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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大国，礼义名邦。精神

风范，源远流长。义播于天下，

礼昭以四方。乃修齐之上善，堪

素养之纪纲。推最于周代，列尊

以五常。义于礼显，礼义互彰。

上下无私，家重谦和则旺；往来

有序，国兴礼义而昌。于是形象

之风，臻显于言谈举止；人伦之

本，熏陶以仕艺工商。人皆促

进，世代承扬尔。

盖夫拜读《周官》，探研《荀

子》。屈指于崇礼之贤，不乏乎

慷慨之例。楼护怜贫念旧，搭

救吕公；杨时立雪程门，堪称名

士。关云长单骑护皇嫂，义薄

云天；缅伯高远道送鹅毛，诗呈

真挚。兼以泰伯让贤，张良拜

艺。汉宾博济惠人，孔融让梨

于弟。还财于主，然厚德孝基；

报主之恩，是老仆阿寄。敬夫

而举案，有淑女孟光；屈驾以尊

师，是汉时明帝。世昌舰撞海

中，屈子身投江里。廉将军请

罪负荆，文丞相昂头赴死。更

求贤刘备，往来茅舍三番；谦让

张英，见证胡同六尺。义全大

小，千秋佳话频频；礼有邦常，

不尽传奇历历。

然而义若不遵，气犹不正；

礼如不尚，路则不宽。于是识

大体，让三先。尊传统，继前

贤。贵德而尚和，予人尊重；崇

仁而乐助，友善支援。民族有

胸怀，能优待俘虏；国人凭气

度，惯克制争端。无论基层社

会，不分国际民间。礼仪修以

高雅，正义养乎浩然。奉爱心

兮明廉耻，知进退兮助病残。

同异别自无序乱，是非分不至

冥顽。敬则达兮，人和气畅；和

则顺矣，理得心宽。守谦而含

笑，取信犹示虔。见面点头问

好，相逢握手抱拳。亦鞠躬道

谢，犹尊老正冠。滓渣无乱弃，

话口有遮拦。不揭他人之短，

休添生活之烦。受人于点滴，

报之以涌泉矣。

是故坐有相而站有姿，胜不

骄而败不馁。礼尚往来，言无诋

毁。待人当勿诈欺，处事应无虚

伪。尚且车犹控笛，行不越纲；

居不扰邻，候当排队。不闯红

灯，依循法轨。绕一段路程，让

一个座位。致一个歉兮，弯一下

腰；请一声安矣，赞一声美。恒

持低调，时时遇事相商；多露笑

颜，每每以和为贵。

嗟夫兴德品，促孝忠。礼和

于天下，义贯以西东。文明传

统，底蕴厚浓。贯守乡规民约，

谨遵族训家风。修为以庄重，

德化则无穷。处处见真情，嫌

皆冰释；人人有风骨，心若谷

空。好一个中华礼义，四海尊

崇也！

中华礼义赋
孟国才/文

八十年代前的农村，不仅物

资匮乏生活贫穷，文化生活更

是单调乏味。作为农村文化生

活的主要内容，公社电影队每

年都要轮流到各个大队（现在

的行政村）放上几场坝坝电

影。如果能让我们五六十年代

出生的人，在脑海里留下印记

和回味的，恐怕只有那为数不

多，至今耐人寻味的坝坝电影

了。

那个年代的农村，除了逢年

过节的时候，群众自发组织的

一些舞龙灯、耍狮子、扭秧歌、

打钱棍等民间娱乐活动外，日

常劳作之余，基本没有什么文

化娱乐活动，唯一能让人们放

松身心、感受文化气息的就是

偶尔一次的坝坝电影。一旦听

说哪天晚上要放电影，那绝对

是一件轰动整个大队，甚至是

影响周围几个大队的盛事。那

时，由于交通不便、信息闭塞，

为了让广大群众都能看上电

影，公社广播站一般都会在一

两天前，用广播发出通知：某天

某时在某大队放电影。那个时

候，消息一传出即有亲朋好友，

在校学生口口相传，要不了多

久，整个大队甚至邻近几个大

队已家喻户晓。我家住当时的

周加公社(现周嘉镇)雨山村的

垫普公路边，交通相对方便，信

息也比较快捷，除街上公社和

本大队放电影都知道外，邻近

的大顺公社(现属普顺镇)，高

石、土桥大队一旦有电影，我们

也能知晓。喜出望外的人们，

特别是孩子们每天都在掐着手

指计算着看电影的日子。多少

年来，看电影一直是青年男女

恋爱互动的一种形式。一户人

家的男孩已经说好了临近大队

的一位姑娘，如果大队放电影

的话，要第一时间通知女方

的。如果女方能够受邀而来，

这自然是一种积极的信号，如

果女方在再三邀约下还不肯前

来，那这桩婚事恐怕就难说了。

放坝坝电影场地的选择也

是有讲究的，一般都会在一个

大队中心位置的村校、收割点

或大院坝。到了放电影的当天

下午，大队就会派两个壮劳动

力到公社把放映机挑回放映地

点。各生产队所有干活的社员

们便可提前收工回家，把家务

早早安排妥当。太阳还没落

坡，大家便相互招呼着左邻右

舍，肩上扛上一条板凳，东一群

西一群，前呼后涌地向放映点

走去。老远就能看见，电影场

地上已经聚起了不少男女老

少，看电影坐的板凳已经摆满

了小半个场地，没带凳子的也

用砖头或石块，垒起一个个简

易座位，占领着观影的有利位

置。一早来到场地上的孩子们

也像过年一样兴高采烈满场地

乱跑。放映员正指挥着两个助

手把白色幕布拉挂在用两根碗

口粗细的竹竿搭起的架子上，

接着把一只黑色的音箱通过滑

轮拉至一根竹竿的中间位置固

定下来，放映机摆放在场地中

央一张四方桌上。设备架设完

毕，放映员便从那写有电影片

名的铁盒里取出电影胶片，放

在机器上倒片，调试电影镜头，

为放映做最后的准备。

当一束灯光像探照灯似地

从镜头射向银幕的那一刻，热

闹沸腾的场地立马安静了下

来，数百双眼睛纷纷盯着银幕

上映出的一切，有好奇的孩子

边挥舞着自己的双手，边向上

跳跃着，好让电影的光束把手

投影到白白的银幕上，眼见那

手影像兔子和犬头似的在银幕

上移动跳跃，更是欣喜若狂地

跳跃着呼喊着。

夜幕降临，场地上的观众早

已坐得满满当当。一个个不时

地扭过头来，看着放映员的一

举一动，急切地盼着电影早点

开演。可放映员却还是一副不

快不急的模样，一边慢条斯理

地做着放映前的准备，一边抽

着烟与旁边的熟人有说有笑地

调侃着。不一会儿捞起袖管看

着手表，发现预定放映时间已

到，便打开话筒，用嘴对着“呼

呼”地先吹上两下试下声量，然

后报出当晚放映的片名。那

时，放映正片前一般都要放上

一两部加演片，其内容多为科

教片、纪录片之类的。有时也

放些“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

寨”“农林牧付渔全面发展”之

类的幻灯片，大家对加演片和

幻灯片不太感兴趣，迫不及待

的等着正片电影正式登场。那

个时候放的电影大都是政治题

材的故事片，有战争题材的，也

有根据样板戏改编拍摄的。主

要由八一、长春、北京、上海电

影制片厂摄制，以八一厂拍摄

的战争题材居多。《地道战》《地

雷战》《铁道游击队》《渡江侦察

记》《平原游击队》《闪闪的红

星》《洪湖赤卫队》《小花》……

随着波澜起伏的剧情，人们看

得一会儿热血沸腾，一会儿泪

流满面，一会儿欢呼雀跃。小

兵张嘎、潘冬子也成了那一代

孩子们心中的偶像和英雄。

如今，时代发展了，社会进

步了，城市里的电影院温馨豪

华，新片大片应接不暇，农村送

电影下乡的坝坝电影也同样进

入了数字化时代，其内容也与

城市院线基本同步。人们观看

电影的环境和放映质量远远超

过了过去的坝坝电影，但过去

观看坝坝电影的浓浓氛围和热

闹场景却荡然无存，只有偶尔

在我们这代人的脑海和睡梦中

浮现。随着这些场景的浮现，

自己仿佛又回到了那回味无

穷，令人难以忘怀的童年……

坝 坝 电 影
陈陈递进/文

今年的暑假天气极端燥热，生活

之路也是遍地荆棘，于是抽空出去逛

逛，期待能够排解心中郁闷。

看到贵州荔波小七孔的第一眼，

“幸得识卿桃花面，从此阡陌多暖春”

这句诗蓦然涌上我的心头。读万里

书不如行万里路，此次出门算是走对

了。

荔波小七孔位于樟江名胜区贵

州省荔波县境内，它以喀斯特地貌所

造就的奇山秀水吸引万千游人。这

是一处融山、水、林、洞、湖、瀑为一体

的天然原始奇景，因一座清代年间的

小七孔古桥而得名。

我们首先坐观光车来到响水

河。这里1公里长，上下落差40多

米，形成了70余级的瀑布飞迭。沿

河漫步，满目飞泉，满耳淙淙。溯流

而上，山坡大多狭窄而陡峭，稍微宽

敞的地方，溪水一泻汪洋，张狂而任

性，无遮无挡，顺势而下。在有岩石

阻遏的地方，嚣张地与岩石猛一碰

头，再激起一个个巨大的漩涡，飞溅

的泡沫腾起蒙蒙的水雾，依旧回到溪

水“大军”，滚滚向前。在河岸平坦而

低浅的地段，尽管有沙包砌成的城

墙，它依然强势闯入我们行走的道

路，张扬它的野性与桀骜。步道上水

深的地方漫过脚踝，水浅的地方打湿

鞋底。轰隆隆的声音叫嚣着，穿过耳

膜，似乎在鼓掌欢迎远方的游客，又

似乎在嘲笑我们的“愚蠢肤浅”。

游客人山人海，绝不夸张。可是

绝大多数人脸上都洋溢着笑容。成

年人放下工作的负累，生活的冗杂，

蹚水前行，冰凉的感觉自下而上，心

底终于从燥热的世界缓缓平静，是舒

心的愉悦。少男少女是雀跃的，有的

拿着手机360度拍照，有的欢呼，还

有年龄小点的拿着水枪，不断四处乱

射。有一个男孩追着水中冲走的一

个拖鞋，在水花乱溅中哈哈大笑。或

许在如此卷的学习状态之下，能够不

参加补习班，是一件足够快乐的事

情。最有意思的是有几个宝妈宝爸，

推着婴儿车，在这个蹚水大军里坦然

自若，有一个宝宝吸着奶嘴，甜甜地

睡了，有一个宝宝张着大眼睛，萌萌

地笑。最令我诧异的，当属年老的群

体。他们彼此搀扶，一步一顿，毫不

慌张，似乎在夜市徜徉。在我们逆流

而上时，遇到一个老爷爷推着一个轮

椅，轮椅上坐着一个老婆婆，他们顺

流而下。我特别认真地看了他们一

会儿，老爷爷面容慈祥，老奶奶淡然

宁静。这是一对怎样的老伴？对山

水的热爱，对彼此感情的纯粹，对红

尘的眷恋，让他们在熙熙攘攘的游客

中，在水漫脚踝的步道上，宁静如

斯。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该有多

么丰富的阅历，多么睿智的头脑？

接着来到水上森林。林中，各种

树木盘根错节，百多种飞禽栖息其

间，五颜六色的奇花异卉俯拾即是。

千百株树木，全都植根于水中的顽石

上，又透过顽石扎根于水底的河床。

水中有石，石上有树，树植水中，这种

水、石、树相偎相依的奇景令人叹为

观止。

然后来到翠谷瀑布。游人们在

瀑布前打卡，选择不同的角度，不同

的距离，摆着不同的造型。其实这个

瀑布还是比较温婉的，从山上倾泻下

来，像一块宽大的银白色幕布，没有

急躁，也没有暴怒。这种流动的美饱

含着静谧和从容。

穿越森林，绚丽多彩的湖呈现在

游人眼前，这就是鸳鸯湖。两大片蓝

蓝的湖水，静卧于树木环抱之中。湖

水颜色浓淡不一，竟有红、橙、黄、绿、

青、蓝、紫七色，多彩的湖面上各色树

木映入水中，经过湖水吸收、反射和

折射而成的奇观，瞬息多变，百看不

厌。好多小孩拿着水枪，在湖岸嬉戏

玩闹，不亦乐乎。

“倘若南风知我意，莫将晚霞落

黄昏”。当我坐着观光车返回景点大

门口时，还沉浸在自然美景的心湿漉

漉的，犹如晨起的花瓣，美好而又润

泽。

荔波小七孔杂记
杨春梅/文

秋风又起，带着几分凉意，几分萧瑟，悄然拂过这片

异乡的土地。妻从市场带回一袋柿子，那鲜亮的深桔红

色，在秋日的阳光下格外耀眼，仿佛一团团燃烧的火焰，

瞬间点燃了我心中那份深藏的记忆……

记忆中，故乡的柿子树是那么的挺拔，那么的坚

韧。像守护神一样，屹立在村头的山坡上，见证着我们

的成长，也承载着我们对故乡的那一份深情。

春天，当第一缕春风拂过柿子树的枝头，那些沉睡

的枝条便开始苏醒，它们伸展着懒腰，吐露出嫩绿的叶

芽。那些芽叶，仿佛季节的使者，带着春天的气息，悄悄

地告诉我们：春天又来了。那时的我们，总是迫不及待

地跑到柿子树下，仰望着那些嫩绿的叶子，心中充满了

对未来的憧憬和期待。

夏天，柿子树变得枝繁叶茂，它们像一把把巨大的

绿伞，为我们遮挡着炎炎烈日。每当夕阳西下，我们总

是喜欢在柿子树下乘凉，听老人们讲那些古老的故

事。那时的柿子，还只是青涩的小果子，挂在枝头，仿佛

是故乡对我们的期许，等待着我们去实现自己的梦想。

秋天，是柿子树最辉煌的季节。一树树的柿子，由青

转黄，再由黄变红，它们像一盏盏红灯笼，照亮了故乡的

山坡。每当这个时候，我们总是迫不及待地爬上柿子树，

去采摘那些熟透的柿子。那柿子的味道，甜而不腻，酸而

不涩，仿佛是故乡的味道，深深地烙印在我们的心底。

然而，长大后，我们离开了故乡，踏上了异乡的土

地。在这里，虽然也能吃到柿子，但味道，再也不是故乡

的味道。

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常常想起故乡的柿子树，想起

那些在树下度过的快乐时光。那些记忆，如同一张张泛

黄的老照片，虽然有些模糊，但却依然清晰地刻在我的

心里。我知道，无论我走到哪里，无论我经历多少风雨，

那结满乡愁的柿子树，都将会陪伴着我，成为我生命中

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如今，每当我看到柿子，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故乡，

想起那些柿子树下的故事。那些故事，如一串串珍珠，

串联起了我对故乡的深情厚谊。我知道，那些柿子树，

已经不仅仅是一种植物，它们更是故乡的象征，是乡愁

的载体，是我们心中永远的牵挂。

每一棵柿子树，都结满了乡愁。那乡愁，是我们对

故乡的眷恋，是我们对亲人的思念，是我们对那段美好

时光的怀念。那结满乡愁的柿子树，是我们生命中最温

暖的记忆。

每一棵柿子树都结满乡愁
徐晟/文

秋天里，我看见

枯枝败叶和一片金黄

看见自己第一根白发

尽管拖不住春天

事实是谁又能阻挡寒夜

拉下黑色的窗帘。连星辰

也只能眨巴流泪的双眼

躲在天空哭泣

庆幸来过人世间

庆幸在秋天

看见一片片光芒

冬天已呼啸而来了

这第一根白发畅快应战

它正召唤所有的姊妹出来集结

要在人间挺立

那一丝丝柔弱的挺拔

秋天里，我看到第一根白发
山刺/文

迎风湖韵
周冬茗/文

迎风湖水映天光，湿地公园着绿装。

芦苇丛中蛙鼓响，栈桥之上客心彰。

小船轻划波潋滟，新荷初露角尖长。

漫步此间烦恼忘，天然妙景胜诗章。

画笔喜乐驾雾开，

葫芦靓仔乘云来。

牡丹仙子清风舞，

合欢彩扇妙手裁。

手工彩扇
丹乡思雨/文

秋深霜重染金黄，沐雨栉风迎艳阳。

扇叶翩翩枝上舞，琼杆凛凛路边张。

千年古韵存嘉木，万缕情丝寄远乡。

漫步林中心欲醉，纷飞落地满诗囊。

银 杏
文野斋主/文

国
画

《
家
在
山
水
间
》

杨
铭/

绘

诗 情垫江情垫江情垫江情垫江情垫江情垫江情垫江情垫江情垫江情垫江情垫江情垫江情垫江情垫江情垫江情垫江情垫江情垫江情垫江情垫江情垫江情垫江情垫江情垫江情垫江情垫江情垫江情垫江情垫江情垫江情垫江

老爸的扁担
黄家修/文

担过杂货，担过破烂

箩筐里装满风雨，装满烈日

也装满我的童年

村头小路的印痕

山坡上的蹒跚

目光呆滞

生活沉重

压弯老爸的腰板

腰板弯着，弯着

终于弯成了句号

点在遥远的西天

老爸的扁担躺在阁楼间

油亮而弯曲

静谧而坦然

仰望它

两行思念悄然淌下

一行是苦辣

一行是辛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