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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谭记

桓谭，东汉哲学家、经学家，相
城人也。 不附谶语，著有《新论》，素
有廉名。故今人取其廉，以其名建园
于闹市之中。
园中辟之以湖，植以莲、蒲、菱，

尤以莲为盛。 及夏，蓊蓊郁郁，万朵
竞开。时有野鸭出没其中，蒲草摇荡
于左右。 故引得满城人光顾于堤上
池边，指指点点，流连忘返。或拍之，
或画之，或歌之，或舞之，或赋之。吾
亦不甘人后，作“一池莲花半城香”
句誉之。 及至秋冬，水瘦山寒，花凋
叶残，一片萧瑟，鲜有人顾。 独枯树
衰草，满天风霜，与之相伴。 世人为
彰莲之高洁， 特以石刻宋人周敦颐
《爱莲说》，其文道：菊之爱，陶后鲜
有闻。 莲之爱，同予者何人？ 牡丹之
爱，宜乎众矣。 此古人之叹，亦是今
人之憾。
湖有洲渚，上建亭阁。阁下广植

腊梅、木槿、夹竹桃、紫薇、月季、桃
树、翠竹、槐柳。四时皆有花开花谢，
春去春来。每移步徘徊于此，有清风
拂面，虫声盈耳。 登上亭阁，把酒临
风，怀古思远，顿生人生须臾、渺如
芥子之感。

沿湖有亭翼然。 此处可看天看
云看山看水看花看树看人， 亦可赏
荷听雨吹笛，亦可观心观世观自在。
夜来静坐亭下， 明月高悬， 蛙声如
潮，扑面而来，一时荷风水流鸟鸣交
相入耳。 遇此天籁、地籁，心内一派
空明。

园西立一石碑， 碑上刻有书法
家张宇手书，“桓谭公园”四字。秀美
挺拔，一如莲花。 每过此碑，常心摹
墨迹，以手书空。此处，晨钟暮鼓，歌
者舞者步行者， 老少咸集， 人声鼎
沸，往来熙熙。

与碑文相对园之东， 雕有箜篌
一架，弦十八，立于石碑之上。 翻阅
古书，知此琴音清澈空灵，若泉水之
声。 李贺有诗云：李凭中国弹箜篌。
想来，唐朝是极盛的。 如今，古调却
鲜有人听了。 碑之背后记有铭文，
曰：乙未仲秋，建桓谭廉洁文化主题
公园。 园不在大，有文则美，人不论
贫富，品清为高。 晨昏朝暮，徜徉其
中，体清官廉吏之德行操守，悟圣哲
先贤之警世名言，陶冶心性，修身立
志，不亦乐乎。

碑文浅显，教人操守。 而操守
一事，俱存于心。 修心一则依前人
之言而修之，一则以山水之性怡之
乐之。 南北朝吴均 《与朱元思书》
云：鸢飞戾天者，望峰息心；经纶事
务者，窥谷忘返。 明代袁中郎云：湖
水可以当药，青山可以健脾，逍遥
林莽，欹枕岩壑，便不知省却多少
参苓丸子矣。

此时，默读此文，荷风亭台之静
气，天地草本之清气，陶陶然沛沛然
而来。 人与万物一，与天地合，无复
有我哉。然，桓谭犹在，其论犹在，其
声犹在，虽历经千年，亦不朽也。

闲趣记

坐在台下， 听一场高层次的经
济讲座， 中美贸易战、 长三角一体
化、房地产、股市，纵横捭阖，指点江
山， 不亚于听一场气势恢弘的交响
乐会。 出得门来，虽有白花花阳光一
片，但心清气爽。 岂不快哉！
闲来无事， 见路边瓜农菜农摆

摊叫卖。 小瓜胖胖瘦瘦，大大小小；
丝瓜长长短短， 粗粗细细， 摆了一
地。 我挑了一面瓜、一甜瓜，摇摇摆
摆走回家。 路上想起吃瓜的样子，
不禁扑哧一笑。 岂不快哉！
周末一大早，从菜市买来茄子、

豆角、黄瓜、葱、姜、蒜。回得家来，洗、
蒸、烫，放上葱姜蒜、八角、干辣椒，拌
上盐、醋、味极鲜、香油。 色香味俱
全，虽素，但胃口大开。 岂不快哉！
饭后，烧一壶水，泡上一杯西湖

龙井，坐在沙发上读胡竹峰《民国的
腔调》，窗外有高柳蝉嘶，荷花满池。
此时，园静，室静，人静，心静。 岂不
快哉！
日头偏西，云朵飘浮，万木寂静。

读书八十六页， 眼疲神倦。 抬头窗
外， 一盆白色茉莉花， 开得繁繁点
点。 偶有一朵两朵， 凋谢于盆下草
上。此时，想无所想，思无所思。岂不
快哉！
傍晚，到家门口公园散步，忽逢

一阵急雨，我安之若素，三步两步到
得家来。 见窗外众生狼奔豕突，东躲
西藏，岂不快哉！

读书，读到会心处，不禁莞尔一
笑，让人呆呆傻想；读到伤心处，不
禁热泪盈眶，怕人看见，扭头作迷眼
状；读到激动处，不禁跃下沙发，室
内徘徊；读到感触处，灵光窄现，忙
拿出纸笔，写上几句，而后，继续读
书。 岂不快哉！

苏东坡有云：无事此静坐，一日
当两日。 夏夜， 吾坐听树梢风声鸟
语，静看人生几度秋凉。 无丝竹之乱
耳，无案牍之劳形。 岂不快哉！

金圣叹少年时参加乡试， 考题
是：西子来矣。 提笔写道，开东城也
西子不来，开南城也西子不来，开西
城也西子来也。 考官阅卷大怒，批
道， 美人来矣， 可惜你一个秀才丢
矣！ 读此文字，不禁哑然失笑。 岂不
快哉！

姜夔以词名， 其诗亦好， 譬如
《送范仲讷往合肥》其二：我家曾住
赤阑桥，邻里相过不寂寥。 君若到时
秋已半，西风门巷柳萧萧。 读得人心
意阑珊，拍案叫好。 有年冬天，大雪
夜，李慈铭燃烛读姜词，次日呵笔记
之：清脆如坐古梅花下煮冰雪饮之。
读此文字，口中似有冰雪咔嚓作响。
岂不快哉！

立秋， 天青云白， 吾行于荷塘
边。 一钩细月，花树微茫，朱栏寂寞，
水榭无语，惟蛙鼓声声，草虫低鸣。
心内便觉这般最好。 忙闲皆是自由
身，世间难得自由身，无荣无辱自由
身。 岂不快哉！

桓谭偶记（两则）
王超

随着夏天的慢慢远去，秋天的婉
约而至，往日暴躁而坏脾气的阳光也
变得温柔且善解人意起来。虽然中午
还是会发些小脾气，但早晚已经凉爽
了很多。 家门口，路边上扎堆的人渐
渐多了起来。 天气的变化、地里庄稼
成了他们谈资和讨论的话题。

公路边上， 牵牛花安安静静地
开着，与世无争的样子。一条条不断
延伸的藤蔓上，一朵朵白的、紫的花
朵像一张张温婉的笑脸，微风一吹，
发出甜美的笑声， 让人忍不住停下
脚步，多看两眼。

我的办公室在三楼，一天，在处
理一项工作时由于没有掌握到好的
方法，思路一时陷入了混乱，找不到
出口。 正在我不知该如何是好的时
候， 我看到了窗外有一束束随风而
动的紫色花朵，在窗外飘动着，像一
双双手向我发出邀请。

在好奇心的驱动和花的邀请
下，我放下手头的工作，移步窗前。
透过窗玻璃， 我看到的景象让我的
内心滋生了无限欢喜。 原来这些紫
色的花朵花是开在树上的， 我叫不
出这些开花的树叫什么名字， 我请
教同事，她告诉我那是紫薇。我的第
一反应是，紫薇像一个女孩的名字。
在炽烈、火一般的阳光下，它们仍然
开得娇艳欲滴， 美丽、 乐观地绽放
着。 我折服于她们这种积极向上的
态度，勇于面对困难的心境。在她们
的启发和感染下我静下心来， 终于
我找到了处理问题的方法。后来，每

当我在工作中遇到困难时， 我就会
放下工作，移步窗前，看一下这些在
烈日下努力而淡定地绽开的花朵，
从她们身上获得满满的能量。

八月的雨总是来得很随意，说
来就来。 明明刚刚还是阳光明媚，不
一会天空竟然打起雨点， 搞得人措
手不及。 好在这雨下得不大，要不然
行走在路上的人一个个都要洗一场
露天的澡。 八月的雨来得快，停得也
快。 本来都已经预备好好好淋一场
雨的打算，不一会，雨却停了，天空
又露出了笑脸。

八月的风是温柔的。 吹在人的
身上，感觉像一双玉手，轻轻地滑过
肌肤，心中顿感心旷神怡。 八月的风
充满了无穷的神力， 像一个魔术大
师，她就这么轻轻一吹，地里的庄稼
便变了样。 玉米脱去绿装换上金色
的外套；南瓜摇身一变，从青色变成
了黄色； 柿子变成了一盏盏红色的
小灯笼。

八月的阳光照在人的身上暖而
不热，很舒心。 有时候，真想把这金
色的阳光抓一把放衣服口袋里收藏
着，心就不会彷徨和阴暗，人生便会
一路阳光。

我喜欢八月， 喜欢一个人到乡
间小路上去闲走，没有目的地闲走，
放下世事的纷扰，放下时间的约束，
把所谓的金钱名利丢在一边。 深吸
一口气， 空气中弥漫着瓜果飘香的
味道，这味道很亲切，像我走失多年
的兄弟。

今年，我们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70年披

荆斩棘，70年沧桑巨变，70年壮丽辉煌！

绚丽的华章由无数平凡而伟大的故事绘就。为庆祝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淮北日报》和淮北万邦科贸有限公司

合作，在副刊版面推出“70年岁月·我的故事”栏目，讲述“我”

与建国70年同行的历程，展现70年中一个个闪光的瞬间、一段

段难忘的记忆。通过一个个感人的故事，反映个人命运与时代命

运、民族命运密不可分、休戚与共的关系，通过个人所历、所见、

所闻，所忆、所感、所悟，抒发根植于民族文化血脉深处的家国情

怀。 ———编者

“70年岁月·我的故事”栏目推出

这次回家的心灵波动很大 ,
不仅仅是村中的乡亲出去打工 ,
在荒了长满野草的老屋场上建了
新楼,鳞次栉比,就是我自己的家
也变了。 这个变,不是有着传统思
想的父亲在时代变迁的潮声中引
领着改变的,确切地说,是我的哥
哥在逐步改变着我家的历史进
程。

凤阳小岗村十八家人,在酝酿
红手印到中央“思变”那年,哥哥虚
岁才十岁,我六岁,母亲多疾,丢下
秋收工分的收入,父亲也得用板车
拉着母亲去县城住院治疗。秋雨绵
绵,我家分到的一大堆玉米在距家
一公里的秋地里躺着。 雨雾里,哥
挑起两个筐头,对坐在门槛上啃着
一块黑馍、声声唤娘的我说,妹,别
哭了,娘天黑就回来了,还给咱带烧
巴子(烧饼),你在家,哥去担玉米。六
岁的我知道哥在安慰我,也知道这
一路哥都是辛苦,也是爹娘不在家,
留守的孩子没有依靠,我非坚持跟
到了地里。路上,都是忙人。待我们
兄妹俩把玉米装满两个筐头后,我
在毛毛细雨中守着余下的玉米堆,
看着单薄的哥哥掺入行人中,两手
扳着扁担一走一崴地向家踽行,脊
背压弯,脖颈如鹅,走几步脚下打滑
身子乱晃,走几步就换一次肩膀的
样子,我的眼睛里不知是雨是水,跑
过去要给哥托着筐头,哥哥不让,此
景经年不忘。

也是那时起,哥哥的肩膀担负
起我家的重任和责任。

农村的孩子若想跳龙门,只有
考大学。 那一年,母亲把姥姥给她
的唯一陪嫁首饰———一副铜镯也
卖了给哥哥做学费,哥哥终究未能
如愿红榜。 当他的同学大学毕业
等待分配工作到我家来玩时,哥哥
沉思了: 一个人体现生的意义,除
了上大学,就没有其他方式来实现
了么。
土地包产到户后,家家粮食足

够食用还有剩余,那沿袭多少年的
人推牲口拉的手工磨面已是跟不
上时代的进展。 十八岁的哥哥不
顾青春年少,不顾落榜落寞,意气风
发,建起了小型面粉加工坊。 这是
哥哥踏着改革的脚步,为我家的致
富做出的第一次突破性的开创。因
为这次“改革”,我的家新盖了瓦房,
拉了庭院,买了缝纫机和自行车外,
哥哥还违背父亲做事中庸的意愿,
在我们村第一户买了黑白电视机,
而且是 17吋的,每天晚饭后,我家
屋里屋外看电视的人如看露天电
影般兴奋欣喜;来早的能坐上凳子,
来晚的就在门外踮着脚、 昂着头,
寻找缝隙里的电视屏面,每晚都是
春天的故事。

紧接着, 八十年代中后期,农
村用电扯到了淮北平原上的每村
每户,相继多家面坊也在各自村头
鸣起。 随之,一台台电视登上了每
家的堂屋条几之上, 家家都是喜
悦。 这时的哥哥开始选择第二次
人生的出路,学习无线电,除了在
街上供销社的屋檐下维修挣些零

用小钱外,乡邻拿来的小家电一律
义务维修。 那是因为受父亲忠厚
传家、和睦相邻的家风影响,乡里
乡亲的都是爷们儿, 怎能收钱?结
果是时间和精力付出了, 没有收
入,终究维持时日不长。
这时已进入九十年代,出去打

工的人已是风起潮涌。 初始,哥哥
意欲随波逐流却是撕不开脸面,后
经别人引荐,依次在南方的蓄电池
厂、无线电公司应职。 不做打工人
不知艰辛其苦,在南方连续做了数
年的车间管理,虽积极进取,最后,
还是因学历与地利条件, 叹息扼
腕。
人生三十而立,四十不惑。 九

十年代末,哥哥已人近四十,又为
父母之独子,二老年迈,孩幼也已
到胸前,再不好远出打工。 如何选
择立业,这一次,哥哥真正陷入了
迷茫, 如待字闺中的小家碧玉,不
文不武、高门不成低门不就。 他只
得到处走动,留意信息。 哥哥发现,
人们的生活条件都在明显优化,连
农村去城里念书的孩子也逐年增
多,生活节奏也是明显欢快,这样
在外面就餐的人群便多了起来。
“我就卖早点吧! ” 面对哥哥的决
定,母亲心疼。 父亲对哥哥说,四九
年刚解放那会儿,你爷爷带领全家
靠着一手的铁艺去闯关东,那时的
人有多艰苦。 年轻人吃点苦受点
罪,甚至吃点亏,都是磨炼意志和
福报。
说干就干,哥哥请了在上海做

过小吃的师傅, 在家乡县城连干
了数年早点, 他的 “上海生煎包
子”在家乡颇为盛名。 小则思大,
别人劝哥哥赶上这么好的政策 ,
该开饭店。 因为手里有积蓄,我的
哥哥动心了,这一动,犹如:种不好
庄稼一季子,娶不好老婆一辈子。
开饭店找不到好师傅, 它也就只
能是一阵子! 那做菜师傅好吃好
喝,东跑西窜,哥哥的家底赔了进
去不说,精神上也是元气大伤。 而
他的几个要好的同学此时都在政
府部门,生活得如诗如画,他们来
电话问哥哥一切可好。 背着全家
人,哥哥的泪水涌到眼眶,又咽了
回去。他问苍天,他没有考上大学,
难道这个社会就没有他的哪怕一
锥之地么。

辛苦数年一场空!哥哥的心又
横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

翻过旧历迎世纪,新时代的气
息遍布每一片土地。 当年出去的
小村姑,已成为当地的豪门太太和
公司头目,当年的小瓦匠已成为建
设祖国大好河山的建筑亨商。 钞
票大把大把地从南方的各个工
地、公司里飞到了北方,就变成了
楼房和留守人脸上的笑。 前几年
就觉得不能再出去了,如今,人家
都挣满了腰包,还要再步后尘重去
打工吗? 哥哥蹲在路边看人流,看
着看着,他发现进入 2000年以后,
路上的各种车辆多了起来,这或许
是个契机;大家都去拾金子,我就
为他们撑船吧。

新的行业第五次在爱钻研、
善琢磨的哥哥手里起飞了,从用仅
有的三千元和借来的一万余元做
本钱,经营刷车、卖润滑油,到扩展
到诸多封釉、贴膜、地盘封塑、加
工汽车座套、 加装汽车音响等服
务项目,和高薪聘请汽车美容技师
再到拥有十数名有素质的尽职员
工,在皖北成立“眼睛汽车美容中
心”,车辆服务美容,哥嫂付出了无
数艰辛。为方便业务,2004年,哥哥
的汽车美容中心购置了面包商务
车 ;2006 年又配备桑塔纳联系业
务,之后的日子里,他还要不定期
到省城参加同类业务联谊会,到香
港、 澳门参观学习先进的汽车美
容理念。

家乡的打工者把挣到的钞票
喜悦地兑换成新楼, 沿街而立,相
映栉比。 父母辛劳了一生,渐已沧
桑。子以孝为先,2008年,哥哥就在
他的公司附近买了一套一百三十
余平方米的三室一厅,让父母来城
居住,以便照应。 父母头发斑白,却
难舍黑土情结, 依然恋家春种秋
收。 再说,也不能辜负国家的大好
政策, 农业免费税生病有医疗,做
农民也有了生存的保障,惠农暖到
了娘的心坎里。

一眨眼, 又一个十年过去了,
这十年里,我的哥哥把他的“眼睛
汽车美容中心” 在家乡县城开拓
了三家分店,又与县城工业技术学
校合办汽车美容培训中心,培养更
多像他这样没能走进大学殿堂的
学子们, 能在一块土地上立足,还
常常做一些回馈社会的公益活
动。
这次回家,我真的看见家乡人

脸上绽放的笑容,那是衣食无忧的
自信; 那是住房宽敞明亮的自豪;
那是赶上好政策的幸福, 很是灿
烂;我更看到了哥哥不忘初心的充
实和喜悦。

世界在变化,国家在腾飞。 一
眨眼,当年十岁的哥哥如今快要乘
五。 回头望,把建国七十年的变迁
加以概括,可如淮河两岸的变化以
一斑见全貌,我的哥就是淮北大地
上的一粒种子,涓涓淮河中的一滴
水,都是走向成熟的收获和历史的
见证。

临回的前一晚,哥哥用车把我
从老家接到他城里的房子里,以便
第二天赶车。 夜间,我睁眼环视周
遭,哥哥,你好棒啊! 在飞速发展的
时代里,你没有自暴自弃,终于慧
眼独具有了自己的用武之地。 是
啊,因为没有大学学历,曾经中断
了你热爱的无线电事业,阻止了你
应聘对口职业的机遇,可还是没能
阻止你前进的毅力和信心。 睡梦
里,我又回到四十年前的那个秋雨
里,那个掺入行人中,两手扳着扁
担一走一崴地踽行在路上的哥
哥。

啊,哥哥,祝福你! 你一直在改
变着自己,也一直在改变着我们的
家! 上车了,哥哥突然问我,你嫁到
淮北还好么?我笑了,如花。

哥哥的脚步
王巍

立党初心未敢忘。血与火，慨而

慷。荜路蓝缕，砥砺谋兴邦。待到四海

承平日，看中华，屹东方！

复兴使命勇担当。好儿郎，须自

强。齐心追梦，盛世谱新章。誓让神龙

腾寰宇，全世界，赞炎黄！

八月
胡世军

每一粒种子都是一枚希望

种在焦灼的心田

在暗夜里抽穗拔节

雨水肆意浇灌

盛开的花

把日子照亮

果实向往着天空

像鸟儿划过

太阳低下了头

亲吻着土地的额头

多少美好的日月

就这样捧在掌心

甜蜜的过往

在来时的路 等待

心口的朱砂

碎成了花瓣

无边的云

只听我轻轻诉说

那个模糊的身影

已伴着雷声走远

大地一片金黄

收获的季节

我听见你迟来的脚步

有人问我：为什么每一个早晨或者傍晚，

我都会不由自主地来到南湖边，

我想说：因为依着浅浅走过的印记，

也总能找到藏在光阴深处，

那些落满桃红杏粉的诗句……

走在湖畔、吹着微风，

是一种惬意、更有一种说不出的欣慰、

抖落了一身的疲惫。

看到那些低垂下的杨柳，

还有湖面上荡漾的波纹，

再疲惫的心，也会被眼前安静的美，

赋予一层甜蜜的滋味……

想来，我还是喜欢这里，

摒弃喧嚣，折柳为笛，

与某一个过客相视一笑，

也不失为一份雅致。

随着晚霞的落寞，

时光的繁华，亦有岁月的葱茏。

而生活，漫漫途经岁月的葱茏与荒芜，

也必能修得一颗云水禅心，不惹尘埃……

天空中依旧有鸟儿轻轻飞过的痕迹，

我在流年深处，

依旧可以看见流年里的自己。

昨日的故事未曾搁笔，已是隔着一个夏天，

染了烟雨的潮湿，

泛起湖水的涟漪……

浮世、沧桑、纵使人生充满曲折，

也请相信，总有一些遇见，

不必千言万语，

却始终安暖如一。

如今，渐行渐远的年华，

空空，且空空，

而我，只想紧随时光的脚步，

落笔成诗，叠心成字，

画好一副水墨丹青，

勾勒出每一个四季最美的轮回……

每一个清晨或者傍晚走在这里，

简单而诗意的过好每一天，

便是人生的快乐。

盛夏葱茏，

依然喜欢,

在最深的那一抹绿意中安静、安静……

建国七十年（七绝）
梁永坚

一、建国七秩随笔

七十年前日子寒，黎民涂炭尽悲观。

标新道路常尝苦，立异征途每克难。

革命精神成镜鉴，斗争经验树标杆。

未来拥抱殚精为，永不停航盛世安。

二、建国七秩回眸

七秩果丰甜若蜜，回眸轨迹岂容疑？

成功本系流汗铸，当唤珍重再传奇。

江城子·神州新篇
李直

寻一抹绿意
刘莉

希 望
郜芬

星光耀相城 ■摄影 刘传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