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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美情抒小天地（外二首）

□李闻方

今年正月十三、十四、十五，笔者有机缘连续３天赏白城夜
景、看元宵灯展，所见所闻，皆被家乡城市建设翻天覆地的变化
所感染所触动。两年来，城市的建设者们以只争朝夕不懈奋斗的
精神，谱写了老城发展的新篇章，让太多的不可能成为可能，我
为之喝彩与高歌。

我的家乡我的天堂我的家乡我的天堂
正月十三的午后，憋了一上午的雪终于飘飘洒洒地下了起来，

那样的随意，仿佛回了家似的，大片大片的雪飞舞着、私语着、奔跑
着，2018年立春以来的第一场雪就这样说来就来了。一直下到傍
晚时分，才有些许停意。晚饭后，我便径直去了市民广场观灯，想
法很简单，大雪过后去观灯的人一定很少，可尽情地逍遥。

今年，市区的亮化着实不错，美轮美奂中给人满心的享受。过
去的一年，老城改造大刀阔斧，3年任务两年完成，老城变新城随
时随地从身边延伸扩展，让众多人眼中的不可能一下子成了可
能。虽也有一些挂一漏万的地方，但一座焕然一新的老城却实实
地立在了人们的眼前，令人仰望与叹服！

今晚让人没想到的是，暴冷的天气中月儿悬在了天际，让人一
下子有了精神，忙不迭地拍着照着追逐着，忘了寒冷，忘了刺骨，仿
佛一下子成了摄影爱好者。广场仍是原来的市民广场，唯一不同
的是，改造后的广场更加人性、更加生态、更加贴心，虽在春寒中显
得有些肃杀，但勃勃的生机即便春寒也掩盖不住，明年的此时定会
给人以更多的惊喜。

来到广场的灯展区，并没有想象中的灯火通明、五光十色、
引人眼球。一看大显示屏，原来因天气低温、降雪等因素没有开
灯展，同时为了安全起见，亦明确要求市民勿进展区。虽未看到
灯，但让人心一暖，家的感觉真好！一晃在这座城市生活了50
年，有家的感觉真的是越来越浓，家乡的日新月异，让心越发的
有了底气。

凝望着广场中央那面昂扬于天际的五星红旗，心跟
着跃动。一个国家的发展、一个省的发展、一个城市的发
展乃至一个家庭的发展，都贵在有一股积极向上、克服万
难、勇于创新的心劲儿，这股心劲儿是植根于骨髓里的与
生俱来的内在根脉，关键的在于找到和挖掘。生活在这
伟大的时代、伟大的国家真的幸运，我们可以尽享和平给
予的发展空间和平台，我们可以全身心地融入和见证这
一伟大历史的发展和荣光。

带着一丝未看到灯展的遗憾回返，徜徉在路两边的
亮化工程中，感受着家乡街路的脉动，总有一种感动激
荡心海。一座城因一群人而巨变，这是怎样的精神？这
是怎样的幸运？这又是怎样的福气？人不论干什么，真
的需要一种乐观向上、不破不立的精神。这种精神会让

你随时随地感同身受地去处人处事，更会让你在处人处事中找到
一个更好的自己，在播撒阳光的同时尽享阳光。这是生命的意
义，无价可估！

十五的花灯十四看十五的花灯十四看
几天来，周边的朋友和微信圈的朋友议论最多的还是十五的

灯展，相对于往年怎样怎样，今年又怎么怎么样。人云亦云中，
内心越发有了一探究竟的念想。昨晚去了一趟，但因天气和安全
的缘故灯展未开；今晚又去了一趟，天气晴好明月高悬，恰是观
灯的好时候。

灯展一圈走下来，心始终被周边这些五光十色，各具特色的彩
灯牵引着，有的五谷丰登白鹤唱鸣，有的匠心独运异彩纷呈，有的
浓缩着民风民俗释放着瀚海深情，有的汇聚着十二生肖旋转着狗
年旺运激情四射，有的似涅槃重生凤凰展翅蓬勃向上，有的似航船
载着一年的丰硕与欢心喜迎八方，有的撑起了天和地打开了一扇
扇心门，把五彩的祥云皆给了广袤的鹤乡……

痴迷中，我走了一圈又一圈，总有一份不舍，不停地拍着照着，
虽心里知道手机的拍摄不可能尽如人意，但仍沉醉其中不愿醒来。
有的简洁明快一目了然，有的层层叠叠更进一步，有的红红火火热
情奔放，有的喻意深刻巧夺天工，有的凝心聚力生机勃勃，有的纯
朴天成厚重情浓，有的奇思妙想放飞未来……不一样的视角，不一
样的撞击，不一样的享受，给予人不一样的喜悦与欢腾。

痴迷中，越来越多的人前来赏灯观灯，驻足凝望中更会给远道
归家的旅人一份念想。十五观灯这项传承久远的古老民俗，早已似
连心锁串连起了万千的鹤乡人心系家乡、心启家乡。每一年的灯

节，每一年的回首，每一年的辉映，每一年的感叹，每一年的展望，
家乡的精气神就这样在一年一度的灯节中凝聚着、攀升着、点燃
着，又是一年春来早，人人期盼着，人人思进着，人人参与着，没有
过的欢快在鹤乡大地上奔涌着，赏灯观灯间让心飞翔着。

白天赏灯亦逍遥白天赏灯亦逍遥
正月十五的中午，内心突然有了去看一看白天灯展的想法，便

开车来到市民广场的彩灯展区，没想到跟我有同样想法的人还很
多。大家走着看着拍着，不知不觉融入到一种分享的氛围，虽然没
有夜晚时的精彩纷呈、流光溢彩、争奇斗艳，但一个个造型新颖、设
计精巧的彩灯于平静中给人一种蓬勃向上的精神，没有灯光闪耀
的辉映亦同样让人流连忘返。

平日里用手机拍照大多是年轻人的事，可白天市民广场的灯
展没了年轮，大家都争
着抢着拍着心仪的彩
灯，为孩子为老人为自
己留下一份影像一份恒
久。而改造一新的市民
广场更是让我们的心一
下子有了定力有了张
力，生活在这座城市的
幸福感，随时随地有了

心的感应，亦让人在紧张的工作之余有了释放。
一组彩灯就是一个地方或单位的文化标识、精神面貌，15

组大型彩灯构成的展区释放着风格各异的民风民俗，透露着不一
样的精气神和文化底蕴，让人在注目中放飞着梦想，尽享这一道
道来自家乡的文化盛宴，没有过的舒坦与逍遥。可以想见，夜晚
来临，这又将是怎样的一场令人欢心鼓舞的视觉大餐！我想，这
又是一场召唤的盛宴，对那些即将外出远行的游子或已外出远行
创业、求学的游子，家乡的这方热土，永远是值得他们展翅飞翔
的绝佳舞台。

原本没想照相的我，也情不自禁地站在广场中央的国旗前与
工业园区制作的大型彩灯合了个影。那一刻，一股从未有过的自
豪感由心而出。过去的一年，全市上下砥砺奋进，取得了一系列看
得见摸得着的成绩，城市面貌日新月异，经济发展日新月异，脱贫
攻坚日新月异，生态建设日新月异，虽在前行中还有些不尽人意，
但整体的提升有目共睹，不容置疑。人心思进、人心思变、人心思
上、人心思干、人心思新，已成为全市上下不竭的前行态势，今天的
白城众志成城、合力攻坚；明天的白城，定会成为示范、成为仰望。

虽然外面还是春寒料峭，虽然外面还未见春的影踪，但看着广
场上孩子们的欢跳，春的脚步已然来了，孩子们永远是春的使者，
孩子们的欢笑永远是春的报晓。我的家乡——白城，又迎来了一
个只争朝夕的春天，又迎来了一个春潮涌动的季节，人心笑了，春
花开了，一切都变得盎然勃
发了起来，一切都变得奋进
灵动了起来。春天来了，秋
在欢笑，我们在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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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这个称谓多少有些光环，一旦戴上这个袖标，或者帽
子，恐怕要招来好多疑惑的目光。但没关系，让实力说话吧。嫩
江大地、九三农场这片黑土地上，岳静华就是这样一位用事实
和实力说话的散文作家。

忙于工作，应酬乡愁，当母为妻，服侍老少，一整套的人生
程序，岳静华哪一样都逃脱不了干系。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既
要完成党交给的工作，又要交上一份合格的工会作业，还要起
早贪晚地为家庭操劳，岳静华都做到了问心无愧，上下满意。满
满的时间里，她还要夺回一点空间、挤出一点时间进行散文创
作，是多么令人敬佩。她像一只春蚕，吐出一根剪不断的乡愁情
思，回馈砥砺向前的人生。这一种情思就是一个作家的黑土地
情怀、北大荒的情怀。这一种情怀凝练、聚合在一起就是她出版
不久的散文集《枫韵》。

不久前，笔者采风期间，收藏了静华女士签名的散文集《枫
韵》，回哈尔滨的路上5个小时的车程，一气读完。这在
我的读书史上，还是第一次。为何？简洁、干脆地说就是6
个字“解渴、过瘾、给力”。

《枫韵》分为四辑，收录56篇。为何书名叫《枫韵》，
笔者和静华女士探讨了这个问题。她说，嫩江大地和九
三农场这一片黑土地属于丘陵地带，也是大、小兴安岭
的过渡带。此伏彼起的地形地貌，嫩江水养育了春天一
望无际的达子香、“色子”树、白桦林、大青杨。这些树种
每年到寒露前后，经过风霜雪雨洗礼，便大美起来。色子
树的树叶像鸡爪子花一样红红的映衬着大青杨、白桦树
的叶片，漫山遍野红黄相间，绿色环抱，偶尔露出奶白，嫩江大
地、九三沃野、七星泡板石沟两侧，焦德布火山群，一秋诗韵。
枫，红也！静华女士与笔者一样青睐红色，终身激情澎湃。她是
北大荒少有的直面乡愁、讴歌黑土地的散文女作家。

正是由于静华女士以汲取黑土地为营养，以汲取嫩江好水
为乳汁，以黑土地红高粱、老榆树、一望无际的麦田、豆海为背
景，以这片黑土地上的父老乡亲为英雄，才写出了一篇篇脍炙
人口不俗套，文字行文似流水的好散文。

《枫韵》的第一篇散文《母亲读书》，写了79岁的母亲在
家中读书的几个细节，真实感人。这位母亲，一个月的时间
里用放大镜读完了《大宅门》《裁缝的女儿》，好几期散文选
刊……一个79岁的老人，需要的是怎样一种毅力啊？她读书
的动力是什么？这位母亲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后磕磕绊绊读
完高小，考入简师班的，后来成为北大荒第一代教师。读书，

“有文化”改变了母亲和家庭的命运。毅力就是自强不息，动力

就是“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腹有诗书气自华，这位79
岁的老母亲，至今还能谈古论今，还能讲政治，还能教育子孙正
能量，多么值得大书特书啊！

散文是写生活。写生活的散文，无需华丽辞藻堆砌，可以信
手拈来。静华女士的散文每一篇都写得那么投入，那么有底气，
那么有灵性。笔者认为，《枫韵》这本散文集，不枯燥，没有打磨
的痕迹，是目前北大荒众多散文作家中极具收藏价值、极具地
方风味儿的地域性散文集之一。

在与静华女士的交流中得知，她每年都要回七星泡农场、
回板石沟住一个阶段，每次都满载而归。《枫韵》里有一篇有意
思的散文《涮火锅》，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幽默开心，值得深思。
这就是散文的返璞归真。

散文是写自己。静华女士的散文都是围绕着生活中一个
真实的“我”，用“我”的所见所闻行文记事。这些散文，原汁原

味，纯天然、纯绿色，真实感人。《榆钱儿青青》《老房子》《搭错了
车》等等，都是记录“我”的生活中一些小事。这些小事，以小见
大，把自己的乡愁情结跃然纸上，献给父老乡亲，献给读者，献
给黑土地。

台湾散文作家、诗人余光中说：“五四迄今，文坛泛滥的散
文有三种：一是花花公子的散文，伤感做作，犹如华而不实的纸
花；二是食古或者食洋不化学者的酸腐之文，不文不白，夹缠不
清；三是清汤挂面式的散文，此类文章出自白话文的信徒，他们
像患了洁癖的老太太，把衣服洗了又洗，污秽自然向肥皂投降，
但衣服上的刺绣花纹也都给洗掉了。”这一段文字，应该值得有
些自称为“写散文的”散文作家深思。用这个尺子量一量，我面
前的静华女士就没在这个框架之内。因为她不会矫揉造作，不
会无病呻吟，不会写别人，不会花前月下。《枫韵》的生命力就在
于心是红色的，具有诗意般的魅力。

静华女士的散文，长于“忆”。作家常常把自己带入“旧时

光”“老房子”，让你读懂《云朵情》，让你《在歌声里沉醉》。你能
聆听出黑土地种子发芽、达子香吐蕊的声响，让你在七星泡、板
石沟的山峦上远远地构思五大连池火山群的传说。因此，作家
的叙述，是独白提炼后的诉说。这种写法，为北大荒散文创作，
提供了一个优美的范本。

乡愁散文，古今中外，大家纷纭。但是每一个年代，每一个时
期，每一位作家都有着鲜明的个性与风格。李白、三毛、余光中、席
慕蓉都有不同时期占据一个题材，且有不同面孔的乡愁。这些坎
坷的生活、这些血与泪掺和在一起的情感，变为优美的文字，就是
不同时期的乡愁。大家李白、余光中、三毛、席慕容如此，今天在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的一些散文家如此，乃至立足
于北大荒沃野泥土中的北大荒作家岳静华也如此。

乡愁散文的主体是“乡”，乡间、乡村，因此乡愁散文离开了
乡与土就没有生命力。

嫩江大地位于大兴安岭东南坡小兴安岭西南麓，地
处黑龙江边陲的几个农场，依山傍水，风光旖旎，景色宜
人，是天然的氧吧。九三农场管理局的建边农场就紧紧
地和小兴安岭、嫩江、黑龙江相依。来建边农场采风的一
些作家、摄影家看到的枫树，其实叫关东槭，或者兴安
槭。这一片片的兴安槭每年到了10月中下旬，经过寒露
凌浸，瞬间万山红遍，如霞如火，大自然就用这种方式每
年来愉悦辛勤劳作的人们。静华女士的散文《枫韵》里描
写的枫树，就是建边农场的兴安槭。作家在《枫韵》中，试
图用一种美告诉人们，告诉读者，美是上天赐予的，美不

要和人类接触的太近。“人生应该像枫叶，无论身在何处，都要
扬起梦想的风帆，以充满阳光的心情迎接每一天，以从容的姿
态跋涉风雨路”。

寒地黑土，是一种文化，这种文化如果都像作家岳静华女
士这样，紧紧扎根在这片黑土地上，紧紧地依偎着白桦林，大胆
地吻一吻、亲一亲这片黑土地上的野格桑，作家的生活会更加
丰富多彩，作家群体也会更加星光灿烂。

这么些年来，静华女士用文章愉悦自己，宽慰母亲，用镜头
聚焦大自然的魅力，用书法入心诠释人字，陶冶、性情着。是嫩
江大地上一片最美丽的枫叶。

读完《枫韵》，解渴、过瘾、给
力，是我的印象，也许你读完又是
一种感觉。在戊戌年正月里写下
这点感受，也是我这个“深秋枫
叶”狗年最快乐的一件事。

寒 地 枫 韵寒 地 枫 韵
——评岳静华的散文集《寒地枫韵》

□包玉峰

新房装修，水电管道改造好之后，便
进入贴厨房和卫生间瓷砖的工序，大概
需要10天。

负责贴瓷砖的韩师傅，40岁左右，
高高的个儿，略黑的皮肤，活儿很熟练，
话不太多。干累了，他就在阳台上抽支
烟。给韩师傅打下手的是他的妻子，一
个略略瘦削、面容朴素的农村妇女，干活
时，帮韩师傅递瓷砖或和水泥。

干到第三天的时候，老公想表示一
下心意，也是为了让韩师傅更加负责，决
定请韩师傅和他的妻子在一家较有档次
的酒店吃顿饭。

前一天下午，我们告诉韩师傅，他本
能地拒绝，让我们不要客气，说这是他的
工作，他会尽职尽责的。后来看我们真
心实意并一再坚持，他答应了。

酒店就在新房的对面。第二天中午，
我和老公早早过去点了饭菜，约定的时
间内，韩师傅穿了一件白T恤，深色的长
裤，非常干净整洁；他的妻子也换了彩色
的上衣。干活时，夫妻俩都穿那种深蓝色
帆布工作服，由于工作的性质，他们的衣
服上沾满尘土和水泥。显然，现在这身衣
服是他们为了来吃饭刻意换上的，并且，
韩师傅的头发刚刚清洗过，还没有干彻
底，散发出淡淡的洗发水的清香。

他们进到装修豪华的包间，并没有
显得局促。韩师傅只说你们太客气了，
接着给妻子拉开椅子，让她坐下，然后自
己也落座——很绅士的举动。

随后的进餐中，韩师傅没有再说什
么明显客气的话，神情里，带着既来之则
安之的坦然。他虽然话不多，但每句话
都大方得体，说起自己乡下的家、孩子、
多年打工的经历。他说他不到20岁就
出来了，什么杂活都做过，后来学会了贴
瓷砖，一干就是这么多年………品性里，
没有丝毫自卑，只是在平淡地讲述一种
不同于我们的生活方式和经历。

吃过饭，我送韩师傅回去，顺便看看
装修进展。我看到正在装修的杂乱的房
间一角，放着干净的毛巾、洗发水。韩师
傅的妻子说，韩师傅干完活就用凉水洗
了头发，不想出去洗头耽搁时间，但是一
定要洗得干干净净再去吃饭。

说话的时候，韩师傅已经在另个房
间换上工作服，然后开始干活了。工作
中的韩师傅不再说话，专心细致。

我不再打扰他们，同他们夫妻告
别。韩师傅的妻子将我送到门口说：“谢
谢你们。”

我摇头，是我该谢谢他们！因为他
们让我知道，不管从事什么职业，不管出
身如何，我们的尊严是平等的。而我也
知道，韩师傅那样正式地去赴那场小小
的宴会，并不是自卑，而是对我们、对自
己的尊重。

如果每个人，尊重别人并尊重自己，
他的尊严就足够高贵。

平等的尊严
□玲珑

佳作浅评

绿野飞花绿野飞花

壮哉壮哉壮哉，，，我的大美白城我的大美白城我的大美白城
□于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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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是巴西黑的
上面没有名字
阳光下，你和小草
一样自由、一样呼吸

据说，你是莱阳万第小院的
那一天，你和杨子荣一起突围时
一颗子弹穿透了胸膛

咽气前，你说
家里，有老娘，一个破房
值钱的是一头毛驴儿
院子里 一棵老槐树

咽气前，你还说
就埋在山下吧
东北完达山这块黑土地，风水好

建国了
你和倒下的战友都埋在这儿
只有你，没有姓名
据活着的老抗联讲
这墓园49人
只有你一个山东人儿

“胖不搭”的，说话海蛎子味儿

扫墓的老师和孩子们来了
少年先锋队队旗，鲜艳如血
你一定坐在孩子中间
听，一位老人讲共产党人南征北战
讲杨靖宇、赵一曼、江姐、小萝卜头

这一个春天
你就是中国故事
这一个春天
你就是金达莱、达子香
也是萨日朗花、中国红
这一个春天
其实——
你是一棵不死的树
你是一个民族的梦

无字烈士碑
□布日古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