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村子里的树】

远远地走进村子，最先映
入眼帘的是一棵棵树。村子里
的人，干活把劲用完了，身子
一歪便睡在了树荫里。蚂蚁在
树上爬上爬下，永不停歇。
树，会在一个地方不挪窝地过
一辈子，让人最放心。不像云
和鸟，飞来又飞去。树扎根在
村子里，本分地迎接一个个早
晨和黄昏。

——董国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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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号码为15100868801。

倾听您的心声，期待
您的短信留言。

【围炉读史】

炉火旺，三冬暖。坐着，
以简单朴素的姿态翻开书
页。看一部史书，自己说话的
风格也带着历史的古典。风
雨敲击岁月，如暖冬之磬声。

《史记》中的文字，记录着历
史的足迹。历史人物的列传，
看起来朴实无华，读后令人
怦然心动，经久难忘。

——王金玉

家风之道 贵于行之
■杨欢

治家严，家乃和；居乡恕，乡乃
睦。有了好家风，才有好民风。一个家
庭在长期的延续过程中，会形成自己
独特的风貌。这样一种精神风貌、风
尚习气，以一种隐性的形态，存在于
家庭的生活中，这就是家风。家风是
一种无言的教育，润物无声地影响着
一代又一代。

从我记事起，家中就悬挂着一块
题有“教育世家”的匾额。那时，年幼的
我还不懂它的含义，只知道我爷爷在
喝茶的时候经常会望着它出神。小时
候，我爱听家中长辈讲老一辈的故事。
记得那是好多年前，冬天里一个温暖
的下午，我听爷爷讲起过去的故事。爷
爷慢悠悠的语气里，有年少的我听不
懂的自豪与怀念。

这块匾要从我的太爷爷开始讲
起。太爷爷以前是一名教师，后来又投
身军旅。爷爷从记事起就基本没有见

过他的父亲，是太奶奶一人辛苦带着
爷爷生活。后来，家中得到消息，太爷
爷在一次战役中牺牲了。太爷爷牺牲
在河北省东鹿县，那一年他年仅26岁，
爷爷也才几岁。虽然太爷爷没有来得及
对后辈说什么，但是，他用自己的行动
影响着家中后辈。

太奶奶含辛茹苦将爷爷养育成
人。在太奶奶的教导下，爷爷努力学
习，成为了一名人民教师。他19岁迈
上讲台，一站就是30多年，桃李不言，
下自成蹊。爷爷虽不善言谈，但默默影
响着一届又一届学生，也潜移默化地
教育了自己孩子。后来，爷爷身体不太
好，不得不告别讲台，病退在家。爷爷
用自己的一言一行，教育我们要爱岗
敬业，要克己奉公，做有益于国家和社
会的人。

后来，我的两位姑姑也都继承了
爷爷的事业，成为了人民教师。她们

兢兢业业工作，是学生眼里严慈相济
的老师，是我们小辈认真学习的好榜
样。

三代教书人，一块古朴的匾，记录
着岁月的故事，也记录着我家的家风。

祖辈父辈的言行，给年少的我指
引了方向，一颗小小的种子就这样埋
藏在我的心里，我也要成为一名人民
教师。父母从小就教育我要好好学习，
当我没考好时，会鼓励我要总结经验、
吸取教训；当我有所进步时，会告诫我
戒骄戒躁、继续努力。

后来，我考上了一所理想的大学，
毕业后也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人民教
师，圆了少时的梦想。家里人都为我高
兴，爷爷把我叫到身旁，告诫我：要爱
党爱国,爱岗敬业，两位姑姑也告诫我：
要把这份责任传承下去，要为党育人，
为国育才，不忘初心。

“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是
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家风之道，贵于行
之。家风是支撑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
相传的重要精神力量。虽然没有豪言壮
语，但是平凡的人们有着不平凡的力量。
在今后的日子里，我会把这种家风传承
下去，爱党爱国，爱岗敬业，在教师的
岗位上作出自己的贡献。

“双争”有我 家风传承
2023 年沧州市善美家风故事

家风故事

【热爱生活】
在家中开辟一处花园，

种几株喜爱的花，见证生命
的萌芽，欣赏着繁花的璀璨，
生活在这些鲜活的颜色中变
得有滋有味。左手研墨，右手
执笔，在宣纸的舞台上驰骋，
一笔一画皆化为了灵动的故
事，阵阵书香荡涤着心灵的
尘埃，人生不过是对于悠悠
岁月的坚持与热爱。

——钟莎

念念不忘

百姓茶坊

静坐之妙
■王永清

当初装修房子的时候，我和爱人没有封阳
台，觉得这样不压抑，室内通风采光好，视野开
阔，窗外面的风景更是一览无余。平常，我喜欢
坐在阳台上看书，看窗外闲散的流云，在笔记本
电脑上写点小文章。夜间，几盏小灯散发着朦胧
柔和的光，将阳台点缀得静谧温馨。我和爱人静
坐于阳台，或看书谈感悟，或探讨人生，交流教
学心得，任时间静静流逝。

想起汪曾祺先生的《无事此静坐》一文，文
中提到他小时候读书的场景：外祖父治家整饬，
房屋清爽，窗明几净。几棵梧桐树下掩映着几间
空房，正墙上挂一条横幅，上书“无事此静坐”五
个正楷大字。小小年纪的他很欣赏这诗中意境，
常拿一本书，悄悄走进这房间，不知不觉就读了
半日的书。也许，他的博学睿智和骨子中的恬静
隐逸之气，正是从此开始生长的，终成一代名
家。

其实，生活中的许多时光，都是可以用来静
坐的。闲暇时，我爱一个人爬山，走累了就小坐
一会儿——静坐于山腰，吼两嗓子，眼前有鸟儿
扑棱棱地惊飞，头顶有洁白的浮云飘过。亲近山
野的同时，也舒缓了心情。静坐山中，俗世喧嚣
皆随风远去，心中生出一种安稳与宁静。

回到故乡，我静坐于沧桑的土墙根下，像村
中的老人一样，抱着茶壶晒太阳。村庄多有槐
树，它们比村庄里的老屋都高大。风吹过，槐花
飘零，如吹落纷纷扬扬的往事；村中小巷深幽，
石板路面泛着青光，浣衣的农妇曾走过，散学的
稚子曾走过，扛着犁耙归来的耕夫曾走过。我静
坐于门前的石阶上，像劳作归来的父亲一样，安
静得像一块石头。穿过农舍，我静坐于田野之
上，恬静悠然，古朴绵长。

身处闹市，在周末的午后，我小坐于街头棋
牌摊儿前，看双方棋子敲得惊心动魄，“杀”得狼
烟四起。一群棋迷个个脖子伸得老长，为双方出
谋划策。

初晓的早晨，我小坐于巷子口。集市早已喧
嚣了，老大爷用小推车带来满车的蔬菜，小推车
一颠簸，整片叶子的水珠就滚落了下来。

细雨蒙蒙的晚上，我小坐于一家有温度的
小餐馆，看室内热气腾腾，听室外细雨霏霏。三
五好友，要一壶老酒，几碟小菜，推杯换盏。灯火
可亲，酒意微醺，何等美妙。

静坐并不是浪费时光，而是将身心交付给
自然，让自己慢下来，心境明朗起来，生活也因
此变得丰满而充盈。事实上，静坐不仅是一种旷
达的生命体验，也是一种恬淡的情怀，一种曼妙
的智慧。

水面上起了一层层褶皱

它们说

昨夜，风来过

露珠在枯草上七零八落

它们说

昨夜，风来过

山上野花碎落

它们说

昨夜，风来过

地上落满干果

它们说

昨夜，风来过

守园人的茅屋顶被掀走了

它们说

昨夜，风来过

昨夜，风真的来过？

那么，今晚

我把门窗留一条小缝吧

等着你

进屋来暖和暖和

阴绵的雨拍打着窗户，紧闭的门也
抵不住此刻的寒冷，忍不住又忆起那个
熟悉的柴火灶来……

农村老家有柴火灶，爷爷总是在
灶前忙碌，像一只永不疲倦的鸟。锅膛
内还未生火，我坐在灶前，尽管门窗紧
闭，可凉风却千方百计从缝隙中钻入
屋里，又从我的衣领口钻进，抵至全
身。爷爷总能看出我的异常，帮我拢紧
衣裳，咧嘴道：“丫头嫌冷哦，别急，爷
爷这就来生火。”

说干就干，爷爷转身抓起一把干
草，右手执打火机——“啪”，一丝光亮
划过黑暗，捎来若有若无的暖。将干草
凑上去，火苗跃上干草，翩翩起舞。爷
爷见势，迅速将其塞入锅膛内，右手放
下打火机，持一根火钳向锅膛内伸去。
锅膛的火愈来愈旺，它雀跃着，狂欢
着，乱舞着，送来舒心的温暖，替我驱
走寒凉。

“这下暖和点儿了吧！”爷爷转头
望向我，黝黑的脸上闪着一丝欢喜，他
咧开嘴角，露出几颗微黄的牙，挂上一
抹浅笑。一下子，我的世界明媚了，他
的笑容是一把熊熊火焰，照亮我前进
的路。我微微点头，他则像个被奖励的
孩子，抓起一把干草又向锅膛丢去，右
手拉动鼓风箱的拉杆，身体有节奏地
前后轻摆，眼角眉梢是掩不住的喜悦。

“娃暖和就好，爷爷再加把劲儿。”
他轻轻应着，似在自言自语，又似在向
我承诺。月光下，厨房里，一老一少，围

着偌大的柴火灶，感受着温暖。红光跳
跃在脸上，显得很温馨……

思绪从记忆里飞回，泪早已湿润
了眼眶。少时离家，来城里求学，煤气
灶早已取代了柴火灶，那悠悠的蓝色
火苗再也不能为我送来温暖与幸福，
那弯腰卖力生火的老人也渐渐淡出
了我的记忆。

童年时诸多往事早已记不清，但
唯有那柴火灶、那膛内跳跃的火焰，和
带给我的温暖却记忆犹新，仿佛它们
早已深深地镌刻在我的骨髓中，融在
了我的血液里，让我忍不住思念。

忍不住思念
■徐睿璟

昨夜，风来过
■吴春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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