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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是一个不大的镇子，离周边其他旗县市

区距离并不太远，不属于穷乡僻壤，固定人口也
较为稳定。几十年来，故乡人多是种地务农养些
牛羊牲畜，农闲时小打小闹经营些小买卖。

不知源于何时，故乡人渐已形成了一个不成
文的习俗：谁家的房子地基高、房顶高、内部“入
深”（宽敞）、气派，谁家的地位就高，家族也就兴
旺。一直以来，故乡人是很重视自家房屋建设
的，一处好的住所是他们一辈子都思慕的大事，
哪怕跨山越海背井离乡多年，仍在做着“有朝一
日发达时，在故乡建一处大房子”的梦。“心安之
处是吾乡”，在故乡拥有一处房子足以疗愈、安放
一颗在外漂泊的心，外出打拼才有了踏踏实实的
底气。

当年故乡的青年男女所谓的“相亲”，不仅相
看彼此的高低俊丑、机灵与否，还在彼此的问询
中衡量着各自家底的薄厚，但一处高大、宽敞的
房子是问都不需要问的真实力，为“亲事”的成功
增添了更多硬气与可能。

于是乎，祖辈父辈们在这片故乡的原野，风
里来雨里去，几十年如一日，宁肯绳索勒破黝黑
的臂膀，土石把壮年汉子的大手磨出层层老茧，
任凭风吹日烤，任凭霜露湿透裤管，故乡人就这

样用锄头、镰刀及如耕牛般的坚韧，一日日一年年，用勤谨和节
俭编织成老屋的一砖一瓦一屋檐。

故乡的第一代房屋是纯粹的土坯房，至今仍活在如父亲这
一代人的记忆里，时而清晰渐而模糊。

这样的土坯房，冬天漏风夏天灌雨，屋上长草墙皮龟裂，好
在故乡人牢牢守住家中的一盘土火炕，一口大锅灶，有个暖地儿
睡，有口热乎饭吃，生活马马虎虎就这样不知过了多少年月。

那些年人们最难熬的是夏秋季节的“连阴雨”，一下就是三两
天，淅淅沥沥接连不断，“软磨硬泡”销蚀着那老屋，渐渐外屋的边
边角角如熟透的黄叶“啪塔啪塔”地在这雨中掉落了不少泥皮。

待天放晴时，老屋已然满目老态，一如“秃顶露齿”的“老
人”，因缺失了不少泥皮，丑陋中多了几分沧桑。没几年，熬不住
的老屋已是歪歪扭扭，似在挣扎中艰难地完成着自己的使命，更
有甚者还得需要几根或多根柱子的支撑。

父亲年少的记忆中，一次老屋的屋顶上掉下一块泥皮，恰好
砸在了锅灶上，掀翻了锅盖，还毁了一锅稀粥煮山药，也毁了一
家人的一顿晚饭。又一次深夜，家人安睡时屋顶的一块泥皮猝
不及防掉下来散落在被窝上，让一家人心有余悸一夜不敢入睡。

自此，盖新房就成了这家人的头等大事。 一块块形状各异
的地基石，一根根或粗或细的椽檩，一垛垛的泥炕板……一项

“浩大”的盖房工程在悄然筹备中。不曾想过掉了几斤肉磨了几
层皮，更不知与他人说了多少的好话，动用了多少亲朋邻居，新
房子终于建好了。虽然仍为土坯房，但建材上乘，地基和屋顶较
之前高出了许多，宽敞、明亮、结实自不必说。在同村人一波又
一波“参观”后的啧啧夸赞及满眼满心的羡慕中，屋主人突然间
如头一次上轿的大姑娘竟有些不好意思了，手足无措，那时那刻
自己几年或是几十年的辛劳与苦难，如过眼云烟轻描淡写地被
化解着，这是足以让人骄傲一辈子的事儿，是故乡人睡着都会笑
醒的幸福！

那些年那代人，谁还会忘记这样的“土坯房”记忆？
“砖挂面”房子是故乡的第二代房屋，见证了正值中年父亲

这一代故乡人的呕心沥血。
那些年随着故乡的路越修越宽，越来越四通八达，故乡人不

再一味地“面朝黄土背朝天”种地务农养牲畜，心眼也开始“通
畅”了，充分利用城乡接合的地理优势，各种灵活自由的小买卖
如火如荼地铺展开来，没几年故乡人的“心”也开始变大了，盖大
地方的“砖挂面”房子成了他们摇曳不散的梦。

所谓“砖挂面”，即房屋的内里为层层结实的泥炕板，用或红
或青更为结实的砖块来装饰房屋外层，整齐气派，不怕风吹日
晒，不怕雪飘雨淋，故乡人形象地称这样的房屋为“砖挂面”。

壮年的汉子、能干的主妇们说干就干，暖和无雨的整个春季
和夏天，把裤管挽得高高的，穿上高筒的雨鞋，扛起铁锹和耙子，
在较为空旷的地方和泥、踩泥、拓泥炕板。

“泥炕板”是故乡人盖房子很重要的建材，不只是为土炕
所用，更大的用量是整幢房子的墙体所需，多选粘性较好的黄
土，搅入砸碎的麦秸秆，和之以水，用铁锹及耙子在不断地搅
拌中增进土的粘性。更有人穿上雨鞋在其中不停地踩踏，让
黄土、麦秸与水充分地融合，泥的粘性翻了倍。当汉子们踩下
左脚拔不出右脚时，拓炕板的泥才算恰到好处。然后用特制
的模子盛放这如加入了胶一样的泥，男人们铲泥，女人们用平
整的泥铲子把模子中的泥抹平又抹平，待光滑齐整时一个炕
板子即可拓模，在风和日丽的时日里没几天就干透了，便可以
码垛以待盖房所需了。

当一排排整齐的炕板成垛后，“突突突”冒着黑烟的四轮车进
院了，没几日偌大的院子如五金店一般满满的，一垛垛的砖块，一
车车的地基石，剃得光滑圆溜的或长或短的椽檩，甚或水泥之类
的东西统统被运了进来，终在“噼噼啪啪”及好一阵震耳的“二声
响”的炮声中开启了建新房子的挖地基仪式，虔诚而隆重！

“砖挂面”房子远不像之前盖土坯房一切亲力亲为，全家齐
动手，需雇用手艺上好的泥瓦匠，从房屋的根基到布局，从用料
到美观，从铺砖到盖瓦，无不体现着手艺人精湛的技艺。因此，
故乡人宁可平日里自己省吃俭用，但从不苛责和怠慢这些房屋
的“工程师”们，把家里用来招待新女婿级别的东西都拿出来了，
什么好茶好酒糖果之类，甚至过滤嘴的香烟，随时殷勤地招呼师
傅们抽着。

盖房子的时日里，伙食也分外地“硬”，三天两头的大烩菜、
油炸糕，不时还要配备肉店里刚出锅热气腾腾的“猪头肉”，肥瘦
搭配切上满满的一大盘，外加一盘似还在“嗞嗞”冒油的花生米，
真是待客的上乘饭食，只为自家盖房的材料能在匠人的手中锦
上添花，最大程度地发挥其功效。

个把月的光景，又是一阵更为响亮的炮声，匠人与众多年轻
力壮的男人们开始上大梁、封屋顶，房屋的主体工程完工了。这
一天家里的来客是最多的，七大姨八大姑、远亲近邻一股脑都来
帮忙，做饭的、上梁的、跑腿置办物品的……一院子的人忙得不
亦乐乎，不亚于当年故乡人娶媳妇办婚宴的场景。

时有锅碗瓢盆的叮当作响，也有浓重油炸饭菜的香气，更有
人们推杯换盏的开怀畅饮，海阔天空的畅谈，只因一处新房子给
人们增添了更多的喜气和谈资。至于后来的铺砖盖瓦，盘锅头
砌火炕，在晾晒房屋的过程中陆续展开。

没几年的工夫，故乡这样的房屋如雨后春笋一般比比皆是，
并不稀奇！

故乡的第三代房屋是这几年在农村旧屋改造的大潮中，盖
起的楼房装修式的新房子。

这样的房子少却了之前的亲力亲为，整体“大包工”一体化
设计，机械化的设备——挖掘机、吊车等，随叫随到，省心省力。
新式的房子，用了全新上好的材料，屋基不知要高出旧房子几
倍，高大的建筑架构，锃亮的墙砖，明亮的地板，铝合金的大窗
户，花园式的院落……

很是幸运，已是古稀的父母同样住上了这样的新式房子。
夕阳晚照中，父亲常会与母亲坐在新屋门前硕大平坦的“晾台”
边，看着偌大的院子，似在欣赏一件精心打造的艺术品。也偶或
两人一番絮絮叨叨“忆苦思甜”，感慨新生活来得如此迅疾：互联
网下的一部手机让父母“足不出户，便知天下事”；一个小小的遥
控器瞬间让水满瓮缸；电暖气实现了家中取暖自由；一个电话物
流送货上门……

时光缱绻，岁月如风，辗转回眸故乡已是几代人的几辈子，“没
有比脚更长的路，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故乡人代代传承一路艰
难跋涉，坚韧而执着，原来只为追寻那生生不息的故乡之光——
一处安居之所足矣！

故
乡
之
光

□
葛
利
芳

那天，我无意间窥见被遗忘在阳台角落的花盆
中，一棵嫩芽偷偷探出脑袋，弯曲的脊背蓄势待发。
它鼓足勇气，奋力一搏，终于挣脱了最后一层泥土的
束缚。微风轻拂，吹净了它一身的尘埃。它抖擞精
神，继续向着阳光的方向蓄力生长。我被眼前这个小
小生命打动了。那些隐匿于角落，小到尘埃的倔强，
足以美得让人心生振奋。

其实美无处不在，即便闭上眼，耳朵也能捕捉到
隐没在大自然里细小的天籁。电视剧《去有风的地
方》里，许红豆义无反顾地放弃稳定生活，徜徉在古朴
小镇，听潺潺水声，伴着叽喳雀鸣，清脆悦耳的马队铃
声同她擦肩而过，如此惬意、舒心。这些曾被喧嚣掩
埋的细微声响，如同大自然里跳动的音符，就这样源
源不断地涌入心灵，美得让人流连。

张家玮在《夏天的凉白开》里有一段叙述让我印
象深刻。夏日的午后，蝉鸣阵阵，席地而坐的人们半
个脑袋扎入搪瓷杯口，忘情地啜饮着凉白开。从咕咚
咕咚的急吼吼，到细细品味的慢悠悠，那丝丝的清爽
在舌尖萦绕。一杯凉白开仿佛开启了一方清凉小世
界。原来，那微不足道的凉白开，才是酷暑中最难得
的解药。

谁说荡气回肠的才是爱情，有一种爱可以如涓涓
细流般滋养一生。《亲爱的，不要跨过那条江》凭借一
个个细数生活点滴的镜头，斩获了第21届洛杉矶电
影节最佳纪录片奖。故事里，98岁的爷爷和89岁的
奶奶白天出门十指紧扣。他们像孩子一样向对方扬
树叶，嬉戏打闹；如初恋情侣般，为对方簪花，四目凝
望。到了晚上，即便奶奶已经温柔睡去，爷爷也会宠
溺地摩挲她的脸庞。长长久久的爱，从来不靠轰轰烈
烈的剧情演绎，它藏在两人紧握的双手里，匿在笑弯
的眼角皱纹里，隐在眉目传情的眼波里。正是这些微
小的细节，编织成了绵绵不绝的爱意。

一天清晨，我被床头鱼缸里淙淙的流水声叫醒。
忽而瞥见假山旁竟多了两尾探头探脑的小小鱼。它
们正摇头摆尾地穿梭于假山间，时而啵啵地吐泡泡，
时而嘴角轻触水草，顽皮逗弄。我刚把手伸到鱼缸上
方，小鱼们便如箭般蹿来，企盼投喂。我沉浸在它们
憨态可掬的小小举动里，勾起了嘴角。不知从何时
起，习惯了极目远眺的我们，穷尽所有去追求遥不可
及的美好，却忘了低头凝望目之所及的珍贵。

其实，美从来不只有蔚为大观的壮阔，还有方寸
之间的细腻，只要用心观察，总有惊喜。

方
寸
之
间
的
美
好

□
张
娟

静谧的夜晚最适合消散聚会后的微醺。我独坐
在园区的秋千上，沐浴着柔和的月光。月亮照着我，
也照向了丛林，繁茂的枝叶在微风中抖落着银光，像
是一群翩然的精灵。突然，脚下一个慢慢移动的光点
引起了我的注意，待我蹲下身，才发现那是一只黑色
的小瓢虫。米粒般大小的甲壳被月光映得闪闪发亮，
那一刻，它好似夜空洒落在大地上的一颗星星，在黑
暗中闪烁光芒。月光轻轻抚摸着这只小瓢虫，陪伴它
缓缓地前行着。这微小的生命，在月色的注视下，显
得如此独特。

这场景不禁让我想起女儿痴迷的绘本《太阳与
蜉蝣》，绘本讲述的是一只小蜉蝣出生时与太阳相
遇、相识的故事。当小蜉蝣为自己只有一天生命而
感到难过时，太阳散射出温暖的光拥抱着蜉蝣小小
的身躯，轻声地给她讲述昼夜交替、四季更迭。当小
蜉蝣生命结束，落向水面时，太阳也默默地陪着她落
了下去。在太阳的爱中出生，在太阳的爱中离去，小
小的蜉蝣也许永远都不会知道，在太阳的眼里，她从
不渺小。

就像泰戈尔所说，“你微小，然而你并不渺小，因
为宇宙间一切光芒，都是你的亲人。”是的，那是恰似
亲人的爱。有一种只能靠吸收枯叶的营养得以生存
的植物，名字叫“美冠水晶兰”。为了滋养这娇嫩的水
晶兰，林间的落叶纷纷放弃了随风飘舞，而是安静地
躺在潮湿的泥土上。它们舒展着自己曾经翠绿的身
躯，仰视天空，姿态凛然。风雨侵蚀，枯叶渐渐与泥土
融为一体，但它们的叶脉依然清晰可见，仿佛在勾勒
着曾经的舞步，倾诉着曾经的辉煌。落叶把自己的爱
意化成水晶兰十足的底气，使得水晶兰纵然只有十几
厘米的躯体，却也能在树木丛生中站得笔直。

我总以为，微小的生命会被不经意地忽略，却不
承想，它们从未被遗忘。影片《小世界》中，女主人公
在给男主人公介绍苔藓时，神采奕奕。女孩用手心托
着一簇叶片柔软透明的苔藓，轻声说，苔藓无处不在，
只是它们太小了，以至于我们都不曾留意。在女孩温
暖的目光中，朵朵苔藓静静地躺在她的掌心呓语酣
睡。女孩的爱，就像那无声的泉水，供给苔藓一生所
需的潮湿。

原来爱从不会因为生命的微小而缺席，而被爱，
也终会留下痕迹。

总
会
有
爱
，不
远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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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
爽



























































































































□张振华

旧时光
我曾将自己囚于往昔
在回忆间燃起篝火
烘焙着自己的欢乐
与他人的幸福时光

也曾把自己流放于岁月
在街巷和山川中流浪
用晨露润泽心灵，借清风梳理思想
将山顶的巨石挪入心底
在心房之中雕琢出一尊象征希望的雕像

从脊梁之中抽取坚韧的力量
于脑海里铸造数柄象征勇气的长枪
心中有过激情澎湃如浪
容颜那时阳光绽放
用欢笑传递温暖的火种
以脚步丈量前行的方向

于他人的精彩之中汲取奋进力量
在自我的挑战之中实现华丽绽放
而我的目光
始终紧紧追逐着繁星与流萤的熠熠光芒
我的气息
始终和谐伴随清风与鸟鸣的欢悦舒畅

□郭振亮

孩子，你已长大

孩子，你已长大，
从此，你再不是爸爸
羽翼下的小鸟。
你可以挣脱爸爸的手中线
走出自己的天地，
你可以在理想的蓝天上
自由飞翔，
在生活的海洋中，锤炼你的翅膀。

孩子，你已长大，
从此，你再不需要
仰望爸爸的高度。
你已从一粒种子，长成了
参天大树，
以后，你要用自己的伟岸
去撑起一片天。
爸爸坚信：在困难面前
你会变得坚强，
相信自己，一个坚强的自我
一定会走出精彩的人生……

□雷鑫

母亲的眼睛

逆着水花踩来的潮涌
忍不住她的明眸，在浪中
被燃烧、被席卷、被湮灭
于是青蒿长在养育的版图里
伸出一条金色的弧线
托住她的眼睛连同她的背影
泛出白色的光，射在她
孩子的身上。她的身躯
变得高大、坚强。岁月
让她的影子渐次模糊
浪潮退去，石头现出原形
但她的灵魂还在卷积
在龙卷风中飘荡
又是那么的牢固
她的孩子第一次在夜晚
不再惧怕黑暗

开
在
缝
隙
里
的
花

□
许
琴

前几日，去朋友家小聚，我发现了一处缝
隙里的灿烂。她家的木质茶桌上，裂开了一
条很宽的口子，中间用铜制的装饰嵌在里面，
装饰物上面刻着流水的纹路，在阳光照射下
熠熠生辉，给原本古色古香的茶桌更增添
了打磨的质感。我不由得感叹这位设计师
的风格独特。

朋友说有天工作闲暇，无意中把采的花插
在裂开的口子当中甚是好看，于是她想到
了可以改造一下，随即一张新的茶桌就
出现了。

在《浮生六记》中，芸娘
煮茶时，会趁着月色，先
用小纱囊装少许的茶叶，
放入含苞待放的荷蕊
中。第二天清晨，将茶
包取出，再用甘甜清冽的
天泉水来泡茶。这样泡出
的茶，香高味浓，馥郁持久，既保留了茶的醇厚，
又有荷花的清香，别有一番情致。芸娘把藏在
生活各处的点滴美好，一一拾起，细细擦拭，勾
画出一幅如诗如梦的美好画卷。

而备受推崇的生活家汪曾祺，在一草一木
中，也能发现生活的美好。冬日一早，他到后园
选摘几枝腊梅，把骨朵都剥下来，用极细的铜丝
把它们串成各式各样的腊梅珠花，再用几粒天
竹果嵌在中间点缀。黄腊梅与红天竹，都是平
凡之物，此刻却焕发勃勃生机，惹得家人竞相佩
戴。汪老曾笑着感慨，自己应该成为一名工艺
美术师。

生活的点滴美好，不止于草木间，也藏在爱
的想象中。在电影《当幸福来敲门》中，克里斯
因为付不起房租，被房东赶出门，无处可去的他
只能带着五岁的儿子流浪到地铁站。在地铁的
长椅上，他一脸神秘地对儿子说，手边的检测仪
其实是时光穿梭机，他们可以借助它回到远古
时期恐龙出没的时代，克里斯和儿子穿越成了
山顶洞人，为了躲避恐龙的袭击，他们东躲西
藏，最终找到了一个安全的山洞——地铁的公
共厕所，在那里度过了难熬的一晚。即使在那
样的环境下，克里斯还在让周遭一切插上想象
的翅膀，陪儿子去发现藏在不起眼环境里的美
好童年。

一个人心中装着美好，便可发现万物深
情。生活中有着很多不经意的点滴欢喜，像缝
隙里偷偷绽放的花，总是悄悄藏在我们身边，等
着我们去感受、去欣赏、去热爱。

爷爷每天都会喝茶，即便是炎炎夏日，也
坚持用滚烫的热水细心地冲泡着陶瓷杯中的
茶叶，为自己泡上一杯解暑又提神的热茶。他
轻轻地吹散热气来上一口热茶，嘴里念着好
茶。一天我心血来潮嚷嚷着要尝一口。爷爷
慢慢地递给我茶杯叮嘱我小心烫，我学着爷爷
用力地吹了吹杯中的热气，小心翼翼地靠近
它，茶水浅浅地触摸着我的嘴唇，扑鼻而来浓
浓的茶香与口中的苦涩相形见绌。我眯着眼
张开大口，又苦又烫，整个心都跟着躁动起
来。此后多年，我再也没喝过茶，当年的苦味
至今仍记忆犹新。

大学暑假，爸爸的朋友马叔叔常来家中与
他下棋。他总是将茶包递给我，我用热水浸泡
着他的茶叶，清新的茶香扑鼻而来，他却无动于
衷，目光迟迟无法从棋局中抽离。马叔叔左手
端着茶杯，右手食指灵活地摆布着棋子。我焦
急地催促他，杯中的茶叶配合我时而沉时而浮，
在热水的滋养下努力地展现自己的才艺，试图
引起他的注意。他不慌不忙地端起茶杯细细品
尝，不一会儿，手中的棋子落下，破局而出。我
悬着的心随着杯中茶慢慢放下。多次续水后，
茶水也不再“浓妆艳抹”，渐渐变淡，我入迷地
端起茶杯往嘴里放，被淡淡的甘甜滋养着。他
说人生如茶，戒急戒躁，要细细品味其中的美
好。我使劲地点了点头，嘴里回味着清新的茶
香与甘甜。

工作多年后的某个夏日，我偶然来到龙井
茶园。在茶园里我一边听龙井茶叶的采摘制作
过程，一边感叹清香的茶叶也是要经过种种工
序的锤炼。我坐在一张金黄的茶桌面前，用沸
腾的开水浇灌在茶叶上。茶似乎感受到了热水
的恶意，试图挣扎地跳脱，不停在杯中翻滚，时
而浮于杯面，时而沉入杯底，似乎在抵抗着这滚
烫的命运，散发出浓浓的茶香呐喊着命运不公，
在我一次又一次滚烫的浇灌中，逐渐平静下来，
沉入杯底，慢慢散发出清香。

夏日里的茶，香气鲜嫩，让人不免沉浸其
中，顿悟茶就如同人生一般，历经风霜洗礼后
回归内心的平静，放下那一切的浮躁，独享百
态人生。

茶
味
人
生

□
陈
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