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夏文明五千年，英雄人物

层出不穷。新中国成立六十余

年，涌现出的先进人物、英雄人

物更是数不胜数。可以说，我们

是生活在英雄的时代。在众多

的先进人物、英雄人物当中，雷

锋 算 得 上 一 个 非 常 响 亮 的 名

字。今年三月五日，是雷锋同志

因公殉职五十周年，各地将以不

同的形式开展纪念活动。

我们纪念雷锋，不仅要学习

他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崇高品

质，还要把他的精神在

新的时期进一步发扬

光大。雷锋精神，跟

焦裕禄精神、铁人精

神一样，已经成为我

们民族精神的重要组

成部分，它们就像条

条奔流跳跃的小溪，

在时间记忆的长河里

汇聚成我们民族永恒

的文化符号。

曾几何时，在人

们幼小的心灵里，就

开始被大人灌输要向

雷锋叔叔学习，做好

事，不留名。曾几何

时，学生在雪天里为

五保户扫雪、打扫卫

生，战士们到敬老院

为老人剃头、洗澡、洗

衣服。曾几何时，第

四军医大学学生张华

为抢救落水农民而英

勇献身，一度成为人

生价值观讨论的中心

话题。曾几何时，电

影《离开雷锋的日子》

公演后，被人们争先

恐后观看，再度成为

群众议论的话题。我

们注意到，在相当长

的时间，也有相当多

的一部分人不去研究

雷锋的精神内涵，而

专门无事生非地研究

雷锋到底是公伤还是

自伤，他有没有私房

钱，他为自己买没买

过好衣服穿，甚至造

谣污蔑雷锋这个典型

是假的！面对这样的

问题，我们没有理由

不 站 出 来 为 雷 锋 说

话，为雷锋精神说话。

毫无疑问，雷锋

有着苦难的童年。是

共产党、新中国把他解放出来，

使他成为一名共和国军人。在

他的心灵深处，党、祖国、军队和

人民群众是紧密联系在一起，不

可以随便分割的。这一点我们

从他的日记里，可以非常清晰地

看出来。在五六十年代，像雷锋

那样的年轻人，怀着对共产党、

新中国的热爱，在本职工作上作

出突出成绩，在社会上乐于助人

的普通人到处都是，雷锋不过是

那一时期这一英雄群体的一个

缩影。毛主席发出“向雷锋同志

学习”的号召，固然有伟大的影

响力，但如果没有当时全民族整

体的时代热情相结合，恐怕也不

会产生如此大的宣传力量。同

时，还有一点不容忽视的是，扶

危济困历来是中华民族的传统

美德，这种美德也是中华民族传

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雷锋精

神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的就是这样

的一种文化。它的先进性在于毛

主席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

人民群众把其赋予了新的思想内

容。正如周恩来总理给雷锋的题

词所总结的那样。

近些年，社会上出现了很多

奇怪的现象，人与人之间的信任

程度逐渐出现危机。典型的如：

当有人出现落水、车

祸，以至路边摔倒时

常常无人问津，更有

甚者，还有人竟然喊

出救人给多少钱的要

求！还有个别医院，

当病人急诊急于做手

术，因一时交不上住

院费、押金而延误治

疗导致病人死亡的事

件屡见报端。诚然，

人分三六九等，出现

碰瓷儿、故意讹诈的

人总会有，但总不至

于处处都是、人人自

危吧？去年高考试卷

曾围绕诚信出了一道

题：甲委托乙购买福

利彩劵，结果乙没有

中奖，而甲中奖，问乙

该怎么办？结果，在

考卷上绝大部分同学

都 写 乙 要 如 实 告 诉

甲。而在考试后，很

多同学在讨论时则提

出不告诉甲，或告诉

甲，但甲要出一半钱

给 乙 作 为 报 答 。 当

然，更多的人认为，如

果是三五十元也就罢

了，如果多就要让对方

有个说法。同理，在很

多 家 庭 房 产 纠 纷 当

中，也遇到相似的情

况。如此推理则便可

得出：小事学雷锋，大

事就要因事而议了。

想来，这样的推理是

非常可怕的。

引申开来，我们

过去学习雷锋公而忘

私，那么现在是不是

就可以公而有私，即

公私兼顾了？也可以

先私后公，或者是大公

小私、大私小公？社会

在发展，社会在多元，在过于强调

自我价值、自我实现的今天，让所

有的人都做到公而忘私、“狠斗私

字一闪念”显然不合时宜，但做到

不损公肥私应该是道德的基本

底线吧？可这底线可又有多少人

能做到呢？在这里，我把雷锋精

神提升成一种精神文化符号，无

非是在提醒告诫人们：不论社会

怎么高科技、市场化，我们已经

形成的文化传统是万万不能丢

失的。它们是我们民族最宝贵

的东西。我们当下不是在抢救

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吗？我看

雷锋精神就是我们最宝贵的非物

质文化遗产，其传承人就是我们

每 一 个 中 国

公民。

人们说：岁月能淡化感情，能

抹平伤痛。想写写母亲倾诉我那

绵绵思念，多少次提笔，无数次泪

眼朦胧！母亲李芳兰是大西北甘

肃的农村妇女，在以“三寸金莲”

为美的年代里裹了脚；从此束缚

了母亲七十多年。母亲没有自己

的事业，唯一的事业就是儿女。

“羊有跪乳 之 恩，鸭 有 反 哺

之情。”我军（警）旅生涯二十六

载，不能回家陪母亲，尤其是逢

年过节……转业首都北京工作

后，只要我一到家，她就会一边忙

忙碌碌给我准备饭菜，一边弯下

腰从柜子里取这找那，存了一两

年的葵花籽和蜂蜜端上了桌。还

自言自语个不停：这孩子大老远

回来也不提前打声招呼，让妈多

少有个准备；你看这炕上脏兮兮

的，院子也没顾

得上打扫，让人

家“公家人”笑

话 。 我 在 外 三

十多年，回家一

般 不 给 家 里 打

招呼，因为怕给

她们添麻烦；有一年，我在贺兰山

当兵，请好了假回家过年，由于有

任务没能成行，听说爸爸在大山

上转了半个月，妈妈在我离开家

的路口一直等到大年三十。

母亲生性刚直要强，事事不

愿落在别人的后面，用自己羸弱

的身体苦苦支撑着这个“四世同

堂”的大家庭。孩子成活了七个，

由于生病没有奶水，母亲到处求

人给帮忙，有同岁的孩子就让留

些奶。爷爷奶奶由于生活困难分

开而过，我家和叔叔分别照顾。

为这作为“长嫂”的妈妈背了不好

的名声。记得爷爷患有哮喘病，

每走一步都十分困难，母亲也患

有气管炎，整天挣工分，一日两餐

的忙碌着。大姐远嫁后家里困难

的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这给本

来就贫困的大家庭雪上加霜。谁

说“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

母亲说谁要是不同意接济姐姐她

就跟谁急。

记得上初中的时候，没有费

用我一直“走读”，每天天不亮就

被母亲叫醒，热乎乎的面“糊糊”

就端了上来。考上高中，五十多

公里的路程必须住校，周六回来

周日走，母亲提前准备好吃的就

上山耕作去了。记得有一次，家

里确实没有什么东西可拿了，母

亲从邻居家借来了两碗玉米面，

然后煮了一锅没剥皮的土豆，两

者相拌后搓了十个玉米饼子。母

亲的右手掌布满大口子，黑的东

西渗入很粗糙又明显。那次我离

开家门的时候，母亲一把鼻涕一

把泪送我上路，我也“五味杂陈”，

眼泪在眼里打转。

有一天，我放学回家，母亲拿

出一个白纸盒幽默地说：拴平（乳

名），妈在马路上拾到这个你喜欢

吗 ？ 我 一 头 雾 水，喜 欢 又 没 钱

买？随后她神秘地真取来了白球

鞋。我感动的哭了。这是我平生

第一次穿买的鞋，

母亲没有正儿八经过过一次

生日，但孩子们的生日一个不忘；

不论我在宁夏银川、内蒙古乌海，

还是北京，每年的生日她都在老

家张罗吃长寿面，还做我喜欢吃

的家乡饭。

母亲喜欢养花，老家四合院

里外空地种了许多，给家里带来

生机和活力；童年的记忆里，母亲

喜欢坐在上房台子上作针线活。

缝缝补补是母亲的习惯，她的针

线缝过岁月也补过风寒。过日子

十分节俭的母亲临去世前，她的

毛背心前襟下面还缝着两块布块

抵脏；但她对左邻右舍和亲戚朋

友都好呢，谁家有个婚丧嫁娶、

大病小灾，母亲都积极帮忙热情

张罗。村里有位兄长家庭贫困，

往往是吃了上顿没下顿，他只要

到了我家，母亲肯定会热情接待

他。

步入老年后，母亲离不开药，

有时一天得吃好几种，虽然不识

字，却没有一次弄错过，归置的清

清楚楚，没出过一次问题。爸爸

却不是这样啊！

母亲是个很注重名节和口碑

的人，教育我们做人要走得正行

得端，不能让人家指脊梁骨。母

亲有时也很辩证的说：世上没有

不好的孩子，只有不称职的家长，

子女不懂珍爱他人，绝对是父母

教育的失败；不要心情不好的时

候对周围人发脾气，然后又渴望

人家谅解你等等。

二〇〇一年以后，只要我回

家我就找理由跟母亲一起住宿，

陪她说说话拉拉家常；但给母亲

洗一次澡、捏一

次脚的计划一

直没能实现，因

为每次都遭婉

言谢绝。在母

亲七十二岁的

生日时，我在家

乡甘肃电视台给母亲点播了一首

生日歌曲祝福生日，看得出母亲

非常的高兴。

二〇〇五年底，我转业到北

京工作后比部队方便。母亲脑出

血，我们诊疗比较及时，没有留下

大的后遗症。这期间我将母亲接到

北京呆了大半年。期间，我陪她到

处去逛逛，见见世面；父亲母亲出生

在黄土高原，没有去过南方的经历，

我和司机一起开车陪她到天津看渤

海开眼界。父亲母亲高兴得脱掉了

鞋子，像孩子似的玩起了水。

二〇〇七年底，母亲晕倒在

四合院里的土炕沿上。第二次脑

出血，这次她没能幸免，导致了母

亲半身不遂，直至去世。

从小养成习惯，进门就喊妈，

只觉得是一件平平常常的称呼，现

在却有了非同寻常的意义。好多事

都可以等，只有尽孝不能等，因为父

母不会在原地

等你啊。

在我们祖国的版图上，顺大

西南气势磅礴的云贵高原东伏

而下，静卧着 前 仰 后 倚 的 武 陵

山 。 由 地 质 演 变 和 历 史 水 患

冲刷而成的长江和澧水，怀揣

着 一 座 一 万 年 前 冲 积 而 成的

总面积约五百平方公里的江河

平原——湖南省澧县澧阳平原。

二〇一〇年的上海世博会，

一个巨大的模型矗立在中国馆

的进馆口。澧阳平原的城头山

遗址被制作成“中国最早的城

市”，向世人重点展示。

城头山遗址位于澧县车溪

乡南岳村（现更名为城头山村）

徐家岗，面积约十五万平方米。

考古专家认为，城头山遗址所处

的澧阳平原古文化遗

址特别密集、历史信

息特别集中，是研究

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

时代过渡，研究早期

新石器文化、史前聚

落、农业的起步和发

展、前国家时期的社

会组织和文明因素的

形成等重大课题的极

为难得的理想地区。

在这座“中国最

早的城市”里，集中了

澧阳平原先民们早在

公 元 前 一 万 年 前 后

新、旧石器时代变革

的全部智慧和石破天

惊的优秀文化，留下

了四次筑城、五大文

化堆积的全部演进遗

迹和全面考证史料。

在这座“中国最

早的城市”里，我们看

见了远古的城头山人

代表着人类第一次驯

野生稻为栽培稻取得

成功的世界最早的汤

家岗文化水稻田和灌

溉水池，看见了城头

山人第一次利用当地

的陶土资源和河卵石

垒造的城墙与城堡，看见了城头

山人第一次建造的中国最早的

陶窑群、完整的制陶作坊区和烧

制过的供人们日常生活用且能

体现大量用作祭祀、随葬、宗教

活动或者交易的各类陶器制品

及陶片（包括饮酒饮茶、烧开水

用过的陶豆、陶釜和各式各样的

土陶杯以及制茶、加工食品、储

茶、储酒和储藏食物用过的擂

钵、陶罐及陶缸等），看见了城头

山第一次用烧制过的陶土在这

座“中国最早的城市”里设计铺

就的纵贯东西的宽阔的城市大

道与科学布局的交通干线，看见

了城头山人首创垒造的多座台

基式房屋建筑，和居住区里分室

而居的大居室、大厨房和排房等

居住遗址，看见了城头山人第一

次在城中合理布局的时代最早

的完整祭坛和众多的祭祀坑以

及墓葬遗址等。

在这座“中国最早的城市”

里，出土了的近百种新鲜如初的

植物籽实，包括稻、冬瓜、葫芦瓜

等栽培植物；还有多种动物骨

骼、遗骸，如牛、鹿、象、猪、鸟类、

鱼类、螺、蚌，也有人骨头；还有

竟与现在当地居民编织的芦席、

竹席、麻布等一模一样的织物；

有榫构结构的木构件，有穿洞安

足的凳面，十分精致的木桨和长

两米多的船艄，这些榫卯结构的

木构件是一座进出城市的大桥

的结构部件遗存。在工程浩大

的第三、第四次筑城

后，形成了城墙顶部

宽十三米、墙基宽三

十七米、筑墙总土方

十万余立方米、墙外

三十五米宽的护城

河环绕的“天下第一

城”的宏伟奇观。

二 十 世 纪 九 十

年代，国务院和国家

文物局给这座“中国

最 早 的 城 市 ”冠 以

“全国十大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等荣誉桂

冠。一九九七年，国

家文物局向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申报“世

界文化遗产”。

历 史 是 人 类 的

劳动创造的，人类劳

动创造的历史文化

是推动人类文明进

步的财富与法宝。

当 我 们 将 城 头

山这个装满史前文化

遗址并有独特史学价

值的“仓库”打开、复

活在世人面前的时

候，当我们面对沐一

万年风雨坦然抖擞的

古城遗址，我们被震

撼，历史被唤醒。改一改五千年

文明的教科书吧，因为城头山的

佐证叠定了近七千年的全部文

化层；写一写九千年的稻作史

吧，因为城头山下掩埋着澧阳平

原先民彭头山稻作文化的伟大发

明；谱一曲一万年经久不息的悠

扬合乐吧，因为城头山里回荡着

新、旧石器时代人类变革的远古

笛声；再画一幅属于全世界的清

明上河图吧，因为城头山的“收

藏”里翻得出哲学、军事、建筑、

农业、手工业、婚姻、丧葬最原始

的图景；再咏一首何继光高歌的

《洞庭鱼米乡》吧，因为城头山拥

有一个被袁隆平拥抱的号称“天

下粮仓”的“澧阳大平”；再写一首

毛主席最爱听的《挑担茶叶上北

京》吧，因为城头山

中有被七千年野茶

染绿的杯影……

城头山是 属 于

中国的，也是属于

世 界 的 。 澧 阳 平

原 是 属 于 中 华 民

族的，更是属于古

今人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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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新作

世象杂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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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首歌《梦里水乡》，很好听。

每次静坐家中，听唱这首歌

曲，我的心绪也依稀在梦中，梦我

北方水乡的老家，梦我见过的江

南水乡，那缥缥缈缈的一弯弯河

水，顿时便会在眼前轻轻荡漾。河

上飘过的轻舟流帆，如同水鸟的翅

膀，在我心空里煽动，立时就有种无

名惬意，悄悄地注满我的胸怀，感觉

是那么舒畅美好。这时才意识到，

我对于那水乡，总是无法割舍。

说起江南水乡，小桥流水人

家，早已进诗入画，如同小家碧

玉，娇巧妩媚，楚楚动人，总是让

人魂不守舍。而我北方水乡的老

家，河流是那么宽广开阔，茂密的

芦苇丛生两岸，如同壮实的北方

汉 子 ，看 上 一 眼 都 觉 得 心 里 踏

实。那么，岭南的水乡呢？带着

这样的疑问，前不久去广州市，特

意参观访问番禺区一个名为大稳

的村庄，结识了这处岭南水乡。

虽说正是隆冬季节，我们这些“北

佬”，却毫无冬的感觉，跟北方的

季节比较，这里好似北方秋天，身

着秋装还不时脱下外衣。

到了大稳村举目四望，花木

葱茏，繁花盛开，河水翻波，小船

轻摇，丝毫没有冬天的凛冽气。

听过主人介绍才知道，“东涌绿道

旅游”攻略，在这里刚刚开始启

动，一年四季都会有绿色，哪能让

冬天立足呢？岭南气候属于亚热

带，寒冷的时间比较短，留住绿色

完全有这可能，这得感谢老天的

偏爱。可是外来的旅游者们，并

非单纯来赏绿呵，如果单纯观赏

绿色，城市植物园绿色岂不更迷

人。我在心里这样问。

大稳村的规划者，很懂旅游

者心思，思路也非常清晰。他们

开出一条绿色通道，用吃、玩、游、

购、娱，组合成一个绿色乐园。在尽

享人间快乐的同时，旅游者还可以

从容吸纳，大自然给与的清新绿

意。这是多么美妙的构想啊。我们

一行人来去匆匆，未能观赏全部景

点，未能享受所有美食，却也乐得

一个逍遥。几个人乘座小船，悠

哉游哉地漫划，轻声慢语地说唱，

一时价竟然忘却，世间那些烦心

事。河两岸的芭蕉、棕榈，此时在

微风中摇曳，仿佛在击掌赞赏，我

们这些人的安详。乘船玩了好一

阵子，上岸来到绿色长廊，弯弯曲

曲的廓子，由木制棚架搭成，架上

挂满老鼠瓜。顾名思义的老鼠瓜，

形状确实很像老鼠，只是比老鼠招

人爱，有人托在手中观赏把玩，有人

站在老鼠瓜前拍照，有人用鼻子闻

清香气味。在这个绿色长廊里，还

有一种大的豆角，长可盈尺宽及一

寸，绿油油滑溜溜，许多人都是头

次见到，好奇得不住啧啧称赞。

俗话说，吃在广州。坐落广

州郊区的大稳村，在吃上同样比

较讲究，只是这讲究除制作精细，

主要还是考虑营养和天然。每顿饭

的餐桌上，诸如烧鹅、腊肉，这类典

型广州菜，那是绝对不可少的；除此

而外，更多的还是绿色蔬菜，或炒或

拌或煮或蒸，每道菜都清爽可口。

绿道旅游圈有多家饭店，为了让旅客

集中品尝，这里的各种农家菜，特意

准备了“一村一品”，如鹅汤蛋家糕、

扣肉煲、三味蒸时蔬等等，都很有当

地风味特色。如果说过去吃在广

州，主要是指广州菜品多，那么现在

若说吃在广州，我以为应该是吃绿

色食品，广东在吃上更重视健康

了。我近年几次去广东，吃的档次

都不低，像过去广州的常见菜，如龙

（蛇）虎（猫）斗等，现在即使在高级

餐馆，菜谱中都见不到这道菜。

听当地多位作家朋友讲，健康的绿色

生活方式，已经成为广东人的新时尚。

大稳村是水乡，经营乡村旅

游，总不能离开水。我们去过的

饭店餐厅，大都是依水的走势而

建。房舍建筑材料多用竹木，既

显得轻巧，又感觉清爽，跟江南和

北方农村建筑，在风格上迥然不

同，因此也就更富吸引力。可惜

未来得及住住，我们就赶回原住

处。我前半生曾经漂泊多年，在

内蒙古睡过热坑，在北大荒睡过

冷床，也都是在隆冬时节，那滋味

是舒服是难捺，我好像也无法说

准。在岭南水乡竹楼过冬，会有

怎样的滋味儿呢，错过了一次体

验的机会，只能在返程议论中想

像。我想像中的大稳竹楼冬夜，

恐怕也是一种奇特味道，因为室

内毕竟没有取暖设备，何况还是

在临水的地方。想到这里也就不

再遗憾。倒是那冬天的绿色，勾

起了我眷恋之心，觉得如此匆匆

离去，带走的将会是日后的思念。

说到岭南的绿色，不能不说

说花儿，它跟绿相伴而生，斑斓的

色彩衬托出，浓绿浅绿的分明色

调，使冬季的岭南越发生动。特

别是紫荆和三角梅，这两种花儿

随处可见，顽强而平实的习性，很

像岭南人的性格，不服输不畏难

不 偷 懒 ，总 是 让 生 命 绽 放 到 极

致。比如这眼前的大稳村，村民

的收入没有多问，从房舍建设的

条件看，似乎已经很不错了，可是

他们依然思进取，利用距广州、深

圳近，这一优越的地理条件，打造

水乡的绿道旅游。绿是希望的颜

色，绿是富贵的颜色，绿是和平的

颜色。相信置身绿色中的大稳

村，未来的景色会更绿更美。

这次的岭南水乡行，尽管时

间非常短暂，未能深入领略绿色

美景，但是印象仍然深刻。这时

我又联想起，小家碧玉的江南水

乡，壮实汉子的北方水乡，他们都

以各自的神韵，让我久久难以忘

怀。那么，岭南水乡像什么呢？

我说它更像个英俊美少年，肤色

滋润，性情活泼，永远有着不散的

蓬勃朝气。这种朝气感染着我，

仿佛自己也年

轻许多。

一艘巨轮

随潮水出发

迎着风吹来的方向

驶往苍茫的前方

我的思绪

乘着奔腾的巨浪

飞过碧波穿越云裳

舒展想象的翅膀

一只海鸥

循着船桅低飞

我看到了它灰白的羽毛

感受到呼吸的顺畅

旅途不再寂寞

海空辽阔征途漫长

有一只精灵相遇相随

为我们劈波引航

寻找过去

不能忘记

清风送走的过去

多少往事如烟

留下清晰的轨迹

蟋蟀低昵

玉蝶轻飞远去

夏日的梧桐桑榆

释放动人的蝉语

月光依稀

映照葡萄架的茂密

疏滤着童年的嘻趣

沉淀了多少甜蜜

青石沙砾

埋不住香醇的露滴

秋雨中的蔷薇与伞菇

绽放着青春的花季

丁香馥郁

萦回委婉的琴曲

胡笛响起的那一刻

庭院不再沉寂

幽径弯曲

校园又增添了新绿

石板球案挥拍对阵

单双杠上游刃摇起

岁月流离

消逝的并非是回忆

和着清风明月

饮下星辰的诗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