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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行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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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小兵

6月是万众瞩目的高考季，参加完
这场火热的考试之后，学子们都会思考
同一个问题，到底该上哪一个心仪的学
校？在众多的高校中，清华无疑是其中
的翘楚，许多学子都以能上这所高校为
荣。不仅是因为它历史悠久，更在于它
建校112年的时间里，为国家和社会培
养了大批杰出人才。《学问的“秘密”：这
就是清华》（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3年

4月出版），以新华社记者采访清华知名
教授的方式，诠释着清华成功的奥秘，
并从它一流的办学宗旨和不懈的追求
中，深刻阐析着清华厚重的人文内涵，
从而使公众对这所中国的大学，能有一
个全新的认识。

这场访谈，汇集了杨振宁、邱勇、丘
成桐、姚期智、常沙娜、薛澜、陈来、阎学
通、胡显章、戴琼海、白重恩等11位清华
的代表性人物。这些学术大咖们，在
几十年的治学生涯中，以其开拓的精
神，在各自的领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并取得了一系列丰硕的成果。虽然身
处的年代不同，研究的方向也各有差
异，但在他们身上，都很好地体现出了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清华精神。
让这些资深前辈谈清华，共同探讨百
年清华带来的教育启示，对于推动中
国教育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让更多的
高校走向世界一流学堂，让越来越多的
中华学子学有所成报效祖国，具有极强
的现实意义。

首章从采访现任清华大学党委书
记邱勇起笔。回顾与清华的渊源，邱勇
自毫地称自己为“土生土长的清华人”，

并深有感触地说：“清华以‘培植全材，
增进国力’为奋斗目标，是一所被赋予
无穷意义的学校。”在他看来，清华有一
种家的感觉，能给人带来无尽的温暖。
百多年来，无数清华学子秉持着自强精
神，把个人命运与家国命运紧密联系在
一起，自觉肩负起时代所赋予的重任，把

“行胜于言”的校风，切实落实到求学、治
学的每一个步骤当中，用无愧于时代和人
民的卓越表现，生动践行了清华人的使命
担当。如果要问清华何以能在历经百年
沧桑之后，依然能以其独特的魅力，引得
四方学子见贤思齐，在邱勇看来，胸怀祖
国心忧天下，就是巍巍清华取得骄人业
绩的最大精神动力。

同样颇具启发意义的，是对诺贝尔
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教授的采访。
作为一名世纪老人，杨振宁时刻不忘是
清华培养和造就了他。令人感动的是，
2003年，业已81岁的他，毅然从遥远的
大洋彼岸迁回到祖国定居，后来，他受
聘于清华大学，90高龄还亲自为学生上
课，不遗余力地投身到培养后辈人才的
教学工作中。为了助力青年学子快速
成长，他亲切寄语他们“在了解研究领

域之前，先了解自己，掌握自己的能力
与兴趣”。为了激发他们的创新斗志，
他殷殷告诫自己的学生：“永远不要把

‘不验自明’的定律视为必然。”在他看
来，清华人就应该坚持真理，自始至终
保持对新知识的渴求，在执着坚韧中去
求得真知，在忠贞报国中去奉献聪明才
智！如果要问清华何以在学术上独领
风骚，引得莘莘学子竞折腰，杨振宁的
这段肺腑之言，可谓一语道破了清华成
就百年大业的秘诀所在。

品鉴全书，掩卷长思，不时会被清华
人炽烈的爱国热情所感怀。倡导要做就
要做一流学问的丘成桐；主张立足中国
实际，在兼收并蓄中汲取国外先进科学
技术，之后领跑世界的姚期智；坚持把大
学与国运兴衰连在一起，用家国情怀去
激励鞭策万千学子的薛澜；建言大学一
定要让学生自己思考，力戒人云亦云的
白重恩……这些淡泊名利的清华人，用
他们无怨无悔的付出，用他们的智慧，诠
释了什么是中国的好大学，什么是民族
脊梁，什么是人品、学品、文品。

读罢《学问的“秘密”：这就是清
华》，一股民族豪情油然而生。有理由
相信，自诞生之日起，就承载了无数中
国人希望和梦想的清华大学，一定会继
续执着而坚定地走在时代的前列，赓续
优良传统，担岗历史重任，书写清华百
年辉煌，再谱中国教育灿烂篇章。

□刘友洪

这些天天气颇好。太阳毫不吝
啬它的光芒，整天倾泻而下，照得人
暖洋洋的，十分惬意。这不，天还没
亮，远处的一声鸡鸣，就唤醒了东山
那边的太阳。太阳公公跃跃欲试，
迫不及待露出几缕光来，把天边映
得发亮。

紧接着，就有了一声接一声的鸡
鸣。整个小山村的公鸡都鸣叫起来，
此起彼伏，悠远嘹亮，既像是早起的歌
者在晨曦中吊嗓子，又像是昨晚吃得
饱饱的孩子，睡了一宿已经消化完毕，
急需往肚子里填装弹药，催促主人快
快起来。

父母闻声起床。
母亲提起一只背篼，从身子左侧背

到背上，顺手操起一把镰刀，大步流星
来到菜园。菜园里一畦的红苕，是父亲
和母亲夏日里一同种下的，现在已翻波
涌浪，葱笼盈野，一派丰收的景象。母
亲左手拽起一根苕藤尖，往上一提，随
着节节处气生根“啪啪啪”的断裂声，母
亲的目光已经落到了苕藤的老巢里。
她右手紧了紧镰刀，手起刀落，割下的
红苕藤被母亲一顺溜放进了背篼里。
只割了几把，母亲就把背篼塞得满满
的。母亲要把这新鲜的红苕藤背回家，
切细，煮熟，用来喂猪和喂鸡。母亲养
了两头肥猪，二十多只鸡，还有三五只
鸭和鹅。

父亲挑过一担农家肥，轻快地走过
地坝，他要去浇前几天刚栽下的一片时
令蔬菜。莲白、大白菜、莴苣、红油菜，
都是乡下人喜爱的生态有机食物。父
亲今天浇农家肥浇得有点吝啬，一来新
栽的菜苗，经不起太多的肥料，二来他
想快速做完家务劳动，去争抢一项公益

任务。
父亲把肥料桶放回茅厕边，抓起一

把叉头扫帚扛到肩上，就出了门。他三
步并作两步走，直往目的地奔去。在李
湾头分叉路那里，父亲还小跑了几步。
就这个动作，让他情不自禁地想起了自
己年轻时的英俊潇洒、玉树临风。

很快，马荡田新修的公路就映入
眼帘。那是去年冬天才建成的，按农
村公路新标准修建，5米多宽，车辆可
以双向通行。既然解决了多年来交通
不便的老大难问题，圆梦的喜悦就情
不自禁地刻在了老百姓的脸上。那是
父亲当村民小组长的儿子多方争取，
得以修建的。父亲想把儿子的功劳擦
拭亮堂，保持崭新面貌，所以他容不得
自己落在别人后面。尽管村委会已经
安排沿路村民轮流义务扫路，尽管父
亲并不属于沿路村民。

康叔似乎早一步到来，他已经抡起
扫帚开始扫了。父亲心里稍稍有些着
急，尚未走到地界，扫帚就已经在父亲
的手里伸了出去；当扫帚够得着公路
时，父亲就挥动起来。后来听村委会窦
主任说，那天清晨他骑摩托车从马荡田
经过时，看到康叔和父亲“大路朝天，各
扫半边”，心想这样也挺好，不然三公里
长的新公路，如果一个人扫，确实有些
够呛。

父亲和康叔用的都是叉头扫帚。
这种扫帚取竹枝呈扇面铺扎，简单实
用，村里的男人都会制作。父亲和康叔
挥舞着手中的扫帚，很快，以他们各自
为圆心，以叉头扫帚为半径，所在地盘

上昨夜落下的秋叶，就聚成了一堆。待
会儿，父亲和康叔还要用撮箕把这些树
叶集中起来烧掉呢。

修公路时同步安装了路灯，太阳能
的，省事方便。我的家乡大凉山麓海拔
高，阳光充足，每到傍晚，路灯开足马力
把新公路照得亮堂堂的，如同白昼一
样。在我们清坪村，过去大家吃了晚
饭，不是三五成群聚在一起摆龙门阵，
就是窝在家里看电视。现在可好，饭后
大家的第一选择是遛弯，我们那里的土
话叫“逛马路”。而今这马路是逛得名
副其实了，路灯把大伙儿的幸福和满足
照得清晰可见。

此刻，太阳已经升起，早已调试好
的程序，“啪”的一声，路灯全部自动熄
灭了。

忠诚的阿黄翘起它那好似松鼠样
的尾巴，欢快地跟在父亲身后。一会儿
跑到康叔那边嗅嗅，一会儿又到父亲腿
边磨蹭，蹭不上去，狗也急了，就吠。父
亲没理它。

鸟儿也来凑热闹。闹山雀、画眉、
布谷鸟、长尾山雀、绣眼，还有一些叫
不出名字来的鸟儿，在树枝上跳来跳
去，叽叽喳喳叫个不停，它们都为这新
修的公路歌唱。就连不能鸣唱的啄木
鸟，也以摇头晃脑的方式在远处制造
出“突突突”的声音，来为这兴奋的情
绪助一把兴。

公路两旁的路灯，被蜘蛛盯上了，
它想结张网赠给它喜爱的路灯，作为定
情之物。但父亲和康叔不答应，叉头扫
帚一伸，蛛网就化为乌有。

谁家的几只不谙世事的小鸡，摇摇

晃晃地走上了新公路，嘻嘻嘻的叫声引
起了康叔的注意。康叔“吼嘘吼嘘”地
呼撵着，同时抖动着他手中的叉头扫
帚。他知道鸡管不住自己的屁股，当然
也管不住自己的脚，他的劳动成果很容
易让鸡给抹杀了。

公路要经过李老三家门口。昔日
邋邋遢遢的环境卫生，自从公路修通
后，李老三就像换了个人似的，房前屋
后打扫得干干净净，婆婆大娘私下议
论：“这下，看有哪个女的能看上李老
三不？”

康叔一边扫地，一边寻找机会往
父亲这边靠。挨近父亲时，康叔就从
荷包里掏出一叠塑料布，依次打开，
露出排列整齐，烟味浓重，自产自销
的叶子烟来。康叔伸手递给父亲，父
亲摇摇头，表示不需要。康叔收回塑
料布，取出一段烟叶，自己一边裹，一
边叫父亲停停活儿，歇口气，他要给
父亲说几句话。康叔毋庸置疑的语
气，仿佛让人觉得，他那话已在心头
憋了好久似的。

康叔说，这路，多亏了四娃。四娃
是父亲当过村民小组长的儿子。

父亲摆了摆手，脸上已然看不出
曾经的悲伤。父亲对康叔说，这是他
应该做的，谁叫他是我们生产队的小
组长呢。父亲说这话时，脸平静得像
一面镜子，照得见对方的人影来。一
阵风吹来，吹落几片枯叶，父亲伸过叉
头扫帚，一挥，几片树叶乖乖地进了垃
圾堆里。

这路建成了，儿子的使命却随着生
命的骤然结束而终结了。这路，就成了
儿子的遗言。甚至说，在父亲的眼里，
这路，就成了儿子的化身。

父亲怎容得儿子的身子，被那些杂
草树叶或者垃圾玷污呢？

□周永素

“广阳山脚是长江，大江东去浩荡
荡。银湖锣鼓威风起，龙舟竞赛正端阳。”

话说端午节这天，雨丝如织、游人
如潮、车队如龙，热闹非凡。南岸广阳
银湖度假村的楼台亭阁也好像鸟儿张
开的翅膀，振翅欲飞。湖边上的白鹭、
水鸭拍打着羽毛，声声鸣叫，好像在欢
迎大家光临；道路两旁，彩旗迎风招展；
绿化带里，鲜花争奇斗艳。村民熙熙攘
攘，忙忙碌碌，笑逐颜开。

“祭奠屈原暨端午龙舟邀请赛”在
锣鼓声声、鞭炮阵阵当中拉开帷幕。

身着优雅端庄汉服的主持人登台，
发出司仪令：“击鼓——。”擂鼓九通，礼
炮九响，会场庄严肃穆。司仪引领一班
祭拜人员，缓缓出列，面向祭台，分立两
边，奉献祭品、顶礼膜拜、缓缓酹酒、宣
读祭文、三拜辞神，向湖中投粽子。

祭奠屈原仪式完成后，龙舟竞
渡。个个奋力争先，一艘艘龙船你追
我赶，不进则退，形势瞬息而变，场面
激动人心。

这些参加龙舟比赛的队员，大多
是附近的庄稼汉子，住在长江边，喝着
长江水，自幼熟悉水性，划船技艺精

湛。可是，山外青山楼外楼，竞争场上
显风流。

运动员代表给龙舟的龙头上披红
带，司仪为龙头开光点睛。随后，参加
龙舟比赛的全体人员三鞠躬，叩拜苍
天，祈祷龙舟竞渡平安，祈求年年风调
雨顺。礼毕，龙舟才装上昂扬的龙头、
神韵的龙尾以及其他装饰，划入湖内排
列整齐，等待竞渡号令。

随着赛事的鼓声响起，激烈的拼搏
开始，情景扣人心弦。

每艘龙舟载有23名运动员，（其中
桨手20名，舵手、鼓手、踩头各1名）。
中间的鼓手使足劲击鼓，在清脆响亮
的鼓声激励下，桨手都发出洪荒之力、
拿出看家本领，配合着鼓点整齐划水；
鼓声时缓时急，龙桨也整齐有致。划
手们都是壮硕的青壮年男子，“哦——
嗬哟”“呀——也哟”的口号，配合着一
招一式的划桨，极具阳刚之美。

岸上的观众们，兴奋得扔掉了手
中的雨伞，跺脚拍手、呐喊助威，任凭
雨水和泥浆滴溅在自己头发上衣裤

上，全然不顾。此时此
刻的银湖山
庄，完全成
了一片激情
的海洋，竞
争的海洋，欢

乐的海洋！
垭口代表

队舵手有时会
一边挥动红色
的小旗帜，一
边 摇 动 身
体；龙尾的
舵手站立船
尾，稳稳地操

持着龙舟的方
向。这龙舟活像一匹骏

马，勇往直前，经过赶超—落后—再赶
超—再落后—再赶超的几番拼搏，最终
战胜对手——沿江代表队，获得本次龙
舟赛冠军。

观众队伍中传来闽南口音的欢呼、
呐喊，原来是两位回老家探亲访友的台
湾同胞也兴致勃勃地观看比赛盛会。
加油助威的亮嗓妙音，响彻湖畔山庄，
回荡峡江两岸，越过两岸三地，飘向五
湖四海。

水上捉鸭也算是龙舟赛上别开生
面的竞技项目。

威风锣鼓发出震天一响，龙舟上的
鼓手也同时击鼓，划手整齐地划桨。鸭
子送到湖心，在指定区域投放水中。岸
边，捉鸭队员个个摩拳擦掌，蓄势待
发。只听裁判一声哨响，那些精壮好汉
就像离弦的箭“嗖”地射了出去，又像一
条条海豚飞快游动。擂鼓声、欢呼声、
鸭叫声响彻云霄，连主持人和裁判员也
疯狂起来了，精彩解说连同加油助威，
这些声音此起彼伏，完全淹没了呼呼风
声和滴答雨声。

鸭子是猎物，捉鸭子的队员是猎
手。在鸭子的眼中，来者不善，是要它
命的“凶手”。队员是捕获，鸭子是逃
脱。队员奋力游，使劲抓；鸭子亡命
逃，拼命游。有时候，鸭子从队员之间
的空隙溜走；有时候，鸭子从队员头顶
飞过；有时候，鸭子从队员手中挣脱。
队员的呐喊声、欢呼声，此起彼伏。鸭
子的扑腾声不绝于耳。这既是捉鸭子
的游戏，也是水上的竞技。队员的胜
负，鸭子的归属，全都包括在这追捉逃
逸之中。

鸭子捉完，比赛结束，捉到的鸭子
归参赛队员。有所斩获的队员兴高采
烈喜气洋洋。没有捉到鸭子的队员，并
不气馁，重在参与，享受过程。

正所谓：赛舟风情隆重，捉鸭气氛
轻松。彰显屈原之魂，融入当代民风。

活力广阳振兴，五彩银湖圆梦！

□施迎合

我的视线成了盲区，面对满坡
缤纷的花儿，我竟然找不到

我要的那朵

都是一样的美，一样的娇艳
如粉红云彩般纷纷扬起的脸
闪亮着季节难以捉摸的光芒

我感到片刻的眩晕，我想伸手抓住
最不起眼的那朵，抓住光，抓住笑
抓住我想要的那一点闭月的娇羞

也许，这就是我心中的念想
藏在春天深处，在百媚千娇中
漾开花朵的唇，静静等我……

夏日午后的雷雨

没有任何征兆
你就指挥着千军万马

冲杀过来了
“得得得……”的马蹄声

拖曳着闪电的长鞭，一路狂奔
挟裹起粗暴的沙尘，在瞬间

我的眼睛变暗、变黑，迷失了方向

有点猝不及防，我没想到，在一个
平常夏日的午后，我行走的脚步

会被一场雨阻拦，在路上

我努力寻找能够遮风挡雨的地方

一块低矮的屋檐，一树展瓣的浓荫
一柄撑开的红雨伞，那红雨伞下
有两片灵动的云彩，洁白、透亮

…………

哦！这是人生路上
一次偶然的遭遇

一次浪漫的邂逅，翻滚的雷霆里
我好像听到一声柔柔的轻唤

正穿过茫茫雨雾，向我慢慢靠近

自由的花

站在春天的高处，腰身轻快扭动
花的语言，爽朗、透明、向上

满山色彩斑斓
所有的幻想抖开了翅膀
飞翔，是这个季节的主题

蓝天上，飘飞着云彩的衣裳

我也要飞，我已压抑太久了
辽阔的大地为我打开了自由之门

我，见了阳光就开放

自由多好，不用理睬别人
猜疑、妒忌的眼光
我带雨的泪已流尽

哀愁不能阻挡快乐生长

劈开黑暗的荆棘，向阳的路上
铺满温暖，朝着自己认准的方向

我：花枝招展、神采奕奕、满面红光

□袁明东

杏福园，长江边的洼地，一个名字，
我想是两个人名
也许是更多村：

中咀村,庄屋村，百席村
也许更多的祖祖辈辈

生活在湖边的人
累积在山谷间以梦为马的影像
江水安静地在时光里流淌，地图
七碛湖和南塘湖，像一位母亲
遗失在吴都古城的两颗金葫芦

在岁月的沧桑里变得成熟
近了，近了

花房飘出的清香
太阳炙热，树枝敲打车窗

绿的冲浪，在乡间路上涌动
新种果苗

番茄在拔节
鱼腥草已越过低矮的栅栏

生菜脆嫩的青绿，黄瓜正向上攀爬
每一根藤蔓都摆出各自的形态
花房的蝴蝶兰诱惑多肉植物

驱蚊草开细小的花
散发艾叶的药香

银叶菊多愁善感，披一身银装
我向山坡的金钱橘问好

它们享受春光
山上的春茶投怀送抱

我来不及躲闪
我行走，在干枯的葫芦边，刻上字

水缸的睡莲，没有睡，睁着眼
风还在吹，吹散春天的寒凉

吹红七碛湖畔
吹暖了越来越亲，血脉同根的人

□聂英

一

坐在棠语茶屋
季节的暖划过指尖，五月啊

鸟儿衔来一枝橄榄枝，阳光在左
风，撩开风

豪横地刻下一个人的影子
早熟禾在偷偷地笑，音乐缥缈

那辆粉色的“宝马”已经去往远方
风来过，花知道

二

苔藓、地衣，树根
交错沉陷在湿地泥沼
我小心走过白色的靴
一条小路正指向虚无

风吹向五月啊
紫叶李的枝条缀满了紫色的果

青绿的木栅栏
阻隔着一颗心的拥抱

那朵蓝莲花
让我想起北纬22度的烈焰

风来过，花知道

三

在棠语茶屋，沐唐风宋雨
与时光对座

玫瑰在遥远的地方落满桃花笺
五月的半亩花田啊

再回头，每个细节都涟漪着答案
蝴蝶，在城里的月光

褪尽庄周的锦袍
青门种瓜人，可是旧时东陵侯

风来过，花知道

□黄海子

如果我写端午
我不会写屈大夫

不写《离骚》，不写汨罗江

我只写李市镇
写偏安一隅的李市镇

写缺水的李市镇
以及李市镇端午划的旱龙船

端午会唤醒镇上的每一个人
敲开每一家的门

让人们挤满李市镇的街道

他们的旱龙舟
是百舸争流中的一种
在青石板的街道上
在泥石路的街道上

有些人

会在广场的中心
吼古老的山歌

围观的人群，一起吼

围观的人
会点评旱龙船的表演
报以掌声或者欢笑

他们点评山歌
送上粽子或者蒲扇

单纯的模样

他们有的人会说起端午节的由来
会说江水流向哪里

有的甚至会击节作歌泪流满面

端午

七碛湖到杏福园

风来过 花知道（组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