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种现象很有意思，不知你注意到了没

有。人们在见到一棵老树的时候，总喜欢走上

前去，仰望着老树遮天蔽日的头颅，然后把身

体贴近，与老树来个拥抱。尤其是那种需要几

个人合抱的老树，经常会见几个人心照不宣地

围拢过来，一起合抱，仿佛只有这种“零距离”

接触，才能感受到老树的风华和气韵。

老树在人们拥抱它的时候，总是慈眉善

目的样子。它撑起一方天地，摇摆着枝枝叶

叶，仿佛在回应人们的拥抱。我觉得老树是有

情感的，它能察觉到人们的善意和喜爱，于是

也亲昵地与人相拥。老树就像一位宽厚仁慈

的长者，历经风雨沧桑，尝尽悲欢离合，每一片

叶子都昭示着经历的光阴，每一条根须都储藏

着久远的故事。老树隐忍而沉默，把所有的故

事化为无言，埋藏在深深浅浅的年轮里。我们

想要读懂老树的语言，却总是接收到它抛来的

一个又一个谜题。关于光阴，关于岁月，关于

生命，关于天地，关于宇宙，老树以智者的姿态

讲述生命生生不息的道理，阐释着世间万物的

规律或者无常。

面对一棵老树，我们的姿态始终是仰

望 的。我们享受老树的荫庇，也审视这种

比人生命更长久的生灵。树比人活得久，

它们经历了我们所不能经历的漫长岁月，

是不是比我们更加灵性和智慧？我想是的。

一棵老树，几十年上百年伫立于天地之间，感

受着时光如流，见惯了风霜雪雨。它亲身经历

着沧海桑田的变化，却能够保留自己在这个世

界的一席之地，不得不说很多老树本身就是一

种奇迹。前可见古人，后可见来着，念天地之

悠悠，老树是岁月更迭的见证者，也承接着独

特而伟大的使命。

老树与人的关系，亲密而微妙。它见过

我们的先人，也会见到我们的后人。它来自遥

远的年代，也将承前启后。我们希望它能充当

时光里的讲述者。自然界的万事万物中，很多

东西都有两面性，对人作用也是好坏参半。可

树对人百利而无一害，始终忠诚地陪伴着人

们。千年万代，我们与树已经结下了不解之

缘。树的地上部分，为人们营造了一个绿色王

国，成为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它的地下部

分，应该是一个更加庞大的王国。你可能无法

想象，一棵老树的地下王国有多庞大。它能够

年深日久地扎根于此，上百年屹立不倒，这得

益于它地下庞大的支撑。悠悠岁月，它经历过

多少次厄运？风暴雷击，奇寒霜雪，极端恶劣

的天气时不时就来袭击，可是它依旧坚韧地挺

立于此。那些打不垮它的，终将使它更强大。

我们愿意与一棵老树相拥，感受它博大

而深沉的气息，汲取它身上那种百折不挠的

力量。你与老树相拥过吗？粗糙的树皮仿佛

沧桑的脸，每一个褶皱里都是岁月的感怀。老

树温厚而清凉、淳朴而沧桑、质朴而豁达、亲切

而博大，与它相拥的时候，你会觉得仿佛遇到

了久违的故友，彼此的情谊在瞬间复苏。它依

旧有你熟悉的气息，你依旧是它熟悉的模样。

人与树，在这个世界上相互依赖、相互成全，

共同打造美好的家园。老树世世代代与我们

风雨同舟，我们世世代代与老树休戚与共。

与老树相拥，如同与岁月交谈。老树是

我们行走在这个世界的一个驿站，我们愿意为

一棵树停下来，并且愿意拥抱它，把一腔赤诚

和热爱奉献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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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文小札

与老树相拥
□ 王国梁

征 稿 启 事

为突出政协特色，发掘政协文

化文史资源，本报对《记忆》版面进

行改版，开设《文化》《岁月》两个专

版，轮替出刊。

《文化》专版，以弘扬民族文化、

探寻时代生活、折射文化价值、彰

显人文关怀为宗旨，开设《悦读书

吧》《似水流年》《往事如烟》《美文

小札》《佳作欣赏》《光影瞬间》等

栏目，刊发读书、随笔、散文、书

法、绘画、摄影等佳作。

《岁月》专版，以传承红色基

因、弘扬民族精神为宗旨，展 现

我省各级政协文史工作成果，开

设《红色记忆》《三秦史话》《史海

钩沉》《人文风物》等栏目，凸显地域

特色，讲求事实准确、故事性强。

以上稿件均要求原创，欢迎各级

政协委员、政协工作者和广大读者踊

跃投稿，优稿优酬。

投稿邮箱：

gejiedb2002@126.com

联系电话：029-63903884

《各界导报》编辑部

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
在当代国际经济领域的具体呈现

□ 钟卫国

短笛无腔忆童年
□ 陈义勇

似水流年

诗话节气

古诗词里的夏至
□ 聂难

在小城的石板路上走着走着，转角处一尊青

石浮雕撞进了视线。牧童斜倚牛背，竹笛横在唇

边，衣摆扬起的弧度仿佛能听见“呼呜呼呜”的风

声。这凝固的画面突然鲜活起来，像把钥匙“咔

嗒”打开了记忆的锁，那些蒙尘的童年时光，便顺

着笛孔汩汩流淌了出来。

乡村的清晨是富有诗意的。东方刚泛起鱼

肚白，薄雾就顺着田垄漫进了村子，在黛色屋瓦

间游移，把袅袅炊烟揉搓成奶白色的纱，罩住了

半醒的村庄。早起的大黄牛儿打着响鼻，反刍时

嘴角挂着晶莹的口水，时不时甩动着尾巴驱赶蚊

虫。我们这些放牛娃匆匆吃过早饭，牵着牛缰绳

便往田埂里走，露水打湿裤脚也不管不顾，只盼

着早点到河边看朝阳映照下的波光潋滟。

牛儿低头吃草的时候，正是我们最自在的时

光。有人折根柳枝编草帽，嫩绿的枝条在指间翻

飞，不一会儿就编出歪歪扭扭的帽檐；有人追着

蜻蜓跑，草帽掉了也顾不上捡，直到惊起一片沉

睡的蝴蝶；我总爱爬到牛背上，让粗糙的牛毛蹭

着掌心，感受着它温热的呼吸。不知是谁忽然摸

出短笛吹了起来，不成调的“噗噗、嘶嘶”声惊飞

了芦苇丛里的画眉。这下子热闹了，七八个孩子

纷纷掏出竹笛，有的用布条缠着竹管，有的拿苇

膜糊着笛孔，东一声西一声地吹了起来。笛声混

着蝉鸣，掠过翻滚的麦浪，钻进正在锄草的大人

们的耳朵，惊得他们直起腰嗔骂：“这群小捣蛋！”

晌午的日头最毒时，我们就躲在老槐树下，

斑驳的树影洒在身上，像给我们披上了一层会跳

舞的衣裳。老槐树的年轮里藏着数不清的故事，

树皮上深深浅浅的纹路，是岁月留下的刻痕。我

们围坐在一起，听村里最会讲故事的三大爷叨古

今。他抽着旱烟，古铜烟袋锅里明明灭灭，故事

就从他缺了颗门牙的嘴里淌出来，有八仙过海的

神奇，有折家将六百年坚守府州的忠勇，还有山

大王抢亲的惊险。听到紧张处，我们都屏住了呼

吸；听到有趣的地方，又笑得东倒西歪、前仰后

合，惊得树上的麻雀扑棱棱乱飞。

小伙伴们玩累了就躺在晒暖的田埂上，看云

像棉花糖似的化开。我们比赛谁的吆喝声能让

牛儿甩尾巴，争论远处山坳里藏着的到底是妖怪

还是神仙。偶尔为了争谁的笛声更响而红了脸，

可瞥见老牛嚼着草慢悠悠地伸长脖子凑过来，又

都憋不住笑作一团。那时候的快乐多简单啊，一

根草茎、一片树叶，都能成为我们的玩具；一句玩

笑、一个鬼脸，就能让我们笑上半天。

暮色四合时，夕阳把云烧成了橘红色，我们

骑着牛往回走。炊烟从各家烟囱里冒出来，混着

灶膛的甜香、柴火的焦香，还有晒了一天的泥土

香。笛声变得温软，断断续续地飘在暮色里，像

是给这一天轻轻地打了个结。牛儿似乎也知道

该回家了，一改往常不紧不慢的脚步，驮着我们

穿过熟悉的小巷。路边的野花在晚风里摇曳，像

是在和我们告别。

如今再回到村里，石板路变成了水泥路，

牛 棚改建成了农家乐。超市冰柜里的雪糕

再甜，也比不上在井水里浸过的西瓜；手机里的

音乐再动听，也抵不过那支歪歪扭扭的短笛。

有时候走在写字楼的玻璃幕墙间，总恍惚听见

身后传来“哞”的一声，回头却只有汽车的鸣

笛。那些散落在田间的童年音符，终究成了时

光里的绝唱。可每当夜深人静，我仍会想起那

个躺在牛背上看云的午后——原来最珍贵的东

西，早在我们拼命往前走的时候，遗落在了来时

的路上。

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带走了老牛与短笛，

带走了炊烟与蝉鸣，却带不走记忆深处那份纯粹

的美好。在钢筋水泥的森林里，我们追逐着成功

与梦想，却常常忘了，幸福或许就藏在那些被我

们遗忘的、简单而又温暖的时光里。当我们停下

匆忙的脚步，回首望去，那片洒满阳光的田野、那

群无忧无虑的少年，依然在记忆的深处，静静地

守候着我们内心那个最柔软的角落。

今年83岁的老父亲，从21岁入党到现在，已

经是拥有62年党龄的老党员了。

父亲年轻时是村上的一名赤脚医生，母亲帮

忙算账、取药。有次，母亲给一位出诊的病人

“多”算了三毛钱，父亲发现后，硬要让母亲将多

收的钱退回去。母亲委屈地说：“那么远的路，我

就收了几毛钱诊疗费，不应该吗？再说了，家里

两个孩子吃了上顿没下顿的，咱这样下去能赚钱

吗？你到底图个啥啊？”父亲听后，一本正经地告

诉母亲：“我是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员

的根本宗旨，想发财就不要入党，治病救人是我

的本职工作，只要村里的老百姓健康平安就好！”

这是我第一次知道了党员的崇高和伟大，也是第

一次对父亲佩服得五体投地。

因为父亲政治素质高、群众基础好，几年后

国家放开高考政策，父亲有幸被推荐上了医科

大学。在大学里，父亲勤奋好学，经常帮助困难

同学，毕业后被分配在一个偏僻的乡镇卫生院担任

副院长。

那个年代，副院长也是医院的主治医生，

父亲肩上的责任更重了，除了看病诊疗外，还要

管理好医院的内务。对于组织赋予的重任，父亲

格外珍惜，他暗暗发誓：“听党话、感党恩、跟党

走，我一定要扎根基层办实事，为民服务解忧

愁。”从此，父亲更加坚定了对党忠诚老实、做合

格党员的决心和信心。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父

亲勤勤恳恳，以身作则，严格按党章标准规范自

己的言行。

记得有一年，他们医院要采购一批医疗器

械，按照规定，要面向社会公开招标，当时已经有

好几家公司报名竞争。竞标前一晚，外地一家公

司的主管来家里找父亲，走时趁人不注意，将装

有1000元现金的信封放在茶几上。父亲发现后，

急忙打电话给那位主管：“你们把钱拿走吧，只要

你们公司资质健全、产品过硬，自然就会中标，否

则我就把这1000块钱交给纪检监察部门了！”只

听见那边的主管小声说：“一点小意思啊，您就收

下吧！”父亲越听越来气，最后大声说道：“我是党

员，医疗器械关乎群众安危，不是儿戏，你给我拿

什么都不顶用，就是天王老子来了我也是这样！”

想不到，过了一会儿，那位主管返回家里，面红耳

赤地拿上信封灰溜溜地走了。

后来，父亲先后在好几个乡镇卫生院当过院长。

工作几十年，父亲从没有接受过任何“老板”“大款”

的吃请，也没收过任何人的礼物。他脚踏实地、埋头

苦干，把群众需求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切

实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就像他说的那样：

“我从一个赤脚医生到走上领导岗位，是党培养和

教育了我，党的恩情永难忘。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为党为人民兢兢业业工作，是我不变的信仰！”

退下来的父亲仍坚持“离岗不离党，退休不

褪色”的政治本色，继续发挥余热，为社会经济发

展再作贡献。

他积极参与老干部党支部的“三会一课”

学习，按时缴纳党费，报名参加老年大学“银发合

力团”活动，义务给社区群众量血压、测血糖；当

好社区志愿者，担任“银发宣讲团”成员，经常深

入全县各中小学给孩子们讲党史故事、宣传国家

政策，传播党的好声音，关心关爱下一代健康成

长。去年，父亲还被县上评为“最美五老”，记得

上台领奖那天，父亲穿得整整齐齐，特意戴上了

那枚闪闪发亮的党徽，神情严肃地站在阳台，面

向太阳升起的地方，举起右手，用洪亮的声音一

字一句重温入党誓词：“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这声音铿锵

有力、掷地有声、催人奋进。

在父亲的熏陶和感染下，我和姐姐也以父亲

为榜样，认真工作，积极进取。我们姊妹俩也先

后入了党，成为父亲信仰路上的追随者、红色家

风的传承人，让党徽在我们家族中继续闪耀。

又是一年“七一”来临，作为社区老年合唱团

成员的父亲，这几天正抓紧时间排练节目。每天

傍晚，小区里总会传来嘹亮的歌声：“唱支山歌给

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母亲只生了我的身，党的

光辉照我心……”

党员父亲
□ 文雪梅

夏至是二十四节气的第十个节气，也是最早

被古人确定的节气之一。当太阳抵达黄经90°，

几乎直射北回归线，这一天白昼被拉长到极致，

日影短至极点，故而得名“夏至”。《月令七十二候

集解》中记载：“夏至，五月中。夏，假也，至，极

也，万物于此皆假大而至极也。”

在古代，夏至不仅是重要的节气，更是承载

着丰富文化内涵的传统节日，素有“夏节”“夏至

节”之称。古人认为夏至是阴阳转换的关键节

点，阳气盛极而衰，阴气悄然萌生，因此常通过祭

祀活动祈求风调雨顺、消灾年丰。《礼记》中便有

“夏至到，鹿角解，蝉始鸣，半夏生，木槿荣”的记

载，将夏至的物候与祭祀之意相融。唐代诗人权

德舆在《夏至日作》中写道：“璿枢无停运，四序相

错行。寄言赫曦景，今日一阴生。”此诗点明了夏

至阴阳交替的特点，提醒人们顺应时节变化，在

阳气最盛之时，做好迎接阴气的准备，蕴含着古

人对自然规律的深刻认知。

夏至时节的风物人情，在古诗词中多有呈

现。白居易的《和梦得夏至忆苏州呈卢宾客》，以

怀旧笔触勾勒出姑苏夏至的热闹场景：“忆在苏

州日，常诣夏至筵。粽香筒竹嫩，炙脆子鹅鲜。

水国多台榭，吴风尚管弦。每家皆有酒，无处不

过船。”竹筒裹着的粽子清香四溢，炙烤的子鹅酥

脆可口，水阁台榭间管弦悠扬，酒船穿梭，一幅充

满烟火气与诗意的江南夏至画卷跃然纸上，诗人

在回忆往昔欢乐的同时，也流露出岁月流逝的淡

淡感伤。

诗人对夏至景色的描绘更是精彩纷呈。韦

应物的《夏至避暑北池》，既写了自身避暑的闲

适，更心怀天下苍生：“昼晷已云极，宵漏自此

长。未及施政教，所忧变炎凉。公门日多暇，是

月农稍忙。高居念田里，苦热安可当。亭午息群

物，独游爱方塘。门闭阴寂寂，城高树苍苍。绿

筠尚含粉，圆荷始散芳。于焉洒烦抱，可以对华

觞。”诗人在衙门闲暇时，念及田间百姓在酷暑中

劳作的艰辛，而自己身处清幽的池塘边，看着含

粉的绿竹、初绽的荷花，虽能暂消烦忧，但心中那

份对民生的关切之情，令人动容，尽显文人的悲

悯情怀。

夏至的酷热，催生了古人多样的消暑方式，

也成了诗人笔下的诗意场景。孟浩然在《夏日南

亭怀辛大》中写道：“山光忽西落，池月渐东上。

散发乘夕凉，开轩卧闲敞。荷风送香气，竹露滴

清响。”傍晚时分，诗人披散头发，打开轩窗，卧于

宽敞之处，感受着荷塘飘来的阵阵香气，聆听竹

叶上露水滴落的清脆声响，在纳凉中思念友人，

闲适与思念交织，营造出静谧而美好的夏夜氛

围。杨万里的《夏夜追凉》则别具一格：“夜热依

然午热同，开门小立月明中。竹深树密虫鸣处，

时有微凉不是风。”诗人在夜晚出门寻凉，在竹树

茂密、虫鸣阵阵之处，感受到那并非来自风的丝

丝凉意，细腻的描写，将夏日夜晚的独特韵味展

现得淋漓尽致，让人仿佛身临其境。

除了纳凉，夏至的午休时光也被诗人写入诗

中。明朝樊阜的《夏至熟黄瓜》描绘了一幅悠然

的夏日午睡图：“门口沙溪清，垂垂几株柳。醉卧

梦羲皇，凉风入虚牖。”清澈的沙溪，低垂的柳树，

诗人醉卧梦乡，凉风从窗户吹入，惬意闲适之感

扑面而来，展现了古人在夏至时节享受生活的恬

淡心境。

夏至的天气变化无常，午后雷阵雨频繁，其独

特的景象也被诗人捕捉。刘禹锡的《竹枝词》中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以巧妙的比

喻，生动地描绘了夏雨“隔田坎”的奇妙现象，将

自然景象与人生感悟相结合，成为千古名句。

这些描写夏至的古诗词，如同穿越千年的时

光琥珀，不仅让我们领略到古人笔下夏至的独特

魅力，更让我们感受到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在

暑意渐浓的时节，为我们带来一抹诗意的清凉。

姚宇教授《以文化交流助推“丝绸之路经

济带”合作发展研究》一书，以马克思主义历

史唯物论为理论基石，深入剖析了在当代国

际经济格局下文化交流对于“丝绸之路经济

带”合作发展的关键作用，为理解当前全球经

济合作模式的转变提供了深刻的洞见，也为

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实施提供了理论

支持。

书中认为，随着第四次产业革命的兴起，

数字化的发展推动着技术与设备的分离，国

际生产合作模式正在发生深刻变革，产能富

余下生产的个性化服务要求正促使全球生产

布局逐渐向“本地化”转变。作者明确指出，

传统的基于供给侧产能提升、禀赋效应的全

球生产合作方式，正逐渐让位于基于需求侧

产能差异化、本地市场效应的全球生产合作

新模式。这一转变正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

论中生产力发展推动生产关系变革的生动体

现。生产力的进步促使全球生产方式从大规

模标准化生产向个性化、多样化和本地化生

产转变，而这种转变又进一步要求全球生产

合作模式的调整与创新。

在新的全球生产合作方式下，必然需要

新的上层建筑与之相适应。书中强调，过去

英美主导的以文化冲突、文化征服为方式的

单边规则、单边标准，已无法满足当今世界多元

文化共存、经济合作日益紧密的现实需求。

相反，“一带一路”倡议所倡导的文化尊重、文

化理解的多边规则、多边标准，正逐渐成为全

球合作的新趋势。跨文化交流的意义，也从

英美主导的单边输出，走向了“一带一路”共

建所倡导的多边交流。对这种转变的揭示，

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中经济基础

与上层建筑关系的历史客观反映，更能够对

当今世界文化多样性和经济合作需求提供现

实回应。只有尊重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差

异，通过平等的文化交流与合作，才能建立起

更加稳定、可持续的国际经济合作秩序。

书中进一步探讨了如何构建新的上层建

筑以推动全球经济合作。作者提出，寻找“施

拉姆式”的跨文化传播桥梁是实现这一目标

的关键。通过政府传播推动组织传播、群体

传播、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最终实现不同国

家和地区之间的“民心相通”。政府在这一过

程中发挥着重要的引领作用，通过制定政策、

提供资源支持等方式，为跨文化传播创造良

好的环境和条件。同时，组织传播、群体传

播、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等多种传播形式相

互配合、相互促进，形成了一个全方位、多层

次的跨文化传播体系。这种传播体系的建

立，不仅有助于增进不同国家和地区人民之

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更为全球经济合作奠

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书中以丰富的案例和

深入的分析，展示了文化交流在“丝绸之路经

济带”合作发展中的具体实践和重要作用。

例如，通过海外华人华侨群体的跨境人际传

播，将中华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同时也将海

外的优秀文化带回国内；通过跨境电商平台

等组织传播形式，促进了不同国家和地区之

间的商品流通和文化交流；通过国际旅游等

大众传播形式，增进了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

了解和友谊。这些生动的实践案例，充分说

明了文化交流在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合作

发展中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以文化交流助推“丝绸之路经济带”合作

发展研究》一书，不仅在理论上具有重要的创

新性，在实践上也具有很强的指导性。它为

我们理解当前全球经济合作模式的转变提供

了新的视角，也为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深

入实施提供了具体可借鉴的思路和方法。在

全球经济格局深刻调整的今天，文化交流作

为推动经济合作的重要力量，其价值和意义

更加凸显。该书的出版，无疑为相关领域的

研究者和实践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和借鉴。

——评《以文化交流助推“丝绸之路经济带”合作发展研究》

文化驿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