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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 界 之 界
葛 鑫

世间风景无数 ，山水 、建筑 、人文 ，
皆是眼中的画面。 然而，这些画面背后
的意义， 却远非表面的美丽所能涵盖。
开拓眼界，并非仅仅是为了寻找新的风
景，而是为了在心灵的深处 ，开启一扇
通往智慧与理解的窗户。

余秋雨先生曾言 ：“文化是一种精
神的旅程，而不仅仅是地理的跨越。 ”此
言深得我心。 在我看来，开拓眼界，正是
对文化的一种深度体验和领悟。 它不仅
仅是对外部世界的感知，更是对内心世
界的触摸与反思。 每当我们踏上新的土
地， 或是沉浸在一本厚重的书籍中，我
们都在用心灵去触摸这个世界的脉络，
去感知那些隐藏在平凡之中的非凡。

有人说，旅行是灵魂的洗礼。 这话
不假。但真正的旅行，不仅仅是身体的移
动，更是心灵的飞翔。当我们站在古老的
城墙上，感受着历史的厚重；当我们漫步
在异国的街头，体验着不同的风土人情；
当我们沉浸在一部经典之作中， 与书中
的人物同呼吸、共命运———这些时刻，我
们的眼界正在被无声地拓宽。

风景虽美， 但终究只是过眼云烟。
真正值得我们追求的，是那些能够触动
我们心灵的东西。 因此，在旅行的过程

中， 我们不应该只是追求新奇的风景，
更要关注那些能够让我们产生思考和
感悟的事物。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
实现心灵的升华和成长。

然而，拓宽眼界并非易事。 它需要
我们具备一种开放的心态，一种勇于探
索的精神。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我
们很容易被琐碎的事物所牵绊，忘记了
抬头仰望星空的初衷。 我们沉迷于手机
的屏幕，沉浸在虚拟的世界中 ，却忘记
了真实世界的广阔与深邃。

因此， 我们需要时常提醒自己，要
时刻保持一颗好奇的心，去探寻这个世
界的奥秘。 我们要敢于走出自己的舒适
区， 去接触那些与自己不同的文化、思
想和生活方式。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
正地拓宽自己的眼界，让自己的心灵得
到升华。

当然，拓宽眼界并不意味着要否定
自己的过去。 相反，它应该是一种对过

去的继承和发展。 我们应该珍惜自己的
文化传统，同时也要敢于接受新的思想
和文化。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保持自
我特色的同时， 不断吸收外界的养分，
让自己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
可以明得失。 在拓宽眼界的过程中，我
们不仅要关注外部世界的变化，更要关
注自己内心的成长。 我们要时常反思自
己的行为和思想，看看自己是否真正做
到了开放和包容。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
在不断地学习和成长中，让自己变得更
加成熟和睿智。

行走在历史的长河中，我们不难发
现， 每一个时代都有其独特的文化印
记。 这些印记，或深或浅，或明或暗，却
都如同繁星般点缀在历史的天空中，熠
熠生辉。 开拓眼界，便是要穿越时空的
隧道， 去触摸那些已经远去的文明，去
聆听那些被岁月掩埋的故事。

以中国的传统文化为例，它如同一
座巍峨的山峰，高耸入云，深邃无垠。 在
这座山峰上，有孔子的仁爱思想 ，有老
子的道家哲学， 有墨子的兼爱非攻，还
有无数文人墨客的诗词歌赋。 这些文化
瑰宝，历经千年而不衰 ，依然散发着迷
人的光芒。 当我们沉浸其中，不仅能够
感受到古人的智慧与情感，更能够领略
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然而，开拓眼界并不仅仅意味着对
传统文化的探寻，它更要求我们拥有一
种全球视野。 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文
化的交流与碰撞已经成为常态。 我们需
要打开心扉，去接纳不同的文化 ，去理
解不同的价值观。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
真正做到“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最后 ，我想说的是 ：开拓眼界是一
种追求，更是一种态度。 它需要我们具
备一种开放的心态和勇于探索的精神。
只有当我们真正地去关注这个世界、去
体验这个世界、 去思考这个世界时，我
们才能真正地拓宽自己的眼界，让自己
的心灵得到升华和成长。 因此，让我们
一起去追求那种能够触动我们心灵的
东西吧，让我们一起去开拓那个属于自
己的眼界之界。

张 李 热
赵 阳

“温室效应”导致全球变暖，一到夏
季，城市无论大小，不约而同进入“烤箱”
模式。三伏暑期，张李就成了游人避暑游
玩的最佳去处。

张李乡位于古城寿县西南端，与“蓼
城”霍邱隔河相望。“蓼”即生长在淠河畔
的一种野草，河即淠河，淮河中游的最大
支流， 皖西人民的母亲河， 发端于大别
山，连绵逶迤百余里，至正阳关入淮，其
中张李乡一段 10 余华里， 河床开阔，地
势平坦，河水自然流动，形成一条银色的
飘带；河沙经年淤积，“落霞与孤鹜齐飞，
秋水共长天一色，”漫无边际，被游客们
誉作“安徽的马尔代夫”。沙滩边的堤坡，
绿草如茵；堤坡下的防浪林，绿树成荫。
从堤顶上望去， 堤坡堤脚宛如一条翠色
的缎带，与金色的沙滩、银色的水面，组
成一道如梦如幻的风景线。

大堤内侧，就是张李人引以为傲的淠
河湾美景区。 横亘其间的公路，蜿蜒至深
处的步道， 两边都是望不到尽头的绿树。
村庄掩映在树中，不到跟前，难以发现。或
是从村庄内传出来几声鸡叫、鹅鸣，似乎
在提醒我，这里不是城市的公园，而是原
汁原味的乡村，是生我养我的家园。 让我
的心中，又泛漾出浓浓的乡愁。

行走淠河湾， 最好骑上自行车，沿
着平坦的柏油路， 一边享受着清风拂
面，一边欣赏两边风光。 骑累了，把车停
在路旁，踏着林间的小道，到树林深处
走一走，满面阴凉，满眼葱绿，树梢上萦
绕不绝的蝉鸣， 反衬得四周愈发寂静。
淠河湾的一切，都是那么的平和、恬静
和自然！

我出生在淠河湾。 初中毕业前，从
没离开过半步。 小时候听奶奶说，淠河

湾水土好，人好养活，树木也好养活，“插
根扁担都能发芽。”这里的人历来都有种
树的传统，村边地头，家前屋后，荒滩古
埂，只要有土的地方，总要见缝插针，栽
植上一株幼苗。湾里人种树，一开始是为
了防水固土，过去淠河堤岸脆弱，经常发
大水，这里的百姓，世世代代筑庄台、住
庄台，庄台四周植树固基。

行人走在路上， 远远地望见一片葳
蕤茂盛的树林，里面肯定包裹着村庄。久
而久之， 种树就成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的好习惯。淮河水患得到根治后，人们对
于种树热情不减，依然乐此不疲。淠河湾
人种树，从不挑苗，手边有啥树种，就种
啥树。 所以在淠河湾，枣树、梨树、柿树，
椿树、楝树、槐树，桂花、玉兰、栀子花，杂
木成林，百花齐放，淠河湾成为江淮乡土
树种的“博览园”。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后，一部分人外出务工经商，没外出的人
在家种田，利用承包地育苗销售，也有人
在地里种植经果林，一来二去摸到卯窍、
尝到甜头， 收入居然比外出务工经商只
多不少。特别是近年来，当地政府因地制
宜，倡导群众大力发展林下经济，春种苗
木，夏逮“马猴”（知了俗称），秋采板栗，
冬兴花卉和蔬菜， 规模化生产让林木基
地不断扩大， 立体化种养使居民收入接
连翻番，绿水青山真正变为“绿色银行”，
成了老百姓的“金山银山”。

林下经济不仅仅让百姓腰包变鼓
了，还大大美化了淠河湾环境，形成了生
态小气候。 淠河湾成了远近闻名的避暑
胜地。淠河沿岸，十里画廊，美不胜收；四
方游客，纷至沓来，有口皆碑。 张李人不
失时机地开发民宿，挖掘美食文化，让外
地游客来到张李，吃得满意，住得舒心，
在大饱眼福的同时大快朵颐， 在满足味
蕾的同时惬意油然而生。

盛夏天热 ，张李也热 。 张李之热 ，
热在让你在遍地热浪中独享清凉 ，一
片绿色中悠然假寐 ， 无限风光中快意
人生！

故乡有美好的故事发生
李易农

故乡的白云
站在故乡的土地上
一切草木在脚踝处
有着亲昵的招呼

抬头，泪水流下来
久违的天空
总是容纳下一个人一生愿望
小鸟的翅膀
把思绪拉远

我无力再去解读那些不服输的故
事

也没有奢望能原路返回
只是一片又一片白云
不像年少从天空飞过时
有着轻狂的英姿

我的眼眸里
没有了小时放牧的羊群
只有一片瓦蓝，守着故乡
我坐下来
风把我稀疏的白发吹起
我啊，终究是一片云
从故乡的呼唤声中飘过

蛙鸣声声
夏日，哪怕是任何一处水域

都会有蛙鸣，在你耳边呼唤你
让你内心的水纹，密密交织

微风拂面，一个季节
有着奢华的妖娆
蛙鸣脆得可以拧出水来
黄昏，午后
它们都有足够多的唱词
让一段时光活跃像个孩子

我们不是孩童
我们都早过了用石头去回应的年

纪
也只有停下来
看一看它们伏在哪里
它们又是该如何忘记烦恼
如此逍遥

听吧，蛙鸣让你内心轻盈
看吧，草丛里有着无法比拟的舒适

度
在你放轻放慢赶路的节拍时
它们就成了你会心一笑的
一朵浪花

这浪花，捧起来
有清凉润心润肺
放下去
波澜冲荡心扉

伏天记事（外一首）
徐满元

越来越旺的暑气
将我烧成滚烫的铁锅
汗珠是在铁锅上
爬来爬去的蚂蚁
与慌乱打成一片

蝉鸣犹如放大镜
专门将炙热
放大到清晰可见
明星广告肖像
在夏天的广场上抢眼

连梦也难免汗流浃背
而梦境则像一件
湿透了的衣衫
即使穿到清醒身上
一时也无法晾干

空调和电扇
一边手忙脚乱
一边合计着如何突破
初伏、中伏、末伏
精心打造的三重包围圈

故乡的蝉鸣
印象中，故乡的蝉儿
常采用乡音鸣叫
叫声像从炎夏的悬崖上
顺势而下的暑气的飞瀑
仿佛故乡人夏日爱穿的老白布
随便扯几尺
就能做件又遮阳又吸汗
还不沾身的适合干农活的衣衫

故乡的蝉鸣
有时像摊开的塑料薄膜
好让村民在上面晾晒
刚从田里收获的稻谷
不沾沙灰，又收放方便
有时又像透明的月光
能为炙热中煎熬的村民
带来感觉上的清凉

故乡的蝉鸣
如今已被乡愁的明矾
沉淀成我洁净的梦境
以及醒来时，耳旁
母亲爱唠叨般地叮咛

池 塘 听 夏
路来森

小时候，门前有一方池塘。
多年来，我始终觉得：夏日的池塘，

似乎更适合于“倾听”。
听蛙鼓，听蝉鸣，听人们的嬉笑声。
第一阵蛙鼓声， 是来自春末夏初；

那是春的暮曲，是对夏的召唤。 母亲听
到第一阵蛙鼓声， 总忘不了嘟囔一句：
“蛤蟆打哇哇，再有四十天吃馉馇。 ”乡
下人称蛙的鸣叫声为“打哇哇”，好似小
孩用自己的小手， 拍打着张着的嘴巴，
发出一声声“哇哇哇”的稚嫩的声响。叫
人觉得好娇憨，好亲切。 馉馇，就是水
饺，眼下，再有四十天，就可以吃到新麦
水饺了———那里面，寄托了一份对丰收
的期望。

池塘里的青蛙，真多。平日，似乎大
多隐藏于岸边的水草中， 人一走近，就
扑通扑通地争相跳入池塘里， 在池塘
中，砰起一个个漩涡，然后将自己的身
体，沉于旋涡中。 中午时分，天气过热，
青蛙们就浸在池水中，只是将自己的脑
袋露出水面，载浮载沉，呱、呱、呱……
地叫着，有气也无力。 青蛙叫得最欢的
时候，是在一场夏雨之后。 塘水骤然增
多，水草、空气都是湿润润的。 一只青
蛙，率然叫起，跟着，其它的青蛙也随声
欢叫起来；此起彼伏，越叫越响，越叫越
欢，仿佛铆足了劲，展开了一场蛙鸣的
比赛。

青蛙，遇一场雨，竟是这样的一份
欢愉，也叫人欢喜。

夏日晚间，全家人常常会在大门外
乘凉。 靠近池塘，蚊虫就特别多，于是，
祖母就燃起艾草绳。立时，艾草的香味，
在空气中弥漫开来。 艾草的香，是一种
“幽深”的香，它通向时间深处，最是能
让人于静默中陷入沉思。在弥漫的艾草
香中，一家人闲聊，或者围着祖母，听她
讲那些过去的事情。 一阵阵水草的清

香，从南面的池塘中吹来，便觉得这个
夏夜，也变得清爽起来。蓦然间，池塘里
的青蛙，就叫起来了。 一声声，一阵阵；
空气中，仿佛刮过凉凉的风，风中还氤
氲着湿湿的水汽。于是，全家人的闲聊，
戛然而止，只是专心去倾听那阵阵的蛙
鸣。 夜静，人亦静；蛙的鸣声，就显得格
外清脆，嘹亮；倒是愈加反衬了夜的宁
静了。望向天空，天上星云密布，感觉天
空，好高，好远，“高远”成一道猜不透的
谜语。

夏夜，陷入一片幽微之中。
就静心去倾听那阵阵的蛙鼓声吧；

天籁之音，莫过于此了。
许多人，厌恶于蝉的聒噪；可是，炎

炎的夏日中午， 太阳火辣辣地照着，若
然没有了那一阵阵的蝉鸣，那些夏日的
中午，又该是多么地让人寂寞啊。

蝉，似乎特别喜欢柳树。每至盛夏，
蝉盛的时节， 池塘北岸的几棵大柳树
上，总会落满了蝉。那份蝉鸣声，真是响
成一锅粥，一锅黏稠的声响之粥。 翻滚
着，搅动着，冒出郁郁的蝉鸣之香。 中
午，我常常拖一领草席，到柳树荫下乘
凉。 人躺在柳荫下，先是静静地望着柳
枝上蠕动的蝉，然后，就在阵阵的蝉鸣
声中，睡去了。

如今想来， 那真是最浪漫的午睡
了。

夏日池塘，还有更浪漫的事情。 池
塘的白天，是男人的天下；可一进入晚
间，池塘就成了女人的天下了；大姑娘
小媳妇 ，成群结对 ，进入池塘 ，洗澡浴
身。 女人们嬉戏、泼水、喧闹，生发出一
阵阵畅快的说笑声。

多年之后，想及此事，觉得，那些夏
夜，真是浪漫极了。那女人的说笑声，该
是夏日池塘最美的声音；她们赋予了一
方池塘一份绵醇的芳香。

□组 诗□小小说

秋 水
王举芳

“山村的秋天你不知道该喜欢哪
种颜色，赤橙黄绿青蓝紫 ，你喜欢什么
颜色，它就有什么颜色。 ”秋水一双大
眼睛清澈明亮，仿佛一面镜子。

“有你说的那么美吗 ？ ”文嘉眯着
眼睛看着秋水，语气里充满几分怀疑。

“真的，我不骗你 ，不信 ，你跟我去
乡下看看。 ”

“去就去 ！ 要是没有我想要的颜
色，有你好看！ ”看文嘉去房间收拾行
李，秋水笑了。

秋水 16 岁，今年刚初中毕业，爹对
她说：“一个丫头，上个初中就行了，这
么大了，该帮衬家里了，你弟弟可是一
定要上大学的 。 ”对于爹的“偏心 ，”秋
水一句怨言也没有 。 村里同龄的女孩
子上初中的都不多呢 ， 她觉得自己已
经够幸运了。

掰完玉米 ， 田里的农活基本结束
了， 秋水不想窝在家里 ， 她想出去挣
钱，但爹不同意，爹说外面的花花世界
啥人都有，被骗了咋办？ 秋水去找憨子
叔， 他的女儿静雯在城里的一家中学
当老师。

“秋水 ，你能辅导得了小学生的功

课吗？ ”
“能 ！ 我的学习成绩很好的 ，我保

准辅导得了！ ”就这样，静雯把秋水介
绍到了文嘉家，负责给文嘉辅导功课 。
文嘉今年 13 岁，上小学六年级。

下了公交车，文嘉左右张望。 深秋
的田野一片衰败的景象 ， 除了柿子树
梢几枚残留的柿子招摇着一抹黄 ，难
寻其它颜色。

“秋水，你个骗子！ 我要回家！ ”文
嘉气呼呼地往回走。

“文嘉，我没骗你。 你相信我。 走，
我带你去个地方 。 ” 秋水拉着文嘉的
手，向村后走去。

一座破旧的房子外 ， 一圈长长的
篱笆墙， 篱笆墙上开满了各色的喇叭
花 ，素雅的粉白 ，艳丽的深红 ，夺目的
酱紫，每一朵花都开得那么热烈。

“这是什么地方？ ”文嘉问。
“嘘 ！ 不要大声说话 ，学生们正在

上课。 ”
“周末也上课？ ”
“周老师是唯一留下来的老师 ，身

体不好， 所以只能趁她身体好的时候
上课，也就不管是不是周末了。 ”

不一会儿 ，放学了 ，孩子们似一只
只蝴蝶飞了出来。

“周老师 ！ ”秋水跑过去扶住慢慢
行走的一位老妇人 。 老妇人苍白的头
发， 沧桑的面容 ， 身子瘦得像一杆野
菊， 但她的眼神亮亮的 ， 秋水一样清
澈。

文嘉走进低矮的教室 ， 不由大吃
一惊：屋子的墙壁上有很多裂缝 ，像一
条条游弋的蛇 ；墙皮黄黑 ，有的地方
已大块脱落 ；课桌张张 “面容憔悴 ”；
有的凳子 ，腿都是不同的木材组合成
的……这与他所在的宽敞明亮的教室
相比，真是不可想象。 文嘉要不是亲眼
所见， 真的想象不出还有如此残破的
教室。 他不由地说：“在这样的教室里
上课，多没有安全感啊。 ”

“是啊，可是，有什么办法呢？ 原来
村子里的大多数人家都搬到镇上去
了， 只剩一些特别依恋故土的人家还
在坚守着。 而留下来的人基本都是中
老年，家境几乎都不怎么富裕 ，谁还有
心思修建学校呢 ？ ” 周老师说完这些
话，坐下来大口喘着气。 她说她患有肺
气肿，如果哪天自己不行了 ，恐怕再也

没有人来教孩子们了。
回城的路上 ，文嘉眉头紧皱 ，表情

深沉。
不久 ， 一个工程队来到学校 ，测

量、画图设计、打地基，没用多长时间 ，
一排崭新的瓦房建起来了 。 搬进新教
室那天，孩子们高兴得手都拍红了。

原来，文嘉把自己拍的照片给爸爸
看，他知道爸爸一定会帮助那些同学 。
他的爸爸不仅是企业老板 ， 还是一个
慈善家。

秋水使尽洪荒之力辅导文嘉，文嘉
考进了市里的重点中学 ， 得到这一消
息的第二天清晨，秋水悄悄地 、放心地
离开了文嘉家。

秋水要回乡下去，接替周老师教村
里的孩子们 。 她当初进城打工挣钱并
不只是为了弟弟 ， 给村小学盖几间新
教室才是她的最大梦想 。 憨子叔非常
支持她，让女儿一定想办法帮她。

暖亮亮的太阳照着崭新的教室，明
亮的教室里，周老师正教孩子诵读 “自
古逢秋悲寂寥 ，我言秋日胜春朝……”
秋水禁不住在心里暗暗说 ：阳光真美 ，
周老师真美，这个世界，真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