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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黄河之水天上来，
奔流到海不复回”

公元 629 年前后，唐太宗李世民意气风
发，开疆拓土，派兵部尚书李靖率军进攻某
外部势力，疆土收复后，李世民下旨扩增人
口，恢复生产和贸易，轻徭薄赋，发展农业生
产，塞外的汉人和少数民族纷纷前来归附，
长安城商贾云集，盛世大唐一片祥和繁荣。

西北方向的一条宽阔平坦的大道，由长
安延伸，通往盛世朝代的四面八方。这条交
通要道穿过古城村野，一路东去至陕西潼关
古城，与黄河相傍，河水裹挟泥土的味道扑
面而来，黄河流域特有的人文特色逐渐形
成。黄河奔流，过河南，进入齐鲁大地。经
近千年的堆积，唐末的黄河下游河口段逐渐
淤高。公元 893 年前后，河口段发生近百里
的改道；五代时期，决口频率增加，平均不到
三年就有一次泛决；十一世纪初，在今山东
商河、惠民、滨州市县境内，河道又“高民屋
殆逾丈”；此后决口地点又上移至澶州（今河
南濮阳）、滑州（今滑县东旧城）一带，总的趋
势是河道逐渐向北摆动；五代末年，北宋前
期决出的赤河、横陇河都在唐代大河之北。

依黄河傍行的官道经过齐郡，有一条干
道由黄河通向长白山脉，路旁有一间经营多
年的客栈，主人是一个姓韩的老汉。由于这
是官家传送文书官牒的必经之路，来往客商
络绎不绝，逐渐形成民居规模。韩老汉为人
憨厚老实，店里生意甚好。一天傍晚，韩老
汉送完最后一拨客人，刚坐下拿起茶壶准备
喝碗茶水歇息一下，随着一声门响，进来了
主仆二人，他连忙起身相迎并热情招待。第
二天一早，两位客人离店时，问明老汉姓韩，
气宇轩昂的那位主子从灶火中捡起一块木
炭，在店铺墙上写下两个大字：韩店。二人
走后，韩老汉才知道，来客竟是李世民。消
息传开，人们纷至沓来。虽这只是个传说，
却给这个地方渲染了一种被帝王认可钦定
的大家之风。

要说起韩店的人文根脉，必然要想到伏
生。一盏昏暗的油灯下，年迈的伏生时而伏
案翻看竹简，时而拨一下灯芯陷入沉思，幼
时学《尚书》的画面在他眼前浮现，全家为保
护《尚书》而流离失所的情境更是历历在目，
禁不住老泪纵横。“汉无伏生，则《尚书》不
传；传而无伏生，亦不明其义”，伏生是我国
辉耀古今、传承民族文化的大家，历史称其
为“尚书再造”，尊称他为“伏圣人”。

伏生，原名伏胜，韩店镇苏家村人，曾任
秦博士。今天，在推进文化自信自强、传承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背景下，对伏
生故事进行再塑造、再传播有着极其重要的
作用，于是，中国伏生诗会便在伏生故里诞
生了。诗会已成功举办六届，历届诗会主题

“谷雨”“家园”“稼穑”等词根均出自《尚书》，
参赛者也由原来的本省诗人扩展到世界多
地，伏生精神之影响已从韩店走向世界，中
国伏生诗会也已成为国内颇具影响力的文
化品牌、诗歌盛事。今年 4 月 29 日，大型历
史纪录片《伏生》的开播带我们再次重温了
伏生一生学《尚书》、护《尚书》、传《尚书》的
坎坷经历。两千多年过去了，伏生和《尚书》
并没有因为年代久远而沉寂，伏生内心深处
对中华文化的坚定和为精神事业甘愿牺牲
的大无畏精神或许正是今天我们记住他并
纪念他的原因。

而我真正了解韩店、了解伏生，缘于
2018 年 4 月参加的首届中国伏生诗会。“带
着诗歌，相聚禾和。”人间四月，芳菲嫣然，踏
着春天的旋律，我与众文友从四面八方汇聚
而来，与伏生故里浓情相约。春意盎然，情
景交融，诗意晕染的禾和湿地俨然成了禾和

“诗地”。那天，我把自幼喜欢诗词的女儿也

带到现场，让她感受这样一份诗意的熏陶和
文化的传承。女儿看到我手中拿的《伏生诗
会获奖作品集》，不禁随口而出“妈妈，我们
学校就有伏生文化课，老师还带我们读《尚
书》呢。”说着，她便虔诚地打开书册，投入地
翻看获奖诗篇。

正如女儿所说，作为伏生故里，韩店镇
中心小学专门开设了伏生文化课，让每一个
孩子从小就读《尚书》，同时为了用伏生文化
涵养韩店精神，镇上还建有伏生纪念馆、伏
生文化园，通过书本与实景相结合的方式，
让每一个孩子近距离了解伏生、学习伏生精
神。在伏生文化由熏陶到追梦的过程中，女
儿有幸登台参加了第四届中国伏生诗会中

《禹贡》的诵读，而且她在第一届诗会现场翻
看《伏生诗会获奖作品集》的画面也被抓拍
而出现在诗会现场大屏幕上。这样的机缘
让她更加坚定了那颗追寻诗词之梦的心，也
让她对伏生精神有了更深的解读和感悟。

禾——“玉米秋成晒满场，
长杨丛立守其旁”

公元 1492 年前后，哥伦布在美洲发现
玉米，并带回欧洲。汉朝，丝绸之路以长安
为起点，经过张骞出使西域所设的河西四
郡，向西北方向一路延伸，经地中海东海岸
一直通向印度及欧洲，作为我国历史上最早
最远的跨国重要贸易通道，商人们不仅将西
域的胡萝卜、玉米等农作物传到中国，而且
中国的丝绸及四大发明也陆续传到西域，丝
绸之路成为促进亚欧交流和人类文明发展
的重要纽带。

明代中期，在东南沿海贸易港口，一名
葡萄牙商人正在出售一个外形像小宝塔、尾
巴上下垂绒须、长度大概五六寸的东西，他
介绍说这个东西叫玉蜀黍，也叫玉米，可食
之，以充饥，籽粒可种植。一位中国商人听
得入神，最终用养蚕技术换得了这个玉蜀
黍。“玉蜀黍来到了中国，玉米来到了中国”，
这消息瞬间像插了翅膀的小鸟一下就飞到
了明世宗的耳朵里，他立刻召集文武百官准
备迎接漂洋过海而来的玉米。庄严朝堂，万
众期盼，只见那商人小心翼翼从怀中掏出一
个布袋，解开束口绳子，毕恭毕敬拿出一个
黄褐色的物件，轻轻地剥掉一层层外皮，最
终露出犹如镶嵌着一颗颗黄色玛瑙的玉米，
阳光照耀下，熠熠发光，引来一片惊叹声。

“玉米秋成晒满场，长杨丛立守其旁。”
黄河流域地形平坦，土壤肥沃，适合农耕，而
且黄河流域沿岸气候温暖湿润。丰收时节，
我站在田间地头放眼望去，成片的玉米地
里，玉米秆上那一个个脱去绿色外衣换上黄
马褂的玉米就像一个个棒槌，头顶红缨，颗
粒饱满；田野上，只见农民们脖子上挂一条
毛巾，一边掰玉米，一边向前走，不时拿毛巾
抹一把脸上的汗，地里除了玉米叶“哗哗”作
响的声音和“啪啪”掰玉米的声音外，不时还
传来几句邻里的对话，“他叔，今年苞米丰
收，总算不发愁吃不饱肚子了”“就是就是，
今年收成好，俺家那俩半大小子能放开肚皮
吃饭了”……远处刮来一阵风，给田地里劳
作的农民送来凉爽的同时，似乎也要把这好
消息带回到村里。

关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生活的窘迫，
我都是从父亲那里了解到的。父亲兄妹八
个，一家全靠爷爷奶奶在生产队挣工分维持
生活，用父亲的话说“一家人吃玉米面窝头

能吃饱就不错了”。玉米面不宽裕的时候，
奶奶还会去生产队的地里捡些没人要的小
地瓜回家蒸着吃。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初，联产承包责任制慢慢推行起来，地里收
成连年增加，白面馒头也开始成为奶奶家饭
桌上的主要角色，而曾经在饥荒年月让广大
劳苦大众能够活下来的玉米渐渐退出“主要
口粮”的舞台。

我 6 岁那年，家里养了两头猪一头牛，
每天早上父亲去学校上班前都会先铡一个
玉米秸捆，备好牛一天的饲料。每次我跟在
母亲身后去喂牛的时候，她总是一边向饲料
里掺进些玉米面，一边跟我说“等牛长大卖
了钱，明年给你交学费。”那时，每逢孩子们
快要开学，邻里间拉呱的话题总会围绕“家
里养的那头猪快出栏了，够给俩娃交学费
了。”记得当时村里有个很幽默的大叔，他挂
在嘴边的顺口溜就是“栏里的猪卖几头，就
能知道自家娃上几年级。”改革开放的春风
吹遍祖国大地，玉米也迎来了自己的“华丽
转身”。那一年，西王福利油棉厂开启了玉
米的“追梦之旅”，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老百姓
开始走上增收致富路。人们开始从农田走
向工厂，由农业转到工业，经济收入大大提
高，开小车，住楼房，慢慢地过上了过去想都
不敢想的生活。

民以食为天，老百姓过日子离不开柴米
油盐，说到“油”，作为曾经与玉米有不解之
缘的农民，“玉米油”可是咱厨房的重头戏。

“以科技创新，做健康好油”，作为全国玉米
油生产龙头企业的西王集团和三星集团也
在不断实现着玉米食用油生产技术的新突
破，玉米油城的健康好油已冲出国门，走向
世界。不仅如此，七彩纷呈的各种特色产业
也在我脚下这方土地上呈现出来，耿家村二
十亩“中华苔韭”长势喜人，村民们忙着收
割、分拣、捆扎，田间地头一派忙碌的丰收景
象。无公害韭菜、立体间作套种蔬菜、丰产
林种植、植桑养蚕等特色种植养殖项目逐渐
形成了“一村一品，一村多品”的特色产业格
局。我还看到，韩店镇德馨种植示范基地林
地里的首批鹅苗正在尽情享受散养的自由，
放归自然，融入自然，奏响一曲林下生态养
鹅的致富新乐章。

我们韩店镇农业产业的蓬勃发展引起
了外界的极大关注。上个月，我济南的同学
出差路过邹平时特意跑来韩店，让我带她去
湿地转转，我们走到“山东手造·滨州精品”
展销专区时，推门而入的她瞬间被颜师傅酱
菜、赵家酒坊、文喜花馍等非遗传承所震撼，
竟然有些目不暇接，“丽宁，没想到你这里变
化这么大，与几年前直接天壤之别。”我说

“非遗传承，手造魅力。下一站我带你到网
红地打卡去，让你更真切地感受下韩店特色
文化的独特魅力。”夏日烂漫，湿地如画，我
们的笑声久久回荡其中。

和——“和善之美美于心，
以文化人更爱人”

公元前 152 年前后，文景之治，西汉一
派繁荣景象。落日余晖之中，湿地被罩上一
层如梦如幻的雾气，如仙境一般，悠扬古琴
声自芦苇丛中传来，青砖青瓦的八角亭里，
一方石桌，一张古琴，衣袂飘飘的白衣男子
正手抚琴弦，古琴声时而空灵似山谷幽兰，
时而清脆如山涧泉鸣，宛转悠扬，余音袅袅，
悠悠千古情怀，承载雅士风骨。抚琴者时而

仰头吟哦，时而低头沉思，时而看鱼翔浅底，
时而观水鸟飞舞，此刻，他想告诉自己的老
师伏生，刚刚创作的这首乐曲融合了《尚书》
之精髓、《诗经》之韵律，可谓鸾凤和鸣之经
典、太平盛世之华章。

汉文帝在位期间，躬修节俭，形成了一
个“吏安其官，民乐其业”的社会环境。他听
说伏生一生学《尚书》、护《尚书》、传《尚书》
的坎坷经历后，深为感动，便派遣主管文化
教育的太常掌故晁错前去跟随伏生学习，在
伏生女儿羲娥的帮助下，伏生将毕生所学传
授给了晁错，晁错用当时流行的隶书记录了
下来，这便是今天的《今文尚书》。

想着想着，我的耳边又传来悠扬的二胡
声，循声望去，在广场西南角的方向有两位
大爷在拉二胡，待走至近旁，从谈话中得知
两位大爷是邻村的农民，住在健身广场旁边
的禾和嘉苑小区，现在已是颐养天年的年
纪，习惯早起来广场拉几段二胡，用他们的
话说“年轻力壮时为了家庭奔波劳累；现在
老了，有了充裕的时间重拾自己的爱好”。
走出健身广场，路两边的蜀葵开得喜庆热
闹，如夏日里灿烂的骄阳，向阳而生的蜀葵
不仅仅是美丽的象征，更被喻为“忠心之
花”，我国古代的诗词歌赋中描写蜀葵是根
植于中华大地彰显华夏文明深厚意蕴的文
化载体。

一路花香健身忙，去往禾和湿地的路
上，时不时看到有三五晨跑者，我不禁想到
了一个词“行走的力量”。当晨跑成为一种
无需任何目的而自然而然让自己参与其中
的事儿，身心的平和、精神的洗涤都将会在
晨光沐浴下悄然完成，相应而来的便是整个
人精神面貌的改善和提升。我自去年 9 月
到文化站工作后，有了更多机会接触各村的
文化活动，既为群众带去了文化享受，也让
大家在潜移默化中提高了思想和文化素质，
如今这片土地上人们的文化获得感和幸福
感越来越强。

多少次走进禾和湿地，都如走进了喧嚣
之外的世外桃源，道路两侧绿茵茵的草地，
千娇百媚绽放的花儿，驻足桥上远眺，看碧

波荡漾，听耳边鸟鸣，置身于绿色的纯净之
境，尽情呼吸，尽情感受。禾和湿地原先并
不是一个公园，是对城市污水处理厂的中水
进一步净化，并对沿河生态水环境进行修
复，从而形成的一个水处理防治规划项目，
是落实“治、用、保”综合治理体系的一项具
体举措。湿地内种植了香蒲、黄菖蒲、芦苇、
芦竹等特色植物，对水质进一步净化，实现
了对沿河水环境的生态修复。“人人参与环
保，共建美好生活。”移步异景，美不胜收，我
不知不觉来到禾和湿地的科普长廊，我看到
一家三口正在游玩，小女孩大概两岁的样
子，走路还不很稳，她刚吃完一些零食，手里
拿着包装袋左看右看，终于“锁定目标”朝着
垃圾桶走去。看小女孩如企鹅般憨态可掬
地走回到爸妈身边后，我不禁微笑着望向一
家三口——倡导环保，于美景中似乎更能体
会到环保的重要性。当生态理念根植在孩
子们幼小的心灵，美丽中国梦的蓝图已跃然
纸上。

我平常喜欢到处走走，到树林深处，到
草地中间，感受一份生活的静谧和安然，感
受大自然给予我最无私的馈赠。禾和湿地
不仅是韩店人打卡的美景胜地，更在潜移默
化中改变着人们的一些意识与行为，就如

“和谐”一词，所诠释的不仅仅局限于某一个
方面或内容，而是渗透在我们生活中的点点
滴滴。当“巧手捏幸福 技艺指尖传”的女
性素质提升培训班带领妇女姐妹们感受传
统文化魅力的时候，当“美丽庭院建设”
涵养良好家风及文化内涵的时候，当以道
德评议会为载体推动移风易俗的时候，当
小雨点志愿者用大爱温暖孤寡老人、关爱
留守儿童的时候，当“爱心妈妈”让孤苦
无依的孩子重温母爱的时候……我更加明
白了“和”的真正意义，那是由内而外、
从内心到行动的真情流露，有时令人感动不
已，有时让人潸然泪下。

2024 年，我在一片宁静中感受时代发
展的脉搏。一条大河，滋养了这方水土的深
邃文脉，培育了这方百姓的坚毅品格；一把
稻禾，强壮了这方民众的坚硬骨骼，拓宽了
一方能人的智慧视野；一派和谐，壮美了当
下人们的富足生活，描绘出追梦路上的奋斗
图景。我想，这些都是品质滨州在推动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展现出
来的新时代文化新内涵，必将继续鼓舞着我
们去奋斗，去拼搏，去开创那“更上一层楼”
的未来新生活。

1979 年，我 22 岁，在过了几年国企工人生活之
后，我忽然产生了一种非常特别的感觉，同我一道下乡
的知青同学和朝夕相处的青年工友们，有的考上了中
专大学，有的当上了脱产干部受到提拔重用，有的调往
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环顾四周，眼看着身边的伙
伴们纷纷奔向美好前程，我多少感觉有些失落。不仅
如此，他们还反过头来“诱惑”我：快点考大学吧，外面
的世界很精彩啊。

真正让我下定决心的，是那一年春节的同学聚
会。每年正月初三中午，我们十几个要好的同学总会
聚到一块。那年做东的是过去同车间的工友，他进步
神速，刚刚到总公司机关任副科长，23 岁又获得进一
步提拔，在当时看来，是妥妥的青年才俊、成功人士。
参加聚会的正是我的那些好朋友，大家关系依旧很铁、
感情深厚，但是席间座次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过去一
直是排位前三的我掉到了第八位，还好我不在乎，而接
下来的聊天让我感到了不适与压力。几位“天之娇子”
把大学校园的话题带到了饭局，弄得我不知所云；那些
机关干部则是热衷谈论形势和政策，我听了亦感陌生；
还有一位到报社工作的同学，谈起了国际局势，更是让
我目瞪口呆。酒过三巡进入敬酒环节，在主陪指引下，
十几个人相继敬酒，每人又是一套说辞，我退避三舍，
主动推让，到最后一个才轮到自己。我站起身，向朋友
们宣布了一项或许是我此生最正确的决定：“我决定参
加今年的高考，而且是理科。”说完，杯中酒一饮而尽，
饭桌上先是短暂的沉默，接着是一阵热烈的掌声和欢
呼声，接下来我们的话题围绕着此事展开。

经过一番热烈议论，座中人普遍认为不能考理科，
原因显而易见，我们这些人中学时代没有系统扎实地
学习，数理化基础太差，1979 年应届高中生已经成长
起来，竞争力不言而喻，不可与之争锋；而我们的中学
时代，对于文科学习影响相对较小。“不！我一定要考
理科。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嘛！”我态度坚决，
信心满满。“你们不都是考的文科吗？我偏要考个理科
看看！”四个现代化，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一向要强
的我决定剑走偏锋、换道超车。

决心已下，豪言既出，必须认真对待。我找齐了数
理化高中课本，使劲“啃”起来，许多内容从来没见过，
于是报了个高考培训班，白天上班，晚上听课。“书到用
时方恨少。”我有点纳闷，自己中学时的数理化水平可
以啊，一直是班级前三名，怎么现在学起来如此吃力？
我开始相信同学们说的，我们这代人中学的水准太低
了，也有点后悔，如果早一年复习就好了。然而，开弓
没有回头箭，大话既出，岂有反悔之理？半年之后的结
果不出意料，我落榜了。

高考落榜用什么词语形容呢？无非是“名落孙山、
日落山河、榜上无名、暴腮龙门”，还有“心灰意冷、黯然
神伤、愁眉不展、垂头丧气”，汉语词汇丰富，数不胜
数。虽然经过社会磨练的我并没有那么落寞与伤感，
但确实思想受到了巨大震动，我开始认真思考未来的
人生。通过这次挫折，我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伤害，对
未来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

接下来，我应该干些什么？复读，明年继续考？虽
然同学们建议我由理改文，明年再考，但是理智告诉
我，这已经不太现实，明年应届高中生数量更多，水平
更高，我若继续以业余对专业，不还是拿鸡蛋碰石头
吗？不考，又该怎样呢？一直不服输的我一下子从山
巅掉落下来，感到颜面尽失。

我开始重新认识自己、评估自己，我不得不承认，
自己落后了，不仅仅是落后于那些优秀的同学和朋友，
更落后于那个时代。我想，人可以活得不富贵、不潇
洒，甚至可以不长寿，但是必须活得有尊严，尊严来自
何处？如何才能使自己有尊严？关键在于提升人生价
值。一番思考后，我决定开始自学，以文、史、哲为重
点，辐射相关学科，并且适当兼顾本职工作。

决心一旦立下，绝对不能松懈，更不能放弃。这是
一场“跨世纪”的马拉松，起点是高考落榜，终点是生命
结束，目标是向那些博古通今、文理兼修、学贯中西的
先哲看齐，力争达到同龄优秀人才中的中位水平，在知
识不断增进的同时，工作取得进步，我发誓：生命不息、
冲锋不止，不达目的、绝不罢休。我笃信“不怕慢，就怕
站”，既然是马拉松，其贵在坚持不懈、细水长流，而非

短促突击，更忌一暴十寒。我把大部分业余时间用在
了读书上，同时注意利用“碎片化”时间，比如候车候机
时、乘车乘机的路上、工作的间隙、与众人聊天时，经常
看电视时手头也拿一本书，抬头看电视，低头读书，两
不耽误。

上世纪 80 年代初，国家开设广播电视大学，我轻
松考入汉语言文学专业（业余班）学习，为自学注入了
力量，也种下了文学情结。在努力学习的同时，我坚持
处理好学习与工作的关系，两者互不打扰，做到相辅相
成，几年下来，效果日渐显现，知识持续增长，工作不断
进步。

从 1979 年到 1994 年的 15 年时间，我实现了从一
个普通车间工人到企业负责人的跨越式成长，超过了
我同时期所有的同事。那年我 37 岁，同学同事们耳
闻目睹这个过程，既感到意外却又觉得实至名归，熟
悉我的人大都认为，我工作的进步除了强烈的事业
心、进取心和责任感之外，读书学习是最关键的推动
力。

此后，我又相继参加了中央党校经济管理专业
（本科） 学习、省委党校政治管理专业 （研究生） 学
习。通过持续长时间的读书学习，我掌握的知识在不
断增长，实现了量的积累与质的提高，形成了比较合
理的学科知识结构，在某些学科领域有了自己独到的
见解。

就在两年前，我退出工作岗位，结束了长达 48 年
的职业生涯。与此同时，我开始考虑自己的退休生活，
反复对比之后，我选择了自己年轻时钟爱的“文学”，大
半生忙于工作和事业，心中却始终藏着一个不变的“文
学梦”，是到了该圆梦的时候了。我加入了作家协会，
依然坚持阅读文学经典，努力学习文学创作，我要用几
十年来养成的学习读书习惯以及积累下来的知识和阅
历，续写更有意义的人生。

是啊，一次高考的失利，带给我的不是意志消沉，
不是绝望透顶，反而让我知耻而后勇，能够更加清醒、
理性地认识自己、规划未来，让我有毅力、有勇气成就
后来这不一样的人生。

换窗远望怡人风光换窗远望怡人风光
付希平

这个夏季这个夏季，，被一些事物盈满被一些事物盈满

阳光阳光、、拥抱拥抱、、祝福祝福、、献花献花、、闪光灯闪光灯

还有还有4343个稚嫩的名字个稚嫩的名字

仿佛要生出羽翼仿佛要生出羽翼、、翕动翅膀翕动翅膀

伴随着舒缓的音乐伴随着舒缓的音乐

大屏幕上满是你们的身影大屏幕上满是你们的身影

你们的眉你们的眉、、眼和笑容眼和笑容

慢慢地慢慢地，，令我的双眼变得模糊令我的双眼变得模糊

在这个视线模糊的夏季里在这个视线模糊的夏季里

我不再过问世事沧桑我不再过问世事沧桑

只愿同你们一起只愿同你们一起

逆着时间生长逆着时间生长，，留下记忆留下记忆

葱茏着最美好的时光葱茏着最美好的时光

在这个绿意升腾的夏季在这个绿意升腾的夏季

我要祝愿每一个你我要祝愿每一个你

心怀感恩之心心怀感恩之心，，做好每一件事做好每一件事

我还要祝福可爱的你们我还要祝福可爱的你们

在未来在未来，，遇见那个更好的自己遇见那个更好的自己

在这个在这个夏季夏季
———写给—写给我的学我的学生生

孙艳玲孙艳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