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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雷锋日记》
◎杨可萍

春光灿烂好读书，我怀着
无比崇敬的心情，重读《雷锋
日记》，再一次被那青春之光凝
结而成的伟大精神感召。《雷锋
日记》记录了青年战士雷锋的
日常点滴，俨然一位阳光开朗
大男孩的样子，但其中所传递
出信念的能量、大爱的胸怀、忘
我的精神、进取的锐气，正是我
们民族精神的写照。

雷锋在日记中写道 ：“如
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
一寸土地？如果你是一线阳
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如果你是一颗粮食，你是否哺
育了有用的生命？如果你是一
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
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雷锋一生始终以服务人
民 为 最 大 幸 福，以

帮助他人为
最 大 快 乐。
因 此 他 感
慨 着 ：“ 人

的 生 命 是 有
限的，可是，为人

民服务是无限的，我
要 把 有 限 的 生 命，投 入

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
去。”这体现了雷锋崇高的价
值取向和人生追求。

是啊，一个人究竟应该怎
样活着？我们的人生价值在
哪里？循着雷锋的脚步，我
们终于找到了方向，“活着，
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为人
民服务”。

在雷锋的日记中还有这样
一句话 ：“青春啊，永远是美好
的，可是真正的青春，只属于这
些永远力争上游的人，永远忘
我劳动的人，永远谦虚的人！”
雷锋，他就是个勇于学习钻研，
不断丰富和提升自己的年轻
人，有着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
和百折不挠的钻研劲头。

面对诸多不适和挑战，很
多人总是害怕踏出舒适圈。但

雷锋却不是一个喜欢安逸耽
于享乐的人，他说 ：“我愿做
高山岩石之松，不做湖岸河旁
之柳。我愿在暴风雨中，艰苦
的斗争中锻炼自己，不愿在平
平静静的日子里度过自己的
一生。”“螺丝钉虽小，其作用
是不可估量的。我愿永远做一
个螺丝钉。”雷锋的“螺丝钉精
神”，“拧在哪里，就在哪里闪
闪发光”。他说 ：“我一定要更
好地听从党的教导，党叫我干
什么，我就干什么，决不讲价
钱。”这是雷锋敬业精神最形
象的表达。

雷锋这个名字，历经半个
多世纪，已变成一面精神的旗
帜猎猎飘扬、一座价值的丰碑
巍巍高耸。

六十余年来，人们对雷锋
同志的思念从未淡忘，学雷锋
的活动始终如火如荼。雷锋精
神，是新时代永不褪色的旗帜，
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
能量宝库 ；雷锋精神，犹如一
座巍然矗立的灯塔，不断放射
出夺目的光芒，照亮着一代又
一代人的心灵。

雷锋精神，是我们工作的
标杆，周围不断涌现出精益求
精的企业工匠、攻坚克难的技
师达人，更有那些默默无闻永
不生锈的螺丝钉 ；雷锋精神，
是我们生活的灯塔，无数人以
此作为人生的信条，默默守护
温暖彼此，有孝老爱亲的时代
楷模，有互助互爱的温馨社团，
有扶危济困的雪中送炭……

这本日记诉说着对土地厚
重的深情，对生活无限的热情。
这位阳光快乐的年轻人用青春
之光凝结成伟大的雷锋精神，
成为这个时代的底色，温润柔
和处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景象。

新时代的雷锋精神，如春
风化雨，润物无声，将人性潜移
默化，向善向美，为实现中国梦
发热发光。 

用生活的花粉酿制艺术之蜜
◎陈彦

作家的创作生活常常让
我想到蜜蜂的工作流程。它们
从植物的花蕊中，搞得一头雾
水地嗡嗡乱采乱挖一通，当塞
满蜜囊后，整个身体已变得像
现代派艺术的某些斑驳色块，
五彩缤纷地飞回蜂巢，吐出蜜
汁，交由后勤管理部门进行加
工存储，以备寒冬来临、大地
萧瑟时享用。

蜜蜂从花蕊里勤勤恳恳
挖掘进自己胃袋的花粉，含水
量达到百分之八十以上，经过
体内转化酶的作用，也就是发
酵后，再在温度较高的蜂巢里
吐出来，由内务部门进行深加
工，水分不断蒸发，含糖量持
续上升，提纯到一定程度后，
再用蜜蜡封存待用。作家的创
作与它十分相似。我们讲生活
是创作的底色，我们讲深入生
活，而由生活转化成创作成
果，就是采集花粉、转化发酵、
蒸发水分、持续提纯的过程，
但源头是花粉。没有花粉的广
泛采集，终是无蜜可酿的。

文学来自生活，而对生活
的一切感悟都来自观察。牛顿
因为观察到苹果落地，而认识
到万有引力法则。法国昆虫学
家法布尔并无意于当作家，就
是因为比别人多了一份细致
入微的观察，而形成了一部非
文学经典的文学经典《昆虫

记》。通过显微镜，科学家进一
步观察到 ：小小的蝌蚪身上有
五十多处血液循环线，它把血
流从极细的管道运送到尾巴
边缘，再通过弯弯绕绕的游丝
管线，从尾巴梢流回心脏，让
生命变得持续活蹦乱跳起来。

一切伟大的发现都是观
察出来的，通过观察再思考、
计算，浩瀚的宇宙便变得清晰
起来。回到文学，曹雪芹如果
不是亲身经历了家族的巨大
兴衰变故，就不可能有《红楼
梦》那种致广大而尽精微的总
体性世情记录。我们从前辈那
里读到了无尽的写作方法，也
上了无数堂文学大师课，他们
总结起来无非是“多看多写”
四个字。看是看书，也是看世
界、看自然、看人间。

我个人的创作，也紧密围
绕着“观察”二字展开。我始终
信奉要写熟悉的生活这个铁
律。只有熟悉了，烂熟于心了，
才可能去寻找生活背后的潜
藏。否则，仅生活真实不真实
都把你整得够呛，哪还可能透
过现象去榨取它的本质呢？
我写第一部长篇小说《西京故
事》，是因为当时我工作单位
门口有一个巨大的劳务市场，
整天有农民工把那里围得水
泄不通，时间一长，他们甚至
成了单位门脸的一部分，作为
管理者，我才不得不关注起他
们来。由此也把我带入西安的
几个城中村，竟然发现好多只

有一两千人的村子，都聚集着
四五万人的农民工群体。他们
既生活在杂乱无章中，又井然
有序、资质各异地展开生存技
能，让一座座高楼矗立起来、
一条条马路宽阔起来，同时也
让自己的家庭在城市的犄角
旮旯到处生根发芽。由此我开
始了长达三年多的走访、记
录，先写成舞台剧，又根据密
密麻麻的手记，创作了五十万
字的长篇小说，想努力书写这
个时代城乡二元结构中的裂
隙与融通，而《装台》是《西京
故事》的继续。因为装台工基
本都是农民工，他们过着“夜
猫子”的生活，有时整夜装修
搭建舞台，好让艺术家们在正
常上班时进入排练。我有晨跑
的习惯，常常看到满院子只要
有能躺下的地方，他们都会找
到那点可怜的舒适区，
蜷缩着补觉。
这是一群普
通 人 的 有
关日子的演
进，无尽的细
节扑面而来，我在
写他们讨生活的不
易，也在整合他们相
互搀扶的不经意姿
态和彼此照亮的暖
光源。

当然，一切生活
都只能是生活，它绝不
是艺术。艺术是用
广 博 的 生 活

花粉酿制出来的极其简约的
蜜汁，不意味着我们有了丰富
的生活，就有了美好的艺术。艺
术来自我们对生活如切如磋、
如琢如磨后掰乱揉碎了重新
建构。我小说的主角，每每出来
都有人在一一对应，我甚至不
得不用上“作品纯属虚构，请勿
对号入座”的老套路。没有任何
一个人的生活能照搬进小说
和戏剧，我是在用我的语言、趣
味、结构方式讲述我的故事，
更是在用半生的生命记忆重
建我的精神世界。写作永远是
个新课题，我只是想把故事讲
得生动一些、流畅一些、有趣一
些，尤其是有自己的语言风貌
一些，如果能有所共情，那更是
求之不得的事了。 

（作者系全国政协常委，中
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

书记处书记）

古诗词里寻诗意
◎王欢

一直臣服于诗词中中国
式的浪漫，我会在不同的年龄
阶段反复爱上诗词。那些散落
在人间的绝美诗词，我在其凝
练的笔触中感受深沉的情怀，
在精致传神的词句里反复捕
捉真挚的情感。

小时候学习的古诗最是
记忆深刻，“举头望明月，低
头思故乡”，是我每每在仰头
看见月亮的那一刻，总会想
起的字句。我还想起后院的
那棵核桃树，和在树旁吃饭
的家人。在学习和生活的过程
中，我总有这样或那样的困
难，心里的愁，“恰似一江春
水向东流”，让我总是想尽各
种办法去解决它。经历过成
功的喜悦，恨不得“春风得意
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我也曾掉入低谷，惶惶不安，
渴望“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
花明又一村”。但在诗词中寻
找到生命的奥妙，我知道，就
算面临着千难万险，前方的
路如“畏途巉岩不可攀”，也
要有“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
云帆济沧海”的勇气，还要有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
还复来”的自信，更要有“采
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豁
达，再 加 上“ 我 自 横 刀 向 天
笑，去 留 肝 胆 两 昆 仑 ”的 慷
慨，“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
丹心照汗青”的气节，就一定
能够像“九万里风鹏正举”，
扶摇直上，坚定信念，给自己

穿上一层厚厚的盔甲，保持
“也无风雨也无晴”的安然心
态，带着淡然与珍重面对一
切困难和来之不易的成功。

学习诗词，领会诗词，是
希望能够借古人诗词表达自
身的情绪，能够在外出踏春的
时候由衷地感叹 ：“阳春布德
泽，万物生光辉。”看见夕阳映
照天边，会想起 ：“落霞与孤
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在
面对真挚的友谊和朋友时，能
够坚信地道上一句 ：“海内存
知己，天涯若比邻。”看见英雄
们保家卫国，大爱无疆时，应
对他们郑重地感谢和尊重 ：

“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
而不是简简单单地赞叹一句

“这真美啊，这真好啊，你真棒
啊！”这些干巴巴的词语形
容。学习诗词，传承千年经典，
就是为了品味生活的美，领略
生命不同的意义，从诗词中感
知遥远悠长的历史，解读文字
的深刻奥秘，体悟生命的源头
与魅力。

走近诗词，进入千年历史
的旋涡，与千古圣贤交流，将
文字实实在在的力量转变为
生活中触手可得的情趣，感悟
生命的传奇，才是最理想的实
现方式，最感动人心的传达。

文 心 雕 龙

文艺漫评

农耕文明礼赞
——《凤乡情》有感

◎南忍孝

时代的变迁实在是太快
啦！昨天还在使用的犁铧、木
杈、簸箕、斗，一转身挂在了展
览馆的墙壁上。机械化、智能
化已经改变了这个时代，泱泱
农业大国变成了工业强国，传
统的农耕文化已经向我们挥
手再见。

留住乡愁，记录下先辈们
奋斗的足迹，成为跨越时代门
槛的人们心中的期盼。

欣闻《凤乡情》一书的创
作，我的心中十分高兴。毕竟
乡村生活、工作的经历，使我
对农村有切身的感受。本想迅
速浏览一下书稿的电子版，没
承想，书中的许多情节深深地
吸引了我。

新生儿拜石头、大树为
“干大”——“保佑平安”；
门、窗、炕边、灶台、箱子及农
具上，都写上字，硬性书读记
忆——“扫文盲”；白天的车
还罢了，特别是晚上从西往东
那辆列车，菜贩子从甘肃运下
来的韭菜味、汗味，比厕所的
气味还难闻——“绿皮火车”；

“毛采场”的炮声，曾为渭河两
岸凤阁岭和甘肃吴砦辖区的
村民准点报时 50 多个年头，
中午 12 点、下午 6 点雷打不
动，风雨无阻——“采石场”；
每年腊月冬闲日，生产队的社
员放假，集体背柴、拉柴，以备
足一年做饭取暖的薪柴——

“攒柴”；每次都是大户人家筹
办的，请来三四个青壮年，将

备好的木椽、檩条、棺板、方木
等，捆成排筏，选择吉时，叫来
亲朋好友，启程漂流——“渭
河流筏”。在每次准备杀猪的
前一天，我都会在大人的领导
下，在手推磨子上，将提前泡
好的玉米去皮，拉成大糁子。
在杀猪的这天早上，早早地就
将大糁子熬上，等到中午或下
午时，与新杀的猪肉一起吃，
俗称——“杀猪饭”。浆水呈
淡白色，微酸，直接舀出饮用
时若加少许白糖便酸甜可口 ；
它营养丰富，消暑解渴 ；如果
把浆水加辣椒和葱、韭菜、蒜，
用油泼过，再加上拉面或手工
面条，就成了一碗地道的——

“浆水面”。凤阁岭苹果的名声
远扬，还有一个原因是沾着铁
路的光。在“宝兰”二线未开通
之前，每天都有多趟客运快车
整点在建河、凤阁岭火车站停
靠会车，为当地群众创造了

“围车叫卖”的有利条件——
“火车站的摊贩”。这种大米熬
出的稀饭，就与我们白色大米
加上花生米熬出的颜色是接
近的，是“牛血红”的颜色。这
种稀饭香气喷人，舀到碗里，
可以一层一层地结皮——“紫
米”。当时的土匪横行霸道、手
段残忍，老百姓谈匪色变，心
惊胆战，拔腿就跑，当时人把
逃避土匪叫——“跑贼”。每
到年关，父亲都得去很远的亲
戚家借粮过年。特别难忘的
是，我读初中那年的春季，父

亲借了生产队的 100 斤饲料，
那是高粱和大豆混合粉碎的，
使得全家生活艰难地维持到
夏季——“借粮”。

……
一段段朴实无华的文字，

拨动了我的心弦，脑海里呈现
出了那个年代。那个年代的人
们，生活当中的一些情节和故
事，让看过这些文字的人，无
意当中，在宝鸡的西部山区，
在农耕文明的挽歌响起之时，
探望了一回。

我敬佩有着浓烈的家乡
情结的人。王早晨、王建新、范
生科、李雪锋等几位作者，他
们用真情作雕刀，在人们的心
中，镌刻下了凤阁岭的名字。

我与凤阁岭也有一段情
缘。在推进农村改革，实行“联
产承包责任制”时，我的一位
同班同学魏永林，调任凤阁岭
乡人民政府当副乡长。山区的
群众看见这位二十多岁、穿着
时髦的年轻小伙时，就给他
起了一个外号“华侨乡长”。在

“华侨乡长”工作了一年之后，
我与朱召绪等另外几个同学
一同去看望他。初到凤阁岭，
就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火车
刚走过的山洞里，两个青壮年
小伙子，用木杠抬着一头黑色
的大肥猪向外走，前面的小伙
子手上握着一根细木棍，不停
地向侧面的洞壁上敲打着。看
着我惊奇的样子，“华侨乡长”
说 ：“这地方，山大沟深，没有

路。山里人要卖猪，只能穿过
黑漆漆的火车洞。”

山区生活的艰辛超出了
我的想象。离乡政府最远的一
个村子页岑山，步行四五个小
时才能走到。我曾听过一个干
部调侃时说 ：“在山里工作有
啥不好，当年在凤阁岭下乡，
晚上还能住上新媳妇的炕。”
当大家准备嘲讽这位干部时，
他急忙解释道 ：“别歪想。山
里人实在，认熟不认生。熟人
来了，他会把平时舍不得吃的
好东西，拿给客人吃，把最好
的房子留给客人住。”诚实善
良的西山人在艰苦的环境中，
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
贫困生活，练就了豁达、乐观、
坚强的性格。

幸运的是，我也参与了当
年“突破西山”、后来的“脱贫攻
坚”的新闻宣传工作，了解到了
党和政府实施的修路建桥、“移
民搬迁”、“产业兴农”等惠民工
程。如今，包括凤阁岭在内的西
部山区的面貌焕然一新。

初看《凤乡情》，众多的内
容，感觉就像一本《百科全书》。
也许，在作家的眼中，它是一本
素材库 ；在普通人的眼中，它
是一本“乡土文学”；在文人的
眼中，它就是一方史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