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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十一二岁的小男孩，不惊不喜、目光炯炯、表情淡定，时不时
萦绕在我的脑海中……

事情还得从三年前说起。那是一个初夏的晚高峰，我正走在银川
市西夏区繁华的文萃街上，前方二三十米远处，一位身着黑裙子的微
胖女士连车带人摔倒在地。和我照面走过来的三位操着外地口音身
上粘着白腻子、灰头土脸的男子哄笑着从她身旁走过。

我想赶上去帮女士一把，此时一辆电动自行车嗖地从身旁经
过，一位小男孩迅速跳下车，用力扶起摩托车，伸手扶起那位摔倒
的女士。

当我走上前去，看到这位小男孩也就十一二岁，身高有一米
四五的样子，小方脸，略显瘦，算不上白，眼睛不大不小，眸子里闪
着光。

我和路过的行人驻足夸赞小男孩，小男孩不惊不喜，自始至终没
有只言片语，目光里透着一股英气。

望着母子俩远去的背影，我惊讶自己年过半百从未看到这么一个
小小少年，面对众人的赞扬竟然如此淡定。

我不知道他的姓名，有一句古语跳进脑海：三岁看大，七岁知老。
尘封的往事跃上心头。2008年汶川地震中，我在电视上不止

一次看到只有 9岁的小林浩，在山摇地动之时，满面尘灰的他惊慌
之后的镇定，不停地呼喊着同学的名字，救助同学的画面，真是令
人敬佩！

3个月后，他小小的身躯站在2米多高的篮球运动员姚明的身旁，
成为第29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国护旗手，那份从容始终让我难以
忘怀。

晚清学者翁同龢说过一句话：“成大事者必有静气。”我深
信不疑！

梁启超先生曾在《少年中国说》里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
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
则国进步……

今天，享誉世界的两届奥运冠军全红婵，以及和全红婵一样为国
争光的少年们，不正诠释着这一真理吗？少年是国家的希望，少年是
国家的未来，少年是国家的栋梁！

那位与我只有一面之缘的小小少年，多年后一定会成为社会的
有用之材。

小小少年，未来可期！

小小少年
□ 张 攀

朋友换工作后，租住在一个老小区里，因而
租金便宜。我们帮朋友搬家的时候，实在想不明
白，一向特别讲究的她怎么会选择了那样一处陋
室，她却笑着说这里买菜上班都挺方便，而且附
近有两个大公园，是休闲的好去处。更重要的是
房租便宜，没有任何压力，挺好的。

听她这样解释，我们不再作声，但心里总是
想，她住了一阵子后，一定会喊我们帮她搬家
的。可是三个月后，朋友没有搬家的动静，却经
常看她在微信朋友圈晒花、晒美食。

周末，朋友约我去她家。爬到六楼，我累得
气喘吁吁，后悔了，但她一打开门，我便惊讶极
了。房间里摆满了各种盆栽，几个窗台也是摆得
满满当当，各种花儿香气扑鼻，特别是卧室阳台，
好像一个小花园，百合、非洲菊、芍药开得正艳，
姹紫嫣红。那一整天，我们坐在朋友的陋室里，
喝茶，聊天，吃点心，过得非常愉快。

朋友笑着告诉我，起初她是因为经济紧张，才
找到这个便宜的房子，刚开始她也认为，住到这里
会极不习惯。一天路过一家花店，看到娇艳欲滴
的鲜花，她竟然挪不开步了。听人说养花能排解
压力，于是她抱着试试看的心理买了五盆花。

回家后，她把花摆在阳台上，顿时觉得满屋
生辉，这让她心情大好。这之后的几天里，她回
到家便是给花浇水施肥，在网上学习养花，说来
奇怪，工作的压力渐渐地释放了，她每天看着这
些花儿，觉得生活挺有奔头的。

屈指算算，她买花的钱还不足500元，可是却
像换了一个新环境一样，因为陋室有鲜花的点
缀，便不觉得陋室有多陋了，而且因为养花，朋友
的负面情绪得到缓解，在养花中找到价值感，整
个人精神焕发了。

生活，因为有了鲜花的点缀，便不觉得有多
苦，日子，因为有了鲜花的点缀，便开始活色生香
起来。鲜花是滋润生活的良药，陋室里的花香，
是送给自己最贴心的礼物。

陋室有花香
□ 刘 希

冬日 艾影

编者寄语
《哲思抒怀，洞察躬行》，优秀的

作品，或关照现实、或反思历史、或洞
察事物、或袒露内心。一些好作品，
有对空间与时间的感悟，在个体生命
的独特体验上，写出从童年、中年到
花甲之年的坎坷遭遇和心路历程，字
里行间透露出对生活的洞察；在人与
自然相处方面，体现出遵从自然、敬
畏自然的思想观念。

《难以忘怀的记忆》，父亲是个传
统的人，思想正派，重视家族观念和
家庭教育。秉持勤俭持家和睦邻里，
尊老爱幼温恤孝悌的传统观念，常常
教育作者要勤劳厚道，要懂得吃亏是
福，关键时刻也要勇敢，要敢于担当，
要懂得挺身而出，要有坚定的信念，
坚强的意志，这些教诲对作者的价值
观的形成影响深远。

《小小少年》，梁启超先生在《少
年中国说》里说：“少年智则国智，少
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
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
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是国家的
希望，少年是国家的未来，少年是国
家的栋梁！那位与作者有一面之缘
的少年，多年后一定会成为社会的有
用之材。

《陋室有花香》，因为有了鲜花
的点缀，便不觉得有多苦，日子，因
为有了鲜花的点缀，便开始活色生
香起来。鲜花是滋润生活的良药，
陋室里的花香，是送给自己最贴心
的礼物……

幸福，源自内心的力量与和谐。
生活的本质，手执烟火以谋生；

诗意的背后，需要一碗人间烟火、一
缕淡雅清香。

内心丰盈的人，独行也如众，有
自己独立的生存空间。不害怕孤
独，喜欢独处，与自己娓娓而谈。内
心丰盈的人，处处看到风景，时时抱
真守一。

内心的丰盈是一种能力，亦是一
种生活的姿态。

内心丰盈者是思想的强者，是善
于活在当下，享受寂寞的清福；是即
便面对风刀霜剑，也以微笑展颜；是
能跳出固有的模式，拥有从容、自足
的光芒；是能在生命的寒冬里，栽花
种草，创造出诗意与美好，创造出一
种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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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步升40多年的创作生涯中，散文写作占
有重要的分量。无论是长篇幅的散文，还是较短
的微信小品文，马步升永远走在散文创作的路
上。与他以往出版的十几种散文集的散文作品
相较，《此致敬礼》有了质的飞跃。无论从篇幅、
主旨及写作手法，都有所创新。《此致敬礼》是一
部大散文，有大境界、大格局。在这部作品中，或
关照现实、或反思历史、或洞察万物、或袒露内
心。空间上视通万里；时间上思接千载；在个体
生命的独特体验上，写出了作者从童年、中年到
花甲之年的坎坷遭遇和心路历程，字里行间无不
透露出对生活的真知灼见；在人与自然相处方
面，作品体现出遵从自然、敬畏自然，天人合一的
思想观念。《此致敬礼》可以称得上是一部敬天悯
人之作、哲思抒怀之文。

意境恢弘，艺术效果独特

《此致敬礼》由《浮光掠影》《苍天大地》《冷语
热心》《风走流云》《你侬我侬》五个部分构成，这
五个部分以作者的情感作为衔接，将全文串联
成不可分割的整体，在篇幅上显示出宏大的气
势。作者文思活跃、思路畅达，想象自由飞翔，
将几十年积累起来的艺术经验通过准确的语言
进行酣畅淋漓的表述，这样的写作文思飞扬、不
拘一格，达到了“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
的艺术效果。

例如，《浮光掠影》部分，写作空间从西沙群
岛的永兴岛，第一次在北戴河看大海，陇东黄土
高原出生地那个小村庄，俄罗斯涅瓦河畔，云南
保山、腾冲，河西走廊、祁连山阙扁都口，内蒙古
阿拉善、巴丹吉林沙漠，武威市民勤县境内的青
土湖，非洲肯尼亚海港城市蒙巴萨等，空间跨越

亚洲、欧洲、非洲。时间跨度可从作者的生命历
程和历史角度考量：从个体生命历程看，文章写
到作者出生、童年、青年、壮年乃至花甲之年；从
历史角度看，上下五千年、古今中外历史均有
涉及。同时，体现精神的宽度和广度。《此致敬
礼》表达的对宇宙、人生的深度思考，对家国的一
腔赤诚热血，对自然与人类命运的担忧。《此致
敬礼》，让我们懂得了如何让自己更有尊严地活
着，那就是“与自己和解、与所有的人和事和解”，
在“和解”中达到“和谐”。我们往往强调人与人、
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相处，但我们往往忽
视了自我的和解，因为不能与自己和解，人们往
往追求过多的物质或者名利，因此造成了精神的
焦虑和痛苦，这就是自取其辱、徒增烦恼的根
源。马步升通过对自我人生的深刻剖析和反思，
启发我们如何在精神层面得到自由和解脱，这样
的写作有深度、有广度。不仅找到一些人的精神
困境的根源，还给人们指出摆脱精神困境的方
法，那就是，人要活得美好，要顺其自然，不问收
获，默默耕耘，好的结果总会有的。

独具个性的散文风格

马步升散文写作不急不躁，具有自然、真心、
散漫和松弛的话语风度，极好地体现出作者从容
淡定的真性情，其独具个性的散文特征主要体现
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特立独行的个性品格。马步升始终坚
持、坚守个人的创作个性，他所创作的系列散文
颇有特色，表现在主题的独特性和语言的个性
化。例如，《鸠摩罗什的法种与舌头》《敦煌夜行
记》等主题新颖，表达的情感也是独具一格的。

第二，强烈的忧患意识。无论是以往的散

文，还是《此致敬礼》，马步升写作中都表达出对
环境、生态以及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强烈的
忧患意识。作者反复思考的是人活着的价值和
意义。对世俗物质层面的追求是大多数人摆脱
不了的羁绊。怎样摆脱？作者认为：“把自己看
低一些，对生活的要求低一些、少一些，与生活的
和解多一些，对抗少一些，眼前的路也会很宽。”
这段话对人生态度、对文学创作均有深刻的启
发，并且给人以向上的力量。

第三，以学养浇筑的散文之魂。“散文易写难
工”，散文写作门槛低，但要写出精品散文，可谓
难上加难。散文除了写真性情外，最主要的是要
有启心益智的理趣美。要达到这一点，散文写作
者要以深厚的学养和高才卓识作为根基。在马
步升的生命历程中，阅读、阅世成为其重要的人
生状态。他的阅读视野从历史著作、中外小说、
历代笔记及自然科学，无所不包。由于广博的阅
读和不停地行走，他的散文写作具有思想的深度
和理性的光芒。

写尽平生坎坷路，道出世间冷暖情

《此致敬礼》全文以表达哲思为主，但贯穿全
文的是个人成长的心灵史。哲思表达的是“理”
的部分，个人心灵史表现的是“情”的部分，情与
理相互交融，才能达到散文艺术的高峰。

马步升在《此致敬礼》写作中，很好地协调了
哲理与情感的关系：哲理通过情感的润泽，文章
方显灵动；情感通过理性的依托，作者的议论才
显得智慧满满。阅读《此致敬礼》时，读者并不觉
得枯燥无味，就是因为作品中的哲理是作者真挚
情感浇灌出的鲜艳花朵。作者出生在陇东黄土
高原贫寒家庭，当他3岁时，35岁的母亲去世了，

她蜷缩在窑洞最里面窑掌洞空地的干草上。“我
站在地上，父亲用双手将我箍在胸前。我挣脱父
亲的怀抱，跌跌撞撞扑向母亲，父亲反应过来，追
上拉住了我。我哭喊着要母亲，引发了一地的哭
声，包括父亲。”这样的场面，读来催人泪下。母
亲走后，留下七个孩子，六男一女，大哥十五岁，
最小的弟弟四个月，女孩只有八岁。在20世纪60
年代，对于一个山区的家庭来说，意味着重大的
不幸。父亲承担起抚养子女的重任，里里外外一
人独自抚养孩子长大。是时家庭经济极度困难，
缺衣少鞋，严冬孩子们穿着破旧的单鞋。小学在
十几里外，一天往返四次，上初中更是困难重
重。初中毕业后失学两年多，后来读高中，考大
学等等无不包含着艰难困苦，那时，并没有多少
人同情或者帮助正在成长的孩子们。作者尝尽
了人世间的种种辛酸。

在如此的困境中，作者写到了唯一的温暖，
就是书籍。作者从小学酷爱阅读，虽然没有多少
书可读，但作者从来没有放弃过阅读。从小学时
读的《矿山风云》，到初中毕业辍学后在为生产队
放羊时不离手的《中国地图册》《世界地图册》，高
中、大学、工作后，乃至现在不停地阅读与写作，
支撑起作者生活的信念和存在的价值。马步升
所学专业是历史，对考古和历史现场的造访，成
为毕生的追求。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他写作
的根基，也是新作迭出的主要原因。

作者简介 彭青，兰州交通大学文学院教
授，硕士生导师。中国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国写
作协会会员。研究方向：当代文学、写作学。著
作《新世纪文学视野中的散文》《保安族文学资料
整理与研究》等。

哲思抒怀 洞察躬行
□ 彭 青

每当提起父亲，我都想起儿时背诵朱自清的
《背影》……

父亲今年 70岁了，他生在巍巍宝塔山下，成
长在清清延河水畔。厚重的黄土地，滋养了父亲
忠厚淳朴的性格，父亲深受传统文化和革命老区
文化的影响，勤劳勤奋，意志力坚定，艰苦朴素
几十年，乐观向上，热爱生活。父亲属马，母亲属
羊，从小父亲母亲就给我和姐姐讲，他们俩的属
相是“午马未羊”，父亲和母亲相濡以沫，勤俭持
家。那个年代的我们家，虽然物质也紧缺，生活
却相对丰盈，在父亲尽其所能的付出和教导下，
我们姐弟俩有着幸福快乐的童年。每念及此，满
是感恩。

父爱如山，无以为报。父亲从十几岁时就开
始写书法，一路走来情系笔墨，未曾断弃。父亲
爱好写作、爱好文学、爱好摄影，尤其爱好书法。
退休之后，更是痴迷书法，每天持之以恒地写，热
衷于参加各种书法活动。

父亲是个传统的人，思想正派，重视家族观

念和家庭教育。父亲秉持勤俭持家和睦邻里，
尊老爱幼温恤孝悌的传统观念，常常教育我要
勤劳厚道，要懂得吃亏是福，关键时刻也要勇
敢，要敢于担当，要懂得挺身而出，要有坚定的
信念，坚强的意志，这些教诲对我价值观的形成
影响深远。

记得我小的时候，陕北过春节，年味特别浓
厚，进入腊月就开始过年，炸油糕，正月十五元宵
节吃汤圆，在整个正月里，人们打腰鼓、扭秧歌、
拜年，一直到二月二龙抬头，新年才算过完。
父亲对每一个节日都很重视，也很讲究，大年
三十早上，父亲会安排我们姐弟俩打扫院子。打
扫院子也是有讲究的，要从大门往里扫，不能从
里往外扫。大年初一，父亲会带着我给长辈拜
年，我跟着父亲作揖叩拜，感悟很深。正是在这
些日常的生活中，父亲言传身教，不仅教我勤俭
勇敢、睦邻孝悌的道理，还教会了我很多礼节和
规矩，使我受益终身。

父亲年轻时很有文学造诣，喜欢读书、喜欢

写作，坚持给各种报刊杂志投稿。文章发表后，
父亲很有成就感，我也为父亲感到骄傲，父亲是
可以凭真本事吃饭的人。我从父亲身上早早明
白了学贵有恒读书明理、志存高远自强不息的
人生哲理，这对我的成长和事业发展都至关重
要。父亲性格耿直，为人忠厚，常以品德高尚，
与人为善宽容和气自勉，对一些不正派的事往
往横眉冷对，对身边的人一贯和善宽容。每年
春节，父亲都会给同事、亲戚、邻居写对联，一写
就是一天。即使已经很累了，只要有人说还需
要，父亲总是不知疲倦，从不拒绝。为了培养我，
父亲会让我帮他倒墨洗笔、拉对联，在实践中教
我写字，长此以往，我也潜移默化地学会了写字，
喜欢上了书法。

有人说，一个好父亲胜过100个好老师！
父亲除了教我写字外，还教我游泳、下象棋、

骑自行车。父亲手把手的教导，不仅让我学到了
本领，还让我早早就体悟到了修身养性、健身强
体的重要性。此外，父亲常告诫我做人要知恩图

报，为人要薄财重义，并且以行动鼓励我广交朋
友。我每次带小伙伴回家玩，父亲会先切个大西
瓜让大家吃，儿时西瓜的甜味至今是我难以忘怀
的童年记忆。

父亲退休后，我把父亲接到银川一起生活。
如果说在我儿时父亲的耳提面命使我茁壮成长，
那么现在父亲的身体力行则让我肃然起敬。闲
下来的父亲常年如一日地坚持书法创作，上午写
楷书，下午写隶书，坚持不懈。父亲老当益壮，终
身学习，孜孜不倦的进取精神，深深感染我，鼓舞
我，让我立志也要像父亲一样，活到老学到老。

父亲不仅自我精进还不忘主动担当，还以极
大的责任感，肩负起为贾氏族人续编家谱家训的
任务。父亲为贾氏族人续编的家训：居家做人恭
俭让，勤勉好学尊师长，忠信守礼孝当先，进德修
业品至上。这四句家训寄托了父亲对贾氏后人
的殷切期望和谆谆教诲，又何尝不是他安身立命
的真实写照！

在父亲的影响下，我努力工作多年，如今成
家立业。妻子贤惠，三个儿子成绩优秀，事业上
也小有成就，我切实受惠于家风，感恩于父亲。

小时候，我跟在父亲身后，耳濡目染；长大
后，我陪在父亲左右，更觉长风浩荡。

父亲操劳一生，到老仍让人由衷钦佩。和父
亲相比，我们永远在路上！

难以忘怀的记忆
□ 劲 岩

风扬起的鞭子
还没落下
红色的马群已经鬃毛飞扬
故乡的田野
允许我们撒欢
也包容高粱撒野

一束光探进来
秋收和希冀同时被点燃
这里不仅有烈火
还有清晨和黄昏
高粱用这种方式
追赶红色火焰

高粱红了
□ 张月平

湖边银杏隐丛林，满目金黄最赏心。
一夜寒风叶飘落，不知此刻已秋深。

观银杏树感吟
□ 孙士彪

冬初一路揽清风，不惧迢迢万里东。
日照金山峰隐现，湾洄野径壑平通。
疏枝瘦舞云烟美，冷雾迷离草木红。
水韵仙音听玉落，盈眸漫步再相逢。

七律·山中泉水歌
□ 马永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