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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

朝阳跃上峰顶，将金色
涂在新生的翠叶上
清风吹来，似闻万马奔腾

旭日

用璀璨照眼的美妙画笔
细心绘成一幅
金辉相映、生机潮涌的万里图

早餐

群鸟的合鸣声是佐餐曲
朝阳、清风和水粉
一同入腹

骑车

旭日东升，一白衣少年
脚踏单车，飞行在环形跑道上
转身就融入夕阳

高楼望远

夕阳似火，烧红了层层轻云
心随孤鹜，如箭羽般飞向
水天交接处

感染

你仰望星空，展开了笑颜
我看到你仰望星空
也展开了笑颜

三伏

骄阳和群蝉，似狂热的鼓手
以暴烈的旋律，震醒慵懒懈怠
敲响收获的前奏

读书

在文字的海洋中畅游
知识和智慧，融合而成的浪潮
席卷而来

书包

装入知识的海洋
承载梦想的重量
伴青春走向远方的光

父亲

伴随子女前行的蜡炬
驱散了
夜的黑

寄往

轻风托起思念的云
越过辽阔的蓝天
飘至你心间

（作者单位：江西省南丰县人民
检察院）

清晨（组诗）

赵敏

长夜，一切都隐没在无边的夜色
中，整个村庄变得万籁俱寂。在这个
空寂的夜晚，我拿起了笔，畅快地写
下记在心里许久的有关“笔”的故事。

1.
母亲上小学时，家里穷得买不起铅

笔，在河沟里捡拾些“石笔”上学，识字
写字、列式算数就是用“石笔”在一块石
板上完成的。母亲的记性很好，在间断
上学的情况下，她考试的成绩居然能考
进全公社前5名！但家里太穷，她三年级
就辍学，从没有用铅笔在纸上写过字、
演过题。村里的民办老师多次去叫她上
学，但每次都被厉害的姥姥给骂走了。

从 我 记 事 起 ，家 里 土 坑 的 影 墙
上，就放着一块镶着木边的石板，和
几块“石笔”。这是母亲有意无意间给
我准备的最早期的“玩具”。我能坐立
起来的时候，她把我放到坑角，用被
子围住我，将石板和石笔放在我手
边，然后去做家务。任我在石板上乱
涂乱画，甚至把石头的笔放在嘴里
嚼。高中毕业前后，我不断有文章变
成铅字，母亲认为，这样的爱好，和我
小时候在石板上乱画有关！

晚年的母亲还经常说起此事，我
从未反驳。母以子荣，我完全能感受
到她对家里越来越好的光景所表现
出的欣慰。这时，我笑着对她说：“吃
石笔还补钙呀，哈哈！”

1975 年秋收后，我进了村里的小
学读书。这个年代山区的小学，已不
再使用石板、石笔，写字用的是铅笔。
那天，母亲挎着半篮子家里母鸡下的
鸡蛋，走了 5 里多山路，从邻村的供
销社换回了一种叫“粉面纸”的纸张，
还有一打用硬纸片裹着的橘黄色的
铅笔、二三块薄薄的皮擦。这是我第
一次知道“一打铅笔等于 12 支”的概
念。晚上，在昏暗的油灯下，她将买回
来的“粉面纸”对折叠了好几下后，用
剪刀将纸裁开，一小摞一小摞地分
开，用细线给我钉了 2 个本子。在本
皮上歪歪斜斜地写下了：“语文本”

“平小兵”；“算术本”“平小兵”。“平小
兵”，是我过去的名字。

然后她用菜刀削好 2 支铅笔，连
同一块皮擦放入我的书包。

那年，村里小学一年级的新生共
4 名，2 男 2 女。全校一至五年级共有
23 名学生，就在一间教室上课，由一
名民办老师教所有年级的所有课程。
后来，我转学至县城，才知道村里为

“复式教学”，县城学校是分年级、分
班级、分课程，并由不同老师教的。

村里小学教室的课桌不知使用了
多少年、多少代，有的桌面上刻着姓
名、有的划着线道、有的写着数字，没
有一张桌面是平整的，再加上母亲给
我钉的纸本比较薄，当我用力在本上
写字时，总会将整个本子扎透。由于刚
开始使用铅笔，不能把握好用笔写字
的力度，母亲给我削好的 2支铅笔，写
不了几个字，铅笔尖就会被摁折。老师
上课，同学们不是我在削铅笔，就是他
在削铅笔，有时是我们一齐在削铅笔！
这时，威严的女老师便大声呵斥道：“你
们这期一年级是我教过的最差的一
期！”教室里暂时安静了片刻，随后就又
能听到摁断铅笔尖的响声。一年级时，
急着写字，我还用嘴咬开过铅笔的木外
皮。那时，我写的铅笔字惨不忍睹，粗细
不一、大小不一、行道不一，但这就是
我最初接受人文教育的真实情况。

我后来总在想，一年级我共用了
多少支铅笔？那一年，只要母亲去供
销社，总会换回或买回一打铅笔。母

亲的家教很严，要求我必须将用剩的
铅笔头上交，才能拿到新铅笔。并且
每次母亲总说：“你太浪费啦！你表姐
一个学期才用了你一个月的铅笔！”
为此母亲规定，一支铅笔的“使用时
长”必须超过一个星期。而通常的情
况是，一支铅笔我只能用三四天，到
周五周六写作业，经常是借铅笔或捡
同学用剩的铅笔头。对此，我也很苦
恼，只能尽量轻些用力写字，减少铅
笔尖折断的次数。后来，当铅笔剩下
手拿不住的长度时，我就捡一截铅笔
粗细的树枝，用铁丝和铅笔捆绑在一
起，继续使用一两天……

削铅笔而削伤手的时候又有多
少次？写这篇文章时，我端详着左手，
几处削铅笔而划的伤痕依然可见！
2001 年，女儿上小学，在为她购买文
具时，我居然发现了手摇式、半机械
化的削铅笔刀，大喜！虽然有些贵，但
还是给她买了一个。如今她已上班，
这个铅笔刀我还在使用。每次使用，
我都会想起我小学削铅笔时的窘态。

2.
1977 年秋收后，我升入三年级。

从这一年开始，语文新增了作文。每
周五下午，老师会布置作文让我们
写。但谁也没想到的是，老师居然让
从未用过毛笔的我们，用毛笔在作文
本上写！铅笔字都写不好，怎能写好
毛笔字？

果然，我在写第一篇作文时，就
丑态百出。因为没有控制好笔尖的蘸
墨量，写的每一个毛笔字，就是“一坨
墨汁”！更不要说作文的内容如何了。
那次作文，我写了一个下午也没完
成，放学后留下来继续写，直写得天
边升起月亮，老师几乎把我的一整本
作文本撕完，才将就着交了。回到家
里，已是掌灯时分。昏暗的油灯下，家
人看到我手上、脸上、衣服上全是墨
汁的黑时，都笑了起来。母亲说了句
话：“咱是去哪儿下煤窑了，儿？”我就
哭了起来……

也就是在这一年，我的同年级同
学，开始使用“水笔”。第一个用的是
大队会计的儿子。他写字的时候，我
们围在他身边，看着这支神奇的笔，
笔画粗细一致地在纸上写出工整的
字体。他不但字写得好，学习成绩也
好，也是老师最器重的学生，总坐在
第一排。他写的作文、做的算术题被
老师当作“标本作业”，贴在教室后墙

的学习园地里，他名字下的“小红花”
有 6 朵。而我只有一朵，这一朵是因
为我“爱劳动”，时常从家里拿来柴
火，为班级的铁火炉添柴而得的。坐
在教室最后排的我，扭转头就能看到
他的“标本作业”，在风中一飘一落。
此时，我把写不好字的原因，归咎于
母亲没有给我买水笔。母亲却说：“铅
笔字都写不好，还想用水笔？不买！”

有一天，我在家里找到一支墨水
皮管脱落的水笔，如获至宝。心想，只
要修复了皮管，我就成了有水笔的学
生，再也不用铅笔写字了。我用细线将
皮管绑紧，但家里没有墨水，只能向同
学借。这天上午，我早早地到了学校，
向同学借了 5 滴墨水，而当笔尖对笔
尖正滴墨水时，笔杆后面的小孔就渗
出了墨水。拧开笔杆一看，才知墨水皮
管底部开裂了，所借的墨水全部渗漏
在了笔杆里，又漏到我的手心。

我只能将皮管底部重新用细线
系紧，但由此却使皮管的容量大为减
少，五六滴就能盛满，再滴就会从笔
尖溢出，但这丝毫不影响我对拥有一
支属于自己的水笔的兴奋度。这支系
着两根细线的水笔，靠着借来的墨
水，我用了三个多月，完美地满足了
我对水笔的无限渴望。

那个学期，我先后向多位同学借
过墨水。本想用 1978 年春节领到的

“压岁钱”买瓶墨水，开学后还给他们，
但 1978年正月开学后，我就转学至县
城读书，借同学的 700多滴墨水，至今
未偿还，这件事我记了 40多年。

前些年，回乡参加红白事，遇到借
过我墨水的同学，我总是魔障一般情
不自禁地主动提起此事，他们好像都
记不起来了。但我没有赖账，见了他们
的儿孙，主动给些零用钱，表达一下心
意。其中借给我 300多滴墨水的同学，
初中未毕业就辍学，不到 30岁就在建
筑工地因事故而亡，后来他的妻子带
着儿子改嫁邻村。十多年前的一天，他
的妻子挎着一篮子“黄蒸”也就是玉米
窝窝来机关找我，想让“有本事”的我
给她的孩子找个煤矿上的工作。后来，
我动用了一个大学同学的关系，办妥
了此事。如今，他的儿子已是合同工，
月收入近万元，娶妻生子，还在县城

“买了楼”，日子过得挺好。
这些年的正月，这个孩子总来给

我拜年。每次看到他，我总能想起他的
父亲——一个长着长方脸、细高个、
自来卷头发，一笑总露出两个酒窝的
同学。那时，他将借给我的墨水记在一
个本子上：11 月 6 日，借给平小兵 4
滴；11月 10日，借给平小兵 3滴……

3.
1978 年正月，我转学至县城小学

读书，首次在调到县城工作的父亲的
办公室看到了笔筒和里面竖着的毛
笔、水笔、蘸笔、复写笔、铅笔，首次看
到六棱柱形、墨绿色的“2B”“4B”铅
笔，还首次看到那种一头是卷笔刀、
另一头是铅笔屑刷的文具——我记
得是“长城牌”。

原来一个人可以同时使用这么

多的笔啊！年少单纯的我，面对笔筒，
产生这样奇怪的想法。父亲笑着说：

“这些笔都是我平时要用到的，写材
料用水笔，绘图纸用铅笔，复写文件
时用复写笔……”

到校的前一天，父亲带着我去了
县城古城路的文具商店。这是我第一
次看到众多的笔摆放在玻璃柜台里，
多个品牌的蓝黑色、纯蓝、红色墨水
码放在货架上，这里就是笔的世界、
墨水的海洋啊！父亲给我挑选了水
笔、复习笔、铅笔、橡皮、三角尺、圆规
等文具，又买了文具盒，我满载而归。

那些年的小学生，比的不是游戏
机的牌子，而是比谁用的水笔、复习
笔好。升入五年级后，我的上衣兜经
常装着两支笔：一支是水笔，另一支
是复习笔，并且是红、黑、蓝三色的那
种。用水笔写作文，用三色复习笔勾
画课本上的重点，用蓝笔在书的边角
处记课堂笔记，用黑笔标注汉语拼
音，但我还是使用红笔比较多。

写这篇文章时，我特意查看了一
下我的小学课本，的确如此。红色，对
我而言，是警醒色、前行色、希望色！
那个时候，老师经常进行课间“小测
验”，五道题 100 分。测验完毕之后，
会让我们交叉打分。我们都会用红笔
判卷并庄重地打分，过一把老师的
瘾 。当 看 到 别 的 同 学 给 我 打 出 100
分，并在“100”的下面划两道红短线
时，那是我最快乐的时刻。

1981 年 9 月升入初中，我自己新
买了一支“英雄牌”包尖水笔。初中三
年，我遇到了此生最为严厉的老师，他
是我们的班主任、语文老师。现在我
想，如果没有他的严厉甚至严苛，我大
概率不会考上大学，更不会参加“公
考”，考取一份相对稳定的职业。我的
心里暗自感激这位老师。

当 时 ，他 要 求 我 们 每 天 必 须 练
字。每次语文课，他都会在黑板的右
上角，写下当天要练的 10 个字。他在
黑板上画出“米”字格，将每个字工整
地写入字格，他的粉笔字就是标准的
楷书体。他告诉我们：写“横”笔画时，
笔画要向右上倾斜些；写竖笔画时，
可以写得长些；写组合字体时，要通
过 所 占 位 置 ，区 分 开“ 形 旁 ”与“ 声
旁”，笔画当长则长，宜短则短……

那时，我还不知道钢笔书法家庞
中华，我们认为我们老师的手写体，
就是最好的楷书字帖。

高中毕业那年，我收到最为贵重
的纪念品，就是对我“有些意思”的女
同学，送的“笔记本和钢笔”组合的礼
品盒。毕业前夕的一天下午放学，她在
路边喊住我：“晓斌，快毕业了，送给你
个礼物，以后当了大作家不要忘记老
同学啊！”我接过她手里的盒子，腼腆
地说了声“谢谢”，便不知下句该说什
么了。中午回到家打开盒子，里面是一
个精美的笔记本和一支“英雄牌”钢笔，
笔记本的扉页上写着：“祝老同学：以

‘笔’为马，一路前程，繁华似锦！”落款
是她名字拼音的第一个字母的组合。后
来，我回赠给她一条那个年代比较流行
的红丝巾……高中时代的友谊也许有
些恋情，但这种朦胧之情，不就是读书
时代最好的异性同学关系吗？

五十载一去不复返，我与笔的故
事还在延续。至今，我一直保持着办公
桌上经常会放四五支笔甚至于更多
的习惯，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有心理
障碍的不良癖好，但我绝对相信：有笔
的地方，就有希望。

（作者单位：山西省壶关县人民检
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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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诗人作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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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虚构作品展

在喧嚣尘世的一隅，
我独守内心的静谧。
守静笃，如磐石般坚毅，
任风雨呼啸，心湖不起涟漪。

纷繁的欲望如蛛网交织，
虚荣的幻影迷惑了心智。
我追寻那致虚极的境地，
超脱浮华，回归本真的自己。

守静笃，聆听心灵的低语，
在沉默中感悟生命的真谛。
星辰闪烁，月色溶溶，
宁静的力量在心中凝聚。

致虚极，抛开杂念的羁縻，
让灵魂在空灵中自由游弋。
如同白云飘荡在天际，
无拘无束，自在飘逸。

喧嚣终会消散如烟云，
繁华不过是短暂的梦境。
守静笃，致虚极，
方能洞察宇宙的奥秘。

在这浮躁的世界里，
我愿成为宁静的岛屿。
以守静笃为锚，以致虚极为翼，
飞向那心灵的纯净之域。

（作者单位：江苏省宝应县人民
检察院）

繁华
李娅楠

为了让检察干警们领略中国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院里请来了两
位飘飘欲仙的美女老师。她们身着自
制的印着绿荷图案的曳地长裙，温文
尔雅地教我们如何把一块四四方方
的白棉布，扎染出独一无二的青花，
然后再制成随心所欲的香包。

有别于平时的开会听报告，干警
们分组围坐在由会议室的小桌组合
成的大方桌旁，错落有致，满心欢喜，
期待着把自己的心情融入神奇的技
艺中，扎染出不一样的作品，再缝进
草木的馨香，留下独特的针脚，还有
温馨的记忆。

“波浪形，圆圈形……扎染的技
法上百种，时间有限，先学这两种。”
老师边讲边为每组学员发原料：有事
先调制好的蓼蓝草的汁液，有质感柔
软细腻的白棉布，有金色的丝带、多
彩的扣子、红色的流苏，还有散发着
扑鼻香味的香草，以及皮筋、针线、珍
珠棉等 。为了满足大家急切的成就
感，老师还带来了吹风机，以确保染
好的布能被及时吹干。

老师的讲解，让我第一次与“扎
染”这种中国民间悠久而独特的染色
工艺结缘，第一次对“扎染”制造出的
浓淡相宜、晕色丰富、变化无穷的布
品发生兴趣，同时也将第一次亲手在
一块洁白的棉布上扎结，亲手将它浸
泡在蓝草的汁液中，看那“青出于蓝

而胜于蓝”的草木汁液，如何为我培
育出一朵世上绝无重样的花朵。

扎染的魅力就在于，每一个人所
扎的结都不可能完全相同，就像大海
中没有两朵完全相同的浪花。扎结的
位置、大小、松紧不同，浸染后就会出
现不同的晕染图案。即使同一个人，每
次都在同样位置扎同样的结，也不可
能染出两朵同样的花。如果说“一千个
人眼中会出现一千个哈姆雷特”，那么
一个扎染工手中就有可能出现一万朵
不重样的“青花”，甚至更多。因此我们
遇到的每一块扎染布品，都是世间唯
一，都是值得珍藏的孤品。

这样想着的时候，我就开始欣喜
于自己将要创造出一朵特立独行的
花儿。

如果把方块布像折扇子那样折
起来，两端各扎一个结，染出来肯定
就会是不同的波浪 ，但这个容易雷
同，不是我的首选。

我寻思着，捏起方块布的中心点
往下撸，然后从顶部到底部，隔一寸
拿皮筋扎一个结，一共扎了 5 个结，
扎得像一只硬邦邦的羊角辫。

我想象着打开结的一刹那，那幅
大圈儿套着小圈儿，小圈儿套着更小

圈儿，像蓝色湖面上泛起的涟漪般荡
漾开来的图画，就心满意足地把那只

“羊角辫”毫不犹豫地丢进盛着染料
的绿色小盆里。

小盆里有点挤，全是扎着各式各
样结的半成品，样子有点丑，但却是

“孩子只有自家的好”，谁都怕谁家的
“孩子”被别人“抱”错了，因此都紧盯
着自己那一个。有的只扎一个结，这
是比较大胆的，像蓝蓝的天空中只飘
过一朵孤独的云。有的在四个角上各
扎一个结，那定会呈现一种永不衰落
的对称美。还有的除了在四个角上扎
结，在头顶上也扎了一个结，这就像
是小女孩头上梳的“毛毽子”。还有设
计更精美的，是扎了一个波浪结，再
扎一两个圆圈结，那会是一种什么样
的画面？跃出海面的小海豚？贴着大
海飞翔的海鸥？看着那些复杂的结，
我立刻后悔自己怎么没有那样扎。

眼瞅着原本雪白的棉布在染料中
渐渐变绿，散发出草木的清香，美女老
师指挥着各组学员，把自己的“宝贝”
捞出来晾一会儿，让它氧化氧化，然后
再丢进去，这样染出的颜色会更好。

我戴着一次性手套，捞起自己那
只倔强的“羊角辫”，一时间竟有些失

落。因扎结过于密集，染料无法渗入，
只在外表象征性地染上了一层浅绿，
根本不像其他学员手中的布，都开始
变蓝。

求助老师，又拆开了两个结，同
时把里面没染上颜色的布松了松，再
一次丢进小盆里，才心怀忐忑，期待
着能有一个奇迹出现。

“好了！大家可以捞出自己的宝
贝了，用清水冲洗干净。”美女老师庄
严地宣布，好像我们手上是一颗颗即
将发射的卫星。

我不忍先睹，由同事代劳，一并
拿去冲洗、吹干。

见证奇迹的时刻终于到了。
动作快的学员得意洋洋地举起

手中的作品，几乎没有哪一幅不引起
大家惊呼：“哇，真漂亮呀！”不过，每
位学员展示的都不是预设的模样，都
有些形似而神非的感觉。有的像儿童
吹到空中的肥皂泡泡，有的像夜空中
绽放的烟花，还有的，则像一片一片
的大雪花……

我的那幅画终于回来了！与同事
手上那些对称的朦胧的小圆圈或纤细
的小波纹相比，我的这幅的确有些另
类——只有一朵三环相套的大青花。

那顺着扎好的棉布的褶皱晕进去的染
料，像握着神奇画笔的巧手，在白色的
棉布上随心所欲、恣意挥洒，留下或浓
或淡、或断或连、无一丝一毫类似、无
一笔一画相同的奇异画面。

“嗯，这个图案整体效果不错，这
可舍不得剪了做香包。正好，我收了，
送给喜爱布艺的老妈作留念。”老师
的高度评价，让我骄傲得不知所以。

接下来，干警们开始在自己亲手扎
染的布料上裁剪，穿针引线缝制香包。

香包的式样很多，老师只教了两
样：元宝和福袋。小女生们自然灵巧，
精心为自己缝制一个两只角上各挂
一缕彩丝穗的元宝香包。大男孩们也
尤其用心 ，要亲手缝制一只心形香
包，送给心中的那个她。然而这个难
度有点大，不过没关系，为了爱，虚心
求教就是了。就连那个平时爬高上梯
的水电师傅，也是满怀欣喜，看他粗
大的手指间捏着一根小细针，一脸谦
虚讨教的样子，就知道他手中那只正
在缝制的福袋，定是为他家那个“贴
身小棉袄”精心准备的。

“红绿交映染尘埃，轻纱细线慢扎
成。”蓼蓝草的香气早已被多种不知名
的草木混合在一起的药香所代替。我
和我的同事们沉浸在扎染的乐趣里，
在一花一世界、一染蕴乾坤中感受自
然的神奇，感受创造的快乐，感受不急
不躁、不卑不亢的韵味，感受中国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博大精深……

（作者单位：河南省人民检察院
济源分院）

我们的花朵
安安

我的非遗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