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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阕清词，渐入中秋。桂香袭来，沁人心脾。夜空那一轮日

渐丰满的凸月，让人心中泛起了层层涟漪……

马上就是中秋。傍晚时分，天阴沉沉的，我杞人忧天般下

意识地想，中秋节那天，会不会还有这么厚的云？如果没有了

月亮，这中秋可就失去了太多的意义。仔细想想，中秋，其实就

是在过月亮的节日，心里的那一点点奇思妙想，大多是为这一

轮明亮而来。

仰望夜空，月亮悬在深邃的天穹，那么大，那么圆。偶尔有

丝缕白云轻轻飘着，犹如缕缕雅叹和怅惘……

淡淡的月光世界塑造出我们的审美境界和意趣。面对柔

润晶莹月色，几乎所有人都倾诉着一切的烦恼郁闷、欢欣愉

快、人世忧患和生死别离，似乎在这里，一切的情感都能得到

寄托。这些寄托的情感，赋予中秋节新的文化内涵，理清了民

族文化传承的内在脉络，将中华文化的增长基因有效地注入

中秋团圆节日之中。

生命需要感激，情感需要温暖，心灵需要感动。感激会触

动每个人情感角落最真实的善良；温暖会激发每个人萌发破

土的冲动，感动会唤醒每个人心灵深处最本源的真情。

在中国文化里，“月亮”一开始就不是一个普通的星体，她

负载着悠久的神话传说和深邃的文化内涵，启示着中国古老

的哲学和艺术，融化在中国人的血液和骨髓里，渗透于五千年

古国文明的最深处。月亮的盈亏晦明循环，不仅支配着华夏民

族生产与生活，还给民族注入了对生生不息的生命精神、宁静

的智慧品格和天人和谐的追求。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是李太白吟的；“明月别枝惊

鹊，清风半夜鸣蝉”是辛弃疾诵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是张九龄咏的；“雁字回时，月满西楼”是李清照歌的；“露从今

夜白，月是故乡明”是杜甫叹的……而苏东坡的“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婵娟”，更是将这种意境推向了极致。这些诗人望着明

月睹物生情，写下传世之作，这月，又寄托着多少离别之人的

惆怅之情？天涯游子肝肠寸断的寄托之情？归心似箭人的思念

之情？

诗不在绝，在于有人能懂；词不在唱，在于有人倾听。身距

千里，心灵相通；千里明月，遥寄真情……

明月的盈圆呼唤着亲人的团圆。数千年来，每当皎洁的明

月悬挂于中秋的碧空，不知有多少情感在此时波澜起伏，不知

有多少思绪在此时翻涌翩跹。唐代诗人张九龄的“海上生明

月，天涯共此时”，就是那烙有中华民族印记的血脉团圆和最

原始的思念之情，蕴含着华夏子民情感的宁静与淡淡的感伤。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一个民族把宇宙天象最完美的时刻作

为民族的节日，把追求人与宇宙的和谐，运用到家庭团圆、民

族团结和国家统一上，体现出的，不正是中华文化的深邃与幽

远吗？

但是，“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当世

界上最疼我们的人一个一个地离去，虽然无限思念，但那些美

好的回忆，满满都是爱，都是爱的传承。就像天上那洁白的一

轮明月，不正如我们父母头上的一层银霜。

谁都喜欢花好月圆，谁愿意在泥泞险滩里徘徊张望。漫漫

人生路，不一定都是鲜花芬芳，只要淡定从容，月缺月圆，心里

都会是圆圆的希望。

中秋节，给了我们看月的情思和幽趣。看月的时候，

我们会有一点儿感动，会有一点儿感伤。就像著名诗人

王维那“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的千古绝

句，不仅记载了华夏民族独特的思乡情结，揭示了人类

最纯真、最本源“天人合一”的思亲“图腾”，也成为我们

民族的印记，深深镌刻在我们的记忆里。

揽一怀秋色，抒一阕清词，丰盈了中秋的一抹情怀。

一轮明月，圆满了如诗，亏憾了如画。盈亏之间，寄托着

我们亘古如斯的情感。一缕白云，流动是韵，静止是曲。

流滞之间，饱含着我们万古不变的思念。

从小到大，直到如今的知天命之年，最喜欢的仍然是有趣的老

师。

小时候的学校，大门口左右两边雪白的墙壁上，几乎千篇一律地

各有四个浓重的美术大字，相互对称：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在无数幼

小的心灵中，学校给人的感觉更多的是团结、紧张和严肃，至于活泼，

很多时候似乎就是一种奢望。可以说，在我的印象中，那时候，一脸的

严肃和不苟言笑，简直就是老师这种职业的标志和做派。

大约小学二年级的时候，一位年轻的男老师新婚之后第一天走

进教室。不知道是谁悄悄地说：“老师真好看！”声音虽小，但在寂静无

声的教室里却似一声惊雷，一下子点燃了学生们高昂的兴趣。大家纷

纷随声附和，同时看着老师的一身新衣服不停地傻笑。那年轻的老师

没有思想准备，明显有点不好意思，也一时惊慌得不知所措，但他还

是故作镇定，竭力绷着那副严肃的脸色，可终于还是没有忍住，只见

他脸一红，腮边的肌肉抽搐了好几秒钟，最后还是不由自主地笑了！

哈哈，学生们终于看见了老师久违的笑脸，看到了他那白白的牙齿在

黝黑的面色映衬下明晃晃的样子，一瞬间，大家兴奋的、放肆的笑声

充斥了整个教室。这情景至今让我难忘。

高三的时候，语文老师某先生因事请假，学校安排了一个新老师

代课。说是新老师，其实人在中年，姓周，中等个子，说起话来涩涩的

嗓音常常让人感觉天气的干燥。周老师讲课的同时总是下意识地吧

唧着嘴，时不时还会舔舔干裂的嘴唇，好像口里总是发干。周老师语

言极为简练，短短几句话就让人对一篇课文的中心意图了然于心。周

老师还喜欢在讲完课本内容后再附加上一些与之相关的故事，以便

加深大家对内容的印象，从而更加准确地理解课文。周老师稳重的样

子和不紧不慢的语速，再加上绘声绘色的讲述，一下子博得了同学们

的喜爱和赞赏，课堂上没有了学生的噪音和小动作，连那些总爱在语

文课上做理科作业的学生们，也端端正正地坐着，聚精会神地听起课

来。一时间，上语文课成了大部分学生的享受和期盼。

一个月后，请假的老师返校上课，刚进教室就惹了个大大的尴

尬。同学们一看到某老师，就联想到他干巴巴的话语，似乎只是对书

本内容简单的复印和翻版，似乎没有经过一点任何的加工和改动，再

加上一张嘴就是典型的干巴巴的家乡口音，对比一下周老师，那落

差，根本不是一点半点。很快，教室在短暂的沉寂后不可避免地沸腾

了，嚷嚷声跺脚声一下子把课堂变成了一个乱哄哄的农贸市场。还有

人毫无顾忌地对着某老师大叫着：“走！走！走！不让你来上课！让周

老师来！”那老师还想解释几句，可回应他的却是更大的抗议声。无

奈，那老师只好悻悻地、郁郁地离开了。

迫不得已，周老师又被请回了我们的教室，学生们又得以聆听周

老师的教诲和幽默，直到高三结束。

大约在2006年的暑假，我在平顶山进修学习，幸遇一生为之倾心
的河南大学文学院的王德木教授。王教授个头中等，瘦瘦的身材，穿

一件黑绿相间花纹的T恤衫，看上去很是普通，却颇显干练。
王教授讲授的课程是《邓小平理论纵横谈》。很多人看到这门课

的名字，就感到一种发自骨头里的高大上的感觉；按以往的经验，高

大上的内容背后，可以想见的是不可避免的枯燥乏味和机械重复，更

让许多人担心的是，不知道自己能否很快地进入高效的学习状态。

讲台上的王教授，缓缓地打开玻璃杯的盖子，呷了一口茶，慢慢

地咽下，站起来清了清嗓子就开讲啦。他从邓小平理论诞生的时代背

景讲到其曲折发展的艰辛过程，再到这个理论的成熟和对伟大的实

践的指导作用，娓娓道来，令人油然而生一种敬慕和折服，外加一种

荣幸的感觉。

王教授讲起课来妙语连珠，俗语和民谣总在不经意间脱口而出。

讲台上的他特别活泼，表情千变万化，肢体语言也相当丰富，常常一

边述说一边比划，讲到动情处甚至又蹦又跳，情难自已。王教授这种

授课方式激情四射，感染力很强，一个夸张的动作，一个撩人的眼神，

就能立竿见影地煽起人们的听课热情。但这样的教学方式真的也很

耗费体力，一般人讲上半天就筋疲力尽了，可他却乐此不疲，似乎有

着无穷无尽的精力和乐趣。在每天上下午各三四个小时的讲座中，讲

台上的椅子在他的眼中完全成了多余的摆设。毕竟，他只在课间十几

分钟时间才会坐在上面稍事休息，间或喝口茶水润润嗓子。

在讲到丰收的景象时，王教授脱口而出了一首民谣：“稻堆堆得

圆又圆，社员堆稻上了天。撕片白云擦擦汗，凑上太阳抽袋烟。”教授

那泛着激情的兴奋表情和着他那鲜明的节奏韵律，使当时社员们参

加集体劳动的巨大热情和内心无尽的喜悦，伴随着浪漫主义的情怀，

一下子征服了所有学员的心，大家都听得如痴如醉欲罢不能。

如今，我常常怀念聆听王教授的精彩讲座的日子，那时候，天天

都盼着看到王教授瘦瘦的身影，盼着听到他那发人深省又让人忍俊

不禁的话语。

王教授对我的影响很大，他的博学和幽默也成了我不断追求的

目标和梦想。我也常常告诫自己要在专业知识精进的同时，还要努力

同步做到对课堂趣味的开发和培养，把一个个枯燥的知识点都赋予

一个有趣的不安分的生命，使之焕发出无限的生机和活力。渐渐地，

在我的眼中，课本中有趣的内容越来越多，教室里有趣的学生越来越

多，他们学习的兴致也越来越高。

我喜欢有趣的人，喜欢他们有趣的眼光，喜欢他们有趣的谈吐，

更喜欢他们有趣的人生态度。毕竟，生活的波澜不惊中，很需要一点

新鲜和变化；毕竟，传道授业解惑的课堂，真的很需要发自内心的那

种或让人眼热心跳或让人忍俊不禁的灵动。

真的很喜欢有趣的老师，真的很感谢他们那有趣的灵魂和人生

态度。正是有了他们，我才更加深切地体会到生活的可爱和美好。

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读书可

以提升文明，读书可以改变命运，读书

可以让生活更美好。读书的价值在于能

提升自己，在于能够真正向更优秀的方

向改变自己，从而通过每一个人的改变

推动社会的进步。

读书是真正的为己之学，意味着读

书是为了让自己更优秀。在读《直面人

生的困惑》一书中郭继承老师讲他在创

作中坚持如下原则：图书内容源自对几

千年传世经典的总结和体悟。源自对现

实问题的观察和透视，力争图书的内容

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图书表达的语言争

取让每一个读者都能看得懂，感觉到受

用，实实在在地帮助到读者的生活和工

作，在现实关照上，争取做到以文化人。

引导读者在生活的细节中改变自己，升

华自己。我们相信真正优质的文化，一

定会在提升读者的素养和推动社会进

步方面展现她的价值和意义。

好的思想可以引导实践，思想决定

命运，所以人需要不断地从学习中提升

自己的认知，拥有破圈的能力。只有保

持永续的学习力才能做到与时俱进。在

人的生命中，遇到一位好老师，看一本

好书，无疑都会影响人生的生命状态，

向上向善的发展，去提升生命的品质，

在服务他人中成就自我，实现自我，体

现人一生的价值很重要。而这一切实现

的基础就是多读书，读好书。多向典范

学习，能够做到学以致用，知行合一，能

够真正做到这点，人这一生就注定不

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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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猎的豪气

还在血液里沸腾

中秋的圆月

已如约在密州上空

下酒菜

唤起对酒当歌的冲动

大杯狂饮

走出眉山

一路向东满身书生气

惊艳了大宋

厚重了华夏

华发早生

依然有拉满雕弓的雄心

东去的江水

淘不尽冯唐、李广的旧事

邀明月

难掩十年茫茫的思念

小杯细酌

远离蜀地

四方辗转养成乐天样

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婵娟

人生如梦

确如飞鸿踏雪之须臾

东流的河水

终究

还是淘尽了百姓寻常事

且借花间一斛酒，

消得此生几多愁？

男儿应是带吴钩，

酒醉不负少年头。

目击长空思飞远，

豪气干云吞九州。

他日若遂凌云志，

小生提剑觅封侯。

秋夜遣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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