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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

百 态

品味

时 光

诗 风

那年，成绩一向不错的我高考落
榜。我像突然坠入万丈深渊一样，特
别绝望。十年寒窗苦读，最后却一败
涂地，我不知道该如何走下去，觉得
自己前途茫然，未来无望。我尤其害
怕家里来人，更怕有人问起我的高考
分数。那段时间，我经常把自己关在
屋子里发呆。我感觉自己被世界抛弃
了，有种身处孤岛的荒凉感。

有一天早晨，上五年级的妹妹悄
悄对我说：“姐，你今天要收到礼物
喽！”妹妹性格特别活泼，她好像根本
察觉不出我落榜有多难过，整日都是
笑哈哈的。我看着她没心没肺的样
子，说：“去！哪有啥礼物！”妹妹凑
到我耳边说：“妈说了，人在难过的时
候需要家人的关爱。她让我和爸爸给
你准备礼物，为的是让你开心起来。”
我听了妹妹的话，心中有种说不出的

感觉。我还纳闷呢，不是啥特
殊的日子，谁送我礼物，原来

是 家 人 要 送 我 “ 落 榜 礼

物”。可是在那样的心境下，会把好意
曲解，我觉得这样不是在强化我落榜
的事吗，送我礼物我会更难过的。

我忍住眼泪说：“我才不要什么礼
物！”妹妹说：“我想买个铅笔盒，爸
妈都不给我买，他们却舍得给你买礼
物，你还不要！”在我看来，“落榜礼
物”里有对我的同情甚至施舍的色
彩，我不想接受。

我趴在桌子上一言不发，妹妹不
知所措。正在这时，父亲推门进来
了，他笑着对我说：“瞧，我给你买了
个小收音机！”那个年代，一台小收音
机几乎算是“家用电器”了。我没想
到一向节俭的父母居然如此慷慨，心
中忽然暖了一下。父亲说：“平时闷得
慌了，听听收音机。”妹妹抢着说：

“我姐最爱听收音机了，以前她总去小
燕家听。她还给我讲收音机上播的广
播剧呢，她听一遍就能记清楚！”父亲
说：“你姐脑瓜好使，记忆力当然好
了。”他们俩你一言我一语，说说笑

笑。我始终沉默着，但心里不那么沉
重了。

我的屋子里有了笑语声，压抑许
久的气氛缓和了。我扭开收音机的开
关，里面正在播放一首歌：“我的未来
不是梦，我认真地过每一分钟……”
正是我喜欢的歌。我冲父亲笑笑，算
是接受了他的“落榜礼物”。妹妹摇着
我的胳膊说：“姐，你终于笑了！”

这时，母亲来了。我故意冲母亲
“抱怨”：“妈，你们是不是都要送我
‘落榜礼物’？”母亲嗔道：“啥‘落榜
礼物’，我们送的是‘爱的礼物’！
瞧，我给你做了一条蓝裙子。明天你
穿上蓝裙子，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欢
欢喜喜出门，让别人看看，咱不会被
打败，啥时候都是乐呵呵的！”母亲的
话鼓起了我潜藏在心底的斗志：“对，
落榜了不怕，失败不气馁，才是真英
雄！”妹妹鼓起掌来：“姐，你是大英
雄！我也送你‘爱的礼物’，是我画的
一幅画，画的是向日葵，希望你像向

日葵一样，心情永远灿烂！”妹妹的蜡
笔画稚拙可爱，我收下了她送我的

“爱的礼物”。
那年家人送我的“落榜礼物”，帮我

走出了困境。那些爱意满满的礼物，让
我明白了，我没有被世界抛弃。这个世
界上，永远有爱我的家人。无论我遭遇
什么，他们都会不离不弃。我在困境
中，他们就会用加倍的爱来呵护我。

我带着家人的爱重返学校复读。
第二年，我终于考上了心仪的大学。

那年我收到的“落榜礼物”
□ 马 俊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商丘有一支闻名遐迩的军乐队。说
起这支乐队的来历，实属有些传奇。创始人宋玉强老师原在
开封师院读书，业余喜吹小号，平时无论走到哪里手里都拎
着一把小号，随时随地都能来上一曲。宋老师毕业后分配到
商丘市第一中学教俄语。他原籍新乡，初来商丘，人生地不
熟，课余间就默默鼓捣小号，一来二去小号竟也被他摆弄出
了一些名堂。马敬道、牛新庆、刘玉淦、曾凡星等几位同事
见他玩得如痴如醉，皆感到新鲜又好奇，遂纷纷要求加入，
闲时几个人就围在一起嘀嘀哒哒吹个不停。

后来，学校搞活动时他们也频频亮相展示，师生们瞅着
那些明晃晃弯弯绕的铜家伙还能一伸一缩地吹出音来，都感
到有趣而不可思议。他们的凑场提升了活动的乐趣，也增添
了现场的热闹气氛，收到了出其不意的效果，这自然也引起
了校工宣队的注意和重视，在校领导的支持鼓励下他们陆续
又添置了一些乐器。随后他们又吸纳了范海民、张秋林、王
成斌等几位热心且具有良好音乐基础的学生加入。至此，一
个“先天不足”的一中军乐队算是有了雏形。

上世纪七十年代，社会上、学校里掀起了一股学乐器爱
文艺的热潮，而一中军乐队也真正迎来了蓬勃发展的黄金鼎
盛期：在短短的时间里乐队队员就猛增到了四五十人。随着
乐队在社会上声名鹊起，各种庆典、演出、开业、游行等活
动的邀约也纷至沓来。一时间，一中军乐队成了社会各界竞
相邀请的香饽饽。尤其是在每年全市举行的盛大游行庆典活
动中，一中军乐队迈着矫健的步伐，奏着《歌唱祖国》走在
队伍的最前面，大放异彩、风光无限……引得市民纷纷驻足
沿街围观，很多小孩子都追随在乐队后面欢呼喝彩……尤其
是 1975年一中军乐队光荣地承担了解放军一军和二十军换
防的演奏重任，更是受到了军分区和市政府的双重表彰。

1977年以后，由于高考制度的恢复，大家把更多的时
间和精力慢慢地转移到了学习上来，乐队的活动日趋减少，
渐渐步入了由盛转衰的低潮期，最终悄悄淹没在“学而优则
仕”的大潮之中。

十多年来，纵观商丘一中军乐队由小到大、由弱到强、
再由盛转衰的发展衍变历程，可谓是有过创业时期的艰辛曲
折，也有过辉煌耀眼的高光经典时代。它承载了这座小城的
音乐荣耀和梦想，它绽放出商丘一代音乐人的情怀……他们
有的籍此踏入了更高一级的音乐殿堂，也有的甘做园丁为国
培育英才，而更多的人成为了小城的音乐使者，他们始终不
渝地坚守、践行着那份初衷——用无私的襟怀和赤诚在商丘
的土地上传承、奉献、播撒着人间大爱……

曾经的乐队
□ 丁一

一片神奇的土地
彩云见了都不忍离去
而那迷人的风景
更令人心旷神怡

空气中溢满草香
细风里捎带着鸟语
群山是万物的天堂
湖水喂养大千万条小鱼

农人在梯田里劳作
游客在山脚下小憩
一朵云彩飘过头顶
落下点点清凉的雨滴

脚下是酥软的泥土
头顶是醉心的碧绿
小溪叙说着动人的故事
树叶透漏着生命的神秘

忆云南
彭沐曦（11岁）

嗜，喜欢，特别爱好也；欲，想
要，希望也。嗜欲，人体感官上追
求享受要求也，是思想意识的表
现。嗜欲，也有程度的含意。

嗜欲，作为思想意识本身并
无好坏善恶之性，其作用对象的
不同，有着不同或相反的结果。
如嗜欲科学发明和嗜欲奢华是性
质完全不同的。

嗜欲，规定人性。人性，是
区别于植物动物的规定性。人性
具有三种属性，即，精神属性、
生物属性和社会属性。精神属性
是人的本质属性，或叫本能属
性，支配人的行动。这种本能又
有两种，生本能，死本能。生本能
指善良、关爱、容忍等；死本能指
自私、贪婪、邪恶等。本能有一个
内在力，这个内在力便是想要、喜
欢、希望、爱好，简言之，便是一种
嗜欲。内在力贯穿于本能生成发
展的全过程，规定指引着本能的
发展方向和速度。换句话说，没
有嗜欲，本能就难以发挥。

嗜欲，改变人性。人性的需
求是心理发展和改变的动力，不

是外界的刺激，这种需求主要体
现在种族的延续和生活的本能方
面，也是人认识自己和世界，以
及探索世界的本能，为生存而相
互依存的本能。三种本能得到满
足，便能产生积极健康的情绪。

满足是相对的，一时的，不断
变化的。在得到一定满足后，还
会产生新的欲望、渴求。此时，嗜
欲又转过来施加于本能，使人的
属性产生失调和心理障碍，造成
性格的扭曲、人性的偏离，或强化
原有的本能，发生量变或改变了
本能的性质。总之，嗜欲在不断
地改变着人性。

保持人性，就要树立正确的
嗜欲观，维持生本能。要知道，一
旦让不良嗜欲侵入大脑，人的心
智就会被名所累、利所困、欲所
伏，尤其是那些吃喝嫖赌抽、坑蒙
拐骗偷的不良嗜好，被嗜欲俘获
后便不能自拔自抑而涉入歧途，
或潦倒、或犯罪，终生不幸。故，
对于不良嗜欲，一定要禁忌，不越
雷池一步，才能平平安安一生。

把握好嗜欲之度，才不失于

人性。凡事则有度，不可过极过
甚，嗜欲也同理。嗜欲，人之性，
无可厚非，无论好的嗜欲还是坏
的嗜欲，都应把握好度。凡事适
度才好，超过度，必然走向事物的
反面，给人造成伤害。尤其是在
事业上，追求某一目标可以痴迷，
可以努力奋斗到极限，但要有劳
有逸，要懂得生命有限、事业无穷
的道理，只有有了健康的体魄，才
能为党和人民做更大贡献。从根
本上说，没了生命，人生也就失去
了意义，事业也失去了意义。只
有劳逸结合，让嗜欲保持在合理
区间，才是明智之举、科学之法。

嗜欲是人性的助推器和催化
剂。要时时注意嗜欲的死本能，
不可疏忽。不仅嗜欲深者天机
浅，重要的是它突破了生理心理
的正常值，出现智昏、偏执、贪婪、
嗔恚、愚痴之心，并使其更强烈激
奋，让死本能更充满邪恶，丧失人
性，逐渐走向毁灭的深渊。

树立正确的嗜欲观，防止其
左右人性向负面发展，是人生万
万不可忽视的生活之道。

嗜欲，左右人性
□ 牛治国

我的外公离开我们已经十
几年了。身材瘦小的外公做了
三十多年村干部，在老百姓中
还是很有威望的，就在他八九
十岁时，大家还亲切地称呼他

“王大队长”。
记忆里外公性格开朗，爱

开玩笑，人缘很好。但外公做
起事来可是一点不含糊。他为
了群众，真正做到了满腔热
忱，全心全意为他们服务。

听母亲讲，六十年前，外
公曾经因为村里一位老人而对
他的上级领导发火、拍桌子。
这位老人和外公家住在一个
村，姓夏，人称夏四爹。有
一年，七十多岁的夏四爹卧
病在床，将不久于人世。几
个儿子拉着老人的手伤心地
说：“您有什么要求尽管提，
您想吃什么就告诉我们吧。”
弥留之际的夏四爹有气无力地
说：“其他什么也不想，就想
喝几口米粥。”儿子们流下眼
泪，在那个粮食紧张的年代，
别说儿子家里，就是全村也找
不到一粒米。

几个儿子不想让老人带着
遗憾离开，就在晚上找到我外
公。外公听了夏四爹儿子的
诉求，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第二天，天还没有亮，外
公就步行去公社粮管所，说明
来意，没想到粮管所的领导连
连摆手：“这个不行！我们不
能为任何人破例。”

外公怎么恳求也无济于
事，只得跑到公社。领导再次
皱眉，觉得这是个难题。外公
不放弃最后的希望，继续争
取：“这是一个老人临终的请
求，无论如何请帮他解决一
点……”可是公社领导还是不
答应，外公怒了，泪在眼眶里
打转，他“腾”地站起来，拍
着桌子怒吼道：“你们就是这
样当干部的吗？以后你们再来
农村工作，头上顶一口锅来
吧，到谁家都没有一口水喝！
谁也不会瞅你们一眼！”

公社领导临时开会决定，
让粮管所批给夏四爹三斤米。

我的外公把那三斤米揣在
怀里，午饭都没有来得及吃就
到了夏四爹家里。夏四爹的儿
女感激涕零，已经睁不开眼睛
的夏四爹听到儿子的话后，握
着我外公的手，两行热泪滚落
下来。

我的外公，一名基层村干
部，一名普通老党员，用行动
诠释着他的责任和担当。

三斤米的故事
□ 王中霞

七月荷塘，不是用目
光来看的

而是需要
在轻轻靠拢时，合起

眼皮
于是一呼一吸间，会

有清香
进入肺腑时
在嗅觉的通道里，反

复滞留
阵阵蛙鸣，虽不能和

清香同入
但耳朵会帮助
开个后门，给出另一

条小道
莲，从不愿拿出自己

的心事
它的子，只会在遇到

牙齿后
才会交待实情

盛夏的雨

乌云已密布，隐隐地
担心荷塘

初放的荷花
能否经受住，倾盆式

的洗礼
比预想来的迅速，宽

大的荷叶
滑落的情节
从远山中取景，上演

尘世的朦胧
闪电和雷鸣，风雨的

间隙中
启动着心跳
搁浅的回忆，再次拍

出了涛声
盛夏的雨，其实是一

个急性子
喜欢当主角

七月荷塘
□ 王佳莹

文娟应聘到一个新公司上
班。公司部门有十多人，主管
是一个头发稀疏、圆脸小眼睛
的中年汉子。他言语不多，整
天板着一张黑锅底脸，像别人
欠他钱似的。同事们私下里叫
他“刘黑子”。

文娟刚离异，刘黑子的老
婆因病走了好多年，一直鳏
居。两人年龄相仿，刘黑子钟
情漂亮温柔的文娟。有好事者
撺掇文娟，跟刘黑子牵手。文
娟看着那张黑脸，皱紧眉头，
连连摇头：“那张黑脸，我才
不喜欢呢？”

这天，公司接了一宗大
单，同事们加班加点干活。中
午饭点，同事们张罗着点外
卖。文娟说：“我们都吃巧厨
娘菜馆的菜吧，大家报一下，
我顺便给大家点了。”同事们

应和：“文娟一起点了，过后
给你发红包。”

埋头在电脑前的刘黑子抬
起头，大声说：“还是自己点
自己的，不要一起点了。”大
家转头看刘黑子的那张黑脸，
都没吱声，拿出手机，各自下
单点了外卖。

半小时后，戴头盔穿蓝马
甲的小伙儿提着一个大筐，气
喘吁吁地走进来。他一边给同
事们发放外卖，一边感激地说：

“真是太感谢你们了，你们是好
人，你们的好我记着呢！”

小伙儿走了，刘黑子站起
身说：“我让大家各点各的，
是让外卖小伙儿多赚点钱，这
样的雪天送外卖不容易呀！”

同事们纷纷鼓掌，向刘黑
子竖起了大拇指。文娟看刘黑
子的那张黑脸，怦然心动。

点外卖
□ 蔡永平

（外一首）

远眺 王 冰 摄

母亲做菜越来越咸了。老年人味觉变得迟钝，只有靠浓
烈的味道刺激才能有感觉。我告诉母亲，吃盐多了不利健
康，尤其是对高血压和胃病患者，而父亲血压高，母亲有胃
病，应该吃得清淡些。

可母亲把我的话当成耳旁风，她把刚炒的一盘菜端上餐
桌，说：“要解谗，酸辣咸，没滋没味的菜咋吃！咱家炒菜
一直都咸，也没见吃出什么毛病。我的胃病跟吃盐多少没关
系！”母亲是个“顽固派”，我的话她听不进去。

我找来当医生的朋友，亲口告诉她，老年人吃饭要清淡
些。而且，我还在网上找了两个视频，里面谈到健康养生知
识，强调少吃盐对身体好。母亲也终于信服了。

母亲开始尝试“淡味生活”。开始的时候，父亲和母亲
都说饭菜没滋味，不好吃。我对他们说：“炒菜时放盐太
多，吃起来只有咸味，反而忽略了菜本身的味道。”我试着
做了一道素炒芹菜，只放了酱油，没放盐，因为酱油本身有
咸味。我对父亲和母亲说：“你们尝尝，这菜不咸，能吃出
芹菜又脆又香的味道来。”他们尝过后，说：“还真是呢！”

后来，母亲炒菜时逐渐减少盐的量。渐渐的，他们品味出
少放盐的妙处。母亲说：“把菜做淡一些，真的能吃出蔬菜的
清香味呢！”我笑着说：“淡味生活的妙处，你慢慢品吧！”

过了一段时间，母亲对我说：“现在吃饭清淡了，感觉
特别舒服。那天我听小区的大夫说，少吃盐对肾、胃、心都
有好处呢！怪不得你父亲的血压都正常了。”

母亲享受到“淡味生活”的好处，我们的餐桌上更讲究
荤素搭配、营养全面。这样的“淡味生活”，全家都喜欢。

那天，母亲做了几道可口的小菜，坐在餐桌前很感慨地
说：“不光是做菜讲究清淡，过日子也得讲究清淡，人们不
是总说平平淡淡才是真吗，我觉得真应该这样过。安安静静
地过平淡的日子，心里舒坦！”听了母亲的话，我笑了。不
知不觉间，母亲把“淡味生活”的意义升华了，看来她真是
彻底地爱上了淡味生活。

母亲的淡味生活
□ 王国梁

白日听蝉，暗夜观萤，乃是古
人最心仪的暑乐。那日早起，兴
致所至，我走到了一个荷花盛放
的池塘，便再也挪不动脚步。

“春风拂槛露华浓。”带着露
珠开得极浓艳之时的牡丹花让人
心醉，此时虽不是春风，但用来描
述清晨夏风中的荷花姿态也最恰
当不过。轻盈、灵动的粉色荷花
在硕大的绿色荷叶的衬托下亭亭
而立。花儿随着风微微摇动，有
着宝石般的流光溢彩。

露珠是有着奔跑欲望的水。
水是荷花的灵魂，露珠与荷最为

相配。“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
太阳升起来，阳光还不刺眼。她
轻吻着每一片花瓣、每一片荷叶。

很多人被这一池荷花惊艳，
停下来拍照的人越来越多。但

“静观天宇而不事喧嚷的荷”，似
佳人一般，静默绽放，只对天吐
香，不为所动。荷花自带生人勿
近的气质。它幽微的香气给人们
带来对时间和生命的察觉，而这
必须是清晨、晴日、露珠，缺一不
可。一边是盛大的开放，一边是
寂寞的人间。此时人的心灵如此
敏锐，在对荷的注视中，心一点点

沉下来。我被荷的声息、气味和
温度包裹住，感到满足又遗憾。

由花思及自身，身居繁城闹
市的我们，是否也能如荷一般不
受周围的“喧嚣”所影响呢？事实
上，生命本无须“伪装”，一切呈现
出自然状态的人、事、物，就足以
令人心生欢喜。李白曾吟“清水
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曹植也道

“览百卉之英茂，无斯华之独灵”，
皆因于此。

在这花锦一般的世界，但愿
我们也能如这水中之荷，经得起
世事繁华，也守得住一方寂寞。

晨光赏露荷
□ 王 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