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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饭后，漫步至凤凰山。月光洒满莲
花池旁边的小广场，温柔又静谧。抬头，
北斗七星若隐若现。坐在台阶上，远处万
家灯火尽收眼底，世界的繁华与安宁皆在
眼前。

旁边的亭子里有人吹起了葫芦丝，是
那首情歌《站着等你三千年》。葫芦丝的音
色空灵、飘逸，演奏技法娴熟，将歌里的真
情诠释得淋漓尽致。

循着声音望去，亭子掩在大树下面，漆
黑一片，只看到一团微弱的蓝光。我心里
想，那么好听的曲子，演奏者一定是一个美
丽女子。

我忍不住跳下台阶，跨过小广场，朝
黑暗中的亭子走去。嗬，演奏者居然是
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他背靠柱子，动
情地吹着，一部手机放在支架上，屏幕上
滚动着歌词。手机的光映着他的脸，一张
不再年轻的脸。他吹《月光下的凤尾
竹》，吹得忘情又忘我。月光从茂密的枝
叶间透过来，落在一颗诗意的灵魂上，那
么温柔多情。

夜风清凉，我站在亭子后面，站在柔白
色的月光里，听一个陌生人动情地演奏。
我想，他或许刚结束一天的辛苦工作，吃了
晚饭，甚至洗了碗筷，然后带着他心爱的乐
器上了山。自此，世界便是他的了。

曾经看到这样一段话：一个人该有一
两个执着的兴趣，即使不能改变什么，也足

以抵挡来自生活的琐碎，保持生活的温
度。因为目光所及，都是欢喜！深度赞
同。养一个小喜好，不为取悦世界，只为温
暖自己。

想起自己。以前也是一日日荒废，有
大把的时间不知道怎么用。一个人在家无
聊，出门又觉得无趣，硬生生把日子过成了
黑白色。

后来，跟着一位姐姐去学画画。零基
础，可到底是真喜欢。忽然觉得时间不够
用了，送完孩子，收拾完家务，迫不及待坐
在桌前，铺宣纸，调墨色，染颜料，心无旁
骛，时间过得飞快。若是画出了还算满意
的作品，自然又是另一番欢喜。自此，觉得
世界是彩色的了，被我用画笔涂上了颜色。

虽然仍旧画不好，可我知道，我打开了
一扇门，找到了与漫长的岁月对峙的底气
和勇气。从此，我便再也不怕一个人了，甚
至，开始享受一个人的时光。那些孩子上
学老公不在家的日子，都能被我快乐地消
磨掉。一位哲人说，你能在浪费时间中获
得乐趣，就不是浪费时间。的确，我不是在
浪费时间，我是在完善生命。

吹葫芦丝的男人，是尘世间一枚跳跃
的音符，跳出了柴米油盐的困囿，留三分诗
意给自己。就像书上说的，世界可以无聊，
但你必须有趣；生活可以不如意，但你要活
得有诗意。

遇见诗意的自己，从现在开始。

周末在家刚吃过午饭，父亲放下饭碗
就急匆匆地往外走，一边走一边说：“下午
有个学校要来馆里参观，我可不能迟到。”
母亲看着父亲的背影笑着说：“当了讲解
员，你爸真是忙得脚不沾地啊。”

父亲这个讲解员只讲家风家训，工作地
点就在村里每天对外开放的家风家训馆。虽
然是义务讲解，但父亲依旧认真且努力。

老村征迁之后，村里群众整村搬迁入
住安置小区，生活虽然有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却没有了安放乡愁的地方。后来，村
里筹建家风家训馆，父亲一下子找到了目
标和动力。他和村里的几位热心老人义
务当“参谋”，认真整理了村庄简介、老村
传统、民风民俗及村庄大事记等能反映村
庄历史的东西，还在镇政府指导下去外地
取了经。

取完经回来，家风家训馆开始建设，村
里大姓的姓氏介绍、家风家训的重要内容、
名家的家训格言，包括村规民约都是重点
展示的内容。父亲和村里热心的老人们一
起，每天就泡在馆里，从前期的内容整理、
版面设计、墙体美化，到后期的义务讲解、
卫生打扫，忙得不亦乐乎。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
恒念物力维艰”“不受无功之禄，不取不义
之财”“诗书不可不读，礼仪不可不知”……
这些家风家训馆里的格言，父亲也常讲给
我们听。

在家庭聚会时，父亲也会给我们分享
家风家训馆里的见闻：哪个学校的孩子们
听得最认真，哪个机关的同志提的建议最
好，哪个村民家的事迹最感人……上周姐
姐过生日，一家人聚在一起吃饭的时候，父
亲给我们讲起了好媳妇丁大嫂。丁大嫂十
四年如一日，和自己卧病在床的婆婆同住
一个屋，照顾婆婆的吃喝拉撒睡，尽心尽
力，从不厌烦。婆婆经常对丁大嫂竖起大
拇指：“媳妇做得和闺女一样好！”父亲说：

“久病床前无孝子。丁大嫂真的不容易，孝
敬老人就应该像丁大嫂一样耐心细致。”我
们郑重地点头称是，父亲欣慰地笑了，满是
皱纹的脸上全是骄傲和自豪。我知道，他
已经深深爱上了家风讲解员这个身份，并
以此为荣。

家风家训馆承载着村里的乡愁，记录
着村里的发展历史，担负着弘扬优良家风、
引领民风村风的重任，家风讲解员的身份
至关重要。我想，这一定是父亲最荣耀的
职业，也是他最有成就感的职业！

一日，与朋友去龙门石窟景区游玩。
雨说来就来，一会儿工夫便大雨如注。

我站在香山寺的长廊里避雨，眺望前
方，只见雨中的龙门石窟，更是别有一番景
致：青山更显苍翠，卢舍那大佛在雨幕中显
得更加端庄，伊河缓缓流淌，雨水顺着梧桐
叶子往下流，在叶尖上挂起一溜水珠，晶莹
剔透如玻璃球。

避雨的游人，有年轻的情侣、中年男
子、七旬老妪……人群中，有一个身穿橘色
上衣、头戴蓝色棒球帽的女孩引起了我的
注意，只见她拿着手机，对着镜头摆出各种
姿势。为了拍到美景，她高举手机，绕着护
栏，边走边拍并不停地对着手机眉飞色舞
地说着什么。

当女孩坐在我旁边休息的时候，我主
动同她搭讪：“是在自媒体上做旅游的吧？”

女孩愣了一下，随即“咯咯”笑了起来：
“不是，我是拍给我妈看的！”

她告诉我，她是湖南人，几年前，妈妈
生了一场大病，此后身体一直不好。去年
在杭州，她在西湖断桥上和妈妈视频聊
天，屏幕那头的妈妈特别开心。于是，她
决定以后用手机视频的方式，“带”着妈妈
去旅行。

龙门石窟是世界文化遗产，有着丰富
的历史文化内涵。为了让妈妈更加了解其
历史背景，她会提前上网查阅相关资料，
一边给妈妈拍视频，一边充当讲解员……

“你看，我手机上拍了这么多照片、视
频，内存都已经占满了，龙门石窟真的太美
了！”她由衷赞叹道。

雨终于停了。女孩微笑着和我挥手
道别，迈着轻快的步子消失在山间的绿林
深处。

我望着眼前秀丽的龙门山色，脑海里
却浮现出这个孝顺女孩与远在家乡的妈妈
视频聊天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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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务正业”的老师

□孙嘉诚

游
弋

勇
成

摄

“你好，我的中国——庆祝新中国
成立70周年”征文评奖揭晓

24篇稿件获奖

表妹在一所小学附近开了个小超市，主
要经营学习用品、生活日用品。空闲时，我
总是到她的超市里帮忙。

一天，我正在货架上理货，表妹在柜台
前全神贯注地低头算账。这时，进来一个小
男孩，七八岁的样子。他放下书包，漫不经
心地从前面走向后边，随手翻着货架上的一
些东西，一副左顾右盼的样子，偶尔还用眼
角的余光瞟一眼表妹。我感觉这个小男孩

“有问题”，就偷偷地注视着他。
果然，过了一会儿，他在文具用品处站

定，环顾四周后，突然伸手把一支钢笔从货

架上取下来握在手里，身体挪动了一下位
置，快速地把钢笔放进了上衣口袋里，又看
了一眼柜台前的表妹，然后若无其事地翻着
货架上的其他东西。

看到这里，我来到小男孩的身边，笑着
问：“小朋友，钢笔挑好了吗？要是不满意，
我们店里还有别的种类的钢笔，我拿给你
看看？”他愣了一下，瞬间脸红了，语无伦次
地说：“谢谢你，阿姨！不……不用再拿了，
我……我已经挑好了，多少钱？”他一边说一边
从口袋里掏出钱和钢笔。我接过钱，抚摸着
他的头，依然笑着说：“这支钢笔确实好看，

你很有眼光。看你还这么有礼貌，阿姨再送
你两张精美小贴卡。”小男孩睁大眼睛看着
我，不好意思地接过贴卡，低头跑出了超市。

我扭头一看，小男孩的书包还在地上。
我拿起书包，急忙追了出去。在街道的拐角
处，我追上了他：“小朋友，等一等，你的书包
忘拿了！”他红着脸接过书包，吞吞吐吐地
说：“阿姨……对不起！刚才在店里，我不该
偷偷地……”“孩子，阿姨都知道。知错就改
还是好孩子，你不要有思想负担，阿姨原谅
你了！”“谢谢你，阿姨！我以后再也不那样
做了！”小男孩终于笑了。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2019年4月以来，市文联、《洛阳日报》、
市公积金管理中心、市作协联合举办了

“你好，我的中国——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征文活动。广大作者和文学
爱好者踊跃投稿500余篇，《洛阳日报》
择优进行刊发。刊发的征文紧紧围绕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这
一主线，以丰富的事实、生动的叙述、真
切的感受，展现了国家的辉煌发展成就、
人民群众努力奋斗的精神风貌和美好生
活图景。

近期，经过多位评委严格甄选品评，
评出24篇作品，分获最佳作品奖、一等
奖、二等奖、三等奖及优秀奖，现予以公
示，近期将举行颁奖仪式。

最佳作品奖4篇：

《回响在岁月深处的歌声》 赵克红

《三代人婚姻的距离》 侯运通

《襁褓人怜知冷暖》 雅 庄

《盛世翰墨寄深情》 刘灿辉

一等奖2篇：

《暖暖草丛山居图》 李焕有

《南风梧桐好庭居》 苗瑞霞

二等奖3篇：

《乡书归雁洛阳边》 郑贞富

《白衬衫伴我追梦》 张劭辉

《从手工记账到网上办理》 宋克萍

三等奖5篇：

《洛阳精神铸辉煌》 沙宇飞

《老村焕发生机》 庄 学

《我看“行”》 徐礼军

《味蕾上盛开的槐花》 俞慧彬

《座座大桥连民生》 宋军威

优秀奖10篇：

《我家电视变迁史》 秦玉梅

《那些年坐过的那趟列车》 宋旻哲

《三叔脱贫》 王兵辉

《我家那个花布包》 万宏伟

《大国小家共命运》 付艳杰

《百岁老人的春天》 段延青

《二八自行车上的流年》 苗君甫

《“建强”的美丽梦想》 张建强

《听母亲讲过去的事》 宋文浩

《代步工具见证生活巨变》 陶爱兵

大学 三 年 级 ，学 校 为 我 们 开 了 门 新
课——鲁迅研究。新老师第一次踏进教室，
我就好奇地打量。他方脸宽额，浓眉大眼，
看上去很是和蔼可亲。但他一开口，我对他
的印象分马上就只减不增了。

他操着沙哑的嗓音自我介绍：“我叫王
雨海，这学期我们一起来学习鲁迅研究这门
课。”他说话的声音就像是在沙漠许久不喝
水的旅人，哑得格外厉害。他在第一节课上
就告诉我们他特别爱唱歌。我当时心里就
犯嘀咕：就这嗓音，讲课还凑合，唱歌那不得

“要命”嘛。
就在我浮想联翩之际，一首《水手》已经

在我耳畔响起：“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
么，擦干泪不要怕……”这样的歌词从他的
口中飘扬开来，那么有力。他的这番亮相着
实让我“刮目相看”，我马上断定他一定是位
与众不同的老师。

果不其然，之后的每一节课，他首先要
唱一首歌活跃气氛，然后才开始讲正课。他
不仅自己唱歌，还要求每次上课都要有学生
唱歌。王老师把全班同学随机分组，每次上
课都由一个组的同学站在讲台上表演唱
歌。按照老师的要求，我们不仅要唱歌，还
要讲出本组选这首歌的理由、歌曲对我们有
啥意义。而在唱完一首歌之后，王老师开始
讲鲁迅，大家因为情绪激动，所以注意力也
格外集中，没有一个打瞌睡的。

说到这儿，你千万不要以为这是一门
“水课”。说起鲁迅，王老师总是信手拈来，
把周树人的文学创作史讲得妙趣横生。我
们班不少同学就是因为王老师这门课而爱
上了现代文学，有的还考上了中国现当代文
学专业的研究生继续研究鲁迅。

不过，王老师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是他每
节课所唱的歌曲。他几乎为我们唱了所有励
志歌曲。每次，他“声嘶力竭”的表演都让我
特别感动。所唱歌曲的名字我都可以编写
一段励志语。

我总是在课堂上沉醉于王老师的“不务
正业”，直到今天，我要是遇到什么困难了，
就会第一时间想起他在最后一节课里为我
们唱的那首《不要认为自己没有用》。“不要
认为自己没有用，不要老是坐在那边看天
空，如果你自己都不愿意动，还有谁可以帮
助你成功。不要认为自己没有用，不要让自
卑左右你向前冲，每个人的贡献都不同，也
许你就是最好的那种。”

至今想来，王老师给予我的，除了对文
学的热爱，还有对人生和命运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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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 信信 “偷”钢 笔
□和风细雨

（晓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