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百代浮沉有定，世事
沧桑巨变。回顾我国光
辉历史，我们走过了“雄
关漫道真如铁”的昨天，
跨越了“人间正道是沧
桑”的今天，朝向“乘风破
浪会有时”的明天，揆诸
当下，面对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不仅要接过民族复
兴的大旗，更要以“国之
大局”为重，深耕内心“初
心”沃土。

深刻理解初心意义，
才能找准坐标定位。关
于初心，《三字经》解释为
性本善；《华严经》秉持着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孟子》则认为是恻隐之
心、善恶之心……诚然，
初心含义多样，给人理解
不同，但，于我而言，初心
是开辟时代新境界的钥
匙，更是赓续绵延祖辈基
业的明灯。初心是一种
信仰，可以是“得其大者
可以兼其小”的高尚品
格，也可以是“为有牺牲
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
天”的大无畏气概。习近
平总书记有言：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广大青年
应该把人生融入国家和
民族中，积极投入祖国建
设大潮，方能为自己人生
找准坐标定位；而深刻理
解初心，才能让我们把握
好时代使命，为实现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奠定基础，
提供精神支柱。

科学把握初心内涵，
方能打开视野格局。面
对来自世界的挑战，初
心，需要超越自我的淬
炼。坚守初心，是一种不
惧挑战的勇气，可谓是

“越是艰险越向前”，是一
种挑战自我的奋起，可谓
是“不用扬鞭自奋蹄”，是
一种不甘平庸的行进，可
谓是“苟且新，日日新，又
日新”。在挑战中磨砺自
身意志，培育初心品质，
把握初心内涵，从而打开
视野格局，从容应对各种
挑战。

心中常有初心使命，

就能敢于担当，善于作
为。

君不见杨振宁，若无
在西南联大中焚膏继晷
踏实努力之本，又怎能有

“杨·米尔斯理论”破空而
出，填补我国知识空缺；
君不见南仁东，若无在中
科院读博时兀兀穷年深
入思考之本，又怎能有世
界最大射电望远镜窝函
矗立，提高综合国力。据
此，他们都是对奉献祖国
怀有一腔热血的时代英
雄；是心中常有为国家建
设初心的楷模，是敢于担
当、善于作为的榜样。我
们应该见贤思齐，日进有
功，深耕初心沃土，敢于
担当责任，在广阔天地中
奉献青春。

“追风赶月莫停留，
平羌尽处是春山”，有“春
华”才有“秋实”。作为站
在历史新起点的青年，我
们应该深刻理解初心，找
准定位；科学把握初心，
打开格局；心中常有初
心，敢于作为。激起气吞
万里如虎的雄风，踔厉奋
发，笃行不怠，不负历史，
不负韶华，以“敢教日月
换新天”的昂扬斗志，在
新征程上续写新的璀璨
华章。

回望过去峥嵘岁月，
展望未来任重道远。只
有筑牢初心之基，补足初
心之钙，把握初心之舵，
擎举民族大任，才能在屡
创历史辉煌、奋楫扬帆的
新时代中留下浓墨重彩
的一笔。

深耕初心沃土
擎举民族大任

■ 李帅瑜

我和秋文、雅婷已二十余年没见，最
近一次见面是今年的七月，秋文带着母
亲从韶关返乡办事，事毕，我尚未回乡，
她便多留几天，只为见我一面。这样的
情谊，让我的思绪开始向二十多年前的
小学光阴追溯。

对于小学校园，我印象极为深刻的
是操场边上那一圈儿的杨桃树。每到春
季，花开烂漫，暗香浮动，蜜蜂围着杨桃
花嗡嗡地叫。我们常常站在树下仰望。
那细如米粒的花儿开在阳光里，像是匍
匐在绿叶丛中的小精灵，它们经时光的
魔法棒轻轻一挥，便会变成黄绿翠嫩的
杨桃果。我常常想着自己如能手握精灵
的魔法杖，便能设计出世间最美的衣裳，
穿上它的人都会变成枝头上盛放的一朵
鲜花。待到树荫间吊满了大大小小的杨
桃果时，我们便会拿着小竹竿去驱赶趴
在肥厚的杨桃果上吸食果肉的小飞虫，
它们撑着圆滚滚的肚子，身子沉重到似
乎再也飞不起来。

四年级的暑假，我们还没来得及说
一声再见，秋文便举家搬迁到韶关，而我
也转学去了一所新的学校，自此，我们便
再也没有见过面。

在分隔异地的时间里，我们靠书信
维持联系。秋文在信中说她进了女子初
级中学读书，我甚是好奇，难道全校的学
生都是女生不成？秋文把几个女生结伴
翻校墙外出的事说得津津有味，这在我
看来，那是极需勇气和胆量的离经叛道
的事。雅婷没考上城里的高中，在乡镇
的一所普通高中当了体育生特长生。我
想起平日里学校那些拉着巨大的轮胎拼
力往前奔的体育特长生，心中有几分失
落和惊讶：拉轮胎能跑出一个当医生的
未来吗？后来，听说雅婷得了极严重的
胃穿孔，进了医院，做了手术，需要休学
调养。我始终未能见她一面。自那时候
起，我们的书信往来莫名地中断了。

再次有雅婷的消息是从乡人的口

中得知的。她在深圳的某一个菜市场里
当上了猪肉西施。我难以想象，一个青
春少女会终日站在充斥着血腥味的肉案
前手起刀落。她的手本应是用来拿手术
刀的，如今，却换成了屠刀。那一年，我
们二十岁。

大学毕业后，我在异乡有了一份外
人看来体面的工作，收入稳定，免于日晒
雨淋与颠沛流离。然而，每每念及少年
时花一般的梦想，我便心有戚戚。秋文
大专毕业后在家的附近开了一间学生托
管中心，日子不咸不淡地过着，她甚至记
不起来当年立下的要当律师的宏愿。雅
婷在而立之年回到了家乡的小城，在临
街的位置开了辅导机构，为了招生，她走
遍了小城的大街小巷。我们在微信上提
起小学生活，她们也都记得操场边上的
杨桃树，只是忘了当年在杨桃花下许过
的愿景。

生活，往往会将梦想束之高阁，并蒙上
尘埃，而我们再也无暇去仰望或追寻了。

再次见面，我们已三十有五。这些
年，我们逐渐翻阅了人世这本大书，少了
些稚气，多了些沉稳。雅婷高瘦的身子穿
着黑色小西装，脸上颧骨微微突出，眉宇
间少了少年时期的英气，多了一份沧桑。
秋文的鹅脸蛋笑起来漾起了浅浅的细
纹。她拿出二十多年前我们写给她的那
些信件，讲起了许多往日的趣事。那些遥
远的往事像是我记忆宫殿里的一颗小小
的纽扣，我始终记不起来它在何时出现
过，又丢失于何处。我深感愧疚与不安。

岁月犹如一名神偷，偷走了杨桃树
下的梦想，也偷偷地将我们的青丝一根
根地染白。那失了光泽的脸，换了的着
装，变了的神情，让我想起雅婷离别时说
过的一句话：要不，明年四月我们一起回
去看看老校园的杨桃花吧……其实我们
都知道，这种重拾儿时梦想的邀约十分
美好，但终究会在我们年复一年的奔波
中逐渐淡忘。

岁月神偷
■ 石雪萍

8 月 21 日上午，我们一行 20 余人，
驱车前往曹江镇采风。大雨过后的乡
村，天空湛蓝如巨大的水晶，白云层层
叠叠、形状各异，空气清新，沁人心脾。

曹江的镇委书记汪活、人大主席杨
晓热烈欢迎我们到来。汪书记面对曹
江镇的地图，详细地介绍“高凉墟”总体
规划。她说，“高凉墟”是以冼夫人文化
为核心主题的高凉文化特色墟街。首
先整改旧墟，然后沿着曹江河，直达高
凉岭，全程约6.8公里，逐一改造。景点
包括：曹江河观景带、跨街天桥、安良
堡、高凉岭森林公园……大家兴致勃勃
地听着，并且说，非常期待，“高凉墟”建
成后，我们可以来这里趁墟吃美食，还
可以吹风、散步。

然后，杨主席亲自带领我们去参观
大水塘村、安良堡梁氏老宅，还有英雄
罗传经的故居。

大水塘村，顾名思义，池塘众多。
我们下车，映入眼帘的是杨柳依依、绿波
荡漾。据说，这里原来有九口鱼塘，现在
保存着七口，特别有意思的是，七口鱼塘
贯通，那么池塘的水就是活水了，怪不得
这么碧绿。细看，绿波倒映着杨柳、楼
房、蓝天白云。天光云影共徘徊，令人赏
心悦目。几个老人，坐在树荫之下，闲聊
着，也慈祥地看着我们。

安良堡梁氏大宅，早就如雷贯耳，
我却是第一次来参观。小车稳稳地停
在院子里，我们下车，抬头一看，芳草萋
萋的尽头，静静地矗立着简朴又恢宏的
老宅，斑驳的白墙、灰色的瓦楞，暗红色
的大门，无言地诉说它早已饱经沧桑。
它始建于清朝咸丰年间（1851年），是当
地乡绅梁纯斋所建。据说，当时土匪常
进村打家劫舍，为了联合村民齐齐抵抗
土匪而建这座大宅。到了1938年，梁谱
埙及梁谱篪兄弟俩在旧宅的基础上重
建，面积约为旧堡的一半，整体用地面
积 8203 平方米，现共有房间 103 间，厅
17间，碉楼3座。

我们推开厚重的大门，跨步进去，
风也跟着穿过。里面的院子，依然是杂
草丛生，一片碧绿。地板铺着整整齐齐
的正方形的红砖，屋顶上架着一条条粗
大的杉木。大部分的门窗没有了，碧绿
的野藤攀沿向上，从空荡荡的窗户“伸
手”进来。我从天井向上瞧，瓦楞上长
着一棵芒草，它在风中轻轻摇曳……

如此宁静又古朴的房子，让我百感
交集。它曾是那么的牢固，抵御着匪寇
入侵；它曾是那么的辉煌，作为粤西首
富的大宅子，见证着梁家几代人的奋
斗。可以想象，当时的它又是多么的温
馨，梁家人在这里和乐融融……经过几

十年的风雨洗礼，它依然傲然矗立。
2017 年，梁家后人把它捐赠的高州政
府，它也变成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相
信这次的振兴乡村，它将被重新修葺，
更坚固地矗立着，重现昔日的辉煌。

我在门楼前静立，极目远眺，江水
缓缓流淌而来，远处的青山依旧，可惜
物是人非。

第三站，杨主席带我们到南山村，
那里有时代楷模罗传经的故居——爱
国教育基地、红色家风教育基地……乡
村小路，坎坷不平、弯弯绕绕，一不小心
就会走错路。

罗传经的儿子罗小通热烈欢迎我
们到来，并且带着我们参观，对着一幅幅
珍贵的照片，讲述着他父亲不平凡的一
生：曾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评为“五好
荣誉战士”，朝鲜劳动党授予“国际和平
奖章”……1958 年 10 月，毛泽东、周恩
来、朱德等国家领导人接见志愿军优秀
代表团，罗传经是其中一员。他带领乡
亲科学种田、大量种植荔枝、筹款建设公
路……他曾说：大家都过好了才叫好！
直至生命最后一刻，交代家人拿出1000
元交党费。在他身上凝聚了共产党员
的优秀品格，令人肃然起敬。

我默默地参观着，特别是看到一
件件形状各异、栩栩如生的根雕，尤

为震撼。这些根雕，都是罗传经师傅
根据树木的形状，一刀一刀精心雕刻
而成。可见，他的内心是多么的强
大。无论命运多么坎坷，他都泰然处
之，无比热爱生活。

更为感人的是，罗传经走后，他的
几个儿子不仅捐赠老宅“功臣第”和新建
楼房，还把父亲珍藏的军大衣、军功章、
立功证书、书籍、字画等200多件珍贵文
物捐献出来，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和党史
学习教育的实物展示。他的孙女罗冬
妮在车流中奋身救出遇险儿童，先后被
评为“高州好人”“中山好人”……2020
年荣立公安部个人三等功奖章。这真
是好家风世代相传，令人称颂、钦佩。

因为时间关系，我们没有去高凉
岭。其实我之前去过很多次，我喜欢那
里郁郁葱葱的古树，曲折蜿蜒的石阶，
烟雾缭绕的冼太庙。那里景色怡人让
我悠然自得而流连忘返。按照这次的

“高凉墟”修建计划，高凉岭的山门、庙
街等都在改造之内。

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高州第一
墟“高凉墟”很快会建设好。那时，古色
古香的街道、芳香四溢的美食、气势恢宏
的梁氏老宅、爱国教育基地罗传经故居、
古木参天的高凉岭森林公园，无不令人
憧憬。

令人憧憬的“高凉墟”
■ 钟日娟

（一）
傍晚，男子背着行囊来到家乡的一个

火车小站，准备乘坐当天最后一趟途经该
站的客车回工作所在的城市。

在一间不大的候车室里，挤满了各式
各样的旅客。男子在喧闹的人群中穿梭，
最后来到一个离检票进口最远的角落，才
找到一个空座位。

男子问旁边一个头发花白的埋头看书
的妇女：“请问，这个座位有人坐吗？”

妇女抬起头来，令男子惊诧不已，怀疑
自己是在梦里，定了定神用力再细看，这不
是已四十年不见、音讯全无、自己一直苦苦
追寻而无法忘怀的初恋情人吗？

虽说岁月不饶人，历经四十年风霜的
那张漂亮的脸已显苍老，但男子还能一眼
认出女子。望着那张四十年没见的脸，泪
水渐渐模糊了男子的双眼。

（二）

20 世纪 80 年代初，盛夏的一个酷热难
忍的日子，男子高中毕业后到家乡村委会
所在地的一所学校，担任初中二年级物理
课代课老师，同时还兼该校小学三个班的
美术和体育课。那时女子在该校读初三，
刚好与男子的堂妹同班，开学不久一来二
往就认识了。

那个年代，离家较远的学生几乎都在
学校寄宿，每日两餐都要用自己的陶瓷饭
盅淘好米，送到饭堂集中蒸煮。堂妹为避
免学校饭堂人多拥挤，每天就带着女子到
男子宿舍借用水缸里的水淘米，因此两人
每天都见面。女子爱好文学借了男子的一
套《诗刊》杂志去看，男子酷爱文艺，画了一
大幅国画悬挂在宿舍里，让女子赞赏不
已。相同的爱好使两人有很多共同话题，
一聊起文艺往往就忘了时间。

第一学期结束时，男子对女子产生了
朦胧的感情，在放假离校前买了一本笔记
本和两幅年画偷偷地送给她，一幅画的是
花好月圆，另一幅是许仙和白娘子。男子
在笔记本扉页题上“送给亲爱的××× ”赠
言。女子有点脸红羞涩地接受了。

正月初六是男子老家的年例，男子和
堂妹特意去接女子来吃年例。年例结束
时，男子与女子在村口依依惜别，而且送了
一程又一程，仿若“十八相送”。

年后新学期开学不久，校长分别把女
子和男子找去谈话，把男子送给女子的笔

记本和年画退回给男子，并在全校教师会
议上对男子作了点名批评。若干年后男子
才得知，是一同去男子和堂妹家吃年例的
女同学告的黑状。

一气之下男子辞了职，到了几十公里
外的一所农垦中学复读，当年高考考上了
一所大学。

大学一年级暑假男子回到家乡，暑假
快结束时，女子来男子家看望男子，短暂的
团聚后送男子到家乡小站乘火车返校。

列车进站了，想着就要与心上人分别，
男子心头涌上了一股莫名的离愁别绪，于
是紧紧握住了女子的手，眼睛死死盯着她
那熟悉的、俏丽的脸庞，想把它深深地永久
地刻进脑海！

汽笛拉响，火车渐渐启动，看着渐行渐
远的心上人身影，想着不知何时才能再见，
男子黯然泪下……

世事难料，令两人都意料不到的是，家
乡小站这一别竟然是漫长的四十年！一对
相亲相爱的人再见时已经两鬓斑白、渐近
暮年，让人唏嘘不已，感慨命运是如此地捉
弄人！

男子离开家乡后，女子也到了一百多公
里外的另一个县的一所小学任教，两人相距
二百多公里。新学期开始后，男子女子书信
来往不断，几乎每周都能收到一封，有时两
封。在那个年代人与人的联系主要靠书信。
通信的年代，时光很慢很慢，写信等信的过程
很温暖。那个时候写信是表达思念的最好方
式、是青春岁月里一种情感的寄托。

每天下课后男子第一时间“百里冲刺”
飞也似的跑到学校收发室，看看是否有女
子的来信。每当看到有她的来信特别是信
封上那熟悉的娟秀的字体，男子都会兴奋
不止，把信揣进口袋里一路小跑回到宿舍，
不忍马上拆开，好让幸福的时光延长再延
长……待到晚上同宿舍的同学都睡下了，
才在被窝里掏出书信，打开手电筒，小心翼
翼地拆开信封，逐字逐句慢慢欣赏！有时
干脆跑到宿舍外走廊的路灯下独自咀嚼。

除了书信，女子还每月通过邮局给男
子汇 10 元人民币。10 元钱在现在不算什
么，但在那个年代能解决很多事情！对于
家境不好的男子无异于雪中送炭！

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幸福的时光
总是短暂的！不记得从何时开始，学校收
发室里再也没有女子的来信，男子所有寄
出的书信都石沉大海。男子联系不上女

子，去问堂妹，堂妹也不知女子的下落。断
了书信往来，男子的心就像就断了线的风
筝随风飘荡……

（三）

“您好吗？”耳畔一声清脆的问候，把男
子从遥远的记忆拉回到眼前的现实中。看
到女子伸过来的手，男子心潮澎湃地紧紧
握着，并在那个空座位坐下来。

他们热切地聊了很久，女子告诉男子，
是她母亲不同意她与男子相爱，理由是男子
老家村子离墟镇远、交通不便、出入不畅，怕
女子嫁过去后生活不幸福！要求女子与男
子断绝交往，并且每天跑去女子任教学校的
收发室，把男子的所有来信都藏匿起来。

男子无语！不怪女子母亲从中作梗，
而是两人缘分太浅！

后来，女子指着坐在不远处的一个高
个子、面目慈祥的男人说是她丈夫，在县城
经营一家效益不错的皮鞋店。紧挨着她丈
夫坐着的约莫三十岁的眉清目秀的女生是
她女儿，研究生毕业以后回到县城第一中
学当老师。而在他们跟前嬉笑打闹的两个
孩子则是她的外孙和外孙女。这次是他们
一家子回老家看望老母亲，现在准备乘车
返回县城。

男子心里一片茫然，缘分天注定，造化捉
弄人。一别四十年，再见时已是儿孙满堂。

这世间，总有那么一个人，是你命中注定
的情劫。那个人，毫无征兆地出现在你的生
命里，让你懂得了什么是爱，明白了什么是
情，可是却未必能陪你一生一世。那个人，
悄无声息地淡出了你的世界，让你懂得了什
么是相思，明白了什么是眷恋，可是却怎么
也学不会忘记，学不会释怀深深的爱。偶尔
想起的时候，心还是会痛。在梦里、在诗中，
在那些曾经熟悉的人和熟悉的物件中。

女子要乘坐的列车已进站，她与男子
告别后随着她家人离开候车室走向月台。

看着女子一家子欢声笑语地离开，以
及刚才女子介绍家人时的自豪表情，男子
觉得女子婚后生活是幸福的。

男子的心顿时坦然。
缘来缘去，算不出；聚聚散散，不强

求。不管是陪伴还是转身，不管是一程还
是一生，能遇见就是缘分。哪怕从此一别
两宽，就算余生再也不见，那也是一份珍贵
的留念。

往后余生，只惦念，不打扰，各自安好。

家乡小站
■ 黄胜华

不知何时开始
九月的夜晚
咸咸的空气
夹杂着一丝微苦

我问风
在下一个十字路口
是否要转弯
它没有给我答案

而当我望向远处的海
依旧没有
只是涨潮时的浪花
一遍又一遍地
冲刷过往

我想
或许这就是答案
如浪花般
不再回首

一水隔天涯

午夜的寒风
掠过静静的河面
偶然落下的几片叶子
浮沉其中
仿佛按下了倒带键
飘飘荡荡
又回到原点

河的两岸
是我
和我不愿回头的执着
而在渡口
我焚烧了唯一的船
承载的曾经
如烟如雾
飘散在空气里

河还是原来的河
寂静且幽深
渡口无船
一水隔天涯

或许这就是答案（外一首）

■冰山

我内心的季节里
似乎少了春天
秋天未到
风中便飘曳着那轻盈洁白的身姿
白雪啊！你的到来
覆盖了大地上的肮脏
又洁净着人世间的龌龊
我仍愿停驻在世俗的眼眸里
又或绕道而行
也不愿踏在你一尘不染的上面
留下痕迹……

这个世界，全是冬天
晌午刚过
太阳就落了山
没有体温的烘焙
粘在我身上的雪花儿
像一朵朵瑰丽的
六角形花瓣
调皮地把我装扮成圣洁的雪雕
从此
我骄傲地对着世人说
终于成了雪的化身

白雪
■ 江大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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