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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律

读《语史四首》感怀

□ 庄生

由来弱冠是山农，
性喜钦文觅史踪。
班马情怀辉日月，
苏辛逸兴散人封。
时闻渔唱胸飞剑，
但沐花香笔走龙。
掩卷回思身已老，
石渠麟阁化流淙。

观风景

□ 松雅

站桥扶玉观风景，
野阔身舒气爽凉。
左侧枫盛红烂漫，
右边柳絮色橙黄。
溪清碧水鱼游荡，
波浪晶粼鸭戏扬。
坡地菊花开蕊放，
岗漫松翠首伸长。

中秋月圆抒怀

□ 老鬼

一轮靓月献真情，
恰似银盘碧宇行。
户户团圆蒸桂饼，
家家和睦起歌声。
大街小巷红花灿，
沃土田畴五谷盈。
科技繁荣祥瑞兆，
登高望远踏新程。

人生九雅（新韵）

□ 雨花石

人生九雅入心经，
古往今来皆有踪。
墨客儒商多喜爱，
凡夫俗子数更倾。
抚琴绘画香茶品，
把酒吟诗笑谈风。
赏玉读书花月下，
棋盘对弈马蹄腾。

孤独的守望者
□ 朱双平

每个人都曾辉煌过，却总不能抵挡
走向衰老时的孤寂——题记

当秋的寒凉袭向这个带有余温的
世界时，我总忍不住回头，好像能看到
银发飘零、佝偻身子，站在村口张望的
母亲。那是她守望儿女归家的期盼，一
次次的期盼变成一次次的幻灭，而我也
在渐行践悟的过程中，渐渐参透人生，
理解了母亲的那份坚守与等待。

可惜母亲早已不能在原地等待了，
她最终撒手人寰，再也无法牵挂我们
了！此时，霜降后的暖阳透过窗子，照
在我橘色的被子上，发出温暖的光。农
历十月二十二，母亲的忌日还未到，但
我对母亲的感恩和怀念却早已显现心
间。

我曾自认为是一个孝顺的女儿，觉
得自己曾为母亲看过病，为母亲买过
药，也为母亲洗过脚……如果不是看到
楼下老太太一次次地因痴呆发病，可能
我永远都会觉得自己无愧于母亲。当
我被楼下的老太太错认为女儿，当她拉
着我的手嘘寒问暖时，我才知道我对母
亲曾经是那么的狠心，陪伴她的太少！

父亲去世时，母亲才 50 岁。她曾
为父亲的离开痛哭过，但眼看我们兄妹
三人虽已成人，却还有两个未成家，而
我正是即将高考的关键时期，母亲最终
选择擦干眼泪，用自己并不宽阔的肩膀
扛起一切，为我们整整奋斗了 18 年，直
到她 68 岁走完一生。直到哥哥结婚生
子，我大学毕业、结婚，最终工作稳定，
组建自己的家庭，有了自己的一双儿

女。这一切，母亲一直默默地支持着，
看到我们成家立业，当她觉得人生再无
牵挂，最终选择默默离开。

曾经，难过时，我可以随心所欲地
向她诉说苦楚；困难时，可以肆无忌惮
地向她提要求；一点儿心事，解不开的
疙瘩，都可以找她开导、解决。因为有
母亲，我永远没有独立的时候；因为有
母亲，我永远恣意妄为，可以不听别人
的训导；也正因为有母亲，我甚至能畅
所欲言，苦的、涩的、甜的、咸的各种感
受全部倾诉给母亲，从来不考虑母亲的
感受，然而母亲还是那样宽容我、容忍
我、包庇我，我在母爱的汪洋大海中肆
意妄为、随性自然。

直到那一天 ，最关心我的母亲离
世，我的世界再也没有了依靠，没有了
那个可以无私帮助我，无尽容忍我的那
个人。如今，那个被称为“家”的地方，
因为没有了母亲而不再是家。往往心
情郁闷，无处发泄时，我总想着如果母
亲还在那该有多好啊！她会永远静静
地倾听我的诉说。

我们每周一次的看望对母亲来说
已是奢望，这种不公平的爱造就了我。
每每遇到困难，我都会想起母亲，因为
她是我内心深处最柔嫩的地方。

在我心中，永远留一方土地是为母
亲准备的！我还在原地等待，等待着母
亲归来！

人生如逆旅，你我皆行人
□ 樊素娟

“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父母去，
人生只剩归途。”著名作家毕淑敏在北
极闭目冥想的瞬间，看到了去世多年的
双亲，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每个人心里都住着一个敏感脆弱
的孩子，要爱，要温暖，要包容，要体谅，
要安全感。无论是牙牙学语的孩子，还
是两鬓渐白的中年人，这些情感上的需
求，父母在世时都能得到。即使他们年
事渐高，也是每一个孩子精神上的靠山
和支柱，是人生风暴降临时，最后的避

风港。
不必怀疑他们会弃你于不顾，即使

他们羸弱贫寒，也会义无反顾的用尽全
力去爱你、支持你。当你为事业奋斗，
为生活打拼，顶风前行时，回头都能看
到他们正在身后，默默地关注着你。他
们给了你生命，教会你说话，带你跨出
人生第一步，是你生命的来处，也是你
在这个世界上一切的开端。如果有一
天他们不在了，我们与生命初始的一些
联系也永远的断开了。

说恋家，说乡愁，其实恋的、愁的都
是他们，他们既是思念的源头，也是思

念的归宿。
常听到有人在父母灵前哭喊，“你

不在了，我喊谁妈（爸）？我叫妈（爸），
再没人答应我了。”每每听到类似的话，
都会让人鼻头发酸，潸然泪下。

父母走后，我们成了真正意义上的
孤儿。再回首时，已无故人守望，那是
一片云烟叆叇，一座埋骨的孤坟。正如
苏轼在悼亡词里写的，“千里孤坟，无处
话凄凉。”

不过，人生本就是一段向死而生的
旅程。有他们在前方等着，我们的归途
便不会觉得有多么恐怖与冰冷了。

清潩河风光 签约摄影师徐国志 摄

□ 孙臣付

我爱听书，更喜欢读书，小时候我
就和书结下了不解之缘。只要本村和
附近村晚上有人说书，我就会和小伙伴
儿一起跟着大人去听人说书。有时候，
正听着突然下起了雨，生产队的干部会
和一些热心人撑起雨伞让说书人继续
说。我们听得津津有味，衣裳淋湿了也
不想走，直到听到说书人说：“说到这里
告一段落，明天晚上接着听”，我们才肯
离开。

那时，农村文化生活贫乏，平时很
难看上一场电影。每年冬天农闲时，晚
上喝完汤，生产队牲口屋里常常会挤满
人，队里的几个文化人轮换着给社员念
书。我先后听他们念过《杨家将》《平原

枪声》《烈火金刚》等，这些故事至今令
我难以忘怀。

渐渐地，听说书已满足不了我的需
求，强烈的求知欲使我捧起了小人书，
书里那些动人的故事，像磁铁一样吸引
着我。上学后，我开始攒钱买连环画和
少儿读物看。我曾先后徒步到当时的
双庙公社新村新华书店、颍桥公社大桥
新华书店、关帝庙公社库庄新华书店买

《红小兵》《儿童文学》等刊物。通过阅
读这些课外书籍，我的写作水平不断提
高，语言也更加丰富，写的作文经常受
到老师表扬，有时还被当范文读给同学
们听。

1977 年 7 月高中毕业后，我发挥写
作优势，在劳动之余，开始业余写作。
通过不懈努力，我写的新闻稿件陆续在

襄城县人民广播站播出，有的稿件还上
了《河南农民报》《河南日报》。

担任大队团支部书记期间，为开展
好群众读书活动，在县文化馆领导和群
众的支持下，我建立全县第一个大队级
图书馆，并创办全县第一个大队级文学
刊物《群众文艺》，极大地丰富了群众的
精神文化生活。在负责管理大队图书
馆的四年多时间里，不管工作有多忙，
我都会抽出时间如饥似渴地读书。

后来，我到襄城县农村信用联社从
事文秘和宣传工作，对读书更加痴迷。
书是穿不破的衣裳，是取之不尽的宝
藏。每得到一本好书，我都如获至宝，
先小心翼翼地写上自己的名字，再用鼻
子闻闻那沁人心脾的墨香，仿佛感到知
识的源泉潺潺流入我的心田……

书 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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