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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外，隐约淅沥的雨声。寒风似乎
打野去了，没有昨日薄暮的肆虐。此
时，是否亦如我一样，满含两眼湿润的
惆怅，仰望夜色中率先破晓的一抹曙
光？

在这个暖冬，我期盼已久的哪怕片
刻的雪，迟迟不来。喧扰的心境因为窸
窣的飘落而宁静；憔悴的容颜因为雪花
的飞舞而红润。因为雪的不至，寒夜里
的温梦总是那样惴惴不安。听雪花的
曼舞，这个冬季才有依凭。

在江南，一场瑞雪，万种风情，诸多
情思拥你入怀。初春，旋即以至，烂漫
的花儿次第开放，沉寂了一冬的大地彻
底苏醒了，明媚的春光下花开如潮。

花开的声音，是天籁之音，是爱的
蜜语。

旧年，在我客厅的餐桌上，水仙花
睁开晶莹的睡眼。我分明听到她一声
浅笑，将淡远的清香送入我的心房。我
没有感到老之将至，一时沉醉，不禁吟
道：年年岁岁著春华，玉立亭亭水为家；
几瓣青锋藏玉露，芳香半月隐喧哗。玉
洁的花仿佛听懂了我的诗句，忽然间又
开了一朵、两朵……顿时，芳香四溢，我
一时不能自已，飘飘欲仙。

有一年岁末，我从黄州一家花圃购
得一盆百合。当时，花盆中三枝百合刚
刚打着花骨朵儿。几天后的除夕之夜，

在暖融融的客厅里，她们相继脱去娇
羞，满怀对人间的热爱以及对主人的祝
福，一展仙姿，尽吐芬芳。

这一年，我和家人吉祥如意，无时
不感恩百合花开。谁说花草无情？难
怪古有惜花之灌园叟者。

我原本不大迷信，但我由此更爱
花。只要在简陋的居室或阳台养几盆
花，生活就充满诗意，未来就充满阳光！

身处柔美多情的江南，生于风景秀
丽的大别山，我深感得天独厚之幸与近
水楼台之便。黄冈这片神奇的土地，更
是依山傍水，得江南之灵秀，享大山之
静美，是花之摇篮，希望之所在。

这里有漫山遍野的杜鹃，一碧万顷
的爱莲，满目金黄的油菜花……每种花
都记载着黄冈的一种历史与文化，象征
着黄冈人的一种理念与期盼。

我们聆听杜鹃花开，就会想起一场
又一场为真理、自由而战的血与火的壮
丽画面；当你走近荷池，一颗虔诚的心
活托于圣洁的莲花面前。阳春三月，有
朋远方来，你不必在豪华宾馆设宴盛
款，不妨陪同到山中踏青。山中的兰草
花就像一位位清纯秀丽的农村姑娘，对
远道而来的客人莞尔浅笑，热情真诚地
迎接每一个热爱大山的旅人。

花开无声，因为世俗太嘈杂，我们
太执著浮躁而错失了倾听；花开有形，

因为花儿懂得人世的艰辛、人心的纠
结、人情的多变，纵使那惊世骇俗的一
声花开，在匆匆过客面前忽略，她也要
用美丽的花与沁人心脾的香去提醒人
们，对美的珍惜，对生命的珍重，对爱的
珍藏。

我爱花的芬芳，尤爱她的圣洁与无
私。

有一年，我和妻子漫步家乡的山
中。面对身前欲放的兰草花，我对妻子
说，我们经过这么多年风风雨雨，你我依
旧忠贞不二，你多像这迎风将开的兰花
啊！妻子紧偎在我的身上，娇嗔地说，今
年的生日我不要别的，老公，我要你的诗！

忽然，一枝兰花应声而开。听着花
开的声音，我灵机一动，啊——沁尔幽
香又一春，风霜雨后更迷人；秉承梅性
娱知己，同处繁华不染尘。我郑重地采
一朵兰草花，献给妻子。几年来，妻子
一直对这朵兰草花和这首诗珍爱有
加。我们的生活诗意而美满。

其实，那天在我们的眼前，一朵又
一朵的迎春花怒放在醉人的春风里。
当时，我忘形于激动，却没有去看去听
眼前的细小而灿烂的迎春花，也就没有
留下只言片语。到了这年深冬，我陪一
位摄友赏完东坡赤壁的梅花，接着马不
停蹄，赶往遗爱湖梅园。

在一树树红梅、白梅、绿梅之间，我

穿梭不息，流连忘返。刺骨的风没有丁
点寒意，阵阵梅香温暖着我落寞的心
绪，突然一枝红梅临风独放。听到了，
我真的听到了，她那不甘沉沦、拼搏向
上的歌唱。我不由得肃然起敬，赞道：

“不因寒苦自沉沦，纵是孤芳也报春；点
点嫣红冰雪染，虬枝老干著精神。”

友人说，梅花文人墨客写的多，但
平心而论，迎春花才是报春花。我默然
良久，春天在家乡山上目睹迎春花早开
迟谢的一幕，浮现脑海。我沉思不语，
良久才说，是啊，美丽的报春花——迎
春花。归家的路上，总算给这个被我遗
忘的美丽的报春花想了一绝：雪化青山
燕戏飞，因君傲放伴春归；余寒不惧轻
妃妒，引领千红报晓辉。

写到这里，窗外已大亮。掀开窗帘，
没见到一点夜的雨的踪迹。啊，我在黑
夜里听到的雨声，也许是春之声罢。

都 说，黄 冈 的 春 花 烂 漫，实 不 为
过。只要你热爱，不远万里，不虚此
行。花开，总是为有心人开；花开之音，
总是给予有缘人听。

亲爱的朋友，春在出发，请到黄冈
来听花开的声音。

“假如我是一朵雪花，翩翩的
在半空里潇洒，我一定认清我的方
向——飞扬，飞扬，飞扬，——这地
面上有我的方向。不去那冷寞的
幽谷，不去那凄清的山麓，也不上
荒 街 去 惆 怅—— 飞 扬 ，飞 扬 ，飞
扬，——”每次读这首徐志摩《雪花
的快乐》便会想起故乡的雪来。

孩提时代，每到冬天，故乡便
会下起千姿百态的雪。它们时大
时小，时缓时急。时而如那纷纷扬
扬的柳絮儿，时而又如那散落天涯
的蒲公英，更多的时候如那漫天飞
舞的金蝶儿，在冬日的阳光下纷纷
展翅，翩翩起舞。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
梨花开。”仿佛在一夜之间它们把
故乡的山山水水，角角落落都涂染
上纯白的色调，让人仿若置身于冰
雪王国的童话世界里。

从小我就爱极了雪！我觉得
它是世界上最干净的东西。它们
纯洁而美好，优雅而曼妙。它们用

至清至纯的精魂消融了世间的污
秽，覆盖了尘世的繁华与喧嚣。

冬日的清晨，从梦中醒来。那
时候还是孩子的我常常裹着温暖
的棉被趴在玻璃窗上，无比惊喜地
凝视着匍匐在玻璃窗上的雪精灵
们，它们用朵朵雪花儿拼出世界上
最美丽的图案。我轻轻地对着玻
璃窗上哈上一口气，用手指照着雪
花的样子临摹起来，沉浸其中，乐
此不疲。

记得在下雪的日子里，是我
们 这 群 居 住 在 山 村 里 的 穷 孩 子
最 开 心 的 时 候 。 那 覆 盖 在 山 林
树 野 间 的 积 雪 便 成 为 了 我 们 天
然 的 玩 具 。 我 们 三 五 成 群 的 结
伴打雪仗，用赤裸裸的双手滚起
又 圆 又 大 的 雪 球 当 攻 击 的 武
器 。 我 们 也 会 在 空 旷 的 雪 地 里
用 脚 印 拼 成 一 幅 幅 美 丽 的 图
画 。 还 会 在 自 家 的 门 前 堆 起 形
态不一的雪人，作为自家门前的
守护神。那时候的雪哦，是那样

美 好 与 温 暖 ，让 我 们 忘 却 了 寒
冷，忘 却 了 贫 穷，在 一 望 无 垠 的
雪地撒欢嬉戏，快乐奔跑！

长大后，辗转在各个城市度过
冬天，也见识过不少城市的雪景，
却没有一个能与故乡的雪媲美。

又是一年飘雪时，独自伫立
在异乡的窗前，久久凝望着漫天
纷扬的新雪亲吻着这座孤独而落
寞的城市，看它们无声无息地敲
打着我的窗，心却早已飘飞到千
里之外……

假如我是一朵雪花，我一定认
清我的方向，我不去那冷寞的幽
谷，不去那凄清的山麓，更不会上
荒街去惆怅，我一定会回到那我挚
爱的故乡飞扬飞扬……

故乡的雪哦！你是那样的纯
净而美丽，温暖而美好！你给我贫
瘠的童年带来了无限的欢乐，温暖
了每个酷寒难耐的冬日。谢谢你
给了我永远的念想，让我保持一颗
淡定从容的心。

黄州开发事惊人
建设新区靓古城
赤壁矶头添异彩
英雄湖畔谱文明
蓝图绘就蓝图展
大计功成大计兴
昔日荒山今秀美
玲珑辉映五湖春

（作者曾任黄州科技经济开发区第一任常
务副指挥长）

是否 真正的爱
总在你的心中深藏
你如歌的梦想
才会如此的鲜亮
也许 纯洁的 雪
是你永远的伴侣
你捧出的花朵
才会飘发浓郁的暗香……
没有蜂吟蝶舞陪同
没有万绿为你捧场
可是你丝毫不畏惧严寒
丝毫不畏惧孤独
愈是身在逆境
愈是勇敢坚强
你用生命的火焰
点亮人间锦绣的春光
让多少沾满寒冷的词汇
内疚 心慌……

在郑州师范学院的课堂上，有一位
近乎满头白发却露出开心笑容的女生颇
为扎眼，她就是带着妈妈上大学的“白
发女生”底慧敏。

底慧敏的头发也曾经黑过，但是妈
妈出事后的半年里，她的头发好像突然
之间全白了。

命 运 的 转 折 发 生 在 2013 年 7 月 16
日，那天妈妈骑电动车前往县城给她送
书，摔倒在路边后再也没有站起来。随
着妈妈这一摔，底慧敏曾经的快乐和幸
福烟消云散。爸爸要四处打工挣钱维持
这个家，供给底慧敏和弟弟上学。慧敏
作出了带着妈妈上大学的决定。在郑州
师范学院读书的半年，她有一份特殊的
时间表：每天早晨 6 点，起床做饭喂妈
妈；中午 12 点，骑半小时车程赶回出租
房照顾妈妈；下午 2 点，赶回学校上课；
下午 6 点回家后给妈妈清理卫生，做饭
照顾弟弟；周末还要做兼职。也就是在

这短短的半年时间里，底慧敏的一头乌
发日渐斑白。满头白发之下， 19 岁的
她显得要比同龄人成熟许多。只有在课
堂上，在生活重压的空隙，她才能拥有
短 暂 的 轻 松 时 刻 ，偶 尔 露 出 开 心 的 笑
容。“有时，我也会抱怨命运不公，可抱
怨有什么用呢，生活，总要去面对。”

“生活，总要去面对。” 一句看似很
简单又仿佛很高深的话，很难想像是出
自一个 19 岁的稚嫩学生之口。我想，与
其把它放大成一个花季少女在困难面前
的坚强与豪情，倒不如认为它是一个苦
命女孩对无奈现实的包容。

是的，生活中有很多东西需要我们
去面对，不管我们愿意还是不愿意。有
时，我们只想过简单的生活，但是命运
却一再的把我们置于十字路口，让我们
陷入两难的抉择之中。有时，我们明明
想过恬淡的生活，但是命运却让我们过
早的抵达成功，让我们在鲜花与掌声的

簇拥中惊慌无措；有时，我们很想过安
逸的生活，但是命运却安排一个又一个
的 挫 折 ，让 我 们 无 论 怎 样 躲 闪 都 是 枉
然；有时，我们很想享受身处巅峰的荣
耀与骄傲，但是命运却不管不顾我们的
奔波与跋涉，让我们一次次与梦想擦肩
而过。

那些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东西也许是
诱惑，也许是选择，也许是苦难，也许是
贫穷，也许是背叛……对于这些命运的
安排我们无法抗拒和躲闪，我们唯一能
选择的是：面对的态度。

命运给予底慧敏的特殊安排是一场
突如其来的灾难，她抱怨过，愤怒过，挣
扎过，反抗过，但是，她最终所能做的只
能是：面对。平静地面对。因为只有面
对，生活才能继续。

生活的奇妙之处在于，当我们向那
些自认为无论怎样努力与挣扎都无法走
出的困境作出妥协与让步之时，它往往

会回报给我们意想不到的收获。底慧敏
的孝心感动了全中国，中国残联主席张
海迪特意指示工作人员与河南省残联联
系，让残联尽力照顾慧敏一家并解决其
实际困难。网友、热心读者纷纷捐款，
探望者纷至沓来，爱心挤爆了她与母亲
栖身的小屋。

不要总是自命不凡，妄想做生活的
王者；不要一味自哀自怜，把自己扮成
一个弱者；也不要自暴自弃，把自己想
像成一个不幸者；更不要自我迷失，走
上人生的岔道。

命运也许不会给予我们所想要的，
但是我们一定可以抓住命运所能给的；
命运也许会夺走我们最想要的，但是我
们一定可以留下拥有时的美好与温暖。

日子，终归是要过下去。无论是我
们想要的，还是不想要的，面对时多份
平静，多份坦然，多份睿智，多份清醒，
多份包容，人生，就会比较轻松。徐世国 书

王德洲 摄

故乡的雪
童 薇

春天，请到黄冈来听花开的声音
吴远道

黄州开发区
成立二十周年感怀

黄春发

梅
郑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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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照金沙湖

生活，总要去面对
李亚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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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过古稀的挚友谢伯齐于
2011 年至今接连出版《华夏民
生百图黄金长卷》、《华夏民生
百图（集）》、《吴楚风俗绘像大
观》、《心墨——谢伯齐书法作
品集》、《心迹——谢伯齐哲理
诗 画 集》五 种 独 到 、独 特 的 佳
作。并接前五个国家级金奖再
获“中国工艺美术文化创意奖”
特别金奖，在当今书画工艺界
堪称奇迹。

30 年前，谢伯齐提出：“ 画
亦应言志”，决心做“有思想的
画家”。成系的哲理诗画由此
产生。

《心 迹 — 谢 伯 齐 哲 理 诗 画
集》荟萃哲理诗 45 首、哲理画 45
张、画中话 45 篇、画中书 45 幅，
以 此 抒 发 人 、事 、物 之 理 、情 、
趣，显露作者的“心迹”，汇出令
人深省之形象言语。作者用敏
锐的目光，独运的神思，别出的
心裁，灵活的手法，使四种文学
艺术形式相融相合，展现“清新
质朴、平中见易，易中显深，俗
中 寓 雅 ”（文 艺 评 论 家 张 永 健
语）之美，美不胜收。

“心迹”之文（“画中话”）篇
幅长短、表述形式、表达语言皆
向 体 裁 衣 ，紧 扣 主 题 ，不 拘 一
格。其长则 300 余字，短则数十
字，乃至几个字；文体，记叙式、
对话式、故事式、议论式、总括
式、题解式都有；用语或直白、
或 俚 俗—— 面 对 人 生 百 态，信
手拈来，寓理于事，简要清通，
生动活泼，情趣盎然。作者善
于从俚俗的琐事中“悟”出人生
的至理，看到教诲的功能。诸
如“悟”到“葫芦”嫩时充蔬老作
瓢，一生求实用，教人莫图一时之富贵荣华；看到

“小草”从巨石的高压下弯弯曲曲地探出头来，伸向
天空，显现翠绿的光彩，教人不为逆境所困，奋力拼
搏，一往无前；看到、“悟”到“夏蝉”在高高的树荫下
大鸣大唱“快呀”“作呀”的高调，全然不顾田间人汗
流如注的辛苦，以此鞭挞不通下情、弄虚作假的官
员。“寓褒贬，别善恶”之文意在此。

“心迹”的哲理诗，五言、七言绝句，四言古诗皆
有，一般“不求文采，但求通俗”（作者自语），亦不受
格律、平仄的局限，但求“言志”、“达意”、“创新”。
这正合“诗者，天地之心”；“诗者，民之性情也”之
旨。所谓“天地之心”系指自然之心，大公、大善之
心，天覆地载，但舍不得之心；所谓“民之性情”系指
民众质朴品行、真诚情感，绝无矫揉造作、虚假浮华
之弊。作者以大公、大善之心写诗，讴歌至淳至美
之民情、民性，谴责扰民、坑民、害民之丑类，揭自然
之理，彰显社会各界之情态，教诲作用靡大。其文
学艺术特点是诗中有画，画中蕴诗。

“心迹”之画粗放与细腻，洗练与明快，夸张与
写实，形似与神似兼得。其花草虫鱼、禽鸟鼠畜既
写 自 然 之 态 ，又 传 内 在 精 、气 、神 ，并 发 人 事 之 情
理。作者虽自谓“信手涂鸦……巧拙无度，关照自
我，随意生形”，但这正是他深入生活，知识面宽，社
会阅历广，艺术功力深厚之表现。伯齐画的“待耕
牛”张嘴翘尾，健腿耸肩，披挂情满，盼春唤耕，与宋
人李纲只颂牛奉献苦耕的精神不同；所绘“老鼠搬
蛋”，乃为智者“合作双赢”的形象，亦与唐宋诗人笔
下的狡鼠、贪鼠相背。这便是“出新意”、“寄妙理”
以及夸张兼写实之神笔。

“心迹”之画中书法随主题而作，据情理而谋篇
布局，挥洒自如，笔到神来，书画合一。这也恰似刘
熙载言褚绪良之寄“清远”于“萧散”，“藏锋画乃沉
着”；欧阳修“如龙威虎震”、“鹤游鸿戏”之适评。其
笔画坚而浑，体势奇而稳，章法变而实。形体行书、
草书、隶书、楷书皆因主题而作。布局以画为轴，或
上或下，或左或右，或平直或弯曲，或弯月笼星辰，
或上下辉映或似曲径通幽，错落有致，文诗画书四
美 俱 全 ；抒 情 、写 意 两 仪 同 佳 ；形 态 、字 义 相 并 而
出。请看“龙”画之“龙”字，“天下山川任走行”（草
鞋）之“行”字便知笔者对“心迹”的品味绝无虚妄之
言。

伯齐“古稀”以后表露的“心迹”是他 50 余年文
学 艺 术 生 涯 的 圆 和 总
结，真、善、新、美的糅
合成果，“ 紫藤愈老愈
花繁”的形象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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