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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记得初冬时，天气骤凉，树叶纷

纷凋零殆尽，给大地披上了一层淡淡
的萧瑟。院落边上的那片竹林，依然恣
意挺立着。微风吹过，那片沙沙的竹林
仍是浓浓的橄榄绿色，给人一种不同
的感觉。

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竹子被视
为一种吉祥的象征。爆竹声声辞旧岁，
绿色的竹子与红色的爆竹相映成趣，寓意竹报平
安、岁岁安康。许多古代建筑和工艺品都以竹子为

原材料或装饰元素。这些建筑和工艺品不仅美观大
方，更蕴含着一种深厚的文化内涵和民族情感。

据《竹谱》记载，竹子在最初的几年里，成长是
非常缓慢的。然而，从第五年开始，它就像被施了魔
法，仅仅用六周的时间，就能长到十五米高。前几年
的时光，它的根系在土壤深处不断延伸，汲取着每
一滴珍贵的水分和每一分难得的营养，为破土而
出、拔节向上的那一刻积蓄力量。

我想，扎根，是竹子生命的起点，也是它日后挺
拔向上的基石。它不断地向上生长，仿佛在向世人

展示着生命的无限可能。此时，一句话在我耳畔回
响不绝，“每个优秀的人都有一
段沉默的时光，那段时光是付
出了很多努力，却得不到回
报的日子，我们把它叫作
‘扎根’”。所谓的扎根，
指的是那段默默努
力的时光。那段时
间，我们为了追

求梦想和目

标，付出了很多辛勤的努力，却得不到立即的回报。
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充满了迷茫、挫折和孤独，然

而也是我们人生宝贵的经历，因为正是在这段时间
里，我们学会了坚韧不拔，磨砺了意志，铸就了更有
韧性的自我，也在一步步地向上拔节生长。

到了每年的三四月份，竹仿佛听到了大地的呼
唤，悄然间，竹笋破土而出，以惊人的速度向上生长。
伴着日光的滋养和雨露的润泽，竹子开始了它那标
志性的拔节生长过程。每一节的拔高，都是对生命
力的颂歌，对环境适应与挑战的积极回应。这不仅
仅是竹子本身的增长，更是内在力量的积累与释
放，象征一种不畏艰难、勇往直前的精神。在竹林

间，我们似乎可以听到竹子拔节时那细微却充满力
量的声响，那是生命向上的乐章，激励着每一个人，
去追寻自己心中的远方与梦想。竹子，以其独特的
生长方式，展现了大自然中坚韧不拔的生命奇迹。

在文人墨客的眼中，竹是一种品格高洁、有气
节的象征。古往今来，无数文人墨客以竹为友、以竹
为伴，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和画作。竹子所
蕴含的那种精神和意境，给他们提供了广阔的创作
空间，使他们得以恣意挥洒，字里行间无不浸润着

竹子的风骨、昂扬不屈的精神以及独特的魅力。
在中国古代寺院一隅，竹子也总是静静伫立，

竹林是僧侣们修行中的不可或缺之地。寺院里，不
乏“扫地僧”这种看似平凡的修行人，他们日复一日
地清扫着院落，也在这一简单而重复的劳作中，践
行着“大隐隐于朝，小隐隐于野”的修行之道。其实，
“大道至简”，真正的智慧与力量，往往蕴含在最质

朴、最平凡的生活之中。这些竹子以其
坚韧不拔、虚怀若谷的品格，陪伴着他
们修行学习，影响着他们。

在历史的长河中，竹子与许多革
命故事和其中蕴含的革命精神息息相
关。20 世纪 60 年代初，毛泽东主席在
杭州登丁家山，因没有带拐杖，就用一

根附近农家砍的竹子做成“简陋”的竹
拐杖。后来，这根从野外带回的竹拐杖
一直陪着他，或是在中南海散步，或是
重返革命老区，或是外出视察。甚至，
在越南主席胡志明访问中国时，想用

自己精致的拐杖与毛主席交换以资纪

念，也被他婉拒了。
我们无法走进伟人的心里，无法

窥探他深邃的思想，但或许是因为，在
蜿蜒崎岖的爬山过程中，在细致入微
的视察途中，只有这根竹拐杖始终陪
伴着毛主席他老人家一步步坚实地向
前走，不离左右。毛主席目光所及，心

中所想，不仅仅是脚下的山路，更是中国革命一步
步从艰难困苦中崛起，走向辉煌成功的壮丽图景。

从烽火连天的战争年代到和平建设的新时期，是一
段漫长而艰辛的革命历程。通过这根竹拐杖，我们
仿佛能感受到毛主席他老人家在这一过程中倾注
的深厚情感。这根竹拐杖铭刻着他漫长的记忆，带
着深刻的历史烙印。虽然看似普通，这根竹拐杖被
时间赋予了非凡的意义，成为一段特殊历史的见证
者，静静地诉说着那些不朽的故事，连接着过去与
现在，让后人铭记那份坚持与奋斗。

正如《井冈翠竹》一文所描述的那样：“井冈山
的翠竹啊，你是革命的竹子！你永远那么青翠，永远

那么挺拔，风吹雨打，从不改色；刀砍火烧，永不低
头———你是英雄的井冈山的象征。”在那艰苦的年
代里，井冈山的竹子成为革命者们那不屈不挠、英
勇奋斗精神的象征。每当我踏入井冈山那片神圣的
土地，开始革命传统教育之旅，我的心灵总会被一
股无形的力量深深触动，仿佛穿越了时空，回到了
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那里不仅有硝烟弥漫的战
场，更有无数青年学子怀揣着对光明的渴望与对未
来的憧憬，汇聚在这片热土上，接受着思想的洗礼

与意志的磨砺。如今在我们的校园里，一个又一个
班次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培训着一批又一批同样满
怀激情与信仰的学员。他们带着对知识的渴求而
来，怀揣着坚定的信念离去，如同这片竹林中的每
一株翠竹，在风雨中拔节生长，不断向上，生生不
息。

走进密林深处，当身心完全融入竹海之中，你
会发现，竹子自身其实并无言语，但观者的心却每
每为之动容。正如鲍勃·迪伦所言：“大多数人只是
被雨淋湿，只有少数的人感知到了雨。”在竹林中，

多数人或许只能看到竹子的形态之美，而真正懂得
欣赏的人，却能透过这些绿色的生命，感受到蕴含
其中的历史文化。

春天，人们纷纷前往江西婺源，只为那一片片

金黄的油菜花海；秋天，北京香山的红叶又成了无
数人心中的向往。然而，当白雪覆盖大地，校园一隅
的竹林或许会呈现出另一番令人叹为观止的美景。
银装素裹之下，竹子更显其高洁与坚韧，在大自然
的美丽画卷中，静静地诉说着生命的力量与不屈。

竹林随笔
阴 校友 王彬堂

4 月 4 日清明节，时有阴云，冷风
萦绕，哀思无限。我怀着沉重肃穆的心

情步入青岛市革命烈士纪念馆。馆前
是一排排苍劲挺拔的松柏，它们在料
峭的春风中巍然不动，宛如忠诚无畏
的战士，守护着这座承载忠魂的圣殿。

裹挟着历史的厚重与沧桑，我缓
缓步入纪念馆室内。神圣的墙面静静
矗立，上面镌刻了无数红色记忆。那是
一个个鲜活的名字，一段段可歌可泣
的事迹。我放慢脚步，轻轻靠近那面

墙，目光紧紧锁住这些名字，名字旁标
注着革命烈士的生卒年份，我的心情
无比沉痛，英年早逝的革命烈士，你们
为民族独立和人民幸福献出了宝贵的
生命，我们无比痛惜，你们没能看到
1949 年 10 月 1 日天安门广场上冉冉
升起的五星红旗，这鲜艳的五星红旗
是用你们的鲜血染红的啊！想到此处，
我的眼眶逐渐湿润。习近平总书记曾
指出：“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

平，开创未来！”这十六字箴言，如黄钟
大吕，贯通历史和未来，深刻地概括了
参观革命烈士纪念馆的深远意义。

我踱步至革命烈士遗物展柜，一
件陈旧的军装静卧于玻璃柜中，褪色
的布料与暗褐的血痕，宛如岁月的史
官，静静诉说着那段战火纷飞、波澜壮
阔的峥嵘历史。我们以红色革命为镜，
回望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会发现历史

并非课本上冰冷的知识点，而是鲜活
的血脉传承与精神延续，红色革命史
是这条精神长河在近代最激越的浪
涌。

站在展柜前，我凝视着革命烈士
的入党申请书。纸张早已泛黄，纸页间
那略显稚嫩的笔迹却透露出坚定的信

念。我的思绪随它飘回到解放青岛的
丹山战斗中，将满 19 岁的年轻战士张
克信携带炸药冲向敌方暗堡，枪林弹
雨中他不幸身负重伤，但仍凭借顽强
的意志用最后的力气拉动了导火索，
引爆了炸药包。战友们在整理张克信
烈士的遗物中，发现了一块他在临战
前只咬了一口的谷饼子和一份没有写

完的入党申请书，都已被烈士的鲜血
染红。

纪念馆内的党旗在我眼中发出神
圣的光辉，我循着熠熠光芒来到党旗
面前。这里是红色与黄色的圣地，红色
是跳动的火焰，黄色是照亮黑暗的光
芒，斧头镰刀鲜血染，理想信念烈火
燃。红底黄字的入党誓词，庄重神圣，
正气凛然。革命先烈用鲜血诠释了入
党誓词的内涵，这些年轻的生命将“随

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的誓言
化为永恒的绝唱。

我接受了来自烈士的无声教育，
经历了思想的洗礼。清明节既是追思
逝者的时节，也是孕育新生的节气；我
们既是历史长河的溯游者，也是未来
文明的摆渡人。我们要将红色基因真
正融入民族的精神血脉，接过历史的
接力棒，汲取奋进的力量。

走出青岛市革命烈士纪念馆，天
空放晴，山河无恙，英魂安息。阳光穿
透厚重云层，温柔地洒落在枝头。再次
看到纪念馆门口耸立的树木，我领悟
到：我们既是扫墓者，追寻红色记忆；
又是栽树人，赓续时代新章。

追寻红色记忆
赓续时代新章

阴 安全学院 刘士豪

校友简介：王彬堂，经管学院 2007 级项目管理工程硕士。中共平度
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校委会主任，平度市社会主义学院院长。近年来，
带头参与党校、社院教学科研工作，为青年干部、农村干部及山东师范大

学MPA班学员等多次授课，在《学习时报》《中国改革》等多家媒体发表
理论文章数十篇。主编的《砥砺基层党校 党性铸就初心》一书由中共中
央党校出版社出版荐读，作为全国基层党校第一本校本教材，入选青岛
市干部教育培训好教材、青岛市优秀人文社科图书、长安街读书会荐读
书目，并获评第六届全国党员教育培训优秀读物，在全国产生良好反响。

我的朋友说我有“浪漫过敏症”，对浪漫的事物无动于衷，
把惊喜弄成惊吓，把欢快弄成尴尬……我听完她的“痛斥”，只

能愣愣地挠着头，搪塞过去。
其实我是懂别人心意的，但貌似不懂如何恰当的表达，我

想这与我从小长大的环境有关。“爱”这个字，在我的记忆里貌
似只有在婚礼现场、小说情节、老师教诲的时候才出现。每当
提到爱，我首先想到的是害羞躲避，我认为明目张胆地说爱，
这是一件肉麻的事情。其次，爱是一件很遥远的事。我身边的
人都不爱说，包括我父母。

不说爱就是不爱吗？我认为不是。
我看网上有评论说：“山东人对待外

人有种天下相亲相爱的热情，对待家里
人有种永远不挑起话头的内敛。”

这句话让我不由得想起我的父母。
我的母亲要是在外面遇到熟人，不管是
冰天雪地的腊月还是骄阳似火的六月都
能聊上半天，万一要是遇到那些不常见
的亲戚朋友，聊的时间只能更长。我的父
亲在酒桌上觥筹交错、侃侃而谈，回到家
只说那么一两句话：
“知道了。”

“嗯。”
“等一下。”
给人一种两个人不熟的感觉。
但是实际上，两个“不熟”的人生活一样充满着爱。
在我的家里，母亲严厉，做什么都要做到最好；父亲很佛

系，经常丢三落四，自从他的财政大权被母亲收回之后，他在
我面前更加没有话语权，但是我们两个关系反而更好。某天晚
上吃饭的时候，电视里放着《新闻联播》，父亲忽然说了一句：
“转我三千块钱吧，有点小事。”

我母亲看都不看他，说道：“没钱。”
父亲疑惑地说：“嘿？怎么会没钱？我工资卡都在你那里

……”
母亲没理他，吃完饭就去阳台上洗衣服。
父亲站起来说：“我跟你说话呢？你听没听……”然后又坐

下。话没说完，声音越来越小。

我看到在餐桌上边吃饭边生闷气的父亲，不怀好意地笑
着用胳膊肘戳了戳他说：“你去求我妈，她肯定给你。”

我父亲很严肃地看着我说：“你怎么上的学？不知道‘富贵
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吗？吃完饭把碗刷干净！”

我自讨没趣，吃完饭收拾残羹剩饭。擦好餐桌以后我看见
两个身影在阳台，父亲拉着母亲的胳膊，他的腰快弯到地下
了，可能是母亲耍赖皮不如他，最后父亲笑着拿出手机来。

寒假的时候，我考完驾照。记得是下午一点半的时候，我
接到父亲的电话让我去某某饭店接他。我打车过去的时候，父
亲和同事们在门口互相打趣。

“老孙你酒量不行啦！不跟之前一样啦！”

我父亲朝我摆着手笑着说：“我孩子都这么大了，跟年轻
的时候不一样了，哈哈哈哈……”

父亲的同事说：“胡说八道，你脸都没红！”
我开着车回去，父亲在副驾驶上看着我说：“没想到你开

车这么稳。”
我笑着看着他说：“没醉为什么装醉啊？”
父亲像个小孩一样耸耸肩嘟着嘴说：“不装醉得吃到晚

上。”
我笑了一声，忽然有个想法。一脚油门踩到商场，父亲上

了“贼车”怎么可能轻易下来。
到了商场的停车场，我跟父亲说：“老头子，别装睡了，下

车去给我妈选个镯子吧！”
父亲惊慌地瞪大眼睛说：“我哪有钱？别说镯子，咱俩身上

加起来的钱够买包糖吗？”
我笑着说：“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最近小赚了一笔没上交，

再说你这么些年我也没见着你送我妈什么，不为别的，就为你
下次想批点资金的时候可以少磨一点嘴皮。”

父亲下车整理一下自己的外套，大手一挥，在老凤祥买了
一个金镯子。

我母亲是全职太太，每次放假回家都能看到家里整整齐
齐的。虽然经常看见我父亲在收拾家务、我母亲在阳台上喝
茶，但是我的母亲为这个家付出的不比父亲少。早上
我父亲做好饭叫我起床，我一般不理会他。但是我
母亲来敲门，我会立刻起床叠好被子去吃饭。晚
上吃完晚饭出去散步，两个人只是并排走着，我

小的时候还会时刻回头看看

我，现在两个人就那样并排
走着，说些家长里短，或者什
么也不说，就那样静静地走着。
四月中旬的时候，我去中山

公园看樱花，那天天朗气清，花也争奇
斗艳。我在拍照的时候，有个阿姨叫了我一
声说：“小美女，可不可以给我和我老伴儿拍
张合影？”
我的拍照才华终于被赏识了！我连忙点

头说：“可以可以！你们俩在花多的地方站一下吧！”

镜头里的两个人非常拘谨，我笑着说：“叔叔你可以牵着
阿姨的手啊。”

叔叔古铜色的脸上登时一愣，害羞地笑着，看了阿姨一
眼，不过没有牵她的手，反而摸了一下阿姨的马尾辫，笑着说：
“要不我们俩靠得近一点吧？”

我点点头说：“行！”
我们一家人出去吃饭或者是我跟同学出去吃饭的时候，

我的首选永远是火锅涮肉。配好料汁的铜锅架在桌子上，点
火，不一会就热气腾腾的，食物散发着诱人气息的同时，锅子

里也冒着热腾腾的蒸汽。面对面坐着的人隔着蒸汽是看不清
楚对方的样貌的，但是我们彼此心里都知道对方是谁，记着对
方的样貌。一顿火锅可能让一件烦心事销声匿迹，可能让即将
分别的人，有机会在不久的将来再次相聚。

爱是什么呢？爱是想要触碰却又缩回去的手。
幸福是什么呢？是家人闲坐，灯火可亲。

那些无以言表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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