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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跑着去县城——“蹭书”
□肖庭燕

无意间在《世说新语》中读到“郝隆
7 月 7 日，出日中仰卧，人问其故，曰：

‘我晒书’。”郝老先生满腹诗书，晒书和
日光浴同时进行，正是奇妙无穷。读
着，我的唇角不禁轻轻上扬。细雨在窗
前滴滴答答，书桌上一杯香茗，丝丝缕
缕的香气，慢慢地浸入心脾。

我一直都喜欢在夜色中安静地坐
在书房里，随手从书架上取下一本书，
轻轻抚摸那微微泛黄的纸笺，在悄悄潜
入书房的微风中，细细品读，享受着文
字间的些许温暖。这时，世间所有的美
好，我想都像书一样淡静优雅。不是
么？古人云：“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
有颜如玉。”对我来说，在努力工作之
后，最好的休息就是取一本书，静静地
读一读，在一行行文字间悄然褪去工作
的疲劳，让心随着那些文字轻松地放
飞，因为书中有着人间冷暖，更有着诗
和远方。

时光清浅处，三千繁华，风月情愁，
都抵不过一本好书。杨绛先生曾说：

“读书就好比隐身串门。”为此，我也
在书中，遇到过李白的率真，杜甫的
忧伤，可以和鲁迅呐喊，可以与岳飞
振臂高呼。淡淡的墨香在指尖缠缠绕
绕，清冽的文字就像溪水在无声地流
淌，静守时光，以待流年。一个人、一
本书，一个个动人的音符，一幅幅美
丽的画卷，随着文字在眼前慢慢地展
开，慢慢咀嚼作者的欢笑与忧伤，感受
人间百态。

我从小就爱读书，只是，年少时生
活在农村，家里也没有余钱给我买书。
那时，我们住的小山村离县城有十几里
山路，我们女孩子能够坚持去上学就足
显家里长辈的开明了，更别说可以买书
了。可是，我偏偏就喜欢读书，有时就
像害了病一样。买不起书，但还好，县
城里有书店，还有书摊。于是，在每周
星期六，我很早就起床，砍猪草喂猪，洗
衣做饭，喂鸡放鸭，做好一天的家务，然

后一路跑着去县城。
是的，是跑着去。
县城的几个书店都留下我渴求的

身影。那时，我小心翼翼地取下一本
书，专门躲在一个僻静的角落，站着、或
者就干脆坐在冰凉的地板上，轻轻翻开
书页，贪婪地读着。就在那些“蹭书”的
时光，我认识了朱自清、曹雪芹、吴承
恩、施耐庵，知道了托尔斯泰、高尔基、
雨果……要是口袋里有一点点钱，必定
不舍得拿来买一点吃食填肚子，而是在
小书摊前流连忘返，认真地挑选书籍。
小说、散文、诗词……都是我喜欢的，要
用手里的一点点钱，怎样才能多租两本
书回家呢？为此，我是“货比三家，择优
选之。”

年少时，由于父亲在外地工作，母
亲要种田挖地，我是家里的老大，很小
的时候就帮着妈妈操持家务，所以，我
每天放学回家有着割不完的猪草、洗不
完的衣服、喂不完的鸡鸭……唯有晚上
的时候，一天的家务干完了、作业写完

了，然后可以窝在小屋里，点亮台灯，细
细地读上几页书，然后再慢慢睡去。

后来，我们随父亲迁家到了攀枝
花，我也进了攀钢，成了一名普通的攀
钢女职工。那些年，我们通过自己的
努力，一点点改变自己的生活。从住
席棚子，到经济适用房，再到商品房，
生活越来越好，当然，我也买了很多很
多书。特别是这几年，网上的书籍琳
琅满目，而且便宜，曾经我渴望的那些
书、买不起的书，成套成套地进入我的
书柜。

我最喜欢那句：“世界上任何书籍
都不能带给你好运，它们能悄悄地让你
成为你自己。”我也喜欢宋代诗人翁森
写的《四时读书乐》中的那句：“蹉跎莫
谴韶光老，人生唯有读书好。读书之乐
乐如何，绿满窗前草不除。”

每每读完一本书，再细细抚摸那浅
淡的文字时，那种欣然自得的感觉，是
繁忙工作之后的一种放松、一种愉悦、
一种小幸福……

东华山

□温馨 文/图

从芳华小道出发
一不小心就会被丘比特之箭射中
心动之时
也预示着接下来的路途将愈行愈险
林间，松涛声声，仿佛在
催促漫山红叶点燃峰岭
路的两边，我遗忘的岁月
从三角梅、鼠尾草、粉黛乱子草中

浮现出来
它们是我的真身，有时却让我措

手不及
清风开屏，空气中传来香的、苦的
还有一点涩的味道
在伴山咖啡，人们忙着将自己融

入咖啡香里轻抿一口
不知是先沉醉后清醒
还是先清醒后沉醉
唯有黄昏是温柔的，它将人们的

身影
拉长变短，顺便将几朵白云送回

故乡
在东华山，没有一处是荒芜的
即便是塔里的卖水阿婆
也在瓶瓶矿泉水中积攒着丝丝希望
下山的路蜿蜒，时而花香弥漫
时而不知不觉便迷失了方向
就像路边，突然飞出的小鸟
在原地不停地转圈圈
或许，我就是那只不善飞翔的笨鸟
在东华山，忙着飞翔

诗意东华山。

玉玉 缘缘
□胡晓莉

秋天来了，想到腾冲泡温泉。可
自己又不是那种钱多到想去哪里就可
以去哪里的人，日子对我来说是“同志
仍需努力”那种，只是年轻总会纵容浪
漫和疯狂。爱好旅游又穷酸的我，为
了出去耍节约银子，几年前就考了一
个导游证。于是到朋友开的一家旅行
社联系了一个去腾冲的团队，率领团
队浩浩荡荡地奔向了那个向往已久的
地方。

然后在死火山口，喊着我要飞得
更高，作势往下跳；在北海湿地，划块
草筏子，说自此去浪迹江湖；在大滚锅
比赛煮鸡蛋，看谁先煮熟；在美女池泡
温泉，希望泡后能变得更美……我们
把所有属于城市的矜持都搞丢了。

我自小是地理盲，东西南北从没
认对过，真是名副其实的“胡导”，当然
也就不可能知道腾冲是靠近缅甸的，
而缅甸是产玉石的，所以当我看到鳞
次栉比的玉器商店时，颇有点眩晕的
感觉。

走了几条街，逛了百家铺，听了N
个专业术语，我对这种叫“玉”的石头，
顿生出一片敬仰之情来，这般有说头
来历的玩意儿，够咱中国人玩上几千
年的。

不过看着这些一会成千上万，一
会百八十元的小东西，对于对玉一无
所知的我来说，就算再胆大，却也不敢
轻易出手。只买上几个二三十块的地
摊货，准备回去送那些狐朋狗友。

就在这时，我看到了一块晶莹剔
透的玉手镯，颜色是薄薄的绿，还带点
烟雾一样的白，我的眼睛定格在它的
身上。上前询价，老板是个精明的中
年人，只赞许我好眼光，一说水色如何

澄亮，又说色泽如何温润，可我只想着
如何把它带走。我想这大约就是所谓
的“玉缘”吧。

果然价格不菲，老板开价 2600
元，这让我觉得跟它还是有缘无份。
正要放弃，地陪也来帮我砍价，几番往
来，敲定在680元。我点了点身上的
钱，还差了400元，真尴尬，附近又找
不到取款机，只好找随团的司机借了
钱才付了款。那个老板看我可怜，又
让了20元，让我可以吃碗“大救驾”。

一块玉石，吸收了天地灵气，再经
能工巧匠之手，剩下来的事情，就是静
静躺在一隅的丝绒上，等候与你相
遇。没有一块玉会是相同的，所以卖
玉的人常说：“一眼相中的玉，是跟你
有缘的。”听着无端让人生出惺惺相惜
之意，千万块玉，千百年的时间里，你
就在彼时彼地遇到了那一块属于你的
玉，只要你爱，它便是珍贵的。

玉石讲究缘分，讲究悟性。懂的
人，看得见千金万金；不懂的人，以为
是废料一块。但怎样算懂，怎样才是
最好的？“你喜欢的，它就值钱。”谁是
珍宝，谁是杂草，也许就像老庄的哲
学，“道可道，非常道”。所谓“黄金有
价玉无价”，或许识玉没有严格的一定
之规，你喜欢了，它就有价，你有缘了，
它就是你的。

玉手镯就这样戴到了腕上。它如
一通灵女子，晶莹剔透，温润可人。通
身无一瑕疵，似三岁孩童的眼睛，那般
清澈那般纯净。最让人惊叹的是，玉
体中间竟游走着一缕变幻的鲜红！

玉是要小心爱护的。玉随人长，
它有心的。你对它好，它同样会懂你
的心思。如今，手中的玉，日日感受我
的气息，变得越发滋润晶莹，俨然人玉
已浑然一体。

□罗辉

这一刻
是十月温暖的手指静静地
撩动阳光和风
一抹十月的早霞落在草尖上
一声清晨的鸟啼掠过高炉转炉轧机

的身体

十月的家园
七十五支红烛烤热我们的面庞
七十五支火把涌动在时光的中心
我们是你背景中的一片火焰呵
低低地倾诉
与共和国的亲情
与钢铁的缘分

祖国的气息与生俱来
五千年源远流长
坚持用黄河的姿态和品格奔腾一生
宽广的情感到达十月成为河流
亲亲我的祖国
我们是你的一块块亮晶晶的钢铁呵
在金秋的流域
融汇为一片光明之水
我苦难与幸福交融的钢铁多梦更多情
一朵朵钢铁浪花在前
芬芳了攀西大裂谷的日子
所有的冶炼耕作都与十月的兴衰繁

荣有关

在十月的天空下
托举钢铁火炬的人们前仆后继

辉煌着太阳的颜色
钢铁的鲜花在钢花铁流的献礼中盛开
大地的星辰在岁月的远景中上升
滚滚的波涛走动
诗歌的光华流动
如顶天立地的攀枝花树
在十月的旗帜下走向我们的灵魂
内心的阳光温暖而明亮

祖国
血液奔涌的歌声比生命更长
新时代的美景展望在十月上方
一如巍峨高炉转炉的钢铁轰鸣刻骨铭心
与钢铁一同呼吸并宣言
我们不能把钢铁和祖国分开
不能把祖国和幸福灿烂的十月分开

□吴兴刚

米易团山堡，因其凸出而自成一团，
故而人们取其形而授其名。更为奇特的
是，这个所谓的堡，竟然被人看出了个模
样，说是一个葫芦，说得有鼻子有眼睛，
哪里是腰、哪里是把，上下左右，都让人
们说出了个道道，而且有些出神入化，让
人咋看咋像，咋看咋喜欢。若是能拿在
手中，可能有人会爱不释手，细细把玩。

话说团山堡这一葫芦，有一细细的
腰，腰上有座建筑，初一看，与周围其他
民居似无二样，定然细看，又觉得有些不
一样，经当地人一指点，方才知道它是有
故事的。当然，这个故事，需要用另外的
文字来叙述，这里就不再啰嗦了。这里
要讲的是一块与这座建筑主人有关的
田，这座建筑的用途自然是民房，它的主
人姓罗，按照当地人的习惯，在一定时期
内他家拥有过的资产或使用过的农具，
就被人冠以罗家之名。

既然如此，他家耕种过的田就被赋
予罗家之名。可能有人认为还不足以说
明其田的面积，因此又加了一个后缀词
——大田。

罗家大田，倘若是一块完整的田，那
就不必用过多的笔墨来记录了，因为此
名于它，显然名副其实的，可要在团山堡
这样一个倾斜的盆地略微突出一点的地
方，有这样的一块整田，显然只能是臆
想。现实的情况是，偌大的一片地，因其
耕作的主人而有了罗家之名，又因为绝

大多数是水田，而被人称之为罗家大田。
说也奇怪，分布在葫芦肚上的罗家

大田的形态又俨然是个小葫芦，因此如
果说团山堡是一个“宝葫芦”，罗家大田
就是一个长在宝葫芦肚脐上的“圆葫
芦”，珠圆玉润。在太阳光的照耀下，波
光粼粼，犹如长了片片鳞甲的鱼，活灵活
现，更牵动着跃跃欲试的窥探之心。

其实，一块块细而长的、条形的田，
很多时候是没有水的，干涸的泥土里长
出的绿色精灵，当然有与水密不可分的
水稻，但更多的是与水若即若离的植物，
这些植物有小麦、荞麦、土豆、苞谷、红苕
之类的称谓，其实人们更喜欢的是她们
合起来后组成的一个词：粮食作物。

既然是粮食，显然其功能是果腹，尤
其是在那些既要交公购粮食，温暖城镇
人口的肚子，更企盼从中得到自己和家
人应得份额的年代，显得特别重要。这
种份额，于它的主人——罗家，自然有些
身家性命的意味。

这个罗家的日子是咋个过的？“未经
他人苦，不知他人难”，回忆如何填饱肚
子的问题，旁人，特别是现在的很多年轻
人是难于写出其时的辛酸和苦辣的，可
只要说一个数字，或许就有人能想象出，
九子一女，加上父母，就是八仙桌也要整
整地坐上一桌半的人，需要嗷嗷待哺，穿
衣吃饭，读书结婚，没有哪一件不是大
事，没有哪一样不是要用钱来说话的，这
些维持生活的大部分来源都需要从罗家
大田的土地中生长出来。但罗家大田无

疑是不会生金长银的，更不会因为你罗
家人丁兴旺、负担重而对你眷顾有加，她
依然是那样地在风吹雨打、日晒雨淋中
存在着，等待着主人去谋划，等待着汗水
去浇灌，等待着一铲一锄、一犁一耙，年
复一年地等待着，至于是不是“一分耕耘
一分收获”，很多时候可能要看天老爷是
不是帮忙了。

这年罗家大田的掌门人是一个人称
“罗二叔”的汉子，自家的日子都捉襟见肘
了，他却让妻子赶紧给才生了小孩的徐日
体老婆拿去鸡蛋、米、糖。投桃报李，罗家
孩子也时常到他人家去，守在火塘边，碰
上邻居何老九之类的，管它干胡豆还是烧
土豆，吃个腹胀肚圆，也是稀松平常的事。

罗家大田养育了罗姓一大家人，十
个兄弟姊妹有的当上了老师，有的做起
了老板，即使是在农村的，也是让人翘大
拇指的专业能手。当然，他们的成才是
否是因为大田的庇佑，一般的人肯定不
能擅自揣度。而让人称奇的是，他们十
兄妹及其后代的家庭中，不但深深地烙
上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印迹，而且其
大家庭成员中也有了蒙古族、傈僳族、苗
族、白族的影子。

如今的罗家大田变成了果园，靠近田
埂的是核桃树，包围在中间的是桃树，花
开时节，自有气象，引人驻足。果子熟了，
果园里传出了笑声，自然是丰收的喜悦。
站在田埂上，潺潺流水奔流不息，远山近
土一览无余。若有闲致逸情，在此东眺西
望，南窥北视，倒是个理想之地。

□杨子昂

推窗见山，开门见山。我生活
在大山里，工作在大山里，行走在
大山里。

当我在晨光澄明间推开窗子，
连绵不断的山峦，就映入了眼帘。
当风雨如晦云飞雾涌时，我虽然看
不见山峦的影子，但我知道，此时
此刻，那些连绵不断的山峦依旧在
那里，默默地守在那里。

这里，就是古朴苍茫的攀西大
裂谷。我与山为邻，依江而居，每
天都在登山看山读山。我从金沙
江南岸的山峦，到北岸的山头去工
作。我在山峦间散步，伸手能够触
摸到蓝色的苍穹。抑或在云雾缭
绕的季节，漫步在云端。这是一种
神奇的感觉，与之前我登临的名山
的感觉迥然不同。

我曾到过“天下第一奇山”黄
山。领略过它的奇松、怪石、云海、
温泉、冬雪。当我在天都峰上远
眺，只感觉到它的高峻。当我在百
步云梯上攀援，我只感觉到它的陡
峭。

我曾到过泰山。顶礼膜拜过
它的古老与庄严。那历代的石刻，
我感觉到文化的厚重。它那重叠
的山势，厚重的形体，苍松巨石的
烘托，云烟的变化，静穆中透着庄
严。

我曾攀登过华山。它那奇峰
险崖，确实让我暗暗称奇。登临其
顶，远眺秦岭，北瞰黄渭，能让人生
出一种“欲与天公试比高”的豪迈。

我亦曾到过庐山，欣赏过香炉
峰“飞流直下三千尺”的奇丽，观看
鄱阳湖苍茫秋水的辽阔……

这些我所有登临的名山，都感
觉有词可赞。而面对苍茫雄浑、原
始神秘的攀西大裂谷的山，我却感
到语言的匮乏。

独特的地理环境，造就了攀西
大裂谷大小形状各不相同的峡谷、
江河。地质的多样，蕴藏着丰富的
生物、矿产、水资源等。在这里，群
山汇聚，层峦叠嶂，悬崖峭壁，参差
峥嵘、鬼斧神工。在这里，时间的
亘古、地理的落差、空间的变幻，演
绎得淋漓尽致。是的，大自然把奇
瑰的景象赠给了攀西大裂谷。

这里的山，不同于我游览过的
那些名山，它看起来是不能用任何
一种颜色能够表达的，只能是无穷
的意会那种苍凉和古朴以及遥远。

神秘的攀西大裂谷，我一直试
图走近你，可我又始终不能走近
你。你总被一种博大古朴而深远
粗犷的气息包围着，深埋的“宝藏”
沉睡了亿万年。你始终被从远古
雪山奔涌而来的湍急江水环绕着，
静谧肃穆，似乎有一种百折不挠的
坚持和力量。

登山看山读山，我逐渐领悟
到，山不在于名气有多大，而在于

“奉献”。就如那些山一直在那里，
千万年来，以不同的方式默默地奉
献。人也应该像山一样，宠辱不
惊，甘于奉献，那该是什么境界。

六十年前，从五湖四海来了一
群建设者，他们以“天当被子地当
床”的坚韧不拔和百折不挠的信
念，扎根攀西大裂谷。依靠中国人
自己的力量，唤醒了沉睡亿万年的

“宝藏”，用“献了青春献子孙”的壮
举，赋予了攀西大裂谷最美底色。
这不就是山的境界吗？

从此，这里的山不寂寞，水不沉
寂，在苍茫的云烟中升腾出一种韵
味，催生出一种不可遏制的力量和
精神，谱写了一座英雄城市的历史。

流年似水，世事沧桑，我登临
过许多的名山，但惟有攀西大裂谷
的山在我心里是最美的，虽然它不
是什么名山，却相看两不厌。

□陈建

种下的玫瑰已经不开花了
叶片在娑婆响
来日方长的烟火味，在夜风中

绽开

一道风在墙角弯曲了一下，拐
着弯向前去了

它的背影让我想起了多年前的
一个夜晚

摔了个狗啃屎，闷哼了一声爬
了起来

那狼狈的样子
让我狠狠地记住了在后面
推我的是一阵秋风

我爱这秋天的斑斓、寂静
辽远的旷野隐秘着巨大的金黄
天空依然宏大，云朵继续开着

棉花般的温柔
山涧和屋檐悬挂的，是形销骨

立的秋

有时候我行走在那些
湿漉漉的旧时光里，就像几句

好诗
始终迷恋淅淅沥沥的秋雨无法

自拔
上有老下有小还有诗句下酒
是件多么让人幸福的事
万千珠帘也道不尽。天凉好个秋

山的境界

秋黄。 （陈黎 摄）

秋 风 辞

十月，钢铁和祖国

宝葫芦上的罗家大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