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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在指间流淌。 我以前追求
的人生梦想，似乎被浮华淹没了，被
炫耀代替了，被虚荣蒙盖了。红尘滚
滚，物欲漫漫，在喧嚣的尘世里，有
太多的人喜欢刹那繁华， 拒绝淡泊
宁静，从而造成了世上的纷乱扰攘。

有时候，我常常想，什么时候，能多
一些索取，讲奉献，追求至真至美至
善境界的人，那么，我们这个社会一
定会呈现出一派祥和安宁。 无论是
在熟悉或陌生的环境中行走， 当目
光触碰到一些人、事、物时，时常感
到惊喜， 能在林立的高楼中体味出
税收带来的繁华。 税收，国之血脉。

税收带来祖国山河美。

在流淌的时光里， 我很想撑一
叶小舟，逆流而上。我盼望能在时光
的某一个缝隙里停留，驻足，留下了
一些值得打捞起来的记忆。 这些记
忆，是一段时光，离我的心最近的地
方。

工作之余， 我渐渐迷恋上了写
作。通过写作，我有幸认识了许多天
南地北的文朋诗友。 写作已成为我
驱遣寂寞，观照生活，叩问灵魂的依
托。文缘、人缘、情缘，让我在写作中
感悟人生，用一颗坦然的心，笑看人
生的云淡风轻，潮起潮落。

六世达赖仓央嘉措说： 在看得
见的地方， 我的眼睛和你在一起；

在看不见的地方， 我的心和你在一
起。总有一种文字，能拨动我们的心
弦； 总有一种文字， 能温暖我们的
心；总有一些文字，代表了我们向往
的“真善美”。 在紧张忙碌的尘世生
活中，实际上丢弃了很多东西，丢弃
了对人生温馨的品味， 东风先生的
《心路》（散文诗歌集）在帮我慢慢找
回这些东西。

东风先生不仅是我敬重的一位
领导也是一位文学挚友， 我对他仰
慕已久。

事情是这样的。

2012

年
11

月
份，因为爱好写作，加上文字又有些
功底， 在同样爱好写作的东风先生
和我局潘藩局长的共同力荐下，我
被临时抽调到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帮
助整理编写文稿。临行前，潘藩局长
让我要珍惜这次难得的锻炼机会。

一轮未满的月亮悬在天空， 深邃的
夜空里漂浮着稀疏的星星。 这时我
才领悟什么叫月明星稀。 夜是安静
的，唯有滔滔不绝的史河水流淌，传
递着自然生生不息的气息， 正如我

的心跳。我唯有以加倍的努力，才能
回报东风先生和县局对我的挚爱。

时间的飞轮悄然滑过，新岁
2013

翩
然来临。 在省局领导和同事的关怀
和帮助下， 我的任务也在大家的赞
许声中圆满完成。 省局的有关处室
知道我来自信阳固始， 就让我顺便
把市局获得的一些荣誉证书和奖金
带回去。我不敢懈慢，第二天就急忙
乘车来到市局，一切顺利，很快就
把事情办妥了。 时间还早，这就
萌发了我去拜访一下东风先生
的念头。 年终岁尾，各种事情千
头万绪，他作为一局之长，我又
怕打扰他的工作。 可是从固始来
信阳一趟不容易啊， 如果见不到
他，我心情一定会失落的。当时我心
里非常忐忑。后来经过联系，东风先
生非常爽快地让我去他的办公室。

见面后， 他给我一种亲切和温暖的
感觉，如遇知己，虽然窗外是寒气逼
人。 他说，一个人是要有兴趣爱好
的，并且把这种兴趣爱好坚持下
去。 书香自心香来。 文章好比心
田生出的花朵，心田美，其花香
艳，心田劣，其花恶浊。这也是人
生的真谛和做人的哲理。 东风先
生热情健谈，见解精深。 写作是
艰苦和寂寞的，你爱好文学，就要
做好吃苦的思想准备， 而且要不怕
失败，只有不怕失败、不畏坚辛的人
才能取得成功。 东风先生一席关爱
的话语，给了我写作的信心和勇气，

是我文学前行不辍的动力。临别前，

他赠送给我两本他的精美文集，其
中一本就是《心路》（散文诗歌集）。

那天的阳光格外温暖， 我把狂
跳的心儿全交付给了一缕又一缕从
我身边飘过的清风。暮色四合时分，

我回到家，恰逢周末，妻子带着儿子
回娘家了。我吃罢晚饭，一个人安静
地待在家里，关上手机，然后闲适地
翻阅《心路》。心路，诗意的标题令人
耳目一新，深深地吸引了我。文集里
辑录东风先生创作的

48

篇（首）文
章，其中，散文

34

篇，诗歌
14

首。作
品充满人生的思考和感悟， 富有抒
情色彩和哲理意味， 文字清新、凝
练，感情真挚。 仿佛信手拈来，却又
匠心独运， 有如乡间摇曳的一朵奇
葩。在繁忙的税收工作之余，用高雅
的文学创作调节生活， 是东风先生
有别于其他政府官员之处。

在生命的田野上，品读《心路》

心潮澎湃，激情涌动。当我静静读进
去的时候， 心情充满了愉悦。 散文
《初上井冈山》、《大海听涛》， 诗歌
《放歌大别山》、《申城赞》 等作品犹
如夜莺在舒缓的、浅浅的歌唱，撩拨
神经，清洁空气。 文风朴实自然，让
人读来感到有曲的悠扬， 有舞的轻
盈， 蕴含着缕缕的温情， 丝丝的甜
意，既暖人又润心。读东风先生的作
品，犹如喝了一碗酽酽的茶，品尝了
一杯醇香甘甜的美酒，回味绵长，给
人一种酣畅淋漓的痛快之感， 使人
享受到清新隽永的含蓄精致之美。

他写情也好，写事也罢，结构之美，

描绘之力，用典之功，读后总有一种
身临其境的感觉。“秋季，有‘荷香销
晚夏，菊气入新秋’的初秋，有‘芙蓉
露下落，杨柳月中疏’的仲秋，更有
‘秋风萧瑟天气凉， 草木摇落露为
霜’的晚秋。”（《秋思》）。《爱家》、《爱
妻》、《爱子》，可谓是“家庭三部曲”，

一气呵成，以质朴细腻的笔触，写出
了家庭之爱、夫妻之爱、父子之爱的
朴素情怀，显示出他的才气和胸襟。

我更欣赏的是这些作品所写的内容
和所表达的思想。 在《珍惜缘分》、

《遗憾之美》、《享受寂寞》等篇章里，

朴实的文字叙述中， 字里行间渗透
着深切的人生体验与感悟， 道尽了
人生的哲理与智慧。 这种感悟是人
性深处的触摸，真切而实在，悄悄地
拨动着我的心弦。

一种滋润， 一种爽心， 一种恬
适，一种悠闲，一种散漫，淡淡地袭
上心头。 东风先生所运用的语言意
象明快，意境浓郁，洗练而质朴不失
含蓄，自然而新颖不失凝练。写景咏
物不单纯表现风花雪月， 一花一草
皆富灵性， 笔调轻松活泼， 融情入
景，借景抒情，抓住了本质特征和细
节。如《山恋》，“大别山啊大别山，你
孕育出了多少英雄儿女？ 他们对你
那深情厚谊，终身地眷恋。繁忙中有
悠然，自然中有财富，大别山区的村
村寨寨， 经常有地税干部身影的展
现。 ”这篇散文，简朴质感，充满灵
性，流淌着温馨的人文情怀，再现乡
土本真。 “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东
风先生的文字叙述如行云流水，舒
放自然。 篇篇都用独到的眼光审视
生活，选择素材，经生活的积淀，时
间的酿造，心灵的勾兑，以其立意之
高远、构思之独特、抒吐之流畅、语
言之精美，有豪放旷达之风韵，给人

以艺术美的享受和理性的启迪，使
那些原本容易被人疏忽的生活片段
在他的笔下熠熠生辉，引起共鸣。我
读过很多散文， 尤其一些领导干部
的散文读的也不少， 像东风先生这
样句句珠玑， 夺人心魄的文字很少
读到。 他的文字干净的没有一丝一
毫的粉饰，就像卸了妆的舞蹈演员，

在没有任何道具， 只有悠扬的笛音
中，那样舒展自如，那样轻松愉快地
表演。他的散文清纯清新清澈透明，

因而具有诗意唯美的精神质地。 可
能是长期担任领导干部的缘故吧，

为了达到启迪心智的效果， 他特别
注重追求哲学意蕴。 所以他的散文
写得简洁明快、优雅唯美。 “

30

年的
税收之路，是一个税收增收路、进取
路、创新路……”（《

30

年税收缘》）。

岁月春秋，悠悠流长；情彩着笔，笔
底春秋。 读到这样的文字， 我很庆
幸，庆幸有他这样的大手笔，来叙写
税收的发展史， 确实是用文字传神
而深刻地定格了一个历史画面。 因
为， 我也是

1994

年分税制的亲历
者，能感受到这段文字的力量。这篇
散文，叙述的跨度很大，所写的事情
却很紧凑，用“力透纸背，感人之深”

来形容也不为过。

在这个经济突出猛进， 个性极
大张扬的时代，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
生活方式， 而我， 作为一名退伍军
人，成长为一名税务干部，时刻牢记
“为国聚财、为民收税”的神圣使命，

在勤奋工作之余， 写作也是我心灵
获得抚慰和展示自我的最大理由。

东风先生笔墨有情，心香一瓣，心系
地税文化建设， 提携文学新人的高
尚人格魅力和高尚情操， 让我每每
念及， 非常感激。

2012

年
6

月
12

日， 信阳地税文化建设暨李永海文
学作品研讨会在固始县召开。 东风
先生作为信阳市地方税务局局长，

他强调，要在全市地税系统提倡“学
习引领，典型带动，素质提升，形象
树立”，运用文化形态的作用，最大
限度地调动地税干部建功立业的积
极性， 让读书学习成为地税人员的
一种责任、一种素养、一种品位、一
种境界。 他希望信阳地税系统的干
部向我学习，拿起手中笔，去记载税
收发展、去挖掘先进典型、去感悟税
收人生……

感谢！说不完的感谢！在这里，

我除了感谢， 想不出更适合表达自
己情感的话语……

文如其人。东风先生的作品，就
像他的人品一样沉着稳练， 豪爽大
气，飘洒自如，虽然没有波澜壮阔、

跌宕起伏的文字， 却如同一位成熟
的、卓有才华的挚友在交谈，在聆听
他娓娓叙述的故事。 作为农民的儿
子， 虽然东风先生的父亲曾任过驻
马店地区财政局局长， 但他身上永
远带着无法磨灭的质朴和纯真的印
记。东风先生通过自己的努力，摆脱
了在家种地的命运， 曾先后担任驻
马店地区地方税务局副局长、 许昌
市地方税务局副局长、 信阳市地方
税务局副局长、 周口市地方税务局
局长、 河南省地方税务干部管理学
校校长……无论供职于何处， 他都
始终没有忘记自己身上流淌着农民
的血液。

2012

年
3

月，东风先生在
来信阳任职时，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
局长赵亚平给予他中肯的评价，说
他是“四好”干部，即人品好，思路
好，工作好，文章好。

熟识东风先生的人都会举双手
赞成对他这样的评价。 东风先生就
是信阳市地方税务局局长王东风。

他阅历丰富使人敬佩， 善解人意给
人安慰，严肃认真更让人敬畏。

踏遍青山人未老， 书尽红尘文
亦奇。 东风先生的作品有时代的印
痕，有社会的变迁，有家国的情怀，

有人生的思索。 在长期从政的历程
中，东风先生从未间断文学创作。沿
着他的文字风景一路纵深， 反复品
味《心路》意犹未尽，再读他文集以
外的新作。发现他的文字不见雕饰，

真实而生动， 一切源于内心世界的
自然流露，字里行间都流动着真情，

或以形象感人，或以情感动人，不由
打动着我的心弦。 我喜欢他这样的
散文，有内容，有个性，有真情，有特
色，取材新颖、结构精致、行文自如，

像古典诗词一样，可以吟咏，可以背
诵，反复诵读越读越显其韵味。现实
中，没有谁会公然反对博览群书，但
人的一生读不了几本书， 好书不厌
百回读就显得尤为有意义。 读书明
理，成为人们的共识。东风先生的作
品在用词上显得十分优雅漂亮，一
看便知他饱读古今学贯中西， 使我
对他敬重几分。 《心路》是心灵的家
园。 我以为，这既是一种阅读，也是
一种贴近，更是一种自励，一种精神
的担当。

炉火还暖， 尚能慵懒延迟在暖
被之中， 看残冬煦阳在窗户上流连
难去，将自己浸沉在梦中。 依稀中，

“郎骑竹马来， 绕床弄青梅”、“低头
向暗壁，千唤不一回”皆在瞬间，而
满屋溢满了书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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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西班牙宗
教诗人路易斯·德·莱昂修士说：美
好之人生，不外乎各人顺其性情，做
好分内之事。 蓬勃发展的时代和多
姿多彩的生活， 让人们对文学有了
更多追求。 我想，不用多久，东风先
生的散文新作， 会给我们带来更多
的惊喜。

东风吹拂春来早。初春之美，没
有桃花肉红、萱草绿肥的艳俗，完全
是一种淡雅的静静等待的含蓄
美———此时东风已蓄满了霁青色，

残雪虽还未消尽， 背阴处还留着浅
蓝之光， 但早梅已经在山坳中疏影
横斜，占尽了风情。 我想起了宋·朱
熹所作的《春日》：等闲识得东风面，

万紫千红总是春。生命如诗，生命如
歌，生命如一切美好的东西。正如东
风先生在《心路》后记中写道：“在税
收工作的学习和实践过程中， 把所
见、所闻、所感、所想、所悟，通过文
章或作品反映出来。 记载着税收的
变化，抒发着内心的情感，反映着学
习的成果。 ”我的感触是，阅读《心
路》，也就不单单是收获一些文学知
识，同时还意味着，一颗心灵与另一
颗心灵的对话。 如果说， 初读《心
路》，如饮西湖龙井，香气浓郁，大有
心旷神怡之感；再读《心路》，则如饮
信阳毛尖， 她不是用来解渴或提神
的，而是用来品味的。读着这样朴实
无华真性情的文字，是一种享受，会
使你情不自禁把《心路》 再品读一
遍。

东风吹拂千条柳， 春雨滋润万
朵花。春天的阳光，热烈，绵长，如同
温暖的恩赐。雨打风吹过后，繁华褪
去，留有一份宁静的淡泊，一份精神
的守护。品读东风先生的《心路》，享
受乐趣，体味魅力，美好的感觉在扩
散，美好的感觉在延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