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苍有慈怀，人间存大爱；千年说
高洁，百年论孝义。恩泽似河流，深厚
比海底；有晖耀星宿，有泪感天地。容
颜长相驻，冥思情依依；孟郊《游子
吟》，冰心《纸船》寄。但看古来芳名
下，多少母亲慈悲写奇迹。

盘古开渊薮，人物有生母；女娲始
造人，万物皆称母。上古之时天纲坏，
地不周载天不覆；天台撷取五色土，炼
成彩石补漏窟。折断鳌四足，四极立
天柱；日月西北归，河流东南汇。天体
复其位，生人分男女；绵延又远长，生
命揭帷幕。流传千古有神话，女娲东
方尊始母。

古时有仉氏，世称为孟母；教子曾
三迁，督学断机杼。其夫虽早逝，己任
教子务；寡母育孤儿，他乡写春秋。教
子守诚信，买肉邻家猪；媳妇无不俭，
子应礼先付。时子欲国游，心中常念
母；仉氏授以礼，忠孝义先国。教子写
典范，名垂死不朽。儿子称“亚圣”，母
亲谓贤母；时人皆传颂，后世多效足。
三国有徐母，义字当名昂。元直侍刘
备，新野展华芳；曹操程昱计，假书徐
母殇。徐庶被孝误，忠义令母亡。徐
母地何人？世人皆不详。曾经叱曹
贼，临危义勇强。巍巍天地间，大义显
英扬。生为人子长叩首，后来作母尽
景仰。铮铮铁骨流佳话，朗朗清节耀
天长。

大宋有岳母，忠义垂千古；凛凛一
颗心，苍苍照空谷。上天畏刺字，人间
景忠骨。字字母心痛，句句儿鞠躬。
背字一何重，母心一何忠。蝇营狗苟
全不顾，一颗衷心金人哭。国家负我
我不负，死后也要留忠骨。家国谁不
爱，岳母大节为国书；爱子谁不疼，岳
母大义走千秋！尽忠又报国，思倾接
万古！

世上有欧母，画荻教子书。人生
何贫贱，欧母自高律。教子要习文，习
文宜持久；为人须仁义，宽心亦宅后。
为官要廉洁，长记百姓苦；执政效尔
父，清风在两袖；财物济别人，家中无
剩余。可赞欧阳母，可叹教子术。宋
朝文坛一泰斗，光明磊落且敢为，出自
郑氏手。言传又身教，时时勿相误。
千古说欧母，人生耀春秋。

晋时有湛氏，贤惠明大义；寒门不
相忘，教子时时记。儿孝忆贫母，陶罐
寄官鱼。母责汝官吏，怎可增吾忧？
早年曾剪发，换酒待儿友。事后人多
叹，此子类此母。陶侃感母言，效禹惜
光阴；廉洁又奉公，勤职勿滞壅。世人
赞陶母，剪发又退鱼；严慈相济与，悠
悠万古流。

春秋有颜氏，芳华失夫婿；携子办
家塾，生活相依附。殷殷望子兴，期期
待子贵；十年寒窗苦，人生光阴度。孔
丘依母意，求学于贵族；游说以列国，
讲习兴私塾；有子七二贤，有生不分
类。世人曰孔子，赞为孔圣人。其母
归何处？其德功何量？于史少记录，

于今少问津。其母无所求？其母无所
顾？可怜天下慈母悲，都愿子女显赫
耀长辉！

君不见天下母亲几多容颜憔悴又
苍苍。尊容日月照高堂，情深绵绵意
长长；胸怀宽似河流广，心亮坦坦又荡
荡。高挂天地间，照在儿心上；一丝一
丝长，青丝白发长。十月一怀胎，翼翼
多呵护；生当做人杰，行要走朱户。慈
母日日加餐饭，时待文曲下凡尘。子
女来世间，母亲几多艰？度过鬼门关，
悬心放世间。嘤嘤叫母声，声声母心
甜。忐忑不安扶子路，一丝不苟授儿
语。人生第一步，母亲来把关；言传自
身教，垂首做示范。教子无小事，事事
为范典；要读圣贤书，要守礼和义。有
志方成器，勤劳可兴国；吃得苦中苦，
不受人下苦。子女出门去，母亲情依
依；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叮咛千
万语，嘱托句句母心苦。

君不见多少青丝易白发，多少容
貌颜色憔。一天一天儿长大，一日一
日母变老。眼巴眼望儿名就，吃糠咽
菜也不悔。窈窕身姿渐臃肿，俊俏少
女易老妇。青春一去不回还，人老何
曾返少年。

君不见多少慈母希冀在儿身，一
日一日心操碎，一时一时口念干。唠
叨复唠叨，训诫加训诫。日日身上苦，
时时心中虑。夜夜偎儿眠，刻刻忧儿
忧。冬来思儿冷，夏至怕儿暑。平常
多殷勤，事事解忧愁。有泪心里咽，有
苦心间驻。人间母亲皆如此，身心交
瘁几顾回？

君不见多少平凡母亲育儿辛，挥
汗如泪雨，劳心又费神。春种一粒粟，
秋收万颗子。遥望九天外，期盼幸福
日。累弯老娘背，跑断老母腿。秋风
起咳嗽，阴雨腰酸背也痛，岁月常蹉
跎。

君不见多少慈母含泪去，多少浪
子方回首。多少母亲眼望穿，多少心
声唤儿归。多少思念凝成愁，多少酸
泪汇成海。但看今日芳名谱，几多母
亲曾忆起？几多母亲被忘记？

可知否，母亲付出不图报，母亲功
绩长已矣。人生母亲多平凡，流落周
边在眼前。一个一个忙到晚，一天一
天熬粥饭。粥饭香甜无人尝，空巢母
亲守空房。饭香飘成唤儿语，炊烟漫
向城乡路。白云相去亦悠悠，故乡异
乡两方游。归来子女望老母，慈母倚
门心亦足。

【刘凌军，笔名刘天翼，70后，山
东滕州人。诗文见 《诗刊》、《星
星》、《诗潮》、《绿风》、《散文诗》、

《诗歌月刊》、《散文诗世界》、《中国
诗人》、《中华辞赋》、《山东文学》
等，获过《人民文学》和《星星》征
文奖，散文诗杂志“中国校园作家”
提名奖，《绿风》 诗刊诗赛一等奖，
散文诗入选年度散文诗选本。】

慈 母 赋
刘凌军

马铭
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中国煤矿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19印社社长
临沂大学美术学院教授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辅导老师
上海交通大学昂立国际泰州
学校名誉校长
全国“乌金文艺奖”获得者 山东省“泰山文艺奖”获得者

马铭是一位非常勤奋的富有很高天分的中青年书画篆刻家，他在
学习和创作上一直有着良好的感觉和激情，特别是他的篆刻总能给人
一种神秘感，而这种神敏感主要在于他对古文字的把握上，完全使用一
个艺术家的审视和阐释。(山东书协副主席、山东艺术学院硕士生导师
燕守谷语）

马铭山水画以线为主，运笔高妙，运用藤黄、石绿两色作画，而且能
不着痕迹地融于水墨之中，尚为首见，山水韵味亦得古人之神髓，个人
风格已具气象。（中国国画大师石齐语）

马铭在陶瓷印领域十几年前就小有名气，曾参加过“走进世博—马
铭陶瓷印上海邀请展”，并得到国内外专家的好评。综观其陶瓷印作
品，线条畅达稳健，浑厚结实，极富节奏感，笔势、笔意、刀感、刀趣，既融
合为一，又各具形质，刀法风神流动，庄重古雅，印风形有向背势力兼
具，脉有起伏，承应自如，极致处，一画之势但千钧，一点之神醒全局。

（篆刻评论家点十语）

书画家马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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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周末，最喜欢去、也是最
常去的地方是小城的图书馆。图
书馆坐落于小城偏西北。小城不
小，从我住的小区去图书馆约有十
几里路。每次骑着电动车沿着垂
柳依依，青青翠翠的河堤路，再步
入城市布满浓荫的行道树下奔赴
图书馆时，心情总是很愉悦，像是
赴一场温馨而甜蜜的约会。

图书馆院落不大，环境却很优
雅。三层阶梯式建筑，如三本错落
摞起的书本。白瓷砖镶贴，温暖素
净。几个舒同体的鎏金大字“滕州
图使馆”总让我倍感亲切。每次来
到图书馆，院内都停满了自行车和
电动车，有种门庭若市之感。拾阶
而上，书香之气扑面而来。进进出
出的，无论是老人，还是小学生，肃
穆的神情里都带着书卷气。每次
让我都自然而然的想起东坡的那
句“腹有诗书气自华”来。浸染书
香的人，怎能不高雅脱俗，秀于常
人呢？时间可以改变我们的面庞，
却无法改变我们的气质和品位，这
才是永不褪色的美丽。

一楼是成人阅览室和外借
室。阅览室的四壁，各种报纸、杂

志种类繁多，却摆放得错落有
致。我曾在这里度过了许多悠闲
安静的假日时光。慢慢发现，静
静地看书、阅报的以退休老人居
多。如我一样中青年人很少，怕
是为生活而奔波，没有那么多的
空闲。即使偷得浮生半日闲，也
会居于家中修养劳累的身心了。
其实，关掉手机，静静地坐在这
里，闻一闻墨香，品一品文字，
修养的不仅仅是身心，更是灵魂
了。每次看到那位头发鬓白的老
人那厚厚的老花镜后专注的眼
神，在那皱皱巴巴的小本子边看
边记，我都会涌起一种莫名的感
动。如果拍下来，那一定是一帧
温馨的图片。让这喧嚣的社会
里，浮躁的人们看到后静心反
省：该慢一慢匆忙的脚步了，等
一等灵魂。

待到公务员或事业编考试前

夕，阅览室里都会坐满了复习备考
的年轻人，方显出局促和狭小来。
整个城市，怕也找不出比这里更安
静、更适合学习的环境来，书香萦
绕的气氛加上一年四季空调暖气
的恒温，这里成了静心学习的最佳
场所。哗啦的翻书声，莎莎的写字
声，都会让我蹑手蹑脚的走出去，
生怕打扰了这些学子。送上的唯
有默默的祝福。

一走进外借室，一排排高大的
书架上排满了书籍，仿佛走进了一
个书的立体森林。来到这，常想起
大学时第一次去图书馆的情景，第
一次被那么多书震撼了。第一个
想法是：这么多的书，我什么时候
能看完啊！翻翻这本，看看那本。
直到图书馆的老师提醒，该关门
了，得去吃晚饭了，才恍然知道在
里面已经呆了整整一个下午。出
来时，九月的夕阳洒满校园，自己

站在图书馆下是那么的渺小。如
今也是，翻来翻去，哪本都想借。
回头看看，和我一样，长时间流连
于此的大有人在。也许是陶醉于
畅游书海的曼妙感觉。每一个喜
欢读书的人，在书的世界里又怎能
拔得动脚呢？

第一次去二楼儿童外借室是
前些天带女儿去的。没想到来到
这里有种人满为患的感觉，一张张
红扑扑、稚气的小脸分外的可爱。
6岁的女儿挑了满满一大堆，让我
带回去读给她听。我告诉她，一张
卡只能借一本书时，女儿嘟哝着小
嘴，满脸不高兴的样子，没有了刚
进门时的惊喜失声。我却满心喜
悦：喜欢书的孩子在父母的眼中是
最漂亮的孩子。看着这里的孩子，
我好像看到了一个城市、一个国
家、一个民族璀璨的未来。

图书馆是一个城市的精神绿
洲，也是一个城市最美、最宁静的
一隅。多希望有更多的人来到这
里借书、阅读，美丽自己的生命，高
雅自己的人生。在书籍中汲取生
命的清泉会让每一个生命之树都
能葱茏繁茂。

小城图书馆
吕奎

本报讯 近日，市中区的
金先生向本报反映，滕州市羊
庄镇薛河村有一棵两千年树龄的
古槐，因为村民在树周围垫土，
使古槐陷进了一个大坑中，他很
担心如果下大雨积水，这棵古槐
将会遭遇灭顶之灾。

金先生告诉记者，前几天
他到羊庄镇访友，在路过薛河
村时，专门到了薛河大桥东观

赏了路北这棵有着两千年树龄
的古槐。他看到古槐上挂着市
绿化委员会于 2006 年 7 月颁发
的 “ 国 家 一 级 古 树 ， 枣 古
F005”的名牌，并且有着“树
龄 2000 年”的字样。金先生对
这棵古槐的生存状况很担忧，
他说，古槐原来生长在古薛河
东岸，四周的土地相对平坦，
但近年来许多村民建房，逐渐

逼近了古槐。并且村民为了好
走路，将古槐周围的地面垫土
加高，使古槐陷进了一个近两
米深的坑内。一旦遇到多雨天
气，坑内的雨水得不到疏通，
古槐很有可能会被淹死。

金先生说，他看到这棵古
槐下躺着好几段枯枝，都是从
树上因虫蛀干枯掉下来的，虽
然树身上有新枝干发出，但树

上的老枝干早已不再茂盛。就
像一位耄耋老人，这棵古槐已
是老态龙钟，如果不加以适当
的保护，很可能导致死亡。他
说，古树名木是活化石，两千
年的古槐留存下来并不容易，
希望相关部门能对薛河村的这
棵古槐的生存状况予以关注，
不要等到树死了而空留遗憾。

（记者 孔浩 摄）

国家一级古树“陷”在坑中
市民担心古树安危，呼吁加强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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