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月里，我走进一条大峡谷，聆听
森林鸟儿争鸣，欣赏清溪流水，漫山绿
意盎然，五彩缤纷的山花，随风送来扑
鼻幽香。在大峡谷里，鹿欢跳，蜂鸣蝶
舞，在半山腰若隐若现的，是粉墙黛瓦
的村庄，景色美轮美奂，妙不可言。人
在峡谷，人在五月，呼吸着清新空气，感
受着山水气象，心情惬意，满眼风光，仿
佛身体是放飞的，轻松的，有着年轻的
朝气，活泼的热情，愉悦的心境。

与我同行的年轻人说，五月是青春
的代名词，是一个鲜花灿烂的美丽季
节，青春因五月而活跃，青春因五月而
绚烂，对于每一位年轻人来说，五月是
个火红的季节，激情荡漾，超越梦想，有
着鲜花般耀眼的红色渴望。我听了说，
是呀，五月是红色时光，是个有许多
纪念意义的月份，那不同凡响的纪念
日，就有国际劳动节、五四青年节、济

南惨案、马日事变、五卅惨案、上海解
放日……可以说，整个五月都是红色
的记忆，那些中国革命史上的纪念日，
有着斗争风云，血染的风采。我还对他
说，我们来到山谷，就是去那座山村，探
访新四军活动的旧址，开展纪念活动，
瞻仰五月精神，缅怀英烈功勋，眺望历
史烟云，生命风采。

他听了，欣慰地笑着告诉我，去年
五月他参加了一次大型的义卖活动，为
的就是献出自己的一份爱心，帮助那些
需要帮助的人。他还说，更令他感动
的，是一些面临高考的中学生，也参加
了这场义卖活动，并将全部收入捐献给
了国家。有人问学生们，现在是你们分
秒必争的时光，弥足珍贵，失不再来。
学生中有人回答，勿忘历史，荣誉至上，
放弃了的时间，可以争回来，是为了更
好的学习，更好地迎接高考。那天的活

动里，还有一位双目失明的女孩，也走
上了街头，她唱自己谱曲写词的《红五
月之歌》，为义卖助阵。年轻人还说，
在活动中，可以看到小姑娘的内心，有
着发自肺腑的单纯快乐，美丽善良。
他说这话时，眼里有泪，也有喜悦，更
有激情。

看着年轻人，我想起一种令我疑惑
的现象，前些年的小孩，喜欢看哈利·波
特，看动画片和武打电影；近些年的年
轻人，爱玩手机，玩微信，拍抖音；可是
我们这一代人，却始终喜欢看战争片，
尤其是反映红军、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战
争故事，百看不厌，乐在其中。细想之
后，我才明白，这是一种习惯性的欣赏
心态，我们从小受的教育，是浓烈的红
色熏陶，在红五月的鲜红记忆里，长大
成人，喜怒哀乐，人生信仰，生命关注，
都有着红色的恒定尺度，分明的红色印

象，不变的红色记忆。我在一段时间
里，也曾经狂热地崇拜罗大佑的歌曲，
可是如今的我，还有年轻人们，再也
不愿意听那种老调的伤感了。为此
我想，潜意识是根深蒂固的，尤其是
在童年和少年时光，什么样的教育，
造就什么样的人才，决定了他们的成
长，也决定他们人生最根本的生命意
识，世界观。

在我记忆里，我的童年和少年生
活，是单纯的，没有如今的丰富多彩，万
千变化。而五月里，是一年中最有变化
的日子，活动多，纪念多，我们的快乐也
多。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去踏青郊游，
可以看激情岁月的电影，可以参加许多
公开的大小纪念仪式，激情演出。可以
说，在红五月里，有着我们这代人的青
春故事，人山人海的欢乐回味，幸福流
年的激情缅怀。

□鲍安顺

红五月

班里一名调皮的小
女生将一束红艳艳的石
榴花插在课桌的一角，
他走进去一眼就瞥见
了。他默默地走过去，
声音很低地问小女生：

“ 你 知 道 这 叫 什 么 花
吗？”小女生忽闪着两只大眼睛，脆生生
地回答说：“老师，这是石榴花。”

其实，他何尝不认识这红艳艳而又
略显高贵的石榴花？只是，小女生带来
的这束花儿，触动了他记忆中的某根神
经，他无法不想起那些令他难忘和悲伤
的往事，而这些往事也曾是他那个纯真
无邪的年代一抹最为美好的记忆。

回过神来后，他有点不好意思地对
还愣在那儿的小女生说：“老师很喜欢
石榴花，能将花送给老师吗？”“既然您
也喜欢这花，那就送您吧。”小女生说着
便将花递给了他。

放学后，他将石榴花带回家，找来
一只空瓶子，灌满清水，然后，小心翼翼
地把花插入瓶子中……

在他的记忆深处，一直盛开着一朵最
为红艳的石榴花。那年，他读高中，成绩非
常优秀。班上有一名女同学名叫石榴。他
是班长，她是班级团支部书记。一开始他
也很纳闷，她怎么会叫这样的名字呢？

后来，她告诉他，她家住在大山里，自
家屋前屋后都栽满了石榴树，父亲姓朱，
母亲姓石，出世时，正赶上石榴花开季节，
屋前屋后，红艳艳的，一片灿烂，煞是好
看。于是，自己便随母亲姓石，取名石榴。

人如其名，石榴不但长得好看，心
地善良，而且学习也非常用功，成绩也
很优秀，是全班同学全票通过的班花。

那年五月边上，她从家里带来一束
花，开得很红很艳。她偷偷地将花放在
他的课桌肚里。他以前没有见过这种
花，也不认识这种花。当他拿着花去问

别人时，别人告诉他说：“傻瓜，这是石
榴花，准是石榴送你的吧？”于是，他开
始认识了石榴花。

有一天，他大着胆子去问石榴，花是
不是她送的，谁知石榴却涨红了脸，比石
榴花还要红，什么也没说就跑开了。从
此，他的心里便开始装进了石榴。

这年秋季开学第一天，他被她叫出
了寝室。她将一枚圆圆的水果递给他
说：“尝尝我从家里带来的石榴。”他第
一次看见这种水果，他甚至不知道石榴
怎么吃。她也看出了他的窘态，于是，
就亲手将皮扒开，里面露出石榴人一般
好看的明眸皓齿，他接过去，将一粒籽
送进嘴里，咂巴咂巴，一股酸酸甜甜的
滋味流过喉咙，然后漾遍全身。

“好吃吗？”她问。“好吃。”他回答。
“好吃，下回我多带几个给你吃。这个
还没有完全成熟，下次回去我让你吃最
甜的。”说着，她走了，留下了一串银铃
般的笑声。他望着她的背影远去，心中
充满了一种莫名的向往与期待。

转眼，高考就来了。按常规，他们
要先体检。体检后，他发现石榴没来上
学了。原来，体检时，石榴被检查出有
病，而且还很严重。高考结束，他就跑
去石榴家看望石榴。

病床上，石榴原本和石榴花一样红
艳艳的脸膛，此刻就似黄表纸，没有一点
血色，十分吓人。她的母亲走过来，将他
们紧紧握在一起的手狠心地分开……

一个月后，也就是他去上大学的那
天，他得到她去世的噩耗……他要去给
她送行，可他的父亲拦下了他。

一朵花儿开，一朵花儿败……此
刻，他将庞龙的歌一遍一遍很大声响地
放，一遍一遍似听非听地听。一滴滴豆
大的泪珠不自觉地从他的眼里溢出，滴
进写字台前的花瓶里，溶进养花的水
中，分不清哪是水，哪是他的泪……

□ 阮胜明

五月榴花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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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曾对你说过一声爱

只因对你爱得太深沉

不曾在膝下对你尽过孝

只因自古忠孝难两全

你的背影并不伟岸

你的步履有些蹒跚

可你的双眸依然那么坚毅

你的笑容就像午后的阳光

有了你

故乡就有了诗意

有了你

家的字典就有了别样的温馨

不曾对你说过一声谢

只因对你爱得太绵延

不曾为你庆生宴宾朋

只因大爱大恩不言谢

你的身躯并不高大

你的叮咛有些唠叨

可你的面容依然那么慈祥

你的双手粗糙却又灵巧

有了你

乡愁就有几分甜蜜

有了你

梦中就能聆听花开的声音

垂 柳

你在岸边伫立经年

春天来了

你小鸟依人般

把柔嫩的舌尖

伸向水面

就像少女献出那

圣洁的初吻

若即若离间

似乎有风语呢喃

你向阳而生

与水毗邻

看淡云卷云舒

看惯潮起潮落

你的腰杆始终挺拔

更无惧风霜雨雪

当阳光灿烂时

和风吹拂下

你才会向路人

展露你那妙曼的舞姿

一个人的公园

依然有湖水湛蓝

依旧有鸟语花香

一道简易的铁皮围栏

将湖景与游人分隔

志愿者的袖套

给了我湖边行走的机会

通往卡口的道路

弯曲又漫长

从公园小路抄近道

让爱心尽快找到安放的帐篷

探头探脑的小鸟

在绿荫下觅食

栅栏里伸出来的杏花

知道此刻无人怜惜

却也默默绽放

隔着镂空的白墙

牡丹花只能

孤芳自赏

疫情静默下

一个人的公园

像一个绅士般的

自律与淡定

对过路客也同样

彬彬有礼

□张文林

母爱神圣
——致敬天下所有的母亲（外二首）

1982 年的夏季异常
炎热，地里的庄稼几乎要
被火一样的太阳烤焦了。

当年7月底，我填写
好大学招生志愿后回到
家，一面和大妹妹一起，随
继父下田抗旱浇水，趁早
晚天气凉爽时去家里承包
的地里干一些力所能及的
农活，一面在等待大学录

取通知书的到来。
大约是8月中旬，同村的一个小伙

伴，也是小学和初中时的同学，去村里
办事时，路过光辉学校附近代收邮件
的供销社，看到很多人在议论猜测一
封印有安徽师范大学红色校名的信
件。因为一时猜不出这封信的收信人
是谁，有人提议当众把信打开了。我
的这个初中同学和我住在一个生产
队，知道我家里的一些情况。虽然我
因为生身父亲平反了，高考报名时我
不再随继父姓张，而是恢复本来面目，
改回随生身父亲姓王了，他还是一下
猜出那就我的大学录取通知书，信封
上写明的光辉村第十生产队，当年也
就我一个人参加了高考。

收到他带回来的录取通知书，我
们一家人当然是非常高兴，我立即迫
不及待地看了。那一刻，我悬着的一
颗心终于落定，一种特别的快慰立刻
包围了我的全身。为了这个大学录取
通知书，我的父母家人，包括我在县城
工作的舅舅，曾经操碎了多少心。而
我经过十多年的寒窗苦读，也终于等
来了这一天，等来了这个改变我前途
和命运的幸运之神。那几天，我一有
空就反复打开录取通知书阅读，恨不
得捧着它亲吻狂奔，到田野里去大声
呼喊，把多年积累的内心郁闷清除得
干干净净。

随后，母亲就着手为我准备去芜
湖上大学要带的生活物品。我则拿着
大学录取通知书，先去村里会计家开
了证明，然后分别去乡里的派出所和
县城的粮食局，办理了户口和粮油关
系转移证明。带着这些证明，我的户
口和粮油关系就会随着入学通知书一
起落户到学校，从此以后就是非农业
户口，吃的是国家供应粮，而不再是农
村户籍了。这在当时，对于很多人来
说，是一种改换身份、决定终生命运的
大事。

办完这些入学前的手续，我顺便
回到学校铜陵中学，向班主任方超老
师和其他任课老师一一汇报了我的录
取结果，感谢他们对我的殷切关心和
教诲。看到我终于如愿以偿考上了大

学，班主任方超和其他任课老师都非
常高兴和欣慰，同时也给予我很多肯
定和鼓励。

大学录取通知书上写的是9月上
旬去学校报到。那时，距离开学还有
20多天时间，我就在一天天地数着日
子，期盼着这一天早日到来。8月下
旬，我突然收到了学校寄来的第二封
信，里面装着另外一份新生入学通知
书。原来当年安徽省北方个别县区出
现了所谓“二号病”的疫情。根据省里
有关部门的部署，学校要统一做防疫
消杀准备，开学报到延迟到9月中旬，
也就是延期10天左右。继父和母亲、
妹妹开玩笑说，还以为学校来通知不
让我去上学了呢。

开学的日子终于临近，那天清
晨，我随着继父一起坐第一班轮渡到
县城。继父挑着担子，一头是棉絮，
一头是一个木头箱子。木箱里面装
着母亲给我准备的衣服鞋袜、几本书
和我的入学通知书等物品。在县城
等到舅舅后，我们三人一起步行前往
原来那个在城市中心的火车站。那
时，还没有出租车，因为要赶早晨第
一班次从铜陵开往芜湖方向的火车，
我们也不能等从县里开往市区的三
路公交车。

舅舅把我们送上火车就回去了。
上午十点左右，火车到达芜湖站。一
下车，我就看见了学校在火车站接站
的大巴车。正是高峰时段，大巴车坐
满了入学报到的新生和随同的家长
后，很快就来到了赭山之麓、镜湖之滨
的安徽师范大学校园。

接待我们办理入学手续的工作人
员中，有不少老师和高年级的学生。
我们中文系新生住的一号楼紧靠学校
院墙，与当时的芜湖饭店仅隔一条马
路。从学校大门到宿舍楼，是个半弧
形的通道，其中还有一段不算短的上
坡路。接待我们的学长和老师聚集了
几个新生一起，用一辆板车把我们的
行李送到了宿舍楼下。

在学校安顿下来，去学校餐厅吃
了午饭后，继父就匆匆忙忙去火车站
了，他要坐下午从上海方向过来的火
车返回铜陵。

虽然芜湖距离铜陵不到100公里，
坐当时的绿皮火车慢车也就一个多小
时，但对于我来说，就是出远门了。

芜湖，这个安徽省内第二大城市，
与铜陵同属于沿江城市的江南鱼米之
乡，迎来了我这个没有见过世面的乡
下人。从此，我将在这里度过四年的
青春岁月，在美丽的赭山之麓、镜湖之
滨度过美好而难忘的大学时光。

□王祥龙

两份大学入学通知书

今年春节期间，我怀着虔诚
之心与老伴一起观赏了央视 58 集
电视连续剧《人世间》，后
又 静 心 收 看 了 该 剧 的 重
播，至今心潮起伏难平。

《人 世 间》表 现 的 故
事，时空跨度大，涉及领域
广，内容极其丰富，却又自
始至终从小处细处着墨，
重点围绕普通工人周志刚
一家人半个世纪生活、工
作的悲欢离合、跌宕起伏
的人生经历。该剧不失为
全 方 位 表 现 平 民 日 常 之
真、反映底层群体生活最
朴实的亮眼之作，让观众
发出内心共鸣。

以周家小儿子周秉昆
为例：他自成年至中年，一
直为找个稳定体面的工作
而 吃 尽 苦 头 、尝 尽 心 酸 。
父亲周志刚支援大三线建
设，多年来一直远在四川
当建筑工人，很少回家探
亲，无暇照顾培养幼子，其
母又没什么文化，造成周
秉昆性格内向，荒废了学
业。待周秉昆从混沌中走
上社会找工作，他四处碰
壁，只好托熟人帮忙，在市
木材加工厂做活打零工，
每 天 下 班 回 家 他 累 倒 就
睡。慈母见之心疼不已也
只能唉声叹气暗中流泪。
不久的一天，本性善良忠
厚的周秉昆下班途中偶遇
该市老干部马守常外出散
步突然跌倒，他见状将其
背到医院抢救。马老感谢
这位素不相识的小青年，
周秉昆只说“应该的”就悄
然离去。做了这件好事，
才稍微改变了他渺茫的命
运：马老的老伴——松花
江酱油厂曲书记得知救夫
恩人是周秉昆时，便告诉
他可以去酱油厂工作。从
此，周秉昆结束了打零工
的历史，有了一份较为正
式的工作。他在厂里最脏最累的
车间，与扬尘、渣土为伴，从事艰
苦的体力劳动。但是周秉昆吃苦
耐劳，半年后调任厂里业务推销
员，专门外出销售酱油。然而干
了几年，周秉昆见转正无望，心灰
意冷，不辞而别，另寻出路。此
时，市文化局熟人对外招工找到
周秉昆，劝其去文化部门工作，并
许愿今后会有编制名额让他转
正。可是由于周秉昆文化程度
低，编、审、出书等环节与他无份，
只能干些捆扎、打包、搬运等粗
活，日子久了，乏味厌倦。而每次
苦等转正消息都被告知：等以后
再说。如此两年时光不见动静，
他恳请领导换个岗位。就在此
时，一场祸事即将降临。出版社
负责人邵老师决定出诗歌专辑，
问周秉昆是否有其姐夫——北京
市著名诗人冯化成的诗作。不明
就里的秉昆爽快地把姐夫存放在
家中的一首诗作拿来发表。可这
却招来弥天大祸——当时“四人
帮”尚未倒台，立即将他姐夫投入
大牢，又追踪到市文化局，将正在

干活的周秉昆以“现行反革命罪”
铐走关押待判。一直到粉碎“四
人帮”后，他才被无罪释放……

归来后，原领导让周秉昆去
出版社仓库改建的饭庄上班。这
里，文化程度要求不高，秉昆思想
无负担、工作卖力：洗菜、挑水、端

盘子、擦桌子搞卫生事事
抢着干，深得领导赞许，
逐 步 成 长 为 饭 庄 经 理 。
到 20 世纪 90 年代末，周
秉昆心心念念期盼 20 多
年的工作转正之事仍遥
遥无期。为了全家生计，
他还干过卡车司机，自创
过搬家公司等职业，还因
为误伤人而坐牢 8 年多，
真是坎坷不断。虽然本
剧主题歌高唱“命运的站
台，悲欢离合都是刹那”，
可周秉昆的“命运站台”
非但没有“刹那”改变，反
而缠绕他几十年。但他
始终倔强坚忍不屈服，如
主 题 歌 所 唱 ：平 凡 的 我
们，一身雨雪风霜不问去
哪，随四季枯荣，依然迎
风歌唱……像种子一样，
一生向阳，在这片土壤，
随万物生长。这就是芸
芸众生的普天下老百姓
虽历经苦难磨砺，却不断
生生不息的根本原因。

命 运 的 缰 绳 不 止 一
直 紧 捆 着 周 秉 昆 的 手
脚 ，也 如 影 随 形 捆 绑 着
周 氏 一 家 老 小 三 代 人 。
该剧精细呈现这一家人
的 酸 甜 苦 辣 ，直 击 人 性
的 冷 暖 、美 丑 ，还 原 现
实 生 活 本 真 ，这 方 面 的
故 事 ，贯 穿 全 剧 ，略 举
两例。

周 志 刚 工 作 远 在 数
千里之外，思乡念子常常
夜不能寐；操心爱女婚姻
不幸却无能为力，最终爱
女婚姻破裂令他伤心不
已；因与亲家地位悬殊，
至死未能见到大儿媳的
高干父母。种种悲情萦
绕这位性格刚直、为人本
分的周家“顶梁柱”，一生
都无力改变全家积弱的

现状。周家女婿本是北京籍诗
人，自诩满腹诗书却性格扭曲，清
高自傲又感怀才不遇，在文学界
东奔西突毫无建树；又治家无方，
常对妻子发泄不满争吵不断，最
终闹得妻离子散，心灰意冷看破
红尘，躲进贵州深山古庙了此残
生……这 一 悲 剧 人 物 的 艺 术 再
现 ，透 视 出 当 代 知 识 分 子 的 软
肋 在 于 不 进 则 退 ，说 明 知 识 分
子如果不在人民这个最深厚的

“ 土 壤 ”中 扎 根 、吸 取 营 养 和 水
分，是很难有所作为，也是没有
光明前途的。这也是《人世间》
主基调留给观众的深刻警醒和
逆耳忠言。

《人 世 间》正 是 从 平 民 化 的
视角出发，多角度、深层次淋漓
尽致地描述众多普通老百姓，在
历史发展各阶段的所思所行真
实状况，尽情展示烟火人间的悲
欢离合、人情冷暖，体现了文艺
为人民立言、为时代放歌的正确
导向，是近年来难得多见、收视
率较高的一部民情珍品和影视
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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