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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世南路，自北向南，出
了隧道口，左手边是一个山
坡。山坡南北走向，每一天，
初升的太阳都会与西坡相
见。旭日的光芒柔情地洒落，
西坡上的草木便有了新的容
颜和新的精气神。

春天的西坡是最美的。几
株杏树先从寒意中苏醒，素白的
花瓣把杏树变成一个纯情丫头，
在乍暖的风中笑意盈盈。随后，
桃树不甘寂寞，枝头吐出嫩绿的
叶尖，粉红色的桃花与嫩叶相互
辉映。坡上花开，缓缓而行，此
地此时，缓行的人都是诗人和画
家，在心里咏唱，在眼里挥毫。

夏季，金黄的杏子压弯了
枝条，等待主人的采摘。时间
踩着不变的舞点向前，不知不
觉中，在春天里，不起眼的樱桃
花摇身一变，变成枝头的珍珠
玛瑙，变成收获的喜悦。这喜
悦属于樱桃的主人，也属于樱
桃树下仰望的人。

秋天，坡上汹涌的绿意似
潮水一般隐退，这潮水是个慢
性子，不慌不忙地消失。坡上
的屋子露出了红屋顶，红房子
旁边有一架丝瓜花。丝瓜花一
开便是一大片，黄色的小喇叭
搭着伴儿，吹奏秋风曲。

晚秋弹奏的曲子即将收
尾，冬风竟然没有商量地闯来，
来得肃杀，坡上的柞栎叶子黄
绿变为枯黄。冬风送来了雪精
灵，精灵飘舞一夜，坡上风光便
是洁白一色，这时，西坡和行走
的人都是干干净净的。落雪时
时消融，坡色又被还原成严冬
的样子，满目的萧瑟，行路人内
心难免有“进亦忧，退亦忧。然
则何时而乐耶？”的感触。

看西坡四季，会感念一个
人，这个人从历史长河中拄竹
杖、穿芒鞋，穿梭风雨而来，这
个人就是苏东坡。

苏轼有一个和自己同年同
月生的朋友，这个朋友叫马正
卿，字梦得。马梦得的名字在
苏轼的文字中横跨了34年，如
果没有马梦得，可能就不会有
苏东坡这个名字。苏轼年轻的
时候认识了马梦得，同样年轻
的马梦得在京城里做太学正，
太学是宋朝最高的教育机构。
苏东坡在他的《东坡志林》里这
样描写马梦得，“清苦有气节，
学生既不喜，博士亦忌之”。虽
然马梦得很穷，但是他做事有
傲骨。有一次，苏轼去拜访马
梦得，等而未归，便在马梦得书
斋的墙壁上题写了杜甫的《秋
雨叹》。马梦得在这首《秋雨
叹》里读出了自己的心声，自己
的正直和刚硬，在职场上是永
远不可能被人欢迎的，从而直
接辞官，“不复出”，并且开始追

随苏轼。
马梦得对苏轼最坚定的支

持，发生在苏轼最落寞的时
候。他们相识20年以后，苏轼
因为“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平
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
亦不答，自幸庶几免亦”。这
时，故人马梦得义无反顾，从家
乡杞县不远千里，来到黄州。
苏轼来黄州第二年，穷困潦倒，
衣食堪忧。马梦得便帮苏轼在
太守那里申请到一块废弃的营
地，苏轼开始开垦杂草丛生、荆
棘密布的营地，自给自足。这
块营地在黄州城东的山坡上，
恰巧，唐朝诗人白居易被贬时，
也耕种过荒地，并命名荒地为

“东坡”。命运使然，马梦得帮
苏轼申请荒地这件事，成了“东
坡居士”的由来。种地让苏东
坡精疲力尽，看着陪自己干着
重活的马梦得，苏东坡叹道：

“可怜马生痴，至今夸我贤。”无
论贫富贵贱，交友贵在相知。

苏轼是豪放派词人，他有
一首《望江南·超然台作》，豪放
与婉约并存，“春未老，风细柳
斜斜。试上超然台上望，半壕
春水一城花。烟雨暗千家。
寒食后，酒醒却咨嗟。休对故
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
诗酒趁年华。”这首词给人很大
的启发，就是一个人在面对失
意的外部环境时，该怎样把自
己的心态一点一点调整过来。
这首词中的“超然台”在密州，
就是现在的山东诸城。

同在密州，苏轼还写下《水
调歌头 明月几时有》。当时，
苏轼的弟弟苏辙在济南任职，
苏轼为了离弟弟近一些，由杭
州调任到密州。哪曾想，苏轼
来密州两年了，也未曾见到弟
弟一面，于是便有了千古中秋
词“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
娟”。苏轼到密州的初始，心情
是特别糟糕的，从杭州雕梁画
栋的住宅，到密州粗木建造的
房屋；从湖光山色人间美景，到
桑麻丛生的荒野；不但工作量
大，每天还要以野菜充饥。可
是一年以后，苏轼心境大变，他
修正花园菜圃，在园子背面，修
葺了一座高台，常常携友在高
台上登高怀古、吟诗作赋。苏
轼写信给苏辙，苏辙命名这座
高台为“超然台”，并且写了一
首《超然台赋》。苏辙在赋中提
及老子的“虽有荣观，燕处超
然”。哪怕外界浮华满眼，自己
却可以做到宠辱不惊，做个超
然的人，内心就不能被外在的
物质所困惑和牵累。弟弟苏辙
太懂苏轼了。

倘若把常常路过的西坡当
作一个人，那么西坡上的阳光，
便是这个人的知心朋友和亲人。

周末，和一众好
友一起去鲁东大学博
物馆看“赵忠秋剪纸
暨芸廷收藏近现代书
画展”。

说实话，一开始听
说这个展览的时候，我
是 既 期 待 又 不 太 敢
去。期待的是，像我这
么宅的人，难得有这么
好的机会，能近距离欣
赏大师们的真迹。不
太敢去的原因是我很
怕看与母亲相关的话
题，总怕自己触景生
情，控制不住自己，影
响大家的情绪。上周
龙口出差，饭桌上有人
提及她的母亲，戳到了
我的痛处，把控不住，
当场泪流满面，有些失
态。母亲去世近一年，
每次回家，总觉得她会
面 带 微 笑 来 为 我 开

门。人间天上，梦里梦外，令人唏嘘！
走进博物馆一楼展厅，一切皆如所期，

剪纸及书画都很精彩。真迹和印刷品，给人
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就像照片，永远拍不出
一个人真正的神采。大师们的作品让我目
不暇接，惊叹不已！我默默品读，既惊佩大
师们用笔的老辣遒劲，也叹服巨匠们构图的
老到巧致。那些神采飞扬的题跋，也同样引
人入胜，令人折服。名画要如诗般读。此言
不虚，这里的每一幅字、每一幅画，都值得我
们用心品读。

赵妈妈的剪纸更让我唏嘘不已，感佩赵
妈妈剪纸艺术的工致精巧。尺幅之间，老人
匠心独运，巧手灵动，一张张带着喜庆韵味的
红纸通过雕、镂、剔、刻、剪，化作一幅幅象征
着幸福吉祥的窗花，诸如喜鹊登梅、连年有余
等，无不栩栩如生，神采飞动。也慨叹策展人
王帅老师对母亲的一往情深，他用这样一场
展览，寄寓了对母亲深重而经久的思念。母
子情深，刻骨铭心！我很赞同王帅的观点，

“美是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的，美是人的情绪自
然表露，剪纸和名家画作不是对立关系，而是
平等关系”。是的，各美其美，美美与共。能
欣赏他人的美，是一种幸福。

每次看书画展，我总会想起小时候的一
个经历。老妈的一位球友，很喜欢书画，作品
积攒多了，就给自己办了一次画展，邀请我们
这些小孩去看。说实话，那个时代，画展确实
办得很简陋。回家后，我就跟老妈各种抱怨
画展不如意的地方，老妈听我如此说，很生
气：“你去看画展是为了批评爷爷吗？你咋没
有看到爷爷的努力呢？”老妈的话如同当头一
棒，让我愣怔了半天。当时我并没理解老妈
的话，虽没辩驳，但心里是不服气的。当时暗
忖：我只是说了一个现象而已，有啥大不了
的。但老妈愤怒的表情却入了我的心，我也
不得不琢磨令她愤怒的原因。

随着年龄的增长，终于有所开悟。有道
是“无友不如己者”。在孔子看来，三人行必
有我师，每个人都有比自己强的地方。我们
可以从别人的一言一行中吸取经验，作为学
习的范本。即便你看到了他人的缺点，也可
以引以为戒。“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
弟子”，无论什么情况下，对方都可成为我们
的老师。欣赏他人，用心看他人的优点和长
处，看看自己能从中学到什么。而不是总去
盯着别人的缺点，争当那无意义的“差评
师”。同样的，从某种角度说，不当别人的差
评师，也不要当自己的差评师，正视自己的弱
点和缺点，努力向好，但优于我，便足贵之。
这，也许才是人生的正道和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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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维甲辰，序属金秋；百年学府，彩
旗飞扬；新老校友，济济一堂。“金都”招
远,喜迎文化盛事；招远一中,欢庆百年
荣光。

“招远”者，“招携怀远”之意也；史
称“偏邑”之地，今有“两都”之称[注1]，
位列“全国百强”。

自古崇文重教，蔚然社会风尚。公
元一九二四，岁在甲子鼠年；现代教育
风渐，“吾招最高学府”，招远中学始
创。建校之初，国家命运多舛，“惨案”

“事变”不断，中华民族危亡；觉醒年代，
师生奔走呐喊，投身革命洪流，红色血
脉偾张。

百年一中，历尽艰辛，铸就辉煌。
建校于危难之际，奔波在坎坷路上。

从山乡古刹到现代校园，校址七
次迁移；从招远中学到招远一中，校名
十五次更变；从首任到现任，二十七任
校长薪火传扬。“至爱至德，至于至
善”，校训肃然；“惟志惟勤，知行合
一”，校风浩荡；“以诚以坚，循循善
诱”，教风和煦；“乐学乐思，力行致
远”，学风绵长。国家改革开放，老校
迎来曙光；知识改变命运，奋斗实现梦
想。恢复高考当年，十名学子进“清
北”[注2]，九成考生圆梦想。其后历年
创佳绩，县级中学领头羊；捧回“国家
奖牌”[注3]，赢得名校流芳。

百年一中，立德树人，桃李芬芳。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一千六百英才诲
人不倦，执教讲堂；青灯黄卷，苦读寒
窗，五万三千学子蓄势待发，放飞梦
想。以报效国家为己任，以服务桑梓为
荣光。

播撒星星之火，奠定红色基因，“三
个第一”[注4]史册煌煌。有教无类，多
元发展，崔子范、孙其峰，画坛美名远
扬。投笔从戎，驰骋疆场；执教家乡，泽
被一方；参军报国，衔至上将[注5] 。志
在五洲四海，创业四面八方；或成业界
翘楚，或为家国栋梁；全国劳模、拔尖人
才，母校以学子为荣，学子为母校争光。

百年一中，百年沧桑；世纪之梦，重
新起航。金龙河畔，祈金龙腾飞；凤凰
岭上，盼凤凰翱翔。

今朝赋以咏志，明日再谱华章。

注释：
[注1]“两都”：“中国金都”“中国粉

丝之都”。
[注2]“清北”：清华大学、北京大

学。
[注3]“国家奖牌”：“全国教育系

统先进集体”“全国中小学德育先进
校”。

[注4]“三个第一”：招远县第一位
共产党员、第一任“特支书记”、第一任
抗日民主政府县长。

[注5] 衔至上将：招远一中初中八
级校友隋明太2004年6月20日晋升为
武警上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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