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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先贤，德泽四海；颜氏圣
者，名贯五洲。堂堂仁者风范，赫赫
儒家主流。五大圣人之一，七十二贤
之首。

贵族后裔，书香名门。天生慧根，
神赋异禀。忠厚内敛，善思聪颖。十三
入孔门，终身酬师恩。居陋巷，箪食瓢
饮，安贫乐道；随仲尼，谦逊好学，习
礼尚仁。体深研几，则窥天鉴地；知彰
察微，而洞阳明阴。闻一知十，万物融

会贯通；敏事慎言，一生修德正心。强
于行义，弱于受谏；怵于待禄，慎于治
身。恭谨让道，待长以礼；炊饭食垢，
侍师以诚。一锭金，验证君子；两不
为，誉称仁人。智仁三境界，独至最高
层。以舜为志，期冀无为而治；与稷同
道，倡导以人为本。奔走列国，弘扬儒
家理论；游说八方，推行王道德政。奋
勇拯衰救弊，倾力激浊扬清。矫治礼
崩乐坏，匡扶尊卑人伦。困馑于郊野

外，守志笃固；畅言于殿堂上，秉节若
芬。讲信修睦，以至人间和谐；化戈为
帛，而求天下太平。

世事纷乱，初心不变。一生布衣，
满腹经典。睿哲之资，仁风横于万国；
英绝之才，德行迈于三千。教化于百
姓，威信乎四方。择乎中庸，执其两
端。垒筑杏坛，传授儒家学说；创办私
塾，培育天下英贤。编纂《论语》，树立
文化丰碑；整理《易经》，开启智慧金

殿。修德修仁，高尚人格魅力；立言立
功，不朽精神遗产。

儒家思想，仁结天下善缘；颜子
文化，智造世上首脑。一代君子典
范，八方景仰；千秋道德楷模，独领
风骚。百代后生，秉承先贤遗风；万
世晚辈，引领时代新潮。代代踔厉
奋发，人人飞舟击涛。铸就丰功伟
业，青史留芳；创造宏篇巨制，光芒
闪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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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所以喜欢登山，是因为年轻
时有过一段在大山生活的经历，与山
结下了不解之缘。在我的成长过程
中，山给了我太多太多的抚慰、体悟，
山校正了我的奋斗目标，成为激励我
奋发向上的动力。

退休后我仍然喜爱登山。近几年
我先后攀登了安徽的黄山、江西的三
清山、四川的巴山大峡谷……虽然腿
力较年轻时差些，但一说到去登山，
心里还是非常兴奋的，不管有多累，
都坚持攀登到一览众山小的高度。

我曾在一篇短文中写道：山是气
魄，水是灵魂。不知这话算不算我的
原创，但却是我在经历了几十年风雨
之后的人生感悟。我喜欢那一座座雄
伟峻拔的高山和山间那一条条小溪，
它们在山宽厚博大的胸怀中，顽强而
愉悦地向外奔涌，汇聚成了江河。可
以说，一山一水，都是我心中的爱，它
们就像跳动着的音符，时不时地把我
心中的赞歌奏响，也时不时地使我的
笔尖流淌出对它们的热爱之情。

现在登山与年轻时登山是不尽相
同的。年轻时登山有时会有跳跃式的
动作，一步可以登上两个台阶，现在是
一步一个台阶，有时甚至是一步一喘

气。但我却不想停下脚步，实在是脚软
腿打颤时就停下歇一歇，就近扶着护
栏，或寻一方磐石坐下来，仰头抬眸，
放眼远方。远方的山谷其绿如墨，幽
深、高远。山岩上的那一棵棵树木和那
一块块伫立的巨石，它们相互支撑着，
任凭狂风暴雨，依然屹立于群山之上，
那是大自然赋予它们的胆识和定力，
那是大山给予它们的勇气和力量。

古往今来，难怪众多大家名士、文
人墨客喜欢与山结缘。他们对名山大
川往往是慕名而至，或以山励志，或
登高望远，抒发情怀，留下了很多启
人心智的名篇佳作和醒世恒言。《荀
子·劝学》中有“不登高山，不知天之
高也”。太史公曰：“《诗》有之：‘高山
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
往之”。作家刘墉说：“你可以一辈子
不登山，但你心中一定要有座山，它
使你总往高处爬，它使你总有个奋斗
的方向，它使你任何一刻抬起头，都
能看到自己的希望。”只要心中有座
山，一切路途都不再艰险和遥远。

当然，并非每一座高山都是任人
攀登的。山之至高者，常年白雪皑皑、
高寒缺氧，非专业人士不可攀登。像
珠峰、贡嘎山等高山，经过亿万年孕

育、生长、成熟，才形成如此巍峨高
耸，险峻挺拔，只要伫立于山下，远远
地仰望其峻峭的雄姿，领悟它们那灵
空神韵，心中也会倍增无穷的力量。

去年应邀去四川甘孜参加一个活
动，再次有缘走进了贡嘎山的怀抱。
贡嘎山我去过几次，只有一次有幸目
睹了它那闻名遐迩的金色主峰，那金
字塔形的山峰凌空矗立，这样的仙境
不是人人都可以见得到的。

去贡嘎山那天，山谷里雨雾蒙蒙。
雾中的贡嘎山犹如一幅写意山水画，
层峦叠嶂间，雨雾时而自峡谷袅袅腾
起，时而随白云一浪一浪翻滚。隐约
中，一座座山峰似乎在目视着这大千
世界。此时心下一静，自然而然开启
与大山的对话，听它们诉说着那沧海
桑田的过往……此刻，那种对山川大
地的热爱、敬慕、虔诚，就会冲破一切
心的藩篱，浩然正气油然而生——高
山永恒，江河万古。

其实，人的一生都在登山，有自然
的山，也有生活中的山、事业上的山，
还有书山等等，从孩提到暮年，一刻
也不停止。我不禁想起那年登泰山时
的故事。那时的泰山，从中天门往上，
大多是台阶，少有栈道，南天门附近

一段路更是陡得出奇，年轻人攀爬都
得手脚并用，年纪大的确实有些望而
却步。同行中一位70多岁的老者，执
意要与大家一起登上山顶。只见他每
攀爬一段，就停下来歇口气，清唱着
《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他说他年
轻时曾爬过泰山，也是从那时起，不
论工作上还是生活中，一遇到困难就
想到泰山，就喜欢唱这首歌，那是在
为自己鼓劲。听着这经典唱段，我也
仿佛浑身充满着力量。那是京剧《沙
家浜》中18名伤病员在阳澄湖的芦苇
荡中战风斗雨时，用泰山顶上那不怕
风暴雷霆、不怕严寒酷暑的青松，坚
定自己不畏艰险、战胜困难的意志。

“志坚者，功名之柱也。登山不以艰险
而止，则必臻乎峻岭。”

时光飞逝，如今的我已近暮年，而
群山雄伟依旧，峻美依旧，神秘依旧。
对山而言，人的一生不过是千年之一
瞬；对我而言，山的吸引力却是亘古
永恒。人这一辈子会遇到许多高山，
与攀登相伴的必定是艰险与挫折，然
而敢于攀登，才能获得超越。我想，与
天地搏斗，与永恒对话，从而获得境
界的提升，这也许正是登山的终极魅
力所在。

再去登山
钱声广

草帽都是麦秸编成的，没有染
色，闪着麦秸本性的光芒。草帽从天
热一直用到天凉，为人们遮挡了一
年中最强烈的阳光和雨淋，特别是
夏天，暴雨说来就来，草帽就成了最
好的挡雨工具，就是小雨，农民也要
戴着它，既不受雨淋，又不耽误干
活。日晒雨淋，一热一冷，对物品的
破坏性很强，但只有草帽站在了抵
御前沿，一次又一次击退大自然的
侵袭，用自己微薄的力量、柔软的身
躯保护着农民。

新草帽人们自然爱惜，但对于旧
草帽，人们就把它的作用发挥到了极
致。比如它可以用来当扇子。农民去地
里谁带扇子呢？又不是走亲戚，但热了
怎么办？可以在树荫里休息的时候，把
草帽摘下来，当扇子扇扇风，草帽既轻
巧，面积又大，一点儿也不亚于扇子带
来的风力，扇风驱蚊，草帽功不可没。
草帽还可以当垫子用。人们干活累了，
男人们不讲究，有石头坐石头，没有石
头就席地而坐，大不了起来拍拍屁股
上的土就是了。可是妇女们就不同了，

她们往往找一块平坦的地方，把草帽
往地上一放，才安心地坐上去。草帽还
有一个功能，就是当袋子。女人们从地
里回来，顺便拐到菜地里，摘一把豆角
或几个西红柿中午炒菜，放哪里最好？
当然是草帽里了。她们把草帽一摘，翻
过来，草帽中间的凹坑、周围的帽沿正
好可以放东西。

草帽的作用很大，可是我天生不
爱戴草帽。不知怎么的，我一戴上它就
闷得头晕，所以无论多热，我也不想
戴，母亲就唠叨：“草帽是农民的宝，像

你这样不戴草帽，没了这个宝，干不了
庄稼活，将来要是考不上大学，可怎么
下地干活啊！这可是一辈子的事！”我
想想也是，只好暗下决心，一定要考上
大学。父母也很支持，为了让我有更多
时间学习，哪怕他们再忙再累也不让
我下地干活。好在我还不笨，经过努
力，我终于考上了大学，当上了老师。

实际上，人们不但去地里戴，就是
在太阳下干别的活儿，也少不了戴草
帽，去赶集、走亲戚、红白事……那时
别说家里没伞，就是有伞也没人打，因

为庄稼人的手里很少有空闲的时候。
因为草帽重要，母亲对它也格外爱惜，
特别是新草帽，只是戴着遮挡阳光，从
不用它干别的事。用旧的草帽，母亲就
用布条给草帽包一圈边儿，针脚细密
而均匀，就是有破损的草帽，母亲也舍
不得扔，找块布把破的地方补好。

农民的日子里不能没有草帽，草
帽也离不开黄土地，农民和草帽在生
活里亲如手足，血脉相通，他们都是
为别人贡献出了自己平凡而伟大的
一生……

农民与草帽
寇俊杰

早先住过的小区里，有一排门
头房。这些门头房都是由车库改造
的，然后被户主出租给那些做小本
生意的人。

这排门头房里，有开理发店的，
有开服装店的，还有开菜店粮店的。
我经常去一家菜店买菜，那家菜店
是由来自农村的老两口经营的。

老大爷每天早晨四五点钟，骑
着摩托车去批发市场批发蔬菜水
果。老大娘就在菜店为老伴儿熬上
小米粥，等着老伴儿回来一起吃饭。

老大爷很瘦，但说起话来干脆
利落，一看就是一位精明强干的老
人家。老大娘，憨厚慈祥，脸上总是
挂着微笑。

他们租的这间车库没有多大，
估计也就八九平方米，没有窗户。一
进大门，靠着墙的两侧摆满了蔬菜
水果，跟大门相对的墙根处摆放着
一张简易的双人床，床前有一张小
饭桌。

冬日的落雪时节，走进菜店说
句话，面前都会升腾起一团团白色
的哈气。可是老两口却说这里很好，
并不觉得太冷。

每当我们买菜有个三毛两毛的
零头时，大爷大娘都会大方地给我
们抹去。买菜的人大多都会觉得过
意不去，可是老人家却说多亏邻居
们照顾他们的生意。

老两口乐观豁达的生活态度，
让我们心生赞许。

有一天，听一位邻居说，其实开
菜店的两位老人是过来照看孙子
的，他们的儿子就住在这个小区。知
道此事的人都说老两口的日子真不
好过。

一个夏天的傍晚，我刚走进菜
店，外面就下起雨来。我买完一块南
瓜后，在店里等着雨停。这时候卖菜
的大爷对我说：“这种南瓜可甜了。
昨晚，我媳妇用它煎的南瓜饼。”

我疑惑地问老人家：“大爷，你
们晚上不在这里吃饭啊？”大爷说：

“儿子媳妇都不让我们住这里，可是
我们每天要早起晚归的怕影响孩子
们休息。所以儿子媳妇让我们必须
回家吃晚饭，怕我们在这里吃不好
影响身体。”

听大娘说，儿子是靠他们种大
葱供完的大学。儿子可孝顺了，婚后
把他们从农村接到城里。可是老人
家不忍心加重儿女的负担，所以才
经营了这家菜店。

原来如此，老两口貌似不幸的
生活背后，却隐藏着真实的幸福。怪
不得老两口的面容总是那么惬意豁
达，那是因为他们的身心一直被幸
福包围着。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把丈量幸
福的尺子，因而幸福的标准是不一
样的。所以，我们不要拿自己的尺
子，去丈量他人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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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竹江，流得那么静
东河口的这一汪水，如此青
它紧拥着，七百八十个逝去的生命
站在青川东河口，我撕裂了胸口

十四年前峰谷咆哮，江水无情
尚未愈合的一坡黄土仍清晰，惊心
地震石，是那场山崩地裂
永不磨灭的烙印

在这小块土地上，贴地俯身
用灵魂去祭拜，脚底下
掩埋在地下的灵魂
听不到呼吸，听不到声音
只听到，内心的悲情

地震纪念碑矗立山腰，铭刻血泪
青山无语，消失的村庄缄默
岁月在无声中，正在返青

青溪古城，在历史的沟壑中明镜如洗

走进青溪古城，就像走过了千年
有一种幽怨情长在轻声鸣响
一轮圆月穿越历史，挂在古城墙

古瓮城，依然在幽暗中
有古蜀国沧桑的回声
已看不到刀光剑影

两排石板路间，溪水静流
流露出一种小镇时光
白云下，高高的石牌坊
在古水车前保持着肃穆，端庄

城墙上，放眼远山
天空云卷云舒，余晖正浓
清溪的光芒轻洒在群山沟壑中
那轮圆月在夜色中明镜如洗

秀屏山下林中行，雨初停，风柔
轻。一袭绣球，挂珠清盈盈。身后闪出
几行客，如伴侍，倍相亲。

忽闻丛中飘歌声，含深情，悦耳
听。超凡脱俗，依稀是和声。趋之若鹜
探究竟，志趣在，人精神。

西江月·三角梅

三叶花开锦绣，热情奔放向阳。暑
夏绽放大道旁，巧把小城扮靓。

寓意顽强奋进，艳丽多姿期长。勇
斗溽热透馨香，誓与坚韧同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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