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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乐

住处离单位不远，每天习惯于步行
上下班，一来可以锻炼一下身体，二来
可以充分享受一个人的宁静，思考一些
问题。好多文字的灵感，都是形成上下
班的路上。

每天，我沿着马路，时快时慢，时
走时跑，自由自在。路上上下班的人
们、来往的车辆，都是经过的风景，我
也会认真地审视或想象他们的人生，在
某个普通的路口，和我的生命形成交
集。当然最熟悉是那个环卫工人，几乎
每天早上都能看见他的身影。还有一个
每天坚持晨练的中年人，看样子是个知
识分子，甚至是个领导。周末的时候还
会带上他的儿子，八九岁的样子，父子
俩一起跑步，说说笑笑，一幅和谐幸福
的图画。就这样，每天来来回回中，我
看着四周的葱茏慢慢地凋零，然后只剩
下光秃秃的树干。路边的柿园由隐藏的
青果变成一树树艳红，渐渐消失殆尽。

在经过的路上，有条田间小路，朝
向单位的方向延伸。两边都是果园，走
在这样的小路上，满眼田园风光，呼吸
清新的空气，感受田野的宁静，是一件
非常惬意的事情。每次经过，我都有一
种探索一下的冲动。但是每次都被这样

那样的客观理由说服，在思想斗争中放
弃了最初的想法，仍旧沿着宽阔的马路
上班下班。日子在一天一天流逝，直到
有一天，一个周末的上午，洗衣收拾房
间后，照旧打算去办公室，看看新闻，
写写东西。因为不用上班，也没有加班
任务，心情就格外放松，不知不觉到了
那个路口。又一次徘徊过后，决定横下
心来走一回，若此路不通，大不了回
来。于是我决绝地走向了乡间小路。此
时已是冬天，两边的果树都已凋零，温
暖的阳光照着，鸟儿啁啾，林间的麦苗
青翠欲滴，偶尔惊起几只觅食的喜鹊，
彼此召唤着匆匆飞远。沿着小路，欣赏
着美景，感受着欣喜，蜿蜒间竟上了大
路，抬头一看，单位的大楼近在眼前，
几乎比大路近了一半。

就这么一段普通小路，简直像一次
短暂的旅行，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惊喜，
同时也为没有早早发现它而深感惋惜。
多少次路过，多少次错过，要是能有一
次走下去的决心，也不会到如今，花谢
叶落空落寞。错过了大自然的春天，还
可以等待来年。可错过的那些人呢，那
些稍纵即逝的机遇呢？

人生如行路，有曲折有坦途，有大
路有小道，有繁花似锦，有柳暗花明。
在我们匆匆忙忙赶路时，可能错过了很

多路口。因为时间，因为别人的看法，
因为自以为是的想法，我们按部就班，
一刻也不敢耽误，按照既定的路线去
走，同时也错过了很多捷径。有些路，
没有走怎么就知道不通呢，有些事，不
去尝试、不去努力怎么就知道不行呢？

从那以后，我经常走那条小路。每
天享受它的静谧，短暂地逃避城市的烟
尘和喧嚣。四周的风景是我的
秘密花园，我在里面一边孤芳
自赏地行走，一边等待花开，
等待月明，等待着生命中的春
天。

我的秘密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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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金合

千年古县舞水阳，侯国帝乡史绵长。
沙澧清流润沃野，冈亘东西挺脊梁。
清彩牌楼冠中州，水旱码头定陵港。
贾湖遗存彰底蕴，骨笛妙音犹绕梁。
樊哙司马封侯地，光武刘秀战王莽。
前蜀帝皇炳青史，叶舞支队戮东洋。
岩盐富矿品位高，农民画苑华夏扬。
新征途上再发力，乐见舞邑续华章。

舞阳颂

□曹春玲

周末。岁月在一朵目光里起伏
伏案的身影，拉长音节
关于冬天的言辞，从泥土里爬出来
沿着风的翅膀，高过信仰
心之约，随遇而安

浅酌。思想在走
体内的雪，走过疼痛
零碎为时间
千言万语，行走为一纸斑斓
风急，一阵紧过一阵
那是风儿与日子高谈阔论

我不是一座孤岛

冬月。风刺骨
寒冷跺了跺脚，热一下身
来来来，孩子们，小动物操开始啦
小鸟儿飞呀飞飞得高来飞得低
大象大鼻子长身体长得最粗壮
我是小兔子，欧耶，晒晒太阳吃青
草
嘻嘻。哈哈。气息覆盖了钟声

冷隐没。回归课堂
蹦蹦跳跳，骨头已暖化为文字
一双双眼睛泛着光
宛如我的诗歌，音乐里穿行
时间的河，演绎为黑板上的简笔画
勾勒一个世界。一场爱啊
我不是一座孤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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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福灵

儿时的冬日，天是慢慢变冷的。大雁
飞来的时候，人们已经身穿毛衣了。“十来
一儿，棉堆堆儿”，到了农历十月初一，人
们便都听从时节的号令，穿上了棉衣。哪
怕是村里最爱美的姑娘小伙，也都穿得厚
厚的。

儿时的冬天很冷。厨房水缸的表面常
常有一层冰，不怕冷的孩子，会捞着冰
吃。洗脸盆里头天晚上剩了水，第二天早
上，就会结成一块圆圆厚厚的冰。顺着盆
边向里面倒一点热水，冰会完整地脱离出
来。用一个圆珠笔杆或苇秆向冰的圆心吹
气，热气就会哈吹出一个圆圆的小洞，用
绳子穿过小洞，提着冰玩；心眼灵巧的女
孩子，能在冰上吹出各种图案。

冬天往往会下几场大雪。看下雪是人
们喜欢的事情。大人喜欢下雪，是因为有

“麦盖三层被，来年枕着馒头睡”的谚语。
孩子们也喜欢下雪，特别是每年的第一场
雪，雪给爱玩耍的孩子带来一次次惊喜。
或者老师正在讲课，或者大家正在安静地
做着作业，不知谁大声惊叫：“看，下雪
了！”“唰”地一下，大家的目光都移向了
窗子。窗外，不知什么时候，雪已经纷纷
扬扬地下起来了。大家的心思便再也集中
不到老师或作业上了，只是焦急地盼望着
下课铃快点敲响。

老师宣布下课的话音刚落，大家就像
小鸟一样飞出了教室，投入到白色世界
里。男孩子们像野马似的，在雪地里你追
我赶地嬉闹着；女孩子伸开小手，去接一
朵朵飘落的雪花，校园里充满了欢笑声
……

放学的时候，白雪常常已厚厚地覆盖
了地面，不管男孩还是女孩，都会用脚踩
着玉米秆，滑着雪回家去，留下一路笑
声。在路上，总会有人摔跟头，激起一阵
惊叫声和哄笑声，在雪地上回响。常常，

刚才还在笑别人的人，不久便
重演摔倒、惊叫的闹剧。当
然，摔得并不太疼，因为那雪
是柔软的。

小时候雪往往下得很大。
雪后天晴，化雪了，家家屋檐
下都垂着长长的冰凌，有一尺
多长，男孩子喜欢用木棍敲下
冰凌玩。

记忆中，漫长的冬日，家家户户堂屋
都会燃起煤炉子，闲暇的时候，一家人围
着炉子，一边取暖，一边吃香甜的烤红薯。

有一次放学，天太冷了，我的两只脚
都冻麻了。一回到家，我急急地奔向堂屋
的煤炉子，脱下一只靴子，把脚放到炉火
上烤。烤暖一只脚，我又脱下另一只靴
子。烤着烤着，忽然觉得脚底有点疼，扳
过脚一看，原来妈妈给我买的新尼龙袜子
被炉火烧了一个大洞。看另外一只脚，那
只袜子也被烤坏了。

记忆中，到了最冷的时候，就快过春
节了。春节放假前，还要进行这学期最重
要的一次考试。因为天太冷了，圆珠笔的
油常常被冻住，在写字前，要把笔尖放在
嘴边哈上几口热气，才能写出字来。因为
天冷，手经常会冻僵。因此，写一会儿，
就要把双手放在嘴边哈哈热气，再接着
写。想着考试结束就可以放寒假了，就自
由了，所以，也并不觉得苦。

小学五年级的时候，监考的常常是教
数学的张老师，他大概三十八九岁的样
子。一到监考的时候，张老师就犯困，靠
在教室的门上打盹。打一会儿盹，他忽然
惊醒过来，睁大眼睛，虎视眈眈地向大家
脸上扫视一遍。然而，过不了多久，他又
开始打盹了，他的头一下一下地点着，鸡
啄米似的。大家看着张老师，不由得“嗤
嗤”窃笑不已……

小时候的冬天很冷，却是我最暖的记
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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