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7好作品
Email:jlrbdbf2@163.com 电话：（0431）88600605

东北风
2023年8月19日 星期六 编辑 孙艺凌

回首昨天

并不遥远

也许

我们不再是青春少年

却心心相连

梦中那勃发的激情

依然是我们奔跑的航线

青春的轨道上

有我们的足迹

未来仿佛还在向我们呼唤

我们依然在向着初升的太阳挥手呐喊

我们来了

又一次踏上了崭新的起点

挺起的胸膛

挥动的旗帜

我们骄傲地承诺

飒爽英姿

便是青春少年

时光渐渐远去

一切仍在默默地追赶

脚下的路

光芒万丈

春光一片

……

青春无限
□刘凤琴

总有那么一瞬间，我们可以让光阴变

得很慢，而把光阴变得很慢的事，又往往都

是“无用”之事。可又恰恰是“无用”之事，

却让我们觉察出光阴的好处来。

看一只鸟停在一树怒放的樱花上，一

口一口吃着花瓣，鸟吃得很慢很慢，看鸟吃

花的人看得很慢很慢；看一个人在水草丰

盈处，一人一竿一江秋，钓鱼钓得很慢，人

一坐一天，连看钓鱼的人光阴过得都很慢；

只等风来，拍摄一丛芦苇，风来了，芦苇随

风翻飞的场景很美，可风总是来得很慢，这

样等风的光阴就变得很慢。看鸟吃花、坐

江独钓、等风拍苇，这些事看起来那么“无

用”，却让生活的光阴折射

出多条影像，一时间，饱满

充实且丰富多彩。让光阴

变得很慢不是熬，不是等，

是饶有兴趣且意味犹存。

世界上的很多快乐，我们掰着指头细数，会

发现让我们真正快乐的事，恰是那些“无

用”之事。

最近读到一句话很有道理，“文人一旦

无涉功名利禄、声色犬马，随处可见细雨湿

衣、闲花落地，品茗、仿帖、课子、默坐；人一

旦摆脱稻粱之谋、余财之诱，何愁缺少棋中

之意、竹外之情。”而这“细雨湿衣”“闲花落

地”“棋中之意”“竹外之情”哪一件事有用

呢？但是，也只有这样“无用”的事，才会让

我们品得光阴的好处来。

玩葫芦是“无用”之事，却很有趣。一

种爱好一旦入了心就着了迷，其中的欢欣

愉悦，只能问玩葫芦的人了。我有一朋友

喜欢玩葫芦，每每找他出去逛逛，他总拽着

你去卖葫芦的摊位上瞧，瞧就瞧吧，还恋着

不走，挑来挑去，非得要挑一个“龙头”高昂

的，挑完还和卖葫芦的讨论一番，这样一来

二去都日上三竿了！受他的影响，我也喜

欢上了逛集市。他逛他的葫芦摊，我就逛

其他的小铺子。这样下来，淘来不少小玩

意，一把核桃夹子，一个巴掌大小的板凳，

一个戴葫芦把儿的木头锤子。

回到家爱人调侃着说：“啥用！”自己也

琢磨着：“干啥用呢！”可是闲来无事，边看

电视边用核桃夹子夹核桃，光阴闲慢得很

有滋味；小板凳檀木色花纹很好看，就给多

肉做了花架，每每抬眼看到很是赏心悦目；

还有那戴葫芦把儿的木锤子，在阳台晒太

阳的时候，捶捶头捶捶腰，觉得舒服极了。

那些恰是没有用的事物，却每天滋养我的

身心，让我觉得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而我

的朋友每天把大把的时间用在温养他的葫

芦上，看似“无用”的事情，却让他身心愉

悦，性格也悄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朋友

本来是脾气火爆的人，以前总是火急火燎

的，遇事就爱琢磨，而今每天摩挲他的葫

芦，让他乐在其中，遇事也稳健从容了许

多。看着一枚枚被他摩挲得温润敦实的葫

芦，想必他的小日子过得也不错！

记得童年时，我总爱摘一枚柳叶，放在

嘴边，坐在河坝上悠闲地吹着，一整天一整

天看着天上的白云，看河水泛着鱼鳞般的

波澜，那细小的微波，仿佛总荡着不一样的

情愫。偶尔和小伙伴们跑到院子里的草窠

处，抓蚂蚱和蚯蚓来喂鸡，也用蚯蚓做钓饵

去钓鱼，眼见小银鱼儿在浅滩上一道白光

飞过，就是钓不到，但是在溪边泼水打闹的

快乐，却一直留在心里。

那个时候做的每一件事都那么“无

用”，可却有着无穷无尽的快乐。最简单

的快乐，实则就藏在那些看似“无用”的事

中，它们能让生命鲜活起来，做一个清清

亮亮的自己。

让光阴变慢
□高玉霞

一眼千年
——观农安辽塔

从辽金的记忆开始

金戈铁马踏过的青砖

就以八角十三层实心密檐式的表达

穿越千年

只一眼，就印证了时代的变迁

可以顺着青砖的痕迹

读黄龙府的传承

你或许用距离导出的媒介

牵动光阴，伴随一缕风

品味风铎摇动的一声延续

交汇古今

也可以感觉自己的指尖

在四十四米高的历史上驰骋

它触摸到的

真实屹立，呈现眼前

所以，千年前的一个印记

就在黑土地上生根发芽

九百九十九年坐在沧桑上面

被二零二三回眸

一眼瞬间千年

一帧帧影片，在记忆里长存
——长影博物馆速记

认识你的世界

是从星星搀着残月开始

树木烘托出的露天广场

喧嚣夹带好奇

母亲拿出白色的月光覆盖夜色

黑白便不再是生活的用语

走在长影博物馆深处

一帧帧影片

开始循环放映

最后集体在眼睛里复活

每一面墙活出的人物和故事

留下浓浓笔墨给记忆发声

溢出的情感顿挫柔软的那部分

才是新中国电影的摇篮曲

从此，流金岁月扑面而来

片名在影壁墙上流光溢彩

光里有追溯的童年，有慢慢的成长

才有沉淀的后来

影片一幅幅有声有色

一些道具，也从静止的角度

站位自己永远的光鲜流年

其实沉默也是一种活着

斜倚一方青砖，说出过程

就有了艺术的精耕细研

拷贝那年，那事，那人

定格的影像

被灯光一闪一闪题字

写入历史，化作永恒

活着的印记［二首］

□贾林森

我想把这首随兴曲送给你

音符漫散飘浮，如

颗颗不谙世事的星球

呼吸激起星云

指尖划出银河

随意拼贴属于我的宇宙

五线谱链接

黑与白的交错

狂想不曾停摆

踏板促进融合

云梯与彩虹擦肩

就让我沦陷在乐音的海

你的眼神 我的动作

绝对随兴 绝不随意

曲已终

你追逐

泡沫般幻灭的切分音

我记起

你脸上澄澈透明的笑

源自我们的初遇

云边小屋

气球飘不到的地方还有阳光

无重力的梦想就环绕在我身旁

睁眼遇到一群热爱自由的鱼

闭眼享受云朵幻化成的海浪

一只秃尾的猫睡在潮汐中

一只残耳的狗泡在温和的海

不完美又有何妨

躲开完美才能看到不完美多可贵

茶水间里的茶点

放下整齐，排成散漫的队列

喜欢这样脱离拘束的时候

不爱齐整到丢失颜色的感觉

电脑开着，没有网络

适合关掉电源，启动想象

平凡的日子既已成习惯

就要加点梦幻成就心中的遐想

云边小屋

引云停驻

放下复杂

翻开旧书

随兴曲［外一首］

□李宜诺

格调人生格调人生格调人生格调人生

我妈小时候没进过学堂，成人后扫盲班亦未读过。老人家虽是文盲，仍多少识得几

字。比如“四川”，是她终生相依的祖籍；比如“北京”，是我当兵的地方；比如“天津”，是她熟

悉的所在（曾两度来津）。此外，我爸我妈加上我，三人姓名的九个字，以及阿拉伯数字，她

都认识。退休后，时常光顾大院传达室，有时邮递员刚走，收发尚未分拣，我妈自己动手，只

消三五下，便“甄别”出我寄回的家书。

自从装上电话，我便不再写信。我爸去世后，我会每天跟我妈通通电话。我妈嘴里，从

来愁事少，乃至无；始终趣事多，盈耳也。电话打去，问她在做啥，回答往往是“打毛线”。除

去夏天，春、秋、冬三季，我妈似乎都在织毛活。从年轻时起，已成她独有的业余爱好。我妈

擅长“盲打”，技艺出众，平针、平反针、罗纹针、元宝针，尽可玩弄于股掌，并无偿指导几代学

徒。

我妈的毛线，一直打到耳聪目明的八十多岁。有回电话刚通，我开个玩笑：“又为谁

忙？”我妈笑了：“小王。”保姆小王，照顾我妈，已有六年。小王不会打毛线，只会挽线团，她

为自己的丈夫（在老家务农）、女儿、女婿（在广东打工）挽了数不清的线团。最后经由我妈，

一针一线地，织成小王全家的冬衣。

毫无征兆，我跟我妈的电话，会在那一天戛然而止。2010年8月12日，我妈深夜突发

脑溢血。我从长春赶回达州，直奔监护室。我妈昏迷着（直到离世，再未醒来），我挨近她，

叫了几声“妈”，我妈没有应我。端详她的面容，

仍如往常，平和，慈祥，好像刚刚入睡。多年来，

每回同我妈聊天，喜欢看着她说话。从年轻，到

高龄，我妈脸上，对人总是和颜悦色，遇事总是不

卑不亢。寒时看去，有默默的温暖；暑时看去，是

静静的清凉。见过她菜市上讨价还价，从无强

买，全是商量。我妈从不佩戴任何首饰，从她脸

上，能窥见内心的干净，是那种本色的文明。而

恰恰因为我妈并无文化，让我体会到文明与文化

之间，虽一字之别，却画不得省事的等号。

六天六夜后，我妈悄然而去。起初让人恍

惚，有些半信半疑。很快振作起来，操办老人的

后事。我妈去世，等于宣告，在这个地老天荒的

人间，我家上一代人，均已仙逝。

殡仪馆一间收费不菲的灵堂里，冰棺考究，

我妈安卧其间。高大的立式空调，让宽敞的空间

一派凉爽；四周鲜花，给一位退休职工平添尊

贵。我妈去世后，没有通知任何领导、同事、朋

友，到场者，全是我爸我妈的侄男侄女及其后

辈。我家人丁兴旺，开枝散叶五六十人之众。我

周知全体亲属，除花圈、挽联外，不接受随礼。一

切体面，不是做来看的，而要让自身合适。亲人

们冒着酷热，从四面八方赶回达州，就应该是在

恬静的悲痛里，陪伴他们素来惦念的骨肉至亲。

屈指算算，从我当兵离家，至我妈去世，共计

四十一载。只是开头三年，无缘探家，之后寻找

种种机会，每年至少回去一趟。加上书信、电话，对父母情形，自认了如指掌。而这回阖家

相伴我妈，追忆种种过往，好多竟为我闻所未闻。也只有这时才算明白，父母把我养大，我

不曾有任何报答，便远走他乡。尽管岁岁回去团聚，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形同客人，依旧

“隔山隔水”。这么多年，没从我妈嘴里，听到过一句抱怨，或是说些鞭策，希望我进个步、发

个财。我妈对我的勉励，从来都是“要把伙食开好哟”。我妈总能抓住事物的本质，她没有

文化，但她有母爱。许多川人不太介意身外之事，巴蜀俗话也是这么说的：“人行千里登上

天，出息只看吃与穿。”

白昼连着夜晚，如此情境下的值守，是不曾有过的经历。我切肤有痛，此乃人生中非同

寻常的忧患，但不觉得光阴漫长，也不会悲哀得无边无际。灵堂里，听不到通常治丧中的哭

泣，现场反倒时而也有欢声，时而也有笑语。大人与孩子，都懂得人世恩情，又有各自的表

达方式。斯时，我妈也一定在静听这些情景交融的往事。此情此景，让人百感交集：慈爱的

妈妈，您将在晚辈心中快活地永生。

我妈下葬那天，山青天蓝，凉风习习。我们上得雷音铺，俯瞰明月江。墓园工匠已将我

拟就的墓碑雕刻及安装做完。我面朝大理石碑门正面，逐字口诵。右首为我妈生卒年、月、

日，左首为立碑年、月、日。正中竖雕一行正楷：母亲赵碧山之墓。偏左一行小字，由我署名

敬立。再读两侧花岗岩所镌对联：明月东来福延子孙，雷音西去德随先人。横批：山高水

长。

之后数日，忙于善后。某天，出人意料，我从顶板上翻出一个纸箱，内装铜壶一把。民

国年间的物品，是我妈结婚之时，娘家嫁妆之一。此壶非砂模铸造，由乡间铜匠一下一下手

工敲出。壶身、壶盖、壶把，点点叩痕，精细悦目。我六岁那年，在工厂缝纫社上班的我妈，

突然下肢瘫痪。不巧我爸正借调外地，家中饮水，由我提着铜壶，至百米开外龙头接取，每

趟最多半壶，且需双手同时用力。哪怕一路偏偏歪歪，对旁人帮忙，一概不要，逞勇自己能

行。如是半年，至我妈腿疾痊愈。

北归时，这把铜壶，是我带走的唯一遗物。我将它搁放在书柜上，几乎天天都会有意无

意地瞄上一眼。它已深存吾心，但从未带来任何苦楚记忆，亦不会让人动辄伤感，反是常有

一股骄傲泛动心头：以六岁孩儿之力，仗壶闯荡，扶助我妈，度过了一段相依为命的时光。

母 亲
□任芙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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