位母亲， 我

们姐弟几个的学习成绩始终在各自

的年级数一数二、 名列前茅。 时至

今日， 原焦作五中的老教师们还记

得上世纪

60

年代我姐姐和我二哥

的名字， 以及

70

年代我和弟弟的

名字。

母亲心里装着一个 “大家 ”：

母亲年轻时身体不太好 ， 经常吃

药， 她就留意那些药物的用途， 尤

其是一些农村的偏方， 她都牢记在

心。 后来， 村子里有谁拉肚了、 头

疼脑热感冒发烧了等， 母亲或是扎

针、 或是拔火罐、 或是用一些中草

药， 使患者很快消除病痛。 心灵手

巧的母亲， 时常帮助村里一些妇女

裁剪衣服、 做鞋样。 我小时候经常

见到母亲无论自己有多忙， 只要有

人来请教， 都是有求必应， 放下自

己手头的活儿， 手把手地教， 直到

人家满意而去。

上世纪

60

年代到

70

年代末

期， 农村的各家各户全凭劳动力挣

工分吃饭， 以生产队为单位年终算

账， 根据各家各户工分多少发给相

应的钱和粮食。 尽管我家的生活状

况还不怎么样， 可母亲宁愿自己家

里苦些， 毅然决然地先后送我大哥

和二哥到部队去当兵 。 上世纪

70

年代初， 我高中毕业后回老家当了

民办教师。 在村里人看来， 这是一

份挺不错的工作， 风吹不着、 雨淋

不着、 太阳晒不着， 而且还拿全额

工分。 这年冬天， 武汉军区来我们

村里招收空降兵， 母亲鼓励我去应

征， 体检、 政审全部合格， 最后因

为受名额限制， 才使我错过了投笔

从戎的机会。 两年后， 我弟弟一到

入伍年龄也当兵去了。 村里有人对

此不理解， 劝我母亲说：“这当兵入

伍、 保家卫国又不是你一家的事，

你把孩子们都送走了， 谁给你挣工

分 ， 谁给你干家务 ？ ” 母 亲 说 ：

“大道理我不会讲， 我就知道， 要

不是共产党让我们翻了身， 我这几

个孩子要么饿死病死， 要么被国民

党抓了壮丁死活都难说。 如今我把

他们送到自己的部队， 村里敲锣打

鼓来给我家挂光荣匾， 每年还有政

府发给的补助， 这是多好的事啊。

再说了， 假如大家都不去当兵， 咱

这好日子咋能长久？” 母亲不仅送

3

个儿子当兵， 又送

3

个孙子到了

部队。

母亲在乡下老家生活了将近一

个世纪， 几千口人的大村庄， 形形

色色的人应有尽有。 母亲始终以她

那宽厚平静的心对待各种人和事，

没有与任何人闹过意见， 邻里关系

十分和睦。 我们姊妹几个长大后，

经过努力陆续都参加了工作， 有时

回老家看望母亲， 母亲总是嘱咐我

们说：“自古忠孝不能两全， 你们都

是公家的人，要以公家的事为重，好

好上班，好好工作。你们的工作干好

了， 我就高兴， 就是对我最大的孝

顺。 ”有母亲的支持和鼓励，我们的

工作更加勤奋，更加努力，在各自的

岗位上都做出了一定的成绩。

转眼就是母亲

98

岁的生日

了。 写着写着就不由得泪如雨下。

这个时候 ， 语言已无法表达我对

母亲的敬爱之情 。 我只有在内心

深情地呼唤 ， 祝愿亲爱的母亲健

康长寿。

那时读书正年少

□

白衣飞霜

当我回

想起少年读

书的情景时， 额头的皱纹会禁不住

水一样荡漾起来。 随即是一道灿烂

的阳光， 从悠悠的岁月深处向我射

来。

正如大多数生于上世纪

60

年

代的人们一样， 我的少年时代是贫

瘠的、 蛮荒的。 但因着有限的读书

和没有过重课业负担的自由而充满

了快乐。

最初挑起我读书欲望的不是教

科书， 而是一本封面上印着一头大

水牛、盖着学校大红公章的奖品。那

是我小学印象最深的奖品， 书中的

故事令我迷醉。从此，我开始有了饥

渴感，开始了自觉读书的历程。

那个年代， 一所农村学校图书

室的书不一定比现在一个书迷的家

庭个人藏书多。总体上，我能读的书

很少。但由于少，而少了眼花缭乱的

迷 茫 和

浮躁， 多了清晰选

择的宁静和专注。 字字入

骨，句句入心的“精读”，无形中使

我获得了阅读的深度和快感。《带响

的弓箭》充满趣味，说的是一个少年

在森林里遭遇敌人， 机智地攀上一

棵高大的松树，用“带响的弓箭”报

信抓获敌人， 保护自己的故事。 从

书中 ， 我感受到了少年的机智灵

活， 也顺便学到了不少关于森林的

知识。 作者钟情于故乡之美， 在展

开故事的同时， 用自然、 诗意的笔

触， 详细描绘了大森林的景观， 野

花 、 酱果 、 山鸡 、 麋鹿 ， 林林总

总， 让我这身居平原， 没见过山、

没见过森林的孩子， 一时间迷而忘

返， 止不住地衍生出许多遐想， 立

定了 “长大后到远方去” 的志向，

颇有成人眼里 “男儿立志出乡关”

的味道 。 后来 ， 看了 《小英雄雨

来》 《狼牙山五壮士》等，我还懊怨

不迭，恨不生在烽火连天时。

少年的心性就这样简单， 然而

炽烈。耗费我许多心思、甚而令我情

窦初开的书叫 《雁鸣湖畔》，是

一部描写赤脚医生扎根农村的

长篇小说。 书中漂亮的女主人

翁四处奔走、 走家串户为群众服务

的事迹深深地打动了我。 我发誓也

要当个赤脚医生， 再婚配个白衣天

使，一辈子埋首乡里，为父老乡亲服

务。为了提前实现梦想，我经常逃学

回家， 搬着梯子爬到我家老屋的顶

棚上。那里有一大堆蒙尘的、散发着

霉气的医学书籍， 是我父亲放在上

边的。我父亲早年行医，中西医都学

过，在我们家后院的枯井里，扔了好

多过期的药盒和针剂。 我知道父亲

为了我们姊妹五个的生活而忍痛割

弃了自己的爱好， 把他的梦寄放在

了黑乎乎的顶棚上。此刻我来了，不

是以继承者的身份来的， 而是以少

年追梦之炽烈与迷狂 “不请自来”

的。 每天， 我都在棚顶自学医学知

识，《伤寒论 》《妇女病学 》《黄帝内

经》等，也不知啥东西，都看，逐字逐

句地看，两眼放光，从不打瞌睡。 那

年我十二三岁，学着学着没劲了，看

不懂的太多了。唯一的收获是，我知

道人是人生的， 而且要经过子宫孕

育。在此之前，老辈们总说我们是从

哪个沟里、砖窑或者土坯坑里“拾”

的。 我还真的赶大早四处跑沟进窑

地寻找过，但一个孩儿也没拾到。以

后，对大人们的话，我开始质疑了，

我要从知识中寻求更多答案了。

如果不是村支书送给我的那本

繁体字书， 我这辈子肯定当不成诗

人了。 一本书确实能够成就一名诗

人，关键是赶在某个恰当的时候。我

的家乡温县民风淳朴， 自古以来崇

尚读书。每当夜晚来临，街道漆黑的

路边，挂着马灯的牛棚，都有各路高

手谈天说地， 纵横古今。 用普通话

说：满腹经纶，一口滔滔。 用老家话

说：真能喷呀，张嘴就能搅得天昏地

暗，乌鸦乱飞。其中有个晚清秀才之

子，除了能“喷“，还做得一手好”打

油诗“。 不管是描景状物，还是臧否

人物、 评论时事， 都能出口成章。

具有少见的倚马可待的 “诗才 ”。

我暗中学习、 模仿， 竟也在学校的

黑板报上连续发表两首打油诗， 每

首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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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行。 一时间赢得英雄

美名。 村干部说， 将来混不出去，

就在咱村里教语文。 也就在这个时

候， 村支书送来了一本他珍藏多年

的书 《唐诗三百首》， 繁体字， 包

着墨蓝色的书皮 。 我连夜挑灯披

阅， 渐渐地步入真正诗的意境。 我

读的第一首诗是 《独坐敬亭山》，记

住的第一句诗是“暝色入高楼，有人

楼上愁”。 以后，到高中，到大学，直

到现在，我都在反复地吟诵这本书。

它成就了我的诗人梦想， 提升了我

追求的境界， 改变了一个少年的人

生走向。 读这本书也是出于一种对

父辈及父老乡亲的感念。

读书， 丰富了知识， 拓宽了眼

界，衍生了梦想，播种了希望，积淀

了人生，启迪了智慧。 而如今，还是

少年时，又有多少孩子能够主动、自

由而快乐地读书呢？ 过重的课业负

担、 不科学的家庭指责、 浓厚的功

利主义氛围， 使孩子们难有自然、

轻松选择读书的自由； 各种五花八

门的 “袋装书” “快餐书” 充斥市

场， 以惊悚、 恐怖的情节和浅薄、

庸俗的娱乐戕害着孩子们的心灵。

物质贫瘠的年代， 我们拥有简单、

透明的快乐。 物质富足的年代， 孩

子们却两眼迷茫， 满身疲惫， 落落

寡欢。 这不是正常的现象。 阅读，

只有在专注、 自由、 放松、 宁静的

状态下， 如白雪飘飘般洒然无忧，

如细雨绵绵般润物无声， 才有可能

润泽一代人的心灵。 愿我们一起为

当下的孩子阻住过于功利的喧嚣，

创造一个天高地迥，自然、静谧、诗

意的读书乐园吧。

（本报资料图片）

菊香蟹肥月儿圆

□

吕秀芳

秋天在我心中一直是一个美丽的季节，“一年好景君须记，

最是橙黄橘绿时。 ”苏轼的这句诗长期驻扎在我的心中，成了我

对秋天最好的解读。

每到秋天，一片片落叶像一只只疲倦的蝴蝶悄然滑落，激起

我心中的层层涟漪， 于是， 对故乡的记忆像着了水墨的宣纸一

样，一点点晕染开来……

秋天的故乡美得让人心醉。月正圆，蟹正肥，菊香悠远。月下

海边喝酒品蟹，与友人畅谈，真是人世间最美好的事情。 让你大

饱口福，品人间美味；大饱眼福，观潮起潮落；大饱耳福，听浪花

里飞出欢乐的歌。 这样的场景，总让人心之所向，梦之所往。

我的家乡在胶东半岛渤海湾中的莱州湾。 莱州湾盛产

300

多种海产品，其中梭子蟹、大对虾、大竹蛏、大文蛤味道鲜美，被

誉为莱州“四大名鲜”，是古时的贡品。莱州梭子蟹因其头胸甲中

部宽大，两侧尖细，形似织布用的梭子，故而得名。由于莱州湾独

特的多为沙泥、细沙的海底底质，饵料生物又十分丰富，因此所

产的螃蟹个头大、肥满度好、味道鲜美而众口皆碑，它是烟台第

二个地理证明。

螃蟹，自古至今，都是人们餐桌上的美味佳肴。古有“无蟹不

成肴”“有蟹成贵席”等说法。我的家乡就流传一种说法：“吃肴不

能先吃蟹”。如果入席先吃蟹，再吃其他菜肴，就觉得其他菜肴不

可口了，这可见蟹是美味抢口之极品。曹雪芹在《红楼梦》第三十

八回中，详尽地描写了贾府少爷、小姐、夫人们在深秋，借着皎洁

明月，品尝螃蟹时的欢乐和谐场面以及吃蟹的方法，盛赞“横行

公子”的美味可口。 林黛玉等人以食蟹为题所吟诵的诗篇，把王

孙贵族赏蟹、赞蟹、吃蟹的欢乐情景和情怀，惟妙惟肖地呈现在

我们面前。读了“铁甲长戈死未忘，堆盘色相喜先尝。螯封嫩玉双

双满，壳凸红脂块块香。多肉更怜卿八足，助情谁劝我千觞。对斯

佳品酬佳节，桂佛清风菊带霜。 ”教人对螃蟹馋嘴流涎，月下欲

试，痛饮千觞。

说起吃蟹，南方与北方是有区别的。南方人吃蟹的场面都伴

着舒缓的江南小曲，身着旗袍的女子温婉动人，优雅地拈着一只

红彤彤的蟹，用工具轻轻敲打，继而勺子、签子依序使用，吃到最

后，蟹壳未发生变化，却将蟹整个食入肚，结尾处再把手指放在

口中那么轻轻一吮，不知迷醉了多少人。

比起精致的南方人来说，北方人吃蟹就酣畅淋漓多了。每到

秋天，家乡人吃蟹的场面令人难忘。 圆桌的中央，一大盘橘红色

煮熟的海蟹，一只只“螯封嫩玉双双满，壳近红脂块块香”，任何

画家笔下的醉蟹图在此都会黯然失色。打开蟹盖，一股香喷喷的

气味扑鼻而来，又白又嫩的蟹肉，橙红的蟹黄，令人口舌生津，亲

朋好友围坐一起，吃蟹、呷酒，谈笑风生，喻古论今，惬意极了。

家父在世时，每年的秋天，只要我们一回家，他老人家总是

每天早早起床，赶最早的鱼市。 等我们吃过早饭，他老人家才拎

着一大兜肥肥的梭子蟹兴冲冲地回来， 然后把这些横行霸道的

铁将军们放在水龙头下冲洗，之后，放入笼屉清蒸。通常情况下，

大火烧开后，只需一刻钟的时间即可。 掀开锅盖，原来青灰色的

螃蟹盖变成了抢眼的橘红色，丝丝的香气在小屋里蒸腾着，以不

可抗拒的力量诱惑得我们肚里的“馋虫”蠢蠢欲动。于是，出锅入

盘，一家人有说有笑地围在餐桌前大快朵颐，此情此景，让人销

魂。

我的心中一直珍藏着一个名字：故乡。故乡秋天的记忆中一

直蛰伏着一种渴望，什么时候能与亲朋好友在明月菊香中，呷酒

品蟹，一解思乡之苦。 故乡啊故乡，什么时候我才能回到你的怀

中，驮满身的腥味而眠……

涟 漪

□

石永刚

周末，公交车像往常一样在街上行驶着，车上还

是一片沉闷的气氛。

大早上的，人们都沉着脸，和外面晴朗的天气一

点都不像。 两个中年人，提着包，好像是去办事的样

子，眉头紧锁，是在忧虑此行的结果吧。 几个学生模

样的年轻人，低着头玩着手机，脸上倒是很平淡的样

子。 不过这平淡中满是乏味，好像空旷的房间，缺少

什么东西似的。 几个老人，眼睛看着窗外，平静中有

些漠然。一个少妇抱着不满两岁的孩子，孩子想要什

么东西，可是少妇不耐烦地推着孩子乱动的手。孩子

哇哇哭着，给车厢里散布了更多烦躁的情绪。

这时，上来一位老太太，领着一个小学生。 小学

生应该是四五年级的吧，他一上车，大家的目光立刻

被吸引过去。吸引大家眼球的不是小学生，而是小学

生手中提着的鸟笼，以及鸟笼里两只漂亮的鹦鹉。

这是一个做工一般的鸟笼， 细细的竹篾整齐排

列着。 鸟笼中有一根横杆，横杆下有一个铁环。 而横

杆上并排站着两只鹦鹉。 两只的毛色都很鲜艳，有细

细的花纹。 其中一只的毛色以鹦哥绿色为主，另一只

红色多一些。 看上去颜色妥帖自然，这是多巧妙的画

家也调配不出的颜色。 绿鹦鹉体格较小，很欢快的样

子，不停地叫着，跳着。 它时而攀着竹篾走到笼子底

部，时而挂在铁环上打秋千，时而到食杯中啄几口食

物，时而跑到红鹦鹉跟前帮它梳理毛发。 红鹦鹉比较

文静，眼光中很是平静，好像是在看一个闹来闹去孩

子的母亲的眼光，有欣喜、宽容，也有更多的快乐，不

时叫几声，声音有些平直，并不婉转。

大家的目光， 立刻被吸引过来， 眼里有很多新

奇、欢乐、惊讶的成分，好像在这铁皮的呆板的乏味

的车厢里，不应该出现这对精灵一样的小鸟一样。苦

恼的孩子立刻止住了哭声， 好奇地盯着鸟笼里来回

走动的绿鹦鹉，嘴巴里发出兴奋的“啊啊”声，并伸出

小手，想要把小鸟抓在手里似的。那些年轻人的目光

从手机上移开， 定在小鸟身上， 看它们欢乐地表演

着。中年人的目光灵动一起看着小鸟，眼角的鱼尾纹

像波纹一样漾开去。几个老人也盯着鹦鹉，看它们欢

快的动作，眼睛里满是欢快的笑容。 鹦鹉的叫声，好

像一缕自然清凉的风，在车厢里吹拂着，吹到了每个

人的心里。

为什么人们都喜欢这小鸟呢？ 只是因为小鸟的

美丽可爱吗？ 也是，也不完全是。 应该因为这鸟儿身

上带有更多自然的气息，像山林的清风，像石缝中汩

汩的溪流，都给人以轻松柔美的感觉。 只是因为，人

来自自然，才会在自然中体会更直接又纯真的欢乐。

过了两站，小学生拎着自己的鸟笼下车了，在大

家一片留恋的目光中。 可车上还是一片欢乐的气氛，

好像鹦鹉的叫声还在回荡着。

独 处 乐

□

李战成

工作之余，我喜欢独处。

在灯红酒绿、狂躁不安的生活里，独处既是一种生活方式，

又是自己与自己， 或与别人对话的一个场所： 或独自站立窗

前， 或一人漫步街头， 或卧在沙发里， 或躺在床上， 或思考，

或念想， 或啥也没有， 只是一片空白静静地若有所悟。

独处时， 最喜欢看书， 古今中外、 正史野趣都有涉猎。 在

书海里， 从不觉得自己卑微， 能自信地给秦始皇对话， 与华盛

顿聊天； 和李世民谈治国方略， 与乾龙帝聊养生之趣； 问司马

迁怎样写史， 瞧李后主如何填词； 曾为三国时刘备带领新野百

姓一同逃亡的壮举感激涕零， 也有恨八国联军在北京烧杀掠抢

罪恶的拍案愤怒， 更希望贞观之治 “路不拾遗， 夜不闭户”、

百姓安居乐业的盛景即刻重现。

有时独处， 还好神游。 微微闭上双眼， 思绪飞向苍穹。 听

曹植念七步诗， 看木兰从军辞； 走到 “长河落日圆” 的漠北，

路过 “十里荷花香” 的江南， 流连着水城威尼斯， 往返于戈壁

大沙漠； 听肖邦、 莫扎特的音乐， 看吉普赛女郎的舞蹈， 抑或

梦里一时怒起， 神拳打翻美国佬， 铁脚踏死矮日寇。

即使独处， 绝不无病呻吟， 也不怨天尤人， 而是多思考，

求改变， 想提高。 独处中发现， 自己身上的毛病很多， 可以责

怪的人却很少。 原来活在人世间， 不只是自己， 而是人人都有

难处， 个个都不容易。 静下心来， 觉得人生道路虽然坎坷， 却

更美丽。 独处时仍要目标明确、 积极向上、 内外兼修、 活出精

彩， 绝不能堕落颓废、 自私自利、 心态冷漠； 要严于律己， 宽

以待人； 有实力就帮助别人， 没实力就关心别人； 生活中坚持

替别人想， 为自己活。 叫独处成为一处风景， 把独处变成一种

享受， 让独处既丰富又大气。

有特喜欢聚堆打牌热闹的朋友， 说我独处太孤单， 觉得空

虚、 无聊， 我对此总是报以一笑。 人在生活中， 认识别人、 获

得人脉资源大都津津乐道， 对无所事事、 聚众赌博、 打架斗殴

也无人耻笑， 而认识自己， 与自己对话提升心智却少有人热

捧。 我自己以为， 独处既不是孤独， 更不是孤僻， 而是在独处

中把孤独、 无聊演绎成一种积极向上、 欢乐无忧的氛围和情

调。

我在独处中就寻找到了快乐！

潭瀑峡

潭瀑峡山水灵秀

愿与知音漫步游

景美人羡说不够

八里画廊痴情留

红石峡

陡壑雄立岚岫伴

碧水击石浪花翻

红石峡美天公造

神仙桥处最奇观

崖上草树青翠灿

峭岩深红飞瀑卷

游人着衣增靓色

流连回望盆景搬

习 惯

□

王 夏

不在人流里穿梭

不在梦幻中声响

不在谁的目光里停留

不在谁的空壳中驻扎

我就是我

一个人的习惯

习惯感恩

习惯畅想

习惯夕阳下的浪漫

习惯安安静静地睡眠

习惯忘记卑虚人们的事

习惯让荷香芬芳我的思想

我在一个人的习惯中

死死———生生

云台山诗二首

□

刘耀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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