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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 巷
!

郭兴荣

（一）

窄窄的巷子

仅一线天光

斑驳的的墙体

影印百年记忆

世事纷扰

尽在眼前

是入还是出

巷口的风

一直在徘徊

（二）

正午的阳光照进屋檐

像浪花挤进礁石的缝隙

晾衣杆上的衣物

迅速生长成水草

五颜六色

留个影吧

不必介意

谁是谁的背景

（三）

有风的夜晚

小巷就是一口深井

路灯打着哈欠

像外祖父端着酒杯

酒杯里的话题

冬暖夏凉

幸福的花海
!

徐霞

到“荷兰花海”的时候，下午

的阳光还很明媚。一个异乡的午

后，身在茫茫的陌生人海之中，

却因为阳光让人觉得安好，宁

静。大概还有点莫名其妙的意

思，被几个朋友“簇拥”着来到了这滨海的小城，

一个本以为只与麋鹿和丹顶鹤相关的地方，却竟

然有这么大气而唯美的花海。

我并没有觉得外来的东西都好的习惯，但是

真心地觉得大丰的荷兰花海复制得很有意味。因

为花朵在哪里开放表达的都是生命的绚烂，而春

天不管在哪里经历，体验的都是自然的恩赐。所

以，不会因为一个陌生的场景，也不会因为是未

知的时间，而觉得这漫天的花海没有任何的不

妥———她们其实什么也没有多想，只是在安静地

开放。等待主人到来的时候，我们便先在人山人

海里看着，也没有感觉到任何的不悦，倒是从那

些带着满脸期待而来或者洋溢着满意而去的表

情里看到了花一样的幸福。

幸福这个东西不是花海的，是属于人海的，

只有人觉得幸福，花才会幸福。等待的时候，一个

女孩子来推荐她手上的业务，她是要和我们推荐

这花海边的房子，在她自信的表情里看来，我们

一定会对她的热情感兴趣。我们也对这种热情表

示友好，就是因为这个孩子虽然做了一份并不起

眼的工作，但是她和这路边所有的花朵一样，能

够有自己开放的姿态，不卑不亢地绽放着自己。

哪怕是我们告知她我们其实来自外地，她也会微

笑着和我们合影，然后礼貌地朝我们微笑。我真

觉得她的微笑就是一朵花，我也

在这一刻被这个城市和她的子

民的自信与幸福感染了。

荷兰花海是大丰兴建的一

座郁金香公园。这个定义看起

来很简短，但是只有你身临其境的时候，才知道

这个简短的介绍是蕴含多少美妙的场景和多么

丰富的内涵。来来往往的人，熟悉的人也被人海

冲散，陌生的人也让人觉得亲切，只因为大家心

里都装着共同的关键词：春天和花海。一段段地

漫步与徜徉，一片片地流连与赞赏，一朵朵地凝

视与漫想。郁金香的花海由一个美丽的概念具

体为一朵灿烂的花朵，真实地开放在这个春天

的午后。而所有的花朵又连绵成一种幸福的滋

味漫溢在心头，然你不知道说什么，尽管同行有

那么多的文章圣手，有那么些的思想情怀，可在

此时以我看来，心里只留下一片安好，却失去了

语言的能力一般，最多还记得一个简单的词：幸

福。

这个词很简单，然而做到却不简单，所以这

个滨海的小城并不简单。把一个漂洋过海的理

念，从英文转变为汉字，从异国安顿到本土，同样

是花朵，同样是春天，也同样让人觉得幸福无比。

从荷兰花海出来已是黄昏，渐渐冷却的阳光洒在

绵延起伏的幸福海洋里，让人举起相机也不知道

究竟哪一个角度最美，因为每一个场景都那般美

轮美奂。

于是，便低头看那精美的宣传画册，最是其

中一句动人心弦：大丰，好玩呢。

详情请浏览“今日高邮”网站http://www.gytoday.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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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与思
!

蒙龙

有一天，孔子对着他的学生，谈自己

的学习体会，他说：“我曾经整天不吃饭，

整夜不睡觉，冥思苦想，却没有任何收获，

（与其思而无益），还不如踏踏实实地学习

（读书）。”（《论语·卫灵公篇第十五·第三十

章》云：“子曰：‘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

如学也。’”）

又有一天，孔子说：“只读书而不深入思考就会茫然

无所知，只是空想而不读书就会产生疑惑。”（《论语·为

政篇第二·第15章》云：“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

学则殆。’”）

《论语》的二十个篇章里，涉及到学习的很多，比如

第一篇的第一章就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还有如

“温故知新，可以为师”“三人行必有我师”“敏而好学，不

耻下问”等等。但是，阐明学习与思考两者之间关系的仅

两章而已。

孔子结合自己的学习经历告诫学生，读书要思考，

不思考，就不会有收获，一味思考而不读书，也将一无所

成。孔子甚至认为，一个人只思考而不读书将步入危险

的境地（殆者，危险也）。

这当然是夫子的经验之谈。

古人还说过，“尽信书不如无书”“无疑不读书”。其

意都是强调读书要带着自己的思考，物有良莠，书也有

优劣，不加思考，不进行选择，就会变成书奴、书痴，染毒

受害也不可知。思考必须有具体内容，如果把思考比作

一盘石磨的话，那么，必须给石磨加入实物，才能磨出东

西，加米则得米粉，加麦则得麦面，否则，纵令磨齿锐利，

怎么磨也是空磨。一台无论多么先进的豆浆机，不加入

豆子，是不会流出豆浆的。

可见，思考之于读书是多么重要。读书是思考的内

容来源之一。

有的人常常抱怨：书读得不少，就是

没有收获。那是因为仅仅是读书，而没有

掺入自己的情感、思维。读书是一项情感

活动、思维活动，也是再创作的活动，如果

将书看成是远处的风景，一看了之，无所

思之，自然“山还是那座山，水还是那条水”，怎么会有超

越于书的新发现呢？

有的人常常感到苦恼：自己思考得不少，就是思考

不出名堂。其原因分析起来比较复杂，要么是漫无边际

地神游，要么是大而无当地幻想，要么是天上地下地乱

思。总起来说，是学思脱节，思无指向，思无主题。如此之

思，一定是有花无实。

西方有句谚语，叫做“一百个读者眼中就有一百个

哈姆雷特”，那是思考的结果，不同的读者，其身世不同，

阅历不同，知识结构不同，虽然思考的对象相同，结果必

然迥异。

读书要思考，没有思考，读书就是白读；思考要读

书，没有读书的过程，思考就是无源之水。

读书只是学习的内容和形式之一。学习的内容和方

式太多了，看电影是学习，浏览微博微信是学习，外出考

察是学习，哪怕是参观景点也是学习。但许许多多的学

习，如果不把自己摆进去，情感和意识不进行深度的参

与，思想和灵魂不走进学习的内容里，学习也只是形式

罢了，绝不会有自己的东西产生，更不可能有大于学习

内容的成份溢出。

学习加上科学的思考，其结果大于学习，思考会使

学习效果最大化。

孔子是至圣先师，一生勤学不辍，其思考更深更精。

一部《论语》记录着孔子学习的过程，“十五有志于学”，

更闪烁着思考的光芒。

吾辈不可不切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心中的河
!

黄士民

4月18日，市河改造一

期工程竣工，一幅小桥流水、

桃红柳绿的画面定格在南水

关至中市口的轴线上，放眼

望去，有姿有韵，很美。

春日的傍晚，夕阳的余辉与市河的灯

饰有机交织，将沿岸的亭台楼阁勾勒得分

外漂亮。伫立市河岸边，心随水动，作为有

幸参与其中的一员，颇多感慨。

规划方案吸纳群智，博采众长。其间，

市领导、专家学者、建设者、人大代表、政

协委员与市民代表共商良策，六易其稿，

以水为源、以史为根、以文为干、以绿为

美、以民为本的理念贯穿始终，别具匠心

的亮化则为市河披上了既璀璨又温馨的

外衣，古屋边、古树下、古井前、小桥旁，人

流如织，水映成趣。节点景观用心走心，栩

栩如生。南水关、王氏广场、中市口三个节

点，分别凸现高邮悠久历史、深厚文化和

市井民俗，设置了“秦邮风物”“王氏父子”

“做董糖”“数鸭蛋”“茶水炉”等富含高邮元

素的雕塑作品，大型浮雕表现历史恢宏，

彰显王氏风范，青铜人物雕塑细致入微，

传神传情，大到一处牌楼，小到一个兔灯，

逼真生动，引人入胜。两位美术家，一位是

来自南京的刘宪教授，一位是高邮老

乡———淮阴美术学院院长华龙宝，一位以

作品气势夺人，一位则抒情见长，但两位

对高邮历史文化的钟情、钟爱一脉相承。

创作期间，我陪刘先生由南门大街徒步至

御码头，刘先生一边手稿记录，一边相机

拍照，十分专注；华先生为了人物雕塑作

品驻扎山东20多天，潜心创

作，令人敬佩。

市河一期改造工程竣工

后，我情不自禁去过无数次，

印象最深的是一个雨后的早

晨，徜徉期间，水流潺潺，花木葱茏，湿漉

漉的桥杆，脆生生的音乐，小径通幽，亭廊

曲趣，散发着水墨画的韵味，让人陶醉，流

连忘返。眼下，不仅高邮人的微信上发布

了市河各个时段、多种角度的图片，就连

外地人也把市河的照片发上微信，市河成

了高邮新时期的地标，作为一名土生土长

的高邮人，欣慰之情油然而生。

成如容易却艰辛。南水关的城墙、中

市口的牌楼，一棵树的布点、一块石的选

择等等，凝聚了全体建设者的智慧和心

血。二百多天的工期，晴天不停干，小雨不

歇工，奋战一线的建设者成为市河又一道

特别的风景。

为有源头活水来。市委、市政府决策，

建设者们精心打造的市河一期改造工程

得到了广大市民的交口称赞，附近许多上

了年岁的老人说：这辈子没想到市河能改

造得这么漂亮!古往今来，两岸百姓依水

而居，薪火相传，这条古城百姓的生命河，

曾经被污染得面目全非，而随着市河一期

改造工程的全线竣工，圆了高邮几代人的

梦。现在，无论鸟语花香的清晨，还是华灯

初上的夜晚，高邮人都喜欢来市河两岸走

走看看，感受市河的魅力。市河欢快的浪

花在百姓的心田里激起了幸福的涟漪，成

为高邮人心中的河。

松泉之歌（外一首）
!

雪安理

你是傲然矗立的青松

刚毅坚强

度过了严寒酷暑

抗击着风雪冰霜

豪情壮志的品格

铸就了奋发有为的形象

你是涌动的泉水

纯洁明亮

穿过了山林悬崖

奔向那长河大江

知难而进的精神

发出了激情澎湃的歌唱

啊高高的青松

你挺拔向上

眺望绿色的家园

扎根秀美的山岗

啊 涓涓的泉水

你日夜奔忙

弹奏昂扬的旋律

迎接未来的梦想

芝麻

在自然界

你显得渺小

撒进泥土

难以寻找

阳光雨露滋润

迅即吐苗挺腰

呀 千万人赞颂

芝麻开花节节高

就连县郡七品

沾了你的光

在威严的官场上

获得了芝麻官的称号

村中停车场
!

秦一义

近年来，农村中的打谷场

已难觅踪影，前所未有的新场

地形成了，那就是停车场。

以前，停车场只是在城市

中出现，一块空旷的地方，用

白漆打上格子，一排排，一格格，就是些停车的

位置。

我家住村口，紧靠出村大道，我家附近新

辟了座停车场。停车场紧挨道路，不算大，也没

有划格子，有车就随便地停下。在村中，像这样

的停车场还有几座，平时不打紧，节假日停车场

里的车多，有的车不愿到停车场受挤，就停在村

街上，有车库的直接开进车库里。

停车场的功用不仅停车，也是个祝福的地

方。比如，新车开回家，停在车场，要举行个简单

的敬神祈福仪式，用猪头等物品供在车头，然后

烧斗香，放鞭炮，祈愿祝福，保一家平安，并在车

头系红绿丝带，象征吉祥。村中的中青年人绝大

多数在外打拼，已融入大中小城市，有房有车，

阔绰气派，由于父母等老一辈人在老家，有的人

家的年轻后生，买了车特地开回来，举行这个仪

式，燃香放炮等事情都要让

长辈去做。他们这样安排，既

敬神灵，也是为了尊敬长辈。

村中有多少私家车？我

不知道。我单知道林昌家就

有五辆轿车，三个儿子家各

一辆，大儿子、二儿子家的儿

子各一辆。每购一辆车，都开

回来停靠在我家附近停车场，

举行敬神仪式。一天晚上约摸

9点钟光景，一阵鞭炮声惊醒

了我家的宁静，我出门看稀

奇，在路灯光的照耀下，停车

场里有辆款式新潮、乳白色的小轿车，林昌儿子

向我敬烟，说是他儿子买的。

“小祥子也出息了。”我笑着跟他招呼，接过

他的烟。

“马马虎虎，现在大家都混得不丑。”

是的，改革开放以来，大家小户的都富裕

了，小轿车进入寻常百姓家已不是神话。然而，

也有有钱人家，不看中买车，我知道一位医生，

他就不主张买车。他说，不是常年在外东奔西

走，真的没有必要买那玩意儿；现在的交通如此

发达，难得一次出个门，招招手就有可能上车。

那位老医生的话，让我悟出了许多，有的人买

车，因其职业需要，如搞营销的，总是工作在路

途中，自己有车，自己方便。作为医生教师等职

业的人，对于车不是迫切需要之物，在可买可不

买之列，我还是主张不买为好。不买车更是理性

思考。有的人不这样想，认为

有房有车，是富裕的象征，身

份的象征。这些人买的真不

是车啊！

不管怎样，买车的主儿，

当您在车头焚香祈愿时，是否

把减少雾霾、道路畅通、低碳

出行等理念一并编织进去？

“说说”说不通的俗语
!

林华鹏

看了一篇介绍俗语的文章，竟对

不少脍炙人口的俗语进行了质疑。

人们常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

葛亮”，其实是错的。试想，如果“臭皮

匠”说得通，那“臭瓦匠”“臭木匠”也

说得通。事实上，“皮匠”是“裨将”的谐音。“裨将”在古

代是指“副将”，原意是三个副将的智慧合起来能顶一

个诸葛亮。这么一说，就通了。再如“不到黄河心不死”

也不通，为什么不到“黄河”心不死，到“长江”呢。其实

原为“不到乌江心不死”，乌江是项羽自刎的地方。

“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这是人们经常说的一句

俗语。用现在的语境理解，为达到重大目的非要作一

番牺牲不可，可拿活生生的孩子去套狼未必显得太恐

怖了。其实，原为“舍不得鞋子套不住狼”，意思是要打

到狼，就要不怕跑路，不怕费鞋。“鞋子”传成“孩子”，

主要是四川及高邮人管鞋子叫“孩子”，也是变味的谐

音演义而来。

更说不通的俗语为“无毒不丈夫”。以这句话理

解，那简直叫人逆天而为，叫人心狠手辣，叫人狼心狗

肺，那这样的人还配称为大丈夫吗，这与中国古代崇

尚的儒家、道家价值观是背道而驰的。那这句俗语是

不是错了？显然错到了八国，又是谐音惹的祸。这句话

原为“量小非君子，无度不丈夫”。度指度量、胸怀，大

丈夫，自然是说那些坦坦荡荡胸怀宽广的男人。还有

一些俗语也被人们误读了，什

么“无奸不商”，原为“无尖不

商”；什么“为朋友两肋插刀”原

为“为朋友两肋岔道”，不是有

一句“两肋岔道，义气千秋”吗；

什么“王八蛋”，原为“忘八端”，古代“八端”指“孝、悌、

忠、信、礼、义、廉、耻”，忘了这些就忘了做人之根本，

是不是比说不通的“王八蛋”更有韵味。

读音读错的俗语也有，比如“人不为己，天诛地

灭”，当中的“为”很多人读第四声“为”，意思是人不为

自己考虑，对不起天地。其实意思相反了，应该读第三

声“为”，是说，人不做好自己、当好自己，天地都不容。

俗语之所以能传承下来，是一代又一代人众口相

传。我认为，大部分俗语的本意都是好的、善的，差的、

恶的早已被过滤掉了。如此多的俗语经过如此多的

“口”传播，总归有误传。有些俗语念起来

朗朗上口，其实不符逻辑，甚至有悖原

义。对一些说不通的，我们要学会思考，

学会斟酌，要不然还会误传而害人害己。

仔细想想，俗语被误传，谣言也是

如此。都说谣言止于智者，可有时智者

也会盲从大众。俗语也好，谣言也罢，先

考虑其是否说得通、行得通，对说不通、

行不通的，我们就应该反驳和更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