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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斋闲品

♣ 耿艳菊

新年的意义

灯下漫笔

♣ 老 藕

大别山下的小山村

那遥远而又温暖的山村，位于江淮之间，
大别山脚下，是豫南最典型的一帧水墨画。

小山村环抱着一口池塘，似一轮弯月，
带着岁月沉淀的沧桑，静静地卧在一条蜿蜒
的土岗子的南坡下。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
小山村有 70余户人家，400多口人，鸡鸣狗
吠和牛哞猪叫之声似风铃挂在树梢，随风而
作，烟火气浓得化不开。

村庄前有一条蜿蜒的小溪流，与穿县城而
过的南大河相交通。小溪流的源头位于三座小
山各自泻出的溪流交汇处，距我们村庄有500
米。河道最初如线之细，流到我们村庄的东头
时就已如带之宽。在村庄前的河道上有一处小
小的渡口遗迹。渡口距河堤有四五米高，用条
石铺有21级台阶。条石因岁月的层层堆积，呈
暗黑色。渡口入水处没有码头，只竖立着几根
歪歪斜斜的石柱。听老人讲，新中国成立初期，
有几条蚂蚱船，常年沿河道往来于村庄与县城
之间，把村庄里的土产品运到县城去，再把县
城里的各种日用洋货贩回村庄，附近十来个村
庄的人都到这个渡口处交易，那石柱是用来系
船缆绳的。后来村庄后面修了一条土大路，土
大路通往十里外的乡政府，乡政府有柏油路通
往30里外的县城。土大路修成后，小河里就不
见运货的蚂蚱船了，不过渡口处还有一条小小
的渡船，交通着小河两岸。我小时候还无数次
坐过那条渡船。管渡船的是一个老人，我们叫
他船长。船长是个“老五保”，人极和蔼，负责

用渡船接送需要过河的村人，村里每年给他口
粮。再后来小河上修了一座钢筋混凝土步行
桥。渡船停了，没几年，“老五保”也归了土。
记忆里，小河上从没有打鱼船。我们村庄前后
山丘起伏，湖塘稠似星棋，有水处皆有鱼。谁
家想吃鱼，随便到水里去捉就是。集市上鱼以
份论价，靠打鱼养不了家，所以河面上没有渔
船。

小河南岸是一片开阔的沙滩地。人们
在沙滩地上春栽西瓜秋点萝卜，收获着郁郁
青青。沙滩地之南，是连绵起伏的小山。从
东往西依次是庙山、长山、张大山、南大山。
庙山的青松，长山的桐树，张大山的栗子，南
大山的柿树，在我们那儿方圆五十里甚为有
名。小山的远处，是湛蓝湛蓝的天边。

小河的北岸与我们村庄之间，是层层的
梯田。梯田里春有稻禾，冬有麦苗。村人在
黑土地里播下的是汗水和种子，收获的是大
米与白面。大地从不负农人，农人也不曾负
梯田。村庄的东头有一座低低的山岗，西头
也有一座矮矮的山岗。村庄后土岗上有一条
小溪流沿南坡流下，把村庄一分为二，溪水注
入村庄前的门塘里。村庄东山岗是土山岗，
西山岗岗顶南是黄干土，岗顶北是麻石。村
里的先民们静卧在东山岗和西山岗的南坡，
他们生前养育着子孙后代，死后也守护着子
孙后代，保佑大地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我们村庄是聚族而居的村庄，村里男性

都姓李，没有杂姓，民风虽极淳朴，可空间狭
窄，人口多，尤其是孩子多，猪牛羊、鸡鸭狗
也极多，加之穷困，东西山岗上似乎从没断
过骂人的声音，谁家菜园里的葱蒜被人拔了
要站在山岗上骂，谁家的鸡鸭被人偷了更要
站在山岗上骂，但没有人家因为孩子间的打
闹不和而站在山岗上骂人的。那时孩子是
见风就长的贱物，父母不需要为孩子间的矛
盾而出头。站在山岗上骂阵的多是中年妇
女，她们骂人的方式多种多样：有的拤着腰
骂，有的拍着手骂，有的跳着脚骂，有的端着
饭碗边吃边骂。最恶的骂法是手握菜刀，在
砧板上放一把稻草，一边剁着稻草一边骂。
传说这种骂法能让被骂的人落咒。非大事
是不能用这种骂法的，不然会被人说道。

村里骂人的虽多，但打架的却极少。即
使偶然有架要打，也都是赤手相搏，一方被打
倒在地了，另一方就要停手，不然会坏了名
声。谁要是坏了名声，以后他家里的儿子找
媳妇都难。那时说儿媳妇兴看家，看中后女
方的父母还要打听男方父母的人品。乡村有
不成文的习俗，谁不守习俗，就会坏掉名声。

村里人家多土坯黄泥茅草屋，只有几户
人家建的是青砖黛瓦屋。人虽贫穷，但极热
闹，老老少少多会吹拉弹唱。每到春节，舞
狮子的，玩旱船的，踩高跷的，一队一队，如
游龙一般飘忽于远远近近的村庄。春节，是
小山村最红火的节日，人们的每一个毛孔都

透出快乐。元宵节过后，小山村便寂静下
来，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岁月似门塘里
的水一般波澜不惊。

村庄后土岗上多杂木，多野兔雉鸡，亦
多野果菌子。我小时候，几乎天天都会和一
群伙伴去后土岗上拾柴打猪草、摘野果采菌
子、放牛掏鸟窝，最有趣的是下雪天带着狗
去追兔子。兔子前腿短，后腿长，在雪地里
跑不快，狗一旦发现了兔子，几乎一追一个
准。兔肉下卤罐卤着吃味道极美。土岗的
杂木里有一棵两人合抱粗的皂角树，高高的
皂角树上每年都会挂满长长的皂角。人们
用皂角洗发、洗衣服，不是为了纯天然无污
染，而是因为手里钱少，舍不得买洗衣粉。

小山村养育了我，它离我是如此之近，
又是如此之远。20世纪 90年代后，村里的
人渐渐走出了山村，或读书，或务工，或举家
搬迁到乡镇到城里了。我们一家是在 90年
代初搬离小山村的。虽然搬离小山村已 30
年，但小山村离我现在的家并不远。一年
里，我怎么都会回去三五次。如今的山村景
色更为秀美，河水尤为清凌，家家住的是楼
房别墅，户户通了水、电、水泥路，可常住人
家只有 20余户，不见了猪牛羊，也不见了炊
烟升起，甚至鸡鸣狗吠之声也极稀薄。小山
村像一块墨绿的琥珀般，静静地卧在土岗
下、小河边，与岁月相守。它是我人生的原
点，亦是我人生的归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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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八这个日子，总是带着一种特别的
韵味，悄然降临在冬日的尽头。它如同一
道神秘的符咒，轻轻一挥，便唤醒了沉睡
在岁月深处的年味儿。儿时的记忆，如同
一幅幅泛黄的老照片，在腊八的晨曦中渐
渐清晰，而今天的幸福生活，则如同冬日
里的一缕暖阳，温暖而明亮。

记得儿时，腊八是个充满期待的节
日。那时的我们，总是早早地起床，等待
着母亲熬制的那一锅香甜的腊八粥。母
亲总是提前几天就开始准备，挑选着红
豆、绿豆、花生、大枣、莲子……这些食材，
在她的巧手下，变成了一锅色香味俱佳的
腊八粥。粥香四溢，弥漫在整个屋子里，
让人垂涎欲滴。我们围坐在灶台前，眼巴
巴地看着母亲忙碌的身影，心里充满了对
腊八粥的渴望。当那一碗碗热腾腾的腊
八粥端上桌时，我们迫不及待地拿起勺
子，大口大口地吃起来，那种香甜的味道，
至今仍然让我回味无穷。

腊八过后，便是忙碌而充满喜悦的年
了。家家户户开始忙着打扫房屋、贴春联、
挂灯笼，准备迎接新年的到来。那时的我
们，总是跟在父母身后，帮忙擦桌子、扫地，
虽然累得满头大汗，但心里却充满了无比的
快乐。因为，我们知道，过了腊八就是年，年
意味着新的开始，意味着希望与梦想。

记忆中的年，总是充满欢声笑语。除
夕之夜，全家人围坐在一起，吃着丰盛的
年夜饭，看着电视里播放的春节联欢晚
会，享受着难得的团圆时光。那时的我
们，总是期待着新年的钟声敲响，因为那
一刻，我们可以穿上新衣服，收到长辈们
的压岁钱，还可以和小伙伴们一起放鞭
炮、玩游戏，尽情享受着童年的快乐。

然而，岁月如梭，转眼间，我们已经长
大成人，腊八与年的味道也悄然发生了变
化。如今，腊八不再只是简单的熬粥，而
是成为一种文化的传承与情感的寄托。
我们会提前准备好各种食材，邀请亲朋好
友一起熬制腊八粥，共同分享这份甜蜜与
温馨。而年，也不再只是简单的吃喝玩

乐，而是成为一种情感的交流与心灵的慰
藉。我们会利用假期回到家乡，与家人团
聚，共同回忆过去的点点滴滴，展望未来
的美好愿景。

今天的幸福生活，如同冬日里的一缕
暖阳，温暖而明亮。我们拥有了更加丰富
的物质生活，但更重要的是，我们拥有了更
加充实的精神世界。我们学会了感恩与珍
惜，懂得了责任与担当。在腊八与年的日
子里，我们不再只是追求物质上的满足，而
是更加注重情感的交流与心灵的沟通。

腊八那天，我会带着孩子们一起熬制
腊八粥，让他们感受这份传统习俗的魅
力。我会告诉他们，腊八不仅仅是一个节
日，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与情感的寄托。
我会让他们亲手挑选食材，体验熬粥的乐
趣，让他们明白，每一份甜蜜的背后，都凝
聚着家人的爱与付出。

而到了春节，我会带着孩子们一起贴
春联、挂灯笼，让他们感受这份节日的喜
庆与热闹。我会让他们参与年夜饭的准
备，让他们学会珍惜与感恩，明白每一顿
丰盛的饭菜背后，都凝聚着家人的辛勤与
汗水。我会让他们在新年的钟声敲响时，
许下自己的心愿，让他们明白，新的一年，
意味着新的开始，意味着希望与梦想。

过了腊八就是年，这句话不仅仅是对
时间的描述，更是对情感的寄托与对未来
的期待。它让我们在忙碌与喧嚣的生活
中，找到了一丝宁静与慰藉，让我们在岁
月的长河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与价
值。愿我们在未来的日子里，都能珍惜每
一个腊八与春节的时光，用心去感受这份
传统习俗的魅力与情感的温暖，用我们的
生命去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

腊八与年，如同一首古老的歌谣，在岁
月的长河中轻轻吟唱。它们见证了我们的
成长与变化，也承载了我们对未来的期待
与梦想。让我们带着对过去的怀念与对未
来的憧憬，继续前行在人生的道路上，用我
们的生命去书写更加精彩的篇章，让腊八
与年的味道永远在我们的心中回荡。

人与自然

♣ 薛宏新

过了腊八就是年

荐书架

♣ 毛源斐

《翻书忆往正思君》：一位出版人和一个文化时代

《翻书忆往正思君》是知名出版人、三联书
店前总编李昕的人物随笔集。书中不仅讲述
了作者与周有光、钱钟书、马识途、韦君宜、钱
学森、杨振宁、吴敬琏、李敖等名人交往的点点
滴滴，更可从中一观中国当代出版史。

李昕从事编辑出版 40余年，涉足四大出
版品牌，曾策划一系列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
的选题，在此过程中，深入接触到很多对时代
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物。在该书中，作者为读
者提供了其中极具影响力的 27位学者、作家
和出版人的一手资料、珍贵新视角和 100余幅
照片，弥足珍贵。出版本质上是理想主义者
的事业，出版人的人文情怀与社会担当是出
版工作永恒的主题。 编辑是个有故事的职
业，李昕几十年和文人学者打交道，编辑他们

的著作，每一本书背后都有故事，该书所写的
文章，大体和这些故事有关。他们清一色是
知名文化人，在社会上、在文化界有一定影响
力。作者的短小文章并不可能给他们立传，
往往只能写他们几件事，甚至一两件事，但作
为这些事的亲历者和见证人，从中发现了他
们的品格和精神境界。读者从文章中不仅能
看到故事，而且能够感受到他们的人格力量、
他们的价值理念，以及他们的个性光彩。

作者的笔触温和细腻，通过和这 27 位人
物接触和往来的故事，写出了他们的为人、气
节和风骨。作者对笔下人物生动鲜活细节和
气质风度的描摹，没有沦为一般趣味性的叙
述，是不可多得的第一手素材，是可以传世的
宝贵文字。

民间纪事

♣ 周振国

我与蛇的那些事

我生长在江南，那会儿有线广播里的天气预
报称我们那一带为“沿江江南”或“皖南山区”。
有山有水的地方草木虫鱼多，蛇自然也多。

20世纪60年代的孩子，都是玩儿着长大
的，农村的孩子，更是以大自然为乐园，我的小
伙伴们上山入水，爬树滚草，捉鱼摸虾掏鸟窝，
成天在外疯玩。但我们的乐园，岂不也是蛇的
家园，所以和蛇不期而遇便成为日常；而如果仅
仅是遇见也就算了，关键是一不留神还可能亲
密接触，我就有过一些“亲密接触”的经历。

有一次夏夜捉萤火虫，在小树林里追着萤
火虫跑的我，突然感觉脖子像被根绳子套了一
下，还凉凉的，迅即退后用手电筒一照，原来是
条绿色的蛇悬挂在两棵树叉之间，那蛇应该
也是受到了惊吓，正快速游动身体准备逃离
现场。回家跟父亲一说，知道这是竹叶青蛇，
一种很毒的蛇，常喜欢挂在树枝之间。

还有一回放学路上经过坟山时躲猫猫，
我刚美滋滋地躲到一处比较隐蔽的坟后，却
隐约听得近前有东西发出“咝咝”声，低头一
看，却原来是坟脚处塌陷的窟窿里一条剧毒
的土蝮蛇正收缩着身体向我发出警告，顿时
吓得我毛骨悚然，大气儿不敢出。家乡也叫
土蝮蛇为土巴蛇，这种蛇呈土色，喜荒土之
地，很难被发现，关键还有剧毒，所以特别瘆
人。还有一次学校劳动课收油菜，就是把割
后晒干的油菜运到打谷场去脱粒，我刚抱起
一摞油菜，还没抱利索，却骇然发现原来油菜

堆底下盘着条大蛇，我本能地大叫一声：“蛇！”
同时撒丫子逃命，要命的是那蛇稍一愣神，便

“嗖”一下瞬间直起了半截身子凶猛地朝我扑
了过来，我一看这阵势立马吓得两腿发沉再
也挪不开步子，随即一头栽了下去，心想这下
完了，我甚至感觉到蛇都爬到我背上来了，但
其实蛇已被及时赶来的老师和同学们截住，
并被追打得溜进茂密的灌木丛中去了。

我至今都没想明白，怕蛇的我有一次竟
硬生生用手把一条蛇当成黄鳝从田埂的洞里
拉了出来！其实掐住蛇的那一刻我就感觉不
大对头，但不知道怎么回事还是稀里糊涂地
和它较上了劲，不过拽出来的一刹那，我看也
没看就顺势用力把它扔出老远，因为我已强
烈地意识到手里抓着的是条蛇！这件事让我
恐惧和不舒服了好几天，恨不得把掐蛇的右
手砍掉才好。

其实我的小伙伴们都有类似于我的经
历，像掏鸟窝掏着蛇，摸鱼虾摸着蛇，打柴割
草被蛇吓，上学放学路上追着蛇打，等等，这
都是太稀松平常的事情。那时候家乡常见
的蛇主要是水蛇、赤链蛇、乌梢蛇、鸡冠蛇、
草花蛇、大王蛇等，这些都是无毒或带有微
毒的蛇，还有银环蛇、竹叶青、土巴蛇、五步
蛇等有较强毒性或剧毒的蛇。因为事实上
蛇怕人胜于人怕蛇，习惯于对人采取防御姿
态的蛇一般不会主动攻击人，不把它逼到绝
境，它也不会咬人，所以那时人杀蛇不是新
闻，蛇咬人才是新闻，就如我的一群玩伴，被
蛇咬的也只是个例。

虽然我怕蛇，但一点也不讨厌蛇，甚至喜
欢蛇，准确地说应该是敬畏加喜欢，蛇的灵
动，蛇身上的那种神秘感，总让我欲罢不能。
儿时油菜花开时节，我和小伙伴们喜欢拿着

小竹棍和火柴盒在墙洞里掏蜜蜂，有时掏着
掏着就会在大一些的洞里遇见蛇，当和幽暗
的洞里的蛇四目相对时，那种既怕又神秘的
感觉便立马包裹住了全身。还有那煤油灯摇
曳的昏暗夜晚，当隐约见得有蛇在屋梁上悄
无声息地游动时，那种感觉不但神秘，而且虚
幻，当然头皮也免不了要滑过一丝麻意。对
蛇的这种感觉印象最深的一次，是1969年家
乡发大水后的一个夜晚。那天晚上皓月当
空，夜色特别好，缺粮少吃的父老乡亲们，都
围在一片汪洋的村口用扳罾扳鱼，突然人群
骚动起来，说水中央有条大蛇。我顺着人们
手指的方向一看，一条大蛇正高昂着头颅，蜿
蜒着硕大的身躯在月色水光中飞速向村口方
向游来，身后还摇曳着长长的闪着明晃晃月
光的水波，那景象抛开恐惧，简直叫壮美，如
梦幻一般，引得扳鱼的人群一阵阵惊呼。但
很遗憾，也很残酷，这条有碗口粗的巨型黑乌
梢蛇最终在村口被打死了，还被剥了皮吃了
肉。其实当年故乡人是忌讳吃蛇肉的，都是
灾荒闹的。

如今离开故土已 40余年，家乡已巨变，
但往事如昨。2025乙巳蛇年也叫青蛇年，俗
语讲“青蛇遇四卯，丰收不用愁”。也就是说
青蛇年年景好。但愿家乡年景越来越好，生
态环境也越来越好。现在有动物保护法了，
众生平等，万物有灵，但愿人类与自然万物的
关系越来越文明健康、和谐美好。

看到一组照片，是岁末的集市，一眼望过去，大红色
是主角，红对联、红衣裳、红条幅、红广告牌，到处是红红
火火的景象。糖葫芦、玉米饼、年糕、土豆片、羊肉串、雪
梨汤、臭豆腐、甘蔗……东西南北各地的美食都汇聚到了
一起，充满了浓郁的烟火气息。再细细看过去，仿佛那些
美食会说话似的，隔着屏幕，也能生动地感受那弥漫着的
喜气洋洋的快乐。

又仿佛那些食物是一个个乐符似的，看似不相关，却奇
妙地排成了一首欢快铿锵的歌谣，动听的旋律一遍遍响在人
们的心头。不禁让人感慨，生活就是艺术，艺术就是生活。

柴米油盐酱醋茶，最俗气的人间烟火里其实蕴含着深
刻玄妙的艺术之道。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
名。千年万载，迷人的凡俗烟火最动人心，也最暖人心。

在这样的情景里，烦恼啊，忧愁啊，焦虑啊，一下子就怯场
了，悄悄退得远远的，此时此刻，真切切是只生欢喜不生愁呢。

烟火年年，欢欣相似。犹记得小时候的新年，从一进腊
月就开始了，镇子上的集市每天都热闹得挤不动，街两边摆
满了商品，连街中间也是一个摊位连着一个摊位。那时，最
开心的就是跟着大人到集市上，左手举着一串冰糖葫芦，右
手拿着刚出锅的热油条，一边是甜蜜，一边是咸香，那是快
乐的味道，一路绵延在岁月里，温暖着漫漫的人生旅途。

处处流淌着的欢喜和热闹，像一条轻快的溪流，在尘
世间雀跃奔腾。怎么可能不热爱生活呢？怎么可以不热
爱生活呢？热闹的人世烟火，深深的暖，脉脉的情，让人
投入十分的热爱，还唯恐不够，要更多，要全力以赴，还怕
辜负了良辰美景。

这就是新年的美好意义所在吧。它不是一个人的功
成名就，也不是一个人的春风得意马蹄疾，而是像阳光一
样带给人世间温暖和希望，像月亮一样让生活皎洁和温
柔，像山川湖海一样带给人们厚重和辽阔。

这也是新年的味道吧，热闹的，欢腾的，快乐的，明亮
的，红火的；亦是诗意的，厚朴的，深远的，隽永的。

年末岁朝，总会想起刘希夷《白头吟》里的诗句：“年
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年年岁岁，花开绚烂，
热闹欢喜都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在此时看来却不是
伤感的，而是充满着收获和希望。过去的一年要远去了，
这一年，无论得意失意，都给人留下了许多，成功让我们
更加自信谦逊，失败让我们收获经验和教训。人就是在
这样的得失中一年又一年成长起来的。

卢照邻在《元日述怀》写道：“愿得长如此，年年物候
新。”如此的愿望是接下来的时光，也要像春天一样如此，
像春风一样温煦美好，一年又一年，好风，好水，好天气，
生活的光景生机盎然，处处都有新意。就像古人的愿望
一样“那得长绳系白日，年年月月但如春”。

读到谢榛的《除夕旅寓有感》里的诗句，一时间颇为
感动。他说：“一年忧喜今宵过，两鬓风霜明日新。”这一
年，不管是忧还是喜，过了今宵，都属于过去了，虽然已经
两鬓风霜，但还是期待着明天的崭新光景。

“去岁千般皆如愿，今年万事定称心。”“朱颜长似，头
上花枝，岁岁年年。”“人生自在常如此，何事能妨笑口
开？”读一读古人的新年愿望，每一个都浪漫精彩。

是呀，即便我们已经走过了美好的青春韶华，我们依
然可以像年轻时一样做梦，在尘世间像一只蚕茧一样浪
漫坚定地追梦，破茧成蝶，翩然飞舞在美丽的人间。

日历一旦过了元旦，就贱卖了。农村里，卖到最后的
东西，往往贱卖，叫“倒担”。父亲喜欢贱卖的东西，它们
往往品质差不多，价格却低了不少。但父亲对日历是虔
诚的，必须早早买上。

父亲喜欢的日历，一直是同一个款式，一天一页，
每一个日子都眨巴着大眼睛。父亲起床的第一件事，
就是撕去一页日历。日历很厚，父亲撕日历的声音很
薄。“嘶——”，像雏鸟破壳时那清脆又坚韧的声响。

那些还没到来的重要日子，父亲会画个圈，再折出一
个小角。那些小角，像蝴蝶的翅膀，在忙碌又庸常的日子
里翩跹着。

挂着的日历，就像晒谷场上的粮食，温暖又充满希
望。每一个数字都是生活的音符，记录着时光的故事。
日历上，写着“立春谷雨芒种”等节气，也写着“宜出行宜
播种”之类。父亲有时会仔细地翻看它们，计算着田里的
活计，安排着家里的生计。有时，他还帮人看日子，哪天
哪个时辰开工动土建房什么的。

父亲只上过两年学，但他的肚皮俨然装了不少“学
问”。“竹竿长晒衣裳，笔杆短写文章。”当我对身高纠结的
时候，父亲用他的“学问”开导了我。

“您这是哪里看来的？是日历上吗？”父亲笑笑。我
和他的眼神，停留在那挂着的日历上。那日历，明明是每
天撕的，却总是留下几张，弄一个夹子夹着。

那几张，是封面和元旦。“‘元’就是第一，‘旦’就是早
晨，‘元旦’就是新一年的开始。就像一条河的上游。”

父亲的声音，带我回到了小时候。
我将一个细密的拦网安置在下游的合适位置，折了

一根小枝条来到上游赶鱼。小枝条在溪水里唱歌，上游
的水变得活泼起来，鱼儿们也活泼起来，“噗噗”地朝着下
游窜去。提起拦网，看着网中活蹦乱跳的鱼儿，心也跟着
跳跃起来。阳光下，鱼儿们像一大捧豌豆荚迸裂出豌豆，
溅出斑斓的喜悦。

我们每个人，都曾站在时光的上游。那里，是希望的
源头，也是梦开始的地方。

元旦，这个新的起点，如同时光之河的一道闸门缓缓
打开，引领我们踏入上游之地。我仿佛看到了过去的自
己，那个怀揣着梦想的少年，在时光的浅滩上奔跑、欢呼。

上游的时光，是一幅绚丽的画卷。那里有春天的第一
缕微风，有微风里绽放的第一朵花儿，有花儿梦中的笑靥。

上游的时光，有陪伴我成长的人。我们一起在田野
里奔跑，追逐着风的脚步；我们一起在星空下许愿，憧憬
着未来的美好。

时光的上游，是梦想的摇篮。我用勇气编织翅膀，期
冀飞向更高的天空。时光的上游，有激流和险滩。它们
激发了我内心的坚韧和不屈。

时光的上游，有生命的无限可能。我们都将划着桨，
向着时光的深处前进，去探索那未知的世界。

我终于明白了父亲对元旦的感情。元旦，不仅仅是一个
节日，更是一个可以重新规划生活、为家庭努力奋斗的起点。

又到一年岁暮时，又到一年岁初始。看着墙上的日
历，我分明看见了时光的上游，阳光正如爆米花绽放，散
发着诱人的气息。

一切，都是那么明亮。

♣ 王秋珍

时光的上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