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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陕西工人报》，是从关注它的副
刊开始的。

作为一个文学写作爱好者，阅读浏览各
大报纸的副刊版面是经常要做的功课。这
样既能准确掌握报纸的办刊方向，也能深入
领会编辑的用稿意图。各大报纸的副刊名
称大都追求格调和气势，起的高端大气，因
此看到《陕西工人报》副刊“憩心亭”的名称
时，不免心里一动，顿觉亲切又贴心。似人
生旅途中正兀自跋涉，身心疲累，忽见一小
亭，翼然在侧，正可小坐休憩，或闭目养神，
让人心生欢喜和感激。

再读里面的文章，大都朴素自然，感情
真挚，少有虚情假意、扭捏作态之文，与自
己的写作追求十分契合，于是试着投稿，没
想到一投即中，这更激发了自己的写作热
情和对《陕西工人报》的喜爱，不过因为工
作繁忙，加之生活牵绊，发表作品的数量并
不多，却也足以满足小小的虚荣心了。

后来偶然参加一个全国性的文学大
赛，没想到获了奖，便有些心浮气躁，自视
甚高，开始只盯着几家大报大刊投稿，经人
介绍又认识了几位编辑朋友，发表作品已
不是难事，于是想着尽快达到发稿数量，能
顺利加入省作协，圆自己的作家梦想。可
是写来写去，发觉自己的文章大都文体相
仿、文风相似，有些甚至枯燥无味，连自己
都觉得不堪卒读，写作似乎成了为文而文，
只是发表凑数而已。

幸而一位老师及时点拨，说写文章应该
“发乎心、动乎情”，有真情实感才能出佳
作。冷静下来反思，觉得自己的确越来越追
求文学技巧和华丽词藻，导致文章内容空洞
无物，难以打动人心。忽然想起曾经喜爱的
《陕西工人报》，想起“憩心亭”栏目以及后来
又开设的“百味”栏目，找来那些文风质朴、
情深意切的文章仔细研读，细心揣摩，才意
识到自己只一味向上攀，不懂得向下看，多
关注现实和普通人的生活，这样才能写出有
生命气息的作品。阅读得多了，观察生活的
角度也变了，我先后创作了反映普通人生活
状态的《生活的圆满》《够得到的幸福》，赞美
下岗工人努力创业的《勿忘我》《美丽的蝴蝶
兰》，反映街头艺人的《街角的琴声》等作品，
被《陕西工人报》刊发后，在朋友中也反响强
烈，大家觉得这样的文章才是接地气、有情
怀、有温度的好作品。

作为《陕西工人报》的忠实读者，多年来，
我对这份讲述职工故事的报纸始终心怀敬
意。陕工报一直坚持着自己的办报宗旨，俯
身向下，贴近群众、关注民生，为普通职工群
众鼓与呼。在许多报纸为迎合市场纷纷改版
重组时，陕工报也丝毫不为所动，坚定立场，
努力做好群众的“贴心人”。能在这样的报纸
上发稿，与它同行，让我倍感荣幸和欣慰。

如今，每周读一读《陕西工人报》，在“憩
心亭”里沐浴身心，已成为生活的固定习惯，
偶然读到自己的文章，更是满心欢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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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总会遇到许多美好的人，美好的
事，与之相关的那段记忆总是难以忘怀。

我是一名民营水泥企业的基层员工，平
常的日子里在单位忙碌，只有吃完晚饭到睡
觉前的时间属于自己，业余写作便成了我的
爱好。很早以前就知道陕工报，非常羡慕能
在陕工报发表文章的作者，也曾不止一次梦
想过自己的作品出现在陕工报上。

2017年开始，我在微信公众号上关注
了陕工报，特别喜欢陕工报副刊的文章，几
乎每期都会认真去读去品，看得多了，也试
着给陕工报投稿，可整整快一年了，投出去
的稿件没有音信。直到了 2017年年底，记
得是 12月 20日，一个冬天平常的日子，我
在单位忙碌了一上午，中午正准备去吃饭
时，文友付增战在区作协群里发了一张陕
工报副刊的图片，并向我祝贺，手机微信

“叮咚叮咚”响个不停，群友们接二连三地
向我祝贺，我惊奇地发现我的文章《儿子的
生日风波》发表在陕工报“百味国际”版头
条位置，那一刻，我无比激动。平复了情
绪，我向群友们表示感谢。初冬的室外，已
有了丝丝寒意，但我的心里却暖暖的。

第一次在陕工报上发表文章，我很想
保存一张样报，那时候单位还没有订阅陕
工报，一时还不知道上哪去找，区作协群
里有各个单位的老师，于是我在群里发出
了“寻求 12月 20日陕工报”样报的信息，
在区政府上班的作协副主席秦陇华看到

信息后答应给我留一份样报，让我有空去
他办公室拿。几天后的周末，我拿到那份
墨香扑鼻的陕工报样报，小心翼翼地保存
在书桌抽屉里。

过了几天，在一个微信群里，忽然有人
要加我微信，她说她是《陕西工人报》副刊
编辑，她姓刘，我欣然接受。刘老师说我投
稿时忘了附地址，让我把通讯地址发给她，
邮寄稿费单要用，我即刻将地址发给了
她。一个月后，我收到陕工报寄来的第一
笔稿费，我将稿费单拍照留念。

时光荏苒，岁月匆匆，不经意间，我与
陕工报相伴已有三年了。三年来，我相继
在陕工报副刊发表了《儿子的生日风波》
《梦中的老黄牛》《母亲的缝纫机》《栽红
苕》《那年下井开绞车》《远去的耱地》《第
一次搭葡萄架》《割场》《“倒流壶”中乾坤
大》《颗粒归仓》《穿越千年厚土的耀瓷》
《马未都“打探”耀州窑》等十多篇文章，这
些“豆腐块”都是我利用晚上的闲暇时间
完成的。其中，2018 年的《两个书柜》和
2019年的《那一抹“铜川蓝”》，获得陕工报
征文比赛优秀奖，真心感谢文友们的鼓励
和编辑老师的厚爱！

人生路上，有许多遇见，遇见陕工报，
就像遇见一位知识渊博且和蔼友善的老
师，我仿佛回到了几十年前的课堂，聆听老
师的精彩讲解，偶尔还能得到老师的表扬，
有这样的老师，此生幸甚至哉！

□芳闻牵 手 明 月 夜

品 读 潮 州 广 济 桥 □王雄文

广济桥又称湘子桥，位于广东潮州古城
东门外，横卧在滚滚的韩江之上，山水相
映，桥影如画，景色美丽迷人。

广济桥始建于南宋年间，集梁桥、浮桥、
拱桥于一体，被誉为“世界上最早的启闭式
桥梁”。与河北赵州桥、泉州洛阳桥、北京卢
沟桥并称为我国古代四大名桥。

广济桥为舟梁结构，东西两段为石梁
桥，由桥墩、石梁和桥亭三部分组成。而中
间则以木船搭成浮桥，与东西两桥相连。广
济桥全长518米，宽为5米，分东西两段共24
墩，中间一段宽 97.3米，因江水湍急，不能设
桥，只能以舟代桥了。

广济桥的桥墩全用条石砌成，大小不
一，叠合很有规律，石与石之间没有勾灰，

全部由卯榫连接。桥墩有两种造型，一种
是六边型的船型墩，一种是五边型的半船
型墩。所有的桥墩上游都做成尖型，有效
地分解了水流的冲击力。桥墩宽度一般为
5.7-10.8 米，长度为 14.4-21.7 米。如此巨
大的桥墩，在全国其他古代桥梁中并不多
见。此桥最大的石梁长约 15米，宽约 1米，
厚约 1.2 米，重约 50 余吨。在古代生产力
落后的情况下，在大江上建造这样的大桥，
其难度是超乎人们想象的。

相传，韩愈被贬潮州任刺史后，为方便
百姓，试图在江上建一座桥，便让他的侄子
韩湘子建桥，因此桥与韩湘子有关，人们又
称其为湘子桥。这个传说，反映了人们在江
上架桥的一种美好愿望。

要在急湍的水流中建桥，确实不易。就
说运送石料吧，根据当时的条件，只能靠船

运输。架设在桥墩上的石梁每根都很沉重，
怎样将石梁运到造桥现场的呢？聪明的工
匠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利用浮力的原理，先
将石梁绑在船底，顺水而行，到达目的地后，
若桥墩在浅滩，就用木头搭成斜坡，将石梁
移上桥墩。若桥墩在江中，就将石梁放在船
上，利用涨潮时在船里填充石料，以调节高
度，将石梁安放于桥墩之上。

浮桥是广济桥的独特之处，由十八只
木船横向并排连接而成，船中央铺设木板
作为桥面。船体两端用铁链固定，随水位
涨落而高低变化。浮桥能开能合，当遇洪
水、大船或木排通过时，可以将浮桥中的
浮船解开，洪水或船只过后，再将浮船归
回原处。这一设计体现了因地制宜，顺应
自然的高超智慧，可以说是我国古代工匠
的一大创造。

广济桥最美当属桥上连绵的亭屋和楼阁
了，可谓“五丈一楼，十丈一阁”，规模之大，形
式之多，装饰之美，世为罕见。因广济桥是通
往福建、浙江、江西的交通要道，日久便成为
一个交易的中心。桥上店铺林立，人来人往，
夜晚灯火通明，成为热闹非凡的桥市。

随着时代变迁，广济桥几经修筑，一度
曾将浮桥改为钢桁架桥。新世纪之初，当
地政府对广济桥按照最辉煌时期的明代进
行了修复，对桥墩做了加固，恢复了“十八
梭船”的开闭式浮桥，并修复了桥上的十二
座楼阁和十八座亭屋，使其成为一座旅游
观光步行桥。

如今，漫步桥上，走进一座座古典优雅的
水上亭台楼阁之中，人走景移，美不胜收。广
济桥以其厚重的历史、艺术及科学价值，被
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哑巴白雨天寂静，风平树静无雷声。

万条银柱穿云射，地上水流白浪腾。

玉米半枯盼雨切，一场好雨把秤定。

农民个个喜眉梢，秋天又是好收成。

秋天又是好收成

雨后日出大雾升，老翁漫步田间行。

水洗尘埃万物新，清风遍野爽心胸。

久旱逢雨驱睡意，珍珠晶莹随风融。

棉田花蝶竞相舞，玉米拔节似有声。

碧野绿海无闲田，人欢鸟语话年丰。

人欢鸟语话年丰

（一）

鸟啼柔婉迎朝霞，田间遍地可赏花。

桃红梨白遍碧野，十里花香醉农家。

（二）

路旁小草轻舒展，春风又绿姜家塬。

渠水笑着进麦畦，农家欢声飞上天。

（三）

春风得意雨吻面，行人车辆雨中穿。

水泥大道村村通，一直通到县城边。

（四）

驱车穿街村中过，不见原来老宅舍。

红砖白瓷一崭新，疑是进了神仙阁。

新农村建设之歌

离乡背井八方去，致富甩贫穷。

架桥修路，盖楼筑坝，美市妆容。

贪黑起早，风餐露宿，烈日寒冰。

青春中岁，挺胸崛立，圆梦飞腾。

黄钟·人月圆·农民工屐痕处处

曲江池东路人行道茉莉花金黄的米粒，
像翡翠上的稠密珍珠，吸引着树下的行人，
仰起头来总要出神一会，幽幽的香气沁人心
脾。走出老远了，那香气还仿佛沾在衣裤
上，握在手中，带回了家，带到了夜的梦里。

其实，先生书房窗外的唐城墙遗址公园
绿油油的草坪里，还站着八株茂盛的银桂
呢。每到八月，积攒了一冬的香就一齐吐出
来，飘过公园，悄然钻入室内，临案而落，仿
佛一缕花魂，婵娟添香，凭添了许多神秘和
情趣，先生落在宣纸上的笔墨，也飘逸秀媚
了许多。不知先生是否体会到了花的知
己？静悄悄坐在一旁沙发上的我，只是默默
欣赏先生那清瘦的侧影，鬓角悄然爬上的白
发，还有挥毫泼墨的洒脱，我并不想打破这
份静谧和美好，只想静静冥想。

这样的静观时刻很多，自从先生退休
后，结束了匆匆忙忙的两地生活，在曲江池
畔北岸这块龙脉上，我们有了这处云水别
居，有了朝向公园的这处宽敞的书房，贾平
凹老师为我们题写了“云水居”匾，这书房就

有了淡淡的清雅和诗意。先生大部分时间
都是在书房度过的，写字、看书、听音乐、听
股票讲座、看电视……而我大部分时间是在
朝南的书房里读书、冥想、发呆、写诗，和十
多柜子书香为伴，日子是忙碌的，也是有闲
有情有调的。

书房临公园一面全是落地式玻璃，公园
四季景观一览无余，这里距唐朝仿佛很近，
东面能望见唐城墙，跨进巍峨轩昂的城门，
仿佛就进入了唐朝，许多铜质唐仕女和官
吏雅士，鱼贯打马而入，人的心也跟着走入
了那个峨冠博带、霓裳飘逸、银马少年、意
气风发的时代。

窗外的花儿，一年四季里献着殷勤，早
春二月，草坪上还是灰黄干衰一片，几株腊
梅却在七号茶馆墙角边，眨巴着星星金眸，
迎迓春天。

仿佛合唱似的，小区里的腊梅一夜间在
东风里深情地笑了，园里园外的清香，吸引
着我和先生掷下笔，抓起相机，牵着手从小
区后门出去，跑进了公园，在腊梅下留下一

帧帧《梅花三弄》。偶尔遇上早春的雪，我
穿着红斗篷，提着花篮，在雪地上印下一串
串足印，在曲池九曲栈桥留下一个远去的
红影，仿佛走出了红尘，尔后跪在白茫茫的
雪地里，合掌冥想，让灵魂出窍……这一瞬
间先生也给我们的生命摄下了永恒。

刚迈进三月的门坎，公园的红叶李，热
情奔放地吐着霞彩，把青砖小道渲染成了
一条花径。四月的樱花争先恐后，曲江池
畔到处飞起一蓬蓬红云，坐在花树下闲读
几页《海子全集》，就有了“面朝大海，春暖
花开”的喜悦。

这样的赋闲生活，蛮好的，心满意足，不
敢再奢望什么。奔波了一生，从那个山穷水
远的永寿小石村破窑里，一路挣扎逃离，奔向
西安求学，而后转战四方谋事，不知不觉中过
了花甲之年，鬓上飞霜，又奔七十古稀而去。
就像这窗外的四季，在每个生命季里，也都拼
尽力气绽放热情，奉献真诚，烂漫过也美好
过，回忆起来，平凡而朴实，自然而安心，不曾
欠季节什么，也不曾辜负父母之期望和亲友

之情谊，也不枉生命奔波之旅程。
故乡麦田的百棵大柿树，都活过一百岁

了，那是爷爷的爷爷种下的，如今在麦田里
站成一道苍老而蓬勃的风景。夏季，缀满枝
叶中的小金花，虽无月桂的幽香，但也如满
天的繁星，遥遥和天上的一轮银月唱和着，
在秋季挑着盏盏小灯笼，仿佛要赶去广寒宫
赴中秋团圆节。

每年回故乡祭祖，我和先生都要在老树
下徜徉留恋，抱着粗大的树身，仿佛抱着爷
爷，拽着树枝，仿佛牵着爷爷的手。树叶飒
飒，听见爷爷说，他们在月亮里等着我们，总
有一天会谋面的。八百里红尘之外，想念亲
人时，总要抬头仰望那轮明月，影影绰绰的
月桂树下，仿佛站着亲人的身影。

今霄牵手明月夜，红尘的风景还未看
尽，还有人生最后的梦想，想用汉字给儿孙
留下最后的念想。文字是灵魂的翅膀，它会
在未来的时空里，和子孙亲近与交流，在暗
夜里为子孙举起一盏红红的小柿灯，照亮亲
人们前行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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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组诗歌作者：栾树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