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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近这一年多时间里，好像有一股神奇的力量抚平
了内心的浮躁，使我能够安静下来，得以在业余时间去岁
月长河中慢慢回溯。编完了《归来仍是少年——金殿国四
十年诗歌选》，心里松了一口气，我想诗歌创作该告一段
落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诗歌相比，散文这种创作体裁
好像更适合中老年人。随心而记，率性而书，篇幅长短皆
宜，行文自在洒脱，无须拘泥于韵律，亦不必苦思冥想，
每篇数百乃至一两千字，轻轻松松毫无压力。从2024年
年初开始，我将创作重心转移到散文领域。

细细盘点这些年陆续写下的除诗歌以外的文字，将它
悉心修改、分类、汇编。没想到，居然攒成了一本二十余
万字、厚厚的《时光漫旅》，心中不禁有几分窃喜和几分
自豪。这一篇篇散文 （游记、随笔），绝大多数构思在床
榻上，完成在手机里，发表在美篇中。它们并非随意堆砌
的字符，而是人生旅途一路走来的清晰足迹，是各个阶段
心路历程的真实记录。它们穿梭于不同的时光片段里，把
或平淡、或精彩、或难忘的日子一一照亮。

依循时光脉络与笔墨情韵，我将书中四辑文字依次命
名为“行走山水间”“坐看云起时”“静悟岁月长”“重读
旧时光”：从跋山涉水的澎湃豪情，到闲看风云的悠然恬
淡；从岁月深处沉淀下的静思冥想，再到回首往昔的眷恋
重温，一一汇入其中。

本书一百多篇文章，多数篇幅在千字以内，可归类为
“小散文”。在文采、结构等诸多方面，远不像鸿篇巨制那
般尽善尽美，却能够真实地展现我眼中那五彩斑斓的世
界，以及心底蕴藏的细腻如江南春雨、粗糙似老旧树皮、
浓烈像醇厚美酒、淡雅若幽幽茶香的诸多情感。书中的每
一个字、每一句话，都是用心去书写、去感受的，字里行
间满是生活滋味与烟火气息。

除了散文（游记、随笔）这些内容外，书中还收入了
可归属“大散文”范畴的其他篇目，比如饱含对女儿深深
爱意与殷切期望的《写给女儿的一封信》，特定场合下的
发言《努力成为编辑工作行家里手》《校友携手谱华章》，

还有读书心得《政协工作的智慧之源》《中年人眼里的<活
法>》，以及早些年对已故恩师鲍延毅教授的专访《真诚，
所向披靡》等。

多数篇目是“急就章”，它们像生活大花园里随手采
撷的小花，并不蕴含高深莫测的“微言大义”，却是最本
真的模样。既有对日常点滴细致入微的刻画，也不乏对一
些社会现象、人生百态的感触思考。希望读者能从中找到
熟悉的影子，获取新的启发，在阅读中有所悟、有所得。

在文笔风格方面，语言平实自然，更倾向于用通俗易
懂的话语，将故事和想法完整表述出来，让不同年龄、不
同文化背景的读者都能轻松阅读。相较于文学性强的作
品，这些文字好像少了精致优雅的韵味，但多了一份质朴
与亲和。如同邻家大哥大姐面对面坐着聊天，娓娓道来，
情真意切。恰似海浪跑过之后，遗留在岸边的小小贝壳，
刻满了时光旅程的闪光印记，被我捡拾起来，擦拭干净，
留作原汁原味的纪念。

当《时光漫旅》的书稿最终整理完成，我要诚挚地感
谢枣庄市政协的各位领导与同事，承蒙你们的关怀与鼓
励，使我在工作之余能够安心创作。我沉浸在书香政协、
和合政协的浓厚氛围中，好像一下子回到了四五年前在山
东省委党校的校园时光，读书、思考、调研、写作、聆听
报告……工作、学习与生活如此充实而丰盈，让我能有机
会将所学、所思、所行、所言、所感凝于笔端，抒写成
篇、汇聚成册。我要诚挚地感谢亲友们的鼎力支持，你们
是我前行路上的坚实依靠，你们的每一份认可都化作我笔
下的动力源泉。尤其要感谢老同事、老同学在关键时刻热
情相助，这份情谊我会铭记于心。

这本书是我在时光旅途里的漫步与采撷，虽不完美，
却饱含热诚。期望透过这本书，能让更多的人看到我在人
生路上所经历的那些美好瞬间，感受藏在平凡日子里的珍
贵点滴；更愿它能像冬日里的暖阳，为读者带来温暖，触
动心底最为柔软的角落，一起去追寻生活中那一束束或明
或暗却始终无比坚定的光。

给时光以诗意的注脚

枣庄是我的第二故乡，
这方热土给我生命的滋养。
许多人问我，枣庄是不是盛

产枣，
不然为什么会叫枣庄？
每当听了这话，我都笑一笑

说，
在中国，有枣的地方很多很

多，
为什么唯独这里叫枣庄？

枣庄有枣，关键她还有煤矿，
煤矿建在一个叫枣庄的村庄，
这座煤矿因此就叫枣庄煤矿。
再后来枣庄变成了城市，
城市的名字因此就叫枣庄。

枣庄煤矿可不是一般的煤矿，
他就是大名鼎鼎的中兴煤矿，
位列清末“十大厂矿”“三大

煤矿”，
更是中国第一家民族资本自

办的煤矿。
它诞生于洋务运动，
兴盛于民国北洋，
徐世昌、黎元洪都曾任董事

会长，
大股东还有张作霖、张学良，
枣庄煤矿，点燃了民族工业

的百年梦想。

1958年，我的父亲背井离乡，
从故土菏泽来到枣庄，
为了生活，来这里下井采矿，
就这样，枣庄成了我的第二

故乡。

枣庄出名因为煤矿，
她的历史远比煤要辉煌。
枣庄的前世叫峄县，
峄县的前世叫兰陵，
兰陵的前世叫鄫国，
再后来这里成为鲁国的“次

室”，
春秋战国这里是诸侯们的战

场。
“泗上十二诸侯”抱团取暖应

对列强，
楚人好战，逼得鲁国忍痛把

“次室”割让，
“次室”属楚，楚人广植佩

兰，
丘陵花开遍地芬芳，
兰陵之名由此响当当。

春申君推荐荀子给楚王，
兰陵令荀子也就是那时的

“兰陵王”，
人性本恶是其价值观，
德法并用是其治国主张，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是其劝
学思想。

二百年之后，
匡衡来了。
少年立志，发奋读书。
修身齐家，凿壁偷光。
功成名就，告老还乡。
栽种石榴，万古流芳。

一千年之后，
李白来了。
一杯美酒让诗仙醉得淋漓酣

畅，
意气风发，斗酒赋诗赞枣庄：
兰陵美酒郁金香，
玉碗盛来琥珀光。
但使主人能醉客，
不知何处是他乡。

两千年之后，
“兰陵笑笑生”来了，
一支神笔把 《金瓶梅》 的故

事，
编得如此美丽、凄婉、传奇

又荒唐。
言情小说，开山鼻祖。
作者之谜，千古绝唱。

三千年之后，
垂涎欲滴的日本侵略者来了，
没想到这里竟成了他们的坟

场！
中华健儿保家卫国、血战台

儿庄，
运河支队敢在鬼子的头上跳

舞，
铁道游击队让日寇魂飞胆丧！

枣庄，英雄的枣庄，
我的第二故乡。
这里有孙伯龙、朱道南，
这里有芳林嫂、刘洪、王强，
这里有王麓水、陈金河，
这里还有李宗仁、王铭章。
英勇机智的游击队员，
在这里护送刘少奇、陈毅横

穿交通线，
泛舟烟波浩渺的微山湖上。

枣庄，文化的枣庄，
我的第二故乡。
这里留下伏羲氏的足迹、北

辛人的遗址，
这里是东夷部族繁衍生息的

地方。
这里有鄫国、薛国、滕国、

倪国、偪阳国……
方国林立述说着这方土地古

老的辉煌。
这里有仲虺、奚仲、毛遂、

孟尝，
这里有墨子、鲁班、姬弘、

荀况。
孔子之父叔梁纥在这里一战

成名，
被誉为“像老虎一样有力

量”。
群星灿烂，交相辉映。
彪炳史册，光芒万丈。

枣庄，开放的枣庄，
我的第二故乡。
北依泰岱，南临淮海，
山东的南大门，
齐鲁的礼仪邦。
一代代建设者来自五湖四

海，四面八方。
实业救国、产业报国、实干

兴邦。
民族工业第一城，
不摆西洋和东洋。
当年的“老洋街”，
繁华赛过十里洋场。

枣庄，富饶的枣庄，

我的第二故乡。

父亲挖煤的地方已不再采矿，

百年中兴挺起煤化工的脊梁，

“锂电之都”使这里成为闻名

全国的“锂电商”。

绿色能源、绿色建材、绿色

农业……

当年的煤城蝶变为绿水青山

的画廊。

京杭运河百舸争流，

京沪高铁风驰电掣，

从首都北京到大上海，中间

站就是咱枣庄。

枣庄，美丽的枣庄，

我的第二故乡。

这里有“冠世榴园”，举世无

双。

这里有红荷湿地，万顷微湖

好风光。

这里有台儿庄古城，一个寻

梦的地方。

这里有大红枣儿甜又香，

这里有身披大红袍、黄金甲

的“枣庄石榴”，

紧紧拥抱的石榴籽儿，颗颗

甜蜜蜜、晶晶亮。

一盘辣子鸡吃得你热泪盈眶，

一碗羊肉汤喝得你荡气回肠。

枣庄，魂牵梦绕的枣庄，
我的第二故乡。
你给我生命的滋养，
我见证你繁荣富强。
枣庄，山岚里的枣庄，波光

里的枣庄。
枣庄，舌尖上的枣庄，梦想

中的枣庄。
枣庄，一个让你流连忘返、

梦醒留香的枣庄。

枣
庄
，
我
的
第
二
故
乡

夜渐深，喧嚣的城市逐渐冷静下来，而长江边的涛声愈
来愈近，一抹微光闪过，那是江中就要亮起的航标灯……

在距离家乡三千里外的丰都寓所，我终于完成了一个
科研计划编制，丢开鼠标，开始浏览网络信息，也算是一种
休息。

突然间，看到了一则关于年轻教师拜师的消息，其中的
一句“愿执弟子之礼，尊师重道”柔柔地击中了感情的软肋，
不免心中思潮起伏，颇有感触。

念及自己这五十多年来学习和工作经历，教过我的老
师当有近百位，尤其是想起自小学至今恩师们的悉心照拂，
心中的感激之情油然而生。

我的出生地西集镇，古称西暨，据说因地处古蔇国都城
以西两华里而得名。我们村子在蔇国故都以南一华里，与
都城隔河而望。小时候我在本村读完小学，第一位校长是
敬爱的张洪武老师，他是江苏铜山人，十六岁时背着行李卷
来到西集任教，一直教了二十八年才离开。我的第一位班
主任张元成，是本村一位民办教师，他为人敦厚，不善言辞，
但教课认真，对我们这班刚入学的顽皮孩子态度和蔼，但绝
不放纵。记得有一次勤工俭学摘酸枣，他带着我们寸步不
离，唯恐丢了一个。他自己摘的酸枣，总要匀给摘得最少的
学生。

二年级下学期，放秋假期间，我在一天晚上不慎摔下深
沟，头部严重受伤，幸亏本村知青高向荣先辈及时联系到市
立医院抢救，才与死神擦肩而过。此后，我休学一年多。再
开学时，我直接上了四年级。

教我们语文的是周福银老师，他也是一位民办教师，喜
欢读书，喜欢讲故事，高玉宝和武松就是那时候周老师介绍
给我的。

升入初中后，我仍然在本村读书，我们的校长是敬爱的
韩连甫老师。我喜欢读书但当时苦于无书可读，有时候看
见地上有字的纸也要捡起来看一看。韩老师就把我领到他
的办公室，拿出所有的报刊书籍让我阅读。那时的村办中
学条件不好，老师几乎是清一色的民办教师，另有几位下乡
知青。民办教师中印象最深的是教我们语文的张元宏老
师，他为人温文尔雅，讲课时则充满激情，记得最牢的是他
讲解李白的《望庐山瀑布》，老师梳理得整整齐齐的头微微
上昂，眼睛湿润而迷离，让我至今记忆犹新，那节课影响了
我的一生。

知青教师中印象最深的有两位，一是周玉英老师，她开

始教我们音乐，边弹风琴边领唱的样子美极了，我写过的一
篇小说《流逝的纪念》里，就有这段描写。后来，她教初中部
的化学课，一如教音乐一般投入和充满激情。尽管当时的
村办中学没有实验条件，所有的化学实验都是在想象中完
成，但在周老师的引导下，我们学校的化学实验“做得很精
彩”。

另一位下乡知青老师叫王光明，他为人风趣幽默，特别
喜欢演讲。有一次公社组织演讲比赛，为了练好功夫，他居
然跑到生产队的高粱地里，站在高坡上，对着一排排已经抽
穗的高粱，充满激情地喊道：“同志们！”

一阵风过，高粱们相互拥挤，发出“哗啦啦”的响声。“不
要鼓掌！”王老师一手掐腰，一手摆动，态度真诚，连连制
止。但高粱们毫不理会，继续发出“热烈的掌声”。王老师
只好跟着热烈鼓掌，高粱们居然停了……于是，王老师继续
练习演讲……

1983年，我转到镇办的农中学习。在这里，我得遇恩
师陈瑞华老师和孙岱章老师，陈老师教我们数学课，孙老师
是我们的校长，他们的认真和关爱，一直是我人生中的暖心
宝。我的语文老师是汤家祥，他不仅教学成果斐然，还写得
一手好字，而且对我极好，印象最深的是一次在他的办公室
求教，他还随手帮我整了整破损凌乱的衣领。那种慈父一
样的关怀，让我铭记在心。

1984 年，我考入山东省林业学校，在泰安学习了四
年。期间遇到了刘世儒、贾象斌、华颖姿、朱传祥、孙居文、
张庆良、姜德祥、马洪兵、姜淑霞等老师。我在恩师们的严
格教导下，练好了童子功，走上了社会。

1988年参加工作以后，我陆续参加了专科、本科、研究
生的继续教育学习，先后遇到了汪景彦、周成刚、刘会香、高
捍东、季孔庶等老师，我在恩师们的指导下，获得了一个又
一个科研成果……

人的一生会有很多次机遇，但我觉得最好的机遇是遇
见一位好老师。这才是一个人一生中最宝贵的财富。

在相距三千里之外的重庆丰都，在这一间不大的五层
楼的房间里，我想老师了。他们的音容笑貌，他们的言谈举
止，一下子出现在眼前。

我的眼睛湿润了，一滴滴泪缓缓流出眼眶，一丝丝温暖
浸入心田。我感觉自己的心花缓缓地开放了……

请允许我向我的恩师，向天下所有的老师，执弟子礼
……

执弟子礼
□安广池

□金殿国

非遗年货挂起来 邹竞一 摄

心路烛光

突然间，看到了一则关于年轻教师拜师的消息，其中的一句“愿执弟子之
礼，尊师重道”柔柔地击中了感情的软肋，不免心中思潮起伏，颇有感触。

它们并非随意堆砌的字符，而是人生旅途一路走来的清晰足迹，是各个阶段心路历程的
真实记录。它们穿梭于不同的时光片段里，把或平淡、或精彩、或难忘的日子一一照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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