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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色多瑙河

魏朝芳（汶上）

多亏对音乐有些懵懂
如鹅卵石潜入水底

聆听到了
多瑙河蓝色的喧响

没有目睹多瑙河
却可以跨越眼前的波涌

到达更多的河流

在古老的血管里复活
在自己的河床上

悠然地流淌
像那波光粼粼的水面
陶醉在遥远的故乡

致女儿安若

楚文凤（嘉祥）

在岁月的舞台中央
安，是命运温柔的开场
若，似潺潺溪流的吟唱
编织着梦，一路轻扬

安，是平安的祈望
在你生命里静静生长
若，取上善若水的力量

载着厚德，拥抱着这人间万象

喜欢看你欢喜雀跃的模样
如初阳般明亮
散发着光芒

喜欢看你温婉含蓄的姿态
在诗意岁月里呢喃

温暖了时光

安若浮生，自在徜徉
安若暖阳，永沐欢畅
安之若素，泰然处之

将挫折化作前行的力量
在时光的长河里

书写属于自己的璀璨篇章

五律·人参树

孙晓风（邹城）

去岁人参树，当初绿满匀。
历冬枝数萎，今日叶几存？
片片欣欣意，天天渐渐新。
水浇勤不辍，少也扮三春。

把散落在各地的人聚集到楼房
里，与其说是社会的进步或者倒退，
倒不如说是一种必然。社会每一次
大的改变，需要的就是人的不断分
散和聚集。

就像每个人和原生家庭的分离，
有些人干脆决绝，有些人纠结缓慢，
生活就是在这样的变化和拉扯中充
满了各种味道。

我们家也不例外。
都说时代造就人，时代也造就

了一代又一代人大同小异的生活方
式和价值观。而立之年的我们在和
父母有代沟的同时，也和孩子产生
了分歧，那是时代赋予的无法填平
的沟壑，却被各种各样的爱架成的
桥梁连接起来。

无论我们生活中有多大的矛
盾，公公就是那个细水长流慢慢架
桥的人。

我们家的楼梯间有些拥挤，空
间小采光也不好，所以打开楼道安
全出口门就显得尤为重要。这几天
挡住安全门的石块不知道被谁拿走
了，楼道变得一片漆黑，公公来接女
儿上学时我随口说了一句：“要是有
块大石头挡住就好了。”

公公是一个特别认真的人，就
连接送孩子这样的小事都要制定详
细的计划和路线，哪怕这条路已经
走了无数遍，所以找挡门石这件事，
公公把它当作一件大事来办。

第二天我下班回家，看到安全

门打开了一半，楼道里的光线亮了
一些，却没有看到是什么东西挡着，
我心想有点缝就行，总比关着强。
晚上再回家时，就看见一块很大的
石头挡着门，我很吃惊，先不说搬上
来有多沉，光是这么大块石头放这
里，让人不得不注意。这一定是公
公的办事风格，凡事都要“稳”。又
过了两天，挡门石又变成了一块苗
圃用的花砖，不但大小合适，也比之
前更为美观了。

这时公公才问我：“这块石头行
不行？这已经是我换的第三块石
头了。”

想起平常觉得公公事无巨细的
管束而产生的种种抱怨，我的愧疚
感油然而生。

公公军人出身，做事情有计划、
有条理，从帮我们接送孩子上学到照
顾老人饮食起居，他都安排得有条不
紊，我们经常会在工作和生活的手忙
脚乱中达不到他的要求，于是平添了
许多对抗和叛逆。但是，今天这随口
一说的挡门石又让我感受到了溢出
柴米油盐之外的爱。

在父母眼中，我们永远都是孩
子，哪怕他们已满头白发、步履蹒跚，
依然会用所有的力气去满足孩子们
的任何要求，为孩子付出就是他们认
为最有价值的事情，这就是中国人血
液中传承的不求回报的爱，至于那些
琐碎的争吵，都是生活的调剂而已，
我们要用一生去学习爱、感受爱。

一块挡门石
张悦（兖州）

古诗文中涉及到近与远的佳句
不少。近与远，不仅就物理距离而
言，更多指一种心理距离。

《诗经》中有一首名为《东门之
墠》的关于青年男女相互唱和的民间
恋歌，内中一句“东门之墠，茹藘在
阪。其室则迩，其人甚远”对近与远
的关系进行了探讨，该句翻译成现代
汉语为：东门附近的郊野平地，茜草
沿着山坡生长。他家离我很近，人却
像在远方。他家离我很近，是物理距
离，人离我很远，是心理距离。世界
上最遥远的距离莫过于两颗心之间
的距离，相恋的两个人容易产生这种
咫尺天涯之感。《蒹葭》中的主人公逆
流而上、顺流而下反复追寻，奈何伊
人可望而不可即，同样是对于心理距
离的一种描述，只不过感受更为复杂
而已。《迢迢牵牛星》“盈盈一水间，脉
脉不得语”书写外力对于一对有情人
的压迫，牛郎织女相距并不遥远，河
水既清且浅，却犹如天堑。

南朝刘义庆的《世说新语》记载
了一个典故，也是讨论近与远二者之
间的关系。西晋末代皇帝晋愍帝在
逃亡长安途中被匈奴所俘，最终遇
害。镇守建康的司马睿接到愍帝遗
诏后，承继大统，定都建康，成为东晋
的开国之君晋元帝。元帝之子司马
绍自幼聪颖过人，行事果决有胆识，
深得元帝器重。三岁那年，长安使者
南来觐见，元帝在使臣面前考问他：

“你说太阳与长安孰近孰远？”司马绍
不假思索地答道：“长安更近。只看
到使者从长安来，从来没听说过有人
从日边来。”司马绍的回答令元帝甚
为欣喜。翌日国宴之上，元帝重新提
起这件事情。在所有大臣的注视下，
司马绍朗声答道：“抬眼就能看见太
阳，却看不到长安，自然是太阳更
近。”此言一出，宴席间一片寂然。这
番机智的对答触动了元帝与在座群
臣的故国之思——旧都长安竟比天
边的太阳更为渺远，怎不教人潸然泪
下。“日近长安远”自此成为一个有名
的典故，其中既暗含物理距离与心理
感知的微妙反差，更深寓求而不得的
人生况味，文人墨客此后常借此喻指
帝都难至、抱负难展。

著名诗人顾城有一首《远与近》，
非常经典：你一会看我，一会看云，我
觉得，你看我时很远，你看云时很
近。“你”面对“我”时仿佛表情冰冷，
面对云时却卸下防备，流露出真实可
亲近的一面。这首诗写出了人与人
之间的疏离，反映出作者对社会信任
危机的思考。大自然中的云与世俗
社会中的“我”都带有象征色彩，那自
由飘逸、无拘无束的云代表着理想世
界，对云的亲近意味着对现实人际关
系的逃离。顾城这首诗歌虽然广受
好评，但如果放到历史的长河当中来
看，也不过是在继承前人基础之上的
创新。

古诗文中的近与远
马会祥（曲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