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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儿
袁明东

我看见许多花儿
在红砖和黄土间盛开

一朵，一朵，一朵
瘦小的脊背
撑开灰白的天空

我独自感叹！花儿那样鲜艳

阳光隔着湖岸
送来柔软的和声
云涌过来

沙砾从梦中苏醒

许多树站立着
根须伸向土地
扎紧，扎实，扎稳

如同一群人
爱顺着光线倾泻下来
汗水和微笑
奏出荒野的宽阔

湖畔干净
胡蜂正在筑巢，低矮的屋檐下
追逐，没有人知道枯草和黄土

用什么交流
它们会彼此欣赏

空地生长苦楝树，一棵
高大的苦楝树，没有树叶

在深秋里，展示一串串数字
像一排音符在天空跳动

我想那每一个音符都有自己的梦
被风牵引，它们激昂，但是

我听不见声音，像大荒山的夜
除了寂静，还是寂静

（作者系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

初冬的早晨
（外一首）

三都河

大片的雪花在心空漫舞
一群小鸟叽喳叫着
飞过银杏和梧桐的黄

越过铁树满身的剌青
奔赴于对秋日的怀念

荷叶已一片片解甲归田
隐没于池塘的根部
潜入淤泥中护卫种苗

与鱼鳖的告别伤悲破防
风挎着薄薄的冰刀而来

只有脸庞拭出了锋芒
撩人的花朵飞去天涯

山海之间天各一方
熄掉的路灯亮出了闹热
秋水在昨夜梦里望断

高高的海枣从异域舶来

踮起脚尖撒落相思
预定一场今冬鹅毛大雪
将渐行渐远的孤影捂热

冷月高悬

走到冬至时节
月亮已走成一把
打开的折叠纸扇

扇动着人世间
苍凉如水的晨风

月亮在天上万年
一生被诗词歌赋追随

广寒宫比老祖母还老
宫里住着的嫦娥
年年豆蔻少年

我在文化里抽不出身
某些影影绰绰的文字

淡出月亮折扇的扇面
活生生将人吸附
舞文弄墨的诗人

不知来自唐宋还是明清

李杜苏东坡的影子晃了一下
吴刚伐不倒的桂花树梢
挂着伯虎板桥的一声叹息
眼前浮现的一个黑点

竟坚持了数月不散
是否在翘首等待
一片飘舞的雪花把它点燃
我望月亮月亮望我

盈盈泪光中互祝自己保重

（三都河，本名王行水，中国
作家协会会员、湖南省作协诗歌
委员会委员、湖南省诗歌学会常
务理事。）

今年以来，成都市郫都区通过多种
艺术形式开展公益文化演出，多层次、多
视角地展现社会发展、人民幸福生活、历
史文化、城市精神等，形式多样、引人入
胜的文艺演出，为辖区群众带来了丰富
的文化盛宴。

今年 6月至 11月，成都市郫都区“走
基层”文化惠民活动暨第三届社区艺术节
活动，在郫都区城市与乡村的舞台上轮番
上演，先后共计 40余场。活动节目紧扣时
代主旋律，内容丰富，包括舞蹈、歌曲、相
声、小品、戏剧、魔术、杂技等内涵丰富、群
众喜闻乐见的节目形式，演出节目合理安
排并加入了观众的互动参与，让整台表演
高潮迭起。今年的公益演出呈现了活动的
新颖性和节目的多样性，让现场因艺术元
素的多彩而更加闪耀。

演员们精湛的技艺与精彩的表演令观
众陶醉，现场气氛热烈非凡，掌声雷动。舞
蹈《中国梦 郫都梦》展现了新时代郫都区
改革创新、奋力书写时代答卷的精彩篇章；
清音《夜望丛祠感清廉》通过曲艺表演，诉
说着望丛祠畔的悠悠岁月和清廉之志；相
声《廉洁自律》通过诙谐幽默的手法，巧妙
地将廉洁自律的理念融入其中，弘扬正气
之风，博得现场阵阵掌声；川剧《巴蜀神韵》
将川剧绝活中的变脸、吐火与优美的舞蹈
结合在一起，带来强烈的视觉震撼。居民

们扶老携幼，围坐在一起，沉浸在演出带来
的欢乐氛围中，村民们的脸上洋溢着质朴
的笑容，为演员们的精彩表现鼓掌叫好。

作为蜀绣的发源地之一，郫都区素有
“蜀绣之乡”的美誉，现代舞蹈《蜀绣青衿》
将创新与编排融合，展示了锦绣郫都的深
厚文化底蕴，也增进了大家的归属感和幸
福感。

公益演出现场，掌声不断，好评如

潮。活动不仅丰富了市民的业余生活，也
提升了区域群众文化获得感与幸福感，
并在传承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促进社
区和谐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未来，郫
都区将继续组织更多公益文化活动，让
文化的阳光照进更多角落，进一步推动
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

肖朝德
（郫都区供图）

成都市郫都区推出多种艺术形式的公益演出
“家门口”的文艺盛宴点亮群众文化生活

近日，游客在重庆市巫山县巫峡神女景区观赏红叶美景。
初冬时节，长江三峡巫峡两岸，遍山红叶如火似霞，美轮美奂，吸

引了全国各地的客人前来观赏游玩。 王忠虎摄

红叶美景片片情

每个人观察
世界的角度不
同，分析问题的
出发点不同，认
识世界的观念意
识不同，判断事
物的认知水平不
同，于是，对人也
好，对事也好，在
这个倡导多元的
时代，除了极致
的善恶美丑，每
个人都会有属于
自己的解读。

读黄北平、
刘秀品先生的
《齿生有缘》，我
常常产生穿越
感。一是时代的
穿越，让我回到
始于上个世纪七
十年代以来各个
时代的场景；二
是职业的穿越，
让我走进医生这
个职业场景，重
新认识医疗这个
行业和医生这个
职业。

读《齿生有
缘》，能让你感悟
到，唯有“初心”
常在，人心就不

会迷茫。读作者的从医经历，以及他和
老师、同事、患者之间的故事，我不仅
被潜移默化地科普了很多牙科知识和
一些其他的医学常识，更重要的是，时
时感受到人性之光。

在一个较大的团队中，至少存在
这样四种人，第一种是业务出众、埋头
苦干而不屑于炫耀的；第二种是靠偷
奸耍滑或阿谀逢迎或胡吹海侃立足
的；第三种是心里虚空却自视甚高、自
以为是、只顾自我，其他谁都不放眼
里，想怎样就怎样的；第四种是啥也不
懂，啥也不做，却通过各种“装腔作势”
的做派，或者制造内耗来刷存在感的。
《齿生有缘》里，“师傅”对“我”的悉心
指导，同事之间因相互协作而结下深
厚情谊，以仁心、爱心面对患者，让我
感受到“始于至善”方能“止于至善”。

作品中，黄锐的“拔牙钳”不仅是
牙科医生的重要工具，更是美好医德
和医品传承的载体与象征；善良美丽、
医术高超，以爱心、耐心和巧妙的策略
对待患者的张医生对我的启发、引导，
正是对刚入职者的启示；王翰章教授、
毛彦祥教授对“我”的指导恰如《东坡
梦》所云，“得遇良师，三生有幸”。

静读《齿生有缘》，以人性之美、人
性之善、人性之光滋养灵魂，定能开悟
人生。顾城说：“我想在大地上画满窗
子，让所有习惯黑暗的眼睛都习惯光
明。”这个世界或许不如你所期待的那
么完美，但每个人都能散发微光，让我
们一起把世界点亮吧！

（作者单位：四川省达川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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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报纸里的新时光
耄耋老人彭宗坤倾心收藏报纸 2万余份

视报如命 倾心收藏 2万余份报纸

当被问及收藏报纸的缘由时，彭宗坤

老人打开了记忆的阀门，深情地讲述起
来。他回忆道，母亲虽然文化程度不高，
但那渴求知识的眼神令他终生难忘。从
那时起，他就深知书本知识的珍贵。初中

毕业后，他在村上工作期间阅读了大量
书籍和报刊，并从中尝到了知识带来的
甜头。此后，订报、买报成为了他的爱好，
他还利用业余时间四处搜寻《人民日报》
《四川日报》《南充日报》等各类报纸。就
这样，他的集报事业悄然开启。

1959 年 10 月，南部县经济社会亟待
发展，急需人才。彭宗坤凭借自身努力，
通过考试选拔，成为了一名国家公务员，
先后在乡镇、县档案馆等单位工作。2002
年 7 月退休后，他回到老家安享晚年。无
论工作和生活在何处，他始终保持着收
集报纸的习惯，至今已收藏 200 余种、2
万余份报纸。

以报为乐 打造自己的藏报馆

走进彭宗坤的家，几间传统的川北民
居小矮房显得朴实无华。尽管房屋不多，
他仍专门腾出一间用于藏报。一间 10余
平方米的小屋，虽然不大却充满了浓厚
的文化气息。靠窗摆放着一张长方桌和
一张老式椅子，一面墙整齐地立着直达
房顶的简易木制报架，层层叠叠的报纸
摆满其上，每层都贴着标注年代的标签。
还有一些未整理入册的报纸，对折着码
成摞、堆成垛。

翻阅彭宗坤的藏报，仿佛穿越时空，那
一篇篇充满时代特征的报道、一张张承载
岁月风云的图文，令人心醉神迷。“每次看
到这些报纸，我都感到无比欣慰，它们不仅
给我带来了知识，更带来了快乐。”彭宗坤
感慨地说，退休后，他把大部分时间都投入
自家的“报库”中，精心整理这些报纸。那些
泛黄的纸张散发的墨香，让他深深着迷。

在房间的一侧和中间书柜上，古老的电

话机、雕塑、酒瓶等藏品整齐排列。彭宗坤表
示，过去工作辗转多地，在收藏报纸的同时，
也涉足了古老电话机、古玩雕塑、旧书等领
域，但最终还是选择将收藏报纸作为主攻方
向。这些爱好丰富了他的晚年生活，成为他
快乐的源泉。

彭宗坤视这些报纸为无价之宝，他说：
“收藏这些报纸，就是收藏每个时段的历
史。我一生就钟情于收藏报纸，我愿以报为
友，度过余生。”他还希望通过展示不同历
史时期的旧报，让世人了解历史，知晓曾经
发生在身边的故事。

言传身教 耕读传家久

彭宗坤对藏报、订报和阅读的热爱几
乎占据了全部生活，这些报纸成为他最宝
贵的财富。
“家人们支持我这样的爱好。”彭宗坤

欣慰地表示，多年来，为了妥善保护和珍藏
这些报纸，即便时间久远导致大部分报刊
返潮，家人也会一起腾出时间精心打理。

彭宗坤的儿子彭本德坦言：“身教重于
言教，父亲是我们永远的老师。从父亲读
报、爱书、藏报的举动中，我们受到了启蒙。
在父亲的影响下，一家人都爱上了报刊，连
周围的人也纷纷受到感染。”
“儿孙们在读书中探索未知，通过实际

行动延续好家风。”彭宗坤深有感触地说，
他通过与儿孙们互动读报的方式，引导孩
子们爱读书、读好书，将这种言传身教的家
风化作“传家宝”，带动周边群众重视家庭、
家教和家风，形成良好的民风。

如今，“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的理
念已深深融入彭宗坤家庭每个成员的血
脉，成为他们独特的文化禀赋。

□高林阳本报记者黄韬李艳文 /图

“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这则古训自古以来被众
多家族奉为家规家训，承载着长辈对子孙后代的深切教诲
与殷切期望。在四川省南充市南部县西水镇檬子桠村，有
一位退休干部彭宗坤老人，他一生痴迷藏报、热爱读书，以
耕读传家的精神，赢得了当地及周边群众的广泛赞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