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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潇冉朗读《旧轨还乡》的视频在网
上引起了无数人的共鸣，引发了许多网
友的点赞。一篇作文让万千网友热泪盈
眶后，人民日报官方微博账号转发了视
频并进行了评论。表面上看，是张潇冉在
《旧轨还乡》中对思乡情拿捏得很到位，
在看似平淡的叙述中表达的乡愁也很充
沛，可是，《旧轨还乡》用一个个细节点中
了很多人的乡愁情结。

社会公众的每一种行为，都对应着
一种社会化心理。正因如此，《旧轨还乡》
是文笔的熏陶，更是社会乡愁情绪特定
环境下的优雅“绽放”。

故乡具有慰藉心灵与滋养生命的精
神力量，最能拨动在外游子的心弦。“共
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中，白
居易遐想兄弟们五地望月、共生乡愁的
图景也好；“故乡不可见，云水空如一”
里，王维登上高楼欲遣乡愁，然而望尽天
涯路也望不到故乡的惆怅也罢……在江
河不废、万古奔流的历史长河中，乡愁一
直是文人骚客笔下的主题，闪耀在诗词
歌赋的字里行间。

历史长河中的乡愁，总在时代的褶
皱里闪烁微光。随着社会流动的加剧，

“安土重迁”已经成为历史。为了追求生
活的美好，许多人都离开了世代生活的
故土，到异地他乡的星空下打拼，在不断
辗转和迁移中缺失了归属感。面对城市
的钢筋水泥，面对街头的车水马龙，天天
奔波劳累的间隙，故乡的一草一木、一砖
一瓦会更加清晰，而父亲的白发、母亲的
叮咛会更让人铭记。

毫无疑问，乡愁已经成为这个时代
的情感背景，成为生命个体与回不去故
乡的情感纽带，继而形成了一种社会性
文化心理。“打捞乡愁”成为一个高频词
汇，“乡愁文学”成为集体化的叙事也就
顺理成章了。

《旧轨还乡》的真正价值，在于它剥
掉了乡愁叙事的滤镜。没有矫饰的田园
牧歌，没有刻意的愁绪堆砌，少女用铁轨
的锈迹丈量着时间，用车厢的摇晃复刻
着记忆的震颤。文章用朴实的字句投射
出了公众的乡愁情结，让人在泪眼朦胧
中勾起了对故乡的念想。

从谋篇布局到细节的勾勒，从语言
的张力到情感的酝酿，《旧轨还乡》都是
一篇很好的作文，但文章“于无声中起惊
雷”更在于契合了这个时代的情感需求，
激发了公众灵魂深处对故土的眷恋。张
潇冉笔下的K7921次列车，正载着未完
成的乡愁驶向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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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山有路，乱中见真章。
细细品味这副对联，我深感其赠

送的含义。“书似青山常乱叠”，不仅形
象地描绘了书房中书籍堆积如山的景
象，更寓意着知识的浩瀚与无尽。书
籍，如同青山一般，既有着巍峨壮观的
一面，又有着错落有致、层次分明的美
感。而“常乱叠”三字，更是道出了读
书人在追求知识过程中的那分随意与
自在，不拘泥于形式，只追求内心的满
足与充实。

“灯如红豆最相思”，则巧妙地借
用了“红豆”这一传统意象，表达了读
书人在夜深人静时对知识的渴望与思
念。那盏孤灯，如同红豆般温暖而深
情，照亮了读书人前行的道路，也温暖
了他们孤独的心灵。这分相思，既是
对知识的渴望，也是对读书生活的热
爱与坚守。

书籍如山，层层叠叠，无序之中又
藏着某种难以言喻的韵律。这是对书
房景象的描绘，也是对我内心世界的
真实写照。曾经，我的书房也如这副
对联所言，书籍堆满案头、柜中，看似
杂乱无章，实则每一本书都承载着我
的一段思绪，每一次翻阅都是与作者
跨越时空的对话。

同时，我更加懂得了如何与书籍
相处。我不再追求书籍的整齐划一，
而是学会了在“乱叠”中寻找乐趣。每
当翻开一本新书，我都好像踏入了一
座新的青山，期待着探索其中的奥
秘。这种随意与自在的阅读方式，让
我更加享受阅读的乐趣，也让我在知

识的海洋中畅游得更加自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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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火阑珊，相思化笔端。
“灯如红豆最相思”，这句话总能

勾起我无尽的遐想。每当夜幕降临，
一盏孤灯伴我左右，那微弱而坚定的
光芒，如同红豆般小巧而深情，照亮了
我写作的道路，也温暖了我孤独的心
灵。在这样的夜晚，我埋首于文字之
间，或疾书或沉思，那盏灯成了我最忠
实的伴侣。

灯火阑珊处，我写下了对生活的
感悟，对人生的思考。每一次书写，都
是对内心情感的倾诉，都是对自我价
值的探寻。我开始明白，写作不仅仅
是文字的堆砌，更是情感的流露，是思
想的火花。那盏灯，承载着我对写作
的热爱、对生活的相思，让我在孤独中
找到了力量，在相思中看见了希望。

灯火阑珊处，我埋首于书卷之间，
那盏灯成了我最忠实的伴侣。它见证
了我每一个深夜的耕耘，也陪伴了我
每一次心灵的洗礼。在这样的夜晚，
我学会了与自己和解，学会了在挫败
中寻找希望，在孤独中看见光明。每
一次的坚持，都是对自我极限的突破；
每一次的相思，都是对梦想最深情的
告白。

令人欣慰的是，这副对联更是给
了我无尽的灵感。我开始尝试将生活
中的点滴感悟融入文字之中，让文章
更加生动有趣。同时，我也更加注重
情感的表达，力求让每一篇文章都能
触动读者的心灵。在灯光的照耀下，
我笔下的文字宛如被赋予了生命，它

们跳跃着、舞动着，诉说着我心中的故
事与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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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与生活，最美的交响。
这副对联，让我明白，看书写作与

生活，本就是一场美丽的交融，彼此影
响，相互成就。在书中，我找到了生活
的灵感，每一次阅读都是对生活的深
刻理解；在写作中，我又将生活融入文
字，让经历成为笔下最动人的篇章。

我学会了从书中汲取智慧，用文
字记录生活。无论是书中的悲欢离
合，还是生活中的酸甜苦辣，都成为
我写作的源泉。我开始用更加细腻
的笔触，描绘生活的点滴；用更加深
刻的思考，解读世界的奥秘。看书写
作，不再是我的爱好，而是我生活的
一部分，它们让我的世界变得更加丰
富多彩。

“书似青山常乱叠，灯如红豆最
相思”，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深刻的
情感内涵，成为文学史上的经典之
作。它不仅展现了纪晓岚个人的文学
才华与审美情趣，更成为那个时代读
书人精神风貌的缩影。在现代社会，
这副对联依然具有深远的意义，它提
醒我们要珍惜书籍、珍视情感，在知识
的海洋中不断前行，在思乡的情怀中
寻找心灵的归宿。

我深知，未来的路还很长，但只要
有书为伴、有灯为照，无论前路多么漫
长与未知，都能以一颗平和而坚定的
心，去迎接每一个黎明与黄昏，让看书
写作与生活共同编织成一首最美的诗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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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轨还乡》投射
公众乡愁情结

□樊树林

不一样的不一样的《《论语论语》》
主讲人：李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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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厩（1）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
马。

【译文】

孔子家里的马厩失火了。孔子退朝回
来，说：“伤到人了吗？”却不问马的事儿。

【评析】

本章体现了夫子贵人贱物、以人为本
的仁爱之心。

（1）厩，指马棚。
“‘伤人乎？’不问马。”这句话意义非

凡，表明夫子非常重视民本，完全立足于
人的人文主义思想，在2000多年前显得
弥足珍贵。从夫子的马厩失火来看，这件
事应发生在他担任鲁国大司寇期间，也只

有这个阶段，他才有养马的资格与实力。
《周礼·夏官》记载有“辩六马之属”，

是说马按照用途可分为6种，即用于繁殖
的种马，用于作战的戎马，用于仪仗的齐
马，用于驿站的道马，用于打猎的田马和
负重劳役的驽马。同时规定，天子享有12
个马厩，这6种马都在蓄养之列；诸侯享
有6个马厩，允许养4种马；大夫享有4个
马厩，只能养2种马，即田马和驽马。彼时
夫子的身份是大夫，按照规制可以养马，
这才有家里马厩失火之事。既然马厩失
火，必然会殃及为马厩服务的一干人等，
比如掌管马政的校人、管理养马的圉人、
放牧的皂人以及驾车的驭夫等，夫子没有
因为马匹的贵重而轻视于人，相反在第一
时间给予他们最大的关爱。仁者爱人，由
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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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似青山常乱叠，灯如红豆最相思”，这副文联聂主席给

我书写的对联似一束光，不仅装饰了我的书房，更点亮了我的心

灵，让我在看书写作上收获了意想不到的美好。初见“书似青山

常乱叠，灯如红豆最相思”，我不禁被其书法之美深深吸引。笔走

龙蛇，墨香四溢，每一个字都仿佛蕴含着千钧之力，又似流水般自

然流畅，透露出深厚的文化底蕴。

“
铁轨锈成了记忆里的虚

线，故乡洇成了底片上的残影”“岁

月模糊了记忆的细节，我用想象将

它们一一勾勒”……近日，在杭州

上学的内蒙乌兰察布女孩张潇冉

一篇《旧轨还乡》的作文，以停运又

重启的归乡火车为载体，句句不提

思念，句句都是思念，用细腻的笔

触表达了故乡的思念之情。这篇千

字作文的魔力，在于其用少年的清

澈目光，重新擦亮了被钢筋水泥模

糊的乡愁图腾。文章每一个字都充

满了张力，给人以无限的想象和怅

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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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 甫 成 ，1910 年

生，博爱县柏山镇柏山村人，

1937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任

柏山村第一任党支部书记；

1939 年 1 月，任中共博爱县柏

山区分委书记；1940年4月，任

中共修博县工委委员兼柏山

村党支部书记，1941 年 5 月到

太岳区工作；1944 年 3 月重返

博爱县，在执行任务中壮烈牺

牲，用青春和热血谱写了一曲

可歌可泣的生命壮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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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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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心赤胆干革命

1938年2月20日，日寇侵占博爱，
全县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为挽救
民族危亡，拯救博爱人民，刘甫成以抗
日为己任，领导柏山党支部和群众，积
极开展对敌斗争。

建立武装。为打击日寇的嚣张气
焰，1938年春，刘甫成积极协助刘聚奎
（解放后任陕西省政协副主席）在村里
办起“武学堂”，并建立柏山游击队（后
称太南6支队，编入道清支队）。为解决
武器和弹药，刘甫成走亲访友，组织党
员和穷哥们四处筹集。他多次冒着生
命危险，推着小车，两边放竹篓，把筹集
到的枪支放在竹篓下边，上边躺着“病
人”，混过敌人岗哨，有时把枪支弹药埋
在粪筐里挑回来。

雪中送炭。1938年12月4日，“许
河事件”发生当天，刘甫成一早到修武
中心县委汇报情况。途经中围、百业村
时，他听到激烈的枪声，到中心县委才
知道发生了“许河事件”。返回途中，他
放弃走后山的安全小道，而是走前山的
大路。看了“许河事件”的现场后，他对
游击队的处境更为担心，心急如焚。返
家后，他冒着生命危险，将平日筹集到
的子弹与4箱手榴弹，星夜送往修武大
东村游击队驻地。

智取情报。1939年夏，党组织指示
刘甫成去博爱取一份重要情报，但岗哨
盘查十分严格，加上天热衣单，把情报
带出城困难很大。他急中生智，转身到
药铺买了一贴膏药，把情报用膏药贴在
脸上，捂着脸从岗哨的眼皮下出了清化
城。

消灭日寇。1939年的一天，刘甫成
推车在路上，突见前面尘土飞扬，隐约
传来马蹄声。他警惕地把车停在路旁

的树荫下，手扶顶棍装着歇息的样
子，盯着前方。马蹄声越来越近，迎
面而来的是日军几辆拉东西的马
车。除第一辆车上坐着赶车的日军
外，后边车上的日军驭手都半醒半
睡地躺着，车距较远。刘甫成看到
眼前的日军，恨之入骨，一个大胆的
杀敌计划油然而生。待最后一辆马
车来到跟前时，他猛地举起手中的
顶棍，狠狠地照那个日寇驭手的头
上打去……当敌人发现这个鬼子死

亡时，刘甫成早已无影无踪。

建立县委大本营

1938年 9月，上级党组织派张璋
（解放后任中央人事部二局副局长）等
人到博爱县开辟工作。他先与刘甫成
联系。来了上级领导，刘甫成工作更积
极了，终日为革命东奔西忙，先后帮张
璋建立起3个抗日据点。在柏山村党支
部原有七八名党员的基础上，又发展了
十几名党员，并组织党员分头发动群
众，积极开展工作。但因该村地处交通
要道，来往人员复杂，虽消息灵通，但不
易立足。

刘甫成帮助张璋搬到魏庄蒋秀大
娘（刘甫成的亲戚）家里。魏庄在距柏
山村2公里处的山凹里，仅有十来户人
家，十分隐蔽。刘甫成介绍苦大仇深
的蒋秀入了党，她家的后院就成了革
命的联络站。一段时间后，刘甫成感
到魏庄虽隐蔽，但不利于开展工作。
为此，刘甫成又让张璋住到黄塘村王
登明家的小石楼上。在张璋的领导
下，刘甫成等先在黄塘和大登村建立
了党小组，尔后又到铁路南上期城、下
期城和花园村发展组织。在近3个月
时间里，他们先后发展70多名党员，建
立6个党支部和5个党小组，并于1939
年1月成立中共博爱县工委，张璋任书
记；下设3个区分委，刘甫成任柏山区
分委书记。在县工委领导下，他积极
动员党员群众40多人参加抗日游击
队。

1940年初，上级党组织派张高峰
（解放后任天津市劳动局局长、党组书
记）到博爱工作，建立中共修博工委，张
高峰任书记。为隐蔽身份，根据当时柏
山村有请外地教书先生的习惯，刘甫成
让张高峰在村里教书。因职业所限，张
高峰不便外出，恢复党组织的工作都落
在刘甫成的肩上。他凭着对敌情、社情
的熟悉和对人民的忠诚，跋山涉水，先
后与魏庄、黄塘、狄林、上期城、水运、小
底等10多个党支部和村里的党员取得
联系，在短时间内恢复了全县党组织的
活动。

为便于开展工作，不暴露身份，还
能挣钱谋生，刘甫成以请压香老师的名
义，让张高峰从事压香工作，住在魏庄
蒋大娘家里。

生死关头救战友

1941年5月的一天，在中共修博工
委机关驻地蒋大娘家的后院，刘甫成和
张高峰、党员吴太贵边压香边研究工
作，十几名便衣特务突然闯进大门。当
时，蒋大娘手拿针线活在前院放哨，11
岁的女儿桂英在院中玩耍。敌人进门
就问：“大个老张在不在？”蒋大娘一边
大声回答“大个老张早走了”，一边向南
屋走去，有意把敌人引过去。

这时，机警的小桂英急忙向后院跑
去。见到张高峰，她神色紧张地边指前
院边说：“叔叔，前面来好多人要抓你。”
张高峰一听，放下活计，拉住刘甫成便
向后院跑。到后墙跟时，张高峰低声
说：“快！一齐跳墙走！”“不！一齐走谁

也走不了……你快走，我顶着！”刘甫成
边说边把张高峰推上墙头，又转身向前
院走去，刚拐过墙角便见敌人推倒蒋大
娘向后院涌来。刘甫成为掩护张高峰
安全脱险，大声喝道：“我是刘甫成，你
们想干啥？”敌人一见刘甫成，说：“姓张
的走了，抓个姓刘的也行。”刘甫成不幸
被捕。

在宪兵队，日寇想从刘甫成身上
得到党组织的情况，对他严刑拷打，几
次打昏又用凉水浇醒。刘甫成坚贞不
屈，只有一句话：“不知道！”敌人见硬
的不行，改用封官许愿，遭到拒绝。狡
猾的敌人妄想放长线钓大鱼，允许刘
甫成在城内活动，暗中派人盯梢。党
组织为了营救刘甫成，通过关系让他
稳住敌人，争取时间，伺机逃跑。后在
党组织的精心安排下，刘甫成逃出了
虎口。

刘甫成暴露身份后，组织上考虑到
他的安全，决定让他上太行山。他执意
不肯，表示要和博爱县党组织及父老乡
亲共命运，誓与敌寇斗争到底。经再三
说服，他带家属到太岳区工作。

抗日英雄万人颂

1944年，抗战形势日趋好转，中共
党组织在博爱建立了巩固的根据地。
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党组织
决定让刘甫成重返博爱县工作。在博
爱县小底村，他见到了沁博县抗日民
主政府秘书郭工丞，解放后任河南省
鹤壁市副市长、政协副主席）。当时，
县政府有一紧急情报需送往柏山村，
因找不到合适人选，郭工丞十分焦
急。当刘甫成得知情况后，便再三要
求执行这个任务。郭工丞考虑一路辛
苦，还未见张高峰，执意不肯。最后，
刘甫成请求：“我几年没有为博爱人民
和党组织工作了，请把这个任务交给
我吧，我人地两熟，一定能完成！”在他
的再三要求下，因任务紧急，郭工丞只
好同意。

刘甫成接受任务后，不顾一天的疲
劳，当夜即把情报送到柏山村，顺利完
成任务。次日清晨，当他准备返回小底
村时，在村头碰到同村的刘王姣（之前
有联系）。刘王姣告诉他：“我正要找
您，有个重要事情。城内有1连伪军想
投靠咱们，今天就要来联系，你看咋
办？”当时，他不知刘王姣已叛变投敌，
加之争取敌军反正心切，便对刘王姣
说：“我在药铺等他们，来了就谈。”谁知
道，一等再等，不见人来。12时过了，他
预感到情况有变，正要离开时，刘王姣
带20余名特务闯了进来。刘甫成被
捕，在日寇宪兵队惨遭杀害。

为永远铭记刘甫成的英雄事迹，
1960年7月，中共博爱县委、县人民委
员会，在柏山村南口建立刘甫成烈士纪
念塔。2009年9月，刘甫成当选“30位
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焦作英
雄模范人物”；2016年7月，被“时代丰
碑”焦作英模人物评选活动组委会表彰
为“时代丰碑”焦作英模人物。

左上图 刘甫成。
（图片由吉怀儒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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