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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你慢慢飞……能陪你一起枯萎也无悔。”这是新婚
夫妻崇超和郑佳合唱的《两只蝴蝶》，歌为心声，其意向在场的双
方爹娘及亲友表达两个人真诚甜蜜的爱情与坚不可摧的美好婚姻。

这里正进行着一场别开生面、既简朴又高雅的婚礼。婚礼上
新郎、新娘既为主角，又当主持人。夫妇俩端庄大方，配合默
契，引领着前来贺喜的亲友，开怀畅饮，同喜同乐。婚宴中，歌
曲声、祝福声、吟诗声，声声不断，此起彼伏。请听，一位文学
作家、新郎家族中的老辈大爷爷在朗诵他创作的祝福藏头诗——
《崇超郑佳喜结良缘，比翼齐飞穿逾百年》：

崇尚公安业内扬，超群拔萃著辉煌。
郑女职守国粮库，佳贤敬业巾帼将。
喜联姻缘阖家庆，结拜连理鸾凤翔。
良辰吉日步红毯，缘分天赐夫妻享。
比肩齐眉皆夸赞，翼展九霄百鸟昂。
齐心奋力创大业，飞黄腾达孝爹娘。
穿越世俗辟新路，逾超款腕靠自强。
百年合好共白头，年轻永保乐无疆。

不等诗朗诵落音，场内就响起了热烈掌声和叫好声。接着，
席间站起一人，那是一位学养资深的机关干部，他请大家看好刚
朗诵完的放映在银幕上的藏头诗，自己深有感慨地对此诗进行了
诠释和点赞。他说，这是一首奇妙多趣别致的藏头诗，其独特之
处有三：一是“藏头字”相连构成诗句，可谓妙语佳句，且成为
全诗内容的灵魂，即核心赞扬与祝福，故作为诗之标题；二是藏
头诗的前4句清楚巧妙地介绍了新郎新娘的姓名、工作单位与业
绩。三是每句诗皆为颂词，或是赞扬或是祝福。这位文采高人对
藏头诗的精彩解读，赢得了亲朋们热烈的掌声。

这位藏头诗的解读者既是新郎的至亲长辈，又是亲密至极的
忘年之交，所以，他对新郎的工作和家庭等情况非常知晓。新郎
崇超，是某县公安局的民警，爱岗敬业，认真执法，被评为“模
范警官”；新娘郑佳，是一个国家粮库的财会人员，工作娴熟，成
绩突出，是“优秀会计”。他俩原来是吉林大学同班同学，都是中
文系的高材生，两个人情投意合，相互爱慕。毕业后分别考入现
在各自的工作单位，自然成为一对相识相知相爱的亲密恋人。对
于这桩婚事如何操持，两个人意愿一致，不谋而合。认为应该办
得简朴，办得高雅。为此，他俩还专门制定了“婚事简，孝心
真，亲情浓，爱情深”的婚事活动12字方针。这不，正在办着的
婚宴就落实了方针中的“婚事简”3个字。没有大操大办，就是
请来双方父母及至亲挚友安排了七八桌酒席；没有大型仪式场

面，就是几十个亲朋好友欢聚庆贺；没有专业主持的长篇婚礼演
讲，就是一对新人及参与者的自发抒情说唱。如此的婚礼虽不隆
重，却气氛热烈，喜气欢快，别具高雅。

为落实“孝心真”，夫妻俩在新婚期间为父母做了4件事。一
是父母让儿子收取同学的礼金自己支配，儿媳却让丈夫退还给父
母使用。二是到长春省城大医院给花甲之年的父母做一次身体健
康检查，结果二老身无大病，都乐不可支。三是陪同从未外出过
的父母去旅游，乘坐儿子的轿车，儿子儿媳轮换驾驶，哪好去
哪，不仅看望了山东老家的亲友，还登上了泰山，观光望景，好
不快活。四是给父母放假一周，夫妻俩替父母经营日杂店，儿子
熟悉业务负责卖货，儿媳买菜做饭管理后勤，让父母休息、逛
街。小夫妻俩一致认为，让父母健康快乐地欢度晚年就是小辈最
大的安慰和幸福。

为落实“亲情浓”，夫妻俩做了一件令人预想不到的好事。原
由是这样的：崇超有3个姑表亲小弟，1个叔伯亲小妹，都在外地
上大学和干事业，他们都请假分别从北京、上海等地专程赶回来
参加哥嫂的婚礼。哥嫂为感谢他们的真诚实意，为赞助他们的学
习和工作，在他们返回前专门安排一桌答谢和欢送酒宴，并赠送
每人一个装有千元的红包，意在祝贺他们学业有成、事业辉煌，
并早日成功地找到自己人生的伴侣。

为落实“爱情深”，夫妻俩把爱对方变为实际行动，都争先恐
后地为其多着想、多付出、多做事。特别是妻子郑佳，深知丈夫
工作繁忙，只给了半个月的婚假，为支持他干好工作，在假满那
天，自己主动驾车行程300多公里送丈夫按时到单位工作。在单
位附近临时租赁了一处单间公寓，两个人欢度着别致的蜜月。郑
佳细心、周密地做好后勤保障，上街买菜购物，回来做饭洗衣，
一日三餐不重样，让丈夫吃上可口的饭菜，身着舒适整洁的穿
戴，夫妻俩过着甜甜蜜蜜、欢欢喜喜的特殊小日子。待妻子45天
的假期结束之日，就驾车返回自己单位安心上班，至此，新婚夫
妻的别致蜜月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在郑佳送崇超返回单位上班的前一天，崇超的二姑、二姑夫
特意摆酒设宴，为侄儿、侄媳饯行。身为中学语文老师的二姑夫
大加赞扬他们爱岗敬业、孝敬爹娘、善待亲友的情怀和作为，故
送给一副“恩情亲情爱情情情深厚，好人贤人强人人人俱佳”的
对联，横批为“人情高尚”。

谁说忠孝不能两全？那就看看崇超、郑佳这对新婚夫妻的美
丽故事吧！

三哥贾广耀出书了，并且在扉页上题
词赠书给我“玉洁冰清德艺重，林林总总编
剧情”。虽有谬赞之嫌，但也贴切。

很早以前就知道贾广耀这个名字，但
始终无缘谋面。一个偶然的机会邂逅。因
他在家中排行老三，又年长我一轮，故而尊
称为三哥。后来我才知道，但凡比他岁数
小的朋友都尊称他为三哥。三哥，多么亲
切的称谓，一声“三哥”，包含着几多尊崇与
浓浓的友情。

在万籁俱寂的冬夜、在柔和的灯光下，
捧读三哥所著的《瀚海拾零》，头脑中不时
闪出“大道至简，真水无香 ”这两个词，用
来形容三哥的诗文是再妥贴不过了。读三
哥的诗文，绝对没有矫揉造作、无病呻吟、
故弄玄虚、虚情假意的感觉。他的诗文是
质朴的，散发着泥土的芳香。读他的作品，
如同见到了邻家的小妹、村中的大嫂一样
亲切、温情，用现在很时髦的一句话来说，
那就是“真接地气儿”。

他在《乐耕讲坛二十年》中写道：“身教
言传二十秋，此时愉悦彼时忧。抬眸笑慰
师生谊，俯首躬耕硕果收。…… 欣逢桃李
花开日，畅饮清纯酒一瓯。”好一个“畅饮清
纯酒一瓯”，这哪里是在说饮酒，分明是对
教师职业尊崇、爱恋的真情表露。20年教
师生涯的酸甜苦辣，都浓缩在这一瓯之中，
真有浊酒一杯，春风几度的人生沧桑之
感。记得《文心雕龙》中有这样的话：“言以
文远，诚哉斯验。心术既形，英华乃赡。吴
锦好渝，舜英徒艳。繁采寡情，味之必厌。”
是的，有文采的诗文是能够广为流传的。
但是，如果没有真情实感，就像华丽的锦绣
容易褪色，再好的文章也会令人生厌。我
们写作追求的是真善美，如果不真不善，再
美也是假的。吾笔写吾心，吾文抒吾情，这
才是作文的诀窍。只有这样才能称得上好
诗文，这一点三哥做到了。

读三哥的散文，我们不难看出，他对家
乡人的一颦一笑，对家乡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有着深深的眷恋与关爱。无论对
亲情、友情的思念与牵挂，还是对黄榆、杏花的礼赞，对向海的自然景观和湿地的描
写，字里行间都渗透着一个大大的“爱”字。

三哥的报告文学写得棒极了！因为不空才耐人寻味；因为不假才展现出文采；
因为用词准确才显出高雅。如他在《兵头将尾铺路石》中描写张金时写道：“他二话
没说，脱掉外衣，抡锹铲土，抢修路肩。”语句简短工整，用词生动准确，活现出一个
养路工人忘我劳动的敬业精神。在《鹤乡修志常青树》中，为我们刻画了一个老骥
伏枥、矢志不渝、勤勉敬业、宠辱不惊的修志老人——赵福山老师。赵老是我的忘
年交，是我十分尊敬的老大哥。他的为人为文，在鹤乡大地上是有口皆碑的。但是
让我写赵老，恐怕很难企及三哥这篇文章。我常说，有些人写的报告文学，只有报
告而没有文学，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假大空”。三哥的报告文学，不是那种装腔作
势、无的放矢的花架文章，而是脚踏实地、表里如一的真情表白。他认真地描摹人
物特点，交代事件的经过，每篇文章都写得实实在在，有血有肉。而只有这样，人物
才能从文章中走出来，这个人就好像是我们的朋友、同事，抑或是亲人。

三哥的为人和他的为文一样，心地善良、胸怀坦荡、表里如一、憎爱分明。每篇
文章里都充满着浓浓的正能量，真是笔昭心声，文如其人。我与三哥相处也就三四
年吧，可是我们一相识就速成莫逆，都有相见恨晚的感觉。三哥做人心怀坦荡、待
人热情、推心置腹、不藏心机。一日，我与三哥路遇，三哥说：“到我那儿喝点吧。”我
们虽然不是高阳酒徒，但也都喜欢杯中之物，于是欣然前往。席间，三哥谈起了他
的过去。原来三哥出生在教师世家，念书期间各科成绩优异，尤其是文科更是出类
拔萃。可是世事难料，偏偏赶上了那个“特殊”的年代，被迫辍学，后来通过函授取
得了大专文凭。三哥从教二十载，“三尺讲坛育桃李，一支粉笔写春秋”。当教师期
间，他获得过许多荣誉，曾受到白城地区行署的通报表彰。后调入机关，从事党务
工作，直至退休。不论做什么工作，三哥总是那样勤勉敬业、一丝不苟，从不计较个
人得失。退休后，他被返聘到地方志办公室工作。三哥非常珍惜这难得的桑榆时
光，没有节假日，也不休星期天，每天都在争分夺秒、夜以继日地为通榆县的编史修
志大业奉献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和余光晚霞。三哥的文学创作起步较早，早在上个
世纪80年代就有多篇作品见诸报端。

莫道桑榆晚，彩霞尚满天。三哥虽已年近古稀，但身板硬朗、精神矍铄。愿三
哥在古稀暮年仍能紧握手中的笔，为家乡的风土人情、湿地文化、改革创新、编史修
志而尽情讴歌，再献笔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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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外人家美。
惬意如临境，
恍如映眼帘。

伟大祖国
□王静华

欣逢华诞人民赞，
旗傲苍穹国力显。
鲲鹏展翅九天举，
国泰民安尽朝晖。

雄伟天安门，
巍峨之华表。
五千年悠久文化灿烂芬芳，
五十六个民族汇成欢乐海洋。
从南海之滨的三沙市，
到莽莽的大兴安岭北疆。
从“东方明珠”的大上海，
到闻名遐迩的新疆大地。
到处都洋溢着喜悦的笑脸，
到处都有醉人的歌声，
唱着中华儿女奋发图强的歌曲，
改革开放走进新时代。

福佑中华
□吴庆林

红旗飘飘举国欢，
华夏儿女笑开颜。
载歌载舞庆盛世，
牢记初心同向前。
高歌猛进新时代，
美丽中国春满园。

国庆感赋
□马 诚

江 山 如 画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而作

□赖东风

吾思吾想吾思吾想

博客视野

别 样 婚 事别 样 婚 事
□仲吉祥

第二天上学，黑三一进教室，就发现班主任侯
山老师板着长脸盯着他。他走过四小子的书桌旁，
四小子斜着眼睛看着他，脸上还挂着未消的怨气。
黑三知道一定是四小子把昨天他抢走斧子的事向侯
山老师告了状。侯老师领着全班学生背诵了几段
毛主席语录，又特意让大家唱起了“三大纪
律，八项注意”的歌曲，然后就把黑三请到了
讲台上，教育他“一切缴获要归公”，毛主席的
红小兵要拾金不昧等等，并勒令黑三必须马上回家
取回斧子，上缴学校。最后侯山老师要求今天上午
大家要就此斧子事
件重温“三大纪
律，八大注意”，
要写一篇“斗私批
修”的心得体会，
中午放学时交卷。

中午学校的放
学铃声响了，同
学们欢跳着跑出
了教室。黑三失
去了往日的欢乐，
在人群后默默地走
着。

门卫的老吴头
听着孩子们的议论，远远地望着自己挖出的树坑，
满心懊恼。他知道这把斧子对一个农家过日子的必
要性。整个陈家店，除了几个木匠外，没有几户人
家能有闲钱去买一把斧子的。他感叹自己没有这个
运气，他后悔自己挖坑时为什么不多挖那么一锹，
为什么挖完后不好好瞅瞅，以至于和这把斧子失之
交臂。如果是他发现了这把斧子，那劈材烧水做饭
可就方便多了。他甚至还幻想侯山老师会把这把

“交公”的斧子留给他使用，因为自己为学校劈柴烧
水也算得上是件“公”事了。可这个念头很快就打
消了，因为此时他看见侯老师腋下夹着一个用报纸

裹着的物件，兴冲冲地从学校的东角门走了出去。
他转身朝走在人群后的黑三迎了上去，想问个究
竟，没料到，黑三却瞪了他一眼，悻悻地扭头从他
面前走了过去。

小学校终于静下来了，和每一个中午放学后一
样寂静。呆呆站在那里的老吴头心里突然有了一种
失落感。洼地里的水已经渗没了，他挖出的那尊树
桩还有土堆在他的面前相对的伫立着，让他此刻看
着有些碍眼。他踱回了门卫室，摸起了那把铁锹，
准备把树坑填平。

大树坑里的水已经不多了。老吴头想看看黑三
和四小子在什么地方发现的那把斧子。他没费什么
力气就找到了那把斧子“出土”的地点。在坑下半
部的土壁上，边缘已经让淤水浸泡得模糊不清了。
可斧柄从土里拔出后留下的黑洞，此刻正像一只神
秘莫测的眼睛，死死地盯着他。老吴头狠狠地把铁
锹插了进去，铁锹却被什么东西咯了一下，他还分
明听到了一声铁器的撞击声。随着大片土块的滑
落，他又用力地挖了几锹，想知道自己又挖到了什
么宝贝。泥土里有东西露了出来，他仔细地看下
去，人却呆在了那里。这，这竟是一支锈渍斑斑的

枪管，连枪管前端的准星都看得真真切切。他的头
嗡嗡作响，感到了一阵阵眩晕，心快跳到了嗓子
眼。“阶级敌人反攻倒算”“阶级斗争没有停息”“变
天账”等这些让人毛骨悚然的词汇此刻全部涌进
了他的脑海。老吴头胡乱地朝着露出枪管的地方扔
了些土，然后撒腿向大队革命委员会主任四麻子
家跑去。

刚刚端起饭碗准备吃饭的四麻子主任听了老吴
头气喘吁吁、前言不搭后语的汇报，立马从炕上跳
下来。他吩咐老伴马上通知民兵到小学校集合，就

说发现了阶级斗争新
动向，然后领着老吴
头向小学校跑去。

小学校操场的东
侧，侯山老师正往树
坑里填土。

基干民兵到齐
了，坑里的土又被一
锹一锹地挖了出来，
侯山老师的脸白了，
黄了，青了。

一把斧子被挖了
出来，正是黑三“上
缴”的、被侯山老师

刚刚拿回家中的那一把。
一杆完整老枪被挖了出来，这是一杆德国造、

装火药、打铁沙子的老式洋炮。
这是咋回事？四麻子主任问侯山。

“我想利用中午时间为学校做点好事，填土时不
小心把斧子掉进去了。”侯山说。

你人没掉进去呀？土改时的农会主任、今天大
队革命委员会主任四麻子说话针针见血。

侯山被“专政”了。他被“劳动改造”了 6
年，直到文化大革命后期才被恢复公职。

（待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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