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热眼观世 □田一涵

我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

运河流淌千百年，

造就文化君可鉴。

商船南北如穿梭，

长江黄河一线牵。

绿水滋润河两岸，

稻香藕白鱼儿鲜。

当年外敌犯我土，

滔滔河水化利剑。

微山湖水浪涛雳，

游击健儿斗敌酣。

古城内外枪声急，

战胜日寇天下传。

寒风过后春风暖，

运河上下更鲜艳。

北海喜迎长江客，

江水直落青与烟。

中华梦想实现时，

运河之滨诗百篇。

晨练

初升太阳红满天，

男女老幼忙晨练。

单杠吊环翻腾急，

我携孙儿荡秋千。

腰鼓咚咚键子飞，

刀剑闪闪太极拳。

歌声笛声锣鼓声，

嫦娥离宫舞翩翩。

是谁推出四德舞，

歌舞传德心身健。

你们的先辈
——致为筹拍电视连续剧

《大中兴》重走中兴路的

老中兴后人们

□于良

运河颂
（外一篇）
□王裕亭

生活中，美无处不在，无时不有，而人
们缺少的，正是发现美的眼睛。

——题记

曾记得，有位哲人说过这么一句话：
“世界上最美的天堂就是人间，是充满大美
的人间。”是啊！生活中处处有大美，可这
些美往往在“杏花春雨”至“粉妆玉砌”中被
人遗忘，悄悄地流失。而我则用一双善于
发现美的眼睛，去痴痴地搜索寻找这“人间
大美”，只为寻到那“最美的天堂”。下面记
述三件小事，就可见一斑。

奶奶的爱
那是我早起去上学的一个清晨，我刚

从家里出来，就碰到下楼去买菜的张奶
奶。她是一个个子不高，身体结实而有一
点佝偻，年近七旬的老太太。“奶奶早！”

“早啊，上学去！”我和张奶奶热情地相互
打着招呼，并一起下楼。不巧的是我的鞋
带突然开了，便蹲下系鞋带，然后我就

“游荡”着下楼。当我下到一楼时，本以
为张奶奶早就走了，却发现张奶奶正吃力
地用肩膀和胳膊抵住楼道敞开着的大铁
门。啊！原来张奶奶是怕我下楼时慌忙打
不开铁门，或被铁门回荡砸着，特意等着
我。这时，我看到张奶奶那被冻红的沧桑
的面颊和蹒跚的步履，虽然心里酸酸的，
但一股不可抑制的暖流涌上来，眼眶都湿
润啦！这不是美吗？这是邻里间关爱的
美，是老爱小的天伦美。

“奶奶谢谢您！”“不谢不谢，好好上
学去。”“哦！”

妈妈的心
那是一个礼拜天的傍晚，小雨淅淅沥

沥时断时续地下着。我和妈妈正在楼下打
扫车库，突然看到邻居家大宝被一个叔叔
送回来。他急冲冲地说：“我是大宝的舅
舅，有急事得先走啦，大宝的妈妈等一会
儿才能回来，麻烦你们…….”他话还没有
说完，就被我妈妈开口打断说：“先把大
宝放我这吧，呆会儿我送他回家。”大宝
舅舅急急忙忙地走了，并一再回首点头表
示感谢。大宝是一个3岁多的小男孩，那
天在我们家呆了很久，他妈妈才回来接走
他。看来他妈妈那天也的确很忙。大宝在
我们家，我妈妈关心备至，一会儿拿点心
给他吃，一会儿拿画书给他看，一会儿拿
玩具给他玩，还给他讲故事，告诉他好好
玩，当好孩子，等妈妈回来。大宝也很听
话，很乖，玩的很开心，临走还恋恋不舍
地说：“阿姨再见，我还来。”那天，我看
到大宝那天真活泼，玩耍开心的样子；看
到妈妈那妩媚的笑脸，好似明月一样的宁
静温馨，伟大的母性爱就这样悄悄地流淌
出来了。这一切感染了我，使我想到了这
样一句古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
幼以及人之幼。”这就是美啊！这是人类
的舐犊之情，关爱幼小之美，是邻里之间
团结互助，相互关爱之美。

阿姨的笑
那是一个周日的清晨，我因为有事起

了个大早，跑到楼下李阿姨开的小吃摊买
鸡蛋饼吃。李阿姨是一个 40 多岁的中年
妇女，身材高挑丰满，面庞俊俏红润，为

人和善，勤劳能干。我满心欢喜地跑到摊
上，告诉阿姨我要买鸡蛋饼，要交钱时，
双手一摸口袋——哎呀！忘了带钱啦！可
是饼都做好了呀！于是我无可奈何地红着
脸向阿姨轻轻地小声说：“我，我不买
了，忘记带钱啦。”可是阿姨毫不犹豫地
把饼递给了我，笑了笑说：“孩子快吃
吧，回头再给钱。”我傻傻地不由自主地
接过饼吃起来，可心里热热的暖暖的，感
觉比以前吃的更香更甜。

“谢谢阿姨！”“没关系，不就一个饼
嘛！”

这事虽小，但让我回味无穷，一上午
我有一个好心情。

这三件事看来很小，也微不足道，但
它反映出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我们
整个社会的和谐厚道，人与人之间的关爱
信任，人们的积极向上的精神，可歌可
颂，可圈可点。

古人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
之乐而乐。”人要处处想到别人，要助人
为乐；不要处处自私自利，损人利已。所
以，有时人与人之间碰到问题，或发生矛
盾，主动说一声“对不起”，这不光是表
示歉意，更是一种美德，是一种爱心。它
能化解一切矛盾，增进友谊，为和谐社
会、人间天堂增砖添瓦。

世界上最美的天堂是人间，人间世界
处处充满了爱。爱是天堂，爱在人间。

感谢上苍，给予我一双善于发现美的
眼睛，让我看到人间这大美大爱，就在我
身边，处处时时不曾离去。

外婆辞世28年有余，三舅说要从济宁
回来给外婆扫墓。

朔风凛冽的冬日午后，我载着三舅和
表哥一行来到峄城坛山之阳，外婆就静静
的长眠于此。昔日，表哥们亲手栽种的松
柏和红叶树已然成林。再过些时日，想必
这山林间便会有“霜染红叶醉霏芳,冬雪
绽玉松梅奇”的景色了吧？时间的无涯
里，岁岁年年不变的风景，年年岁岁变换
的人事，天人永隔，却是无论如何也更改
不了的悲凉，不问你是王侯抑或是黔首。

三舅今年七十有六，他其实是外婆的
义子。1958年，三舅从老家济宁鱼台考入
枣庄师范，是枣庄师范第六届文科4班的
高材生，毕业后三舅和舅母留在枣师附小
任教。由于三舅母思念家中高堂心切，
1962年，三舅一家调回了济宁。我无法想
象在那个食不果腹的年代外婆是如何照顾
一个异乡学子的，三舅对外婆的感情我更
是不能感同身受，因为外婆辞世的时候，
我还只是个总角小儿。三舅在外婆墓前焚
化完纸钱，声泪俱下的吟诵了一首词。我
原以为他是借用古人词以表达悲痛之情。
哪知三舅告诉我那是他专门为外婆写的

《寿楼春·坛山祭母》，他已经将这首词和
纸钱一并遥寄外婆了。出于好奇，我要了

手稿，细读起来，肝肠寸断：“值清秋霜
林，面寒鸦哽咽，枯草呻吟。义母山宅难
寝，盼儿伤神。娘念我，衣食衾。自死
别，音容何寻？恸泪落娘坟，孩儿不孝，
还要母牵心。听泉响，如娘音。亿荒年难
月，白骨饥魂。俺是遥乡疏客，反得娘
亲。活命饭，填儿唇。体上衾，温儿寒
身。问天路何方？娘恩未报难做人。”

霎时间，外婆拄着拐棍带我桥头听
戏、烙煎饼、在厨房炒菜……那些残存的
记忆便像这冬日里树上的叶子，被风一吹
便一片一片向我袭来。我仿佛一下子回到
了童年，牵着外婆的手，蹒跚而行。也许
在三舅的心里，那些关于外婆的记忆更是
越遥远越清晰吧！往事不可追，来者犹可
鉴！我时常在想，每年我们都会在这样萧
瑟的冬日，矗立故人墓园，追思缅怀，明
明知道他们已经不会再回来了。可是，那
些在我们生命中路过的人，给了我们无限
的温暖。这种温暖让我们每每思之，热泪
盈眶。于是自己也想变成一个温暖的人，
在这个钢筋混凝土浇筑的森林中，照耀别
人，温暖别人！这也许就是生命的轮回，
情感的轮回吧！

三舅离开枣庄已经五十多年了，这次
难得故地重游，人之常情便要见见故友亲

朋。三舅的同学聚会，是他的一个孙姓同
学在自己家里安排的，参加聚会的一共有
四位男同学一位女同学，他们也都是古稀
之年的老人了。这些从局长、馆长、纪委
书记、政协委员位置上退下来的老同学
们，依然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亿往昔峥
嵘岁月稠。书生意气，挥斥方遒。一场酒
宴他们足足畅饮了四个小时，“佳醇陈酿
味绵长，嘶风老马青鬃竖”他们从年少的
自己说到自己年少的孙辈，从半辈子工作
的得失聊到一辈子不能淡忘的同窗情谊。
从上学时挨饿的辘辘饥肠到如今的营养搭
配保健养生……我静静的听着，感受着他
们似火的情谊，丝毫没有感觉到自己参加
的是古稀老人们的聚会。同年轻人的聚会
相比，他们谈论的更像是“陈年的家
醅”，浓烈醇香，回味悠长。

回来的路上，丝丝冬雨拍打着树叶离
开大树的怀抱。一向忧郁的我却没有了悲
凉的感觉，因为我终于读懂了“年华向
晚，不过是岁月沉香”，就像这蛰伏的
冬，一切的冰封只是为了酝酿一个崭新
的、蓬勃的春。有暖风在心中，何必畏惧
过寒冬！突然间想吟一首诗：“绿蚁新醅
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
无？”

别院里生着很多植物，其中最抢眼的就
是那四棵树。集强势、挺拔、温和、高雅于
一处，小院顿生色不少。我在房间可以毫不
费力地观察他们的成长，春夏秋冬，日夜更
迭。我的生命也随着他们发生着微妙的变
化，融入时光流里。

这四棵树分别是雪松、杨树、侧柏和水杉。
雪松一年到头都是一副年纪轻轻、高高在

上的姿态，借着陈毅将军那首《青松》对祖上的
赞誉招摇至今。看他一副傲人的身姿，摆出的
pose 张牙舞爪，恨不得举办一场个人的时装
发布会。且试图占尽这院内有限的资源，就连
自我生命的延续也不放在眼里，总把生来穿着
一副坚劲外衣的孩子们丢得满院都是。而他
是自然而不做作的，他是最好的批评家。

杨树的挺拔，夹杂着琐碎而不凌乱，即便
位列尊长也没有骄傲的影子。他依然在高耸
入云中自顾自地享受得天独厚的优势，冷静地
望及天涯。开心时便舞动他缀满漂亮饰品的
身姿，在风的韵律中翩翩起舞。他总有办法把
自己变得与众不同，他也总能吸引来各路知
音。瞧，春夏秋冬他是最不孤单的一个！美妙
的鸟鸣总是第一个将他唤醒。他的自信，他的
自持，使外物给予他应有的尊重。即便他的柳
妹妹不在身旁，他依然会把这份妩媚藏于心
底。即使有人给予他高度的赞誉，他也会不卑
不亢，坦然履行责任与使命，回报人们以最大
的热情。

侧柏是他们当中最不善言辞的。似乎内
心存着淡淡的自卑，他不和雪松比年轻也不和
杨树比身材，只是自顾自的享受着一方净土，
享受着自我心灵的落寞。闲来无事便和地上
的花花草草逗趣找乐子。“同是天涯沦落人”的

邻居——牵牛也时常带着会变色的礼物来找
他闲聊，他欣赏他的温和低调和他的冷暖自
知。他是他们当中最接地气，最爱生活的一
个。

四棵树中，我最欣赏的便是水杉。
我欣赏他的秀美，他的温柔，他的内涵，他

由内而外的气度。没有雪松的强势，胜似杨树
的挺拔，较之侧柏则更有自信般的亲和力。说
他秀美，是他的外形轮廓清晰，疏朗而秀丽；说
他温柔，是他从不锋芒毕露恶语相向；说他内
涵，是他每一件衣衫下闪烁的是高贵的思想；
由内而外的气度，则是那一抹青翠掩映下，含
蓄而不失风度的美丽。

如果溯及他的先祖，又定会发现他的美是
一种古典纯朴的美，和中国传统的文化很好的
拟合。可以想象，他的先祖被发现时该是多么
得令人震惊，所以他的骨子里又透着一种超凡
脱俗的魅力。

他静静地望着周围的三棵树，望着脚下斑
斓的世界，望着小院内外忙碌的身影，听着邻
居们嬉闹和鸟雀的争吵。他始终微笑着，高雅
且迷人，他是一个很好的听者。但在平息邻里
的争端中又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契合实际的智
者。他豁达的心胸似乎是与生俱来的，由内而
外散发的热情使他拥有更多知己。肤浅的类
群总不敢在他衣襟上肆意妄为。

这就是我生命中的四棵树。他们伴我成
长，促我深思，使我感受到生命的可贵，感受到
生活中客观存在着的多元的和谐。我时常站
在窗口望及这参差不齐的可爱，让他们走近我
的心灵。我热切拥抱他们，聆听他们的对话，
构想他们丰富多彩的人生，慢慢展开我不可预
知的未来。

今天，我们集会的地方

昨日，你们先辈决事的会堂

你们的先辈

是民族兴旺的探路者

怀揣实业救国的宏愿来到枣庄

你们的先辈

是矿业宏图的构建者

为了大中兴的辉煌来到枣庄

你们的先辈

是富国强民的践行者

为了民族实业的昌隆来到枣庄

你们的先辈

披荆斩棘

携手创建了举世瞩目的中兴

你们的先辈

兴学资政

共同铸就了中兴成就与辉煌

你们的先辈

沉船拒敌

向世界展示了中兴风骨和气节

你们的先辈

呕心沥血

联袂谱写了中兴发展历史的恢宏与雄壮

你们的先辈

中兴的功臣，民族的元勋

你们的先辈

民族的旗帜，中华的脊梁

你们的先辈

缔造了如今枣庄的自豪与骄傲

你们的先辈

让民族工业的第一炉炭火，照亮东方

远在上天的先辈

必定期待着

中兴发展持续辉煌

必定期待着

民族大业复兴在望

必定期待着

拍好《大中兴》，重新演绎中兴历史

必定期待着

再走中兴路、共圆中国梦

注：枣庄是一座因煤而兴的城市。
光绪四年（1878年）诞生的中兴矿局，
同年，发行中国第一支股票，是我国历
史上第一家股份制企业，中国民族工业
最大的企业，也是近代中国第三煤炭基
地。中兴公司的发展孕育带动了现代枣
庄城市的发展，百年中兴文化是枣庄这
座城市的灵魂和精神支柱。2014年12月
14日，枣庄市、市中区、山东能源枣庄矿
业集团、枣庄新中兴公司邀请当年中兴
公司创办者及大股东的后人们齐聚枣
庄，重走中兴路，共商电视连续剧《大
中兴》创作事宜，以期传承百年中兴文
化，共建精神家园，遂有感而作。

你是中国士兵，
你的面容永远年轻。
青春年华，
永驻他乡。
啊！
你说你不舍，
心儿在牵挂。
英雄无言，
用生命诉说挚爱。

你是华夏古城，
你的故事那样生动。
全民皆兵，
浴血荣光。
啊！
你说你无悔，
铁骨铸丰碑。
青砖无言，
用弹孔诉说坚强。

你是浴火凤凰，
你的美丽令人神往。
古运河畔，
再吐芬芳。
啊！
你说你有梦，
扬帆又起航。
山河无言，
用重生诉说辉煌。

运河名镇 ,想当年、多

少中华英烈！卫国保民同赴

死，血肉浑如铜铁。炮火连

天，杀声震地，惨酷人圜

绝。红旗闪处，灰飞强寇烟

灭。

此地自古繁华，灯红帆

影，南北波光接。斗转星移

新世纪，造福八方愉悦。精

舍长街，小桥流水，楼阁亭

廊叠。静心闲步，幽思今古

年月。

念奴娇

到台儿庄
□纪宝成

生活热情 □宿云凤

冬日，有暖风在心中

无言的诉说
——写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

周年，台儿庄大战胜利77周年

即将到来之际

□忆青

心灵点击 □静怡

那四棵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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