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划亮火柴》是诗人雪松出版
的第四部诗集。写诗对于雪松而
言，不仅仅是磨练技艺的过程，更
是灵魂悟道的必由之路。雪松的诗
歌饱含着对生命和大千世界的体
悟，其中不乏困惑、痛苦和挣扎。作
为一个卓有建树的诗人，雪松所构
建的精神世界是难以完整诠释的，
大气磅礴与婉约秀美相互交织，赞
颂光明与抨击丑恶共同存在，他在
诗歌中是谦卑的，骨子里是悲悯的。
初读《划亮火柴》，可能觉得雪松是一
个“传统士大夫”式的诗人，的确，雪
松继承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先忧后
乐的价值观，但难能可贵的是，雪松
的精神没有限囿于脚下这片土地，他
以诗歌的形式构建属于他的“理想
国”，而诗的每一行都是经过了精心
打磨，看不到一榫一卯，却达到形式
的简洁与内蕴丰饶的完美统一。

灵魂与自然
在诗集里，雪松写道：“苦修是

一种作诗方法，是一种态度，更意
味着黑暗之路漫漫；苦修，预期着
光明之境的存在，更是修炼，反复
锻打，自我追问与否定，养心养气
的艰苦历程。”在当代诗坛，雪松是
极少数敢于和自己的灵魂较劲的
诗人，他举起文字的铁锤，将自己
的灵魂置于铁砧之上，捶打，锻造，
淬火。“我的眼神没有回到我的眼
睛/它在大地上流浪/被人掳掠，铸
造成银币的贪婪目光”，沉溺于物
质的人首先丧失的就是目光的纯
真和清澈，雪松冷静而又理性地批
判贪嗔痴。雪松是清醒的，也是自
省的，“我空空的眼眶像神龛/但神
已不在，我瞎了”，幸运的是，雪松
守住了真我，毅然选择了孤独之
路，即使无人同行，即使备受打击，
雪松也不改初心。求道之路有多么
坎坷，雪松是很清楚的，“我的半生/
就是不断地擦亮火柴/又不断地被
风吹灭”，在灵魂的淬炼过程中，雪
松作为灵魂的苦役犯选择了以孤独
和荒凉作为营养，肩扛黑暗的闸门，

最终活成自己渴望的那种人。
雪松的写作践行着中国古代

言志与载道的传统，他特别关注
“心”的安稳与和谐，还将灵魂投射
于自然之中，“屏住呼吸/体察光线
乍泄/透明的草尖婴儿般独立，勇
敢”，雪松在草尖上看到了灵魂最
初的模样，并在万事万物中看到灵
魂的印记。“想到我也有融化于阳
光的一刻/我的心就是一粒草籽”，
雪松努力放下对名利的渴望、对肉
身的执着，在自然中悟道，同时又
不满足于心灵的安定圆满，他在求
道的路上忍受着化蝶的疼痛，最终
目的是破茧而出。“我修改的/我揉
皱的/我撕毁的/如今，都在这口老
井中/清澈见底”，雪松突破了一潭
死水似的宁静圆满，努力达到凤凰
涅槃的境界。在这一点上，他的灵
魂与俄罗斯“白银一代”的诗人遥
接，突破了天人合一的自足，甘愿
承受灵魂的历险。

谦逊与悲悯
雪松有一颗谦逊之心，尽管他

在诗歌和书法方面取得了骄人的
成就，但在他身上看不到骄妄之
气。“小时候我不被大人看好/因为
我喜欢蒲公英/到了痴迷的程度/
我迷恋它的轻”，在世人皆重名利
的年代，雪松特别看中“轻”，是沉
静之轻、深远之轻，是摆脱了浮名
之累的轻。雪松的谦逊到底是后天
习得的智慧，还是先天的禀赋，尚
未可知。这位还算得志的诗人并未
经受太多磨难，但对于世间万物，
他却总有羞惭之感。“有什么呼啦
啦过去/我的双手却总是空着/总
是因为羞愧/而汗涔涔的”，对于一
个诗人来说，羞惭是难能可贵的品
质。在时光的长河中，人不过是转
瞬即逝的水泡，习惯于自省的雪松
一直葆有一颗谦逊之心，他对自己
的定位就是寺庙里的一个小沙弥，
干净，自如，融于大千世界。

《划亮火柴》可以说是一部悲
悯之书，雪松对芸芸众生怀有大悲

悯，首先表现在对自然万物的悲
戚。在他的笔下，舔着胎衣的母牛、
在大雨中飞行的小鸟、脖子上拴着
细绳的小羊、细弱的卑草……都与
人类有着同样的尊严。雪松特别喜
欢小动物，“我不爱狮子，老虎/我
只爱小动物/比如猫狗、麻雀等
等”，一个大男人竟然对小动物充
满了悲悯之心，或许是因为他在小
动物身上发现了美好的人性。他的
精神世界里，既有道家的庄子齐
物，又有佛家的慈悲为怀。

有些人可能对自己养的小动
物充满怜爱，但对人这种同类却非
常残忍。雪松则不然，“我想到我的
同类张志新/她的喉咙被割断时/
所有的同类都会下意识/摸摸自己
的喉咙”，雪松的控诉蕴含着难以
言说的悲痛。底层人民一直是雪松
关注和描写的对象，他从未忽视他
们的苦难，“这位女清洁工的两次
弯腰/是这一天里，我在这个世界
上所看见的/最干净的动作”，雪松
内心的悲悯源自于他强大的自省
和省他力量，也正是雪松诗歌中的
悲悯精神，将他和一批玩弄诗歌技
巧的诗人区别开来。

童心与禅心
明末思想家李贽提出了“童心

说”。在《划亮火柴》中，雪松展现了
一个诗人难能可贵的童心，“那儿
有个鸟巢/这种事他看得见/而我
那只眼睛已经闭上”，《鸟巢》这首
短诗充满了童真之趣，爷孙俩在树
林里散步，乖巧可爱的孙子认为树
上应该有一个鸟巢，而爷爷却看不
见了鸟巢。雪松的寓意很明显，成
年人特别是饱经沧桑的人往往丧
失了童心，被世俗的偏见所污染。
雪松写诗的目的之一是想回到人
的本真状态，“看见心这个字的时
候/我心头一惊/仿佛第一次认识
这个汉字”，回归童心并非是见山
即山，而是经历了见山非山，再到
见山即山的螺旋上升阶段。

在经历了生命之花的绚烂绽

放之后，已过“知天命”之年的雪松
写出了一批具有浓郁禅味的诗歌。

“下山时一群快乐的蝴蝶/红黄色
双翅合十，竟向我念阿弥陀佛”，雪
松在蝴蝶身上看到了生命的“大圆
满、大自在”，蝴蝶无疑是雪松那颗
禅心的外化。尽管生命中也曾有诸
多遗憾，但雪松诗歌通过对佛家思
想的吸纳，努力达到“花枝春满，天
心月圆”的境界。“在心里，你早已
点燃一炷香/在命里，你早已点亮
一盏灯”，点香和点灯也是苦修的
过程，为的是生命的圆满和安宁。

简洁与丰饶
《划亮火柴》收录的大多是雪

松十几行左右的短诗，因此，简洁
是这部诗集的一大特色。在当下诗
坛，有的诗人崇尚炫技，诗歌写得
繁复晦涩，雪松与这些诗人不同，
诗歌对于他来说是一种修行。他的
许多诗歌如同古典律诗，“两棵古
松/紧紧抱住一座破旧的小庙/就
如同垒砌的石头/紧紧抱住一丁点
儿泥土/就如同几座房子/紧紧抱
住陡峭的山岩/就如同溶溶的月
光/紧紧抱住凸凹不平的人间”，这
首小诗一共八句，用“就如同”和

“紧紧”形成了循环深入的复沓结
构，形式上简洁干练、铿锵有力、富
有音乐美。“碗筷静寂无声/滚动的
喉结静寂无声/方脸和圆脸静寂无
声/天地间，一粒米/静寂无声”，雪
松惜墨如金，反复用“静寂无声”来
渲染与僧人共进午餐时的庄重肃
穆，此时无声胜有声，内容和形式
达到完美统一。雪松的短诗虽然形
式简洁，但内蕴极为深厚，这是因
为雪松有着良好的文学修养，又深
谙中国古典典籍和西方文史哲，兼
习书画，这让他拥有了一语中的或
直抵人心的能力。

雪松的诗如同一口井，越往下
挖，思想的甘泉愈涌愈出。雪松是
一位优秀诗人，相信他在多年的求
索之后，会再次破茧而出，重获新
的呼吸、新的灵魂。

破茧而出或化蛹成蝶破茧而出或化蛹成蝶
——评赵雪松诗集《划亮火柴》

早些年，我还在中学教书的时
候，曾经教过作家袁鹰的《井冈翠
竹》一文，文章中对井冈山竹子的
描写，令我至今难忘。“井冈山五百
里林海里，最使人难忘的是毛竹。”
一句话写出了竹子之多。紧接着，
他又写了竹子长势之盛：“从远处
看，郁郁苍苍，重重叠叠，望不到
头；到近处看，有的修直挺拔，有的
密密麻麻，有的看来出世还不久，
却也亭亭玉立，别有一番神采。”这
些文字从不同角度表现出了竹子
的刚直、挺拔、冷峻。

就是从教这篇课文开始，我喜
欢上了竹子，连做梦都想拥有自己
的一片竹园。终于，机会来了。2017
年，我把老家的庭院修整了一番，
正房建好后，我又对院子进行了硬
化，铺上光滑的石板，在铺石板的
过程中，我特意留下了两个长方形
花池，面积大约有10平方米，准备
栽种花草树木。

转过年开春后，我迫不及待整
平了两个花池，开始了我的庭院绿
化工程。靠近正房的花池，我栽种
了一株葡萄，这是我谋划已久的
事，因为葡萄可为我们带来夏日的
阴凉，还有秋天的甜蜜。至于院子
东侧的花池，我也是主意已定，就
是种竹子。可一时半会儿到哪里去
采购竹苗呢？我正犯愁的时候，儿
子告诉我邻村有个人卖竹子，并说
那竹子品种好。后来，他利用闲暇
时间，从卖竹人那里给我弄来了四
棵直径约2厘米的竹子，教我按照
卖竹人传授的方法，把竹冠上的小
竹枝和叶子梳理、剪裁了一些，挖
了深坑，把竹子种进去。

说来这竹子当年就表现出了
极强的生命力。刚种下的竹子，甚
至都没有一个“缓苗”的过程，直接
就长开了，经过夏天到了秋天，四
棵竹子长势非常好。看着挺拔的竹
子，我的心中有一种巨大的满足

感、成就感。最令我惊喜的是，到了
第二年春天，竹园里竟然钻出了十
几个竹笋，竹笋被厚厚的表皮包裹
着，一个劲地往高处长，尤其是我
向园里浇了一次水后，两天不见，
竹笋就长得超过了我的身高，它生
长的速度着实让我惊叹。我从幼竹
的生长过程中领会到了“雨后春
笋”一词的真正含义，也加深了我
对新生事物的怜爱。

一连几个春天，我都非常注意
观察着竹笋的出土、成长，观察竹
子的一些细微变化，我甚至在竹身
上作了记号，以便分清楚哪些竹子
是哪一年长出来的。我有时在竹下
看书，时间久了，觉得眼睛有点疲
劳，就停下来盯着竹子看一会儿，
看它修长的叶子，看它光滑泛青的
主干，看它亭亭玉立的静默，看它
随风摇曳的身姿，有意无意地接受
竹子的感染并陶醉其中。

我发现竹子并不像有些植物

一样存在“逐代退化”的现象，相
反，每一年的新竹总要比上一年的
旧竹长得更高、更粗。竹子在一年
中长成成竹后，就很少再长了，并
不像其它植物一样，树龄越长，长
得越大，反倒是“新竹高于旧竹
枝”。倘若没有种植竹子的经历，我
是怎么也不会理解这一“真谛”的。

转眼间，我的竹园已有几年光
景，最初的几棵老竹，饱经沧桑，虽
显得瘦骨嶙峋，却依然刚劲挺拔，
为扶持一代代幼竹可谓“呕心沥
血”了，我得感谢它们。那些身强力
壮的成竹，个头高，形体丰满，已成
为中坚力量，我对它们富有担当的
精神深怀敬意。今年新生的幼竹长
得愣头愣脑，像极了一个个为成竹
站岗的哨兵，虽然稚嫩，但浑身充
盈着生机和活力，我从心底喜欢它
们。

我爱我的竹园，我爱我的青青
翠竹。

竹园小记竹园小记

□ 邱引

老井
肯定有许多话，要对周边的荒草
裸露的青砖说——这口
曾供大半个村庄人畜饮水的井
慢慢老去，还有那个叫花家堡的村庄
还有斜倚在门洞犄角
眯着眼睛晒太阳、穿蓝靛粗布褂的祖父母
一些沾满灰尘、锈迹斑斑的往事
那些痛楚、那些无法安放的记忆
经岁月磨蚀，业已释然
除了井水，他们提及最多的还有节令
从一个季节再聊到另一个季节
毕竟攸关庄稼、生计和儿女

麦收时节
枣花开败，“布谷布谷”的鸣叫声
穿透发黄的麦穗，飘荡在田野
父亲扛着木耕耙，母亲牵着牛
把村西南的场院耙开
叔叔担水，婶婶泼，姐姐撒麦秸
牛拉着石碾，慢慢压
麦秸扫净之后，麦收就开始了
磨得锃亮的镰刀，咯吱响的牛车
码得整整齐齐的麦捆，还有
闲不下来的杈耙扫帚簸箕筛子扬场锨
以及祖父佝偻着身体精挑细选
浸满汗渍的麦种
当然，颗粒归仓的欣喜是有的
还有懵懂的我，那时藏到麦秸垛里睡熟
害得全家人高一声低一声四处乱喊

我的父老乡亲
年前年后，是扭秧歌的日子
我的父老乡亲涂脂抹粉，穿得大红大绿
数十人队伍占满村里最大的广场
牛皮大鼓、锣钹铙镲，交织出

“咚咚锵、咚咚隆咚锵”的喜庆节奏
他们跟着领者的哨声
踏丁步、迈十步、挥舞彩绸
时而扣拧摇撸，时而转身扑蝶
憨男丑婆穿梭其中，挎篮子，摇蒲扇

“插科打诨”“装痴卖傻”
父老乡亲挤在双排三轮的车斗里
去县城，走乡镇，串联谊村
抽着劣质的卷烟，喝着散装的白酒
脸上满是家有喜事的笑容

春分
总有一种错觉，仿佛这春季的
第四个节气才是春天的开始
那时泥土解冻、严寒逝去
依稀记得，祖母脸上在那一刻
才开始露出的笑意。她说
地里的野菜长出来就可以填补到
剩余不多的口粮中去
娃也不用盖着厚厚的棉被还再喊冷了
我和几个小伙伴挎着菜筐子
满地寻找荠菜、婆婆丁
以及随之长出的灰灰菜、马齿苋
挖菜之余必定玩一些游戏
打陀螺，跳方格，弹玻璃球

闻鸟鸣，看花开，躺在地上望蓝天
伴随着那阵阵清脆的笑声、慵懒的哈欠

大雪过后
大雪过后，公园略显落寞

“咯吱咯吱”的声音总让我感觉
是不是某些喑哑之物也有难言的伤
掸去积雪，在石凳上坐下
打盹的功夫，双鬓便挂满白霜
环顾四周，盈满眼帘的
仍是大片大片的“空”
思绪慢了下来，视线如蚁——
艰难地爬过一段新的旧时光

灰灰菜
平原上有个叫花家堡的小村
村前有一条小河叫南支流
村西有一块上好耕地叫芝麻地
佝偻着身躯裹着小脚系着围裙的祖母
正忙着把洗好的灰灰菜放进菜篓
用炊杵刷锅、葫芦瓢加水

“咕哒咕哒”的风箱声随之响起
那是多年前的春天，我坐在小板凳上
映着灶膛里忽明忽暗的火光
托着腮，等祖母为我们把饭做好
或凉拌，或清蒸，或做成菜团
她一边忙碌，一边用围裙
擦拭脸上的汗珠
灰灰菜和地瓜干高粱面一起
填充到一段摞满补丁的日子里

我的父老乡亲我的父老乡亲（（组诗组诗））

母亲是一位普通的农村妇女，
和父亲以种地为生。1997年，村里
掀起外出打工热潮。为让我们兄妹
顺利完成学业，也为了家里能和别
人家一样盖上五间砖瓦房，在一个
大雾的早上，母亲瞒着我们兄妹俩，
坐上了南下的火车。在广州的几年
里，母亲当过保姆、做过保洁员，用
辛勤的汗水攒下一分分钱供我们读
书，并用自己的积蓄在2001年为家
里翻盖了新房。

母亲在外时，时常打电话告诉
我们“要好好读书，只有自强才有希
望。”2003年，我结束了学业，开始
了职业生涯。母亲也如释重负回到
家，和父亲一起早出晚归，侍弄家里
的十来亩庄稼，同时为我的婚事做
着准备。在外工作的日子里，我同样
体会到了母亲当年离家打工的不
易，尽管有热心同事的帮助、领导的
关怀，但还是割舍不了对家和亲情的
眷恋，深切体会到了母亲那种既想挣
钱又想顾家的矛盾又无奈的心理。
2008年我结婚了，虽然欠下了一些
债务，但看到我成家立业，母亲还是
很开心，额头的皱纹慢慢舒展开来。

2009 年夏天，我的孩子出生
了，母亲便从老家赶来照看孩子。为
了改善全家人的伙食、又能给我坐
月子的妻子补充营养，母亲从老家
带来了高压锅，经常炖一点清淡的
鸡汤、排骨汤，搭配上新鲜的蔬菜。
我和妻子上班后，看孩子的重任便
落在了母亲身上。为了把孩子照顾
好，她用铅笔在日历上记下妻子交
代的“带娃注意事项”，一天喂几次
奶粉、几点喂白开水……照看完大
宝，又帮我们带二宝。一转眼，15年
过去了。

孩子长大后开始调皮，经常拿
着玩具从客厅跑到卧室、从厨房跑
到阳台。对我们而言，白天午休是件
很困难的事。无奈之下，母亲只好领
着孩子拿着玩具到楼下的小树林
玩，等我们上班走了她再带孩子回
来。有时我出门看到他们在小区过
道里玩耍，心里很内疚，不知道这样
做是对还是错，内心纠结着、不安
着，终于盼到孩子上了幼儿园。自前
三年开始，母亲利用黄河南北玉米
成熟的时间差，和楼下的几个大妈
相约出去捡玉米。八月底的太阳依
旧很毒，她也不怕热，骑着自行车，
带着一瓶温开水，直到中午才回来。
我问她热不热，她说一点也不热，到
了田地里，看看收割后的庄稼地，吹
一吹自然风，心情会很好。我知道，
母亲对土地有着很深的感情，一如
对我们这些孩子。她把玉米粒一颗
颗剥下，拿到阳台上晒干，在合适的

时候去镇上的加工点加工，这样，我
们一冬天都能喝上香甜的玉米粥。
大约邹平这边的玉米收完了，黄河北
岸老家的玉米也成熟了，母亲便把孩
子托付给我的岳母照顾几天，宛如一
只随季节变化而迁徙的候鸟，又坐车

“飞”回老家与父亲秋收去了。
待两个孩子稍大些，二宝也上

了幼儿园，母亲便开始挂念起老家
的姥爷姥娘。每周一坐车回老家，和
父亲一起春种秋收，一定要抽空去
姥爷姥娘那里坐一坐，给老人买一
点喜欢吃的零食，或者送一些自家
种的葱、丝瓜、南瓜。到了冬天，父亲
去工地或者农场干活，她就在家给
父亲做饭或者缝缝补补。周五下午
再坐车回来，周六周日陪孩子，给我
们做饭。每次回来，母亲都带点从村
里馒头房换的馒头、面条，给孩子们
买点炸鸡叉骨、火腿肠、果汁等食品
和饮料。

疫情防控常态化后，母亲每次
都非常准时地做核酸，就是为了不
影响来回坐车看孩子。一开始，都是
我和妹妹给她打印健康码，后来为
了扫场所码乘车，父亲又卖了几袋
粮食给她买了一部智能手机。今年
春天，因疫情原因，我和妻子驻厂一
个多月，母亲负责每天给俩孩子做
一日三餐，还要领着他们下楼做核
酸。虽然两个孩子相差八岁，但还是
会时常吵架，互不相让，母亲便来回
调解、降温“灭火”。幸好邻居们互帮
互助，蔬菜、鸡蛋、馒头等都有志愿
者送到家门口，让我们衣食无忧。去
年，母亲一次回家后无意中和父亲
说起，厨房炒菜有油烟对孩子呼吸
道不好，便给我们买了一台二手抽
油烟机。今年春天，看到我们用了十
几年的煤气灶炉头做饭不好用，又
从老家给我买了新炉头。每逢超市
搞活动，她都会跟着小区的阿姨们
去买一些搞促销的洗衣粉、酱油、
醋、粉条、鸡蛋……这些年，一直没
有变过。

“把一件简单的事重复做好就
是不简单，把一件平常的事反复做
好就是不平常。”这些年来，母亲和
我们住在一起，跟着上学的孩子和
倒班的我们一起早起晚睡，每天为
我们操劳，就像一台不知疲倦的机
器人，没有双休，没有节假日，甚至
心里早已没有了自己，永远装的是
子女、晚辈、老人、全家。

不知不觉，母亲到了坐公交车
凭老年卡不用花钱的年龄，我忽然
感觉，母亲成了我这辈子最亏欠的
人。每次看到母亲回老家去乘车的
背影，我深深读懂了朱自清《背影》
里“蹒跚”那个词的真正含义。

““候鸟候鸟””般的母爱般的母爱

夜晚的滨州和故乡相差无几，
璀璨的灯光，林立的高楼，宽阔的街
道，川流的人群，缓缓而行的车队
……置身其中，仿佛从来没有离开
过家乡。

滨州给我最初的印象就是黄河
和黄河大桥。黄河像一条金色巨龙，
弯弯曲曲自西向东，两岸绿油油的
树木一望无际。站在路边，四处望
去，蓝天碧野，不远处的村庄白墙青
瓦，拂面而来的轻风清新舒爽，一派
五彩斑斓、欣欣向荣之景色，置于此
境，愈感天地之广阔，自身之渺小。
黄河自源头顺流而下，九曲十八弯
辗转万里，裹挟着肥沃的黄土，滋养
着滨州这片贫瘠的土地，而滨州人
民，同样以实际行动推动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站在这里，
总有一种冲动在心里激荡，历史的
厚重感与沧桑感自心底油然而生。

在滨州，如果你不去黄河大桥
是一定会有遗憾的。大桥的北段与
蒲湖公园相连，正面是伫立着明代
永乐十八年领导农民起义的女英雄
唐赛儿的雕像；桥的南边是大理石
镶边的巨型建筑，与园林风景、长长
的大桥融为一体，形成了独特的景
观。铁龙似的黄河大桥，雄伟矫健，
从远处望去，气势如虹，高高的身躯
诉说着经年的风风雨雨。历史悠久
的滨州，如今是一座多姿多彩的城
市。深厚的革命历史底蕴、美丽的自
然风光、热情好客的人民，在这里，
传统与现代完成了最美的融合。

近几年，滨州发展很快，一栋栋
高楼拔地而起，无数企业工厂像雨
后春笋一般涌现并成长起来，它们
星罗密布于滨州大地。旅游开发的
景点越发让人喜欢，一个崭新的、开
放的滨州正在崛起。与此同时，年轻
的滨州文明程度也在不断提高，路
面整洁，行人有序，谈吐文雅。

细细品味，滨州和故乡济南章
丘有很多相似之处。首先是水，故乡
也有水，故乡的水和滨州的水有所
不同。故乡的水是温柔的，如小家碧
玉，缓缓而流，滨州的水就不同了，
随处可见的水系在大地上纵横，尤
其是黄河，没有了大刀阔斧的汹涌
澎湃，在鲁北平原上变得如此平静，

河水以极慢的速度向东流淌，平缓
的河滩连接着一望无际的平原，远
处峻拔的树木绵延起伏，似乎已经
触摸到了天边涌动的白云。如果把
黄河看作天地间的一个生命，它一
定是坚毅的，它永远朝着既定的目
标，不屈不挠地向东奔流，没有任何
力量能够阻挡黄龙入海；它又是坦
然的，不会隐藏自己的喜怒哀乐，它
会直率地告白自己的心事，用曲折
的美来表现自己特有的魅力。

印象最深的是滨州人很热情，
和他们相处可以用“不设防”来形
容。由于自己业余时间喜欢写作，也
因此接触了很多滨州的文人。从他
们的身上我体会到了温情和温暖，
与他们相处显得格外从容，仿佛是
多年未见的好友，正是与他们的深
切交往，在我的生命旅程中增添了
不少乐趣，让我的生命更有了意义。
在与他们的交往中，我有过深深的
思索，他们似乎有着与常人不同的
想象力和创作力，往往他们说出一
句不经意的话，就会让我思考、回味
半天，与他们的交往越深，越激荡着
我的心灵，使我的思维似乎有了灵
性，如同植物根植在肥沃的土壤里，
茁壮地成长。在与他们的交往中，我
感受到了他们身上有一种文雅的风
度、高深的学识、坚韧的毅力，在潜
移默化中使我受到诸多教益。也许
正是因为与文结缘，我与他们默契
到无话不谈的程度，尤其当我怀着
一颗十分虔诚的心，细细品读“滨州
人写滨州”的文学作品，真的让我受
益匪浅，这也让我对滨州更多了一
份温暖的挂念。

滨州的发展变化是很容易触摸
到的，待时间久了，就有“不是异乡
人”的感觉，一种甜蜜的幸福感油然
而生。每一个城市里总有一群人，说
不清他们是什么职业，但他们都在
努力地奋斗着，为了生计奔波，都在
以不同的方式为这个城市的发展添
砖加瓦，他们都在默默付出，他们都
是自己的英雄。就像我，为了梦想来
到滨州，在滨州为梦想奋斗也是一种
幸福，滨州的发展让我感到骄傲，祝
愿我的第二故乡滨州越来越好。

此心安处是吾乡此心安处是吾乡

□ 窦同霆

□ 董佃伟

□ 王冬良

□ 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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