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夜，无论多么黑，只要睁着眼睛，
细细地看，就会有光明，有诗意。
　　　　苏轼随父亲和弟弟苏辙，一
同从眉山出发，进京赶考。风餐
露宿，日夜兼程，虽辛苦但欣喜。
夜晚，是星垂平野、月涌大江的美
景，是“致君尧舜上，再使民风淳”
的豪情。殊不知，一脚踏入仕途，
从此黑夜比白天多。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
自难忘。”一言既出，响彻云霄，下
恸黄泉。欧阳修成就了他的金榜
题名，上帝却夺走了他的红袖添
香。月明之夜，他哭了，泪流千
行。梦中与妻子相见，妻还是貌
美如花，他却两鬓如霜。不能坟
前诉衷肠，只能托明月寄相思。
一生，两人，十年，既有生离的思
念，更有死别的哀伤。爱情逃不
过七年之痒，苏轼却用情至真至
纯。
　　　　人生除了爱情，还有亲情。
弟弟苏辙当年还不及自己成绩
好，但是官做得比自己大，比自己
稳。官场处处碰壁，不是因为自
己奸诈贪婪，昏庸无能，是太特立
独行，不肯屈尊就卑，不能摧眉折
腰。官场需要“图谱”，需要“朋友
圈”，连《红楼梦》里的门子都知道
的事，他却不知道。他只是做着
自己能做的、该做的事。每到一
处，他关心农业，扶贫赈灾，兴修
水利，创办学校。徐州遭遇大水，
他在城门上结庐，昼夜指挥，水不
退，人不走。上司的门，他却不认
得。他不是人品不行，也不是朝
中无人。欧阳修、皇太后，甚至是
政敌王安石，但凡他能与之来往，

也能让自己的仕途少些坎坷。苏
轼就是苏轼，他不喜欢入圈结网，
更不喜欢羁绊和依附，那样就少
了自由和独立。
　　　　工作之余，带百姓出门打猎，
自己饮酒赋诗。门口卖扇子的生
意凋敝，他帮着题字作画，扇子被
一抢而空。他用自己心中的美景
打扮着为官之地。于民无扰，于
民有福。他和佛印、黄庭坚谈佛
论书，不会通宵达旦批阅案宗，也
不会陪上司推杯换盏，夜夜笙歌。
　　　　他不会像柳宗元一样发“朋
友圈”——“岭树重遮千里目，江
流曲似九回肠。”自己的郁闷散溢
到了“封连漳汀”四州，他也不会
像李白一样呐喊：“天生我材必有
用，千金散尽还复来”。他食得人
间烟火，他不会独钓寒江雪，他的
生活总是充满了温情和诗意。
　　　　他与人分享快乐。墙里秋千
墙外道的笑声，谁怕？一蓑烟雨
任平生的潇洒，超然台上的春色，
雪堂的梅花香气，凡入他眼睛的
都是美好，都是诗歌。笔墨汩汩，
当行则行，当止则止，由得他挥毫
尽兴。不是官场的规则有问题，
是他不肯削足适履。
　　　　自请贬谪密州，离着济南做
官的弟弟苏辙近一点。中秋月
圆，欢饮达旦，大醉，百感交集。
做官，高处不胜寒；辞官，归途何
处？他不是陶渊明，也不是王维，
他读了太多的书，接触到了太多
的人，经历了太多的事。佛家，道
家，儒家，他总觉得可以信一点，
又不能完全信。他不甘心种豆南
山，他知道佛家和尚也论资排辈，
他相信儒家的“穷则独善其身，达
则兼济天下。”想来想去，他长叹
一声：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人活得长长久久，年年中秋能赏
月，才是王道。
　　　　黄州，苏轼变成了苏东坡。
不喜欢种地也得喜欢，想干工作
没有机会。
　　　　乌台诗案，让他丢了半条命，
死里逃生，惊魂未定，夜夜无眠，
何以解忧？唯有游玩。苏轼的黑

夜是白天，太阳是月亮。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
别人都睡了，他醒着。半夜三更，
在院子里走来走去。衣袂飘飘，
影若孤鸿。一点细小的声音，都
让他魂飞魄散。“有恨无人省”，苏
轼的遗憾和痛苦无人能懂。既然
无人懂，就不说，不解释，不怨天
怨地，不依靠任何人。寂寞是杯
苦酒，不能与他人共饮，就独自吞
咽。
　　　　地方待久了，总有熟悉的人。
患难与共才能惺惺相惜。元丰六
年十月十二日夜，苏轼解衣欲睡，
月色入户。既然睡不着，不如起
来到院子里走走。弟弟远在天
边，牢狱之灾给弟弟添了不少乱，
妻儿已经睡下，全家跟着自己，没
有荣华富贵可享，只有贫穷困顿
作伴，喊他们起来赏月，实在勉为
其难。对，到承天寺找张怀民。
张怀民同是被贬黄州，当如同我
夜不能寐。
　　　　心有灵犀，怀民还真没睡。
两个爷们儿漫步承天寺院，看月
光如水，看月影摇曳，感叹夜夜有
月，处处有竹柏，只是缺少有闲心
的人。人生难得两全法，失之东
隅，收之桑榆。做官好，贬谪也没
有想象中的那么坏。
　　　　白天种地，晚上出去游玩。
乘一叶扁舟，凌万顷烟波，访赤
壁，探石钟，山高月小，水落石出。
惆怅是心中的，放归自然，实在
不值一提。就那么一下子化开
了，消散了。舳舻千里，旌旗蔽
空，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
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唯有江
上清风，山间明月罢了。
　　　　夜夜外出游玩，回家时，门童
已经鼾声如雷，叩门无犬吠，好
吧，让别人去睡，我独自倚杖听江
水滔滔。
　　　　四周黑夜漫漫，抬头明
月皎皎。苏轼一生历典
八州，用诗书画填补生
活的空隙，疗愈生命的
伤痛。卒于六十多岁，
在人们心目中却永远是
个翩翩公子。

苏轼——月光下的公子
邹平市黄山实验初中 许红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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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淡岁月，欢喜相随

邹平市台子初中 杨雨熙

　　　　伴随着公交车的急刹，我从睡
梦中惊醒，眼前的场景早已从基地
变为校园。恍惚间我似乎还在去
基地的路上，基地的生活依然历历
在目……
　　　　学篆刻是我在基地的第一堂
课。
　　　　那天我们站在树荫下，透过缝
隙，阳光照射进来，在地上形成了一
幅美丽的画卷。
　　　　在基地老师的带领下，我们依
次进入教室，开启了课堂。看着眼
前陌生的工具，耳边传来老师的声
音：“同学们，你们好。看到黑板和
墙上的字我觉得你们一定充满疑
惑，它不同于我们日常使用的汉字，
但也有许多异曲同工之处。这节课
我们要学习的字体就是小篆，我们要
将它刻到石头上，完成篆刻……”话
音落下，他便拿起工具给我们演示起
来。
　　　　接下来便轮到我们大显身手了。
做完准备工作后，我拿起刻刀，看着
那方方正正的石块一时竟不知如何
下手。额头和手心冒出细密的汗珠。

“嚓嚓……”耳旁传来声响，我抬眼望
去，他们已经下手了，他们的眉头紧紧
皱着，眼睛直直地盯着手中的石块，刻
刀在石头上不断划过，头和身子压得
极低，像是要与石头融为一体。看着
他们投入的样子，我不禁拿起刻刀，在
石头上刻下了第一条线，弯弯曲曲像
黄河似的，我认真地刻着，像是在与古
人交谈。
　　　　塑编课——我愿称之为手艺课里
最难的一门。起初只是随意修剪，最后
却是一个大跨越的程度。塑编老师给
我们复述了一遍又一遍，我却越看越迷
茫，正所谓“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
又一村。”我在不断摸索中找到了小窍
门，简简单单几步，一个简单的塑纸条
变成了一只栩栩如生的蚱蜢，再加上那
活灵活现的触须，如果不是用线丝牵引
着，真会跳进草丛不见其踪，我心里不禁
默默感叹人类技艺的高超。
　　　　岁月剪影总是短暂又深刻，似是只
有失去后，才后知后觉：原来我竟有一段
如此美好的时光。在那段浅淡岁月里，
我的人生画卷里镌刻了为数不多的欢
喜。

　　　　（指导教师：崔景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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