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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写梦想答卷
奔赴诗和远方

□万梓妍

夕阳浸染了爷爷的白发，他倚靠着

窗台而坐，大手轻拉马尾，一首悠扬的

《映山红》便从二胡上流淌，他总是钟爱

红歌，也常告诫儿孙要跟党走，问起原

因，爷爷的眼神便变得深邃渺远，像是想

起了年少时曾以一腔热血奔赴的诗和远

方……

出卷——绘梦

“我是个与祖国同岁的人。”这是爷

爷引以为傲之处。年幼时的他，恰逢和

平安定，在毛主席的带领下愈发红火的

日子。邻居家的小哥哥有了条件，就请

来老师学习二胡。此后，常有缠绵悠长

的乐声萦绕在他耳畔，时而似溪水潺潺，

时而似鸟儿低鸣，仿佛给他在游戏的泥

巴地都笼上一层淡淡的忧伤。他对这充

满魔力的乐器好奇不已。犹记那天，一

个怯生生的小孩敲响了邻居家的门，慌

乱地往里一瞥，便红着脸匆忙逃开。那

惊鸿一瞥，令他记住了古典优雅的琴身

和老师蹁跹的手指，记住它们惊艳了一

个没见过世面的小孩。从那刻起，他心

中便埋下了一颗音乐的种子，亦如一张

崭新的试卷，等待他用梦想铺满。

答卷——逐梦

学二胡的愿望在十几岁的少年心头

疯长，但他深知家里没钱买二胡，趁暑假

去河边挑沙赚钱，一天五元。太阳毒辣，

浑浊的浪花拍打河岸，卷起灰色的薄雾，

少年咬牙背着重担，一步步踏过一尺宽

的木板，全然不顾肩上渗出的殷红。他

就这样以担为笔，沉默地写下自己的答

案，描绘对未来的期待。

弃卷——葬梦

割破手指的镰刀，趴在小腿上吸血

的虫，绝望地吊在树上的青年，还有一望

无际的麦田，在热风中犹如巨浪压迫而

来……爷爷曾多次从梦中惊醒，这是他

最刻骨铭心的回忆。那个暑假，当他领

到工资冲回家时，却被告知要下放农村，

“改造地球”。钱被母亲拿去补贴家用，

而他卷起铺盖，同无数和他一样心怀抱

负却无处施展的知识青年，迷惘而不甘

地踏上一片穷苦之地。他苦啊，苦不过

一小块肥肉都要盖在饭上煮好几顿；他

盼呐，盼不来心心念念的二胡。割了一

半却再无力割下去的麦田，就如他答了

一半的试卷，让他差点以为自己的梦想

就这样被埋葬在了黄土地里。

阅卷——圆梦

像再多的麦子也有割完的那天，党

伸出援手将知青们从绝望中拉了出来，

苦日子总算熬到了头。上世纪 70 年代

末，知青请愿回城的浪潮渐起，国家很快

做出回应，为他们回城打开门户，我爷爷

便有幸在回城行列之中。与此同时，高

考的政策也恢复了。得知消息的他，有

些恍惚地凝视着手上的创伤和老茧，泪

眼朦胧间，仿佛又看到了从前那个意气

风发的少年……爷爷抓住机会，挑灯夜

战，考上了理想的大学，也真正有了机会

和平台去追逐他对音乐的梦想。

“如果没有党当时的政策，就不会有

现在的我。”爷爷用满是老茧的大手拍了

拍我的肩，我心中一动，涌起一阵温暖的

感觉。蓦地想起习主席的话：“时代是出

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时

代的美好让少年们有梦可做，党便助他

们为梦想交上一份漂亮的答卷。虽然作

答的过程，如爷爷追梦般曲折，会受阻，

但永远不会停下。最好的答卷上，看得

见诗和远方的美好。

又一年国庆，爷爷与他以前乐团的

朋友们齐聚在偌大的舞台上，民乐合奏

《井冈山上太阳红》。他宽厚的大手抚着

琴弦，目光深邃渺远，聚光灯下的面庞，

仿佛连皱纹也带着笑意……

我看见他在自己热爱的世界里闪闪

发光，这是他用努力为梦想交上的答卷，

也是党为人民书写的一份满意的答卷。

前不久，岳阳文学界大作家梅实先生，写

了一篇《我们都是追梦人》，起因是为我的散

文集《梦想》作序，把我也写成了“追梦人”，点

评了一番。《岳阳日报》将他的这篇文章一刊

发，更使我自愧微不足道。因为岳阳追梦人

队伍里千军万马，气势磅礴，前面有好多好多

擎旗手、领军人物。

其实，梅实先生的这篇“追梦人”之作，和

《岳阳日报》之刊发，“醉翁之意不在酒”，绝非

只为某个人追梦而点赞，而是重在于对我们

这些从贫穷落后年代走过来的花甲古稀老

人，励志追梦、奋发图强的一种精神肯定；重

在于鼓励新时代更多的年轻人，不失时机地

树立远大的梦想，并为之而坚韧不拔地奋力

前行，做一个追梦的坚强者胜利者。

我泱泱中华，为人生梦想而搏击的成功

者，可谓比比皆是。那些著名科学家、专家、

教授、学者、各行各业的劳动模范、人民公仆，

历来被人民群众广泛颂赞。这里我想说的，

是平凡的人群中也有非凡的追梦故事。就拿

梅实先生“笔耕追梦人”的话题往下说吧：刘

衍清是我见过岳阳城扫街的环卫工人，由年

轻通讯员写“豆腐块”消息开始，写成了一个

笔耕的“老黄牛”，写成了岳阳日报获大奖的

著名记者、“岳阳八怪人物”之一。我的华容

县万庾镇老乡蔡勋建，由供销社亦工亦农的

临时工司机，数十年笔耕，天道酬勤，硬是把

笔杆子炼精了，把文章写成了范文，编进了中

学的课本，写成了华容县作家协会主席。依

我看，他们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追梦，做了

“一个最好的自己”，这不能不说平凡得难能

可贵！这样平凡而高贵的追梦人，也是值得

大家点赞的！

把个人的梦想，升华为家国情怀，升华为

革命的理想、信仰，为谋求人民大众脱离苦

海，走向自由幸福，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

不惜牺牲自己生命的英雄人物，也举不胜

举。李大钊、夏明翰、刘胡兰、江姐等课本上

学过电影里看过的英雄，家喻户晓。我不扯

远了，就联系我自己的家庭，说一说在土地革

命时期涌现的“满门忠烈”：祖父胡宏林，中共

洞庭特区石首县久河垸乡党密会组长、侦探

队长、红军连长。1932 年被捕入狱后严刑拷

打没有使他屈服，在南县菀箕湖刑场上“顶天

灯”杀害，年仅 28 岁。叔祖父胡宏升，红三军

沿河独立团政委、黔东独立师第一团政委，为

创建和保卫黔东苏区立下显赫战功，1934 年

11 月在松桃县指挥反围剿的战斗中壮烈牺

牲，年仅25岁。叔祖父胡宏德，14岁参加革命

的“小红军”，在 1932 年冬洪湖反围剿战斗中

英勇牺牲，年仅 19 岁。祖父三兄弟和千千万

万个革命先烈的梦想一样，都是为劳苦大众

闹翻身求解放，虽然他们自己没有看到新中

国的诞生，却把革命最终胜利的梦想结果，

献给了新社会享受幸福安康生活的人民大

众。

我常想：战争年代的革命者，为什么会

为了人民的利益而“视死如归”？和平年代

的人们，为什么会自强不息，自力更生，努力

改变人生命运？究竟是什么力量如此强大

无比？！这个强大无比的力量从何而来？后

来，我从他们的身上和追梦的故事里找到了

答案：是因为他们心怀远大的梦想、崇高的

理想和信仰！这种意志的力量，能产生决定

性的作用。如果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国

家、一个民族，缺乏了奋发向上、与时俱进的

意志力量，就缺乏了生存和生活的许多光

彩。所以我觉悟到，应该把梦想、理想、信仰

视为推动社会进步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也就是说，世界上非自然界的主要力量，除了

有知识的力量、科技的力量、武装的力量、金

钱的力量等多种力量之外，还有更神奇更磅

礴的力量，那就是人们从内心深处蕴藏和爆

发的梦想、理想、信仰的力量！这种神奇磅礴

的力量，是个人幸福的魂！家庭安康的魂！

国家富强的魂！民族盛兴的魂！

梦想，在我的心目中是意志引导行为的

精神产物，是前进的方向和力量。说直白一

点，梦想是对未来的一种期望，是给人生一个

期许，是一种朴素的理想和信仰。如果再说

具体一点，梦想就是一个前进的目标，是有思

想高度的积极向上的正能量，是激励自己改

变现状并长期奋斗的原动力。

梦想话题，具有现实的深远的意义。古

往今来，人类社会一直在追梦中进步，人们从

未停止过梦想。我认为，梦想是有规律可循

的，正确的方向性、持续性、创新性、关联性，

是一个成功梦想的四大要素。人有不甘心贫

穷落后，获取和享受幸福生活的本能，这是人

固有的一种本性。有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三

段时空”反复递进更替，便有了产生梦想的客

观条件和践行圆梦的可能。无论拿现在检验

过去，还是用将来审视现在，都必定要将改变

现状、务实创新、发展成就，搬到时代的天平

上进行衡量。因为每个人的意志行为，存在

于社会关系之中，所以往往涉及到人生命运、

家庭幸福之根本性全局性的梦想问题，不是

仅凭个人、家庭独立的作用而产生圆梦效应

的，“内因通过外因而起作用”。

梦想，在当今“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共产党人带领着老百

姓，赋予梦想以“国强民富”崭新的丰富的内

涵和外延。最近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发

行的《习近平关于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筑论

述摘编》一书中明确指出：“……把个人梦、

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汇聚起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磅礴力量，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

有“两个一百年”的中国梦强力牵引，社

会主义新时代日新月异的变化，我们老知青

在那个穷得叮当响、“锅里无油，桌上无肉”的

年代，所做的自以为靠谱的梦：“为招工去一

个较好的单位，终生获得月工资一百元，过

上‘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富裕生活而奋

斗”。这种被现实超越太多的“小气之梦”，再

也一去不复返了。现代年轻人，要跟上现代

化的中国梦、民族梦的前进节拍和步伐，做更

加宏伟壮观的事业梦，做更加幸福美满的人

生梦和家庭梦。

亿万人民个人的家庭的创新发展的梦，

和中国强盛梦、民族复兴梦融合起来，推动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车轮滚滚向前！领跑

世界！真正由“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

到“中国人民真正富强起来了”！

新时代造就新梦，我们感谢新时代！我

们的祖辈父辈，曾经把幸福的梦想，寄托予我

们的身上实现。现在又轮到我们把更加幸福

的梦想，寄托予我们的子孙后代身上实现。

这就叫做梦想的传宗接代！这就叫做梦想的

继往开来！这就叫做梦想的美好升腾！这就

叫梦想的磅礴力量！

梦想的
磅礴力量

□胡佑爱

在初夏的君山邂逅诗人周瑟瑟，阔别

30多年，他理了一个平头，有了几分北漂人

的化繁就简，僧人苦修般的宁静淡然，这种

质朴自然，让我们彼此间没有矜持与距离，

似乎直契对方的诗心和思想。他赠我一册

青砖厚的诗集《种橘》。我花一周时间，忙

里偷闲阅读，354 页约 354 首诗，即 2018 年

全年至2019年的诗选，每首都标注了时间，

仿佛是用诗书写的日记，让我既了解他的

生活轨迹，更主要是体验了他以诗来思考

生活中每一瞬间所遭遇的片段火花，都能

以诗句凝固下来这种美感与反思，因此读

诗的过程也是一种美的旅程。

诗人周瑟瑟离开洞庭湖畔的家乡湘

阴，北漂到首都，然而在各地云游，他的诗

风却是稳健的，早年乡土诗的痕迹还是相

当明显，只不过遣词造句不是那般刻意雕

琢，也不再一味抒情，一些重返故乡栗山的

诗，超越了当初的乡土诗，更有了人生沧桑

的历练后，不再强说愁（即时下流行“乡

愁”），也不做无病呻吟，对物是人非的地貌

村舍，抱残守缺，痛心疾首。人是不能二次

踏入同一条河流的，西哲如此说，孔夫子也

是感叹，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一切山川

地理，人情世故，都在变化之中。深明

此理者如周瑟瑟兄，从乡贤八指头陀

的参禅悟道中，无形之中汲取了智

慧和启迪。他的新乡土诗可谓哀

而不伤，有别于当下的一些伪乡

愁。如《忆铜官之四》：“我们吃

不完的白泥，向铜官窑贩卖/拖

拉机装着肥腻的白泥/那是一车车

肥肉”。这是该诗结尾处的四句诗，完全是

写实的，很逼真，很形象，把“白泥”与“肥

肉”之间建立了一种比喻关系，这两种在七

十年代乡下人最关心的物质，前者是饭

碗。乡下人靠挖些白泥赚菜钱，有了菜钱，

才能买回肥肉，然而，在当时的环境下，挖

白泥也是投机倒把，只能偷偷进行，因此，

白泥、肥肉可望不可及，它们之间可以彼此

取代，互为化身，让乡下人滋生幻想，勾勒

了一幅乡村贫乏苦难生活的图像。又如，

《鱼二代》：“他们不捕鱼，他们电鱼/它们电

死自己/他们没有土地/他们没有渔网，渔

网被挖船碾碎了/他们把电通到湖里，他们

电死自己，就像电死一条大鱼。”这首诗近

乎口语，句句好懂，然而寄沉痛于平淡，一

句“他们电死自己，就像电死了一条大

鱼”又是何等悲怆。电鱼者众多，法不责

众，也有人把自己漏电打死，但是，洞庭湖

的鱼被这些人用电野蛮捕杀几近灭绝，鱼

没有了，靠捕鱼为生的渔民也无生活来源

了，这就等于断了自己的后路，这首诗有一

种强烈的人文关怀与生态伦理意识，这也

是写实，与新闻特写差不多，然而留给人思

索的余味却绵长。“靠水吃水”的生态环境，

被贪婪之心，目无法纪之徒所破坏，要修复

起来，不是那么容易。这是一个赤子面对

故乡生态人为破坏所发出的吼声和控诉，

如春雷滚过，振聋发聩。诗人年年回故乡，

祭祖扫墓，访友聚旧，如今又有一个栗山诗

会，故园情结不谓不深，如满目青山秀水，

一草一木，一砖一瓦，故人旧事，诗材取之

不尽，除了批判讽刺外，更多的是温馨的朝

花夕拾，淡淡的怀念与伤感。

心安处即吾乡。诗人在国外访问，在

国内云游，也是随游随写，把写诗作为记日

记的功课，这些游记类的诗歌，却不纯粹把

异域他乡的美景作聚焦的对象，而是借景

抒情，借物起兴，穿越古今，神接中外，美景

胜状，为我所借用驱使，成为笔下的仆人与

木偶，表演出随遇而安，借山而居的人生滋

味。这种功夫靠平时修炼，“冰冻三尺非一

日之寒”。诗人在《不要把雪写脏了》透漏

了他的精神修为的秘密：“我是八指头陀的

祖庭弟子/燃指供佛是不灭的传说/我佛即

我诗……”八指头陀是晚清一位在湖湘享

有盛名的大和尚，也是一位具有诗名的诗

僧，他的名句“洞庭波送一僧来”也是口语

诗，很好懂。八指头陀就是经常驾着一叶

小舟出没在洞庭湖上，他也云游在江浙一

带，兼任许多名寺的住持，始终不失为一个

湖湘弟子的爽朗与精进。有了先辈的影

响，诗人周瑟瑟在外出的日子，不是走马观

花的旅行，而是与相遇的人与物，景与事，

都是对话，都是交流，也许在他眼里，无论

是《黄花梨》《芒果》《猫屎咖啡》这些生活小

品，还是《梁漱溟》《卢作孚》《郑板桥》《沈从

文》这些古今名人，还是《皮肤科》《自闭症》

《耳鸣》这些疾病的缠绕与痛苦，真是大

千世界，须眉芥子，莫不入

诗，都是我手写我口，我诗写我思，我

思抒我情，不矫揉造作，无病呻吟。“我爱农

禅弄重的生活/早晨我背着锄头到湖边种

菜/晚上我在清风明月下诵经”（《塔坛》）。

当然，实际生活中诗人做不到，但是，他有

随遇而安，心安之处即故乡，放下万念专注

于诗的心境，这种与自然与世界不隔的人

生态度，让他开了一扇扇门，通往大千世

界，万物为我所用，万物与我一体，体用不

二，知行合一。在这种市场经济裹挟下的

世俗人生，功利至上，人情淡薄，心为物拘，

而要归璞归真，守住本我、自我，“高高山上

走，低低海底行”。心物一体，出入无碍，得

道之人的特异功夫，都为我所有，随心所

欲，信手拈来，莫不是警句妙言，“天空是树

无尽的出路”“古樟树结满了果实，像很多

人说了很多话”，这样的句子俯拾即是。诗

禅一体，在瑟瑟身上得到重现。有拾得寒

山之随意而又隽永之风，有美国大诗人弗

语斯特、莫奈德之启迪与附体，这是有别于

当下的玄学诗人的装神弄鬼，或仿效西方

的大师，东施效颦，此处我期待瑟瑟兄的诗

禅一体更加成熟完善，以挽救诗风之颓废

与堕落。

生活即诗 随处参悟
——读周瑟瑟诗集《种橘》

□万辉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