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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日暖阳
（外一首）

○刘刚

阳光像山涧的瀑布倾泻下来
溅起朵朵浪花，飞上枝头
为大地霓裳装点绚烂的色彩

响彻林间的歌谣
被扇动的翅膀铺展开来
夹杂泥土和野草的气息
在风中欢快地手舞足蹈
小河随舞姿流淌出动听的旋律
蝴蝶随旋律翩跹着优美的舞姿

瓦檐下晶莹冷酷的冰块已荡然无存
新生的娇嫩绿芽骄傲地展现着
早春暖阳的妙手丹青
三五孩童嬉笑着在草地上奔跑
每个人手里都牵着一片悠闲的云
忽高忽低在空中飞舞

我的思绪瞬间被拽回童年
儿时，我也扯着一片五彩的云
在暖阳下俏皮地飞奔
时光流转，不经意间奔入中年
与春日暖阳一样
裹紧张扬的脾性，和煦而内敛

声声鸟鸣起乡思

一只北来的小鸟落在屋檐下
浑身散发出丝丝寒意
它用几近撕裂的叫声
急促地呼唤着附近的同伴
喊声直抵苍穹

被鸟鸣震碎的云块
化作思乡的泪滴
在燕子南飞的季节里
下起冰凉的细雨
就这样在雨雾中望眼欲穿

震颤的心，挂在
湿漉漉的苦楝子树上
像为数不多的干瘪的苦楝子
在风雨中摇晃成父母的身影
颤巍巍地，随时可能回归泥土

此时的心情就像一把刀子
好想调转刀尖甩出去
让一粒苦楝子亲吻泥土也好
可刀尖向内，扎得心儿青痛
像小鸟那样的呼喊都不会了

一起向未来
（外一首）

○尚庆海

在龙的故乡
古老的东方
一起向未来
在北京唱响

五环旗帜下
欢乐的海洋
冬奥的光芒
把世界照亮

一起向未来
人类的向往
和平与友爱
谱写新篇章

一起向未来
无限的期待
我们手牵手
对未来告白

生命的荣光

不同的肤色
相同的梦想
不同的语言
共同的渴望

飘洒的雪花
闪耀着光芒
冰与雪奏出
春天的交响

五湖的宾客
四海的朋友
我们心连心
用微笑交流

随雪花起舞
在冰上滑翔
冰雪上绽放
生命的荣光

许多年前，我住在渠江边一个乡镇。夏天
涨洪水，我跟着大人们爬上磨盘山看稀奇。浑
浊的江水滚滚而下，像是一场盛大的表演，全
然不知洪水与粮食的关联。后来顺江而下离
开家乡出去念书，依然是在渠江边，却有了摆
脱了一眼可望穿的生活的快感。仿佛下游和
上游已不是同一条河流。江水的记忆只剩下
一些片段，比如周末的野餐，回家的遥远。那
时父亲在重庆谋生，假期便常常跟随父亲呆在
重庆。城市的烟尘与繁华早已盖过野餐的欢
乐。当公路从城市不断延伸，在我心里，渠江
已悄然沉睡。

多年后，在看过长江的逶迤婉转，黄河的
气吞山河，雅鲁藏布江的声势浩荡，金沙江的
波澜壮阔……以及无数无数的河流与湖泊，我
落脚在合川北城涪江边，开始关注河流的走
向。我喜欢在卫星地图上看合川：嘉陵江，一
手挽着左岸最大的支流渠江，一手挽着右岸最
大的支流涪江，携手前行汇入长江。我竟然产
生刘备、关羽、张飞“桃园三结义”之豪情的联
想。它们岂止肝胆相照，完全是血液相融。

于是和一群驴友计划徒步合川境内三
江。每个周末，从合川城区出发沿江而行，豪
言要用脚步丈量三江。在一个夏日炎热的早
晨，我们从涪江开始徒步。路过了许多村庄，
华丽小楼与废旧的木屋相间。村庄早也不是
印象中的村庄，人去楼空，杂草丛生。把帐篷
搭在村子里，村民同情地看着我们简陋的装
备，热情地邀我们进屋吃饭，我们委婉地谢

绝，但喜欢和他们聊天。夜晚的村子繁星点
点，虫鸣蛙叫，寂静又空旷。有一些童年的记
忆似乎被唤醒了。徒步三江的计划止步于太
和镇。隔江遥望对岸，是潼南。我知道幼时
的渠江也一样：将乡野的人们送到城市的腹
地，荒芜了一个又一个村庄。时间有时是一
把荒诞的尺子，衡量文明的进程，也衡量着找
寻的过程。一种是向外、顺势前行，一种是向
内、寻找自己。

前几年，合川沿渠江修建绿道，计划从合
川主城一直修到涞滩古镇，全程数十里。作
为拍摄工作人员陪同考察，我们乘船逆江而
上。这条我曾肆意离开和忘记的河流，蜿蜒
穿行在乡野间，岸边绿植丰满，炊烟缭绕，甚
至随风飘来果香。2016 年，首届重庆晚报文
学奖在合川举行颁奖仪式。王明凯、傅天
琳、蒋登科、大窗等所有参加颁奖典礼的重
庆文坛大家都来了。我又一次乘船陪同重
游渠江。大家在热烈和兴奋中看一江碧水，
两岸村庄，拍照记录，回忆着自己的家乡以
及文字里珍藏的故乡。四月细雨轻轻落下，
出生在合川的大窗老师说，以前的渠江声势
浩大，和现在的平缓判若两江。站在甲板
上，我有些恍惚，我的文字几乎不涉足故乡，
仿佛我从不曾有。

曾经跟一个喜欢哲学的朋友讨论：渠江汇
入嘉陵江，为什么就不能是新的河流而依然叫
嘉陵江呢？只是从一条河流到另一条河流，
难道就失去了被命名的权利？我们是在卢作

孚广场讨论这些没有答案的愚蠢问题。近六
米高的青铜雕像卢作孚先生的目光远处，是
涪江缓缓流过。那时的作孚先生，以“航运是
一切事业之母”，从上海买来小轮船，开启了
川江航运旅途，完成了长江上游航运界的整
合。那一段与民生与河流相关的岁月，作孚
先生不仅在战争年代完成了中国的“敦刻尔
克”，也完成了由嘉陵江到长江，由长江到大
海的航运发展蓝图。在顺应民生的走向里抵
达辉煌，又在凶猛的时代洪流中走完一生。
而此刻我与作孚先生如此接近。我居住的小
区在涪江二桥下，沿着滨江路步行几分钟即是
卢作孚广场。其间的浮雕文化长廊我抚摸过
无数次。余复光、于成龙、李实等历史名人，合
州川剧文化、合川历史知州、历代进士、漕运文
化，他们安静地活成浮雕和雕像。也曾步行至
文峰街看涪江与嘉陵江汇合处，只是水波微
澜，远没有渠江与嘉陵江汇合处的泾渭分明，
仿佛它们原本就是同一条河流。

人类社会文明源于河流文化。尼罗河、幼
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的两河文明、印度
河文明、黄河文明，这些大河文明与人类文明
息息相关，是人类文明的源泉和发祥地。这
些只是被书本储存的信息，现在在一点点开
始溶解。2017 年，随我一起生活的父亲因病
离世，他唯一的愿望是回到家乡，在渠江边，
磨盘山下，老屋门前。我们带着父亲回去，山
河静默。我知道，我有了故乡，有了对山河的
眷念。

去年，从合川北城搬家到南城，住在嘉陵
江边。突然发现，冥冥中我一直跟随着三条河
流的走向。这种感觉让我莫名欣喜。就像一
段剪不断的关系，给予生命原本不可见的形
式。仿佛一种生长，非虚构的生活里，有一些
虚构的特性，这种特性来自于观看的方式。
常常站在阳台，看附近的窗口，想象着一个个
故事的发生。隔壁左边的房屋没人入住，常
有房屋中介带人看房。有时是一群人对房子
品头论足，有时只有中介热情推介，看房人只
看着阳台外平缓流淌的嘉陵江。侧面的那个
窗口，玻璃窗上贴着大红“喜”字。周末早起
的清晨，会看见一个长发女人，穿着蓝色长
裙，坐在钢琴前弹奏，从未见过她的家人。更
多的时候，常常沿江步行，看滨江公园漫步或
舞剑的人们，看在草地觅食的群鸟，看嘉陵江
水的走向。江水原本直行东南下，受东津沱白
塔坪的阻挡，以撞了南墙须回头的姿态，掉头
向北流去。

周末带着家人爬山，爬上白塔坪俯瞰合
川时，不知谁喊了一句：看，这就是朕的江
山。全家人便笑闹着，和一弯碧蓝的嘉陵江
水一起，在初春暖阳下微微泛波。细窄的脉
络被打开，所有的情绪都舒放开来，所有的
高楼矮了下去，远处的南屏大桥像一条线，
牵扯着两岸。嘉陵江水，裹挟着渠江、涪江，
也裹挟着我的成长岁月，一直在平缓流淌。
和时间一样，流淌的形式近乎静止，从来都
不曾沉睡。

○安卡

最近一朋友评聘
职称没有过关，特别伤
心，打电话来诉苦。此
刻，我正在家里熬汤，
恰恰这一个“熬”字，让
我浮想联翩。

熬，在我们生活中
比较常见。

有一种厨艺叫“熬
粥”。没有比熬粥更简
便的手艺了，它不需要
复杂昂贵的食材，一把
米，一瓢水，一簇火，慢
慢煮。看到水与米在
锅中翻滚交融，如湖面
涟漪，渐渐香味四溢，
喝一口，柔软丝滑，暖
心暖胃。

“ 熬 药 ”，大 家 都
熟知。药材大都是草
根叶片，经晒、烘、焙、
炒等，历经九九八十一
炼，成了中药材。这些

“草根”与水糅合在一
起，再以文火慢熬，整
个房间乃至屋外都会
弥漫着一缕缕苦涩味
道。味道虽不好闻，却
能治好顽疾。

还有一种叫“熬人
生”。我们常听说“苦
日子熬着呗”，不需羡
慕别人的日子，也不要
抱怨自己的生活，朝着
各自的生活方式熬着，

一天熬过一天，一年熬过一年……从生到死，如心电
图一样波澜起伏，曲折向前，直至拉平，成为一条线。

熬，对人来说并非忍气吞声、坐以待毙、无可奈
何，而是默默隐忍、战胜困难、蓄势待发，犹如古人所
言“苦其心志”。

熬，是一种过程。“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土块垒
成九层之高的平台，不是一时半日就能垒起的，必须

“熬以时日”。曾听过竹子的故事，竹子前4年仅长了
3cm，但第五年开始，每天以30cm的速度疯狂生长，化
成一片竹海。可想前四年是多么的难“熬”！王国维
在《人间词话》里说，做学问经过三个境界，“衣带渐宽
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排在其间，成了起点与终点
的桥梁，唯有“熬”下去，才能到达彼岸。

熬，是一种品质。小草熬过了寒冬，才有来年的
重生；蝴蝶熬住了束缚，才得以破茧飞舞。在实现理
想的征途中总会遇到坎坷不平，“熬”是磨练意志，只
有在百折千磨中，愈挫愈勇、屡败屡战，人才会坚韧起
来。像“熬粥”“熬药”一样经受住烈火的考验，才能成
为美食、良药。如果我们理想落空了，那昭示自己技
能还没“熬”到精湛；如果我们事业失败了，那说明自
己还没“熬”到优秀……一切还需要再“熬”，“熬”出坚
韧不拔的品质来。

熬，是一种智慧。一个“熬”字，形象传神，暗藏着
人类智慧。爱因斯坦说过，成功=艰苦的劳动+正确的
方法+少谈空话。这里“正确的方法”，也是指“熬”，不
同的中药材，甚至同样中药材不同比例，熬出来的药
效也是有区别的。同样一碗饭，同样长的时间，有的
变成馊饭，有的变成米酒，这就是因为目标方法不一
样。有目标有方法的“熬”，就会成功；没目标没方法
的“熬”，那就是混日子。在“熬”中要学会直指目标，
学会总结，学会抓关键，学会理思路。

之前，我每遇到不尽人意的事，父亲总是笑笑
说：“不着急，熬一熬就过去了。”可惜，那时我并不知
此意；当我人到中年，经历了更多的事，才明白：许多
事情，一眼是看不到头的，一时春风得意，或一时折
戟沉沙，都不会成定论，只需有目标有方法地“熬”下
去，“今天受的苦、吃的亏、担的责、扛的罪、忍的痛，
到最后都会变成光，照亮前行的路”，这恰与父亲教
诲暗合。

最后我想说，亲爱的，别放弃，别退缩，不急不躁，
不悲不欢，是人生“熬”出的最高境界。人生百味，都
是熬出来的。熬得住，出众；熬不住，出局。

﹃

﹄
出
来
的
人
生

○

罗
驰

初春尚有些冷。没有暖阳的日子，
天总是灰扑扑、雾蒙蒙的，泛着淡淡的磁
青色，像张爱玲小说里描写的场景。而
人行其中，裹着还不够轻薄的棉衣，掩紧
心底那一点关于春天的希冀，不置一词
地朝平凡的下一刻走去。你以为她是孤
独或寂寞的，你不完全懂她。她不会告
诉你，在那些即将来临的晴朗春日里，她
的心潮为何而澎湃。

城巷郊野俱已被春雨洗过，挑一个
无需劳作的晴日，去做一件浪漫的事，
她要一个人去抓住春光。下午两三点，
往山里去。

说是山，其实也就是个小山包，山
当然也有名字，土里土气中也能读出一
两分质朴。她从不纠结山的名字，只在
意山里风光。“草木蔓发，春山可望，轻
鲦出水，白鸥矫翼，露湿青皋，麦陇朝雊
……”她喜欢的山水田园派诗人王维写
给好友裴迪的书信里，以这样的词句来
诉说春色。

千年前的春山和如今的春山是不是
同一个春山呢？她没看见轻鲦白鸥，可
目之所及，正有草木葳蕤、春露莹然，鸡

鸣树底、鸭戏水间，绿野无限，生机自然
也无限。她为这样的生机而动容。

春山里，绿侵占了她的瞳孔。绿也
是有年纪的，她曾经看到过一个作家形
容绿色，不说“深深浅浅”，而是别出心裁
地用了“老老少少”四个字。春野的绿大
抵总是年轻的，似乎一揉，还能洇出鹅黄
的汁液，恰如路旁疯狂占据春天的繁缕。

不知道为什么重庆方言里把繁缕叫
做鹅儿肠，她觉得，繁缕才是最适合它
的名字。丝丝缕缕，密且繁，有的还开
出了细小的白花。这样柔嫩的春草原
是可爱的，可惜的是，在农人的眼里，它
的出现并不合时宜。她想起余秀华的
诗句——“告诉你一棵稗子，提心吊胆
的春天”。一棵稗子提心吊胆的春天，
何尝不是一地繁缕提心吊胆的春天？
因它们都是不堪采食的疯长的春草，只
会和稻子、菜蔬之类的作物争肥，总免
不了担心某一日，无情的锄头就会猝不
及防地斩去它们的生命。

不知道这些繁缕能不能逃脱身为野
草的宿命，不管明天如何，此时此刻，它
们仍旧生长得肆意而欢欣，尽情抓住此

刻的春光。
青年大都往城里去了，春山的屋舍

里居住的多是鹤发老者。鬓发虽白、皱
纹虽生，在这生机盎然的春天里，他们也
显现出无限活力。搬两根长木凳，三三
两两地坐在地坝里晒太阳，用老道的方
言摆摆龙门阵。今年种几挑谷子或哪些
蔬菜？要不要养猪？要不要喂羊？话题
无非是这些。他们似乎从没思考过生活
或生命的意义，所谓悲春，是玩笔杆子的
人才会做的事。他们不关心文学，只关
心粮食。在春色里唠了一辈子的家长里
短，叽叽喳喳到了暮年，还得唠下去，这
才算不负今年的春光，才算不负这一生
的春光。

这里有一山的鲜活，也承载了一山
的逐渐老去的灵魂。她漫步春山之中，
觉得自己不是个过客，而是切切实实成
了山中的一部分。如今置身暖阳之下
的她当然是鲜活的，但她也明白，就是
这样的春光，一年一年在催赶着她走向

“老”的彼岸，幸而这道路还长，她还有
好漫长好漫长的岁月。

而此刻，春山可望，便尽兴看吧！

古往今来，有太多太多的文字，在
描写着各种各样的遇见。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
在水一方。”这是撩动心弦的遇见；

“这位妹妹，我是见过的。”这是宝
玉与黛玉之间初次见面欢喜的遇见；

“于千万人中，恰好就碰上了，没有
早一步，没有晚一步。”这是张爱玲传奇
的遇见……

好喜欢北大吕帆教授写给《朗读
者》这样经典的开篇词。

而在辛丑年翦翦轻寒的暮秋，也有
属于我的惊艳的遇见，因偶然的机缘，
我走进了合川教师进修校图书馆，她清
新小巧，精致素雅，安静地矗立在校园
的一角，似乎一直在等待我的到来。阳
光妩媚地洒在她白色的屋身上，更增添
了一层纯净圣洁的光晕。

说来惭愧，来进修校一年有余，居
然没有发现有如此美好的去处，包括她
身后那一片每到春天都会姹紫嫣红、芬
芳绕香的桃林、海棠与李花，我恼怒自
己的固步自封，恼怒自己对陌生环境中
人与事物本能的拒绝，从来不愿意多花
一点点时间去走走看看校园的周围，如
此生生推迟了与她遇见相知相融的时
间。

所幸，千差万别，终于还是让我遇
见，我把她矫情地称作心灵的去处。

一头扎进去，熟悉林立的书架，优
雅精美的装点，明亮柔和的灯光，飘飘
袅袅的茶香，舒适别致的桌椅，环保有
序的规划，更让我惊叹！近四万册书籍

整整齐齐地列队那里，现代化、智能化、
自动化的查询、借还系统，手指轻轻一
点，你所想的书目就呈现到你眼前，方
便快捷，准确清晰。看着焕然一新的
她，怎不让人怦然心动？我才真实地体
验到了与桌为伴、与书为友的别样的
美，内心一直渴望得到的情愫，拥有的
意境，似乎一下子都得到了满足。

不想再隐藏自己真实的私念，遇见
她，不说是欣喜若狂，小小的激动是有
的，感恩世间，遇见是如此的美好。我
想，我要成她的常客了，我将用在校的
所有闲暇时光尽情饱览古今中外经典
名著名篇，与这些高尚的心灵对话，找
到自己安放心灵的去处。

时光荏苒，白驹过隙。回想自己半
生以来一直喜欢阅读，涂鸦文字，常常
憧憬能坐在窗明几净的图书馆看书写
字，也常常希望在书店买回更多的精品
书籍，可是，生活纷繁，条件所限，总是
有那么多不被计划的琐碎缠绕与破坏，
和自己软囊羞涩更羞涩，让愿望遥远又
遥远，只能在自己的陋室里靠自己微薄
的薪水里节衣缩食买点书来延续自己
的梦想。看着自己一篇篇散文、一首首
诗词相继在各报刊、网络文学平台发
表，对图书馆的喜欢就更浓烈，只有阅
读，才能增长见识，丰富自己的头脑，充
盈内心，激发更强烈的灵感。“问渠那得
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嘛。遇见后
我曾多次在学校图书馆里慨叹，如果能
在图书馆上班该多好，如果能调换岗位
该多好！同事安慰我，任何岗位都是一

样的在工作着嘛，如果调换她肯定也是
不愿意的。她何尝不是也非常喜欢这
里呢？一笑。

“书卷多情如故人，晨昏忧乐必相
亲。眼前直下三千字，胸次全无一点
尘”，五百多年前于谦在《观书》写道。
如今我也有机会如此“观书”了，选一临
窗位置坐下，随便抽出林清玄，或者汪
曾祺的一本散文，就可以打发半下午时
光。我对散文情有独钟，遇到特别喜欢
的不仅反复阅读，而且读后还会在日记
本上留下读书的感想。我读初中的时
候喜欢把一些好句好段摘抄到笔记本
上，现在脸上的皱纹日益深刻，却乐而
不疲地重复少年时的喜好，在本子上抄
抄写写。我做这些，已经没有当年一名
初中生的功利：琢磨着将这些句子运用
到作文本里，期望自己的作文成为范文
被老师朗读。但感觉里，自己回到中学
时光，青春的旗帜在耳边猎猎作响，有
很多东西要学习，有很长的路要走。不
过，我更多的时间还是习惯把精心挑选
出的作品带回家或者办公室细细品读，
然后再还回图书馆，那样就更体现了

“书非借不能读也”，逼迫自己更快地看
更多的书。不知现在还有没有像我这
样的笨人实行这个笨办法，好让自己多
看一点书。

奥斯特洛夫斯基曾说：“人的一生，
不能燃烧，便会腐朽。”我不想腐朽，我
也不太想有耀眼的燃烧。因为遇见，因
为图书馆，因为这美好的阅读时光，我
只想努力拓展人生的宽度与厚度。

诗歌诗歌
散文散文

随笔随笔 散文散文

散文散文

熬熬

○姜先惠

○王灿

不要等河流醒来不要等河流醒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