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金光

《莺歌海南春》是高治军先生的第十

三部诗集，也是他退休后的第一部诗

集。应该说，这部诗集的出版对于诗人

很有意蕴、很有意味；而作为诗人好友，

能第一时间拜读，我也深感很有意义、很

有意趣。

今年春节，治军是在海南度过的。

一般来讲，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了，终于

有从容的时光度假了，应该彻底放松一

下，好好享受一下。没想到，他竟然没闲

着，仅仅两个月时间，又写了这么多诗

歌，几乎一天一首，甚至几首，实在令人

惊叹。他以三亚海棠湾为原点，让自己

的脚步尽情放纵在海南的红日、白云、蓝

天之下，让自己的心灵无限放飞在海南

的细沙、碧波、帆影之上，不断沉浸在属

于自己的诗歌意境，不断收获着属于自

己的大美世界。也许，这就是诗人应有

的样子吧，把写诗当作生活，写诗正是最

好的休息方式。

“大海之南/一方净土/一幅丽画/一

曲牧歌……这里山青水秀/十分的优美/

这里草长莺飞/四季如春”（《海南印象》）

“沙滩 海浪 阳光/老夫赤脚走在岸

上/感受着纯洁的沙子/听着一涨一退的

海浪/身穿背心沐浴着阳光”（《享受阳

光》）

“风起于大海之畔/云生于远山

之间/鸟鸣于树枝之上/人静于安心

之闲……我要像候鸟一般/飞翔于海

棠和中原/我要忘记过去/度过默默的

流年/一直到无边的明天”（《海棠湾》）

“把自己隐于市中/过去的一切归

零/重拾自食其力的生活/找回心灵的平

静/面向明天重新出征”（《隐市》）

你看，这就是诗人的心境，逍遥又充

实。

走进《莺歌海南春》，从一首首或长

或短的诗篇中，我们充分领略到了海南

的奇山异水、奇花异草、奇色异境，也充

分领受到了诗人身心的轻松愉悦、轻快

自由、轻淡奔放，真的是置身到了一个大

境界。同时，在陆海中，在天地间，海南

的沧海桑田、发展进步、日新月异也历历

在目、跃然眼前，一个中原赤子的声声礼

赞盈满诗行。

海南是花的海洋，治军的诗显然对

海南的花给予了较多的关注。正如他在

《看花》一诗中所言：“三角梅开片连片，

鸡蛋花绽真淡雅。凤凰花放凤鸣叫，入

脑动心羊蹄甲。百合花美合百意，朱缨

花艳着实佳。白兰花开十里香，南洋樱

娇品质嘉。决明花黄灿如金，火焰朵红

烂似霞。美人蕉娇惹人怜，茉莉花馨谁

比它。玫瑰花色心旌摇，大琴珊瑚品无

瑕。”其中的很多花，譬如三角梅、羊蹄

甲、决明花、火焰花、鸡蛋花等，他都分别

有独立的诗篇加以描绘。如此繁多的花

种花色、如此艳丽的花容花貌，让诗人真

切体会到了温馨和甘甜，不由赞叹这里

就是人间天堂，就是心中的桃花源。

海南是植物的天堂，治军的诗显然

对海南的植物给予了较多的偏爱。那摇

曳的椰子树，那厚重的重阳木，那英雄的

木棉树，那各种各样的榕树，那名贵的檀

木、楠木、孔雀木，还有那常见的海蒲、海

葵、鸡蛋花木、龙血树，以及到处千姿百

态的盆架树和红彤彤的朱蕉，都引起了

诗人的诗心波动、诗意荡漾。诗人特别

钟情的是海南郁郁青青的竹子，那种中

通外直、挺拔绿翠、有节有制，是他心中

的谦谦君子，引起诗情勃发，一连写下竹

颂十赞。竹的正直、奋进、虚怀、质朴、奉

献，竹的卓尔、善群、性坚、操守、担当，是

竹的风骨和品性，其实也是诗人内心的

外化，是他追求的崇高境界，甚至是诗人

诗作的诗眼。

海南是神奇的热土，治军的诗显然

也对海南这方热土给予了热情的礼赞。

海口、三亚、儋州，南山、五指山、万泉河，

不一样的山水，不一样的林湖，不一样的

田园，就有不一样的感叹；椰子、槟榔、菠

萝蜜，东山羊、文昌鸡、和乐蟹，不一样的

水果，不一样的美食，不一样的物产，就

有不一样的憧憬。更有黄道婆、丘濬、苏

轼留下的故事，红色娘子军、琼崖纵队、

大将张云逸留下的传奇，以及自贸岛建

设的眼中所见、耳中所闻，也都在诗人的

笔下得到浓墨重彩的抒写。正像诗人所

唱，海南的水、海南的山、海南的海、海南

的天，不仅造化了英雄儿女、千古铁男，

更是人们圆梦的地方。

治军在《海南之歌》一诗中，系统总

结了自己在海南的诗的历程和诗的成

果，深情称赞海南是自己的第二故乡，是

自己的精神家园。他最后发出的祝愿：

“祈你椰风海晏/盼你花好月圆/祝你鹏

程万里/愿你风光无限”，真的是发自肺

腑，令人动容。

此时的诗人，保持了自己一贯的创

作状态，延续了自己一贯的创作风格，激

情澎湃、风发风流。如果说有什么变化，

无非是在诗境和诗韵的缔造上，明显更

加洒脱了，更加舒展了。他诗中的海南

和诗意的人生，令人艳羡，使人向往；他

诗中的特质和诗风的追求，让人激赏，耐

人解读。读《莺歌海南春》，也再次印证

了我对治军先生的总体印象。

治军是一位高产诗人。他写诗的

时间其实并不长，大约从2005年才开

始起步，但他一写起来，就一发而不可

收，几乎一年一部诗集出版。正如本文

开头所言，连同这本诗集，治军迄今已出

版有十三部诗集，十三部诗集中的诗加

起来，恐怕有2000余首了。这种超级的

疯狂，这种拼命的写手，在当今诗坛真的

还不多见。不仅如此，治军的诗还接连

在各种报刊发表并获奖，其诗集《大河飞

歌》就荣获河南省第五届文学艺术优秀

成果奖。

治军是一位全能诗人。他的诗，有

旧体、有新体，有古风、有今韵，有长歌、

有短调，诗歌的十八般武艺运用自如、变

化多端，而且常常在新体中自由交织着

旧体，在古风中自然变幻着韵脚，令人叹

为观止。他写诗，好像不受任何约束，好

像没有任何羁绊，忠实地实践了自己的

诗歌观。他倡导“诗重思想质领先，体式

由来随时迁”，他崇尚“诗本抒情体，为何

要古板”，致力开拓着诗歌的疆域，不能

不说是一种观念的创新。

治军是一位多彩诗人。举凡自然世

界中云霞雨雪风雷电诸般物象、赤橙黄

绿青蓝紫诸般颜色，举凡平素生活中柴

米油盐酱醋茶各种日常、衣食住行游购

娱各种行为，包括工作、学习、考察、交往

等，题材的领域包罗万象，涉及了国际国

内、城市乡村、政治经济、历史现实、家事

国事等诸多方面。总之，目之所见、耳之

所闻、思之所及，都能进入他的诗歌，都

能触发他的灵感和灵光。正所谓心中有

诗，处处都是诗。

治军是一位阳光诗人。对生活，他

充满着热爱；对工作，他充满着激情；对

亲人和朋友，他充满着温暖；对国家和民

族，他充满着赤诚。就像他诗中的海南，

始终明丽灿烂、纯洁透明，给人以希望和

热望、信念和信心。正像我曾在一篇短

文中对他的评价：“他的诗，没有灰色，永

远是亮色；没有哀愁，永远是乐观；没有

低俗，永远是崇高。”这种坚守，其实是一

种创作态度，为诗歌写什么、怎么写提供

了样板。

以《莺歌海南春》为新的开端，治军

这位高产诗人、全能诗人、多彩诗人、阳

光诗人，必将唱出更多的声声礼赞。愿

他保持这种状态，写出更多更美的诗篇，

奉献给我们伟大的时代！

□张泽晖

敬爱的爸爸妈妈：
展信安，见字如晤。

收到了来自您的视频分享——《习

近平讲述的故事：读书，我终身的爱好》

后，我反复看了多遍，受益匪浅。

这让我想起，小时候爸爸总会跟我

讲毛主席嗜书如命的故事，“饭可以一日

不吃，觉可以一日不睡，书不可以一日不

读。”这句话虽听了无数遍，但年少的我

只知道读书是作为学生必须做的事情，

直到长大后我才深刻理解读书的真正意

义。“人有知学，则有力矣”，我们读过的

每一本书，获得的每一次感悟，都会点滴

汇聚并融入我们的血液、我们的身体，成

就独一无二的自己。

读书已成为一种生活习惯。我上小

学、初中的时候，每天中午放学回家，妈

妈就会让我收看《子午书简》，学习古今

中外经典优秀诗歌、小说、美文的精美章

节。数年的坚持，成了我的童年专属记

忆，培养了我对阅读的浓厚兴趣，也让我

开始对阅读有了一些理解，“读书就像一

日三餐一样，必不可少，一日三餐经过日

积月累，让身体得到成长，而读书经过日

积月累，则让精神得到富足。”直到现在，

假期团聚时，咱们家仍会围坐一起，观看

《中国诗词大会》等文化类节目，或是阅

读佳作、品读经典……

“与有肝胆人共事，从无字句处读书。”

这句对联是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在天津南

开大学读书时写下的，他劝诫广大青年要

与有胆识、肯担当、重感情、讲正义、有正

气的人交往共事。我要努力学好政治理

论、科学文化知识，打下扎实的理论基础的

同时，在日常生活中感悟人生、获取知识、

增长才干。我必须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

印地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

去年7月，我光荣地成为治黄队伍

中的一名青年干部。初来乍到，我便遇

上了那场罕见的秋汛，异常严峻的防汛

形势让我油然而生一种使命感和责任

感，决心投身到黄河秋汛洪水防御工作

中，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防汛期间，我认真履行岗位职责完

成本职工作、做好防汛期间值班值守工

作，积极主动要求到防汛一线去，向一线

职工学习经验技术，与一线班组一起巡

闸查险、观测水情，配合闸管所业务技术

人员做好各项防汛工作。同时，较好地

完成了防秋汛宣传报道工作。

在这过程中，我读了有字之书，提高

了业务能力，提升了业务素养；也读了无

字之书，锤炼了自身素质，接受了磨砺，

得到了成长。

读书学习，永远在路上。我将在常学

常新中加强理论修养，在真学真信中坚定

理想信念，在学思践悟中牢记初心使命，在

细照笃行中不断修炼自我，要像爸爸一样，

无论是投笔从戎，还是转业从警，胸中常

有激情、常有忧患、常有大局，矢志不渝，

踵事增华，切实让自己在担当时代使命中

尽快成长起来，从而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青春与力量。

亲爱的爸爸妈妈，疫情严峻，我知道

不管是公安战线，还是防疫一线，总会有

爸爸忙碌的身影，我知道爸爸和妈妈不

仅要坚守岗位履职尽责、下沉一线筑牢

防线，还要侍奉近百岁的奶奶姥姥、照顾

好上初中的妹妹，你们辛苦了！请务必

保重身体，做好防护！

祝黄河母亲岁岁安澜！祝我亲爱的

爸爸妈妈幸福安康！

女儿泽晖写于黄河金堤河畔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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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跃成

我的老家在豫西农村，院子后面有一

个残垣断壁杂草丛生的荒园，但那是我魂

牵梦绕的童年乐园。

园子正中间生长着一棵硕大的杏树，主

干要两个成人合抱才能搂住，主干在离地一

米的地方分成四五个枝杈，各自都蜿蜒盘旋向

上疯长，以争取阳光雨露。树冠的半径七八

米，亭亭如盖，给青砖蓝瓦房撑起一把遮风

挡雨的大伞。阴历三四月，盛开的杏花艳态

娇姿，繁花丽色，胭脂万点，笑占春风，整个

院落都氤氲在甜甜的花香中。多么惬意

的时光啊，清明节前后，微雨初歇，阳光明

媚，小园散发着醉人花香和淡淡的黄土

味，一只只蚂蚁忙忙碌碌搬运地上的馒头

屑，小椿树上落着几只卖弄风情的斑蝥，

用手一按它的后窍，便展开五颜六色的翅

膀，啪的一声腾空而去，俊俏的模样不负

小名——花渡娘；还有蟋蟀、蜗牛、蝴蝶……

邻家女孩丽丽慢慢和我熟识起来，成

了我童年的阿娇。

“妾发初覆额，折花门前剧，郎骑竹马

来，绕床弄青梅。”诗仙《长干行》的佳句再

现了那段美好时光。丽丽家有棵石榴树，

五月花红似火，娇艳欲滴。丽丽折取一枝

石榴花，坐在她家门前的大石头上嗅着，有

着两个小酒窝的圆脸蛋，在花的映衬下天

真烂漫。我用一串挂满花褪残红后的小青

杏，换取丽丽的石榴花枝。我们一起到后

园，选个地方把石榴花枝埋在土里，并浇上

水，相约第二天早上，一块看石榴枝是否会

发芽成活。

石榴枝虽然枯萎了，丽丽却成了我两小

无猜的玩伴。我们天天在园子里玩耍，俨然

伊甸园里的亚当夏娃。我们的游戏丰富多

彩，最常玩的游戏就是喂燕子和过家家。

我家条件不好，丽丽经常偷偷带一小

块蛋糕或面包，让我尝鲜。我却经常带她

把面包或蛋糕揉碎，一起爬上房顶，在杏树

荫里喂食燕子。燕子是最有灵性的鸟儿，

它能感受到

人的友善。

后来燕子就

落在我和丽丽的

小胳膊上，啄食我俩手中的

食物，并且叽叽喳喳说：“谢谢你们……”那

温馨的场面至今仍让我心中暖意融融。

我和丽丽一起玩过家家：我当爹，丽丽

当妈，我用泥巴捏个小人当娃娃，砖头当

灶，瓦片当锅，铲一铲细土当饭菜，骑一根

竹竿当大马……在无数次把丽丽“娶”进门

后，有一次我偷偷亲了两下丽丽的红脸

蛋。来唤我吃饭的二姐正好看到这一幕，

她气急败坏地骂我小小年纪不学好，竟敢

偷亲小女孩，说看要打断我的腿！

转眼我和丽丽都已七周岁，到了入学

的年龄，又赶上父亲想喂一头猪贴补家用，

他在过道尽头砌了一道矮墙，把园子变成猪

圈。我和丽丽像犯了原罪的亚当和夏娃，被

赶出了伊甸园。我小学毕业后到镇上读初

中，后又到县城读高中，而丽丽初中没毕业

就辍学了，在我上高二的那一年她被父亲逼

着做了别人的新娘。

几回回梦里回童年，几回回梦到丽丽

出嫁时哀怨的眼神。我高中毕业后，赶上

改革开放的好时候，选择自主创业，下海办

了公司，光景也算风生水起。几十年过去

了，有好多次回家参加同学聚会，我都想问

问丽丽过得怎样，但近乡情怯，莫名的心虚

使我不敢开口。

又是人间四月天，又见新燕啄春泥。行

走在宜阳县城风光旖旎的锦屏湖畔，看到掠

过湖面、“啄”皱了一池春水的燕子，心中荡起

阵阵涟漪。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脱贫攻坚、

乡村振兴……党的一个个富民政策如浩荡春

风吹绿了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我心中的阿

娇，你们一家人是否也如满树繁花，在阳光

雨露的滋润下，生机盎然、充满活力和希望？

勤学笃行勤学笃行 踵事增华踵事增华
——黄河女儿的一封家书

□黄红立

老君山，八百里伏牛山的主峰，山势雄

伟，群峰竞秀，峰林洞涧，千姿百态。

老君山下，一位生于斯、长于斯的“君

山居士”，问道山川，求法水墨，山川起伏的

连绵中，浓墨韵色，淡笔抒情，描绘着家乡

的影，诉说着心中的情。

他就是艺名“君山居士”的栾川县山水

画家郭红星，中国民族画院专业画家、河南

省美术家协会会员。

郭红星是一名普通的老师，1988年，

从洛阳师专美术系毕业后，先后在栾川多

所中学从教至今，34年的教育生涯，可谓桃

李满天下。

郭红星为人诚笃，讷于言而敏于行，热

爱美术的他选择了山水画为主攻方向，这

是他缘于对家乡山水的痴迷之情。

老君山四季美如画。郭红星在教学间

隙，徜徉于山川，春来，写袅袅白云；夏至，画

村舍烟迷。秋染，涂树色五彩；雪落，绘山寂

无声。山间路畔，溪边桥头，风餐露宿，栉风

沐雨，画笔拿在手中，激情涌在心中，崇山峻

岭、缓急河流，处处留下他孜孜以求的足迹。

笔墨当随时代。2004年，他利用假期

和课余时间，考入中央美院中国画系进行

深造，这也是栾川第一个考入中央美院的

本土画家，师从中国著名美术评论家、中国

人民大学画院教授汪为胜先生和中央国家

机关美协主席王阔海先生，朝夕沉浸于古

今艺术的创作探索上，绘画技艺不断精进。

毕业时，他的山水画《重渡家园》被中

央美院美术馆永久收藏。这也是郭红星最

为自豪的一件事。

生活是艺术的原型，山水养人，人乐于为

山水写照，老君山是郭红星创作的热情源泉，

他深耕这片熟悉的山水，用艺术的方式，发现

家乡的美，表现家乡的美，用水墨的韵味，载

着精气神与灵魂，不仅呈现出老君山山水的

风情与壮丽，也反映地方的真实自然，用自己

手中的画笔，描绘出对故土深深的眷恋。

妙笔山水，画里君山。郭红星的作品《君

山晚岫图》曾在国家博物馆展出，获国家级

优秀奖。画中老君山的秀美一览无余，山顶

淡淡的一抹绯红，勾勒出傍晚的景色，群山

间、树丛中，隐隐透出逛庙会的人群的身影。

“岫，就是最美的云。”郭红星说，《君山

晚岫图》描绘的正是栾川一年一度的农历

四月初八君山庙会，山间庙会中热闹的街

景体现出栾川的盛世，体现出栾川的“生态

美、百姓富、县域强”。

在郭红星画室的案头，《君山幽居图》

《君山家园》《君山观瀑图》《山乡》《君山日

出》《春染重渡沟》《小镇秋月》……栾川山

水的风貌被他尽收笔间、展现在纸上，每一

幅画都绘就了对家乡山山水水一草一木的

热爱，洋溢着高格调的家乡气息。

“ 山水画是画家内在修为的外化，是

自然与人文、画家与作品的高度统一，即天

人合一的素朴生命哲学的艺术体现。栾川

独特的水墨山水，赋予了栾川画家独特的

美学气质！”栾川县文联主席、美协主席宫

拂晓说，“郭红星以其深厚扎实的功底，新

颖雄秀的画风，痴情于用笔墨倾诉对老君

山山水的向往与赞美，由写景到写心，其绘

画风格大气、壮美、写实、神飞，他笔下的锦

绣山色，碧波流云，故其山水画既有真山水

之风骨，又有胸中自营之丘壑，无不可以当

作是画家对故乡深情的回眸。”

一幅山水画，五彩栾川景。“我要借助

自己的画笔和笔法，画出家乡山水的灵性，

把家乡的山水宣传出去。”郭红星说，画家

乡山水是我一生的追求，栾川的山水一辈

子也画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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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红星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