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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凯强

日历随手就翻到了八月
撕下的过往也被风带走了
公交依旧行走在大街小巷
车外树冠上的叶子还在努力泛着阳光
只是翠绿中多了一层金黄
我知道，它终将成为秋的信使

街道上，还是车水马龙
骑车男孩的后背早已湿漉漉
只是，他一闪而过的喷泉
不再被酷暑和炎热欺负
远远地，感觉到了它的清澈
我知道，在万里之外，冷空气开始启程了

在地上，细细碎碎的叶子铺上路面
穿行其中的蚂蚁，开始更加忙碌了
它们知道，这倾泻下来的阳光
终将成就满地金黄
从上到下，从天到地
在这上下天光中
一片蔚蓝
在祖国的北方，不断地清亮起来

秋叶

□游宇明

一次参加文学活动，无意间与
人聊起鲁迅。

某人说：“鲁迅家当年是很有钱
的，你看他读江南水师学堂和附设的
矿路学堂，留学日本，寻常人家怎么
可以做到？”我顺便回答了一句：鲁迅
家到他成长的年代已经没钱了，其祖
父为了儿子科场中榜，向人行贿，遭
到揭发，抄家坐牢；他的父亲又长年
患着重病，鲁迅小时候长年出入当
铺，以此换取给父亲抓中药的钱，他
去江南水师学堂不要多少学费，去日
本留学则是公费的。这人说：那只是
相对以前没那么富了，说到底还是个
富人，谈不上破落。

一个人既有此种执念，再讨论
下去自然毫无意义，我停嘴了。

所谓“执念”，就是固执的观
念，也就是俗话说的“一根筋”，常
用来指称某个人对不值得坚持的
事情的死死固守。人当然要有点
坚持，没有坚持，别人说走平路安
全你相信，说走悬崖安全你还相
信，非出问题不可，但所谓“坚持”
一定要建立在事实确凿或道理充
分的基础上，否则，就像在沙地上
筑造高楼，最终非垮塌不可。

人是需要成长的，你年龄再

大、阅历再深、成就再非凡，也不可
能做到什么事都明白，什么工作都
做得到位。既然我们的能量有限，
虚心向别人学习，不时更正自己浅
陋的知识，刷新自己已经落伍的观
念，就成为生命的刚需。执念太
深，老是觉得自己说的、做的无比
英明，听不清别人的意见，你的心
灵成长就会止步。

执念也会使自己变得孤独。
知识也好，观念也罢，它从来都是

“及物”的，而不只是影响某种抽象
的东西。信奉“拳头哲学”，一言不
合就将别人打得眼青鼻肿，你在乎
的人就可能被你打飞；相信自己说
的绝对是真理，对方摆出的证据再
多，分析再充分，也不肯认真倾听，
别人就会失去与你讨论问题的兴
趣……固执的人少有甜蜜的爱侣
和知心朋友，并且难以获得他人出
自内心的尊重，道理就在于此。

中国有个成语叫“一叶障目”，
其实，仅仅叶子障目根本不是个
事，我们将其轻轻移开就是，真正
可怕的是相信一片叶子就是整个
世界的执念。

遮住目的不是那片叶
□苏常亮

小时候
想象山的那头
有一座神奇的织房
像春蚕吐丝一般
输送出千姿百态的云卷
太阳下宁静舒缓
月光中娇媚温婉
狂风里疾走滚翻
凄雨前凝重沉淀
倏忽一闪的苍鹰
展翅穿行在云缝之间
古时候
一个神奇的部落
迁徙到这片草原
亘古不变的是
头顶上的祥云绵延不断
阴山下的蒙古包
晨起暮息升起袅袅炊烟
草原是牧人幸福的海洋
高亢的歌声与白云作伴
牛羊成群穿梭在草场
筑路工人修起了运输能源的铁道线
巍峨的阴山挡不住云的脚步
它轻轻掠过莫尼山的顶端
在白桦树叶上留下露水的痕迹
绕过乌梁素海洒下淅淅沥沥的雨滴
黄河岸边歇歇脚呵
静静倾听浪涛的咆哮
越过古代的鸡鹿塞
仿佛见证了昭君出塞的画卷
也似乎看到勤劳的先民
把历史镌刻在阴山的古岩
风往北吹
穿越到草原之路的古驿站
甘其毛都正在崛起
牵引起国际贸易的动力链
新时代的步伐风驰电掣
云朵会书写乌拉特的新史鉴
每当霞光万丈的时候
那是云对草原深深的眷恋

乌拉特的云

我和我的祖国

□贾志义

有着共同的呼吸
跳动着一样的脉搏
沸腾的满腔热血
汇成长江黄河
浩浩荡荡波澜壮阔
托起红日光芒四射

有着共同的信仰
唱响奋进的国歌
站起来的华夏儿女
挺直珠峰般的脊梁
披荆斩棘踏平坎坷
改地换天气势磅礴

用共同的家国情怀
铸就不屈不挠性格
倡导开放合作共赢
和平崛起一路高歌
这就是觉醒的东方雄狮
这就是我伟大的祖国

英雄的人民
伟大的祖国

弦
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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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玉平

痛定余悲长歌起，感怀怅触付哀
弦。岁次乙酉六月，慈父相别五载。星
霜屡移，魂难半日澄宁；暮去朝来，心曾
片刻恬安？仲夏更深，孤影临风；心香一
炷，哀祭灵前。苒苒流年往事，历历浮现
眼帘。

祖居陕北神木，植根黄土高原。家
境贫寒，耕田向无半垧；年光苦涩，寒窑
空有一间。神鬼有私不怜穷，姑妈幼为
童媳；上苍无眼偏欺弱，重慈早谢尘寰。
家父揽工为生，终日劳筋苦骨；捱时唯有
生死，斗粮苦度荒年。豪门吮尽穷人血，
苛捐浑似鬼门关。天灾尚可忍，人祸实
难容，愤而离乡背井；人穷非志短，血气
亦方刚，慨然斩木揭竿。

七七炮响，卢沟硝烟弥漫中华大地；
“三·八”枪鸣，赤县烽火点燃边塞蒿蓬。
山河破碎，中华同仇敌忾；家国危亡，志
士义愤填膺。神府壮别，黄河东渡；偏关
听令，右玉请缨。随将帅跃马长城内外，
携士卒转战晋陕绥蒙。沟壑战凶顽，捍
卫同胞故土；川原起狂飚，赤帜翻卷雷
霆。宵衣旰食，晨昏游击倭寇；马不解
鞍，寒暑袭绕敌营。狭路相逢，奸佞命绝
浑水；铁壁突围，群雄血洒山城。攻取清
河，计七出而八进；鏖战平朔，历九死而
一生。威震青山，日伪闻风丧胆；边关紫
塞，留取赫赫英名。

岁月艰辛，仍有鸿心之憧憬；境遇飘
零，犹存男儿之常情。战地遇姻缘，蓝市
布半匹结连理；村野完婚配，清水面一碗
宴宾朋。东征西战，马背驮筐栖旅小姊
弟；南辗北转，山间窑洞拨亮麻油灯。单

骑思胜友，隔群山聆听延河之酬唱；困境
显精忠，穿夜幕遥望宝塔之通莹。魔道
相搏，正义必胜；浴火百战，豪气峥嵘。
不负黎民之重望，终获革命之功成。

绥远解放，喜看普天同庆；残匪未灭，
不及掸落征尘。轻骑奔袭，分道并进朔
北；拨马回枪，再现铁血形神。劲风扫余
孽，豪情荡川岑。扎根九边沃土，共建人
民政权；心连蒙汉父老，情系世代家林。

所记犹新：境域之艰苦，父辈之忠
勤。奔波塞北，乐成乌兰察布、平地泉合
璧；往返漠南，喜结锡林郭勒、察哈尔联
姻。西下乌达，掘煤奉送温暖；东上红山，
取电播洒光明。迁居钢都，兴工助之国
盛；赴任河套，营农祈之年丰。时至耳顺
之年，故地呼唤复归。再往乌海，梅开三
度；重返乌盟，署职两任。调令频频，慈父
换岗数十次；搬迁屡屡，孩儿转学竟七回。

名位高，官身何曾由己；职权重，家
舍依旧清贫。母亲茹苦含辛，茧手拉扯
七儿女。父亲劳碌公务，薪金供养十口
人。度日勤俭，缝来补去，翻新袄接续四
姐妹；生活拮据，走线飞针，纳布鞋相继
三弟兄。良母持家，苦中亦有乐；慈父教
子，品学盼双馨。满堂洋溢天伦美，友善
谦和待睦邻。人常言，十年浩劫磨难苦；
父以为，包羞忍耻莫回头。不语心伤，不
言骨残。神不足惧，死不足忧。苟利国
家生死以，淡然一笑泯恩仇。

父之品格，子嗣之楷模。儿学之：待
人坦诚，不与媚俗同伍；胸襟浩荡，不存
狭隘之心；处事公正，不分贫贱富贵；为
官清廉，不容沾染垢尘。父之雄略，后世
之师表。儿学之：不畏艰险，一往无前志
不渝；不畏强敌，一身正气向乾坤；不畏
劳苦，一心为民终不悔；不畏谗毁，一片

冰心自清贞。父之箴言，晚生之铭戒。
儿学之：莫受嗟食，莫饮盗泉，不敢污名
伤天理；莫惧豪强，莫欺贫弱，无情无义
丧人伦；莫求空名，莫慕虚荣，务实求真
成才士；莫说己长，莫道人短，荣辱不惊
自悦欣。父之身教，泽儿今世；父之言
传，惠儿终身。

时至庚辰，父龄八十有一；日渐心
衰，言容混含惆怅。慈父之心，儿有所
晓：阔别故园六十载，族人安在？老妹过
世已十年，寿寝何方？小儿无辜受伤残，
后日谁能予济？发妻退职无薪俸，孤影
陪伴遗孀？存抚诸事纷纭众，焉忍撒手
平生后；并非英雄无泪雨，却是愁绪绕离
伤。口吐喃喃梦语，眸含隐隐心窗；强撑
嶙嶙弱躯，轻拂缕缕鬓霜。犹显当年风
采，依旧侠骨柔肠。

慈父将别，老母强咽泣啼；慈父终
去，儿女难抑悲声。举目望苍天，苍天无
语；叩首问大地，大地失音。九皋唤云
鹤，哀唳萦绕，空林告子规，啼血低吟。

诀别千日，思之绵绵情切切；离怆五
秋，念之悠悠意惶惶。朦胧欲睡，音容笑
貌徘徊不去；梦寐神恍，举手投足犹在身
旁。参商孤冷，奈何亲人不得见；心事泪
说，只恨生死两茫茫！

呜呼慈父，生为人杰，逝为鬼雄！呜
呼慈父，精神不朽，浩气垂虹！

辞不达意，难表父子情深，拙文献
上，以尽纯孝丹衷。

祭父辞

在原内蒙古自治区政协主席石生荣百年诞辰之际，其长子石玉平将自己在2005年6月撰写的《祭父
辞》略作修改，重新面世，又飨读者，再祭前辈。这篇《祭父辞》饱含深情地记述了老一辈革命家石生荣的
光辉一生。前辈的高风亮节，令人敬佩；前辈的业绩功勋，令人难忘。愿我们能像老一辈革命家那样，不
忘为人民服务的初心，牢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

家园 哈丹宝力格 摄

□王瑞林

我的故乡是河北省清苑县最西北
角的王庄村，毗邻徐水县。当年离保定
城区 15华里，现在已经是保定市区的
边缘了，紧邻河北大学新校区，划为保
定市清苑区。

我的爷爷叫王洛余，兄弟五人，排
行老二，小辈人都称他为“二爷”。我的
爷爷属虎，是 1980 年去世的，享年 90
岁，如此推算，应该是1890年生人。

由于我出生在天津市，后又上山下
乡到内蒙古，真正和我爷爷在一起的时
光并不多。我很小的时候回过两次老
家，爷爷也偶尔到天津小住，那时我对
爷爷的印象并不清晰。直到1966年回
到老家长住了三个多月，才对爷爷有了
进一步的了解，并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

我爷爷曾经当过兵，做过生意，到
过俄罗斯，在当时绝大多数没出过远门
的村里人中算是有阅历、有见识的人
了。加上他生性耿直，刚正不阿，一身
正气，口碑极好，在村里颇受人尊重。
村里人有了纠纷，就会说“找二爷评理
去”；主持兄弟分家等事情，他更是公认
的中人。在村里那个小世界里，他俨然
就是一个“法官”。

我爷爷最后一次到天津小住好像
是1964年，我和弟弟都还在上小学。那
时我们都酷爱中国古典文学，尤其是
《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名著更是爱不
释手，我弟弟还手绘小人书诠释书中的
故事。在我们眼里，爷爷是个文盲，肯
定不知道这些故事，于是我们就争着给
爷爷讲这些书里的精彩片段。这些古
籍中不仅有很多繁体字，而且有很多生
僻字我们不认识，只好蒙着念，例如许
褚念成是许“者”，晁盖念成“晃”盖等
等。爷爷经常是不动声色地听完我们
的讲述，然后说：“嗯，事儿是这个事儿，
但人不是这个人。”接着说出人名的正
确读音，让我们再不敢对爷爷小觑。原
来爷爷念过几年私塾，而且那时听书和
看戏是人们的主要文化生活，这些典型
的历史故事爷爷当然都不陌生。

也是那次在和爷爷相处的日子里，
爷爷给我讲了很多传统礼教知识，我才
知道我是长子长孙，地位特殊，很得
意。现在想来，那也是爷爷对我疼爱有
加的一个因素吧。

在和爷爷相处中，还有几件事让我
没齿难忘。

屈指算我回乡那年爷爷已经是 76
岁高龄了，依然参加农业社的劳动挣工
分，而且属于老把式级别的劳动力。
他是个闲不住的人，每次收工回来，先

进小园里侍弄那点自留地。那是全家
的菜园子，种满豆角、茄子、辣椒和烟
叶，由于爷爷的勤劳和经验，蔬菜长势
都非常好。有一次爷爷把自种的长豆
角一把一把捆好，让我和堂弟拿到马庄
集市上去卖，有个人张嘴就说：“这是王
庄王洛余家的豆角吧？”让我很诧异，是
爷爷种的豆角品相好还是他故？至今
费解。

那时老家的饭食几乎千篇一律：由
于粮食不够吃，早晚只吃玉米面红薯
粥，中午有贴饼子和蒸红薯。菜食基本
都是白萝卜咸菜，夏天偶尔吃点小园中
种的蔬菜。由于没有油，一般都是拌
菜。这些在现在人看来都是美味的
健康食品，那时却是出于无奈：在人
民公社集体化时期，每人一年才分一
斤油，几斤麦子，三百多斤带皮的各
种粗粮。家家养猪却没有肉吃，婚丧
宴席也只是有些豆腐而已。过年包
饺子还是一半白面一半杂面的。（而
正是素食、粗粮、少油没肉、半饥半
饱，加上常年劳作，造就了村里人的
长寿。很多老人活过 90 高龄。）那时
的村民基本见不到现金，因为有我三
叔的资助，我爷爷才有点零花钱。有
一次爷爷破天荒地花两角钱买了一
斤小鱼，那是村民自己打捞的小鲫
鱼，虽然应该算是很便宜了，爷爷可
能也是为了我才舍得买的。奶奶把
小鱼和咸萝卜炖在一起，萝卜比鱼
多，为的是沾点腥荤。爷爷把鱼肉挑
给我，自己只吃鱼头和鱼骨。我当时
只是很不解，爷爷居然能把鱼骨嚼
碎。后来才理解了在那种食品极度
匮乏的处境下老人的心态。

那个年代，到保定市里去叫进城，
是件很隆重的大事。我和爷爷进城的
经历至今记忆犹新。当时是冬天，因
为往返要四十多里地，我爷爷脱下棉
鞋，换上布鞋，身披褡裢，轻装上路。
七十多岁的老人，健步前行，我几乎是
小跑才能跟上他。那时进城的目的主
要是洗个澡，买点生活用品。到了大
众浴池，服务员都热情地和我爷爷打
招呼“二爷进城了”，并凑过来聊上几
句，走的时候还送到门口。浴室里人
很多，受到这种礼遇的人却无几，可见
我爷爷的人缘。洗过澡后爷爷带我到
一家饭馆吃了保定特色的白肉罩火
烧，就是把烧饼掰碎放在盘子里，浇上
清炖的肉汤，上面有几片肉，那是我终
身难忘的美食。爷爷看我狼吞虎咽很
快吃光了自己那一份，就把他盘中的
大部分拨给了我。我那时十四岁，虽
然推让了一下，还是没忍住诱惑，把爷
爷那份也吃了。后来每每想起这件往
事都会后悔不已。要知道，在那个缺

衣少食的年代，恨不得一分钱掰两半
花的节俭理念中，为了孙子，那顿饭对
爷爷来说该是多么奢侈。对于难得见
到肉食的爷爷，宁可饿着肚子把自己
那份让给我而舍不得再买一份，那是
怎样的亲情啊。

我回老家不久就参加了生产队的
劳动挣工分。虽然每天队里只给我
记三分（壮劳力是十分），我也算没有
吃闲饭。我是八月份跑回老家的，转
眼天气变冷，而且那个冬天感觉特别
的冷。我没带冬季衣服，奶奶给我做
了一身黑色土布棉袄棉裤，在地里干
活时尚能够应对寒风。爷爷看我没
帽子，就把他原来戴的一顶旧棉帽给
我戴上，他仍旧戴他平常戴的那顶瓜
皮帽，用个旧围巾把耳朵包住。我离
开老家回津前我二叔看不过去，给我
买了一顶蓝色棉帽，才把那顶旧棉帽
还给了爷爷。现在想起来我那时是
多么不懂事啊。

我三爷的两个儿子王恩大爷和柳
枝叔不和，虽然分了家，还住在一个
院子里，两家经常因些琐事闹矛盾。
我三爷性格温和，管不了儿子们的
事，调停纠纷就成了我爷爷的专利。
王恩大爷当时还是我们十三小队的
副队长，领导着几十人，但在我爷爷
面前，就像个听话的孩子。每次他们
兄弟二人气呼呼的来找我爷爷评理，
我爷爷几句话就压住了吵闹声，听完
他们的陈述再对他们进行训导。那
种情景至今仿佛就在我的眼前。

因为经济原因我们难得回趟老
家，我最后一次见到爷爷是 1973 年的
春节后，那时我正在内蒙古师范学院
上学，利用假期我和弟弟回老家去看
望爷爷奶奶。那时的爷爷已经有些糊
涂了，有时会分辨不清我和我弟弟，但
身体还很硬朗。分别时我好像有预
感，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见到爷爷奶
奶，忍不住泪水直流。那一刻我见到
了爷爷眼里的泪花，那张饱经风霜苍
老慈祥的面孔定格在我的记忆里。

爷爷是 1980 年农历正月初六在
睡梦中离世的，那天恰巧也是我母亲
的生日。五福之一就是善终，爷爷 90
高龄没有痛苦的无疾而终应该算是
喜丧。获悉爷爷去世的消息时我正
在南京学习，那是个阴冷的冬天，窗
外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我裹着被子
实实在在地大哭了一场。

我的爷爷

三
言

二
拍

□付群华

“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它的
名字就叫中国……”中国，一个大
气温暖的词语，一个古老文明的国
度。在新中国迎来70华诞的历史
时刻，我要为祖国点赞！

70年前新中国成立伊始，祖国
百废待兴，我们从一穷二白开始，
经历过饥饿灾荒，经历过不堪回首
的年代。当云开雾散宇宙澄明，改
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大江南北，吹绿
祖国大地，祖国迎来了崭新的面
貌。人们吃得饱穿得暖，精神生活
和文化生活有了很大改观。“楼上
楼下，电灯电话”从书本走到现实，
高楼大厦与乡村别墅点缀城乡广
袤的大地，神州大地到处生机勃勃
方兴未艾。抚今追昔，不由令人心
潮澎湃感慨万端。这一刻，我为祖
国点赞！

我们有勤劳善良的十三亿多
人民，我们有多才多艺的五十六个
民族。乌苏里江上，赫哲人迎着朝
阳撒网，踏着夕阳捕鱼；一望无际
的大草原，藏族兄弟姐妹跳起了热
情奔放的锅庄舞；鸭绿江畔，阿里
郎的歌声随江飘荡；漓江的水也悠
悠，刘三姐的歌也悠悠……斯情斯
景，祖国，我要为你点赞！

我们有五千年的悠久历史，我
们有灿烂的华夏文明。我们有举
世闻名的四大发明，我们有光辉璀
璨的文化艺术。唐词宋词成为华
夏文明的经典符号，中华民族传统
文化艺术数不胜数，陶瓷、刺绣、戏
曲、剪纸、兵马俑、乐山大佛、司母
戊大方鼎、清明上河图……祖先为

我们留下了数不清的文化瑰宝，我
们后人要把这些文化传承下去，为
华夏文明增光添彩。这一刻，我为
祖国点赞！

我们有数不清的名山大川，
我们有赏不够的风花雪月。万里
长城自古举世闻名，长江黄河日
夜奔腾不息；我们有三千里大漠
戈壁，我们有气势宏伟的北京故
宫；我们欣赏三千尺飞流直下的
天然神韵，我们惊叹长河落日的
磅礴壮丽；我们喜欢祖国的奇石
怪峰，我们更爱名胜古迹的浩然
长气。掬一捧黄海咸咸的海水，
尝一口边疆清澈的甘泉；耀眼的
太阳光下，玉龙雪山终年蒙着白
纱令人望而止步；山高水长的阿
里山，吸引了美丽的姑娘和小伙
子把情歌欢唱。伟大的祖国，我
要为你点赞！

我们有全世界最大最具威力
的单口径射电望远镜，我们有空间
实验室和载人飞船，我们有国产大
飞机，我们有“复兴”号高铁，我们
有领先世界潮流的5G手机……祖
国是一部厚重的书卷，任由我们书
写伟大时代的雄浑诗篇；祖国是一
幅宏伟的画卷，任由我们挥毫泼墨
描绘丹青。祖国啊，这一刻，我要
为你点赞！

秋风送爽，瓜果飘香。金秋十
月流光溢彩，祖国大地到处燃烧着
火一样的热情。我们伟大祖国已
从世界东方崛起，正以势不可挡的
劲头奔向未来广阔的天地！

祖国，我为你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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