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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长的发辫飘举
在空中，缓缓垂落，然
后嵌在一座小城，于是
就有记忆中的小巷了。

外婆家住在那座
小城，我童年的时光在
那里度过。从小生活
在那条深深的巷子里，
对小巷的记忆便是对
小城的记忆了。在童年的印象里，小巷
像妈妈甩来甩去的辫子一样美。

那是江南的一座小城，城不大，但
清隽明媚，如一弯月湿淋淋地从水里捞
出来，清亮亮地挂在眼前。若小城是一
幅静美的图画，小巷便是画面中灿然的
花朵。若小城是一篇恬适的散文，小巷
便是散文里最为恰当的措词了。

小巷探头欲出，可总是不肯走出
来，像一个妩媚的女子，羞羞答答在自
家门口张望一下，又马上躲进深闺。小
巷深幽，雅静，在小城住久了，和小巷混
熟了，才能触摸到小巷悠闲的风度。

从繁华的大街走进小巷，像从现实
走进了历史，思想也从激流泻入缓滩，
扑面而来的是一种过往的回味，古香古
幽的感觉，一下子就会涌上来。

小巷幽深，欲穿越它，须有一定的
耐心。慢慢踱入小巷，走得两腿发酸，
眼看前面已经到头了，一转弯，仍是巷
陌深深。小巷弯弯曲曲，绕来绕去，让
人感到它的幽婉，更感到丰富的内涵。
看惯了长街的直白，就到来这里体验一
下小巷深处的美妙吧。

长长的小巷宁静安
详，常常是悄悄的，寂寂
的。向里面走去，往往
你的踱步是小巷唯一的
流动，如宁静的黄昏，可
以清晰听到自己的足
音。你环顾小巷的静
谧，连一粒尘埃也不放
过；小巷打量着你的新

鲜，连一个眼神都看得真切。于是，一
种微妙的呼应和心与心的交流漫洒开
来。

不高不矮的围墙挡在两边，上面的
一串串藤萝像古朴的屏风，斑驳的苔痕
更增添了小巷的凝重与深沉。青砖黛
瓦的缝隙间，嵩草轻轻抖动。坚实的青
石板，给小巷铺上了一层厚重。门窗上
的格子花，在岁月的长廊里给人一种经
久的回味。微风轻吟，几枝怒放的花朵
从墙头摇曳红艳，又是那样的生动和灵
秀。

深入小巷，会体味到一种独特的悠
闲。如果你过度劳累，就来小巷走一
趟，如果你心情烦躁不安，小巷又会让
你神清气爽，心境怡然。小巷不是什么
名胜，却有着特有的美妙和魅力。

小巷，那个江南小城的小巷，滤去
了都市的浮华和喧嚣，花朵一般绽放在
我的情感世界里，时不时生出一份深深
的怀恋和眷念，于是对小巷的回忆水一
样漫上来。在外婆的呵护中，在小巷的
视野里，我的童年编织成了一幅美丽的
画面，小巷在这画面里开着花，闪着光。

夏花开到凋零，秋
意悄然而至。

年岁渐长，心便愈
发沉静，愈发眷恋光阴
缝隙中的琐碎平常。

我太笨拙，留不住
春日的姹紫嫣红，只得
在深夜从园子里偷走
了最俏的那朵花，悄悄
放入时光的花瓶里，妄
想留下几分春色。却不知，花开过了，
春色就走远了。

我只能等、只能等，等清风明月，等
荷叶田田，等十里荷香。清风中优雅的
垂柳是我的笔，月光下闪亮亮的池水是
我的墨，一笔一笔写下相思。相思十八
笔，这一笔是内敛，那一笔是深沉；横是
陪伴，竖是包容，撇是付出，捺是理解。
我在藕花深处，用心中的芬芳写下了一
朵俗世的花。

曲径千阶绿，山水一般闲。
我在光阴流淌中低眉浅笑，颇有

些看山是山，看水是水
的简单傻气。曾经年
少时的浮躁，早已千山
万水。此刻，岁月静
好。

心中有岸，才会有
渡口。

我心中没有岸中没有岸，，只只
有一扇窗有一扇窗，，打开是尘世打开是尘世
烟火，关上是云水禅

心。
光阴漫过秋日，禅是一朵花，开在

流年中。我守着这朵花，等那韶华深
处的暗香浮动，那是我写给光阴最美
的诗行。

我曾越过沧海桑田，走过坎坷
泥泞，最后于清浅岁月的罅隙聆听
光阴的低吟浅唱，那是空山中欢快
的鸟语，是海浪撞击岩石，是明月下
的琴瑟和鸣……

光阴如水，晴耕雨读，观鸟听鱼，任
窗外花开花落，我自在心中修篱种菊。

阳光肥美
丰满着故乡的腰身
棚下的大冬瓜、老南瓜
别成故乡裙裾上笑盈盈的铃铛
风轻轻一吹
把一个季节的丰腴
在父亲眼里
吹得摇摇晃晃
满地棉花的絮语
飞成母亲脸上洁白的云
风的清凉
喂饱了青蛙的肚子
吐出一串串脆嘣嘣的金质音符
轻轻敲击故乡的软肋
一颗咧着嘴偷笑的红石榴
把潜藏故乡心底的一丝幸福
泄露一空

溪边

风，一丝一丝抽去小溪的体温
鸟语，悄悄在溪边柳叶上聚集
蝉鸣，埋伏成柳梢上
一只不知疲倦的音箱
浣衣的村姑挑着竹篮
踩着一地的鸟语蝉鸣
闪闪腰肢
压弯了小径
此起彼伏的棒槌声
叩击青石板
跳动成八月故乡甜美的心跳
一只水鸟掠过水面
叨起故乡的一片天空
飞寄漂泊他乡的游子

炎热的暑天
渐行渐远
热闹的夏开始隐退
凉凉的月色
轻扣窗纱

处暑
种子飘落泥土里
暑气消散草丛中
凉风拂早秋
把心敞开

趁叶子还绿着
趁候鸟们还没遁去南方
有一份思念在心头
用快乐的心情
填写 处暑

处暑之日
我我将夏夜的文字将夏夜的文字
根植在一池青荷里根植在一池青荷里
暑连暑连 连一株出世的荷连一株出世的荷
写着季节的憧憬和思念写着季节的憧憬和思念

下班回家，打开房门，一
曲老歌飘了过来：“在那遥远
的地方有位好姑娘，人们走
过她的帐篷都要留恋地张望
……”

是王洛宾的歌，只见父亲
打着节拍，也在跟着唱。父亲
投入地唱着，我不忍打搅他，悄
悄地走进了我的房间。

“九九那个艳阳天来哟，十八岁的哥哥
坐在河边。东风呀吹得那个风车转哪……”

耳边又传来歌声，情深意长，父亲的嗓
子竟然还这么好。听村里老人说过，当年，
母亲白皙文静，父亲英俊潇洒，被大家称为
一对金童玉女。那个不善于表达情感的年
代，或许一首情歌就打动了母亲的芳心吧！

在那艰难的岁月里，单薄的母亲操持着
一大家人的里里外外，繁重的农活，辛苦的
劳作，或许是父亲的歌声，给了她面对风风
雨雨的勇气……

母亲生病后，情绪很不稳定，烦躁易
怒。我买了随身听用来分散母亲的注意力，
从那以后，家中时刻萦绕着歌声。父亲陪着
母亲一遍又一遍地听，母亲的情绪明显变
好。

有一次回老家，竟然听到母亲哼几句：
“浏阳河弯过了几道弯，几十里水路到湘江
……”

母亲是个内向的人，很少唱歌，尤其是
生病后。看到我欣喜的目光，，母亲竟略带羞母亲竟略带羞
涩涩：：““这些歌都是以前跟你爹学的这些歌都是以前跟你爹学的，，现在一现在一

听听，，又都想起来了……又都想起来了……””
我正出神我正出神，，父亲父亲““啊……啊……””

了一声了一声，，歌声戛然而止歌声戛然而止。。我急忙我急忙
跑过去跑过去！！

父亲看到我父亲看到我，，着急地说着急地说：：““妮妮
啊啊，，我不小心把我不小心把《《新货郎新货郎》》弄没弄没
了了！！””原来原来，，父亲错按了删除键父亲错按了删除键。。
看父亲那惋惜的样子看父亲那惋惜的样子，，我笑着我笑着
说说：：““你愿意听你愿意听，，我再给你弄上我再给你弄上！！””

我在电脑上找到这首歌曲我在电脑上找到这首歌曲，，瞬间欢快的瞬间欢快的
旋律传出来旋律传出来：：““打起鼓来敲起锣打起鼓来敲起锣，，推着小车来推着小车来
送货送货，，车上的东西实在的好啊车上的东西实在的好啊，，有文化学习有文化学习
的笔记本的笔记本，，钢笔铅笔文具盒……钢笔铅笔文具盒……””

父亲显得很激动父亲显得很激动。。““对对！！对对！！这是你娘这是你娘
最喜欢听的歌最喜欢听的歌！！那时那时，，我干完地里的活我干完地里的活，，就就
推着货郎车子到处转推着货郎车子到处转，，边唱边卖边唱边卖！！你娘听到你娘听到
了了，，就在村口等着我就在村口等着我，，一起回家一起回家！！””

我的印象里我的印象里，，父亲做过很多事情父亲做过很多事情，，只要能只要能
养家糊口养家糊口，，什么活都做什么活都做，，我却不知道他还做过我却不知道他还做过
货郎货郎，，而且还是让母亲自豪的快乐货郎而且还是让母亲自豪的快乐货郎！！

在父亲的要求下在父亲的要求下，，我又下载了我又下载了《《四季歌四季歌》》
《《南泥湾南泥湾》《》《洪湖水浪打浪洪湖水浪打浪》》等等，，父亲喃喃地父亲喃喃地
说说：：““这都是你娘爱听的这都是你娘爱听的！！””听完听完，，我鼻子一我鼻子一
酸酸。。母亲病了那么久母亲病了那么久，，父亲累了那么多年父亲累了那么多年，，
我以为两人的感情虽然深厚我以为两人的感情虽然深厚，，也应该被这五也应该被这五
十多年的岁月磨没了十多年的岁月磨没了。。想不到在母亲走后想不到在母亲走后
的日子里的日子里，，八十岁的父亲八十岁的父亲，，竟然还唱着年轻竟然还唱着年轻
时母亲爱听的那些歌时母亲爱听的那些歌。。当歌声响起当歌声响起，，父亲满父亲满
是皱纹的脸上既满含笑意是皱纹的脸上既满含笑意，，又泪流满面又泪流满面，，完完
全沉浸在属于他和母亲的歌里全沉浸在属于他和母亲的歌里，，以及幸福时以及幸福时
光里……光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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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望是个古老的
文字，他代代相传，传
递着那种永远也无法
割舍的挚爱亲情。守
望心中的等待和期盼，
期盼家人平安，等待家
人早些时候归还。

许多年以后，回味
这种守望，便是一种奢
侈的享受。

奶奶是从旧时代
走过来的小脚女人。她个子不高，身体
很瘦，是那种小巧玲珑的小女人。她的
一双小脚只有女人手掌那么长，不足
15公分。

奶奶有四个儿子，最小的叔叔也有
四十多岁了，他在宝鸡工作，每个月都
会回来探望奶奶。记得每次叔叔回来
前，都会写信告诉奶奶哪天到家。奶奶
也会在叔叔回来的那天，早早地站在村
口的大树下等待，直到自己的儿子平安
归来。

记得有一年村里发大水，进村的路
都被大水淹没了，那座唯一通向村外的
小石桥也不见了踪影。奶奶惦记着那
天要回家探亲的叔叔，便让大伯推着柳

条笸箩把她送到村口，
依旧像往常一样在村口
那棵大树下，守望着叔
叔回家的路。

在小石桥的那头，
出现了叔叔的身影，奶
奶着急地站在笸箩里挥
着手高喊：“志飞，别过
来，让你哥过去接你。”
那个石桥很小，石板很
厚，带有雕刻工艺，桥身

的宽只有两米，桥长大概有十米，桥的
两侧没有栏杆，不经常经过的人在淹没
的水中行走，确实很危险。

奶奶站在笸箩里，抱着那棵大树，
眼睛盯着自己的儿子们。大伯用一根
长木杆探索着前进的路，终于从小石桥
的那端，安全地把叔叔接回来。看着自
己的儿子们平安回来，奶奶早已经泪流
满面。

叔叔松开奶奶紧抱大树的双手，嘴
里还小心地说：“妈，没事了，我们都回
来了，我背着您回家。”

若干年后，我也做了妈妈，才深深
懂得这份守望有多厚重，才懂得有这份
守望有多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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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 70 周年，徐矿集团举办了“我和祖
国共奋进”主题读书征文活动。广大
干部职工读党史、国史，联系自身实
际，讲述身边生活变化和个人成长故
事，反映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国家
经济腾飞、企业快速发展、职工生活富
足的巨大变化，展示了新时代产业工
人积极奋进的精神风貌。即日起，本
版撷取其中优秀作品陆续刊发，以飨
读者。

出生于1974年的我，是伴随着祖国
改革开放的步伐成长起来的。四十多年
来，我的家庭生活紧跟祖国的快速发展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穿衣。我家在农村，母亲带着我们姊
妹5人生活，父亲在矿上工作。儿时的记
忆中，母亲和4个姐姐一年也难能添置一
件新衣，一件衣服经常是大姐穿小了给二
姐穿，二姐穿小了再给三姐四姐穿。小时
候，冬天在村里的河沟滑冰，若不小心把棉
裤弄湿了，只能继续穿着靠体温捂干。二
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我进入徐矿工作后，家
庭生活条件逐步有了改观，衣服的款式逐
渐多了起来，西装、茄克衫、西裤、T恤等不
一而足，虽然不穿名牌、追潮流、赶时尚，但
舒适、美观、大方绝对是当前的穿衣标准。

吃饭。时至今日，煎饼仍然是家乡人
的主食之一。记忆中老家的院子里有一盘
石磨，四个姐姐时常凌晨三四点就起来推
磨，母亲烙煎饼。由于小麦等细粮不多，经
常在小麦中添加白芋干一起磨煎饼糊，但
在那个肚子没有任何油水的年代，还是难
以下咽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后，
家庭生活逐步向好，从吃不饱逐渐转向吃
得饱。现如今，餐桌上花样品种越来越多，

食品结构越来越丰富，大鱼大肉不再是追
求的目标，健康绿色才是首要的选择。

住房。我10岁前，家里前后两排房子
都是土墙茅草房。1984年，村里新辟一块
宅基地，家里花了三四千元盖了前后六间
瓦房。由于当时10户人家按一个标准建
房，整齐划一，让村里很多人羡慕。1999
年，我家搬至镇上居住，沿街盖起了二层小
楼房，家里的住房条件进一步改善。2012
年、2017年我又在城里先后购置了2套商
品房，住进了环境优美的小区。已八十多
岁的老父亲刚搬至商品房居住时，激动地
说：“我从来没有想过能住上这么好的房
子。”说这话时父亲的脸上洋溢着满满的幸
福。

出行。徐州至新沂只有100多公里，
记忆中在徐州矿上工作的父亲一年难得回
家一两次，不仅因为要花车票钱，也是因为
矿上到徐州市里、从新沂县城到老家这两
段路没有通行车辆，只能靠步行。有一年
冬天，父亲到了县城后天就黑了，又下着大
雪，看不清路，差点滑到了河里。如今，从
老家到徐州上班自驾车只需一个多小时，
而且是全程高速，刮风下雨都不怕。现在
国家正在投资建设徐连高铁，2020年底通
车后，从新沂乘上时速350公里的高铁到
徐州只要20多分钟，真切感受到了祖国发
展变化给民众带来的甘甜。

四十多年前我们党作出的改革开放的
伟大决策，不仅深刻改变了中国的前途命
运，也给国民的衣食住行带来了巨大变化，
充满了幸福感、成就感和自豪感。我们党
在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
设历史性成就的基础上，继续坚守和践行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的初心使命，带领全国人民撸起袖子加油
干，艰苦奋斗，奋力拼搏，向2035年基本实
现社会主义现代化、2050年建成富强民主
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迈
进。

从衣食住行看祖国巨变
何维

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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