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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随心动

现代诗

时代脉动

青年书房

《神圣抗战》这本书经过再次修订，
其纪念版在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
斯战争胜利70周年前夕和读者见面了。

关于抗日战争的史书有很多种，这
本《神圣抗战》有什么特点呢？

第一，本书把抗战划分为十个部分
组成。导语用非常简练的文字，点出各
部分的主题、背景和概况，是画龙点睛
式的；小篇目则采用典型的重要的事
例，用事实说话，展开主题，深化主
题。

第二，它的语言文字比一般史书更
通俗、更鲜活，有人物，有情节，读起
来不觉枯燥。每个故事都配有照片（全
书共 400 多张），图文并茂，比较活
泼。总体而言，抗日战争该反映的方方
面面都涵盖了，典型事例和重大事件没
有遗漏。每一个故事和事件，就好比一
个特写镜头，把这些特写镜头累加起

来，就构成了抗日战争的全景图。所
以，这本书对于普及抗战史的知识，很
有帮助。

从第一版起，中宣部、中央文明
办、教育部等七部委就把这本书列为

“百种爱国主义教育图书”之一。这次
修订，在揭露日军罪行，展现中国抗战
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关系，组建联合
国及奠定战后国际秩序等方面都有所加
强，使本书内容更加厚重。

当下，日本右翼势力活动十分猖
獗，他们篡改历史，否定对外侵略的罪
行，复活军国主义，破坏战后国际秩
序。在这种形势下，我们更有必要重温
历史，牢记历史教训，揭露日本军国主
义曾经给中国、给亚太、给世界造成的
巨大伤害，维护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成
果，维护世界和平。

牢记历史 珍爱和平
——《神圣抗战》读后

□阮家新

那天上午，我们姊妹几个正在
敬老院里商量如何为老母亲办好百
岁生日，突然收到铁路部门的一条
短信，说我已购买了焦郑铁路的火
车票，并请我尽快去换取纸质车票。

我一头雾水，几天前，焦郑铁
路正式开通，我确实想过这个周末
让我的越野车在家里休息，自己体
验一下“动车”的感觉。近年来，
由于工作需要，我乘坐火车几乎跑
遍了整个神州大地，但自大学毕业
后再去郑州，从未坐过火车，因为
大学四年里，我往返焦郑乘坐的火
车，早已让我心有余悸了。

第一次乘火车是在 1978 年的 8
月下旬。那天，我怀揣着郑州大学
的录取通知书，肩上扛着铺盖卷
儿，手里提着装有书本及洗漱用品
的网兜，从家出发，沿着曲曲弯弯
的乡间小路，步行一个多小时，来
到朱村矿南边的一个火车小站乘
车。这是一列从山西长治北开过来
的火车，车厢里的座椅是木头条做
的，一张椅子上可以坐三个人，前

后相邻两排座椅上的乘客都是面对
面坐的。正是高温时节，没有空
调，虽然车厢顶部带有铁罩的小风
扇有气无力地转着，但我一点也感
觉不到它的存在。车厢里挤满了
人，充满了烟草味和汗臭味。我是
农家子弟，绝不会嫌弃这种味道，
但也并不喜欢这种刺鼻的气味。很
快，我也是汗流浃背。有人干脆脱
去了上衣，裸露着胸脯，还有人光
着脚。不一会儿，有人推开车窗，
让窗外被太阳烤热的风钻进来，多
少吹去一些汗水。火车似乎走得非
常吃力，咚嗒嗒咚嗒嗒，不紧不慢
地晃荡着，不停地呼哧呼哧地喘着
粗气，时不时地喷出一些白色的气
体。有时，它会冷不丁地吼上一
声，那真的是惊天动地、山崩地
裂，初次乘车的我，甚至惊出一身
冷汗。火车绕道新乡，走了一个锐
角，几个小时后，才进入郑州。

参加工作后，我每次因公去郑
州，都由机关派车。后来，自己买
了越野车。自己开车无论是走焦郑

高速公路还是郑云高速公路，确实
比乘火车方便许多。但是，郑州市
花园路和金水路常堵车，堵得让人
心慌，让人没脾气。如今，焦郑有
了动车，我几天前就有亲身体验一
下的想法，但只是想想，并未告诉
过任何人，今天怎么就被“买票”
了？正在想着，在郑州大学上学的
小女儿打来电话，原来是她在网上
给我买了周末去郑州的动车票。知
父莫如女。她知道我爱尝“鲜”，时
常会“老夫聊发少年狂”，肯定想体
验焦郑之间的动车，就提前买好了
票。

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具有纪念
意义的日子。7 月 3 日 16 时 50 分，
我在焦作火车站坐上了开往郑州的
C2913 次列车。看看车厢，一切都
是新的，崭新舒适的每一个座椅都
朝向车头，每一个座位前面都有一
个可以伸缩的小茶几。空调吹着清
爽的风，这样的环境与我之前乘坐
过的国际航班相差无几。17 时整，
列车在几乎没有任何声响中平稳启

动。听不到汽笛声，听不到排气
声，听不到震动声，每节车厢前门
上方的液晶显示屏上，时不时地告
诉乘客，列车此时的运行时速。正
在我与其他乘客说话间，黄河已经
一闪而过。我们正在感叹列车的平
稳与快速、乘客的开心与惬意，感
叹在西欧考察期间乘坐的德国“大
奔”也不过如此时，火车忽然稳稳
地停了下来。大家向窗外一看，郑
州火车站到了！再看电子显示屏，
上面此刻的时间是 17:38，也就是
说，只用38分钟时间，我们就从焦
作来到了郑州。

下车后，我一面走，一面回头
看着白色的“和谐号”列车，觉得
她是那样温柔，那样可爱。我心里
想，下次还要走进你。我更深深地
感受到，时代在发展，社会在前
进，人们的生活水平在提高。焦作
和郑州，两条高速公路和一条高速
铁路使两城融合在一起。假如让我
用两个字来形容今天的生活，那就
是“幸福”！

殷殷焦郑铁路情
□王新四

码头是聚散之地。石头从水底起脚，依
岸垒起来，垒出水面，垒成一个平台，供船
舶停靠，为从这里上下的人和运输的货物提
供方便——这就是一个简易的码头。码头生
在野外，以一股韧劲儿，任风雨磨蚀，任流
水拍击，无言，也无语。但它的存在，让原
本一片荒凉之野，成了一个热闹之地——人
来人往，商贾聚集。他们似乎很容易从这里
找到商机，有的甚至把家
都安在了这里。

我见过一些码头上的
家，屋子里摆放的家什杂
乱，一眼就能看出主人粗
放的生活习性。家对于他
们而言，也许就是一个栖
身之所。多半时间，他们
耗在码头上，做些杂事，
挣 取 更 多 日 清 月 结 的 工
钱。时间久了，在那方地
盘上，总会有人形成一个
首领，摆平着码头上一些
争争吵吵的小事。记得在
我小的时候，老家的红卫
桥边就有一个码头，每天
早晨，一艘木船从这里出
发，载着行人和牲畜，驶
向河对面的复兴镇去，中
午又从复兴镇返航回来，
常年没有中断过。在这个
码头上，有一个体格强壮
且秃头的中年铁匠，他把
铁匠铺安在码头边，一天到晚叮叮当当地锻
打着铁器。听说他早年就在码头上帮人扛过
行李，后来改了行，在这里做起了铁匠，能
打出一手好铁器、农具来，名声传遍三乡五
里。

铁匠带了几个徒弟，有货物来的时候，
几个徒弟就上前去装卸，没有货物他们就帮
着师傅打铁。有一天中午，从县城里来了几
个“小毛头”，他们看到渡船在码头上泊好
后，抢着要搬卸运来的几吨大米。货主急匆
匆地前来告诉铁匠，铁匠像没有听到似的，
照样锤打铁。炉火在风箱推拉之下，发出犀
利的光芒，把包裹在煤里的铁烧得通红。铁
匠的几个徒弟走上码头，上船，卸米，“小毛
头”们拦住，铁匠这才走了过去，在旁边找
到一块石头坐下。他的一个徒弟扛着米，欲
侧身从“毛头”身边经过，却被另一个“毛
头”拦住。这时，铁匠站起身来，含糊地哼
了一声，瞟上他一眼，深深地吸了一口香
烟，然后把烟嘴用力地在石头上擦灭。还没

有等铁匠开口，一个“毛头”瞬间就被扇了
一耳光，另一个“毛头”应声被打入水中。
顿然，其他两个“毛头”惊呆了，一动不动
地站在那里，对铁匠充满敬畏。铁匠指着自
己 的 鼻 子 小 声 地 说 ：“ 回 去 告 诉 你 们 的

‘头’，这是‘腊伯’的码头。”事后，我才知
道，“腊伯”指的就是铁匠本人。

从那以后，我真切地懂得了各行有各行
的规矩，“腊伯”码头上这一
幕，给了我深刻的印象。在
我刚刚步入社会没有找到工
作的时候，我也曾在江边一
个叫 507 的码头上卸载过石
头 。 那 时 还 没 有 自 卸 的 车
辆，车子把矿石从矿山上运
来，然后通过货轮运走，中
间需要人力装卸。看我生活
困难，一位航运部门的管理
员对我说：“你愿不愿意在这
码头上卸方解石？卸一卡车
能挣到十块钱。”说实在的，
我真想挣到每次十块钱的卸
载费，因为我年轻，又有较
强壮的身体，但我看到了不
远处有一个类似叫花子的老
头，暗藏着一股潜在的统治
力，他眼睛眯成一条缝，斜
看着卸下的石头。我顿时想
到了“腊伯”和他的码头，
一种顾虑感油然而生。老头
看出了我的心事，他走过来

用沙哑的声音对我说：“没事，你来卸吧，这
是我‘刘叔’的码头。”

这是我所见过的一个较大的码头，生在
荒郊，那里混乱复杂，常常被行管人员忽
略，但它一切转运得秩序井然。那时，可能
是刘叔在背后行使着管理的职责。只因码头
的存在，在那个时代，他们在制度之外那些
被官方忽略了的或无暇顾及的偏远之地行使
权力，实施动物世界里那种弱肉强食的统
治。这不禁使我想起古时那些跑码头的人，
他们是何等不易！风里雨里，每到一个码
头，他们是不是都要先拜见一下码头之主？

二十多年过去了，因交通条件的改善，
我家乡的码头已不复存在了，昔日热闹的场
景被时光淹没，就连异乡507码头，也变得
清冷了许多。听说，腊伯和刘叔如今也成了
平淡之人。由此，我在想，人与码头，在千
年的岁月里，经历了多少纷争搏斗？一代又
一代远去的码头人，最终在时光的潜规则
里，同样完成了自己去遵守某种秩序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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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籁阒寂的夜晚，我独坐书房，在橘黄
色的灯光下，一手捧书，一手端茶，感觉自
己是这个世界上最闲适的人，所有俗世红尘
的纷纷扰扰在这一刻与我全不相干。

茶水氤氲的热气冒上来，像书中缱绻的
诗意：“更深夜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
今夜偏知春气暖，虫声新透绿窗纱。”时已入
夏，自然说不上春气暖，但是屋后的鸟鸣虫
唱和田间的十里蛙声此起彼伏，让人施施然
有种超凡脱俗的感觉。

茶香缭绕，带着一种难以言说的恬然，
庸俗如我，亦觉分外清爽，顷刻间整个人都
变得高雅起来。一撮叶，仿佛一世春秋，浮
沉在沸水间，一眼就看透了人生。

前人有几句诗，道是：“琴棋书画诗酒
花，当年件件不离它，而今七字都变更，柴
米油盐酱醋茶。”从琴棋书画到柴米油盐，看
似由雅入俗，实则不然，且不闻古人语“大
俗即大雅”，想来，当繁华落尽，我们终将归
于平淡。

在外国人的眼里，茶和中国是同义词。
历史上，中西之间许多次的文化交流都是以
茶和瓷器为媒介，丝绸之路也好，郑和下西
洋也好，均是如此。

梁实秋曾经说过：“凡是有中国人的地方
就有茶。人无贵贱，谁都有份，上焉者细啜
名种，下焉者牛饮茶汤，甚至路边埂畔还有
人奉茶。”有的人喝茶为品，有的人喝茶为
饮。我觉得两者并无贵贱之分。在我们这
里，多管喝茶叫吃茶。但凡有客人来，先请
坐下，“茶吃一杯”。闲人吃茶，与赵州禅师

的“吃茶去”没什么关系。但乡民爱茶之
深，简直可以用“ （茶） 杯不离手”来形
容。如果你在某个旅游景点看到一群人不论
老幼都手捧一个茶杯，不必讶异，他们或许
来自吾乡。

当然，不独乡民如此，茶之为物，儒释
道的人都喜欢。和尚讲禅，道士悟道，读书
人爱风雅，沾了茶，便沾了这许多意味。若
将茶字拆解开来，便是一草一人一木，且人
在草木间，这或是茶香自然清新的由来。一
些喜欢附庸风雅的人，对茶艺和茶道格外感
兴趣。然而，风雅在人，不在手艺。我喝过
茶室里的茶，也喝过自制的茶，其实并未有
许多不同。所以，有好茶，只管老老实实地
吃上一杯，那些面子上的东西都不必理会。

很多人觉得，吃茶只是喝茶的“乡下口
音”，殊不知茶真是可以吃的。茶叶初入口微
微有涩意，待细细咀嚼过后，唇齿流香，别
有味道。

吃茶在婚俗上还有另一番意思。陆游
《老学庵笔记》中记载：“辰、沅、靖各州之
蛮，男女未嫁娶时，相聚踏唱，歌曰：小娘
子，叶底花，无事出来吃盏茶。”《红楼梦》
中凤姐也曾对黛玉开玩笑：“你既吃了我们家
的茶，怎么不给我们家作媳妇。”想来，此处
的吃茶当有许婚的意思。在江浙的很多农
村，“媳妇茶”“摆茶果”的习俗至今仍存。

旧时，民间还有卖茶的行当。蒲松龄为
写《聊斋志异》，亦曾在路边摆一个茶摊，茶
水免费供应，只求路人讲一个故事。一个故
事换一杯茶，这也算是一种别样的风雅。

一盏清茶洗流年
□潘玉毅

几分怡然和淡泊
用透明的翅膀
弹拨阳光的琴弦
用执着的鸣唱
婉转生活的火热
蝉，这夏天的精灵
把喓喓蝉鸣扎根于六月
翻阅季节的旋律
与清风为伴
在高高的论坛上讲经布道
万物都在接受它诗意的洗礼
树们是站着悟禅
而我，在聆听心灵的声音

繁星满天的夏晚，你自空中悠
然而来，挑着尾部那一点点微露光
明的尾灯儿，在深蓝朦胧的夜空
中，犹如粒粒浮在深水里的金沙，
缓缓游动。

“仿佛金色的流沙，在光的海洋
里悠来荡去，啊，那是对往事的回
忆。”我知道，用这个喻你是不恰当
的，在黑黑的夜里，你不作逍遥的
金沙，引起人们对往事的缅怀，你
只想做为人类送来些许光明的使
者，那就是要挽着一盏微弱的萤
灯，独自穿行于夏夜微醺的晚风
中，去映照驱赶无边的黑暗，哪怕
所用的是一丝一点萤灯的微弱光亮。

温暖、明亮的太阳，日日在天
空游弋，在它没走向西山之前，你
却从不会露面，因为，你知道，自

己不是光明的主角，做好配角也同
样重要；你轻盈悄然地飞经田间地
头、村落集镇，充满自信，欣喜满
心，而毫不自卑。你从来不会和太
阳、月亮争光竞彩，只想做好他们
的补充。

这些挽着萤灯的萤火虫们，正
是有了你们，这个世界，才光明纷
呈，精彩异常。我们知道，白天，

作为光明的主导，太阳，热情地放
射出万道光茫，而到了夜晚，月亮
与星星，一样散发出光的晶莹。他
们，从来还没注意到，还有那一盏
盏微弱的萤灯，在他们照射不到的
地方，作着最好的补充。是的，为
什么这夏夜是如此的美丽，就是因
为有那些拖曳着些许微弱光明的萤
灯。

今夜，你用月亮的光波、露
珠的清凉，涤净自己身上的尘埃
与铅华，在如水的夜色中，舞成
了一朵朵紫色的精灵。你悄无声
息地漫飞过花木深深的庭院，飞
过 水 草 萋 萋 的 河 边 ， 我 注 意 到
了，你带着尾部那绿莹莹的生命
之光，摇曳着释放光明的快乐与
欢欣，四方漫行。你毫不孤独寂
寞，在黑暗的夜中，挑着尾灯，
舞姿翩翩，独自舞成了一首高赞
快乐明天的欢歌。

我知道，你想用这微微的小光
亮，把人间光明的信念，深深烙进
人们的心田，你在人们孤寂的心路
历程上，高悬起了一盏盏希望的
灯，人们的心门，从此打开，永不
关闭。

萤 灯
□雷晓婉

朝
花
夕
拾

初夏里的蛙鸣

以一种虔诚的方式
敲击初夏的夜
生命里的吟唱
皱褶了六月的记忆
掷地有声
是最抒情的绽放
抚摸风的心事
枕着稻花香
催眠乡村的梦
蛙鸣咬破夜的宁静
铺开季节温馨的情怀
借一些语言文字亦或月光
是谁解读乡村的呓语
是谁紧握岁月的脉搏
而此刻，我用诗心咀嚼

夏日蝉鸣（外一首）

□胡巨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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