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馨香一瓣

霜天清寒，北雁结队南翔，雁

鸣声里，清碧如洗的天空便出现了

久违的雁阵。那排黑色的诗行灵

动了整个乡村，给人留下凄美的怀

想，慰藉着我们沧桑而苦难的内

心。

卤汀河岸边，洁白的芦花，唢

呐一般，吹奏凄婉动听的歌谣。那

时，我们奔走在长满蒿草的圩堤

上，吹芦笛，掷瓦片，竖蜻蜓。一群

大雁飞过，我们踮着脚，张开双臂，

吟出动听的童谣：“雁鹅来，雁鹅

来，雁鹅雁鹅说我乖……”

大雁翩然而行，不时发出“嘎、

嘎”的叫声。一会儿呈“人”字形，

撑开的双臂，翩翩舞动，如青衣花

旦挥起的水袖；一会儿又呈“一”字

形，像一条长长的扁担；一会儿又

呈“之”字形，如田野里的蚰蜒小

路。等到雁阵在我们的惊呼声中

消失在天边，我们才踏着苍茫的暮

色怅然若失地回家。

大雁扑闪着双翅掠过雨花石

般清清纯纯的天空，点点倩影投映

在清澈睿智的河水里，形成怪诞的

象形文字。它们是纯粹的原野之

鸟，生长在农民的精神里。在田间

劳作的农人忽闻雁唳长空，忙挺腰

拄锄凝望。那高亢嘹亮的鸣和之

声汇成激越的浑天清响，久久回荡

于旷野。雁鸣声散溢在田野的赭

褐里，有了锋利的滑音，有了叶汁

的水润，有了一种激情四溢的高

扬，有一种天长地久的渺远与旷

达。

有时，它们隐入深密的苇丛。

芦花犹如高雅素洁的淑女，欲语还

休，飞扬中透着灵性，柔顺中隐含

着傲骨，让人心生愉悦。孤寒凄清

的月光里，那芦花如雪的苇丛因栖

息大雁而变得美丽诱人，如一袭妙

不可言的梦。阳光里，它们更像是

一些空灵的幻影，来去无踪，又如

饮风吸露、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子，

飘忽不定。

乡村霜月夜，邈远而空阔。霜

染的月光清如溪水，静似画布。晕

黄的月光柔软地铺洒大地，青霜平

添一份柔和，寂寥而悱恻。大雁自

在飞舞，撒下一路盎然的意趣。有

时我们会看到靛蓝霜空中一只孤

雁。霜月素白，如芦花轻飏，它正

孤独地飞行霜天之下，急急地向前

追赶，叫声凄厉，令人心惊而鼻

酸。断鸿的叫声，充满孤独和绝

望。令人体味到乡村所有的清贫

和苦难，所有的痛苦和忧伤。

生活在明清丽质、炊烟牧歌的

乡村，雁鸣和雁阵确乎是很难听到

和见到，是它们躲避着我们，还是

我们疏远了它们？

大雁距离我们生存的家园已

经越来越远，我们很难觅见她们轻

盈俏丽的身影，很难聆听她们圆润

娴熟的鸣唱。昔日伙伴，也像大雁

一样离村庄和家园越来越远，走进

浮躁而喧嚣的都市。聪慧灵秀的

村姑们都出嫁了，蝴蝶一样，向着

村外的姹紫嫣红飞去，留一片澄澈

的蓝天，横亘在乡村的场院里，以

及乡亲们倚门倚闾的心坎里。

雁阵惊寒。陌上敷青霜，我被

浓浓的霜天孤寂和清冷包裹着，盛

开成一朵洁白的睡莲，透着芬芳和

禅意。一有闲暇，我便徜徉在故乡

的田塍陌头，怀着一种宗教般的情

绪，撷拾遗落在乡野深处的善良和

悲悯。

霜月天，闲静时光，我总喜欢

仰望高远纯净的天空。我总盼望

大雁能音符般地飞进我宁静的双

眸，飞越我纯净的心灵。并以一种

圣洁灵动的姿态与我相亲相爱，与

我共度云淡风轻的简约时光。

雁鸣惊霜天
□宫凤华

这是一段鲜为人知的史料,杨

靖宇将军——这位身经百战、令日

本侵略者闻风丧胆的民族英雄，在

他壮烈殉国之时，随身携带的物品

之中有一支口琴！

翻开《东北抗日联军史》，人

们可以看到：1940 年 2 月 16 日，杨

靖宇将军的两名警卫员朱文范、

聂东华在濛江县（今靖宇县）大东

沟附近的激战中牺牲。7 天后，也

就是 2 月 23 日，只身一人、已数日

粒米未进的杨靖宇将军在三道崴

子壮烈殉国。将军的遗物中有一

支老旧的口琴，这支口琴没有那

支曾经迸射杀敌火焰的驳壳枪炫

人眼目，与将军剩下的数百发子

弹相比亦不显眼。但是，这支口

琴却让人们的心中涌起了万千感

慨。

铁蹄践踏处，狼烟烽火起。回

眸这段历史，我们的耳畔仿佛回荡

起瑟瑟的口琴声。这口琴声伴着

东北抗联将士的杀敌怒吼，从遥远

的历史记忆中飘来，那是视死如归

的情怀，那是同仇敌忾的绝响……

80年前的2月23日，抗日民族

英雄杨靖宇将军那伟岸的身躯倒

下了。朔风呼啸，青松顿首，树枝

上的白雪纷纷落下，覆盖在将军伟

岸的身躯上。当天下午，日本侵略

者将杨靖宇将军的遗体用牛爬犁

拉回了濛江县城，从杨靖宇身上搜

出的遗物分类摆放，与先期牺牲的

朱文范、聂东华的遗物一并拍下了

照片。从照片里，人们看到将军的

遗物中，就有一支口琴，装在一个

子弹盒里。

哪里有捍卫正义的军队，哪里

就有激励将士不断前行的音乐和

弦。杨靖宇从河南省确山县来到

了东北，在他的行囊中就装入了这

支口琴。在长白山下，他把各种武

装力量集结起来；在林海雪原，他

和抗联将士爬冰卧雪、浴血奋战。

每当战斗间隙，每逢密营休整，杨

靖宇便会手握口琴，吹出一首首他

喜欢的曲子……

杨靖宇将军——一位有血有

肉、有丰富的情感世界和崇高爱国

情操的民族英雄，既有武略，又怀

文韬。在濛江县城，当东北抗日联

军第一路军的大旗高高擎起，当将

士们发出冲锋杀敌的怒吼，杨靖宇

将军挥笔写下了一首首不朽的诗

篇。其中，那首著名的《东北抗日

联军第一路军军歌》至今传唱：

我们是东北抗日联合军，

创造出联合军的第一路军。

乒乓的冲锋陷阵缴械声，

那就是革命胜利的铁证……

当年，杨靖宇将军在密营里将

歌词写就之后，第一路军总指挥部

参谋韩仁和手捧歌词心潮澎湃，激

昂的旋律跃然笔下，很快就为之谱

就了节奏明快、铿锵有力的曲谱。

于是，这首军歌在队伍里迅速传唱

开来，抗联将士们非常喜欢这首军

歌。在密营深处、在行军的征途、

在杀敌冲锋的战场，东北抗联的将

士引吭高歌，军心振奋。多少次，

杨靖宇将军吹响了那支心爱的口

琴，和战友们唱响着这首军歌；多

少次，随着口琴声悠然响起，他思

念着远方的亲人。

琴声、歌声鼓舞着战士们的斗

志，激励着他们勇往直前。1936年

7 月，东北抗联一师西征部队取得

了两次战斗的胜利，杨靖宇再度挥

笔，写下了《西征胜利歌》，记录了

战斗经过，歌颂了英勇的抗联战

士。

北风呼啸、大雪纷飞。1937年

的春节就要到了，杨靖宇将军带领

抗联一路军来到濛江县（靖宇县）

白江河密营，准备在这里休整部

队、迎接新春。白江河附近的“木

把”（伐木工人）们得知抗联将士要

在这里过年很高兴，纷纷为战士们

送来年货。那几天，杨靖宇手不离

口琴，亲自和战士们排练了几个小

节目，准备和“木把”们搞个春节联

欢会。腊月三十，抗联一路军的春

节联欢会在除夕之夜开始了。抗

联战士和“木把”们集聚在一个木

房子里，杨靖宇将军首先讲了话，

随后在口琴的伴奏下，战士们高唱

《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军歌》。

杨靖宇将军的怀表指针指向午夜

12点，1937年到来了。杨靖宇将军

亲手为“木把”们和战士们分发缴

获的糖果和烟卷，连声向大家拜

年。就这样，杨靖宇将军带领抗联

将士与“木把”们度过了一个难忘

的春节。

东北抗联抗击着侵略者扩张

的脚步，敌军对抗联发起了残酷的

围剿。此时，杨靖宇将军带领的队

伍面临着巨大的困难，缺衣、少药、

断粮。

当 1940 年正月十五的圆月升

起，杨靖宇将军隐蔽在三道崴子的

一个窝棚里。月光从窝棚的缝隙

照进来，他度过了人生最后的一个

夜晚，迎来了黎明。当天下午，面

对围追上来的敌人，杨靖宇将军在

密林之中穿梭迂回，射出了枪膛里

愤怒的子弹。然而，寡不敌众，他

身中数弹，倒在了这片他深深眷恋

的黑土地上……

韩仁和得知杨司令牺牲的消

息，肝肠寸断，悲愤万分，继续英勇

作战。杨靖宇将军殉国一年后，

《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军歌》的

曲作者韩仁和也壮烈牺牲，年仅28

岁。

在这艰苦卓绝的岁月里，东北

抗联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世

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

大贡献。以杨靖宇为代表的东北

抗联将士在白山松水间，书写了可

歌可泣的英雄史诗。

硝烟早已散尽，历史尘埃落

定。而今，杨靖宇将军壮烈殉国

已经整整 80 年了，那支曾经陪伴

杨靖宇将军的口琴已经不知去

向，而那首《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

军 军 歌》却 仍 然 在 大 地 上 回 响

着。在靖宇县，有一所以将军名

字命名的学校——杨靖宇小学。

每当新学期开学或者清明节祭扫

活动，学生们都会在杨靖宇将军的

塑像前列队，高唱着《东北抗日联

军第一路军军歌》。孩子们知道：

这是激励我们不忘初心、为实现梦

想而奋力前行的嘹亮号角。

诗意盎然

朝花夕拾 诗风词韵

信手拈来

生活感悟

闲情偶记

北方草原的魅力是无边无际

的。

走进北方草原，可以享受海上

旅行时的辽阔和漂移；也可以领受

穿行沙漠时的细柔与流动；还可以

收获蹒跚原始森林时的仰望或惊

奇。

无论是淡淡的春，无论是浓浓

的夏，无论是盈盈的秋，无论是萧

萧的冬，北方草原都平平静静、从

从容容。

在她的怀抱里，可以感觉渺小

的伟大之处，也可以体味至高无上

的平凡之点。面对草的大千世界，

你是个孩子；咀嚼草的历史，你是

粒尘埃；惊叹草的生命，你是缕烟

云。但此时，绝非虚无飘渺，你已

经一望无垠！

北方的草原，她的绿，需要经

过漫长的等待，也可以说是长时间

的煎熬。就是到了该绿了的时候，

她拥有的也是让人想不到的悄然，

不给外界一点信息和张扬；她绿得

是那么自信和勇敢，仿佛从根本上

忘记了刚刚经历过的六个月的枯

黄和磨难！可是，到了该黄的节

令，她黄得也是那么迅疾，只一场

秋霜，只一夜之间。看上去，她没

有一丝痛苦和留恋，没有一丝懊悔

和遗憾，没有一丝绝望和哀怨，只

有淡定平实。悄然而来，悄然而

去。没留下轰轰烈烈，也未带走珠

光宝气。似乎只是来履行一个生

命周期，演绎一场黄绿的梦。无语

无声，只守望有形有色有味的历

练。

草原，平坦 ，超然。同伴间

没有威胁和嫉妒，没有猜疑和狡

诈，没有坑害和绝情，更没有为了

什么而赞美什么，或者为了什么

而贬低什么。虽然也争阳光雨

露，乃至脚下的地盘，但是棵棵结

结实实、精精神神、坦坦然然，共

享春夏秋冬，共迎雨雪风霜。在

花之前，她没有自卑；在风之中，

她没有失重；在雪之下，她没有垮

掉。用一条纤细绵长的根，系着

一切实力。给大地的虽有负担，

但更多的是保护与奉献！即使绿

时喂了牛羊，黄时化成了火苗，亦

无怨无悔，相信苍天之上终有春

风、春雨，春的太阳，用下一个绿

去拥抱不灭的选择！

走在这样的草原上，天也蓝，

云也白，风甜似蜜，鸟鸣如心……

仿佛在放牧着自己。

北方的草原
□徐守文

口 琴 随 想
□郭志义

一
一席野花般丰盛的喜筵

我的一杯生命的美酒

一定敬给那个为喜筵

而日夜奔波操劳的人

二
拾荒坎坷艰难的路上

凛冽的寒风刺骨又凄凉

我最想携手的

也一定是

那个知恩感恩回报的人

三
一趟西去拥挤的列车

一纸诗意般的素笺上

如要让我写下赞美的语言

我一定去赞美

那个善让坐的人

四
蚂蚁啃骨头

肯定有香香的味道

即然做不了蚂蚁

那就做一条热土的蚯蚓吧

守着一盏明亮的灯火

去默默地耕耘

学生眼中的我从称呼就可见

一般——十年前学生都称我为“温

哥”；六年前有的学生称我为“温

哥”，有的称我为“老温”；今天，学

生都称我为“老温”了。学生的眼

睛是最纯净的，不信你们看，工作

二十年了，我的头发少了，皱纹多

了，肚子大了，真的老了。时光不

饶人，但我可以葆有一颗年轻的心

和我所教的孩子们，留下最美的记

忆，做一个幸福的人。

十年前我三十多岁，可以在

足球和篮球场上和学生们一决高

下，那时我跑得比孩子们快，身体

比他们壮，球技也比他们好，我占

尽了优势。当我每次有模有样地

凌空抽射，跃起投篮时，学生都会

投来崇拜的目光。输也好，赢也

罢，赛过之后与孩子们在一起开

怀大笑，畅所欲言。师生就好像

朋友，班主任的威严在孩子心中

熔化成了温情细语。球场如考

场，该冲锋时，全力以赴，一往无

前；该玩乐时，放开身心，尽享时

光。亦师亦友，亲其师怎么能不

信其道。学生在球场上养成了敢

拼敢闯不服输的性格，学场上也

从不服人。身心健康，才能积极

向上。青春的容颜和年轻的心，

“温哥”之名，名副其实。

流光容易把人抛，六年前，身

体渐渐发福，腿脚也不像以前灵活

了，球自然就少碰了。运动少了，

但咱心不老。既然咱是教语文的

就干点语文的实事——传承与弘

扬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为孩子们

种下诗意的种子成了我新的追

求。于是我与孩子们一起背诗、写

诗。有的学生因成绩下降，情绪低

落，我提示他们背诵李白的《行路

难》，苏轼的《定风波》；学生之间闹

矛盾了，我让他们品品杜甫的《贫

交行》，王维的《渭城曲》；有的学生

不懂得珍惜时间，缺少感恩心我让

他背诵朱熹的《劝学诗》，孟郊的

《游子吟》；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我发现一首诗有时胜过班主任的

千言万语。由于热爱，孩子们自发

建立了“知音诗苑”微信群，每周都

开展赛诗会，后来家长看我们写得

快乐，也情不自禁地参与进来。这

样学生、家长、我仿佛都成了“诗

人”。日积月累，功到自然成，现在

我们已经整理了二册《半香诗韵》

诗集。诗让我们浮躁的心变得纯

净了，让我们成为了亲密的朋友，

教育孩子的同时还能改变家长。

腹有诗书气自华，说话有文气了，

做事有温度了，诗意的种子种下

了，静待花开时我坚信一定会有百

花齐放的那一天。称呼“温哥”那

是对我的亲昵，称我为“老温”那是

对咱的尊重与爱戴，荣幸之至。平

凡的我有自己平凡的梦想，坚守着

也快乐着，容颜渐老，诗意的心却

使我越来越感到年轻。不信请听

我此时的心声：吟风诵月时时做，

心中诗文渐渐多。有人问我事如

何？学海阔，无日不琢磨。

今天，过不惑之年的我，头顶

“地中海”的发型，门牙也要换岗

了，形象虽不堪入目，追求却有增

无减，不但喜欢诗，更钟爱于写写

小文章。喜欢把自己工作中的所

思所想，生活中的点点滴滴，用诗、

文记录下来。起初我在做，学生

看。现在我与孩子们比拼着用手

中的笔记录着自己的生活。孩子

们的潜力是无限的，收获也颇丰，

毕业时人人都有自己的作品集问

世，留下了一生中最美的记忆。读

诗写文让我与孩子们更懂得了尊

重、珍惜、包容、拼搏……这样的班

级怎么能不和谐呢？我要感谢我

的学生，是他们给我提供了源源不

断的写作素材，使生活不单有了诗

意，更多了欢愉。

由“温哥”到“老温”，由“温大

才子”再到“温先生”，还会出现什

么别称不得而知，我都欣然。因为

我热爱自己所从事的这份教书育

人的职业，因为我坚守着“平凡人

也要有平凡人的梦想”的信念，因

为我是有一颗年轻的心的人民教

师。在读诗写文中与学生们向着

美好的未来踏歌前行，走好自己的

人生路，作一个幸福的人，何等的

美妙！

你是否还记得自己有过的那

些迫不及待？迫不及待的去爱一

个人、去做一件事儿、去喝一杯酒、

品一盏茶，或是像我一样迫不及待

的写一篇文章。那些个存在过或

即将发生的迫不及待，记录了心之

所向，有着一股拦也拦不住的傻劲

儿，随便一想，都让你嘴角上扬。

妹妹午间去公园采风，拍了一

张美图说迫不及待的发给我，我打

眼一看，瞬间被治愈，然后是迫不

及待的想要为图片配上文字，一来

一回间，姐妹俩的迫不及待，像是

藕断丝连，紧紧缠绕。那是一张治

愈我的图，里面有静的湖、红的枫

叶，有睡的莲蓬。让我想起了前些

日子偶然去南方吃的藕，那是我第

一次体味到藕断丝连。跟北方硬

生生的藕片不同，藕被切成条状，

一口下去冷不丁的遇见一缕缕长

丝，瞬间给了你最多的牵绊，让你

放不下。没见过世面的我瞬间被

惊到，看了又看，后来干脆大口吃

掉，入口后满脑子尽是千丝万缕，

对那道菜便有了依恋。

看着妹妹图里的莲蓬，仿佛看

到了满池的莲，全是将开未开。想起

了那个厚积薄发的成功学定律—荷

花定律。第一天只开一点点，次日开

始开放的速度倍增，直到第29天开

到一半，却能在第30天完全绽放，这

最后的一天，速度相当于之前的29

天。我们比较容易看到别人的第30

天，对方的光耀在我们眼中仿佛是中

了头彩，却没能留意他们终日乾乾的

29天。文末，这张美图又把我带入

到另外一个画面，画面里，妹妹迎来

了属于自己的第30天，仿佛小飞龙

终于腾云驾雾，让我愿意为了祝福她

而望一望天。

冬日感怀
□王华

黄叶飘飞冬已临，霜花染鬓岁时侵。

翻开旧作凭窗阅，遥望寒枝对月吟。

深感史经能醒目，亦知词赋可怡心。

纷纭俗世东流水，仄仄平平惜寸阴。

盼雪
□孙艳华

仰观云朵携冬韵，又遇长风离散开。

秃树消颓排岳岭，萎荑僚倒遍埏垓。

何堪万物失明色，叵奈双眸染落埃。

速拟书笺应寄远，心期灵雪早归来。

迫不及待
□道与善人永 葆 年 轻 的 心 ，作 幸 福 的 人

□温金龙

丰盛的喜筵
□秋谷

芳草年年春碧野，山桃岁岁献朱唇。

金钗莫把光阴度，花甲焉能凡世珍。

燕雀安知鸿鹄志，雄鹰展翅梦成真。

灵蒙霜雪悲无市，盖世旌功铸范尘。

青春
□张玉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