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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哥走了”，曾经工作过的农业发展

银行五河县支行的同事发来短信时，我正

借调在北京工作，闻讯后犹觉晴天霹雳，

心中的惘然难以排遣，当即向领导请假，

从北京返回五河。一路上，四哥的音容不

断在我的眼前闪现……

四哥
合肥 刘学升

四哥本名张伟，因在家中姐弟之间排行老

四，我们比他年龄小的同事都尊称他“四哥”。

论起来，我父亲与四哥父亲还属未出五服的姑

生舅养表兄弟关系，所以四哥也是我的表哥。

五河农发行成立于1996年，在这之前，四

哥和我都在县农业银行工作。五河农发行成

立后，他和我从农行调入农发行工作。当时四

哥28岁，我25岁，是五河农发行成立之初最年

轻的两名职工。

四哥当过兵，与他共事期间，我从他的身

上依然能够找出军人特有的气质。四哥在农

行时干过信贷外勤，调入农发行后，先从事会

计出纳工作，后从事办公室安全保卫工作。

四哥不仅对工作充满激情，对生活也精神

十足。他既喜欢抽烟喝酒，也爱好上网唱歌，

虽比我年长三岁，但每年单位组织体检，他都

比我健康得多。

2010年，我借调省行工作。临行前，经县

行领导同意，我将手中的部分工作移交给四哥

代办。四哥不仅没有推辞，反而要我在省行安

心工作，并期待我做出更好业绩，让我感到敬

佩与温暖。直到一年后我从五河调到合肥工

作，四哥才把代理我的工作交掉。四哥不仅与

我同甘共苦、休戚与共，而且能经得起风雨和

时间的考验，对工作不分份内份外，关键时刻

对我主动伸出援手且毫无怨言，让我从心里更

加感激他。

前年“五一”假期，我回到五河，与四哥联

系，希望与他聚聚，四哥很高兴。他来到时，我

见他头戴一顶帽子，脸部比以前略有发胖，精

神状态也比过去差了许多。四哥对我说，他的

脑部因患疾做了手术，已经不能过多地抽烟喝

酒了。我听了，感到有些心酸。当年从五河农

行调入农发行工作的干部职工，有的退休，有

的调走，只留下四哥一个“元老”。我心疼四

哥，吃饭间与他叙话，多次要他注意保重身体，

却没想到那次竟是我与他的最后一次见面。

四哥在今年8月10日晨练时不幸猝死，年

仅55岁，令人痛心和惋惜。他的遗体停放在五

河县殡仪馆，我赶到时，看到他很多的亲朋、同

事和战友纷纷前来吊唁。我知道，这是四哥生

前的人格魅力感染着大家所致，他平时从不吹

嘘自己，亦不非议他人，对人只有给予，绝无所

求。我与四哥年青相逢、谈笑甚欢，后来虽相

隔两地、行迹有疏，但我们兄弟之情始终真挚

坦诚，令岁月无法抹去。

曾经看过一段话，“这一生，除了自己，没

人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但是，每个人的故

事里，都有悲伤与无奈”。痛定思痛，我写了如

上的文字，作为对四哥的纪念——四哥啊，你

一路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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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喜欢登山。美丽的大蜀山脚下，有条半边街。每逢节假日，人流如织，熙熙攘攘。每

次路过，总能看见一群学生在“义卖”。

我把赞许的目光投向这群有爱少年，不仅是因为他们有梦，而且他们能给梦想插上实现的

翅膀。他们让我想起自己四十年前的那个寒假。

那一年，差一点在路上过年 合肥 李开琥随
笔

那是高中阶段最后一个假期。在书店，我看上

了一套喜欢的《习题集》，有点贵，不舍得买。每回

去书店，总是蹭几页，回到教室凭记忆做点笔记。

我想利用寒假，赚点钱，买回它。于是，征得父母

同意，腊月二十四，我带上一些金寨小绿茶，到河

南固始的表哥家去，在固始城关边卖茶叶与春联。

刚到市场摆摊那天上午，只有看客，没有买

家。直到晌午，来一位精神矍铄老者，轻言小语地

跟我说：“我有对文，你能现场给我写吗？”我热情

地说“当然。”

于是，我按老人要求，裁纸，折纸，很快给他写

好了正门、内门、厨房等六副春联和大小不等的几

个“福”字。老人很高兴，一点儿也没有讨价还价，

微笑着付完钱，拿着一打红彤彤的春联满意地离

开。接着，我的春联逐渐热卖起来。

到了腊月二十八，我要回去，表哥留我再多卖

一天，并帮我买好了第二天返回金寨的车票。于

是，我就安心地又忙活了一天。

就因为这多卖了的一天，我差一点就要在路上

过大年了。

腊月二十九，我准时坐上了返回金寨的班车。

天空湛蓝，朵朵白云，高高迎面飘过，公路两边的

白杨树一棵棵飞快地向后闪过，心仪的《习题集》

仿佛在一页页地向我展开。年后，我就不用再去书

店蹭书了。

一路顺风，来到了青峰岭码头，渡口一条船也

没有。一打听，今天没有班船，因为过年。我一个

人独自在码头上徘徊了近两个小时，终于看到两个

人拎着铁箱自岭头往码头方向走来。等走近一看，

是邻队的电影放映员陈乾英和另一个陌生人，他们

租小船来县电影院领影片拷贝回去。

在快到家时遇到前来接我的父亲，我告诉父

亲:“我很早就到梅山了，就是码头上没有班船。多

谢取电影片子的陈叔叔，帮我渡河。”

父亲说：“你昨天怎么不回来？村里人家都在

等着你写春联！”

我说：“越是快过年了，春联越好卖！”

父亲说：“越是这样的时候，越能看出一个人的

人品。诚信与金钱孰重？”

“小街上邻居们早就把红纸送到我们家里，眼

看着就过年了，人家拿不到写好的春联，不贴春

联，人家怎么过年？”父亲接着说。

“人无信不立，人无信不立！”父亲重复着。

我知道，在农村，只有老人过世的家庭春节不

贴春联。于是，我的心沉重起来。

走在小街上发现，家家户户都贴好了春联。一

看就知道，那是父亲的墨宝。虽然父亲好多年都没

有亲自写春联了，但行笔还是那么稳健有力，整体效

果和对文还是那么雅正亲切，那是父亲的风格。这

一次，父亲不止是帮助了邻里乡亲，更是帮助了我。

那一年，如果不是陈叔叔租船渡我，我怕是真

的要在路上过大年；那一年，不是父亲出手“相

救”，我恐怕要失信于乡亲，恐怕那个年我将是在

邻居的白眼和我的自责中艰难熬过。

故乡的一切流淌在我的心中，是父亲的那句

“人无信不立”渡我行稳致远，一生心安。

每个中国人的古诗词记忆，都应有一首李白诗。最近《长安三万里》爆火，激起人们对中国传

统诗歌的兴趣，大唐诗史的魅力愈发明显，跟随唐代诗人李白，来看看夏日里的“喜怒哀乐”，品一

品千古流传的古诗词魅力。

诗说李白的夏日“情绪” 合肥 阮君人
物

纵观李白一生，跌宕起伏，其诗中写满了各种

情绪。首当其冲的要属《夏日山中》，寥寥几笔写

出了人生百态中的“喜”，“懒摇白羽扇，裸袒青林

中。脱巾挂石壁，露顶洒松风。”随性洒脱的李白

跑进山中避暑，连扇子都懒得摇，只管袒胸露腹、

脱下头巾，栖于林下，倍感凉爽。这深山之中，人

烟稀少，李白也脱下世俗礼法的“衣袍”，寻找真正

的自己，既是返璞归真的怡然乐趣，也是夏日悠闲

避暑的绝妙之法，诗人沉醉在这“夏日山中”，以诗

词言其欣喜之情，表其心中潇洒豁达。

李白的夏日，竟也藏着“怒”之情，这在《丁都护

歌》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云阳上征去，两岸饶商

贾。吴牛喘月时，拖船一何苦。水浊不可饮，壶浆

半成土。一唱都护歌，心摧泪如雨。万人凿盘石，

无由达江浒。君看石芒砀，掩泪悲千古。”字字不

提夏，句句不离苦。这炎热的夏日里，水牛尚能喘

息，纤夫却只能卖力拖船行进，渴极了就喝这浑浊

的河水，拉纤的时候唱着《都护歌》，凄切哀怨，泪

下如雨。李白心系百姓，以诗中最后两句表达内

心：你看那石头粗大笨重，掩面而泣为百姓悲伤千

古。以质朴的文字描绘一幅夏日船工拉纤图，表达

对劳苦大众的悲悯同情，更传递出对统治阶级罔顾

百姓生死行径的愤怒。

喜怒哀乐，犹如四季更替，彼此相连。《白田马

上闻莺》便道出了李白的“哀”。“黄鹂啄紫椹，五月

鸣桑枝。我行不记日，误作阳春时。蚕老客未归，

白田已缫丝。驱马又前去，扪心空自悲。”李白曾

得唐玄宗李隆基赏识，担任翰林学士，后赐金放

还，游历全国，随后卷入永王之乱，流放夜郎，这首

诗正是李白游历江淮之间所作。李白看到黄鹂啄

食桑椹，在桑树上鸣叫，他走啊走，直到看到白田

这地方已开始缫丝，方才知晓自己竟从阳春到盛

夏，惊叹岁月流逝，感叹大业未成，悲叹自己怀才

不遇。品读诗中细节，我仿佛跨越历史的鸿沟,透

过这些灵动诗词，触到他心中的悲伤与哀苦。

“若耶溪傍采莲女，笑隔荷花共人语。日照新

妆水底明，风飘香袂空中举。岸上谁家游冶郎，三

三五五映垂杨。”知晓李白的人生际遇，方才明白

诗中的欢快洒脱更显可贵。《采莲曲》便写出了

“乐”。透过诗句，我仿佛看到，千年之前的唐代夏

日若耶溪畔，美丽的采莲女欢声笑语的采着莲子，

如此灵动的场景，吸引着岸边的男子迟迟不肯离

开，这是夏日最美的风景，也是李白乐观心态的体

现。李白将人生百态写入诗词中，直抒胸臆，可见

其豁达洒脱的生活态度。

古往今来，描写夏日的古诗词不甚枚举，而李

白的夏日，不仅有酷暑炎热，还有灵动与深意，读

诗如读人生，观其一生，是自由洒脱的、是豁达乐

观的、是悲天悯人的……他在夏日诗词中吟咏出了

“喜怒哀乐”四种情绪，传递了不同的人生态度，让

我汲取更多精神力量，面对未知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