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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是岁数大做事效率低了，还是
性子淡了，希望日子平平安安简简单单徐
徐缓缓清清淡淡。当然，这只是理想的状
况，甚至是奢望。现实是匆忙劳碌的，需
要手脚并用应付的，甚至是纠结焦灼的。
日子过得怎样？渐行渐远的每一天，我是
否可以坦然面对？

刚刚过去的一年，于我而言，有可圈
点的事。散文集《万叶千声》由江苏凤凰
文艺出版社出版，得到市里的创作资金扶
持，在纸质媒体日渐式微的背景下，有这
样的资助实属写作者的幸运。书是我喜
欢的式样，封面用的照片是我自己拍的，
以安徽潜山的摩崖石刻为背景，一行人撑
着各色雨伞逶迤而行，这些人都是我熟悉
的朋友，共有一段难忘的徽地旅程，更主
要的是这样的画面意境契合我的书名，雨
落在石头上、树枝上、雨伞上，万叶千声，
我听到了寂静。这本书里所收的篇幅记
录我 2014 年在尘世里奔走的身影，收纳
的除了铿锵足音，还有面对纷杂现实的疑
虑和困顿。不是我们太单纯，是这个尘世
太复杂。混沌需要精神醒心明志厉行，由
此，才在业余有了这本书的面世。

这一年，我还通过了高级职称的评
审。按理说，像我这样工作二十多年的老
同志，评个高级职称，实在算不上是事。
但于我，还真一波三折。第一年递交申报
材料，没做任何外围工作，一切按程序走，

未通过。身边人惊讶，他们眼里我应是通
过的第一个，实力摆在那呢。评职称，人
家最难的是核心期刊的论文，这最难的条
件在我，就是小事一桩，平时在办公室，随
意抓起一本工作常用的学习刊物，上面就
有我的文章。不把论文当评职称的大事，
而是当日常工作中再寻常不过的事。听
闻我未通过，大家想不通。自己倒没当
事，早一年迟一年不就工资相差一点嘛，
天不塌地不陷的，第二年继续呗。隐约觉
得每个人报送材料的同时还做做其他公
关的，看见也当没看见，继续按程序走，又
是一年花未果。旁人看我这事，眼光意味
深长了：活一把年纪不懂人情行礼，又不
是考大学，以为分数够就行啊？自己也坐
不住，一直询问到评审部门，哪里不符合
要求通过不了。最后却是怎么也想不到
的原因：看表上填写的单位，以为不是评
审范围内的，结果可想而知。知道是受这
样细枝末节一而再再而三影响，恼火、郁
闷之余，更多的是思考。多少这样似是而
非的外在因素磨蚀激昂和蓬勃，勇猛和睿
智，有时候我们甚至找不到始作俑者，没
有明确的对象，怎么发泄怒与怨呢？我们
和我们周围的生态是互为彼此的，一体
的，他人一举一动影响我们，反过来，我们
的一言一行也波及他人，当自省自警自律
自重。

去年我的足迹最远到了云南，沿途看

了许多美丽风景。那些过去只停留在中
学教科书里的地名，被我的目光一一抚
摸。莽莽大别山，壮丽动人。从湖北到湖
南，一路出将军。在湖南芷江，不仅看见
侗族风雨桥、妈祖庙、舞阳河，更吃到了芷
江鸭、酸萝卜、辣羊肉。过贵州，奔云南，
从尘埃一直走进云端里。领略一路风土
人情，品尝各地美味佳肴，是对自己辛勤
努力的犒劳⋯⋯每一次旅途都兴味十足，
回味悠长。这些活在古诗词的山，不仅有
文人雅士的笔墨吟唱，更沾仙灵之气，浸
染、沉醉、顿悟，时有欣喜与感动，开其眼
界，扩其胸襟，壮其骨骼。2015 年，我还
会继续在路上。

日子里更多的事漏在光阴里，如水洒
地，有的遁迹难觅，有的潮湿糟心。谁的
生活没有这样那样的烦恼呢？我们活着
就是为了不断解决麻烦事，捋得顺一些，
我们就开心，不顺就烦闷，就需要排解。
好好生活的定义应该有好好抚慰自己，现
代人尤其应该学会自我的心理疏导。这
对行走职场、穿行家庭的我们太重要了。

渐行渐远的每一天
□ 王 晓

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美术作品，常常是超越艺术技

法本身的佳作。尤其是那些表达社会发展和进步、关

注时代精神表达、刻画普通人情感和思想的画作，总能

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因为，平凡生活中总有精彩动人

的瞬间，让艺术家汲取其中的养分，从而创造出值得赞

美的作品。正在山东济南举办的“第十二届全国美展”

巡展第一站，就用这两年获奖的美术精品，呈现了艺术

之美和生活之美的天然共生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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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陆游将书房取名为“书巢”。书巢的
四面全是书，就连过道上也摆放着书。每天
与书巢相伴，是诗人最惬意的人生。其实每
位喜欢读书爱书的人，都希望拥有一间属于
自己的书房，哪怕是极小的。

儿时喜欢读书，大多是小人书或者是连
环画，起初只是散放在桌子上或者床下面，后
来父亲找来一个大纸盒箱子，把那些并不能
真正称为书的书整齐地码进去，纸盒箱子充
当小书房，想读书的时候，就从床下面拽出
来，一本本翻看着。

初中时，我开始读古今名著，书的数量渐
渐丰盈，纸盒箱子已经容纳不下大部头的
书。那时小小的两间平房里，挤着六口人，没
有读书放书的地方。父亲求人给我打了一个
三层小书柜，只能放在窗台上，虽然简陋，毕
竟让我的那些书们有了一个落脚之地，每次
读书时，再也不用钻箱子里去翻了。

窗台兼书房也别有韵味，可以透过玻璃
望外面的风景。南园里的蔬菜郁郁葱葱，妈
妈种的花儿开得灿烂缤纷，燕子们飞来飞去，
偶尔会有几只蝴蝶飞进来。此书房虽不及大
诗人陆游的书巢，却也应了他的那副对联：

“万卷古今消永日，一窗昏晓送流年。”
结婚时没有住房，那些书便被塞进纸箱

子里，也跟着我到处流浪。每次搬到新家时，
我都要找块干净的地方，将书取出来，整齐地
码在那里权作书房，生活固然清贫，有书相
伴，日子也变得丰富多彩。虽然书房总是不
尽如人意，对书的痴爱却不减，遇到心仪的书
还是毫不犹豫地买下来。于是，床头上、桌子
下，甚至大衣柜里，堆了满满的书，没有专属
书房却处处是书房。

真正拥有一间书房，是搬入楼房之后，和
儿子公用的房间。但是儿子的书并不多，于
是我的那些书，终于扬眉吐气，整齐地摆放在
书柜里。每天放学后，儿子写作业，我则安静
地读书，偶尔会给儿子读一些书里的名言佳
句。渐渐地，偏理科的儿子也喜欢读书了，写
起作文来也得心应手。

因为爱好读书，我就没有时间光顾其
他。读书时心态平和，外界的浮躁荡然无存，
身心沉浸在书里安然宁静。

儿子上大学后，书房成为我的私人领地，
一张书桌一台电脑，身后是满满的两柜子书，
还有全国各地寄来的样报杂志，每天置身于
书香之中心情愉悦。光阴如水匆匆逝去，人
世沧桑中，书是不离不弃的朋友，而书房是容
纳朋友的圣洁之地，每天坐在书房里与朋友
相约，平凡的日子也变得精彩纷呈。

任 时 光 荏 苒 ，我 自 逍 遥 ，且 与 书 房 伴
流年。

且与书房

伴流年
□ 代连华

新年伊始，著名军旅书画篆刻家张继的
《中国书画千字文》诗书画印展在军事博物馆
悄然拉开序幕。虽然展览不设开幕仪式，不
搞研讨会，但是凭借作品精湛的艺术水准和
别开生面的艺术形式，吸引了观众前往一探。

张继诗作《中国书画千字文》是一部用韵
文写成的书画史。全文用 1000 个不重复的
汉字创作成四言诗，对中华五千年书画发展
脉络与流派风格进行了诗意化表述，对重要
人物或事件作了高度浓缩和生动精彩的艺术
概括。从盘古开天地的传说说起，到结绳记
事、伏羲画卦、崖壁刻勒、庶民造字，以及史
皇、仓颉开创书画的文明启蒙成长史，说得清
清楚楚。在文字的安排上，从事实与影响出
发，不限于朝代的长短，一人一事，千斟万酌，
反复提炼剪裁，以求公允恰当。在行文造句
上，工整押韵，音律悠扬，充满了诗歌的芬芳，
翰墨的神韵，丹青的精彩以及金石的斑斓。

此展中最吸引观众眼球的是七十五米的
绘画长卷 《图说中国书画千字文》。这幅巨
作，是作者苦心孤诣，依据 《中国书画千字
文》 内容历时一年之久倾心创作完成的。长
卷之上，二百多个具体人物的塑造涉及人物
形象、动态、服装、道具，背景处理更是涉
及人物、花鸟、山水和工笔、写意、工笔兼
写等。背景书法又涉及篆隶楷行草诸体及篆
刻等等。其次是主题独特。作品打破了时空
局限，将五千年中国书画史，前后贯穿，有
机地融为一体。

其中，张继对耳熟能详的近现代数十位
大师级人物的传神刻画，充分显示出他的写
实功力、笔墨精神和艺术特色。与传统中国
人物画的勾线手法不同，作者以挺拔方劲的
线条勾勒出主体人物的形态，并以白色格调
渲染，使所有主体人物立体呈现，犹如一尊尊
雕像矗立在观者面前。绘画背景施以古雅的
色调，给人一种苍厚感与神秘感。用心品读
他的绘画，让人真切地感受到了一种引以为
豪的华夏文明和正大气象。驻足于这一壮观
的历史画卷前，大家赞叹不已，流连忘返。

翰墨展才情

□ 徐凌峰

因为有一个好爷爷，所以我童年的生活
十分快乐。

我的童年是在老家度过的。那里坐落在
大理河边，和城市相比，是个偏僻的小山村，
和农村相比，它又是川道地区。由于当时父
亲在人民公社工作，因而在我的记忆中，爷爷
是我儿时快乐的精神源泉。

偶 像

那时候的农村，条件落后、信息闭塞，母
亲整天既要忙着地里的农活，又要忙着做家
务，除了关心姐姐和我的健康吃穿外，就再无
精力关顾其他了。而爷爷则是大理河上下川
有名的生意人，在年轻时，赶骡子养马搞运
输，走延安、过山西、下关中、上银川，做买卖、
包工程，人走四海，是一道川出了名的大本事
人。当时，人们重男轻女，而我又是在爷爷身
边唯一的男孙，爷爷对我十分疼爱，我也就成
了爷爷寸步不离的“影子”。

我崇拜爷爷威信高。在村里边爷爷总是
说大事、了小事，就是村外，爷爷也是特别有
威信。马蹄沟集市是农历逢一、逢六，五天一
集，爷爷逢集必到，我也就自然成了集市上的
常客。每次赶集的路上，总是有许多人等着
和爷爷相跟上，一路说笑，而到了集市，更是
围着一大圈人，和爷爷一起谈见识、谈世事、
谈生意⋯⋯

那时，时常有乡亲会用赊账的办法购置
生产生活用品。川道里商贩都知道爷爷慷慨
正直，说一不二，每每要求爷爷做保人。只要
是乡亲们的事，爷爷总是慷慨相助，济人于一
时困境。尤其是集市上商贩们有了矛盾或争
议的时候，爷爷经常是调停人，也都能息事罢
争，有时也有人觉得自己有点吃亏，见爷爷出
面调停了，抛出一句“老王说了，吃点亏算
了。”也就相互让着，相安无事了。

启 蒙

由于爷爷对我的偏疼偏爱和爷爷的大丈
夫情怀，我在七八岁时就学会了许多成年男
人才有的“本事”，如划拳、喝酒、唱酒曲、捏码
子⋯⋯伴随着童年的笑声，我“小男子汉”的
豪气也便暗暗生长起来了。

当然，爷爷除了教我这些，更从小教导我
学习青松的刚正坚强，厚重做人。在那个农
耕为主的乡村里，爷爷教我好好读书，认为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可惜我儿时不
爱学习，辜负了爷爷的许多期望。

捏码子是在赶集时看爷爷做生意的过程
中学会的，那时做生意诚信第一，只要双方经
过押子（指中介人）将码子一捏，得到了认同
便可由押子唱明（即公开价格）成交，双方要
共同信守。爷爷们的那个年代，手指头上形
成的契约，即可忠诚如实地履行。爷爷经常
引以为豪的就是一生从未失信于人，用他自
己的话说就是“一辈子没短过（指未欠过）人
家的桃杏钱”。我现在还一直为他们那一代
人所珍视的那个一诺千金、言出必行的信誉
时代而唏嘘感叹！

愿望树

圣诞树是西方人的愿望树，而爷爷却是
我现实中的“愿望树”。

我小时候最快乐的日子是马蹄沟逢集
日，即农历的逢一、逢六。爷爷是生意人，上
下川赶集市就是他的“本职工作”。当时，爷
爷从事的主要生意就是贩卖卤冰、沙蒿、骡马
和银川面粉等。由于本村学校管理松散，我
又淘气，老师们只要我不来学校捣乱，也就懒
得管我。

到 马 蹄 沟 赶 集 ，我 最 主 要 的 愿 望 是
“吃”。那时我最喜欢吃的就是糊拨饼子，每
集必吃，一般和爷爷各吃一碗，有时我就一个
人“独享”了。在那个困难的年代，人们是舍
不得在馆子里吃饭的，但无论如何，爷爷给我
的一顿美食是必须保证的，也是他最乐意
的。爷爷看着我吃得香喷喷的、乐哈哈地笑
着的模样，让我终生难忘。

爷爷给我花钱，最舍不得的是买小人
书。他认为那些书不务正、瞎花钱。我每次
买时，总要和他“打斗”一番，要么赖着不走，
要么干脆哭闹，每次总是爷爷斗不过我，认输
了买上几本。我也便积累着胜利的成果——
成套的小人书，反复翻看，快乐无比。特别是
一帮小朋友围着听我讲故事的时候，更是神
气活现、得意忘形了。

爷 爷 还 常 常 带 着 我 去 看 戏 、听
书 。 戏 我 看 不 懂 ，但 每 次 都 爱 跟 着 爷
爷 去 戏 场 ，主 要 是 为 吃 点 美 食 、凑 凑 热
闹 。 听 书 我 却 是 十 分 喜 爱 ，直 至 今 天 。
尤 其 是 一 些 成 本 成 篇 的 长 书 ，在 当 时 文
化 生 活 极 其 匮 乏 的 农 村 ，这 些 或 歌 颂 清
官 、或 赞 扬 侠 义 的 作 品 对 乡 村 孩 子 性 格
的 形 成 有 着 深 刻 的 影 响 。 就 像 爷 爷 对
我 的 抚 育 和 教 导 ，刻 在 我 灵 魂 的 深 处 ，
影 响 我 的 一 生 。

回忆爷爷
□ 王建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