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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一生献给您我把一生献给您
如 歌岁月 □钱永广

八月的一个夜晚，朋友相约去逛罍街。

罍街在省会合肥，宁国南路与水阳江路交

叉口处，街头矗立着一个巨型酒器。朋友指称

曰“罍”，是以 2008年蚌埠双墩一号墓出土的

商代青铜圆口镂空龙耳罍为模型仿制的。我

这才知道“炸罍子”，原是这个“罍”，而非想当

然的“雷”。

罍街宜夜，宜灯光，一眼望去，仿佛风俗长

卷。建筑古雅，青砖黛瓦，飞檐翘角，雕窗镂

户。整条街布局独特，铺展迂回，如大公园，如

私家庭院，可悠然信步。看似浑不在意，其实

颇具匠心，几圈下来，步数不少，却不觉累。

街头街尾各有一尊青铜塑像，一男一女，

皆肚圆腹鼓，满脸憨笑，一看就让人觉得人间

值得。街中有镂空长廊，廊顶绿藤披拂，游客

于其间，或小坐，或品食，好不惬意。街上店铺

虽多，却非“千店一面”。有的店楼高数层，装

修豪华，烫金的招牌耀人眼目；有的店玲珑小

巧，外形朴拙，四面开窗，一溜食物，沿窗摆开，

游客随取随走。所有店铺横斜隐现，错落有

致。可能你无意间一侧身，便会发现还有一条

小巷，细卵石铺就的小路边，犹有数家小店，如

清闺佳人，静等你来。

入夜的罍街，亮如白昼，人头攒动。一

进街口，热辣辣的尘世烟火气扑面而来。参

差上千店家，汇聚四海美食，大小不一的店

铺，各种店招琳琅满目，“百年老店刘鸿盛”

“串串香回转自助小火锅”“金老汉烧鸡

公”“吴山贡鹅”“阿胖特色龙虾”“马爷

爷牛奶鸡蛋醪糟”“武汉热干面”“上海

亿方生煎”“台湾蚵仔煎”……烹、炸、

煎、炒，各式兼备；冷、热、酸、甜，众

口能调。烟气缭绕，目不暇接，应

有尽有。

主街尾部，着一亭榭。四

面敞开，中有长条石桌，桌上

摆满时鲜菜蔬，青葱嫩白，

清新可人。亭四面环水，

清可见底。俯身近看，池

中以青瓦覆底，又有睡

莲数朵浮于水面，别有

雅趣。

有歌声传来。

数步外小广场上，

一男子对着麦克风倾情

演绎。其音域宽广，音色沧桑，

直抵人心，这是个有故事的人。在烟火

深处，在夜色里的罍街，每一个路过的人，谁

没有故事？

我们在漫步之中，“忽逢”了那家“糯米

鸭蛋”小店。

满头白发的老奶奶坐在木凳上，她的面

前是一溜儿已经开了“天窗”的鸭蛋。见我

们围观，她笑着说，这鸭蛋是用来做糯米蛋

的，不过，糯米得先浸好，后拌入配料，比如肉

丁、香菇等，再加酱油、盐、糖，腌制片刻；鸭蛋

先敲开小口，倒出蛋清，留下蛋黄，再将腌好的

糯米料灌入蛋中。将蛋竖放于锅中，蒸半个小

时即可。老奶奶不停地忙活着，神态安详自

足。我第一次见到糯米蛋，好奇得很，尝了一

个，果然清香软糯。

出街口时，我看到了好些名为“创客之家”

的小店，店里陈设着一些物品，“是世上没有的

珍奇”。朋友说，这是创客梦工场，是合肥有名

的创意市集。那些皮具、陶艺、烘焙，那些创意

影视工作室、旅行书吧等，在惝恍迷离的罍街

灯火里，如梦一般。是罍街给了它们梦的色

彩，还是它们给了罍街熔旧革新的传奇？罍街

的梦，古文化的梦，现代文明的梦，今夜都将走

进我的梦中。

人类有了文

字，如伊甸园中

亚当夏娃吃了苹

果，混沌不再，智

慧开启。

中国的方块

字暗藏很多道

理，其实是古人

在造字时，把自

己对于世界的理

解，糅了进去，附

会了古人对于事

物的理解。比如

说“俗”字，就是

一个人一个谷，

人吃五谷杂粮，

都是俗，不存在

谁高人一等。

古人身边的

世界，简单和纯

朴，更容易触摸

到本质。不过古

人的认识，大多

凭直觉，缺乏理

性，难以深入。

文字像镜子一

样，照出了真实

的自我：什么样

的智慧水平，就

有什么样的文字水准。

汉字是方块字，是以象形为主的记事

方法，这在世界上很独特的。中国文字有

“六书”的说法，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

转注、假借，都是造字的方法。汉字一开

始，主要是象形，是画出来的，后来又延伸

出其他五种造字方式。每一个古文字得

来不容易，都要花费很多心血。字字珠

玑，蕴藏着高深玄妙之理。

汉字方正的结构，对中国文化影响颇

深。字里行间产生的气韵，决定了中国人

的道德追求。中国人做人做事，比较方

正，重视形式，注重概念，容易教条……汉

字疏密搭配，字形各异，像中国人的美学

追求：流畅、智慧、通达。

中国人把文字看得很重，与文字相关

的一些东西，比如文章、书法等看得也很

重。明人陈继儒言：“故风、雨、雷、电，天

之灵；山、川、民、物，地之灵；语、言、文、

字，人之灵。”杜甫诗句“文章千古事，得失

寸心知”，把文章提到了很高的地位。

书法艺术的诞生，写字变身为书法之

后，文化的注意力转到形式感上。很多读

书人花大气力琢磨字的形体结构，都想把

字写得更好看，不知不觉地偏离了字的抽

象意义，忽略字的“义理”深刻理解，“舍本

求末”成了中国文化一大特点。

象形文字字符和读音分开，学习难度

大。就知识与人的关系而言，记忆是小

技，理解是大道。人生活在世上，最重要

的其实是理解力。没有理解力，知识是知

识，我是我；有了理解力，知识化于我。

语言文字都是活的，有生命的，有风

格的。爱用象声词的人，都比较夸张；喜

用动词，缺乏雅致；副词用得多的人，多呆

板正统，形式大于内容；喜欢用介词的，比

较繁琐，不够简洁；喜欢用形容词的人，较

为轻薄，华而不实；名词尤其多的，虚张声

势，好大喜功，贪图安逸；褒义词贬义词分

明的，多简单直观，难以深厚，也难以辨证

等等。汉语中，有太多固定的形容词，很

容易形成桎梏，限制了人们的个性想象。

因此，就人类社会而言，文字隐藏的

巨大力量，是它通过逻辑组合所具有的

精神引领性和探索功能。人类精神的探

求，要通过文字才能深入，才能如火炬般

燃烧，为世界带来光明。文字，是人类前

行的导引者，也是身后的驱赶者。若是

摇旗呐喊，若是哗众取宠，若是锦上添

花，未免太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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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
丽句推敲若静修，丝丝入扣竞纤柔。
谁邀玉魄同庭舞？我取清光一掬酬。
摇桨去、欲仙求，蓬莱有梦枕诗流。
吟哦似见群仙至，浩荡思飞碧宇游。

酒
美酒清泠映月光，香盈雅室鼻先尝。
偷来紫殿如琼液，借得凌霄似玉浆。
杯已满、袖沾香，疏狂趁醉草词章。
酡颜最懂秋光老，莫问今身在客乡。

花
老至尤其感物华，香风追逐是生涯。
沿溪广种知春柳，绕屋宜栽对月花。
晨沐露、晚迎霞，摘来一朵送童娃。
轻风摇曳生婀娜，细雨含羞破涕佳。

茶
生长溪边听水流，常经雾罩与云收。
青枝舒放人争爱，碧玉娉婷客竞求。
茗一盏，坐龙舟，逍遥啜饮万烦休。
清茶本是仙家种，应学仙家静念修。

鹧鸪天鹧鸪天··赏诗酒花茶赏诗酒花茶

1969年，新中国成立20周年。那一天，在江淮之间的一个

叫做孙庄生产队的地方，我来到了这个世界。我的父亲欢天喜

地，特地向邻居借了几元钱，从集市上买回几斤猪肉和几条鱼，

和大家一起庆祝。

8岁时，我步入村头小学。语文的第一课《我爱北京天安

门》，老师深情地说：“北京，新中国的首都，我们伟大祖国的心

脏！”那一刻，我对首都充满了向往。

10岁时，正是新中国成立30周年。国庆节那天，我跟着二

哥拖着板车，步行 50里外的县城看望伯父。在伯父家的墙壁

上，我第一次看到了中国地图。从此知道了祖国的版图就是一

只雄鸡，而鸡正是我的属相。我不禁暗想，原来我和我的祖国

还有另一个相似的地方。

1984年，新中国成立 35周年。这时，土地承包到户已有

几年，我家已有了余钱。国庆节前，父亲终于从县城抱回来

一台“飞跃”牌黑白电视机，整个村子里的人都来围观。那

一年国庆节，通过电视转播，我亲眼目睹了天安门广场上雄

壮的阅兵仪式，军人们的英姿飒爽，军人们的铿锵步伐，激

荡起我的从军梦想。后来，我真的成了一名身着戎装的共

和国军人，成了一名守卫祖国的解放军战士。有人问我为

什么要当兵，我告诉他，国庆节这一天是我的生日，我是为

祖国而生！

新中国成立 40周年的时候，我有了心爱的恋人。我们相

约国庆节结婚。1995年国庆节，我们怀着美好的愿望结婚了，

我们一起去了北京。当火车驶过长江、黄河，我第一次近距离

地和母亲河如此亲近，我仿佛听见了祖国奔腾不息的前进号

角。在故宫，在长城，在天安门，我重新认识了一个国家的过去

和未来，我不禁心潮澎湃。晚上回到宾馆，我做了一个梦，梦见

我坐上了飞机，俯视祖国的大好河山。即使在梦中，我和我的

祖国也从未分离。

斗转星移，祖国日益强大。如今，新中国迎来了 71岁生

日，我已脱下军装回到地方工作。我想对我的祖国深情地说：

“以前我是保卫您，今后我要建设您。祖国，我把一生献给您！”

月圆中秋望故乡。

每年的中秋时节，我都要

爬上楼顶，在月色中回望

故乡。奶奶、爷爷，树

木、庄稼，草垛、老

屋，故乡的一切都

被月色还原成黑白

底片，在我的瞳孔里

逐渐放大，越来越清

晰。

“月亮天,靠河边。河

边有个小女孩,红兜兜,绿
坎肩,一走走到河里边

……”在我童年的记忆

里，只要我晚上一哭闹，

奶奶总是哼起这首童

谣。奶奶说，我从小喜欢

月亮，只要一听奶奶哼

唱，就停止哭泣，两颗乌

黑发亮的眼珠子转一转，

看看透过门窗的月色，便

又含着自己的手指头，香

甜地睡去。

曾记得，有一年中秋

节，吃过月饼以后，我望着

天上的又大又圆月亮，突

发奇想，非要奶奶给我摘天上的月亮。奶奶为哄我高

兴，放一盆清水在门前，请月亮步入盆里，让月色漫上

房梁。我伸出一双小手，想把月亮捧在手心里，月亮碎

了一盆。斑驳陆离的月色，在老屋里晃来晃去，恍如梦

幻。玩够了，我向奶奶要真月亮，奶奶告诉我，你快点

长大，长大了、个高了，自己去摘。

我慢慢地长大了，不再听奶奶的童谣，也不再要

奶奶摘月亮，而是喜欢在月色中徜徉。漫步在故乡的

月光里，月光下的阡陌细细地、长长地，如同一条白色

的绸带顺着两边的树和麦田向远处铺展去，仿佛永远

走不到头。银白色的月光洒在树上，在阡陌间投下婆

娑剪影。一块块平整的麦田，静静地沐浴在月色的意

象里，刚返青的麦苗，嫩嫩的、青青的，尽显安逸。徜

徉累了，沿着月光回家，偶尔的几声狗叫，经如水的月

色漂染，显得清润而悠远。

故乡的月光是恬淡的，一如归隐乡野的智者，飘

逸而淡定，从容而坦然，就那么轻轻地漫不经心地播

洒着、涂抹着，不时有一点点厚此薄彼，公平得无极、

透彻。故乡的月光是纯粹的，没有一点点灯光掺进

来，没有杂质、纤尘，古老得一成不变。朦朦胧胧的，

如薄雾、青纱，如出水的芙蓉，如刚刚绽放开来的荷

花，纯洁的让人不敢呼吸，让人心生喜爱。故乡的月

光是温暖的，像是奶奶点燃的那盏油灯的光芒，更像

是爷爷银亮的烟锅里喷出的烟缕，弥漫着一层稔熟的

乡音。

再后来，我在一轮晓月下

离开故乡。我走，故乡的月亮

也跟着走。故乡的月亮送我翻

过了山岗，渡过了河流，走进了

陌生的都市，走向远方，再走向

更远更远的远方。

季羡林老先生曾在《月是

故乡明》中写道：“我怅望南天，

心飞向故里。”告别故乡三十余

年，每年中秋，我都要爬上楼顶

回望那个遥远的故乡，一颗心

也不由自主地飞回到故乡。

中秋的月，圆圆的，很

美。中秋的思，满满的，很

浓。也许只需要一席家常话、

一桌团圆饭、一枚圆月饼……

在这秋高气爽的夜晚，望着明

月自在情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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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福祖国祝福祖国 周文静周文静//摄摄

舞动夕阳舞动夕阳 韩银韩银//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