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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0月21日 星期一 阴
今天妈妈带我去参加婚礼，新娘好漂亮啊！她穿着洁白的婚

纱，手捧着美丽的鲜花，慢慢地走向新郎，他们在亲朋好友的祝

福下见证了他们的爱情。妈妈说每个女人在这一天是最幸福最

漂亮的，祝福他们新婚快乐，幸福美满！

2024年10月23日 星期三 晴

今天晚上做完作业后，我在草稿纸上练习了书法。写完后让

妈妈看，我说：“妈妈，你会这样写吗？”妈妈一看，立马就拿起笔

写了起来，每一笔都写得很有力量，该顿的地方顿，跟老师教的

一模一样！我问妈妈：“你怎么也会老师这样的书法？是不是你也

学过？”妈妈说：“我以前上班的时候，一有空就练字！”我突然觉

得妈妈好厉害啊！

2024年10月24日 星期四 晴
放学回到家肚子好饿，可是家里没有人，爷爷奶奶都还没有

回来。我跑进厨房找东西吃，冰箱里、桌子上找了一遍，什么也没

有！

我又打开锅盖看见里边有玉米粒，我猜想一定是奶奶中午

做的留着晚上吃的。于是我就拿起碗和

勺子盛了半碗，真好吃啊！那金黄金黄的

玉米粒吃起来香甜可口。

等奶奶回来了看见饭少了那么多，

会不会认为是家里进小偷了？哈哈，想想

都觉得可笑。

菩萨蛮·落叶
◇马自生

北风一夜摇千树，恋枝琼叶何堪数。飘落几多愁，人间暂别秋。

谁言风肆虐，只道欢情薄。不觉化春泥，报恩洒寸辉。

霜天黄栌
◇张长年

日暮西风烈，霜天万壑红。

琼枝枫叶落，蓄势待春萌。

落叶
◇怯振伟

盎盎生机春夏经，秋深枝上不禁风。

衬托春卉枚枚绿，扮靓霜林片片红。

已贯减霾常奉献，乐于制氧岂夸功。

挂怀归去人间事，甘化肥泥自有情。

叶子
◇刘世杰

春绿秋红各有彰，层层诗意滚琳琅。

川原山岭占无限，摇起冬风几见长。

落叶
◇兰晓辉

炎夏途经秋又春，沐阳饮月塑天真。

翩飞化蝶终无悔，曾把阴凉赠众人。

临江仙·落叶
◇张志峰

春日依红偎翠，秋深云淡风轻。年年来去亦从容。雨频何所惧，

更向雪霜迎。

曾染群山同醉，聊得绿叶清名。枝头衔梦赤心呈。秋颜化沃土，

丹血育春红。

观落叶有感
◇闫景社

冬来草木已悲凉，不见繁花百色香。

落叶萧萧随水去，无人小径尽残黄。

日记三则
西西小学教育集团一（2）班 杨沅迪 辅导老师 吴占国

你这个“舔狗”，如今也顺利“上岸”了，见

月能拿到“窝囊费”，再也不用“情绪内耗”，见

人也敢“贴脸开大”，成了咱伙计们中间的“新

潮老人”“绝绝子”，应该能“配享太庙”吧。

上面这段话，如雾里看花，水中望月，大抵

会让人“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其实，这是时

下的流行语在作怪，其原意到很容易理解，大

概意思就是：你小子现在混得不错，每月也能

挣个仨瓜俩枣的，不至于在人前抬不起头来。

这样一解释，大家都明白了吧。

流行语这些词，仿佛从石头缝里蹦出来

一样，一夜之间便能迅速蹿红。上至居于庙

堂之高的纸媒，下到处在江湖之远的网络；

无论是符合其定义的“小丑竟是我自己”，还

是与它八竿子都打不着的人，都在奋不顾

身、乐此不疲地自我标榜着这一名号。哪怕

拿来“凡尔赛”一下说，也能说明自己没有与

时代脱节，被拒于潮流之外。

从“单身狗”“永远的神”“及时止损”，到

“针不戳”“偷感很重”“倒反天罡”，如今这些

个词语，在影视剧中、在文艺圈儿；在现实生

活中，在微信朋友圈儿，我们已经屡见不鲜，

应接不暇，想想“也是醉了”。一天不学习，都

有点跟不上趟儿。

至于“白富美、高富帅”，和与之相对应

的“矮穷丑、二逼、装逼”等，现如今这些词连

那些跟风的“土鳖”们都不屑于用了，丢不起

那个“范儿”“有木有”。

跟曾经流行的词语“最美、给力、高大

上”和“任性、蛮拼、正能量”等不同，仅从字

面上看，这些最新流行的词语，就给人一种

诙谐、小众的感觉。仔细一琢磨，发现其深层

次的意思更加“非主流”。“炒鱿鱼”“割韭菜”

的说法，咱都好理解，但“搭子”“乐捐”“牛

马”等，一不留神就成了流行语中的“显眼

包”，直让人惊呼“被硬控了”。

虽然很多人对这些流行词语一知半解，

但为了不落后于时代，“人从众”地人云亦

云，大有洪水猛兽波涛汹涌之势。反正随便

说说，这世界上也少不了一个“屌丝”。

这些词语的流行，只能证明：你们“网络

达人”真会玩儿。

所以，一个原本极为正常的词语，经常

被大众文化玩弄得似是而非、面目全非，以

至于让我们忘记了其本意，附庸风雅也风雅

不起来，只能是如坠烟海、随波逐流、随声附

和、双向奔赴了。

但是，没文化是可怕，但没文化与这些

流行语根本就是两码事。能创造出这些流行

语的事，没文化的人根本干不出来。这种行

为，甚至正是那些所谓的“白骨精”们干的事

儿。

称自己是“搬砖”是自嘲；称自己是“牛

马”那是自贱。自嘲不可怕，也不可悲，只要

“内核稳定”，就能“换下赛道”，“感觉尸体暖

暖的（感动）”

针对于此，我们只能“呵呵”一声：“元

芳，你怎么看”？

还有“土豪”一词，就像当年的地主恶霸

还乡团，也气势汹汹地叫嚣着：“我胡汉三又

回来了。”

“土豪”一词，一直以来都不是什么好

词。在我国的古文中，“土豪”被用来特指村

匪恶霸。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当年的红军就

提出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从此阶级

斗争概念被引入“土豪”之中。如今，“土豪”

被时代、被网民们赋予了新的定义———有金

钱无素质、有奢侈品无品质、多金又喜欢炫

耀。说白了，就是褶子上流油的土包子开洋

荤，没什么见识的代名词。

有位文艺界“大腕儿”将此分为两个不

同群体：一个是弱势群体，一个是“脑残”群

体。这样的说法，我强烈赞同、严重认同、积

极赞同，虽说时代在变，但传统文化的根仍

深植在我们的血脉里。

一些人恍然大悟糊里糊涂上了流行文

化的当；一些人执迷不悟坚持认为这些流行

语“看上去很美”，跟镶了金边似的。那么，我

不拦您，您惠存。

大众文化是一种流行文化，流行的特点

就是从新鲜到厌倦，流行语也一样。随着媒

体的推波助澜和制造流行，这个过程已经越

来越短，如果说以前还能“三十年河东，三十

年河西”，如今“各领风骚三五天”都不易。每

个流行周期之后，留下的是满地的词语尸

骸。被流行玩过的东西，接下来基本上就不

能再玩了。但流行总能声势浩大地将某种东

西玩到彻底厌倦然后再找一个新的“东东”

来玩玩。

比如唐诗，比如宋词，比如元曲，自媒体

时代，这些传统而美好的国学精粹也经常

“躺枪”。像“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

扇”这样美好的词语，硬生生被那些每当被

甩或者感情破裂的时候的“童靴”们，在自己

的微信中气若游丝地来一句，其实他们连此

诗的作者为何人都不一定晓得。

就像周星驰在一部电影里所说：“杀人

这种事，我整天都有这想法”，这种恶俗、痞

俗的词语进入主流媒体并被随意“漂白”，尽

管会博人一笑，但却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

因为它侵害了规范的汉语言文字，并会在一

定程度上负面影响着大众的心态。

无论是自我标榜，还是躺着中枪，被定

义中的流行语们普遍身份卑微、生活平庸、

未来渺茫、感情空虚，不被社会认同。虽然他

们也渴望获得社会的高度认可，但又不知道

该怎么去做，生活没有目标，缺乏热情，不满

于无聊的生活但又不知道该做点什么，于是

只能贴上“吃瓜”“躺平”和“肥宅”的标签，在

现实生活寻找点自信。

对于这些逆袭的词语，无论是俗是雅，其

本身都没有错，错的是为它赋予特殊含义的

人。我们无法从根本上去评判它，因为“存在即

是理由”，就像种庄稼，只要有适合的土地、适

合的水分和阳光，庄稼肯定就能茁壮生长。这

些词语的流行，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社会的一

些不良现象。这是值得整个社会去深思的。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我们的语言绝妙精

深，祖宗留下太多美好的东西，供我们享用

和消耗。如果我们抱着玩味的态度去创造一

些抓人眼球的流行语来，那将“神马都是浮

云”，不仅“节操无下限”，而且，无人喝彩，无

人“点赞”。

所以，我们要“且行且珍惜”，“你懂得”。

流行语中的“小心思”
李晓伟

唯有牡丹真国色，花香缭绕过汝城。

甲辰年孟冬时节，寒意渐来，一场牵动

洛阳、汝州两地的文学盛宴，如花开正艳的

牡丹，香儿氤氲，让古老而又年轻的汝城乍

寒还暖。
11月15日上午，经过一个多月的筹备，由

洛阳文学院、汝州市委宣传部、《牡丹》杂志

社主办，汝州市文联、汝州一高、汝州市作家

协会、汝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协办，汝州众

多文友翘首期盼的洛阳《牡丹》文学杂志基

层创作汝州交流会，在位于汝州科教园区的

汝州一高学术报告厅成功举办。

这一活动为当地文学爱好者搭建了一

个与专业文学平台深度交流的宝贵平台，如

同春风化雨，滋润着汝州文学创作的土壤。

文学因雅集而多彩。

交流会还邀请了登封市、新密市的基层

作家朋友前来交流学习。

“汝州北靠巍巍嵩山，南依茫茫伏牛，西

临古都洛阳，东望黄淮平原，北汝河自西向

东贯穿全境。汝州是历代郡州治所，从公元
606年的隋朝设立汝州以来，距今已有1400多
年的历史。汝州人杰地灵，汉代宰相韩安国、

唐代诗人刘希夷出生于汝州，上古贤士许

由、诗人李白、刘禹锡、苏轼、苏辙在这里留

下了许多传世佳话和优美诗篇。”汝州市委

宣传部副部长、市文明办主任魏富申一席

话，为当天的文学交流活动定下了诗情画意

的基调。

交流会由汝州市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

郑远祎主持。

汝州一高党委书记程国文在致辞中介绍

了学校的发展历程以及文学创作活动在广大

师生中的蓬勃开展情况，勉励广大学子多读

书、读好书、做好文，从文学书籍中汲取人生奋

进的营养，让青春不负韶华、闪亮多彩。

“我上学时在临汝县办的《汝水》杂志上

发表了第一首长诗，这是我与文学的第一次

结缘。1981年洛阳地区成立，地区的文学杂志
《洛神》创刊，洛阳师专推荐优秀学生去《洛

神》当编辑，我被学校推荐上，但没去成。后

来去豫西师范当了一年老师，到1982年，我最
终被洛阳地区文联选中，到《洛神》当小说编

辑，从此走上了文学编辑与业余文学创作的

专职道路。”洛阳市文联原主席、洛阳市作家

协会原主席、《牡丹》杂志原主编张文欣，深

情讲述了自己成长历程中与文学的深深情

结。他说，他的整个工作生涯都与文学、文字

有关，从一名普通编辑到编辑部副主任，再

到杂志主编，最后走上文艺事业的领导岗

位。无论工作多么繁忙，他都坚持读书与学

习，业余时间坚持文学创作，自己的文学作

品先后在《中国作家》《十月》《人民文学》《莽

原》《人民日报》等报刊发表，累计发表出版

文学作品近400万字，作品多次获奖，并被翻
译成英文、法文、韩文等。

“文学成为我一生中人生转折和变化的

纽带，结识文学，是一种幸运。文学成长了

我，也成就了我，自己能够成长与进步，得益

于五个方面，得益于兴趣和爱好，得益于坚

持不断的学习，得益于环境的熏陶，得益于

师友的教导和鼓励，得益于时代的机遇。几

十年养成读书和学习的习惯，直到现在，虽

然身体不太好，但我每年都要买10本以上的
书，一有空就读书。同时读过之后记日记、写

札记，这么多年记了60多本日记，有数百万
字。”乡音乡情，张文欣老师亲切朴实的话

语，不时引起与会人员的阵阵掌声。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浓

郁的乡音，真挚的文情，感染着在座的每一

位炽热的“文学青铜”。张文欣老师一个多小

时的讲座，让大家如饮甘醇、意犹未尽。“文

粉”青年，求签名，在老师的座位前排起了长

队……

文学的狂热继续在这座学术的殿堂发

酵。

一直在黑暗里默默狂奔的文学创作者，

如何才能找到一盏指路的阿拉神灯？如何让

自己的作品在漫天飞雪中成为一枝扑鼻香

的蜡梅？如何达到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

的语言奇境？凡此种种瓶颈，一直是广大基

层作者难以释怀的困惑。洛阳文学院院长、

洛阳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王小朋的

讲座，真如醍醐灌顶。

“我当年读大学时写了第一篇小说，厚

厚一大摞手稿，寄给了一家文学杂志，毫无

回音。后来做了编辑才知道，自己当年的那

篇小说没有自己的署名和联系方式，即使可

能被编辑选中也联系不到我呀。所以大家在

投稿的时候，要给到编辑更多的作品信息、

作者信息，比如作者的姓名、联系地址、联系

电话、稿费的银行卡号、开户银行，最好在发

送稿子附件的同时，再附上几十个字的短

信，介绍作品的题目、体裁、主题，写上请编

辑拨冗斧正的话，以此引起编辑的足够注

意。”王小朋的话，中肯中的。

“一篇小说，如果完全按照作者事先确

定的构思写完，大概率不是一篇好作品。好

的小说，在作者的写作过程中完全推倒作者

最初的构思，写得很意外，大概率是一篇成

功的小说。一篇好的小说，开头要反复改、甚

至推倒重来，让人惊诧、想读下去；中间要有

动力，靠叙事去支撑，运气要足；结尾要意

外、拍案惊奇。散文也是这样，不要一大堆空

洞的抒情，情感的聚焦一定要靠叙事去实

现，就像知名作家李娟的散文《我的阿勒泰》

能拍成电视剧一样。”王小朋妙趣横生的一

席谈，惊醒梦中人。

“文学是一条开辟幸福人生的金光大

道。祝贺在座的各位都找到了一条丰富人

生、拓展智慧的金光大道。”洛阳市文联党组

成员、副主席陈鋆宝知识渊博、妙语连珠，他

以源远流长的河洛文化为纬，以精彩绝伦的

文学为经，编织起洛阳、汝州两地继往开来

的文化融合大圈。

他说，汝州是河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洛阳、汝州两地文化交流与融合源远流

长，《牡丹》杂志在汝州有着深远的历史影

响。《牡丹》杂志将立足河洛文化圈，为汝州

的文学创作提供最大的支持，把更多的版面

留给河洛文化圈的广大作家朋友。希望《牡

丹》杂志今后进一步加强与汝州广大作家、

文学爱好者的交流，也希望汝州的广大文艺

工作者多支持杂志社的工作，同频共振，融

合发展，繁荣两地的文学事业。

语落成花雨，遂作遍地彩。

“这次交流会就像一盏明灯，照亮了我

在文学创作道路上前行的方向。以前我总是

在黑暗中摸索，现在我有了更多的信心和勇

气。”汝州本土作家徐正国在交流会后激动

地说。

春风化雨，牡丹弥香。只要花香处，便有

文雅集。此次汝州交流会不仅仅是一场简单

的知识分享会，更是一次文学梦想的点燃仪

式。它为汝州的基层创作者们打开了一扇通

往更广阔文学天地的窗户，让他们看到了自

己作品提升和发表的可能性。同时，这也加

强了《牡丹》杂志与基层创作者的紧密联系，

为杂志挖掘更多优秀的基层作品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

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这次交流会地推动

下，汝州的文学创作将会呈现出更加繁荣的

景象，更多优秀的作品将如牡丹般在文学的

花园中傲然绽放……

唯有牡丹真国色 花香缭绕过汝城
———《牡丹》文学杂志基层创作汝州交流会侧记

郭营战

面对冰冷的河水，就是惯于冬泳的人，

也需要先做一下准备运动，热热身，活动一

下关节，然后慢慢下水。但是在2020年2月3日
这一天，却有一个人没有丝毫犹豫，一纵身

跳入冰冷的汝河里。

这个勇敢跳进冰河的人，名字叫潘军

峰，是汝州市美团外卖的一名外卖员。那么，

为什么外卖员不去送外卖，却急急火火地要

跳进冰冷的汝河里呢？

故事需要从2020年的一段往事说起。2020
年，新冠病毒正肆虐祖国大地，老城汝州也不

例外。作为一名送餐员的潘军峰，已是汝州市

美团外卖的一名老员工了，疫情严重之时，为

了保障消费者的生活，身为一个有职业操守的

老员工，春节期间他一直坚守岗位，哪里有需

求，他就送到哪里。

2020年2月3日，这天天气晴朗、阳光充
足，但是气温低下、哈气成团。因为潘军峰家

距汝河较近，每一次下班途中经过汝河附近

时，他都会顺道去河边转一圈，看看大河的

风光。

潘军峰和往常一样，在经过汝河时，突

然听到有人呼救，“救命啊！救命啊！”一名女

子呼救声音传来。

潘军峰迅速往汝河里望去，发现距河岸

二三十米远的水中，有一名长发女子在绝望

挣扎，生命危在旦夕。救人要紧，潘军峰来不

及犹豫，下车，迅速向河边跑去。跑到水边，

他毫不犹豫直接跳进结冰的水里，然后迅速

向落水女子身边游去。

冰冷的河水很快浸湿了衣服，冰冷的感

觉仿佛要把身体冻僵。时间就是生命，必须

尽快在衣服浸湿透以前把人救上去，否则，后

果很严重。

潘军峰一边拖着落水女子往岸边游，一

边鼓励女子保持安静。这时一名交警同志闻

讯也跑过来相助。在潘军峰的努力相助下，

最终平安将该女子托举上岸，使其化险为夷，

转危为安。

潘军峰有自己的家庭，但他面对他人有

生命危险，依然毫不犹豫跳水救人，这彰显了

潘军峰的人格品质。

落水女子是幸运的，因为他遇到了好人，

遇到了潘军峰，遇到了敢于面对危险勇于担

当的人。汝州是幸运的，因为潘军峰，汝州多

了一份骄傲。

英雄没有太多的话语，多的只是去做。

潘军峰救人以后，就忙自己的事去了，就像没

有发生什么情况一样，照常送他的外卖，但汝

州人民永远记着他。

2021年12月，潘军峰被评为“平顶山市见
义勇为模范”，奖金10万元。

冰河无情，人有大爱
王俊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