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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文

诗 绪 纷 飞

乡情正以温暖之名

生 活 随 笔

“书香”相伴 何仙草

游走四方，常常说走就走去旅行，停下来歇息一
阵，发现留在身边的除了衣物，竟然有两样物件，一
本《素书》，一盆“瑞香”。刚住进一家民宅，简陋的书
桌上堆积着我的书籍，整理中发现了没有拆封的《素
书》。赶紧拆了坐下来翻阅，竟然不肯放下，一生堆
积的疑虑，终于在《素书》里得以释怀。

李白诗云：“我来圯桥上，怀古钦英风。唯见碧
流水，曾无黄石公。”诗仙钦佩的黄石公即《素书》作
者，一位秦汉时期的半人半神。说到此书能让吾辈
凡俗之人捧卷忘食，当谢一代“良圣”张良。“圯桥进
履”的故事里，子房还是一个逃犯，在圯桥遇到黄石
公，经受了拾鞋穿鞋的考验，获得《素书》。子房有了
《素书》，才有高祖叹服“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
外，我不如子房矣”；子房有《素书》，才知“可有可无，
时进时止”的人生智慧；子房有《素书》，“汉初三杰”
的盛名里，唯独他可以寿终正寝。子房半生，日里捧
着《素书》，夜里枕着《素书》，可他没有黄石公的幸
运，能赠书良人。子房挨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也没遇
良人可传，只好遗憾地带走了书，枕书玉枕下，保存
五百年。直到晋乱，这本书才重见天光。这样的奇
书，何以躺在我书桌上？我无从说起。也许它一直
在我身边，可我没有留意发现。今日可见，才知现在
的我最适合读它。书里有秘籍：不传于不道、不神、
不圣、不贤之人。我非道神圣贤，但我有心习之。

依窗读书，有异香扑鼻，窗台只有一盆小花正
开。这是我暑期匆匆搬家时，从之前的阳台上随手
带来的一盆绿植。不记得我是怎么得到它的，是朋
友送的？似乎没有可以送我花的友人。大概是自己
随意在网上买的，连它的名字也不曾过问，就算可以
装饰我的寂寞吧。记得去年的冬日它曾开花，满屋
子馨香且温暖。我欢喜得手舞足蹈，仍不知她叫什
么。今年的冬日一直不见阳光，时时雾霾紧锁，感觉
得到肋骨里冒出的戾气。只有窗台上的这盆绿植，
在与阳光争香，在与风霜比剑，在期待与我的交融。
而此刻，一股熟悉的香气唤醒了我。花开了，开在我
的隆冬。只见一簇簇的小粉花，躲在一张张绿叶背
后，偷偷地笑，小心翼翼地开，吐出丝丝馨香，把本阴
冷的清晨，感化得云开雾散，天地清朗。我挣脱紧锁
的愁怨，让这簇花香飘进心底。上网查证，她叫“金
边瑞香”，是世界名花，与“和尚君子兰”、日本“五针
松”共誉“园艺三宝”。

我何德何能，竟拥有“书香”二宝。也许这就是
人生，放手该丢弃的东西，不足叹惜，随即弯腰捡起
的才是最该守护的。那捡拾起来的好东西，一定是
自己的本真和智慧。

推开窗户，让瑞香飘进来，拾起《素书》，随意翻
阅。有“书香”相伴，是自我安慰，也是自我激励。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风 物 记

音乐好比水滴进耳中，舒缓、微凉，再随着节奏如墨水在水
中绽开。面向车窗，风扑面而来，夕阳拂着紧闭的双眼，它轻唤
着我。

光

光诱惑着双眼，我十分眷念这炫目的热烈，怎么看也看不
够。光定格的那一刻，影却在幻化，那是年幼在外婆家玩荡秋
千，使劲太大，把身子荡到了楼外。我紧紧抓住把杆，双脚悬空
乱蹬。我知道，找不回地面了。手软了，酸了。眼前一黑，轰隆
隆一片……睁开眼，我靠在车座上，窗户开了一半，凉风拂来，
带来活生生的实感，庆幸我还活着。只因那时，太过年幼，对危
险、生死、未来，没有完整的认识。

耳中音乐并未完结，像眼前逶逶迤迤的公路。

时

时间仍在流逝，它又是一切事物发展的源头。学习，当然
也包括生活，只是时间的产物。时间对个体来说，一切也是相
对静止的。音乐让我感受着一秒半拍的变化，体会每一时刻的
情绪。我静静地闭上眼，身体似乎在跟着下沉，越来越轻。随
着音乐去感受以往；不，是超越空间与过往的再次重合，也像抓
住了未来的一个片段。细想，恐惧，孤独，彷徨，折磨。以前连
光照都被时间挡住，又怎能看得清纷繁与简单。

时间或者说升学，早已有了潜移默化的改变，那双眼向往
着一间又一间光亮的窗户。我只好用回忆去安慰过往，这，有
点像大人们说的岁月。

倒叙

音乐到最后一次循环，似乎从心底迸发，我不由得皱了皱
眉，疼并通透。回忆停在婆婆爷爷陪我，参加幼儿园舞蹈比赛，
又像在北京比赛，电视台的记者总是对着我拍照，最后得了金
奖，受到老师表扬。从此，我在长辈眼里，是一个永远长不大的
乖乖女。很多时候，爷爷婆婆的意识，被现实所支配得不可逆，
一直以未改变的方式在流动的时间中恒定运动。

音乐和爷爷奶奶的声音，似乎在争论冲撞，又像是些见不
着意义的光辉：小时被婆婆朝送晚接；中学高中，每周回家，都
有婆婆精心准备的两天美食；在老家的爷爷，周末准来一次电
话，问我有没有学不懂的，问学校的生活，还给点零花钱……婆
婆爷爷十余年聚少离多，我心头一紧,不忍回望。

耳机早没了声音，睁开眼，心也平静了许多。现实于我，总
是有许多温暖。不管明天是阴是晴，都必须从容面对时间给我
们带来的无穷挑战。

（作者系成都市龙泉驿区东上高级中学高二6班学生 指
导老师：邬小玲）

荠菜之约
谭武秀

一场初雪在金佛山登场，在夜晚静悄悄飘落，一
夜间白了山头，仿佛在传递着天上人间的密语。当
然，这种无言的传递，懂的自然懂，不管是动物、植
物、山川、河流，抑或一块石头。

厚厚的积雪溶解之后，山又恢复了原来的模样，
不惊不诧。谁知，冷空气不与谁商量，又转身离去。
暖阳持续高照，阳光肆意流泻。这个时候，山上山下
的植物最能感知意想不到的问候，在冬天的温暖里
绿意盎然。

蜡梅倒是应该在这个季节出现，但今年仿佛开
得更早更欢。蜡梅香气四溢，醉了整座小城。路过，
我随手用10元钱买了一大束蜡梅，送给身边的小伙
伴。不用言语，在温暖的冬天，用一束蜡梅传递彼此
内心里的满心欢喜。

不曾想，在蜡梅入世的时候，荠菜也来凑热闹。
荠菜，在湿润的土壤里滋养，悄悄长出喜人的嫩

叶。这个消息，是杭姐在电话里告诉我的。
她说，你不是喜欢荠菜吗？周末我们约涛涛一

起去乡里挖荠菜。
每年的荠菜不是在春节之后，二三月才会长出

来吗？怎么在隆冬会有荠菜呢？我惊讶！
喜欢荠菜，还是源于这位姐姐。她是一个特别

喜欢分享生活，分享爱的朋友。她前年挖了好多荠
菜，用细腻的情感揉成面皮，用荠菜和肉混成馅，包
了饺子和包子，分送给身边的朋友尝鲜，向朋友们夸
赞荠菜的营养价值和美味。当然，我住她楼上，近水
楼台先得月，自然是新鲜的荠菜和蒸熟的包子，一样
也不少。

从此，我对春天的荠菜情有独钟。
即便日子再忙乱，我也希望有一天能去乡下挖

一次荠菜，体验一下劳动所获得的那份快乐。
去年初春，我去了城郊的一个朋友家。阳光绚

丽，便去他家菜园子里转转。我突然发现了园子里
有一片小植物与杭姐送的荠菜相似，但又认不准。
赶忙挖了一株跑去向朋友求真相，他说是荠菜。

心下暗喜！与荠菜来了一场偶遇。
挖了绿油油的一袋荠菜回家，小心翼翼地清洗

一遍又一遍，放在盆子里，并备好了面粉和猪肉，准
备按照杭姐教授的方法包饺子吃。

此时，想起好东西是要分享的。我打电话邀请
办公室的同事来包荠菜饺子吃，她以光的速度赶来，
看见厨房里清洗好的荠菜，哈哈大笑，差点喘不过气
来，眼泪都笑出来了。

我莫名其妙地看着她，问她怎么了？
她说，你这哪是荠菜？是猪草！最后还补充了

一句：猪能吃，人也能吃！
我不信任她，怕她与我开玩笑，发了图片给杭姐

求证，果真是猪草。
阴差阳错，我们吃了一顿猪草饺子。也挺清香。
有了这么一段挖荠菜和吃荠菜饺子的经历，再

也不敢独自去挖荠菜了，因为山野里的草本植物长
得太像，我无法分辨，所以不敢轻举妄动。

因此，接了杭姐的电话，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
约定周末一起去挖荠菜。

我们去的地方也在城郊，杭姐如数家珍，她带朋
友们到处挖荠菜，哪块土地里有荠菜，哪块土地里长
势较好都了如指掌。

最初开始寻找荠菜的时候，还是对荠菜认不
准。在杭姐的多次纠正下，荠菜的模样才慢慢长在
心里。荠菜喜欢成片生长，只要找到一株，周围就会
有更多的荠菜等待我们去挖。

我喜欢嫩嫩的荠菜，于是专挑长在杂草里面的
挖。蹲在菜地里，越挖越带劲，绿油油的装在袋子
里，特别喜人。

“别嫌弃那些看似长得老的荠菜，它们的作用可
好了，含有多种氨基酸、维生素，平肝明目、清热降血
压，作用可多了……”杭姐见我净挑嫩的荠菜挖，开
始数落我了。

两个小时，我们转了三块土地，收获满满。分手
时，杭姐和涛涛分了很多荠菜给我，毫不客气地接受
了。当晚把荠菜一遍一遍清洗干净，期待着明天买
肉回家包荠菜饺子，心里想着都很美，谁能与我共同
分享如此美味呢！

在冬与春之际，年味也越来越浓了。忙碌了一
年，不妨停下匆匆的脚步，静下心来倾听大自然的密
语，比如蜡梅花开的声音、荠菜之约的心动、一只喜
鹊飞翔时与凉风的拥抱……

（作者系南川区作协副主席）

周文权

时光倒叙
蒋水杭

当我们谈起村庄，故乡的
月光，就会如影相随
一缕沐浴着亲人
一片挂在窗外的树梢上
枝叶太软，托不起
满弦的乡情，我只看见
银月如钩

星夜静谧。遥远也有仰望
之美，故土在哪里
根就在那里
日子越丰盈，我就越惆怅
流星敲击心扉，每一颗
都是璀璨的灯火

当我们谈起村庄，情不自禁地
为那些朴素的乡亲鼓掌
赞美蓝顶绿瓦的小楼
干净整洁，南来的飞燕
在堂前谱出一曲春暖花开

自来水流出的乐章
是小日子从容的颂歌

人到中年，熟悉的事物
时常相对而坐，乡音像候鸟的
啼鸣，在指尖开花结果
我试图让土生土长的文字
习惯于草木，稼禾，以及羊群
……
只是刚刚的一场冬雪之后
新鲜的阳光，已将我返乡的
诗行，拉长了几分
正以温暖之名

(作者单位：潼南区政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