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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年轻的时候，

对 于 房 子 的 认 识 只

有一个字：等。

那 时 候 的 人 们

多是靠单位分，靠不

住 单 位 的 就 设 法 找

房管局租，房租非常

低，每平方米几毛钱，

一间十平方米的房子

一个月两块多；尽管

如此，仍然有人租不

起；然而只要租下了，

基本就能住一辈子。

那 时 各 区 各 片 的 房

管局职工非常吃香，

他 们 脑 子 里 布 满 了

管片里的住房图，认

识 他 们 的 人 或 者 拿

着 街 道 介 绍 信 的 人

就能够租到房。

当然，有本地户

口是基本条件。

一次，我所在单

位 的 一 位 女 干 部 嫁

给 了 一 位 家 在 外 地

的男人，我和同事们

去 她 在 长 辛 店 新 婚

的 家 看 望 。 一 进 门

就 有 些 犯 愣 。 她 是

和父母一起住的，屋

子不大，一张上下铺

的双人床，下铺住父

母，上铺是小两口。新婚的小两

口如果想行人道的话，只有在父

母有意躲出去以后才能完成。

就是说，你的发情期是由他人决

定的。当时，这位女干部已经很

满足了，因为有多少年轻夫妻，

只能在集体宿舍各自栖身哪。

如今，我这个站着说话不腰

疼的人认为，从人道的观点出

发，现在的年轻人还算是有福

的。户口已经不是问题，是不是

本 地 人 都 可 以 租 到 或 买 到 房

子。而且据说现在房子的租售

比是 1 ∶300 到 800，是

租房子最值的时候。

那么把现在还买不起

房子的钱用来租一间

房子，离单位近些的

甚至是好些的房子，

好 好 过 着 舒 服 的 日

子，不用在大雪后的

雪 地 里 白 白 按 着 喇

叭，不会在大雨里站

在路边打不着“的”，

不会在郊外的狂风里

顶着风走……还图个

什么呢？与其只为了

那房子日后的升值，

不如先让自己升值，

不亚健康，不焦虑，松

弛地完成任务，从同

事中脱颖而出，然后

轻松地生儿育女……

中年以后再买房，老

了以后就回老家去，

在 亲 人 中 间 欢 度 余

生。

那部叫做《蜗居》

的电视剧传达的其实

是一个物欲横流时代

的典型理想，有了房

产证才算有了一切，

没有房产证就一切等

于零。就是这样的思

想现实，制造了一种恐

慌，把人生的理想都转嫁给了房地

产市场。那么这样的人生能幸福

吗？这个市场能健康吗？况且，

再把这种所谓理想的难以实现

作为社会对不起自己的怨恨发

泄出来，疯狂勾引款男，破坏人

家孩子的幸福童年，还传染那些

没有识别能力的人们，进而影

响社会情绪，加重社会负面评

价，就更是不妙了。

人生一世，何必一定要摽着

别人，非要和

别人一样呢？

国旗在村庄飘扬
周振华

《凤凰琴》是作家刘醒龙发表

于上世纪 90 年代初的中篇小说，

后来拍成了电影，一部好看的电

影。片子里的民办教师张英子给

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特别是她写的

那篇《大山、小学、国旗》的文章曾让

无数人感动。如今现实版的《村庄、

农家、国旗》的故事，就发生在我们

身边，情节更是感人至深。

眼下过年过节，或是平常的

日子，当您走进京郊诗情画意的乡

村，不经意间就会见到某个村庄的

胡同里每家大门外的墙垛上，在统

一的位置都悬挂着鲜艳夺目的五

星红旗，从老百姓那浓烈而细微

的爱国主义情怀中，不难觉察到

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派新气象与

新变化。飘香的村庄，规整的街

道，漂 亮 的 院 门，街 巷 两 旁 红 花

绿草，树木成荫，国旗招展，一幅

耐人寻味的乡村图景。

我 第 一 次 看 到 国 旗 在 村 庄

飘扬的景象，已是十几年前的事

了 。 那 时 农 村 还 没 有 那 么 多 家

庭悬挂国旗，尺寸是按标准国旗

的 比 例 缩 小 成 适 合 农 家 悬 挂 的

大 小，是 老 乡 们 亲 手 缝 制 的，因

为 当 时 还 买 不 到 ，只 能 自 己 动

手，别 看 是 手 工 活 儿，但 式 样 非

常 精 美 考 究 。 如 今 这 景 象 已 不

是 一 面 两 面，一 户 两 户，一 个 村

两个村了，悬挂国旗的村庄和农

家 已 非 常 普 遍 。 就 以 北 京 昌 平

区 为 例，区 委 宣 传 部 有 个 统 计，

截止到现在，全区 300 多个村庄，

有 70%悬挂国旗。试想，这成千

上 万 面 的 国 旗 ，迎 风 飘 扬 的 时

候 ，该 是 怎 样 的 一 种 庄 严 与

气派！

改革开放后的农民，生活水

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家家

户 户 的 日 子 浸 着 蜜 过 得 有 滋 有

味 儿，于 是，这 些 新 时 期 的 农 民

便 产 生 了 由 衷 的 爱 国 情 怀 。 别

看他们整天与土坷垃打交道，但

他们也有丰富的情感，有很多衷

肠 想 对 祖 国 诉 说 。 他 们 朴 实 厚

道，不善言谈，可内心是纠结的，

炽热的，火一般的，因为他们最懂

得感恩，懂得报答，懂得吃水不忘

挖井人，他们知道今天的好日子

是怎么来的。

我 走 过 北 京 昌 平 的 很 多 村

庄，有平原，也有山区，老乡们对

国 旗 都 格 外 珍 爱 。 让 人 感 动 的

是，家家户户把悬挂国旗当成他

们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仅马池口

一 个 镇 就 有 20 个 村 悬 挂 国 旗 ，

崭新的村庄加上国旗的装点，那

真 是 一 道 别 样 的 风 光 。 呼 啦 啦

迎风飘扬的国旗，仿佛在与他们

的 主 人 共 同 演 唱 美 好 新 时 代 的

颂歌。

到 底 是 什 么 激 发 了 昌 平 农

民 对 国 旗 的 由 衷 热 爱 ？ 我 想 也

许 这 里 是 奥 运 会 重 大 赛 事 的 举

办 地 之 一 —— 铁 人 三 项 赛 的 各

国运动员云集在毛主席等老一辈

无产阶级革命家曾经修建的十三

陵水库大坝上，老乡们为能有 今

天这样的场景，能在家门口当一

次 世 界 的 东 道 主 感 到 自 豪 和 骄

傲；也许这里的很多村庄曾是革

命老区，老区人民为能有今天的

幸福生活感到满足和欣慰，他们

再 也 抑 制 不 住 储 备 了 许 久 的 对

伟大祖国的感恩之情，以悬挂国

旗的方式予以表达。

村 庄 里 的 举 动 感 动 着 天 与

地 。 我 发 现 我 们 的 农 民 是 那 么

可爱，他们对待国旗是那样的至

亲 至 爱 。 尤 其 是 过 年、过 节，乡

亲们把悬挂国旗当做最重要、最

神圣的事情来对待，没有谁去动

员，去 催 促，他 们 能 够 在 一 个 时

点 ，做 到 整 齐 划 一 ，户 户 不 落 。

国 旗 飘 扬 的 村 庄 ，从 街 巷 的 一

头，往另一头望去，格外抢眼，呼

呼啦啦，飘成一道农家特有的最

能 表 达 庄 稼 人 内 心 世 界 的 亮 丽

风景。

这样的情景，不难想象。悬

挂 国 旗 的做法，恐怕不只是北京

昌平农村的专利，在中国 960 万平

方公里的大地上，一定还有很多

很多的村庄、很多很多的屯子、很

多很多的毡房，都在这样做。

回 想 国 旗 现 象 ，起 初 的 时

候，只是一两户，但这样的开头，

其 反 响 是 强 烈 的 ，效 应 是 巨 大

的 。 后 来 这 一 现 象 就 一 下 蔓 延

开 来，越 来 越 多 的 农 家，争 先 恐

后，自 发 在 自 家 的 大 门 口、柱 脚

上 或 是 屋 子 里 悬 挂 起 了 国 旗 。

为规范悬挂国旗的行为，很多地

区的党委、政府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旗法》做出了相应的细致

的规定。北京昌平区为让村庄的

国旗悬挂得更加规范，在 2008 年 7

月出台了《关于全区村庄悬挂国

旗 爱 国 主 义 教 育 工 作 的 实 施 意

见》，做到统一悬挂时间（元旦、春

节 、“ 五 一 ”“ 十 一 ”及 奥 运 会 期

间），统一悬挂地点（各户院门左

侧一米，距地面两米处），统一国

旗标准（使用六号国旗、旗杆一米

长），统一日常管理（各村统一安

排专人按规定时间悬挂，并统一

存放保管）。从几年来农村悬挂

国旗的情况看，老乡们不是图热

闹，更不是走形式，是中国农民切

切实实的一种无声的举动，是他

们真真切切感受和体味到祖国给

他们带来巨大实惠后的发自内心

的一种纯粹的表达。

为什么悬挂国旗，老乡们有

他们自己的理解：“没有国富，哪

来 的 民 强 ！ 没 有 伟 大 祖 国 做 后

盾，哪有我们今天的盛世太平！不

爱国，那叫没良心！说实在的，就是

这种形式，也难以表达对伟大祖国

的感激、感恩之情。”我曾采访过一

位年迈的大爷，问他您家为什么挂

国旗？大爷回答：“我这一辈子，苦

吃过，罪受过，经的世道多了，谁

都不行！您说谁能带给俺们像今

天这样的好日子！吃的喝的天天跟

过年一样，享福儿啊！这福不都是

共产党给的吗？没有共产党，哪来

的新中国，没有新中国，指不定还

在哪儿接着吃苦受罪呢！您说不

该挂面国旗，感谢国家吗？”大爷

的 话 ，是 心 里话，是代表广大农

民 爱 党 爱 国

的心里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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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堂凹：这人世间的最低处，生命的黑

伸手不见五指。浑浊、泥泞、举步维艰

在深圳，在沿海打工的城市有多少的夜

会铺天盖天地黑下来

自己拥抱着自己孤独的身体

苦苦穿行在茫茫的沙漠中

是人啊，也渴望甘露

人性，是被扭曲的钢筋

那么多两地分居的打工夫妻

一年也难得见一面

舍不得住五十元一夜的旅店

在天堂凹，在荒野的低洼处

起伏的野草，是他们的帷帐

这些饥饿和饥渴的人啊

恨不得整晚都住到对方的身体中去

恨不得把双手变成紧缠的绳子

把对方紧紧地捆在一起

今夜水草丰美，今夜天人合一

今夜水到渠成，今夜天籁寂静

天堂凹——

装满天堂的汗水、泪水、血水……

天堂凹
许 强

在我心中，您永远是那样高

大、伟岸，您的身材虽不魁梧，但

您的心灵却是那样高尚……

在 我 的 生 活 中 ，不 能 没 有

您——我的父亲。

记得那年我上初中二年级，

在一次学校组织的春游中，我通

过投篮得到了一只活泼可爱的

小白兔，并给它取名“投篮兔”。

您也特别喜欢它，经常把它抱在

怀里。日子长了，小白兔逐渐和

您亲近起来，有一次您刚下班回

家，小白兔便竖起耳朵，不停地

围着您转，您也开心地拽着它的

两只小耳朵在地上玩耍，可就在

这时，听见小白兔发出几声揪心

的叫声，痛苦地挣扎起来，您急

忙把它放在地上，只见它的后腿

一下子肿了起来，一瘸一拐的。

当时您焦急万分，立刻抱起小白

兔来到小区附近的一家动物医

院，急切地给小白兔挂号看病，

拍片子、包扎、固定，忙得不可开

交。直到把小白兔抱回家后，看

到它不再那么痛苦了，您才松了

一口气。我问您为什么要这么

关心一只兔子，您语重心长地对

我说：“小白兔也是一条生命，我

们和它们都是平等的，只有善待

每一个生灵，这个世界才能和

谐、安定。”从这一番话中，我明

白了您是一个有大爱的人。您

平时生活俭朴，做事认真，从不

杀生，这些都潜移默化地对我产

生了影响，生活中您做的每一件

小事都是对我的教育和启示。

在我的人生道路上，不能没

有您——我的父亲。

中 考 前 夕 ，是 最 紧 张 的 时

期。每天放学回家都能看到您

在 书 桌 前 研

究 我 所 学 过

的课程，以便能在我写完作业后

给我讲解辅导，甚至双休日也从

不休息，翻阅大量的资料为我答

疑解惑，您的这些做法令我感

动，并使我对中考充满了信心。

记得有一次，您陪着我一直学习

到深夜，但有一道数学难题始终

没有解开，于是您让我先睡觉，

第二天早上再做。第二天早上，

我很早就起床做题，可走到客厅

一看，您竟然一夜没有合眼，还

在不停地算着那道未解出来的

难题！只见您的眼睛里布满了

血丝，头发也乱蓬蓬的，此情此

景，我内心充满了感激。突然，

您放下手中的笔，用欣喜的目光

看着我说道：“终于解出来了！爸

给你讲解……”这时我百感交集，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但我暗下决

心，为了您的付出，我要加倍努

力，在中考中取得优异成绩，以此

来回报您对我的付出。

在我的成长过程中，不能没

有您——我的父亲。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您已

陪我走过了 15 年的人生旅程。

在生活中，您是我的知心朋友；

在学习上，您是我的辅导老师；

在心目中，您一直是我生活中最

敬爱的人，在今后漫长的人生旅

程中，我将更加需要您的教诲，

您的引领。

我 真 的 不 能 没 有 您 ，我 的

父亲。

不能没有您，我的父亲
单俊德

那一年的那一天，不经意间

从一篇不足百字的图文信息中发

现了《最小说》——国内青春第一

写手郭敬明主编的一本青春文学

杂志。时尚新颖的封面设计，丰

富的现代故事，饱含亲和力的宣

介，吸引着我的注意，而更为打动

我的则是那个“最”字。

打 开《现 代 汉 语 词 典》即 发

现：最，副词，表示某种属性超过

所有同类的人或事物；居首位的，

没有能比得上的。

一个“最”字，承载着多么厚重

深远的内涵与外延！从那时起，

“最”悄无声息地嵌入了我的心底。

北方深秋的菜市，偶看农家

爷娘哥嫂菜车上棵棵白帮绿叶鲜

嫩饱满的大白菜，那么惹人喜爱；

听他们述说今年种植白菜的喜悦

和收获，推介吃白菜的营养妙处，

欣 欣 然 带 一 棵 回 家 来 。 几 经 操

刀，几番尝试，有关白菜的过去、

现在与未来竟也如同人生一样演

绎开来，特别是沉在心中的那个

“最”一点点生发和“白菜”自然和

谐地联在一起：“最白菜”。

土生土长在北方的我和我的

父老乡亲素来与白菜结有特殊的

感情。记忆中，那时家乡的土地

十分贫瘠，白菜的长势说不上茂

盛，即便这样，一棵棵稍显单薄瘦

削的白菜连同土豆、萝卜一起依

然是家家户户整个冬季唯一可吃

的老三样蔬菜。一户人家要在地

窖中储存数百斤白菜度过冬天，

还 要 腌 一 大 缸 酸 白 菜 。 炖、炒、

腌、拌，日子清苦却也甘甜。

少小离家出门求学的岁月，

几片菜叶做就的一碗碗清淡的白

菜汤、一小盘素炒白菜片……孕

育着青春肌体的成长，困难时期

的经济境遇锤炼了人在逆境中求

生存的能力。也同在那时候，读

到鲁迅先生在《藤野先生》一文中

说的：“……大概是物以希（稀）为

贵罢。北京的白菜运往浙江，便

用红头绳系住菜根，倒挂在水果

店头，尊为‘胶菜’……”我由此知

道了“胶菜”，并产生了对白菜的

探究更为浓厚的兴趣。从老师的

讲解中进一步知道：白菜原产于

我国北方，在古代称菘菜，今人俗

称大白菜。引种南方，种类很多，

南北各地均有栽培，在我国栽培

面积最大、销量最大、物美价廉，

在蔬菜中营养价值最高。明朝时

传入朝鲜，成了朝鲜泡菜的主要

原料。十九世纪传入日本、欧美

各国，后来，世界各地许多国家都

引种了白菜。关于“胶菜”，据中央文

献资料所载：1949年，我国政府在给

斯大林的生日礼品清单中，毛泽东

主席亲自指定送给斯大林 2500 公

斤胶州白菜作为生日贺礼。

离开校门步入社会，对白菜

的兴趣与喜爱一如当年。从大量

的阅读中探索，看白菜的历史：我

国新石器时期的西安半坡原始村

落遗址发现的白菜籽距今有六千

年到七千年。《诗经·谷风》中记载

的“采葑采菲，无以下体”说明距今

三千多年前的中原地带，对于葑

（蔓青、芥菜、菘菜）及菲（萝卜）的利

用已很普遍。秦汉时菘菜从“葑”

中分化出来。三国时期的《吴录》

记载“陆逊催人种豆菘”。南齐的

《齐书》记述“晔留王俭设食、盘中菘

菜而已”。同时期的陶弘景说：“菜

中有菘，最为常食”。唐朝时已选

育出白菘，宋时正式称之为白菜。

宋代苏颂说：“扬州一种菘，叶圆而

大……啖之无渣，绝胜他土者，此所

谓白菜。”明代李时珍引陆佃《埤

雅》说：“菘，凌冬晚凋，四时常见，

有 松 之 操，故 曰 菘，今 俗 谓 之 白

菜。”再看白菜的美味。早在五百

多年前南齐太子文惠曾问周围的

人：“菜食何味最胜？”当朝名士周

颙答曰：“春初早韭，秋末晚菘。”

诗 人 苏 东 坡 曾 将 大 白 菜 褒 誉 为

“白菘类羔豚，冒出土熊蹯”。在

他的诗句中，白菜简直可以与山

珍海味媲美了。清朝光绪《津门

纪略》中记有“黄芽白菜，胜于江

南冬笋者，以其百吃不厌也”，以

至白菜又有“北笋”之称。近代植

物学家吴其浚对大白菜品质极为

赞 赏 ，称 之 为“ 蔬 中 神 品 ，不 虚

也”。至今我国仍流传着“肉中就

数猪肉美、菜里唯有白菜鲜”的俗

语，还有那“百菜不如白菜”的佳

话。再看白菜的药用。清热解烦、

解渴利尿、通利肠胃，养颜排毒，治

感冒，防癌、防糖尿病、防肥胖症、防

心血管病，用那质地柔嫩、易熟、口

味淡雅的大白菜，做出一道道特色

风味的菜肴，点缀丰盈了小小餐桌

和一个个平淡的日子。

多年以后，因市场经济的快速

发展，因席卷而来的快餐文化，因菜

市的琳琅满目，我淡忘了白菜。看

那一年四季的菜市上，要什么有什

么，只有想不到，没有找不到。对白

菜的忽略，看到只一眼而过，没有半

分停留。忽略白菜如同忽略曾经的

平淡，淡忘白菜好比淡忘一直的坚

韧。曾经的曾经，平淡如白菜的日

子，润泽而营养；一直的一直，坚韧

如白菜的岁月，顽强又持久。生活

与白菜相伴，有滋有味；生命与白

菜相融，尽展风采！

这 个深秋收获的季节，我又

找 回 了 拥 有 白 菜 的 生 活 。 一 次

又 一 次 ，一 棵 又 一 棵 ，周 而 复

始 。 各 种 烧 法，千 变 万 化，百 吃

不 厌 。 重 新 拥 有 白 菜 的 日 子 ，

倍 加 珍 惜 ，倍

加感动。

“最”白菜
武秀丽

日照，这座海滨小城被誉为

太阳的故乡，都说那里的太阳永

不坠落。我宁愿相信这是真的。

为了追寻不落的太阳，我和

春天一起来到日照。我惊异地发

现，日照的月亮比太阳更纯净，更

美丽。莫非我和月亮有缘吗？为

什么第一次见到海上明月，竟然

一望而生仰慕之情。在日照短暂

停留的日子里，我每天傍晚来到

海边，与月亮约会，仿佛回到了年

轻的岁月，品尝着初恋的甜蜜。

日照海湾的黄昏凉爽而静谧。

暮霭熔金，远山含黛，温柔的

海风亲吻我的脸，海面上腾起一簇

簇雪浪花，那是在欢迎一位穿了几

十年戎装已经身心疲惫的共和国

的老兵吗？我伫立海岸，等待月亮出

海。莫笑我痴，我人生第一次追寻和

等待海上明月。知道月亮美的价值

吗？我至今才明白，不爱月亮的人，

他的感情世界无疑有一块空白。

观赏海上明月，是我多年的

期盼。如今，我在海边

等待，人生的际遇莫过

于一次美的等待。月亮

在海里洗了一个澡，然

后水淋淋、湿漉漉地钻

出了海面，像一朵白莲

在我眼前绽放。我望

见，海中有月，月中有

海，月亮和大海交融在

一起。于是，海空变得

如此和谐。月亮像一把

钥匙，开启了大海的心

灵。大海像一块碧玉，

托起了月亮这颗珍珠，

海风抚琴，奏响了一曲

海月恋歌。

月 亮 像 一 盏 银 灯

高悬在夜空，当我走近

她，唯恐把她撞碎，因

为没有她，这个世界会变得更加

黑 暗 。 只 因 为 看 了 一 眼 海 上 明

月，我的心一万年也不缺少光明。

月华如练，把我的魂牵走了，

只 剩 一 个 空 壳 儿 。 我 躺 在 海 滩

上，疲惫地进入梦乡。梦中，月亮

微笑着向我走来，我迎上去，当我

用双手抚摸月亮时，月亮哭了。

枕着海入眠，这确实是一件

浪漫的事。海浪打湿了我的梦，

月 亮 悄 悄 地 为 我 抹 去 脸 上 的 泪

痕。我知海月心，海月知我情。海

天万里，看不到尽头。海雾迷蒙，给

我心头平添几许惆怅。海风呜咽，

断断续续倾吐着心事。海鸥唱着

凄婉的歌，撞击着我的心灵。

我一颗颤抖的心扑向海上明

月。月亮啊月亮，请你睁开眼睛，

展开双臂，我来了。追月的路，从

来没有想象的那么遥远。月亮啊，

梦中的仙子，送你一片镜儿海，明净

澄碧，愿你有海一样宽阔的心胸，海

一样澎湃的激情。月亮啊，心中的

美神，你是大海的女儿，而我，只是

一只海鸥，我把心中的歌献给你，但

愿能引起你的共鸣。

月亮为什么沉默不语？莫非

你有羞涩难言的心事，深深埋藏在

心底。海风啊，请你吹开月亮心灵

的一扇门吧，我想解读月亮的心事。

从小到大，听人们讲述过许

多关于月亮的故事，每一个故事

都是一个美丽

的 童 话 。 如

今，我伴随着月亮走进童话世界，

我感觉置身于童话中的故事并不

美丽，更多的是凄婉孤寂和忧伤，

即使这样，我也不愿走出与月亮

相伴的童话世界。

生平第一次见到这么美丽的

海上月色。皎美的月光照亮了海

湾每一个角落。海滩上，汪起无

数片海水，每一汪海水都有一个

小月亮。而我心中，只有一个月

亮，那是我永恒不变的美神。

月亮走我也走，我拼命追赶着

月亮。月亮离我多么远，我的思念

和爱恋就多么远。近，故然很美，其

实，远比近更美！月亮高悬在天空，

听海浪吟诗，海风抚琴，海上巨轮汽

笛长鸣。你遥望海上日出，天边落

霞，还有消逝的帆影……

你可望见了我，一个执著的

追月人？我仰望着你，珍惜这美

好的一刻。我把握今天，相信明

天胜过今天。月亮啊，你应该明

白，人的情感可以超越时空和年

轮。

世界上最美的是海

上明月。一首《春江花

月夜》堪称诗中的诗，成

了千古绝唱。我爱娇美

的月亮，尤其爱这日照

的月亮，她让我心醉，让

我神往。我把心交给了

你，把梦交给了你，无论

你走到哪里，我都要和

你一起翱翔在苍茫的天

宇。我发现，月亮是从

太阳的背后钻出来，绽

开迷人的笑靥。她不愿

和太阳媲美，总是在暗

夜里悄然露面。

世上许多美不易让

人发现。“银碗盛雪”雪

无痕、“明月藏鹭”鹭无

影。真正的美是看不到的。大白

天，谁见不到太阳呢？夜晚，如果你

不经意，怎么能见到月亮呢？月亮

悄然无声地把光明洒满人间，但

是，有多少人留意看一看她那美

丽的倩影呢？哪怕是望上一眼！

我不远千里来到日照，观赏海上

明月，不为别的，只是为了见证美

的价值。

海滩很静，静得只能听见大

海的呼吸，那富有节奏的海浪声

告诉我，大海并没有安睡。大海也

在望月吗？此刻，我想起了十年前写

的一首小诗——《海月恋》：大海遥

望着月亮/越过岁月沧桑/把古老的

梦幻/化做万顷海浪/月亮啊月亮/

你听见了吗/大海日夜在歌唱/月亮

窥视着大海/穿过夜色苍苍/把思恋

的月华/洒在苍茫的大海上/大海啊

大海/你看见了吗/ 月亮那秀丽的

脸庞/海知明月心/爱恋那娇美的月

光/月知大海情/爱恋那澎湃的海浪/

海浪啊海浪/月光啊月光/把彼此的

思恋/洒满天空，溶进海洋……

我如醉如痴地望着天上的明

月，感觉整个身心溶进银色的月光

里。月光里的我依然是那么渺小，小

得宛如一滴海水。我知道，一滴海

水胜过我一生得到的阳光和月光。

海风徐徐，送来阵阵芳香，是花

香，茶香，还是芳草香？月儿望着我笑，

笑得很神秘，也很甜蜜。我忽然明白

了，原来，日照的月亮是香月！那是

春花、春茶、春草把她熏染的吧。

日
照
的
月
亮

乔
秀
清

乐园（国画） 周洪声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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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如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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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海临风 生命之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