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32025年5月24日 星期六 凉都文苑
值班主任：黄蜀锦 编辑：翟汉元 组版：许 勇

欢迎夏天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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邂逅在时光里的诗行
□傅柏林

憨 掉 也 值
——参加卓美新书《岁月清辉》分享会有感怀

□罗 环

蝉鸣是夏天撕开天空的第一把剪刀。
当梧桐叶被晒得卷边，柏油马路蒸腾起细

密的热浪，我知道夏天正踩着滚烫的鼓点奔袭
而来。它像个任性的孩子，一把扯碎春日的薄
纱，将浓烈的色彩泼洒在天地之间，用独有的炽
热与喧嚣，重新定义着时光的模样。

清晨五点，第一缕阳光迫不及待爬上窗
台。它穿过纱帘，在地板上投下斑驳的光影，像
打翻的蜜罐，流淌出金色的甜意。推开窗，裹挟
着青草香味的风扑面而来，带着晨露未干的清
凉，与即将到来的暑气撞个满怀。楼下的花园
里，月季开得正艳，层层叠叠的花瓣被阳光镀上
金边，仿佛燃烧的小火球。不知名的野花也不
甘示弱，在草丛里星星点点绽放，红的、紫的、粉
的，把夏天的调色盘铺展得绚丽多彩。

街道渐渐热闹起来。早餐摊的蒸笼升腾起
袅袅白雾，油条在油锅里欢快地翻滚，发出诱人
的滋滋声。卖菜的老农推着满载新鲜蔬果的板
车，车上的西红柿红得透亮，黄瓜顶上的小黄花
还带着晨露，仿佛在向人们诉说着田园的清
新。孩子们背着书包蹦蹦跳跳地跑过，校服衣
角被风吹起，笑声清脆得能穿透云层。这些平
凡的烟火气，在夏天的晨光里，编织成一幅生动

的市井画卷。
中午时分，太阳变成了炽热的火球，毫不留

情地炙烤着大地。空气仿佛凝固了一般，闷热
得让人喘不过气。树叶蔫头耷脑地挂在枝头，
连最活泼的麻雀也躲进树荫，扯着嗓子有气无
力地鸣叫。唯有蝉不知疲倦地在树上高歌，“知
了、知了 ”，一声接着一声，像是在演奏夏天专属
的交响曲。

此时，最惬意的莫过于躲进空调房。捧着
半个西瓜，用勺子挖着最甜的中心部分，红色的
瓜瓤在齿间爆开，清甜的汁水顺着喉咙滑下，瞬
间驱散了暑气。或者打开一部老电影，窝在沙
发上听着窗外蝉鸣阵阵，任时光缓缓流淌。又
或者泡壶凉茶，看茶叶在玻璃杯中舒展沉浮，茶
香袅袅，思绪也跟着飘向远方。

午后的雷阵雨总是来得猝不及防。刚才
还晴空万里，转眼间乌云密布，狂风大作。树
枝被吹得东倒西歪，尘土飞扬，天空变得昏暗
如夜。一道闪电划破天际，紧接着是轰隆的雷
声，仿佛天空在怒吼。豆大的雨点噼里啪啦地
砸下来，打在窗户上、屋顶上、地面上，溅起朵
朵水花。雨幕中，世界变得朦朦胧胧，街道上
的行人纷纷躲进屋檐下，看着雨水汇成小溪，

欢快地流向远方。
这场酣畅淋漓的大雨，是夏天最慷慨的馈

赠。它洗去了尘埃，带来了清凉，也让整个世界
焕然一新。雨过天晴，天空湛蓝如宝石，几朵白
云悠闲地飘荡。彩虹从天边升起，赤橙黄绿青
蓝紫，七种颜色交织在一起，美得让人屏住呼
吸。树叶被雨水冲刷得翠绿欲滴，花瓣上挂着
晶莹的水珠，在阳光下闪烁着光芒。空气里弥
漫着泥土和青草的芬芳，深吸一口，沁人心脾。

傍晚，暑气渐渐消散，人们纷纷走出家门。
广场上，大妈们随着欢快的音乐跳起了广场舞，
舞步轻盈，笑容灿烂；孩子们在空地上追逐嬉
戏，滑板车、轮滑鞋在地面上划出道道彩色的弧
线；年轻的情侣手牵着手漫步，夕阳为他们的身
影镀上一层浪漫的光晕。烧烤摊支了起来，肉
串在炭火上滋滋冒油，撒上辣椒面，香气四溢，
引得路人纷纷驻足。啤酒瓶碰撞的清脆声与人
们的谈笑声、音乐声交织在一起，奏响了夏夜的
狂欢曲。

夜市是夏夜最热闹的地方。五彩斑斓的灯
光下，琳琅满目的商品让人目不暇接。手工饰
品、特色小吃、文创产品…… 每个摊位都像一个
小小的宝藏库，等待着人们去发掘。套圈、打气

球、投飞镖等游戏摊位前围满了人，欢呼声、叹
息声此起彼伏。最受欢迎的当属小吃摊，烤冷
面、炒酸奶、臭豆腐、章鱼小丸子…… 各种美食
香气扑鼻，刺激着人们的味蕾。人们一边品尝
着美食，一边尽情享受着夏夜的热闹与清凉。

夜深了，城市渐渐安静下来。月光如水，洒
在街面上、屋顶上、树梢上，给世界披上了一层
银色的纱衣。草丛里，蛐蛐开始了它们的演唱
会，“唧唧 、唧唧 ”，声音清脆悠扬。池塘里，青
蛙也不甘寂寞，“呱呱 、呱呱 ”地应和。远处的
路灯散发着柔和的光芒，像一颗颗柔和的星星，
照亮了夜归人的路。

夏天就是这样，充满了矛盾与惊喜。它热
烈又温柔，喧嚣又宁静，让人又爱又恨。它用炽
热的阳光、轰鸣的雷雨、璀璨的星空，编织出一
段多彩的时光。在这个季节里，我们欢笑，我们
奔跑，我们挥洒汗水，尽情享受着生命的美好。

欢迎夏天的到来，欢迎这个充满生命力的
季节。让我们张开双臂，拥抱阳光，拥抱风雨，
拥抱每一个热烈而美好的瞬间。因为夏天不仅
是一个季节，更是一种心情，一份对生活的热爱
与向往。当夏天的风再次吹起，愿我们都能在
这个季节里遇见更好的自己，留下难忘的回忆。

“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
献子孙，我们做到了！”这声发自
浓烈情怀的呐喊直抵我心灵深
处，泪水瞬间挂满眼角。我懂，我
懂那句话的分量，因为我是“三
线”建设者的后代，我心灵深处藏
着那份挥之不去的情怀。

近期，盘州市“三线”建设题
材大型话剧《“三线”日记》在盘
西会议中心如期上演。老人、中
年人、青年人，大家怀着不同的
情感观看这部反映“三线”建设
的话剧。

演出拉开序幕，我的思绪就
像一条轻轻流淌的小溪，随着表
演镜头走进那个火红年代。当看
到崔振国与父母在火车站依依惜
别的场面时，一下将我带入绵绵
的回忆里。

划过时间的隧道，当年5岁来
到盘江的毛丫头不觉间投入盘江
建设已有三十五载。那时，父亲
是地质勘探工作者，一名跋山涉
水的苦行僧。他说盘江的每一座
山他都爬过无数次，勘测与设计
几十载、几万个昼夜、几十万米钻
探、几百万方槽子，是一串惊人的
数字和不懈拼搏的见证。

父亲由于常年野外勘探，风餐露宿，患上了
面部神经麻痹，嘴角、眼角不时抽搐，可这丝毫
没影响他的勘探工作，依旧老黄牛似的与同事
扎进深山，完成一次次勘探任务。当时我很不
理解，觉得父亲怎么那么傻，直至我投身盘江建
设，慢慢才理解父亲的那份执着，也更看懂了崔
振国义无反顾投身“三线”建设的执着。

话剧演出中，让我最开心的剧目就是那场
露天电影。崔振国与胡秀凤用石头和板凳占座
位的场面，顿时让我想起了小时候看电影的情
景。那时的我们就和话剧中的场面一模一样，
一听说晚上要放电影，我们几个毛丫头便会早
早拿起小板凳跑到广场占位置。觉得地方不
够，就用石头占。为了扩大地盘，我们还会画上
圆圈，然后开心地等待家里人来看电影。为了
看电影占地方，我们经常会和那些同来占位置
的人吵架，现在回忆起来真有趣。

轰的一声，我的心揪得紧紧的，眼睛随着演
员们的动作进入了一场矿井塌方事故场景，那
是一段矿井深处的真实写照，让我这个从没到
过煤井深处的小白领身临其境。“矿工”们在井
下艰难求生的场面让我泪流满面，那一刻，我看
到了淳朴的矿工情。几个演员对生死关头的兄
弟情表演得淋漓尽致，我的心在那一刻极不平
静，五味杂陈。父辈们不懈奋斗，为了今天的发
展，他们无私地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
孙，让盘江乘胜前进，加快矿区建设步伐，成为
金三角下的一颗明珠。我要把鲜花和光环献给
为“三线”建设奋斗一生的父辈们。

“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我们
做到了！”演员们最后的倾情表演让所有观众产
生共鸣，现场响起了一阵又一阵的掌声，大家用
这种形式感恩所有“三线”建设者，同时感谢演
员们用艺术的力量温暖了人心，更感谢一场话
剧带来的心灵的呼唤。

走出会议中心，许多人一定像我一样泪花
挂满脸颊，一定像我一样思绪万千，走进另一段
心灵旅程。

在美丽的凉都六盘水，有一片梦幻般的仙
境，一条蜿蜒曲折，穿越过群山连绵的沪昆铁
路，满载着冬日的记忆，驶向云雾缭绕的春天。

春风，它轻柔而温暖，带着冬日的余寒和
夏日的预告，悄无声息地吹绿了铁路两旁的树
木，吹开了沿途的花朵。那些不起眼的野花，
以最顽强的生命力绽放着，轻轻飘洒在车窗
外，留下一抹淡淡的芬芳。仿佛在向过往的列
车、旅客诉说着春天的故事。

春天里的货物列车，满载蕴含着温暖与光
明的煤炭、北粮南运、“三农”物资，伴随着铁路
春风助农耕、不负春光不负农的激昂音乐，驶
向充满无限希望的春天。春天里的货物列车，
不仅承载着物质的需求，更传递着人们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与追求。

当列车抵达货物集散地，被卸载下来，稍作
休整，又将踏上新的旅程，继续在铁轨上驰骋，
将春天的希望与活力传递给更多的人和地方。

穿梭在春天里的普铁，承载着岁月的痕
迹，如同一位慈祥的老人，沉稳而厚重，多了一
份温情和从容。相比于高铁，它缓缓前行，悄
悄诉说着过往的岁月。车厢内，人们在家长里
短中，感受着生活中那些琐碎而温暖的片段，
分享彼此间的喜怒哀乐。普铁用它的车轮记
录着春天的故事，将年轮的痕迹镌刻在岁月的
长河中。

普铁在铁轨上行驶，是连接繁华城市与宁
静乡村的桥梁，承载着人们对家乡的记忆和情
感的寄托。那些在普铁上相遇的人们，他们的
笑容、他们的故事，为这趟旅行增添了几分温
馨与感动。

当普铁抵达终点，人们带着满满的收获与
回忆，缓缓走下列车，踏上那片既熟悉又陌生
的土地。春天里的普铁，依旧在铁轨上行驶不
息，它将继续承载着人们的希望与梦想，驶向
下一个春天。

穿梭在春天里的高铁,以惊人的速度和现
代化设施，展现着科技的震撼与力量。它是季
节更迭中生命的见证者，载着人们的梦想与希
望，驶向生机勃勃的春天。车厢内，人们或低
头沉思，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或许在回忆着
过往的点滴，又或许在规划着未来的蓝图。

当高铁抵达终点，人们收起思绪，重新融
入这个喧嚣的世界，那是一段飞速旅程的优雅
谢幕。

穿梭在春天里的货物列车，既是生命的赞
歌，也是希望的使者。穿梭在春天里的普铁，
既是岁月的见证者，也是时光的低语者。穿梭
在春天里的高铁，是现代文明的使者，在温暖
的春光中，划破了冬日的沉寂，带来了生机与
活力。穿越春风的列车，在铁轨与花海的缠绵
中，书写着属于这个时代的文明故事。在这条
充满生机与希望的铁路上，让我们携手前行，
共同书写属于我们的春天故事。

近期，作为盘州市的文友之一,应邀参加
在滇黔交界处胜境关举行的卓美新书《岁月清
辉》分享会。分享该书后，感触颇深，于是情不
自禁将自己的感怀诉诸笔端，透露于诸君。

卓美，乌蒙山上一个怀有悲悯情怀的彝族
小女人，一个总也放不下底层人悲苦生活的女
作家，一个不是专业的、没出一本书就加入中
国作协的文学爱好者，在夜深人静、在照顾小
外孙上床睡熟后的空隙、在爱人均匀的鼾声
里、在锅碗瓢盆的交响乐里、在遛娃兜风的街
巷，用她的“一指禅”，硬生生将她生活里遇到
的苍生一个个敲响。每一篇都是那样声情并
茂、活灵活现，让人读来肝肠寸断、眼泪汪汪。

比如《梦云》里的母亲，一个立志要让乡亲
们不凭运气、不相信跳大神的赤脚医生，在28
名知青都离开牧场，却独自留下，孤独守护这
偏远山区生灵的伟大母亲，乃至于最后自己也
被病痛折磨到失去理智，一次次轻生的母亲，
硬是把自己活成了一束光。

再如《莲花落》《粉花》《生死托付》《盼桥
记》等，哪一篇不是反映着作者对这片土地以
及这片土地上的“小苍生”的悲悯情怀。除了
母亲，还有姐姐、姨妈，儿时的玩伴和相邻，哪
一个，她不是倾注了自己所有的爱去叙述。

卓美说，私底下，好多文章写出来，却不敢
让亲友看到。问为啥，她说怕他们难过，怕他
们生气，怕写得太正式、太真实。对于一个文
学爱好者，文章发表，当然觉得开心，可却不敢
发朋友圈，不敢大肆炫耀。所以，卓美说，很多
时候文章里的名字只能用匿名。

值得庆幸的是，开明的母亲和姐姐总鼓励

她写。于是，她就一篇一篇地写，一个字一个
字地在手机上敲。散步也好，遛娃也罢，只要
一有空隙，从不停息。有时，突然想到好词好
句便立刻记下，早把孩子和爱人忘得一干二
净。好在大多时候孩子是爱人牵着的。每每
此时，爱人看着痴痴编辑文字的她，不是叹气
就是摇头。很多次，爱人和朋友打趣：这女人，
要被文字整憨！这时，美姐就会哈哈傻笑：憨
就憨呗，为喜欢的事情憨掉，也值！

是的，为喜欢的事憨掉也值。对于卓美而
言，写他们，更深的意义是要向那些苍生闪光
的生命表达敬意。每每提笔，卓美说她总会想
起在寒风中颤栗却决绝怒放的矮杜鹃花，想起
它们为适应环境矮下身子贴地而生的坚强；想
起贵州山梁上漫山遍野的刺梨，它们于石旮旯
里努力求生的样子让她如痴如醉，乃至于停不
下笔，更挪不开敲击键盘的手。于是，《岁月清
辉》在她一遍一遍地打磨下运营而生。

有一首歌叫为爱痴狂，写作对于卓美更是
一种有别于他人的痴狂。她总会紧紧按住快
要炸裂的太阳穴讲：拐了，坐下病了！长期犯
头疼病的她服下两包头痛粉也没能将锥心的
痛止住。这时，唯有写作才能止痛，才能让灵
魂安静。她说，唯有写作，才能在自己的喜乐
里痴狂，才能呈现自己最完整的人生。

是的，卓美做到了，做到了边生活边完美
自己。捧着这本爱心满满的《岁月清辉》，我脑
海中总会浮现出这句话：“一个人的一生就是
独自起舞的华尔兹，精彩与否，都与他人无
关。”卓美笔下的“小苍生”不也如此吗？即使
生活再困难，日子再艰苦，他们一样像山梁上

的矮杜鹃贴地而生。
想到自己年少时总会情不自禁憧憬着外

界的认可、渴望在人群中绽放光芒的心理，可
随年龄的增长，渐渐发现，无论外界如何喧嚣，
真正能陪伴自己走过漫长岁月的，只有自己内
心的欢喜和那份不愿轻易放弃的痴狂——对
文字的痴狂。就像卓美总跟我们说的，每个人
都在努力攀登自己这座孤岛，外界的繁华与热
闹，不过是过眼云烟，虽美好却虚幻，难以真正
触及内心深处的安宁。

只是，对于已经落下病根的卓美，唯有敲
击键盘的啪啪声才能让她再次回归本能，回
归自身那种内心的安宁。所以，爱上写作，爱
上周围的繁华喧闹，爱上人间的一草一木，用
一颗悲悯的心去关注它们，是她义不容辞的
旅行。

分享会结束后，我再次拿出这本《岁月清
辉》，静静读着书中的每篇文章，我开始重新审
视自己的人生。慢慢的，一份释然涌上心头。
我不再盲目追求外界的认可和物质的满足，而
是更注重内心的感受和精神的富足。学会了
像卓美一样，在忙碌生活中给自己留出片刻的
宁静，去读书、去观察，去感受阳光的温暖、微
风的轻抚，去关注更多底层人的生活。也终于
明白，人生的意义不在于功成名就，而在于每
一个真实而又平凡的瞬间。

是的，就像卓美说的那样，在这独自起舞
的写作舞台上，我们或许不再追求华丽的舞姿
和热烈的掌声以及别人的认可，只愿能写出自
己满意的作品，跳出属于自己的节奏，舞出内
心的从容和淡定。

但愿他们别认错，别把你
当成黑夜枝头的苹果
即使是在秋天，也别把你
摘下，装进欲望的荆筐
毁掉你明眸皓齿的生活

我愿在太阳升起之际
玻璃上有乌鸦撞伤的痕迹
一年之中最晴朗的天空出现之际
一天之中我说出第一句话
望见你，完好无损地
在灰色的马路边，披着
尘土，亮出你的微笑

我邂逅你像邂逅春天的花朵
在黑夜之外你沉默
我已衰老而你依然年轻
我已衰老而你依然是某个
黎明的火焰之手
别人贪婪你这透明的钻石
我愿你属于未被开发的未来：
另一片大陆，另一片屋宇

母亲是第一次来到这里，由于有了
先前的铺垫，她并不像同来的其他人一
样，有吸入香气后微醺的感觉，而是享
受着这份大自然给人类带来的礼物。
她惊奇于填满整个空气的酱香味，她惊
奇于赤水河边广场上表演的热闹，她惊
奇于街道上连绵不绝卖酒的店铺，更惊
奇于赤水河畔半山上茅台酒厂的宏伟
壮观。在茅台镇徜徉，在赤水河边驻
足，母亲的笑容一直灿烂，我意识到，母
亲真的喜欢上这充满浓浓酱香的茅台
镇了。

五年前，几个朋友约好去茅台镇买
酒，顺便游玩，母亲要求同往，我便开车
带上了她。这是母亲第二次来到茅台
镇，由于几年前来过，她没有第一次那
样兴奋，只是同样喜欢空气中弥漫的酱
香，同样喜欢沿河两岸的景色。这沉积
了几百年的味道与母亲历经了几十年
的生活经验，或许是有一种契合或者是
共鸣，这是我无法确定的，可明显地感
觉到又是那么相容。

朋友得知母亲 94 岁高龄，欣然拿
出没喝完的大半瓶50年的“茅台酒”请
大伙品尝。说实话，15 年、30 年的“茅
台酒”我喝过，但50年的“茅台酒”只是
在茅台博物馆里见过。我手快，抢先倒
满了能容两钱的杯子递给母亲，她喝完
后说是好香，而且人也有一种很清凉的
感觉。那天，母亲大约喝了一两酒。

回家的路上，我告诉她，你喝的 5
杯酒值8000元！母亲并未像我预想的
那样惊奇，只是淡淡地说，这么值钱？
难怪好喝，又香又淳！我知道，这是母
亲 94 年的人生经历，让她也活得像这
空气里积淀下来的酒香，早也固化和沉
淀下来，看惯了世间的一切，变得醇厚
了，变得独自了。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我和母亲会时不时的谈起到茅台镇的
两次经历，会一起回忆那弥漫空气的味
道，这成了我和母亲共同的话题。

今年 99 岁的母亲，活得睿智、硬
朗、沉稳、豁达、乐观，她思路清晰，处变
不惊，对任何事、任何人都能平静对待，
这是时间的磨练带来的年代感，这其实
也就像茅台镇空气里飘浮着的酱香味，
是时间的功劳，更是年份的味道。

年份的味道（下）

□冯静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