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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炎夏日，生活在安康城市里的人们只要一
想起香溪洞沟垴上那一湖碧水，苦焦的心立即就
会清凉许多。

清晨， 刚从单位退休回家的老王还在睡梦
中，只听见手机“叮咚”一响，一看是热爱晨练的
退休老人微信群里发出的消息：“走，去香溪湖边
凉快呀！ ”老王沉沉的睡意立时清醒，酷热焦躁亦
烟消云散———一骨碌爬起床，穿衣，洗漱，吃完早
点，疾步出门去。

距离安康城南不足五里即是陕南著名的风
景名胜香溪洞风景区。 那是一片远望山峦叠翠、
郁郁苍苍，近观鸟语花香、溪流蜿蜒的好地方。那
里四季常青，终年葱绿，是成百上千的外地游客
观光旅游的旅游胜地， 更是安康城里人锻炼身
体、陶冶性情以及夏日避暑的好去处。

自南环干道往南穿过香溪隧道，再往南走进
“陕南花木市场”深处，一眼便能望见山脚林荫下
的健身步道。 步道蜿蜒曲折、时隐时现。 踏入步
道，人即刻隐身于绿树掩映之下，沉浸在草木芳
香之中。 沿步道向东蜿蜒徐行二三百米，由下穿
过十天高速桥隧，一条幽深溪谷突现眼前。 青山
环抱，古木参天，一泓溪水从幽谷深处静悄悄跻
身出来，清凌凌从你脚下流过，乐滋滋奔向远处，
带来阵阵通肺润腑的凉意，带给人无可名状的清
爽与欢喜。 这便是有名的香溪了。

提起“香溪”之名的由来，人们总会说是因为
这里蔓生着一种长藤团刺，春天里，团刺藤蔓上
开满黄白相间小花，异香弥漫山谷，令人陶醉，人
称“七里香”。“香溪”之名由此得来。实际上，这里

峡谷幽深，林木森森，一年四季都是花的海洋。春
天百花开，夏有栀子香，秋有紫薇荆条花，冬日梅
花扑鼻芳。这里常年溪流淙淙，四时芳香弥漫，任
何时候都是“香溪”。

香溪步道宽止二米，或水泥路面，或石板铺
就，随弯就曲，干净整洁。 拱桥横跨于碧波之上，
列石竖立在流水之中。人行溪谷，移步异景，或豁
然明朗，或狭窄幽深，或平坦贯通，或陡峭险峻。
两岸青山相对出，一湾碧水画中流。 这里也是年
轻人喜爱的地方。溪边芦苇，溪上石桥，有小姑娘
举手机作势自拍。苍翠溪谷，古老石桥，粉白色的
芦苇，粉红色的少女，引得行人啧啧赞叹，有青年
男子竟不自觉吟唱起《诗经》里的诗句 ：蒹葭萋
萋，白露未晞，所谓伊人，在水之湄……

溪谷平坦处，孩子欢乐园。暑假里，孩子们也
爱来香溪戏水乘凉。女孩子们在岸边草丛中追逐
蝴蝶，男孩子们则脱光衣服在浅水里嬉闹。 粉红
色的小脸蛋跑着跳着笑着，光屁股们你挠我一下
痒痒，我浇你一身水花。银铃般的笑声溢满山谷，
沁心脾的清凉泼洒得到处都是。 大人也不管，或
脱掉鞋袜，挽起裤脚，坐在溪边石头上，一边将光
脚泡进水里纳凉， 一边欣赏孩子们在水里撒欢；
或干脆加入近旁小公园里的自乐班，随着二胡笛
子的节奏，“咿咿呀呀”地唱起陕南民歌……

溪谷狭窄水急处 ，总有一些 “好事者 ”站立
在水里“围堰捕鱼”。 他们或搬石头垒砌坎子 ，
或挖淤泥堵塞缝隙，分工协作，乐此不疲。 “堰”
很快围成 ，有拿树枝敲击水面赶鱼的 ，有执笊
篱捞鱼的 ，树枝慢悠悠地一下一下敲着 ，笊篱

稳当当地一把一把捞着 。 半天工夫过去 ，竟一
无所获 ，但 “捕鱼者 ”们好像并不在意 ，神色自
若如初 ， 节奏不乱分毫———在这清凉溪谷间 ，
他们捕的或许不是鱼 ，而是一份闲情 ，一份逸
趣，一种自得，一种享受……

有石梯步道可攀援登顶一面大坝之上，一湖
碧水赫然眼前。 两侧崖高入云端，香溪湖深卧幽
谷。 危崖苍翠欲滴，参天大树生长其中；碧水蓝天
倒映，双飞白鹭翩翩其上。 亭台楼阁偶现于山崖
之上，近水步道或隐于林荫之中。 “绿树阴浓夏日
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青山碧水浑然一体，湖光
山色交相辉映。

走进湖边步道，阵阵凉意愈加袭人。 知了在
树丛里， 林深处 ， 山头上 ， 先是拉一声长调 ：
“热———” 接着又是一迭声：“要死要死要死，”最
后又是更长的长调：“咿咿咿———” 碧水蓝天，蝉
鸣声声，香溪湖反而更加幽深静谧。

香溪湖成为景观还是近两年的事。 老王清楚
记得，过去的香溪湖淤泥严重，污水蓄积，气味难
闻。 步道未修时，香溪谷底还是砂石小径，路边枯
藤倒挂，两旁杂草丛生，时有蛇虫出没其间，行人
根本不敢大方通行。 现在好了，步道通畅，健身休
闲两相宜。 香溪湖大坝经过除险加固，坝堤溢流
段采用上、下埋石砼重力结构，以形成水垫，消杀
水能———香溪湖终于成为一处集灌溉、 供水、旅
游为一体的综合性工程。 安康人幸福生活的蓝图
越描越逼真，越绘越美好。

夜晚， 香溪湖悄悄潜入安康城里人的梦中，
那是一夜蓝莹莹的凉啊。

母亲好，最忆是在夏夜明亮的星空下，她为
我们指认北斗七星和启明星的位置； 在月下，她
给我们讲牛郎织女凄美的爱情故事，在我们幼小
的心灵里种下了遐想的种子。

母亲忆， 最忆的是她给我们讲的励志故事，
她说甘罗从小志向远大，12 岁就当了丞相；她说
解缙自幼好学，出落得十分聪慧，小时候曾被父
亲架在肩上，被人讥为将父作马骑，他立刻机敏
地答道，“父望子成龙”。她讲这些，让我通晓了有
志不在年高的道理。

母亲忆， 最忆是她亲手为我制作的煤油灯，
在灯下，我通读过《东周列国志》和《钢铁是怎样
炼成的》等名著，从此养成了阅读的习惯。

回忆母亲，最忆的是她用手磨磨豆腐，用针
线做盘扣， 用铁勺炸油饺……我父亲去世得早，

是母亲起早贪黑地劳作， 靠手艺养活了一家人，
让我们在艰难的岁月里免受了饥馑。

母亲忆，最忆是她乐善好施的心肠，我亲眼
见她为饿倒在街上的行人端饭喂水，救活了几个
乡下的饥民。

母亲忆，最忆是她的节俭，我们衣裳破了，她
就在灯下缝缝补补，让我们穿戴得干净体面。 为
了节约用度，汉江发大水时她总是不顾安危蹴在
江边打捞浪渣背回家当柴火，从而省下几个买薪
炭的钱。

母亲忆，最忆的是她做的饭菜的味道。 我喜
欢吃炒米饭，成人后每次回家，她常为我炒一碗
蛋炒饭，再沏一缸酽茶。我吃得很香，这种味道在
她百年之后我怎么也忘不掉。

母亲忆，最忆是她对子女的无限眷恋，在她

93 岁高龄的弥留之际， 维持她生命的点滴再也
流不进她的血管，是她亲手拔掉了输液维持生命
的针头，然后静静地等候，等我们五个姐弟到齐
了，她才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母亲忆，最忆是她坟头的那缕青烟，每当我
们为她焚烧纸钱，无论我们跪在哪个方向，纸钱
燃烧的烟尘总在我们的脸上身旁缭绕。 我们相
信，这是母亲在抚摸我们，让我们健康地成长。

母亲忆，最忆的是在梦中见到她时慈祥的模
样。 上前年我魂不守舍，天天梦见故去的熟人同
我攀谈，但几次梦见母亲，她脸上都没有任何表
情，更没有一句话。 也许啊，这是她故意冷落我，
不想让我过早地到那边去见到她。

母亲忆，我都潸然泪下，多希望以后到那边
能再见到她，承欢膝下，一声声地呼喊：“妈妈”！

与石梯结缘， 一段时间几乎每周要从安康石梯大桥经过，
放眼望去，天高云淡，远山苍灰，江水黛碧，被桥下波澜壮阔的
江水所震撼，为汉江古渡航运时的过往而感慨。 汉江石梯古渡
一个富有诗意和美感的称谓，富集优美的江水景观，深厚的航
运历史文化和多彩的人文风情。 如潮的思绪，飞到了昔日石梯
古渡的烟尘岁月里。

石梯镇位于汉滨区东部，据《兴安州志》载：石梯渡，在州东
三十里江滨，石岩连亘，渡处凿为磴如梯。 其中，古八景之一“石
梯远渡”，为石梯铺过渡处，俨似图画，是连接汉江南北两岸的
重要渡江码头。 石梯北岸是龙王山，它巍峨挺拔、云雾缭绕，诸
山簇簇如画。 下行至早阳镇北上，是通往昔日长安之旧子午道。
南岸通往汉江边天然的悬崖峭壁上， 凿连山石坎数以百计，顺
势向下延伸。 自石梯奋力攀登至崖顶坪塘后，可见青石凿就的
阶梯状小径，由河岸边扶摇直上通向四方，石梯之称由此而来，
并延续至今。

汉江不仅繁衍着生命，也孕育着人类文化，石梯渡口，水润
万物，两岸青山苍翠，树木蓊郁，因百米外江心的“大骨石”和
“小骨石” 抵挡并分流了上游奔涌而来的急流， 方使得水势平
坦，清澈见底，水里的鱼儿成群结队，四处游弋觅食。 汉江野生
鱼早已成为当地的一道美味珍馐。 已故著名作家京夫撰写轰动
文坛的长篇小说《八里情仇》，里面的故事情节就来自于石梯镇
八里村。 其中丰厚的文化底蕴，孕育出《石梯古渡》《汉江春晓》
《汉江百米长卷》等系列国画作品驰名省内外，石梯古渡和汉江
风韵成为书画家原生态的写生基地之一。

“石梯远渡”亦有“石梯晚渡”一说。 源于“层台如级，夕阳晚
照，景色宜人”。 水南巴岭樵夫下山放歌，水北秦山牧童归来弄
笛。 家庭主妇吆喝回屋吃饭，崖上田间地头农人回应。 摆渡小木
船的咿咿呀呀，峡谷回荡的拉船纤夫们高亢、浑厚、富有力度的
号子……这些从贫困生存状态中产生的艺术，以及在生命极限
的考验中迸发出来的乐章，有动有静，有声有色，有情有景，情
景交融， 彰显出汉江独特的风韵和富有生活哲理的渡口文化。
清人兴安州判石潇《过石梯铺》：“小阁临江岸，悬崖崁碧空。 梯
从石上见，云向壁间封。 古木苍苍日，扁舟渺渺风。 但能粗食足，
老此画图中。 ”好一处林茂、水秀、人寿、年丰的田园牧歌风情！

汉江作为黄金航道时，石梯这里既是渡口又是一个重要的商旅码头，亦是当地经济和文
化中心。 位于南岸的镇政府因“石梯铺”而得名，当地小地名又有“十六铺”之说，传为明清时期
沿着汉江边开有十六家店铺。 集镇虽不大，百余户人家，以唐姓为主。 码头边上修建有唐家祠
堂和戏楼，昔日陆路交通不发达时，汉江航运一派繁荣，南来北往形形色色的人都会在这里歇
脚打尖，在繁忙的航道上随处可见一串串一队队驾船人、拉纤人和摆渡人。 汉江沿岸城镇的物
资都需要经过汉江外运，汉江流域盛产各类山货和土特产，大量商贾汇聚汉江中上游，将当地
的桐油、土酒、药材、生漆、木材、茶叶、木耳、龙须草、粮食等山货和特产运往下游的汉口销往
全国。 一艘艘大船从汉口将丝绸、布匹、瓷器、食盐、白糖、煤油、火柴等物品沿汉江运回来。 每
逢夜幕降临，码头上灯笼闪烁，人头攒动，极富地方特色的小曲花鼓子、八岔等，让赶船人进入
了甜美的梦想，并把石梯人的诚信、善良、吃苦耐劳，传播到很远的地方。

汉江在石梯境内约 30 余公里，素有“清江一曲抱村流”的美誉。 汉江蜿蜒，江阔水缓，红树
绿萍，鸟语花香；两岸青山，巍峨绵绵，渡口风景如画，怪石嶙峋，美不胜收。 渡口码头附近几处
神形兼似的奇石，更是为石梯码头增添了几分秀色和生机。 江边奇形怪状的石头被当地人取
了很形象的名字，“大骨石、小骨石”，码头边上的急流险滩被叫作“黄寨窝”，船只由此经过经
常会遇险。 驾船人便集资在码头边上修了个龙王庙，正对“黄寨窝”，寓意祈福保平安。 龙王庙
矗立在码头边上的岩石上，举目远眺美景尽收眼底，成为汉江水域中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汉江航运兴盛时期，石梯镇境内是汉江商船往来重要停泊码头，石梯渡口从古至今是沟
通安康市东部汉江两岸南北交通要津，地势险要，景色秀丽。 历朝历代，亦在此设有官船运货
载客。 石梯沿江共有寇家河渡口、石梯渡口、青套渡口等 12 个渡口，其中石梯渡口和青套渡口
最为热闹繁忙。 世代居住在渡口两岸的乡民，质朴善良，上船下船时，尊老爱幼，礼让为先，渡
船穿梭，载百代过客南来北往，始终相安无事。

石梯渡口每天晨起舟楫，百舸争流，暮听渔歌鸥归水际，一幅汉江胜览图映眼帘。 古代先
人凿出的石梯坎几千年来从未有人数清过，石梯成为美丽的传说延续至今。 古渡拥有丰富文
化底蕴和古迹遗存，依然彰显着独特的魅力。 随着石梯汉江大桥的通行，彻底结束了石梯片区
汉江两岸人民祖祖辈辈隔江渡水、出行不便的历史。 古渡悠悠依汉江，炊烟袅袅绕石梯，青山
依旧，美景长存，石梯渡口成为一道靓丽的航运风景线。 古渡口和渡船一起将逐渐消失在大众
的视野，凝固成一段遥远而值得回味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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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热爱 奔赴山海
□ 刘松

往事 并不如烟

世相 漫笔

母 爱 忆
□ 张正生

老来还须再认字
□ 陈四长

我家孙子读小学三年级，一日，我检查他的
功课，他反过来拿“虚与委蛇”四字考我：“爷爷，
这句成语怎么读？ ”我说：“虚与委 shé 呀！ ”孙子
摇摇头说：“不对，应该读虚与委 yí。 ”“怎么能读
成 yí 呢？ 这不就是个蛇字吗。 ”我仍然自以为是，
不认为错。孙子说：“蛇字是个多音字，写动物时，
读 shé，在这句成语里读 yí。 ”我一查，还真是读
yí。

虚与委蛇这句成语的意思我懂，在文章中也
正确使用过，为什么会一直读错呢？ 看来还是对
这句成语的意思似懂非懂，没有全懂。 我因此查
了一下《辞海》，在“虚与委蛇”一项，委蛇释为：委
蛇，随顺之貌也。意思是指对人假意殷勤，敷衍应
付。 弄清了这一层，就不至于茫然地按“蛇”音去
读了。

将常见的成语读错 ， 问题往往出在想当

然。 就说虚与委蛇，成语里带“蛇”字的词条不
少 ，如虎头蛇尾 、打草惊蛇 、草蛇灰线等等 ，在
这几条成语里“蛇”都读 shé，以此类推 ，认为虚
与委蛇的蛇字也读 shé 音， 于是想当然地掉进
“泥坑”。

想当然是一种习惯性思维，使人以既有的经
验判断事物。 一位老同志，曾谈到他的一次当众
出丑，在机关朗诵会上将自怨自艾（yì）读作自怨
自艾（ài），也是犯了经验主义的想当然。 他说，期
期艾艾、方兴未艾这些成语，里边的“艾”都读 ài，
总认为自怨自艾的“艾”也应该是这个读音，结果
读错了。

怎样解决读音错误的问题，新近从朋友圈读
到一篇阅读词典的文章，很受启发。作者认为，学
习语言文字，准确掌握字词读音，弄通词义，最好
的路径是阅读词典，关键是要有选择的精读。 这

样可以夯实语言文字学习的基础，并可以随时发
现和纠正长期形成的读错。

师无大小。 孙子很羡慕他们班的一个吴姓
同学 ，说这位同学年龄与他相当 ，已有选择地
精读了《现代汉语词典》，其掌握的词汇量不输
语文老师。 那个虚与委蛇的读音 ，就是这位同
学告诉他的。 孙子的话令我震动。 与许多人一
样，阅读中碰到生涩的字词，不懂的成语 ，会及
时翻查词典 。 而对常见的字词成语这些熟面
孔，自以为熟悉，能够运用，不太关注它们的读
音。 久而久之，沉积为习惯性错误。 我想，网络
上批评的某些大学校长读错字词的问题 ，怕也
是这种情况 。 因此 ，精读词典 ，对大多数人来
说，都是一个需要弥补的功课。

应了那句老话：“活到老， 学到老”。 即使认
字，老来还须再学习。

土语 乡音

吃饭穿衣量家当，收拾打扮看身上。
量入为出，精打细算，日子才过得长远。

身材不好，弓腰驼背，歪瓜裂枣，再时尚的衣
裳穿在身上也不怎么样，别人还会笑话丑人
多作怪。

吃核桃有干干，吃大蒜有瓣瓣。
所有物种都有独立品性， 要吃透内情，

摸清规律，才能有的放矢。 切勿不懂装懂，盲
目蛮干。

香不过腊肉，亲不过母舅。
肚子里没油水，见肉就觉得香 ，烟火气

慢慢熏出来的腊肉更香。 农村有“娘亲舅大”
一说，称舅为母舅很有道理，母亲的兄弟为
舅，多亲的亲人。

屋里有个叨叨虫，一年四季不受穷。
叨叨虫指家中嘴爱唠叨的老年人，少钱

用不少话说，数落些他们那一代陈芝麻烂谷
子的所谓经验教训， 让后辈儿孙少走弯路。
现在看来，愿望是好的，效果不一定明显。

养儿烧干柴，养女穿花鞋。
养儿有养儿的好处 ， 养女有养女的好

处。 过去靠体力劳动，家中做饭的老人看中
的是实惠，儿子能砍一大捆干柴回来，烧火
做饭方便。 女儿茶饭好，浆洗补裢、挑花绣朵
针线活精通，自然有绣花鞋子穿。

麻绳穿草鞋，一代传一代。
麻草鞋是草鞋中的极品， 穿和传谐音，

传承沿袭之意。 老人常用来训诫晚辈要崇家
风、讲孝道、重祖传。

嫁出去的女，泼出去的水 ，说出去的话
收不回嘴。

层层递进，重点在最后。 这三件只要成
了事实，没有哪一件能收回来。 说话算数，言
而有信，是做人的起码要求。

走路不怕慢，就怕路上站。
一直往前走，哪怕慢一点，只要不停歇，

也会按时到达目的地，甚至比爱在路上玩耍
走走停停得还快。

起得三早当一工，免得求人落下风。
小时候早上不愿起来 ，想睡晏 （àn）床 ，

老人就这样吵，因为他已经干了一伙烟（约
两小时）活了。 如果每天早起两小时，就不愁
地里的活干不完。 庄稼长得壮，收成就好，青
黄不接时吃粮就不用去借。 落下风，即不如
人、赶人家差。

不钻刺朳，不招刺挂。
不去惹事，事就不会找上门来。 这里指

惹是非，若用在廉政上，就是不收受贿赂，拿
人家的好处。 刺朳， 长满荆棘的小灌木林。
挂，这里当拉扯、勾住讲。 也有说“不钻刺架，
不惹刺挂”的。

变了泥鳅就莫怕泥巴糊眼睛。

出身乡下，加之没好好读书，就得认命，
有怨言、怕也没得用。 既然当了农二哥，活该
种田盘庄稼，与泥巴打一辈子交道，就得比别
人辛苦，天天起早贪黑出力流汗水。

不是黄泥不烂路，不是草籽不沾身。
比喻句，有深意，本身过硬有教养，歪门

邪道的事就沾不上边。黄泥路下雨天很难走，
泥巴沾在脚上寸步难行。草籽多长有细钩，一
挨上就难弄掉。

宁种阳坡一寸土，不种阴坡半尺泥。
这是一句农谚。种地阳坡比阴坡好，阳光

充足，成熟早。
九牛爬坡，个个出力。
九为大数，众多的意思。只要大家有集体

意识，心往一处想，拧成一股绳，都攒劲，不惜
力，就没有上不去的坡、翻不过的坎。

梦是心里想，打喷嚏是鼻子痒。
一般来说 ， 白天想了啥 ， 晚上做梦就

会梦到啥 ，正所谓日有所思 ，夜有所梦 。 如
果梦到不好的事 ，就会自我安慰 ：不要在
意 ，梦是反的 ！ 后一句是生理现象 ，虽然没
多少意义 ，起到调节气氛作用 ，显得生动
有趣 。

长草短草，一把挽到。
乱七八糟的事情搅和在一起， 并且纷繁

复杂，一时理不清头绪，得有一位德高望重、
敢于担当的人站出来， 自然而然流露出这句
话。意思是，一头牛是放，两头牛也是放，干脆
都归结在一起，一句话关总，一次都解决了，
以后再别提起！

久走夜路总要遇到鬼。
做一次贼也许不被发现，做多了，保不准

哪天被捉住。一个人只要老干坏事，或者贪污
腐化不收手，总有一天会出事。

站着说话不腰痛。
腰痛的人往往直不起身子。 不挑担子不

知重，因为是旁观者，说漂亮话、风凉话轻松
自如。 这话的言外之意是：不行你来试试？

伤劳气臌嗝，吃得做不得。
前一句指五种小疾病，表面上看不出来，

可以装，打些马虎眼。整句话是作践人好吃懒
做。

砍竹子，遇节疤。
平时不想做，一做事就遇到难啃的骨头。

竹节处是最硬的，单不遇巧，正要举刀就碰上
硬茬儿。

黄泥巴打灶，各喊各叫。
黄泥巴打出来的灶，用途一致，样式各不

相同。 几个人在一起扯辈分，从某某人算，应
该叫叔，从另外的人算，可以叫哥，扯不展了，
就用这句话解围。

（之六）

前不久，电视剧《我的阿勒泰》在央视热播，
该剧不仅展现了新疆阿勒泰地区令人心旷神怡
的大美风景， 而且在快节奏生活的时代背景下，
为人们的心灵搭建了一方宁静的避风港。看完这
部剧，脑海中久久浮现的是“保持热爱 ，奔赴山
海”这句充满诗意和力量的话语。热爱可抵万难，
让人坚持，克服挫折，迎来曙光。

脚步到不了的地方，思想可以；眼睛看不到
的远方，热爱可以。 电视剧《我的阿勒泰》中李文
秀的原型是著名作家李娟。她的经历比剧情更治
愈更励志。出身贫寒，高中没读满，没有经过专业
写作训练，却在写作路上，几十年如一日无惧风
雨，执着深耕，结出累累硕果，火爆“出圈”。 是什
么给了她无穷力量？ 从她的经历中不难找到答
案，是发自心底的热爱。李娟说，一旦找到写作这
个表达方式，就如获至宝，“我太需要它了。 ”有人
问她，是否曾想过放弃写作？ “怎么可能？ 写作可
是我在茫茫大海中唯一的救生筏子了，我不可能
放弃它。 ”对李娟来说，写作就像吃饭喝水一样，
已成为她生活的必需。这份热爱早已深入骨子里
了。

热爱激发斗志。 很多人可能有这样的经历，
小时候，常会被人问起：“你长大了想干什么呢？ ”

答案五花八门。有的想做教师，有的想当医生，有
的想成为警察。还有的压根就不知道以后想做什
么。要干什么，其实就是志向和目标。之所以对明
天没有方向，对未来茫然无知，一个重要原因就
是还没找到自己喜欢干、热爱做的事情。 热爱激
发斗志，点燃激情。一个人一旦对某项工作、某个
领域有了兴趣和热爱，就会像山间流水、林中猛
狼一样 ,紧盯目标，无惧无畏，执着前行，不达目
的不罢休。 李娟从小热爱阅读写作，八九岁时就
渴望成为作家。 因为热爱，她无论身处多么恶劣
的环境，经历多么难熬的痛苦，遭受多少次冷眼
和退稿，仍不改其心，不移其志，终获成功。

热爱催生力量。热爱不仅能帮人们确立奋斗
目标，找到前行方向，更能催人奋进，给人生生不
息的行动力量。有了这种力量，做事时，便会心无
旁骛，全情投入，忘记时间空间，不计名利得失，
直面困难挑战。 甘肃平凉农民工朱彦军，热爱诗
词，在 30 多年打工生涯中，除了吃饭 、睡觉 、干
活，其余时间，都要与诗为伴。务工的日子劳累而
枯燥，但他总是能从喜爱的诗词中获取力量。 “世
上无难事， 只要肯登攀” 是他战胜困难的法宝；
“粗缯大布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是他坚定前
行的动力……朱彦军曾坦言：“只要我读诗，啥烦

恼就都忘了！ ”凭着对诗词的满腔热爱和勤学不
辍，他亮相中国诗词大会舞台便一鸣惊人，夺得
《2023 中国诗词大会》总决赛亚军。

热爱成就梦想 。 热爱可以激发热情 、毅力
和创造力。 唯有发自内心地热爱一个行业 、某
项事业 ，才会全力以赴 ，忘我付出 ，愈挫愈勇 ，
不断精进 ，最终做出业绩 ，成就梦想 。 今年 70
岁的 “奶奶画家 ”常娟娟 ，从小热爱画画 ，上班
时忙于工作，没能专门学画。 退休后，尽管身患
癌症， 为实现办个人画展的梦想，48 岁的她报
名老年大学，从头开始学习国画。 从一棵树、一
块石头开始临摹。 外出写生，经常是带几个馍，
在山上画到天黑才回 。 热爱可抵岁月漫长 ，念
念不忘必有回响 。 经过 21 年长久而艰辛的付
出，她终于在 69 岁这年 ，在陕西省图书馆成功
举办了 “抱朴守拙———常娟娟中国画作品展 ”，
用画笔挥洒出了人生华彩。

保持热爱，奔赴山海。 人生之旅，布满阳光，
也充满荆棘。心有所爱，方能行远。专注于兴趣特
长，找到热爱的领域，不为外界所扰，不为挫折所
困，心至、情入、力到，不断打磨本领，探寻规律，
掌握方法，慎终如始，永不言败，梦想终将照进现
实。

巴山乡谚拾零
黄开林 搜集整理

乡土 风情

人在 旅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