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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节期间，围绕“游太行
泉城、逛邢州古街”主题，邢台
市在中心城区推出了两条精品旅
游线路，并沿着这两条旅游线路
开通了免费电动车游览观光专
线。这两条专线如同张开的双
臂，拥抱八方来宾。当然，热情
好客的邢台人还有很多很多其他
举措，努力把我们邢台打造成人
们向往的地方。

串联达活泉、柳溪泉、生态
园、万安泉、百泉鸳水、海洋乐
园、同心岛等点位的

“环泉游”专线，立足
百泉复涌新时代，深挖
每一眼名泉的独特文
化，串珠成链打造精品
环泉路线，擦亮“太行
泉城”金字招牌。

串联北长街、南长
街、清风楼、府前街、
好南关、东南角楼、大
开元寺等街区的“逛古
街”专线，立足邢台3500多年建
城史，以清风楼为原点，重点挖
掘“好南关”的商业文化内涵。
寻找百业兴盛、万家繁荣的幸福
路径。

对于家乡的认知有一个曲折
历程。种种原因，百泉曾经枯竭
若干年，生态环境变差。二十世
纪八九十年代的那首老歌，很符
合我当时的心境，叫作 《我的故
乡并不美》。歌词中唱：“我的故
乡并不美，低矮的草房，苦涩的
井水。一条时常干涸的小河，依
恋在小村周围。一片贫瘠的土地
上，收获着微薄的希望。住了一
年又一年，生活了一辈又一辈。
故乡，故乡，亲不够的故乡土，
恋不够的家乡水，我要用真情和

汗水，把你变成地也肥呀、水也
美呀，地肥水美。”歌曲表达了对
故乡的热爱和深情，尽管故乡的
景象并不美，但还是希望通过自
己的真情和汗水，改变故乡的面
貌，使其变得更加美好。故乡是
曾经的家乡，家乡涵盖着故乡。
两者有共同的情感纽带、文化传
承。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作为
邢台人多么期盼家乡美好起来
呀。今天的邢台，我们自己与自
己比，确实经济发展社会进步，

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与发达地区
比，我们还是欠发达。我们要奋
起直追，“工业立市”“文化兴
市”，凝心聚力，脚踏实地。

人性有一个特点，在家乡时
间长了就会感觉麻木甚至腻烦。
没有了新鲜感，看哪儿都是熟视
无睹，司空见惯。因此就把象征
希望与美好的“诗”与家乡之外
的远方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个
固定词组“诗与远方”。其实你的
诗与远方就是当地人的美与家
乡；我们的美与家乡，可能就是
外地人的诗与远方。我们权且把

“美与家乡”这个词组也固定下
来，作为与“诗与远方”相对应
的词组，以便于分析讨论。

人们常说外面如何如何好，
有“诗与远方”。如果让他说说原

因，他就说我就是这么觉得。人
的感觉多是朦胧的表层。感觉虽
然是思维的源泉和基础，但却是
人认知的低级层次。人的认知起
码要有思考过程，找出依据或理
由。我们不排斥远方，但是我们
更应该热爱家乡。因为我们生于
斯长于斯，家乡养育着我们，我
们应该知恩报恩，努力发掘发现
发扬家乡的美。因为什么，所以
什么，这是因果思维，是认知的
第二个层次。

有人调侃说，旅游就是从自
己待腻了的地方出发，到别人呆
腻了的地方转悠转悠。家乡的山
水风物、花鸟虫鱼与远方的那些
并没有什么不同，只是我们没有
很好地把蕴藏在身边的美发掘发
现发扬出来。诗与远方和美与家
乡是质量互变、对立统一的关
系。相对于宇宙，地球是我们的
家乡；相对于地球，祖国是我们
的家乡；相对于中国，邢台是我
们的家乡。这是辩证思维，是认
知的第三个层次。

我们热爱家乡，但不妨碍我
们走向远方。恰恰相反，为了家
乡，我们要走向远方。当然，我
们的感情原点永远在家乡。今年9
月25日8时44分发射的“东风快
递”循着“钱学森弹道”飞行，

在太平洋国际水域炸响。一发导
弹为祖国家乡震慑了地球村里的

“魑魅魍魉”。钱学森就是从祖国
家乡出发外出求学，44 岁那年，
历尽千难万险学成归来。在浩瀚
的宇宙里，地球已然是一个地球
村。“天涯若比邻”，我们的朋友
遍天下。我们不能狭隘，不能目
光短浅。为了家乡的发展，我们
到远方学习深造、选商招商，到
北京到深圳，到欧洲到美洲，到
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只要有利

于我们的家乡。这是系
统思维，是认知的第四
个层次。

诗与远方vs美与家
乡，就像是一个辩论赛
的赛题。你给我讲自己
感觉，我就给你说因
果，你给我说要辩证，
我就给你讲系统。我们
的认知有局限，我们的
认知要拓展。我们要始

终保持一种开放的世界观。
我们用歌用舞用诗用画等多

种形式表达对家乡这片土地深沉
的爱。如百泉复涌，那是一条条
汹涌澎湃奔腾向前的潜流；如古
城修复，那是一条条穿越时空直
达未来的路径。我很喜欢赞美家
乡的歌曲《百泉之约》《请到邢台
来》 等。但是此刻，我更愿意用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那首更老的
老歌 《谁不说俺家乡好》 表达我
的心情。请看国庆期间刷爆朋友
圈的小视频 《太行泉城，我看
邢》，“知之深，则爱之切”。越是
了解家乡，就越是热爱家乡。我
爱“诗与远方”，我更爱“美与家
乡”。家乡是我的感情原点，是我
安放心灵的地方。

●开元钟声

诗与远方vs美与家乡
傅恒杰

今天中午，我正在一家理疗店做理
疗，程老师打来了电话：“惠玲，你在邢
台吗？裙子给你做好了，下午来拿吧。”

没想到这么快！昨天程老师刚微
信问我要了胸围的尺寸，今天裙子就
制作完成了。我们已大学毕业 26 年
了，程老师依然秉持着当年我们上学
时雷厉风行的作风，我心里不由得激
动起来。

仔细想想，我有多少年没穿过手工
制作的衣服了。十年？二十年？恐怕
三十年也有了吧。记得多年前，我曾经
自己用几块钱的花布头“裁剪”过一件
绿花裙子，我穿在身上在左邻右舍显摆
的时候，大概也就是十六七岁吧。

读初中的时候，娘曾经学着给我
织过一件白毛衣，因为当时的我极其
想拥有一件漂亮的白毛衣，但商场里
却买不到。尽管那件毛衣是娘这辈子
唯一的一件“织”成品，并且最终织
得两只袖子一胖一瘦，我依然将其视
作宝贝珍爱了许多年。后来还为此写
过一篇文章《琐忆》，因其情感真挚，
被语文老师当作范文在班里朗读。

这些年，越来越丰盈的物质生活和
紧张的生活节奏，让人们早已远离了慢
生活状态下手工制作的衣物。年近半百
的我，衣柜里衣裳成堆，却偏偏对程老
师要给我做的花裙子充满了期待。

下午四点多，我驱车前往程老师
的家，20多分钟之后，我敲开了程老
师的家门。程老师的爱人坐在沙发上
看书，见我进来起身给我打招呼，我
赶紧屈身让他老人家坐下，跟着程老
师进了卧室。程老师拿出叠得整整齐
齐的碎花裙子让我试穿。这是一件极
其普通的人造棉布花裙子，黑底，绿
叶粉萝卜点缀的图案，萝卜的形状有
圆萝卜和长萝卜两种。我脱下衣服，
换上了这件花裙子，裙子格调简洁大

方，大小胖瘦竟十分合体。人造棉布
柔软细腻，垂度也好，穿在身上舒适
极了。

程老师给我拍了一张穿着裙子的
照片，还让他爱人给我俩拍了两张合
影。知道我要过去，程老师还蒸了蜜
薯，刚出锅的蜜薯软糯香甜，我吃了
一大块。

不敢叨扰太久，我匆匆与老师告
别。衣服也没换，我直接穿着程老师
给我做的花裙子回了家，心里美滋滋
的。一进门，儿子正坐在沙发上，看
见我第一句话就问：“这是你老师给你
做的新裙子？”

我说：“是啊，怎么样？好看
吧？”儿子说：“嗯，真不错！”

受到儿子的夸奖，我心里更是美
到了极点，因为这不仅是一件裙子，
还饱含了一位老师对学生深深的爱。
感受到爱意的人心里总是有着满满的
幸福。晚上睡觉时脱下衣服，我深深
凝视着这件衣服，用手摩挲着，这布
料的柔软舒适从手心一直延续到我心
里。我把衣服翻过来观看，缝制得细
密匀称的针脚不由得让我感动。因为
没有锁边机，裙子的所有接茬毛边
处，都是程老师一针一针亲手锁的边！

程老师说：“做这活，我从来没觉得
累，每当坐下来，拿起针线一针一针锁
边的时候，心里就感到特别踏实。”看着
这匀称的针脚，我似乎看到了程老师坐
在床边，低着头，左手拿着裙子，右手穿
插曳拽着针线，那一别一拽的节奏瞬间
让我的眼眶湿润了……和商场里那些
高档名贵的时装相比，这件碎花裙子在
别人眼里也许不值一提，但在我心里它
却是无价之宝。今后的日子，我宁愿
置身于这柔软舒适的棉布世界中，也
不愿裹挟在外表光鲜亮丽，却备受约
束的真丝绸缎里。

●心香一瓣

一件碎花连衣裙
翟惠玲

小时候，我最喜欢的就是劳动
课。那时的劳动课，是真正的劳动
课，教我们学会了珍惜粮食，知晓父
母的辛苦，明白了读书的真正意义。

我最喜欢的劳动是秋日的拾稻
穗。每次拾稻穗学校都会放半天假，
孩子们各自归家，自作安排。对我而
言，这就像一个节日一样，我自由且
不会挨说，更有光明正大的理由去
玩，去疯，去亲近自然。出发前，我
们会在庄子里从南到北跑一圈，约好
小伙伴，商量好从谁家的稻田开始捡
起，再一起行动。拾稻穗，一定是去
已经收割的田里，去捡遗漏下的一些
稻穗。拾稻穗就像是寻找宝藏一样，
也极其考验一个人的眼力、细心、耐
心。同一片田埂，前一人走过一个
都未捡到，后来者却能找到遗漏的
稻穗，这就是区别了。稻穗如同跟
我们捉迷藏的精灵一样，不仔细辨
认和寻找，会无缘相见的。与稻子
相似的稗子会伪装来迷惑你；也有
隐藏在田里的稻茬上面的，金黄成
一体；也有被踩入泥里覆盖住了，
只留一个稻穗尾巴；也有被忘记割
掉的一两根，就那么孤傲地站立在
那里。我们拎着小篮子或者小蛇皮
袋，找到了一穗，立即收入囊中。
拾稻穗累的时候，遇见的每一株植
物 ， 每 一 个 小 动 物 都 是 我 们 的 朋
友，可以伴我们玩耍。我们也丝毫不
担心完不成学校布置的劳动任务。

我们头顶是湛蓝的天，脚下是金
色的稻田，稻田高高低低，稻子的收
割是随机的。没割的稻田是秀发一
片，看上去像一张金色的大床；收割
后的稻田就剩下了接近脚踝高的稻
茬，看上去疤疤瘌瘌，真是丑极了。
可就是这丑丑的稻田给了我们无尽的
快乐。稻田临近河流，水声潺潺，河
床上有牛儿在安静地吃草。我们累
了，就坐在田埂上，看着牛儿吃草。

它大嘴一张，舌头一卷，草儿就被吸
入口中，大口咀嚼着，嘴边流出了白
色的涎。分不清草儿是被它咬断还是
硬生生地拔出，只听见类似“嘶啦”
的声音，它一口接一口，空气中也会
飘来青草的味道，那是草儿的呼救，
可惜我们不懂。牛儿在的地方还会引
来白色的鹭鸶。我们不知道它的学
名，只管叫她“鹭鸶”。它如同仙鹤一
样，却比仙鹤更加小巧玲珑，它浑身
洁白，偶尔尾部带点黑色，这也丝毫
不影响她的美。它有纤细悠长的脖
子，长而细的脚，站立在水边，倒映
在水里，无需任何动作，就是天然的
舞者了。

她会在河流边觅食，也会落在牛
儿背上，帮牛儿吃点身上的虫子。一
个黄牛背上站着仙鹤般的鹭鸶，就像
是黄土地上，养育出了钟灵毓秀的人
物一般。

这小小的一片风景，就会让我们
忘却劳累，探索着自然的神奇。待到
太阳将要往下走时，我们会如梦初醒
般，返回稻田继续寻找稻穗。即将迎
来黄昏，凉风阵阵，我们却干劲十
足，像个小雷达一样，在田里来回奔
走。直到夜幕降临，传来各家叫喊小
孩回家吃饭的声音，我们才回家。这
样才能显示我们是在认真拾稻穗，没
有偷懒，尽管稻穗拾的不多，我们也
是一副理所当然、神气十足的模样回
家。那天的晚饭吃的比平时都多，想
来，是真的累着了。

如今，拾稻穗的日子一去不复
返，拾稻穗的小孩也渐渐长大，他们
的孩子也不需要拾稻穗了。可拾稻穗
时的天真和快乐，却是平淡日子里的
一颗糖，在偶尔的回忆里滋润着长大
的自己。

秋高气爽，阳光正好，不如抽
空，去拾一束稻穗吧……

●往事悠悠

拾稻穗的日子
吴玲玲

大坝雄踞，
群山竞环绕。
防汛工程丹心铸，
朱庄精神汗水浇。
特大洪灾险情急，
指挥若定出实招。
兴利为民，
屡见成效，
拦蓄疏导，
频传捷报。
纵使灾魔潇潇，
从容应对佼佼。

源头活水，
湖光山色好。
未来发展绘蓝图，
水库情怀胆气豪。
青松掩映男儿志，
流域治理思路巧。
绿色低碳，
植树种草，
鸟飞鱼游，
初心闪耀。
事业龙腾殷殷，
人生春潮滔滔！

喇叭花奏响的秋天

喇叭花打开
她的志向，是要一直到深秋去
最好穿过冬天的雪，或许
更远一些。篱笆早已倾颓了
喇叭花悠长悠长的藤蔓
是通往春天的路

记忆中的蛇一定还在
爬行的速度往往让人躲避不及
蛇是友善的，蛇的生存
让山中多了一道闪电
灵魂又陡然震撼

想起山里工作的日子
简直就是一串串的喇叭花
她的重要意义，不在于芬芳
而在于把寂寞和艰辛镀亮
而在于活着和盛开的信心

山居真好
在喇叭花奏响的秋天里
感受另一种昂扬

●百泉诗行

朱庄水库写意
(外一首)

郑江峰

刊头题字

陈启智

刊头美术

潘学聪

插图 邢海滨

书法 林新学

秋风轻拂，葡萄藤的叶子随
风摇曳，宛如一幅流动的画卷。
在这个金黄色的季节里，我有幸
在葡萄藤下享用了一顿惬意的午
餐，时光在这里仿佛变得柔软而
缓慢。

阳光透过稀疏的云层，斑驳
地洒在葡萄藤上，一串串紫得发
亮的葡萄在光影中若隐若现，宛
如紫色的宝石，散发出诱人的香
气。小院里，一张旧木桌，几把
藤椅，简单而温馨，就构成了用
餐环境。我坐在桌旁，手中握着
一杯刚榨好的葡萄汁，感受着这
份来自大自然的馈赠。

环顾四周，小院里到处都充
满了生活的气息。墙角摆放着几
盆盛开的菊花，它们不畏秋凉，
傲然绽放，为这个小院增添了几
许生机与活力。一旁的石榴树
上，几颗熟透了的石榴低垂着
头，仿佛在向过往的行人致意。
而葡萄藤则如同一位慈祥的老
者，用它那宽厚的叶子为我们遮
挡着秋日的阳光。

“你觉得这葡萄汁和市面上
的有什么不同吗？”父亲边切着
面包边问我，他的眼神中充满了

期待。
我轻轻啜了一口，那浓郁的

果香和新鲜的口感瞬间溢满口
腔，仿佛整个秋天都被我含在了
嘴里。“这味道更纯粹，更有生
命力。”我回答道，心中油然而
生对自然的敬畏。

父亲笑了，他的笑容中充满
了满足和自豪：“是啊，这就是
自然的力量。市面上的果汁，虽
然方便，但总少了那么一份新鲜
和纯粹。就像这葡萄藤下的午
餐，虽然简单，但却有着无法言
喻的惬意。”

我点点头，望向那片翠绿的
藤叶，心中涌动着思考。这葡萄
藤下的午餐，不仅仅是一顿饭那
么简单，它更像是一次与自然的
亲密接触，一次心灵的洗礼。

“可是，人们总是忙于奔
波，忽略了身边的这些美好。”
我不禁感叹道，语气中带着一丝
惋惜。

父亲放下手中的刀，认真地
看着我：“是啊，生活节奏越来
越快，人们总是追求那些遥不可
及的东西，却忘了停下来欣赏身
边的风景。其实，幸福往往就藏

在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瞬间里。”
我深吸一口气，感受着葡萄

藤下那份独有的宁静与美好。阳
光透过叶子，洒在我的脸上，暖
洋洋的。我不由自主地闭上了眼
睛，让这份温暖渗透到身上每一
个细胞。我反问自己：“我们是
不是应该更懂得珍惜这些平凡而
美好的时光呢？”

答案显然是肯定的。在这个
葡萄藤下的午餐时光，我深刻体
会到了生活的真谛。幸福不是遥
不可及的梦想，而是藏在每一个
当下的细微之处。就像这杯葡萄
汁，就像这顿简单的午餐，它们
虽然平凡，但却充满了生命的力
量和美好的情感。

午餐结束后，我躺在藤椅
上，望着那片翠绿的葡萄藤和斑
驳的光影，心中充满了感激。这
个秋日，这个葡萄藤下的午餐时
光，这个小院里的一切美好，都
将成为我记忆中最珍贵的一页。
它们教会了我，无论生活多么忙
碌，都要懂得停下来欣赏身边的
美好；无论世界多么喧嚣，都要
保持一颗宁静且感恩的心。

●闲情偶寄

葡萄藤下的午餐
唐鹏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