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涯诗海

那把口琴

那个夏天的

黄昏，多么愉快，

在那个长长的、

浅浅的河滩上，

有我们不约而同

的晚霞与晚风。

我 是 白 衬

衫 ，你 是 红 裙

子。不用说，我

们一见钟情，都

把庄严的承诺刻

在彼此的心上。

我吹起一把

口琴，等音乐慢

慢响起，我把对

你的爱意安放在

每个心有灵犀的

音符上，让它们

记住你的每个眼

神和微笑。

那 个 黄 昏

啊 ，多 美 ；口 琴

里飘出的诗情画

意 啊 ，多 美 ；热

恋中的我们啊，

多美。

我想为你画

像，画下你露水

般晶莹的清晨；

画 下 你 鸟 儿 般

婉转的歌喉；画

下 你 兴 冲 冲 朝

我 飞 奔 而 来 的

美妙时刻。

我想为你画

像，画下你相思

的风铃在梦里的

呓语喃喃；画下

没有我在身边的

日子，你独自承

担的日子的琐碎

与辛劳；甚至画

下你苦涩的泪水

里，最甜蜜的那

部分。

我想为你画

像，用最珍贵的

时光，最真切的

问候，最刻骨铭

心的故事情节。

渡口与船

每次送别，

我们都在那个渡

口。那个渡口见

证了我们转身、

挥手、泪水在眼

眶里打转的所有

时光。

谁 也 别 问

谁，谁的眼泪在

飞？船来船往运

送的是我们的心

情，有时候是蓝

天白云，有时候

是电闪雷鸣。

江水滔滔，

人海茫茫。是缘

分，让我们彼此

相识相爱。是那

条 船 的 不 停 搭

载，我们才能到

达 心 心 念 念 的

彼岸。

是的，时光

荏苒，渡口与船，

早 已 有 生 死 约

定。是的，红尘

滚滚，正如你我，

谁也离不开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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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子的基脚打好，填上土后，一个

电话就喊来了压土机，于是，便轰隆隆

地开工了。看到那夯实平整好的基

脚，我的思绪一下回到了遥远的过去。

那年，我才十岁，正是活泼好动的

年龄。大人们都到雪峰山脚下的大叶

冲修水库去了。我突然感觉院子空荡

了许多，于是，决定到十里外的大叶冲

去看修水库。正愁着不识路，好朋友

小军说他姑妈家离大叶冲不到半里

地，我便马上让他带路出发了。

雪峰山下的大叶冲里，一条黄土

大坝横在两山之间。坝上红旗招展，人

山人海，高音喇叭声声震响，热闹非凡

……我与小军开始在人海中寻找自家

亲人。可是没多久就发现，要从上百面

旗帜中找到属于本大队的旗帜，都困难

重重。找了一会儿，我俩就没了耐心。

于是，爬上一座矮山，蹲在离坝不远的

山坡上看热闹。

突然，人海里传来熟悉的打夯号

子声：“我说老伙计们啦，加点劲儿呀

——”

“哎嘿哟啊——”

“兄弟来打夯呀——”

“哎嘿哟啊——”

“哪能不用劲呀——”

“哎嘿哟啊——”……

“在那！”我听出来了，那领头喊打

夯号子的正是我爸。

我爸天生嗓门大，声音洪亮，他是

打夯队的队长，喊号子是他的专属。

喊声中，赤膊的汉子们整齐划一地拉

着粗绳，把夯锤高高抛起，砸下，再抛

起，再砸下……号子吼得越响，汉子们

就越有精神。石磙被他们拽得上蹿下

跳，如顽皮的猴子在跳，又像拉动的手

工动画在动。我与小军看得入神，只

觉得特来劲，不由自主地跟着大人喊

起了“哎嘿哟啊——”

“李家妹子啊——”

“哎嘿哟啊——”

“长得那个俊啊——”

“哎嘿哟啊——”

“爱死那个人啊——”

“哎嘿哟啊——”……

小军笑着说：“新伢子，你爸又

唱痞子歌了。”我的脸一下变得热烘

烘的。

打夯号子声戛然而止。爸爸从人

群中走到我面前，摸摸我的头，说：“兔

崽子，你咋也来了？”打夯队的小伙子

起哄道：“来学你爸唱荤曲吧！”我的脸

腾地热到脖子根了。

回家路上，小军一个劲地说，打夯

队太有趣了，长大了也要加入打夯队，

喊号子。这时，我居然为父亲感到自

豪起来。

一天夜里，睡意蒙眬中，我听到母

亲和父亲在对话：“你打夯咋就爱唱荤

曲？唱别的不行么？”父亲说：“这个你

就不懂了。别看我们打夯队有唱有笑，

其实打夯是很累的。打夯时喊号子一

方面是让大伙集中发力，二是减轻疲

劳。都是些如狼似虎的大小伙子，只唱

素的，谁稀罕听？时而唱唱荤的，小伙

儿才更来劲呢。”母亲说：“不怕带坏小

孩子？”父亲安慰道：“自古传下来的，只

要不唱得太露骨，应该不会带坏的。”

其实，在那个没有现代化设备助力

的年代里，许多群体性的力气活，大都

会产生用来规范步调、振奋精神、表情

达意的号子。如：船工号子、纤夫号子、

杠班号子、打夯号子……喊号子的历史

悠久，据《淮南子·道应训》记载：“今夫

举大木者，前呼‘邪许’，后亦应之，此举

重劝力之歌也。”起初，它只是自然劳动

呼号，后逐渐美化成歌腔。像《川江号

子》《天下黄河十八弯》等便是号子歌曲

最优秀的代表。舵手和纤夫们用粗犷

激昂的号子，把身体的疲累、生活的悲

喜一股脑地吼出来，唱得惊天动地，唱

得波澜翻滚。这不仅振作士气，更增强

了集体的凝聚力和号召力。

随着社会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

当年繁重的劳动，早已被现代化的机

械代劳了。而那浸透了男子汉汗水的

劳动号子——打夯号子，带着时代的

辉煌，日渐退出历史舞台。我也只有

偶然在电视上听到那艺术化的号子歌

曲时，脑海里才浮现出当年父辈们喊

号打夯的情境——那是多么震撼人心

的劳动场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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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亚伟

日子的折痕

村上春树在文中说：“同一天的

周而复始，若不在哪里留下折痕，说

不定会产生错觉。”我时常会有这种

感觉，觉得日子过得平铺直叙，没有

半点波澜，仿佛每天都是前一天的

重复。

有时我走在上班的路上，会突

然停下来，怔在原地，好像要验证一

下这个世界是否还在运转。道旁的

树还是昨天的样子，树叶似乎都没

有增减；路上的汽车还是黑白色居

多，从来没什么新鲜的颜色加入；来

往的行人仍是不多不少，每一张面

孔都似曾相识……日子平平整整，

没有一丝折痕。这样的重复中，人

的情感也是瘪瘪的，一点也不饱满，

好像这样过了好几辈子。其实，这

种状态就是麻木。麻木本该不疼不

痒吧，心中却偏偏容易生出一种叫

做厌倦的情绪。

跟朋友谈起这样的感触，她对

我说：“其实如果你愿意，每天都可

以留下折痕的。一年365天，每天都

不一样啊。”她的日子一直过得有声

有色，不曾感到过厌倦。她说，心如

止水不是我们的追求，岁月静好也

不是真正的理想状态。生命最好的

状态，就是成为不断翻涌着浪花的

溪流。如此才能把短暂的一生，活

成长长的一辈子。有人白发苍苍时

回首一生，觉得生命像一场虚空的

幻梦。而有人暮年回首时，觉得生

命是一趟多姿多彩的旅行。给每个

日子留一道独特而美丽的折痕，生

命就会不断地被加长，再加长。我

的这位朋友，力求把每一天都过得

有仪式感。在她看来，一年有四个

季节，12个月，二十四节气，还有春

节、中秋等美好的节日。除此之外，

还有家人的生日、结婚纪念日之类

的特殊日子。每天都是独特的，朋

友把每一天过得很精彩。

我想起电视剧《我的阿勒泰》

中，李文秀说：“去爱，去生活，去受

伤。”无论你多大年纪，去爱、去生

活、去受伤，为生命留下一个个令人

回味的折痕。我的一位文友，计划重

新写一组关于二十四节气的散文。

这个题材他已经写过一遍，但他说，

再写的话会有全新的视角。我从他

的做法中，也发现了生活的最佳打

开方式，就是重新选择最佳视角。

十年真的不是把一年重复十遍，每

一年都是独一无二的旅程，每一站

都是无法重复的经历。去寻找，去

感受，去思考，每一天都是新鲜的。

□□ 徐志荣

我的第一次“急救”培训

因为知道“心肺复苏”术的重

要性，所以我曾在网络上看视频学

习过。恰好，单位组织了一次急救

培训，不仅为我答疑解惑，还给了

我从未有过的体验和感悟。

此次培训共计两小时，分为理

论学习和实操考核，全程在专业救

护人员的指导下开展。讲解老师

先是详细讲解了救治的黄金时间、

救护现场的安全评估、如何判断被

救护人的意识和呼吸状态，及如何

施展急救并寻求周围人的帮助。

接着老师以人体模型为实操对象，

讲述了按压位置如何找、身体姿势

注意要点、按压的深度及节奏等关

键技术细节。讲解老师还与另一

位指导老师配合，向我们展示了全

套的急救流程。他们行云流水般

的示范让我们惊叹不已。

终于来到了实操环节，两人为

一组轮流练习“心肺复苏”与AED
的使用。小张、小赵为第一组搭

档。只见小张喊道：“来人啊，这里

有人晕倒了。我是救护员，会救护

的请跟我一起来。”接着，他指定现

场小李拨打急救电话。又喊道：

“谁知道这附近有AED的？请帮忙

拿过来！”只见小张、小赵渐入状

态。小张拍打着模型的肩膀呼唤：

“同志，同志，你怎么了？”在判断无

意识后，他将耳朵贴近模型的口部，

眼睛望向模型的胸部，嘴里数着：

“0001，0002，0003……0010。”确定无

呼吸后，只见他两膝跪地微微分开，

身体呈“肩、肘、掌”三位一线式垂直，

用掌根按压模型人，按压深度约5到
6厘米。老师提示按压过程中手不要

离 开 被 压 者 身 体 。 在“01、02、
03……”很有节律的30次按压后，按

照30∶2的比率做两次人工呼吸，再继

续按压。此时，组员小赵已打开

AED，在其自动化语音提示下，他有

序地贴片、插电，又通知大家不要靠

近“被救人”身体。待放电完成后，

小张跟着AED的节奏音继续“心肺

复苏”。紧张的实操，让大家的心

都凝聚到了一起。

练习中，人工呼吸环节最让我

印象深刻：有人太紧张，吹气时忘

了捏鼻子；有人在抬“被救人”下巴

时，选的位置不对（错的位置容易

造成软组织损伤）；还有人只吹气

一次，更顾不上“完全包住‘被救

人’嘴巴”这一细节。老师一一纠

正，轻松幽默的指导惹得我们在阵

阵笑声中，既释放了紧张，也学到

了知识。

对于不熟练的细节，大家反复

练习，直到掌握要领，通过考核。

考试结束后，意犹未尽的小徐为了

巩固所学，又再次练习起来。他

说：“这不仅是个技术活，还是项体

力活，但是真的很解压！”听到“很

解压”这样的描述，老师风趣地说：

“那就多练练吧！”

此次急救培训，让我深刻体会

到“绝知此事要躬行”。是啊，看一

百遍学习视频都比不上一次“真刀

真枪”的实操。此后，我们应该对

生命更加心存敬畏，也更应该珍惜

现在的美好时光。

百家笔会

□ 马 珂

秋日桂花香

李纲离开海南

后，依旧坚持自己的操

守，常以桂花自勉。亲

手在自己的宅院前后

遍 植 桂 树 ，起 名“ 桂

斋”，以桂明志。

■■ 张正

荷香阵阵是秋风

秋意未必很浓，

迎面扑来的荷香浓了。

清风拂过，

塘面涌动的荷叶，

像一只只招摇欢呼的手臂。

一不小心，

露出了荷叶下

羞赧的荷花和莲蓬。

秋意未必很浓，

夏天的燥热已经离去。

塘边公共厕所前的休闲椅上

坐满了颤巍巍的老人。

还有人用轮椅

加了座。

他们在回忆春天的温暖。

他们在猜测冬天的寒冷。

他们在享受秋风的凉爽。

秋意未必很浓，

可我知道秋天真的来了。

我的秋天也来了。

须发渐渐斑白，

连眉毛也开始变白，

像不经意间

脚边零落的枯黄叶片。

尽管四周绿意仍葱茏，

岸边的美人蕉开得正艳。

秋意未必很浓，

浓与不浓，

我都沉浸于这个季节。

秋风里有春天没有的阵阵荷

香。

荷香里有夏天没有的青青莲

蓬。

莲蓬里的每一粒莲子，

不管甜与苦，

都是年轻时即孕育的一个个

梦。

那是多年殷殷热望浇灌出的

果实。

那是成熟的味道。

（外一首）

入秋，一簇簇桂花在朋友圈开得

异常热烈。亲友们仿佛约好要举办桂

花摄影比赛似的，争相把手机拍摄的

桂花照片发到微信朋友圈里，配上几

句心情短语分享各自遇见的美丽。

梳理我与桂花相关的过往，首

先映入脑海的是奶奶年迈而又慈祥

的模样。我的童年时光是随爷爷奶

奶在小山村里度过的。屋前的草地

上，生长着一棵高大的桂树，夏日洒

落阴凉，秋日风送暗香。深秋的阳

光恬静温馨，暖洋洋地洒在地上，奶

奶总爱在早餐后带着小板凳邀我一

起去桂花盛开的草地晒太阳。可桂

花的芳香留不住好动的我，奶奶就

给我讲好听的故事。印象深刻的是

“吴刚月中伐桂”：月亮里有座广寒

宫，住着吴刚和嫦娥。繁茂的桂树

挡住了广寒宫的大门，吴刚每晚都

要砍伐桂树。月中之桂是棵仙树，

边砍边能自己愈合刀口，吴刚始终

不能将其伐倒。我不相信故事，奶

奶就在满月的夜晚领我看月亮，里

面还真有棵大树，一个人貌似弯腰

在砍伐。

伴随天气的日渐变凉，屋前草坪

里的桂花开始零落。奶奶就在树的四

周铺上干净的床单，让一粒粒小米般

大的黄色桂花落在上面，然后收集起

来晒干，撒上红糖腌制在玻璃罐中。

喝粥或饮茶的时候，放入一勺，满口都

是香甜的味道。

因了童年的美好经历，桂花成为

我难忘的记忆。大学毕业在海南工

作，每年都会秋游赏桂。海口的桂花

树多种于郊区，深秋的假日，我喜欢带

上茶水和零食，去暗香浓郁的桂花园

里，边走边做深呼吸，由花香浸润心

扉，享受人生的美好时光。

桂花是我国传统名花，早在两千

多年前的先秦古籍《山海经》中，就有

“招摇之山多桂木”的记载。因其花香

浓郁、四季常青和低调内敛、崇高雅致

的精神品德，被赋予美好、吉祥、奉献

与忠贞的寓意。在古代，中榜登科被

称作“摘桂”，获得殊荣被誉为夺得“桂

冠”。桂花还被大臣们作为供奉给皇

帝的贡品，以示忠诚。

古代文学典籍中，以桂花为题材

的诗词歌赋数不胜数。西汉文豪刘

歆、司马相如等，都分别在流传千古

的名作《西京杂记》《上林赋》中对桂

花大加赞赏。文学空前繁荣的唐宋

时代，名家大咖纷纷加入到歌咏桂花

的行列，刘长卿、刘禹锡、李白、李商

隐、李清照、苏东坡、王安石、王维、王

昌龄、杨万里、白居易等，均泼墨挥

毫，留下一首首歌咏桂花的千古绝

唱。仅宋代诗人杨万里，就留下了

106 首描写桂花的诗词。最广为人

知的要数他的《咏桂》：“不是人间

种，移从月中来。广寒香一点，吹得

满山开。”

至今供奉在海口市五公祠的南

宋宰相李纲，曾是两宋之际的抗金名

将。因屡遭投降派迫害，于建炎三年

（1129 年）被贬海南万宁。李纲在海

南的时间虽短，但他的气节为海南人

民敬仰。可谓时人推崇，后人缅怀。

李纲离开海南后，依旧坚持自己的操

守，常以桂花自勉。亲手在自己的宅

院前后遍植桂树，起名“桂斋”，以桂

明志。

杭州是最早将桂花作为市花的

省会城市。桂花低调内敛和清新淡

雅的精神品质，被赋予贞洁、奉献和

吉祥的象征。1983年 7月，杭州市决

定将桂花确定为杭州市花。次年 9月
25日，安徽合肥市确定广玉兰为合肥

市市树，桂花和石榴花为合肥市市

花。在我国，将桂花作为市花的还有

咸宁、苏州、桂林、信阳、南阳、马鞍

山、南通、泸州、广元、老河口等近二

十座城市。

文献记载，产于中国的桂花，于明

代末期（日本江户时代）东渡扶桑。清

代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桂树经广

州传入印度和英国，并在英国得以广

泛栽种。之后又传入法国、荷兰及印

度尼西亚等国。时至今日，欧美许多

国家以及东南亚各国，大多已拥有桂

花，并以地中海沿岸国家生长的桂花

最为繁茂壮观。

盛产于我国的桂花，之所以获得

古今中外的世人喜爱，关键在于美得

低调、美得无私、美得纯洁，给人们留

下了美好印象。

诚然，做人也应该像桂花那样，不

急功近利，不哗众取宠。在该开的季

节默默地开放，只为给世人添一道美

景，送一缕暗香。

我想为
你画像

生活记事闲庭信步

■■ 潘彩宜

打铁人

天空是个铁铺，打铁人

在天空背后，抡起锤子

他一生都在打铁

他打打停停，打一把镰刀

收割霞光染黄的稻麦

铸一面铜锣或铜钟

攥紧世人绳做的眼光

牵住望乡的情结，回响远去

的足音

他举着锤子，敲打一下

天空就溅出许多星星

再敲打一下，被星光牵走的

人

回望了一眼人间，此时星月

交辉

站着的老树，影子也站着

风暴把它连根拔起

倒下了，仍是站着的样子

只是它更贴紧地面

主干枝叶不再向着天空

不再用鸟语和天空对话

不再用自己的影子

和白云讲前世今生的故事

我是一棵老树

不惧风暴，不忧霜雪

不在乎春华秋实

不在乎鸟鸣虫叫

树倒连根拔，树枯从根起

我已没有春秋大梦

只把醉倒的影子摔在明月前

老树

阳光岛作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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