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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学 副 刊

铜官山铜官山

听过一句浪漫而伤感的话：下雪
了，如果我们不撑伞，一直走下去，是不
是就可以一路到白头？

也许，有人认为，爱情的路，本就是
曲绕缠绵的。宛如修行之路，中间的波
澜惊喜，只有经历的人最清楚。

天上的一条爱情路是牛郎和织女
的鹊桥路。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
间无数。衣决飘飘，素手相牵，诉不尽
断肠思念。一顾不忍，再顾几春秋。纵
有鹊桥，难抵人间寻常。

空间和时间的不同，注定爱情的路
途不同。古人的情爱之路，或许是漫
漫无边的，譬如孟姜女。初为人妻，
初享甜蜜时，丈夫便与她分离。从
此，她踏上了寻夫之路。寻夫，询夫，
难也！在那个苦寒时代，她竟做到
了。千里迢迢的路，一步，一步地走过
来了。而能让她在受冻挨饿，彻夜难
眠，失望绝望的路途中苦撑的，唯有爱。

我来到你的城市，走过你走的路。
爱情的路啊，一路追寻，一路坎坷。

父母的爱情，简单到如一朵云追
另一朵云般。年轻时的母亲活泼热
情，是家里的长姐。母亲高中毕业
后，去了一家药厂。因路途较远，外
公给她买了辆自行车。一日清晨，在
路上步行的父亲遇到了母亲。迎着
晨曦的那一刻，父亲的脑中便刻下了
窈窕的身影。

父亲虽是家里最小的儿子，从不曾
受过优待，童年时还被人家抱养过。长
大后的父亲愈发独立坚韧，早早离开大
家庭，仅靠一双勤劳的手讨生活。母亲

经过的那条路，他亦日日经过。原先认
为只是一个人的路，自遇见母亲后，父
亲走在路上的脚步轻快了许多。在路
上守候，在路上摘一把小野花，在路上
装作巧遇，在路上悉心交谈，在路上相
知相爱……

爱情的路啊，是目光中的追寻，脚
步里的轻盈，心灵上的相依。

王阿姨和丈夫是人人称羡的伴
侣。王阿姨本是青春靓丽的医院实习
生，无奈一场大病夺去了她的一条腿。
在家中凄苦抑郁地度过了近十年后，经
人介绍，认识了现在的丈夫。初见面
时，王阿姨直接将残肢撩起。那人似乎
早有准备，只是拿起毯子轻轻盖上，并
仔细拢好。

“以后，我就做你的腿，带你走！”那
人承诺。如被锐利的阳光之箭射中，王
阿姨封闭幽暗的世界顿时敞亮明媚起
来。那人说到做到。四季轮回，风花雪
夜，都尽力陪王阿姨走在门前的路上。
先是推轮椅，走在泥土上，后是王阿姨
摇动轮椅，有说有笑地走在水泥路上。
再后来，王阿姨开着电动三轮在前，那
人跟在后面跑。

路上的风景千千万，你比风景更动
人。爱情的路啊，就像两株草，风吹不
散，雨打不垮。静静长叶，静静开花，洒
下芬芳！

路有阡陌，爱情有种种。“陌上花开，
可缓缓归矣”，那是吴越王对夫人的思
念。一路赏花，一路盼归。凡人烟火，也
可将爱情的路延展成了诗和远方。就这
样，一路看，一路走，一路到白头！

□邹娟娟

一条路的爱情

中国文化中自古有“人杰地灵”的
传统。也许是山川灵气钟情于枞川大
地，也许是先贤道德文章照亮了后代子
孙。应老战友邀请，我们一群生活在铜
陵市的战友，集体造访了枞阳县横山
村。行走于横山村，直觉告诉我，这是
一座文明和谐富裕程度超高的村庄。

横山村地处枞阳县横埠镇的东南
方，北靠莽莽大山和合铜公路，西北连
横埠镇，横埠河环绕村庄东南，呈丘陵
地貌。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横山村抓
住了历史机遇，做活了人文、绿色和共
享等多篇文章。

横山村是明朝末年“铁骨御史”左
光斗的故乡。横山村人“富起来”以后，
先后修建了左光斗故居、左光斗纪念
馆，铺筑了“忠毅大道”等人文景观。因
为背靠高山，傍水临江，抗战时期横山
村这一带，曾经是新四军的游击区，至
今还保留着新四军会议室、战壕和烈士
墓等遗迹，成为中小学生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

现如今，乡村旅游方兴未艾，横山
村以现有人文景点为基础，大力开展乡
村旅游基础建设，修桥铺路，遍植花草
树木，兴办农家乐，建设挂面、生腐等基
地，便于城市人节假日到此边旅游边购
物。

在枞阳县很多农村人都忙于到沿
海打工的时候，横山村“两委”班子，敏
锐地捕捉到商机，成立了花卉和苗木公
司，除了基本农田外，村庄所有的荒山
荒坡全部种花养树，绿化率达到70%
以上，经过多年的滚动发展，该村已拥
有 6 家花卉公司，花卉基地面积达
5000亩。现在的横山村，春有梨花、夏

有紫薇、秋有金桂、冬有腊梅，整个村庄
恰似一座大花园。集体富裕后，该村先
富带后富，形成滚动效应，继续大力发
展花卉产业，壮大集体经济，走上了一
条共享发展之路。

我们常说“乡村振兴”，横山村其实
就是一扇窗口。车辆穿行于村庄各处，
到处是水泥道路，道路两边是整齐划一
的小洋楼，楼房前面是一排排路灯、景
观树和摆放整齐的垃圾桶。村委会坐
落在一个山坡上，走近村委会大院，只
见装修一新十分气派的三层主楼和两
层裙楼呈现在眼前，楼房前面是一片江
南园林式布局，花草树木天然成趣，亭
台楼阁浑然一体。村务公开栏、党务公
开栏、财务收支公开栏、惠民政策宣传
栏、法治与计划生育宣传栏等呈“一字
型”摆开。进入村委会大楼，我们一一
参观了该村办公室、会议室、娱乐室、阅
览室、村民服务大厅等，给我印象最深
的还是该村的阅览室，该阅览室约60
平方米，里面一尘不染，中间是一个硕
大的长桌，周边全是靠椅，阅览室内三
面墙上的书柜里是一排排、一层层图
书，至少有10000册以上，内容涉及政
治、经济、法律、科技、生活等方方面面。

横山村的移风易俗，也走到了许多
村庄前面。越过村委会大楼，步入村委
会大楼的后面，有一汪水塘，周围树木
葱茏，几座小楼环绕在池塘边，登上十
几级台阶，就是横山村的喜庆堂，为了
解决村民婚丧嫁娶无场地、无桌椅、不
方便等困境，横山村统一规划，建设了
这座喜庆堂，里面桌椅板凳齐全，锅碗
瓢盆一应俱全，这些设施免费提供给村
民，大大提升了村民的获得感、幸福感。

□王征社

大美横山村

一晃冬天悄悄来临，雪花绽放，百
花谢，“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
枝”。我园中的菊花依然不畏严寒，从
秋到冬，只顾开着，如龙须凤爪般张牙
舞爪地绽放成一个个金盘，盛满冬日暖
阳，温一壶寒冬的菊花酒与我对酌，似
乎在驱赶冬寒，想去抓住岁末的尾巴，
把春光揽入怀中。

我园中的月季也不管秋去冬来，每
月都不缺席，眼看摇摇欲坠的树叶冻得
发紫的脸，雪花却吻开月季如奶油蛋糕
般，白里透红，粉嫩粉嫩的脸蛋，淡淡的
芬芳让我如沐春风，难怪苏轼赞道：“花
落花开无间断，春来春去不相关。牡丹
最贵惟春晚，芍药虽繁只夏初。唯有此
花开不厌，一年长占四时春”。

踏雪寻梅，梅含芳雪吐春菲，它含
着一冬的沉韵，吐出一春的芳菲；含着
一冬的冷，吐出一春的暖；含着一冬的
晶莹，吐出一春的迷醉，“冰雪林中着此
身，不与桃李混芳尘。忽然一夜清香
发，散作乾坤万里春”。

仙客来在寒冬万物凋敝之时，伸长
脖子支起朵朵燃烧的火种，凌寒傲霜盛
放成熊熊篝火，燃烧着一种超然脱俗的
气韵，在寒风冷雪中，飘散着神秘而高
贵的幽香；那弱柳扶风的娇柔却傲立着
朵朵坚韧如梅的芳心，如上天派来陪人
们过冬的天使，以轻逸若仙的风骨挥着
梦的翅膀，雪中送炭，给我取暖，红袖添
香。它又像是众叶之中高高擎起的一
盏盏烛台，细干支起的一个个灯笼，寒

风吹不灭，冬雨浇不熄，给冬之萧索点染
着明丽的融融暖意，照亮我的诗径，笔下
烟霞随它艳丽生花，旖旎而来的绽放，芬
芳纸间！偶尔停笔遐思，看它这如紫衣
飘逸的仙女翩翩起舞，旋转着波浪叠起
的百褶裙，炫舞着一个个美丽的童话，婀
娜多姿，袅袅婷婷；又如千纸鹤般飘飘欲
飞，仙驾祥云，乘风轻拽，迎仙送神，用祥
光瑞气去喜迎春姑娘这位仙客。

寒冬的花苞给人更多的希望与期
盼！粉掌探出粉嫩的花芽，我静待着它
在水寒中慢慢向我展开它粉红的诗
篇。蟹爪兰倔犟地噘起一个个日渐丰
满的花蕾，我似乎已看到它挥舞着红得
发亮的小手，像随时准备捕捉阳光的兰
花指，孕育着生命最美的怒放，去开启

深谷幽兰般的心事。水仙花静待一冬，
按兵不动，只在日益冰寒的水中，让我
的期待如它麦苗般的叶子节节拔高，大
有“芝麻开花节节高”的势头，在大雪封
山之时，便争先恐后地探出头来，只等
阳光那根“烟花”的引线轻轻一拉，就会
引爆一场绚烂的“烟火”表演，它就会如
爆米花般龇牙裂嘴地笑出一首首芬芳
的歌儿，“花容婀娜玉生春”，“凌波仙
子”逐春归，它含着盈盈的春水，吐出一
个个小太阳般的笑脸，温暖了百花凋零
的一季，熏染我一冬的诗情！风信子如
玉米粒般的一丛花苞掩藏在日渐长阔
的如绿剑般的叶子间，我静静地盼望着
它托风捎来冬去春来的讯息。

境由心生，心由花开，只要你心中
装满春天，只要你眼中装满美好，不管
何时何地，四季处处都有花开！你看冬
在含苞，冬有花开，这个冬天，我静看雪
舞，静待花开，静待冬花开出一片春，去
点燃春天的梦想，开出多彩欣悦的一
天，开出浪漫温馨的一季，开出生生不
息的一年！

□宋 莺

凌寒独自开

“寒夜客来茶当酒，竹炉汤沸火初
红。寻常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
同。”是宋代杜耒《寒夜》诗中的句子，冬
夜读来，有着融融的暖意在。

冬夜寒冷，无论是去访友，或是有
朋友来访，都好，都是一份放在心里的
惦记，让人心里暖暖的。能在寒夜里来
看你的朋友，多半是知心的至交，不然，
谁会有这份心情呢。彼时，客人来了，
事先多半并不知晓，仓促之间，有些手
足无措的紧张，不知道该怎样待客了。
而此时，大概也只能以茶当酒，把盏闲
谈了，可喜的是还可以和朋友同看窗前
月，共赏月下梅。冬夜小景，淡而清冷，
此情却浓，格调也是雅致的，彼此内心
应该都是欢喜的。

寒夜有客来，不论客人是不远千里
迢迢而来，或是近在咫尺的东邻施施然
而至，都是件温暖而又美好的事情。而
寒夜待客，各有其道，各自美好，虽不至
于能令主客尽欢，却都是让人心生温暖
的。

板桥先生细心体贴，是个暖男。他
在《板桥家书》中嘱咐家人：“天寒冰冻
时暮，穷亲戚朋友到门，先泡一大碗炒
米送手中，佐以酱姜一小碟，最是暖老
温贫之具。”板桥先生不常在家，却考
虑得如此周到，对到访的亲戚朋友如
此热情，让人倍感情暖。有这样的朋
友，我们就不怕访友不遇的怅惘了。
寒冷的黄昏，进得门来，想见的人虽
不在家，但有一大碗泡炒米送来，也
足以驱寒疗饥了，主人的热情让从寒风
中刚刚走进家门的穷亲戚朋友瞬间暖
胃暖心。

白居易是个好客之人，到了天欲下
雪的傍晚，想起了自己的朋友，便邀他
来做客饮酒，多好。他在《问刘十九》一
诗中说：“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
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白居易太热情
了，有点人想留客，天也留客的意思
在。他对刘十九说，你看，我的家里正

好有才酿好的还没有来得及过滤的米
酒，红泥的小火炉炭火正旺，可以烫
酒，现在这外面的天气也不好，好像
要下雪了。你还是来吧，来陪我喝一
杯新酿的米酒，我们边喝酒边聊天多
好。这样热情的话，在谁听来，都是
一样的温暖。

林洪在《山家清供》里写了这样一
件事：“雪夜，芋正熟，有仇芋曰：‘从简，
载酒来扣门。’就供之。”下雪的夜里，芋
头刚熟，爱吃芋头的朋友来了，他说，看
到你的书信，我就带着酒来敲门了。于
是，大家也不用客气寒暄了，端上芋头
来，两个人埋头就吃。林洪称这位酷嗜
芋头的朋友为“仇芋”，可见他们之间的
关系有多亲密。这也是件非常有意思
的事情，两个人，一个率真，一个随意，
相处自然就融洽了。更可爱的是被林
洪称为“仇芋”的那位朋友，一个人钟爱
一种食物到了近于有仇的地步，可见其
人之真之痴了。这样的人，是有魏晋风
度的。

王徽之生性高傲，放荡不羁。《世说
新语》载：一个雪夜，王徽之正在朗诵左
思的《招隐》诗，忽然想起好友戴安道
来，竟冒雪从山阴家中出发，披蓑泛舟
过剡溪，去访好友戴安道。王徽之前
往访友的心情温暖着剡溪的风雪之
夜，思友心切的王徽之是有所向往
的，也许是多日不见了，也许是有些
心里的话想和好友当面叙说。待至
戴家门口，他却又转身吩咐回舟而
归，不敲门，不会友。人问其故，答
曰：乘兴而来，兴尽而返，我又何必去
见安道呢？寒夜去做客，不一定要见
到主人，可能王徽之更喜欢的是雪夜
诵《招隐》诗、访友的那一份心情。寒
夜访友，却不扰友的王徽之是体贴的，
可见晋人高致。

入冬后，夜已寒，此时我是希望有
一二好友来访的，朋友来，把盏畅叙，彼
此温暖，多好。

□章铜胜

寒夜客来

暮归 郑金仔 摄

夏末一天的午后，与妻女共游太湖
鼋头渚。到达景区时正不知从何游起，
旁边众多游客指着湖心一岛曰“仙岛”，
要上岛一游。我不由自主地朝众人所
指方向望了一眼。此刻微风拂面，水波
澹澹，太阳西下，波光粼粼。我心随波
浪起伏，只觉脚下有些不稳，眼前有些
恍惚。湖心的小岛若隐若现，心中涌起
一种不真实的感觉——莫不是真有仙
岛。

于是与妻女一起上船。船行至湖
中，突然周边出现一群群水鸟，这些水
鸟瞬间把我们的思绪从现实世界带入
了一个不太真实世界。我随着水鸟看
去，远处似乎有几条渔船，有人正在湖
上撒网打鱼，一幅世外桃源的景象。

二十分钟后，船终于靠岸，映入眼帘
的是一座不算宏伟但很古朴的牌坊，上
书“蓬莱仙境”。上岸左转则是一座古色
古香、雕梁画栋的廊桥。走过廊桥拾级
而上，突现南天门，心中不免一惊，没想
已临“天界”。门上有对联，上联“离去了
却凡事缘”，下联“到此逍遥星汉间”，横
批“青云直上”。我正想着人世间诸多凡
事还未了，人生还有诸多遗憾。前去“天
界”还为时过早，可禁不住妻女催促，只
好抬脚跨了过去。眼前是摘星台，这里
不用危楼高百尺，就手可摘星辰。只可
惜此时不是晚上，见不到星星。

正思索间，脚下的路变成了石板
桥，颇有风骨。抬头一看，发现是一条
石头、石板砌成的小路，心想仙岛的事
物果然不一样，一条小路也是如此的考
究、精致。穿过小路来到一个戏台名曰

“天韵台”，上书对联：天地大戏台，戏台
小天地。人们常说人生如戏，戏如人
生。戏剧很精彩，人生何尝不精彩；戏

剧曲折多变，人生又何尝不曲折多变？
走过戏台，来到天街。天街的物品

琳琅满目，各具特色。其中一家店中有
一耄耋老者，白发苍苍却仙风道骨，看
着不似凡人。我琢磨，估计他在仙岛生
活久了，就算没有成仙，也沾了不少仙
气，至少也是半个仙人。这位老者正襟
危坐于桌前，聚精会神作画写字。他写
出的字笔力遒劲，画的太湖韵味十足。
我驻足观看良久，最终求得一副字画，
意满而去。

穿过天街，来到一栋楼阁前，正在
山穷水复疑无路时，在楼阁后发现一条
隐秘的小路。顺小路而上，转过一个
弯，突闻隆隆水声。顺着水声遥望，但
见一瀑布，疑是天河落下处。走近一
看，果然河边石头上写着“银河”二字。
银河旁有两株参天古树，这两棵树超凡
脱俗，气势威严，就像两个武士一样守
卫着“银河”。顺着银河向下远眺瑶池，
正想着不知是否有缘能在这里见到“七
仙女”，不想真有一白衣女子站在湖心
的一块岩石上，临风观水，裙角飞扬，一
副仙女模样。

我们继续向上，穿过缥缈云海，来
到凌霄殿前。凌霄殿果然气势非凡，高
大宏伟，直插云霄。若是能在此仙岛寻
见仙人，想必定是此处了，于是赶紧入
得凌霄殿去。我们顺着楼梯而上，一路
不敢高声语，只因恐惊天上人。爬到一
半处发现楼梯口的大门紧闭，无法通
过。开始只觉失望，但转念一想，此处
怕是通天处，凡夫俗子到此扰了仙人的
清修不说，恐怕肉体凡胎也消受不起，
于是释然。

出了凌霄殿，已是夕阳西下，便与
妻女乘着游船回返了。

□赵 涌

太湖仙岛记游

雾凇 张春羊 摄

你能等时间，但时间绝不会等你。
你等时间，万事成蹉跎。时间等

你，功成名又就。
人的一生，在漫长的时间流里，只

是或长或短的一段。万事等待，只能
让生命的质量大打折扣，回眸盖棺时，
满是悔恨自责。万事急迫不等待，终
了定会安然瞑目，翩然离去。

有限的生命里，须记着，绝不能等
待。

不能等着别人爱你，你才以爱
还爱，用情换情。切莫别被“事不关
己、高高挂起”的冷漠流传所影响，切
莫别被“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
下”的片面观点所左右。即使与己无
关，也要积极些、主动点，尽一己之力
去帮助别人；即使自己穷困潦倒，也
要用绵薄之心去温暖别人。这是人
之常情，是善良本性的光芒，是温暖
尘世的火苗，是点燃别人爱心的导
火索。

不能等到孤独时，你才认识到朋
友的价值。俗话说得好：“一个篱笆三
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这就暗示
我们，任何人都需要朋友，朋友多
条路好走。何谓朋友？朋友是你
后天主动寻找来的亲人。有时候，
亲人不能办，或者无法办的事，朋
友却能。有些人在拥有朋友时，要
么高高在上，颐指气使；要么耍心
眼、用阴谋，不把朋友当朋友，而当
成唯唯诺诺的佣人，谋私利的工具，
跳高的翘板。久之，你定会成为孤家
寡人，形单影只。

陪孩子不能等。好多人为了让孩
子吃穿不愁，玩乐无忧，快乐幸福，起
早贪黑、竭尽全力地工作。孩子呢，望
眼欲穿地总想着父母多多陪伴自己。

父母呢，总在安慰，不只是孩子，还有自
己：等等吧，再等等吧，过几年再弥补
也不迟。难道真是这样吗？殊不知，
孩子也在一天天地长大。你这次没
陪，就会一辈子错过这次，再没有弥
补的机会。错过了童年，孩子的童年
就是苍白单调的，孩子一生的爱就是
残缺的，不完美的。再者，你和孩子
都在成长，不过，孩子是正成长，你是
逆成长，给你陪伴的次数必定会越来
越少，越来越珍贵。对孩子的陪伴，
任何一段都不能等，要及时，要珍
重。

孝敬父母不能等。别傻傻地以
为，父母都健在，都安康，都能自理，
孝敬不用着急的，以后有的是时
间，等将来加倍偿还就是了。毕淑
敏在《孝心无价》里这样提醒告诫
我们：“可惜人们忘了，忘了时间的
残酷，忘了人生的短暂，忘了世上有
永远无法报答的恩情，忘了生命本身
有不堪一击的脆弱。”你能等得起，可
父母也能吗？难道你不知父母的生
命正在呈倒计时吗？分分秒秒对他
们而言，都是弥足珍贵，千金难买。
生活里，不就有人自以为父母能等
待，能给自己从容尽孝的机会，到头
来落得个“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愧悔
晚年。趁着父母还健在的光阴，你我一
定要抓紧为父母捧上自己那颗温暖、
诚挚的孝心。

尘世里，不能等的东西还有好多，
诸如工作了，道歉了，分享了，我们理
应一一牢记，并时刻提醒叮嘱自己，这
个万不能等待，要赶紧点，尽快点。如
此，短暂的一生方能多一些充实，多一
些无悔，多一些欣慰，多一些淡定，多
一些满足，多一些幸福。

□葛松岭

不能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