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来事多繁杂，每每伏案良久，惊觉己近午
夜。此时，我看着这六字题目：党旗在我心中，似有
千言，却偏偏一字不苟。九十周年，党这九十年来
的风雨历程，又岂是三言两语？九十年的风雨，无
数共产党人用他们的热血和青春，为国家，为人民
守护和奉献。是什么在引领他们前进，是什么让他
们在暗淡无光的境况下仍秉持信念，又是什么让
他们在无数次跌倒之后能勇敢站起来，让他们能
够满怀自豪地大声说:“我是共产党员！”我想，他
们心中，都有它的存在，那鲜艳的存在，党旗！

党旗，鲜艳的红色是那么的耀眼，灿烂的光芒
照亮了一辈又一辈共产党人前行的道路。金黄色
的镰刀锤子，每看一眼，都在提醒着我们，我们代
表的是人民———那朴素的劳动人民。

2007年 10月 9 日，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
党，曾经的景象仍历历在目，庄严的誓词仍然在我
脑海中回响，面对着鲜艳夺目的党旗，我们庄严承

诺：“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
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
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
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永不叛党”，我永远忘不了这一刻。

曾经的我，对党最朴素的认识来自于我的父
亲，他是一名老党员了。从小时候开始，我便懵懵
懂懂地知道了一些与党有关的东西，那时候，没有
人给我解释，它代表的是什么，有什么意义。现在
回想起来，最初的印象应该是那些鲜艳的红色，红
色的旗帜，红色的书本，连包裹着它们的东西也都
是红色的，那么的耀眼，那么的夺目，不知不觉的，
我渐渐地爱上了红色。后来，慢慢长大以后，我有
了红领巾，那时候别提多神气了，听老师说，红领
巾的红，是革命先烈用鲜血染红的，我也竟然当了
真，还会时不时的仔细端详着上面的红色。再后
来，有了红色的团员徽章……

慢慢地，我开始明白这些红色的含义，知晓了
这些红色后面的故事，心开始被先辈们创下的功
绩所振奋，热血沸腾，这也催生了我内心的渴望，
对那片红色的渴望。

我家在长江之滨，一九九八年大洪水来的时
候，那时我十二岁。十二岁，是人成长阶段中人生
观、价值观开始形成的时候，在那个世界为之啜泣
的时刻，我的周围，电视里、报纸上，处处都飘扬着
红色，“共产党员先锋岗”、“共产党员冲锋团”等
等，我对“共产党员”这四个字所代表的意义有了
更深刻的理解，渐渐开始明白，共产党员是有责任
的，是需要站出来承担起这些责任的。那时，这一
抹红色开始深深地植根在我的心底。

2008 年，汶川地震。那时的我已经是一名学
生党员，满目疮痍，血泪之地，大地为之颤抖，看着
画面里破碎的一切，我哭了，感叹着大自然的强
横，嗟呼人类的渺小与无力，民之痛，国之难啊！但

是，同样的，那一面面鲜红的旗帜映入了我的眼
帘，多难兴邦，多难砺党。共产党员，再一次走在了
前面。是的，还有我们，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必然
会胜利，在这样的信念号召之下，我擦干了眼泪，
付之绵薄之力。人的力量并不渺小，团结起来的中
国人民一定能够战胜一切困难。

2011年 5月 12日，汶川大地震后三周年。温
总理向全世界宣告：“灾后恢复重建取得了决定性
的胜利。”我想，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的巨大成
就，再次彰显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那飘
扬在山间的红色，照亮了黑暗，吹散了迷雾。

九十年，火红的旗帜承载着这九十年的辉煌，
那飘扬了九十年的旗帜，将会在每个人的心里继
续招展。

心中的那片红泡一杯咖啡
汤匙随着水波旋转
心也泛起一丝涟漪

窗外那棵石榴树
很安静地屹立着
晶莹的水珠
挂在每片叶子上

朦朦的细雨似有似无
像是在天空中
编织那张无形的网
恰似我用乡愁纺织的心网

在这个端午节
散不开来
始终撩绕心菲

雨寂
□ 张香君

傍晚的街市，车水马龙，行人熙熙攘攘。
在恒逸工作的他和她下班后去买菜。菜场门

口，她说：“我在外面看车子，就不进去了。”他点点
头将自行车停放在菜场对面的马路边。他问她买什
么菜，她脱口而出：“随便！”他便扭头大步走向菜
场，边走边迅速地扫射了周围一眼。就在跨进菜场
大门之际，突然他又回转身。一向反应慢半拍的她，
不明白她的男人为什么要转身回来。迎着她疑惑的
眼神，他来到她面前，伸手在裤袋里摸索，掏出一枚
一元硬币放在她手心，往她的旁边努努嘴：“你肚子
饿了吧，先买个饼吃吃。”这时她才看见就在她的左
侧，有一个卖小吃的摊点，顿时一股暖流涌上她的
心头，脑海中浮现出了彼此相识相爱的一幕情感景
象。

那年她 23岁，第一次离家外出打工。他们同是
公司员工宿舍的管理员。他给她的初次印象并不
好，面孔瘦削、眼神犀利，隐约感觉他这个人很厉害
不好惹。随后发生的一件小事证实了她的看法，他
的“不尽人情”加深了她对他的反感，真正有交集的
是在一个晚风徐徐的傍晚。

正当她孤独失落暗自伤感时，与旁人谈笑风生
的他发现了她：“怎么啦？看起来很失落的样子”，他
竟然能够看穿她的内心，要知道从小到大缺乏友情
的她，心事向来无处诉说。家人的爱虽然朴素，但常
常忽略了她内心真正的感受。此时的他卸下了白天
的冷硬，嘴角含笑眼神温和，整个人看起来柔和不
少。禁不住他的热情相邀，她欣然加入大家的谈话
中。这次接触拉近了彼此的距离，她也认识到他善
解人意热情开朗的一面。

其实他是一个很不错的男人，不仅阅历丰富、
心思缜密，对事物有着敏锐的洞察力，且工作认真
负责，能说会道，热情风趣。自从认识她，他发现自
己那颗历尽沧桑的心有了生机和活力。俩人都喜欢
文字，共同的兴趣爱好让他们有了说不完的话题。
对她，他的内心生起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然
而她比他小那么多，他只能视她为妹妹来看待。

遇见他之前，单身的她一直认为一个人的生活
挺自在不会有太多的烦恼，也不必担心受到伤害。
但是没想到，这段很轻松的“忘年交”在不知不觉中
竟演变成欲罢不能的爱情故事。等她惊觉，试图全
身而退时，却发现自己再也做不到从前的心如止
水。尽管知道，他比她大了许多，家境也不好，彼此
的家乡相隔千里，父母肯定不同意，但她更清楚自
己需要什么，更应该为以后的人生做打算，事实证
明她的选择是正确的。他与她性格迥异，但刚柔相
济、急慢相和、动静相宜，倒也相得益彰。
“麻烦你，请让一下！”由于自己长时间的“站

道”而影响到他人的通行，内心不免有些自责，思绪
也随之打断。街上还是人来人往，每个人行色匆匆，
他进去菜场好一会儿了，她感到有些无聊，将视线
停留在离她几步之遥的小吃摊上。虽然只是路边
摊，但也挺讲究。摆放小吃的台子上扣着一个大大
的透明玻璃罩。鸡蛋葱花饼、麻球、豆沙馅和咸菜馅
的煎饼隔着玻璃吸引着过往的行人。台子前搁着两
个炉子冒着热气，一个炉子是茶叶蛋，另一个炉子
上是粽子。前来购买的顾客络绎不绝，其中有不乏
熟悉的面孔。手拿着硬币，但她还是悄悄压下了想
要购买的冲动。她知道这一元钱是他平时一顿便宜
的早餐，也有可能是晚餐桌上的一盘小菜，更是他
们省吃俭用为孩子准备的教育资金其中的一元，她
决定要省下这一元钱。

他在买些什么菜呢？他的肚子应该很饿了吧？
菜场里吃的应有尽有，他会为自己买点吃的吗？
……焦虑不安笼罩着她，此刻她只想快点看到他，
但依旧他走出来的踪影。她终于按捺不住，走过去
把手里微存体温的一元硬币换成了咸菜煎饼。她刚
拿到热腾腾的煎饼时，就看见他提着大袋小袋出来
了。他笑笑：“饼买了怎么不吃？”她说：“我不饿，这
个饼是给你买的，你的胃不能饿。”他不禁一怔，但
嘴里仍习惯性地说道：“我不饿你吃。”彼此互相推
让着，他觉得有些难为情，说赶紧回去吧。

到了家，她忙着淘米洗菜，还不忘提醒他快吃
那煎饼，他口头答应着，却急着拿热水瓶到附近开
水房打开水。听着他打好开水开门的声音，她急忙
从厨房奔到房门口，把煎饼递到他面前。他真的是
饿了，接过饼三口两口就吃了大半，望着手里剩下
的饼，他歉意地笑着说：“光顾着自己吃了，老婆你
也吃点”。推开他送至嘴边的饼，她欣慰地笑了笑：
“我还好，你的胃不好不能饿过头，饭很快就好。”他
有点感动，平日里粗枝大叶的她也有温柔细致。

什么样的爱更真实动人，叫人向往？与情人间
的玫瑰烛光晚餐相比，一元钱的爱情并不浪漫，更
淡不上轰轰烈烈，但彼此相爱的心是踏实的、可靠
的，因为幸福握在自己的手掌心里。

一元钱爱情

忆起前年的婺源之行，顿生故地重游的冲
动，宁静的江南乡村可真的牵绊我的神经。惠风
和畅的春日，随同事一行慕名而至。也许是钢筋
混泥土的禁锢，心累为凡尘。婺源的静如心灵鸡
汤入胃入心，通体活络，可吐古纳新，为健康置
换。这里山势雄伟，层峦叠嶂，柔细的山路两旁
散落几家村落，不仔细看还真看不清。

古木参天，香樟林立，鬼魅的虬枝随性向
蓝天，述说着中国最美乡村的渊源之事。香樟
温酥的体香总驻留游客的脚步，带一片山中的
樟木回去净化那死气沉沉的书房，实为上策。

渐远晓起，行至李坑。古村落为群山环抱，
袅袅炊烟不知多少年前就是这样。白墙青瓦的
徽派建筑，错落有致。潺潺而过的溪水、浣纱的
村妇、嬉戏的孩子、卧在村头的鸡犬鸭鹅、飞翔
鸥鹭、浅底的小鱼宛如一幅水墨丹青。江岭的
油菜花惊艳世界，婺源实力标签，身在平原的
我临行前质疑油菜花夸张的魅力，踏上江岭的
土地，淹没在无边油菜花海之中，迷乱我的眼。

头上的彩蝶，身边的蜜蜂都在和我们远方
的客人争赏着满山尽带黄金甲的美景。西下的
夕阳、暮归的老牛、归巢的群鸟、还有赖在油菜
花丛中不走的帅哥美女们，名副其实，鉴赏到
婺源油菜花的经典。

贪婪的我们尽情地消耗着远不足以赏尽
盛景的体力，下溪水捉鱼，上山巅高歌，读村落
百年斑驳石碑，思昔日多少文人墨客走过的小
桥……无情的落日不解风月地拉下帷幕。

我们入住清华镇吴老师驴友驿站，该镇依
山傍水，高昂的马头墙在翘首迎接，吴老师如
见久违的知己，谈笑甚欢。四水的天井下，点几
个农家小菜，如荷包鲤鱼，石耳炒鸡蛋……来
几瓶冰爽啤酒对着神秘的大山，举杯邀明月。
三巡五味的受用，化解一天的劳顿。要一杯婺
源绿茶，坐在四周挂满灯笼且飞檐翘角的凉亭
下，品着清冽甘甜，想着人生的韵味，听取外有
蛙声一片，湿润的山风不冷不燥地吹晃着喜庆
的灯笼。杯中的茶仙子也迎合着清风的邀请舞
动腰姿，凉亭内外香飘四溢，吮一口，舍不得咽
下，盘旋在口中让味蕾和嗅觉醉倒。品的是茶，
而宁静一刹那抚去所有浮躁苦恼和忧伤，去找
寻那遗失的梦。

这里没有路灯，交错的青石板上传来劳作
晚归山民的脚步声，天籁之音延续着古往今来
的淳朴生活，香茗醇酒催化着我美好的梦，躺
在大山里真不想醒来……

一夜酣然，谁家雄鸡的高亢之音顺着山风
挤进我的小屋。推开窗户，远山郁郁葱葱，被朦
胧烟雾环绕着，依稀可见的马头墙上停落着几
只不知名的鸟儿，它们也许是累了，但看样子
根本没有飞走的迹象，难道也是在品味这里的
一丝宁静？

品味宁静
阴 信明报

因为不是个喜欢回忆的人，所以不轻易去回
忆，对于我来说，永远没有勇气也没有机会再走
一遍来时的路。恰巧前些时日收到赠书《历史是
个什么玩意儿》，作者是袁腾飞。书的腰封上，有
一位超级粉丝说：愿为袁老师再参加一次高考。
我顿时肃然起敬，为这位作者的个人魅力，也为
高考。记忆中的高考岁月，像是做了一个深沉的
梦。

不知道为什么，回想起七年前的高考，总是
被一种欢快的节奏所牵引。那一年，我们在四楼
的教室上课，窗外的水杉笔直高耸，仿佛想探入
教室与我们亲近。树上的小鸟叽叽喳喳，知了乐
此不疲地鸣叫，顺着水杉树分散开来的枝桠，传
入每一个紧绷着神经的学子耳畔。水杉树下的那

条青石小径曾经让我们
爱恨交加，因为它是我们
班的包干区，每天都需要

去打扫，可它偏偏就是那么的美，饱含着我们豆
蔻年华中所有对美好的向往。教室里的黑板上每
天都会减一的倒计时牌，课桌上每天都划去一天
的日历表，心灵手巧的好友用小纸片叠出的、被
我粘在课桌一角的各种小动物，班上的热心人士
收集整理且广为流传的《三年二班语录》，一小卷
一小卷在老师眼皮底下被同学传来递去的、上面
写着诸如“据可靠消息，今天的考试……”或者
“下课速度吃饭”的纸条……高考像漆黑的夜晚，
而这些点点滴滴恰似暗夜中无限闪亮的星辰，让
我们追着那一丝光芒勇敢前行。

我们活着的大多数人，一辈子只做了三件
事，自欺，欺人，被人欺。我想，也许是回忆骗了
我。或许过去的那一段高考岁月并不如回忆中那
般轻松愉悦，岁月的沙漏已经慢慢过滤掉了那些
曾经让人无奈、乏味甚至惶恐的情绪。为高考失
眠过、彷徨过、犹豫过、哭过亦笑过。我永远都会

记得那个下午，两个女孩在学校门口的投醪河
边，捧着刚刚发下来的高考答案，小心翼翼地算
着分数，生怕多算了一分会带来日后的失望，又
生怕少算了一分无端地生出几分挫败感来。据说
那条河，是两千多年前越王勾践出师伐吴时投下
酒杯的河，不知道若干年以后，还会不会有人像
记得这个典故一样记得，每一年总有那么一些从
高考考场出来坐在这条河边，静静地对着答案、
静静地在等待梦想实现的一个个男孩、女孩。终
究，那一段时光在两个昼夜煎熬之后的一声铃响
时戛然而止。

少年心事当拿云，谁念幽寒坐呜呃。我暗自
庆幸，曾经的我没有把高考妖魔化，而是像一个
普通少年一样，享受着生命中每一个快乐的时
刻，在大部分的时间里有着鸿鹄之志，当然也偶
尔“为赋新词强说愁”。正如一位我十分尊敬的长
者所言，随着人经历的增多，到后来会发现，曾经

觉得能够改变自己一生的决定，其实并没有那么
大威力。高考亦是如此，过去了就“不过如此”。能
升入理想的学府进行深造自然是件再好不过的
事情，但高考失利也不见得能带给人生多少影
响。人生路漫漫，一点坎坷是难不倒壮志凌云的
人的，而一蹶不振带给人生的影响，则是颠覆性
的。

希腊神话中的西西弗斯，日复一日、年复一
年推着巨石上山，纵然是每一次在接近山顶的地
方，眼睁睁地看着巨石从身边滚下山去，即便“知
道自己在命运面前完全地无能为力，但他还是每
一天都会摆出那副不屈的姿态”。好在我们比西
西弗斯幸运，除掉那副不屈的姿态，我们还可以
选择乐观地面对生活，可以选择奋斗不止，可以
选择执著地追求梦想，即便无法把握人生中的每
一个机遇，但至少可以保证离快乐不远。快乐地
努力着，再多的“高考”都会过得去。

梦回疑在高考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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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 阿敏

凌晨 5 点，手机突然响了起来，这么早，谁会
打来电话？伸手拿过来一看，是我非常熟悉但也
令我异常忐忑的来电———母亲打来的电话，会有
什么事吗？

接听了母亲的电话，原来也没什么要紧事，
只是说想儿子了诸如此类的话，要知道，虽然母
亲用手机也有好久了，可这还是母亲第一次用手
机给我打电话，并且如此之早。

母亲已近 60岁了，因为几十年如一日地从
事农活，所以身体一直也不太好，一直居住在老
家。尽管姐姐就住在附近，总是隔三岔五跑回去
看看，帮助洗洗涮涮，做些家务。但我还是放心不
下，多次劝她跟儿女住在一起，这样照顾起来方
便，也省去了很多的牵挂和担心。母亲毕竟年纪
大了，加上父亲走的早，身边如果没有人照应，一
旦生病了，第一时间都不会有人知道。但母亲固
执得很，说什么也要住在自己的老房子里，她说
自己能动弹的时候不想给儿女添麻烦，说呆在老
镇上习惯些，周围的邻居都熟悉，有事儿没事儿
串串门，唠唠家常也不会无聊。实在拗不过母亲，
我们只好妥协，只是姐弟他们比以前跑得更勤
了。我在杭州上班，不能经常回去，只能通过电话
跟母亲联系了。

母亲是勤俭持家型的，或许是以前家里比较
清苦的缘故，每天的生活都很简单，吃的穿的都
不舍得花钱，我们给她买的衣服，她也只是出门

的时候穿一穿。但母亲对儿女、亲戚，甚至对邻居
都慷慨大方得出奇。前段时间找人从杭州给她捎
了几件衣服回去，可没想她又全送给聊得来的几
个老太太了，兄弟姐妹们一回到老家，母亲就会
把自己平时不舍得吃的一股脑儿都拿出来，满桌
子的菜肴让你不知从何处下手。如果有亲戚来，
临走的时候，母亲总会从冰箱里找些什么好吃的
让他们带回去。如果有了什么地方特产，她就会
让对门的邻居也尝尝鲜。

我一直有写信的习惯，一来我喜欢见字如
面，二来信件可以保存下来，随手翻一翻都能感
受到暖暖的亲情。在东北读大学的时候我一直都
是保持着和父亲通书信的习惯，父亲留给我的很
多封信，我一直都珍藏在自己的身边，父亲走了
以后，我就不再写信了，因为读信、写信对于文化
水平不高的母亲来说不是件容易的事。再后来，
工作后我给母亲买了个手机，我就跟自己说，不
管怎么忙，十天半个月都要跟母亲通一次电话，
可因为种种原因，总是未能一直坚持下来，每次
跟母亲唠唠家常，摆摆龙门阵，我多半都是一个
倾听者，听母亲有滋有味地说着身边发生的事，
什么张三家的姑娘嫁人了，什么李四家的儿子结
婚了，什么老赵家的孩子考上了大学了……这一
唠一般都是个把钟头。

前不久，因为弟弟结婚我回了一趟老家。看
到母亲忙前忙后的张罗，一直都没停歇，更没和

我多聊上几句，每天都熬夜到很晚，我的心就隐
隐作痛，没有很好的替父亲照顾好我的母亲，没
有让她好好享受晚年生活，回到杭州再打电话的
时候，弟弟说母亲病倒了，我想是累坏的，把她送
到市医院治疗，她还总怕我们儿女压力大，一直
说不是什么大病之类的话，告诉我以后结婚啊买
房啊等等花钱的地方多着呢，要我节省点，以后
没事儿就不要打电话了。话是这么说，但只要电
话一聊起来，母亲就什么都忘了，有一次竟聊到
我的手机没了电。

我理解母亲，因为我是她唯一在外地的孩
子，也是她最牵挂的孩子。每次打电话聊天有些
话未予以言明，但我知道是想让我快点结婚，因
为在母亲的眼中我始终是那个思想还没有成熟，
事事还需要操心的孩子。所以，我还像往常一样，
给母亲打电话，听母亲唠叨身边的事……电话
里，母亲说多次打我电话总是占线中，好不容易
才拨通了我的电话。她告诉我，以后就由她给我
打电话，免得我花钱。我流着泪一遍遍应着，母爱
在我的心里暖暖地流淌着……一个多小时，母亲
高兴地说着，那样有兴致。在她看来，尽管拨通电
话不容易，但今天的话费总算不用儿子花了……

母爱无声，天下所有的母亲都一样伟大，我
们常年出门在外，不管再苦再忙，母亲们都希望
子女通过偶尔的电话传递着我们和父母们彼此
间的关爱。

藏在电话里的亲情
阴 熊一龙

阴 曾鹏程

“党旗在我心中”主题征文选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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