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时，旁边小二说：少奶奶，
咱赶紧报官吧？！

仓爷说：不可。若想收拾这
股土匪，仓署的库兵就能把他们
办了。可孩子的性命要紧，还是
先把银钱预备下吧。

周亭兰愁上眉梢，喃喃说：店
里的流水，满打满算只有几百两
银子。他张口就要一千两，我只
有回娘家去借了。

仓爷说：二更了吧？天到这
般时候，怕是来不及了。这样吧，
我那里放有仓署的银子，咱先暂
借一下，回头还上就是。

周亭兰感激地说：仓爷，这叫
我怎么谢你呢？

仓爷说：悔文是给我磕了头
的，也算是门生了。我该管。明
天谁去花家寨？

周亭兰说：我亲自去。孩子
在他们手上，就是死也得去。

仓爷说：也好。这样吧，明
日，我陪少奶奶走一趟。

第 四章
一

隔着滚滚黄尘，陈麦子看见，
那是一段废弃了的河道。

河套漫漫，沟壑纵横，杂草丛

生。草丛中有一条条纵横交错的
蚰蜒小路。路看上去平平的，可
人一踩下去，荡荡尘尘的，全是沙
土，汤一样，能把人淹了。河套四
处长着一蓬一蓬的野棵子，那杂
棵子里冷不腾会蹿出一只野兔
来，吓你一跳。再往前走，是水冲
刷出来的丘陵沟壑。

河套的边沿，是一破败村落。
这里村名花家寨，也没见一

户姓花的人家，只是这么叫。只
因临河，年年发水，这里的庄稼是
收一季淹一季。淹了的一季，水
退之后，留下大量淤泥。这淤泥
很肥，第二年就会收一季好庄
稼。有收成时，一切还好；水来
了，一切又都冲个精光。常常睡
到半夜，连人带床都给冲走了。
死人的事也不时发生。若是哪年
不死人，反倒不正常了。家家户
户的日子常年被水围着，没有指
望，也就不着意置办什么了，过一
日是一日。这里人家养的鸡，都
会上树，夜里是在树上宿的。还
有的人家，把家中唯一的铁锅也
挂在了树上。

后来，黄河滚来滚去，这里便
成了一段废河道。废河道里是一

望无际的蒿草和沙土，一刮风就
是漫天黄尘。什么也不长的地
方，那日子只有熬了。再往西，四
五里远的地方，是一条官道。通
商路，入潼关。人在地里，就能听
见商帮骡马、鸿车的铃声。远远，
还有车上猎猎的小旗。

那个最早的土匪，是从韭菜
地里走出来的。

那天，黄七原本要去割韭菜
的。他家里有一老娘，娘病了，没
钱治。干熬着，想吃一口韭菜。
于是他带一筐一铲，就到地里来
了。他是个流光锤，不好好做活，
却喜欢在河套里打兔子。他常年
背一火铳，自己捣鼓些火药，后来
却把自己给炸了，一条腿瘸着。
他家也没有种韭菜。上地来，也
就是到人家地里割一把，不算偷。

那年月，韭菜是鲜口，平常人
家，种韭菜的不多。他的鼻子很
灵，就在地里找，找来找去，找到
了官道的附近。这块地里有两畦
韭菜，不知是谁家种的。黄七就
弯下腰割了几把，可割着割着，不
小心把手割破了，流了血。他有
些懊丧，抓把土按住，可血还在
流，捂上的土洇成了酱色。这时

候，他抬起头来，看见了官道上的
那个人。他说：妈的。

黄七看见的这个人，穿一身
青布长衫，背着一个褡裢，像是一
商铺的站柜，从城里回来的。他脚
上穿着一双新的和尚脸千层底布
鞋，那鞋面是黑的，白底。黄七先
是看上了这双鞋，那鞋晃眼。于

是，也就是一念之间，黄七就把手
上的血泥糊脸上了。他三窜两窜
到了官道边，就势坐在路旁的一块
石头上。待那人走近时，他亮出了
血糊糊的铲子，喝一声：站住！

那人站住了。
黄七说：还用我站起来吗？

我一站起来，你就没命了。
黄七又说：老子……刚做了

一个。
那人看他脸上血糊糊的，像

是刚杀了人，再看四周一个人也
没有，就有些哆嗦。他扑通往地
上一跪，说：大爷，你饶了我吧。

黄七说：饶你？也罢，老子一
天只杀一个。今儿算你命大。把
鞋脱了，东西放下，滚蛋吧。

那人吓坏了，不敢正看，只抬
头瞟了一眼。

黄七用手毕了一下铲上的
刃，说：咋着，想试试我的飞铲？

那人慢慢地解下褡裢，撂在
了地上。

这时候，黄七又说：鞋，鞋脱
了。那人又蹲下来，把鞋脱了。
继而，听到一声“滚”，他撒丫子就
跑，腾腾腾，黄土漫起，就看不见
人影了。

错午了，日头晃晃的，黄七却
站不起来了。他的心揪到喉咙眼
了，腿是软的，一脸的汗。他看着
那个撂在地上的褡裢，那双鞋，新
鞋。就像是虚脱了一般，眼睁睁
地看着那些东西在官道上放着，
几次想拿，就是腿软，走不成路。
黄七对自己说：胆儿是撑大的。

大约一袋烟的工夫，当黄七
能站起来的时候，他先是试了那
鞋，穿是穿进去了，鞋后跟却提不
上。他骂了一声：妈的，小了。尔
后，挎上褡裢，把鞋撂在筐里，一
窜一窜地下河滩了。

等 黄 七 回 到 家 ，娘 已 咽 气
了。她到底没吃上那口韭菜。

黄七是个孝子，他不但给娘
置办了棺木，连丧宴都办了。这
让一村人惊讶：一个流光锤，他哪
儿来的钱？又见他趿拉着一双新
鞋走来走去，样子很转。大伙儿
像是明白了什么，又像是很不明
白。操，他不过是一个瘸子！

就 此 ，黄 七 的 胆 子 越 来 越
大。他接连做成了几个“活儿”，
眼里有“霜”了，手面也大了。有
一次，他回到村里，从怀里掏出一
面小圆镜子，在阳光下晃了晃，那

东西能把阳光反射在脸上，让人
一烫。众人像虾一样四下跳开，
乱哄哄地问：乖乖！这是啥？

黄七得意扬扬地对那些围上
来的人说：宝器。南洋的。见过
么？老子今儿个上了花船了。

流光蛋们很羡慕地望着他，
一边搔着痒一边问：花船？

黄七问：睡过女人么？花船
上的女人。

一伙人都愣愣地望着他。黄
七说：可香。

黄七又说：没见过吧？搽的
是官粉。

再后，有一天，黄七真的领着
一个女人回来了。这女人瘦瘦
的，乖得像猫，只是没搽官粉。人
们问他，他笑笑，说：捡的。

黄七的话太馋人了。他不过
是一个瘸子。那些话在流光蛋们
的心里烧起了一蓬一蓬的野火。
于是，人们都服气他了，就说：七
哥，我们跟着你干了。

就这么一来二去，黄七成了杆
子头，名声越来越响了。在不到三
年的时间里，他的名字声
震三县，有人叫他“亮铲黄
七”，也有叫“黄瘸子”的。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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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陈与义《临江仙》：“古今多少
事，渔唱起三更。”戏曲也是三更渔唱，
得农闲之香。瓜子、板栗、花生炒熟的
气息，磨粉、蒸糕、点豆腐的气息是农
闲之香。深植于日常烟火人生的，不
过一边柴米油盐酱醋茶，一边吹拉弹
唱诗书画。

阅世一深，感悟也多了，风动窗竹
的少年光景心心系念，挥之不去。越来
越惦记野泉深涧、芒花山风的时光。记
得一枚闲章印文，真是绝妙好辞：

我是个村郎，只合守篷窗、茅屋、
梅花帐。

岁月倥偬，篷窗、茅屋、梅花帐像
云彩一样飘逝而去，好在戏里有采采
流水，有蓬蓬远春，有大道多崎，有平
淡如水。旧时王谢堂前的燕子，停驻
在寻常人家的房梁，怀揣依恋，藏着心
绪，萦回传奇。

少年心性跳脱，喜欢那一幕幕跌
宕一幕幕起伏。现今慢慢体会出戏如
人生，别有洞天。管弦丝竹锣鼓，张灯
结彩，暖暖的，最热闹最怀旧。戏之
美，从来享受。时代变了，然芳草多
绿，芳草多愁，心扉一遍遍洒下旧戏
词，也算是清福。

旧古典的气韵与笔墨纸砚的清香
渐渐稀薄，乡野间零零碎碎的片言只

语，一不留心被风吹散了，幸有戏台陈
年岁月的传奇慰情。人间万事消磨了
还有个寄托，无忧无喜。

戏之色、戏之音，是古中国霜笼月罩
的山水气韵。在遥远的旷野、陌生的街
道、苍旧的戏楼中一次次走进戏之美。

听戏归来，满天星斗，《鸿门宴》
《苏武牧羊》《文姬归汉》《水淹七军》
《薛仁贵征东》《薛刚反唐》《杨家将》，
一曲曲传奇是往昔的注脚、旧日的底
色。月落乌啼时分有些寂寥，风雨如
晦或者天朗气清，枯坐鸡声茅店，也或
者得享华衣玉食。阶前冷霜满天，人
生已处秋景，忽有所悟，心中一怔，生
出戏里的况味，生出戏里的气韵。一
时解脱又爽然若失。

山风徐徐吹过耳畔，夜色笼罩大
地，时光抹去所有悲欣恩仇。山河入
梦，古事入梦。我等匆匆过客，岸边此
生此世此情此景亦不过被命运之线牵
扯而出，或者木然或者欣然。人生如
梦，人生也如戏。

《击缶歌》之缶，指的是瓦器，古人
用来盛酒浆。《说文解字》上说秦人以缶
为乐器，“鼓之以节歌”。古代民间多好
叩盆拊瓴，相和而歌，怡然自适。农人
春耕夏种，秋收冬藏，息于瓴缶之乐。
一剑长歌坐榕荫，三杯击缶生豪气。

遥想当年，一些身着兽皮的先民，
围坐篝火堆，一边断削树枝竹竿，一边
唱着《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
宍。断竹，续竹，飞土，逐宍。”

太阳在山与山之间来来往往，从
东头到西头。一众先民也在林下来来
往往，弯弓搭箭走进山林。归来后，卸
下刚捕杀的野物，不顾一身腥气，重新
燃起将熄未熄的篝火，切开那野物投入
火堆，不多时，香气四溢。老老少少越
发意气风发，再一次齐声高唱《弹歌》。

最初的戏词在部落之间回荡，族人
们一次次尽欢而散。时间往下，胡笳长笛
伴随着击缶之歌在历史上空经久不息。

岁月码头上，权谋崇峻，兵法险
诈，粉墨深厚，黑箱内幕一场场。击缶
之歌，到底太柔太轻，常常被金戈铁马
淹没了，慢慢离我们越来越远，时间遥
远，空间也远。但好在击缶之歌不绝，
在兵马退去后，一次又一次响起。

吴昌硕的画，有这样的题识：“有
花复酌酒，聊胜饥看天。扣缶歌呜呜，
一醉倚壁眠。酒醒起写图，图成自家
看。闭门空相对，空堂如深山。”

贫寒岁月里，扣缶歌呜呜。自得酒
意自得醉意，宣纸上百花盛开、林木妖
娆、瓜果飘香。一回回听戏的时候，心
境也近似吴昌硕。恍惚里，辽远而深邃

的击缶之歌一下子可望可即可触可摸。
戏文如水。多少回，夜幕垂下，多

少回，街巷假寐，只有远山薄雾如细水
长流，咿咿呀呀的唱腔在夜空里明灭
幽暗透亮，像是风雨苍黄的旧日河山。

春暖花开，那戏听来是一枝牵引
着春风的梅花。

夏天的时候，戏词仿佛一枚沾着
阳光和露水的枇杷。

秋风起，稻谷黄，坚实朴素的男欢
女爱越发丰腴肥实。

冬日看戏，一折折曲子仿佛剥开
的橘瓣，又甜又香。

世人常说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其
实人生漫长荒凉，不全是这样。戏里
时光一瞬而已，现实的一辈子好几十
年甚至百来年。那些爱恨情仇是非成
败淹没在时间的茫茫烟水里，成了戏
文成了传奇成了梦忆。

读一部书，看一台戏，可喜处欣然
忘忧，即便无味也不会嫌憎，取其一时
快意就好。古人感慨：“堪嗟击缶千秋
壮，莫道挥毫两鬓星。”清人孙枝蔚赠
友诗云：“书空耻咄咄，击缶歌呜呜。
不为今离别，焉知昨欢娱？”都有很好
的意思。一阕《清平乐》，一曲《击缶
歌》。正是篱下瓜田的本色，其或庶几
近之，亦是本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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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军旅作家徐贵祥的新作
《英雄山·穿插》《英雄山·伏击》近日
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新作延续
了他《历史的天空》《马上天下》等优
秀军事文学作品的“英雄主义”精神
内核，重塑在战争年代所涌现的英
雄。“英雄山”系列的故事主要发生
在红军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主要地
点设定于当时国、共、日、伪各种力
量胶着的鄂豫皖地区，这里也是徐
贵祥许多战争题材作品的“诞生
地”。两部作品为姊妹篇，有独立完
整的人物和故事，又前后呼应互为
补充，从“一正一反”“一明一暗”两
个英雄人物的视角，共同谱写了一
部壮阔的革命战争和信仰传奇。徐

贵祥曾亲身参加过战场一线的激烈
战斗，这也让他的作品里有着难能
可贵的现场感和真实质地，以及对
战争本身的深刻认知和对英雄人物
的精准把握。

在《穿插》《伏击》中，跟随主人
公凌云峰、易晓岚、楚大楚、蔺紫雨、
蓝旗等人的视角，读者会了解很多
前所未知的军事知识，比如红军、八
路军、国民党军队的武器装备、军事
训练、战略战术，等等。在作品中，
穿插战、游击战、攻坚战、伏击战、间
谍战等专业军事战术，都在具体战
例中得以直观呈现，让读者在“枪林
弹雨”中体会战场的惊心动魄和瞬
息万变。

新书架

♣ 蒋肖斌

《英雄山》：徐贵祥新作再谱抗战英雄传奇

夏夜，山里空旷寂寥，凉风习习，
景物幽微，花朵在树影里摇曳，月亮
悄悄从东方升起，映照着周山的轮
廓。我坐在山庄的院落里，听着附近
的小溪唱着雀跃的歌。最难得的是
山里的晚风，凉飕飕的，吹走了白日
的暑热，吹走了心中的杂乱和烦躁。

因为这清凉的山风，因为这美丽
的月色，也因为贪凉，所以在院落里
多耽搁了一会儿，静静地听着风语、
虫鸣。不知道什么时候，附近的草棵
里，远处的树林中，升起点点的萤火。

我远远地看着，那些小小的萤火
虫，提着一盏盏小巧的灯笼，轻轻飞
翔在夜色里，那些绿莹莹的灯盏照亮
了周边的黑暗，原本黑乎乎的灌木
丛，还有树木，霎时间都变得生动起
来，神秘起来，有了非同寻常的光彩。

流萤微光，一盏升起，一盏落下，
闪闪烁烁，高低起伏，在阔大无边的
天地间传递着一种讯息，是最幽微的
心事？是最幽渺的情韵？是最远大
的理想？还是我们读不懂的诗意？

看着那些起起落落的灯盏，我想
起多年前看过的一本书《罐斋杂记》，
画家黄永玉先生比喻得非常精妙有
趣，他形容萤火虫是“一个提灯的遗

老，在野地里搜寻失落的记忆”。
“遗老”这两个字，让我忍俊不

禁，不由自主地想起那些经历过世事
沧桑变幻的老人，眼睛花了，头发白
了，牙齿落了，不管世事如何变迁，他
们还在一遍一遍不停地絮叨陈年旧
事，不厌其烦，身体前行了，心还停留
在原地。那些提着一盏盏小灯笼，飞
翔在夜色里的萤火虫也是如此吗？
它们也会有心事？也会前尘如梦？

孩提时代，夏夜是最美好的辰
光，湛蓝的天幕辽阔深远，星星闪着
明亮的眸子，月光洒满整个院落，花、
果、菜、蔬，猫、狗、鸟、雀、庄稼、村庄，
仿佛整个世界都睡着了。小小的院
落安稳沉静，我们趴在凉席上不肯睡
去，等着小小的萤火虫，提着一盏盏

绿莹莹的小灯笼前来赴约。
有时候，我们几个熊孩子会趁父

母不备，偷偷溜去草丛、菜畦、田间、地
陇，或者河边的小树林中寻找萤火虫，
为了追一只萤火虫，跑很远很远的
路。寂寥的荒野里，草丛间，树叶上，
有人发现飘来飘去的微光，便会发出
赞叹和惊呼：“快看啊！萤火虫。”

那些绿莹莹的灯盏时而散开，时
而聚拢，忽明忽暗，像天上的星星眨
着眼睛。不知道是错觉还是真实的
存在，明明就在眼前，一晃一晃的，时
高时低，慢悠悠地飞来飞去，仿佛触
手可及，可偏偏却是，凭你招手、挥
袖、跳脚、跟着奔跑，它始终在你前面
不远的地方，就是捕捉不到。

偶尔逮着一只萤火虫，必是兴奋

得睡不着觉，找一只小小的玻璃瓶，把
萤火虫装进去，悬于蚊帐的一角，夜里
醒来，看到瓶子里那一点点幽微的绿
光，心中便有温润和柔软生长出来。

那时候，我是一个可以在梦中笑
醒的孩子，一点点的光亮就能使我安
静下来。夏夜静谧、温馨，蛙鸣、犬
吠，外祖母的故事就像一只萤火虫，
在前方不远的地方飞翔，吸引着我一
路追过去。我在外祖母的故事里，穿
越山河大地，穿越村庄城镇，穿越溪
流集市，让我义无反顾，不知疲倦。

夏夜，深邃的夜空中，流莹提灯
飞翔，划出优美的弧度，给凡俗的烟
火生活增添了一分兴致和情趣，给庸
常的日子增添了一抹亮色和诗意。
这一滴滴绿莹莹的微光，像童话里的
歌谣，带着明快的色调，一路波光旖
旎，抵达内心深处。

山风习习，凉意岑岑，不知不觉
间，月上中天。那一年，那一夜，我站
在花影里，轻轻地挥了挥衣袖，一只萤
火虫跌跌撞撞，落于我的掌心。我轻
轻地空握掌心，生怕弄疼了它，生怕一
不小心熄灭了这一盏小小的灯火。今
夜，纵然我已老去，内心里仍然是那个
站在月光底下，追着流萤奔跑的孩子。

灯下漫笔

♣ 胡竹峰

击 缶 歌

提灯飞翔
♣ 积雪草

知味

前些日子，和几个朋友一起回封丘老
家办事。事情办完后时近中午，有人提议
不去城里吃饭，就在村头儿农家院尝尝正
宗的农家菜，几乎没有犹豫，此提议获得
一致认可。

一道道农家菜，均没有给我们留下太
深的印象，感觉总是和记忆中的味道不一
样。直到最后店老板上馒头时又端来两大
碗颜色微红的面糊，那热气腾腾中熟悉的
香辣味一下子点燃了所有人的味蕾，虽然
都已经酒足饭饱，可是每个人还是难抵诱
惑，纷纷拿起馒头蘸着面糊大快朵颐。很
多人头上、身上都冒出了热汗，可还是吃得
不亦乐乎，纷纷大呼过瘾，感叹没有白来。

不错，这就是镌刻在众多七零后、八
零后记忆中的乡村美食——辣面糊。我
的老家是豫北平原上一个普通的乡村，隶
属于被评为长寿之乡、相思之乡的小城封
丘。在我的少年时期，整个乡村出去打
工、上班的人很少，生活物资比较匮乏，村
里的代销点货品不太全。那时我们最喜
欢的是春夏秋三个季节，从春天挖野菜开
始一直到秋天，每个农户人家的饭桌上都
或多或少有着新鲜的蔬菜，可是一到冬
天，就只有提前储存起白菜萝卜粉条之类
的菜。每到这个时候，母亲就会隔三岔五
地做上一顿色香味俱佳的辣面糊，这既是
菜也是饭。无论男女老幼，都满满地盛上
一碗，或拿着馒头就着吃，或把馒头掰成
块泡到辣面糊里，人人吃得满头大汗，觉
得真是辣得过瘾、香得心透。

其实辣面糊的制作也并不复杂，第一
步，准备红干辣椒若干，切成细丝备用，再
备姜蒜葱各少许，切碎，泡好的红薯粉条
一小把切成小段儿，青菜叶切碎备用；第
二步，适量的面粉加水搅拌成稀面糊；第
三步，锅内倒入油烧热，倒入辣椒丝、姜蒜
葱末翻炒出香味；第四步，加入适量的水，
倒入粉条和青菜叶，加盐、鸡精（或味精）、
生抽；第五步，水烧开后倒入稀面糊，一直
搅拌至黏稠，不停翻滚冒大泡儿；第六步，
关火，滴入几滴香油，即大功告成。

从儿时母亲做辣面糊到现在爱人也
学着做，中间隔了很多年，不管是记忆中
的粗放还是现在的精致，但一闻到辣面糊
的味道，就禁不住诱惑，总感觉和年幼时
一样，都是充满了浓浓的爱的味道。

卷帘花雨滴卷帘花雨滴
扫石竹荫移扫石竹荫移（（书法书法）） 张宽武张宽武

辣面糊
♣ 梁 子

边走边悟

安步当车
♣ 韩心泽

这个世界的节奏已快得让人有些
喘不过气来，好在对健康的追求，让我
们追逐的脚步不得不慢了下来。步
行，已蔚然成为一种时尚。

步行考验体力也考验耐力，于是
科技如影随形、尾随而来，手环随时反
馈给你走了多少步，步数可以置换多
少卡路里。走步软件还可以把我们的
步数置换成别处路线，唤起你漫步在
一处知名体育场或优美风景区的幻
觉。于是越来越多的人把日走万步确
定为自己每天的目标，身心的发条不
觉间又拧紧了一圈。

其实，我们原本不需要专门抽出时
间去走步，也许尽可能地离开车座安步
当车就好，让步行回归到日常，就能自
然而然地解决工作与健康的矛盾。

已经有越来越多单位离家不太远
甚至不近的人开始步行上班。步行上
班的关键是不能懒床，给自己留足时
间，长长的路才能放心地慢慢走。

不管你起得多早，都会有无数车
辆从身畔唰唰唰地疾驰而过，那都是
些被急事扰乱睡梦因而比我们起得更
早的人。当车上人匆忙中看到的只有
交替的红绿灯和望不到尽头的眼前
路，步行上班的最大乐趣，就是通过行
道树枝头和街头游园的花草，甄辨四
季的不同与差别，感受大自然的变幻
与多彩。

夏日煮沸光阴，也萃溢出“风情”万
种，石榴、紫薇、玫瑰、凤仙诸花绚极烂
极，极妍极丽，热烈恣纵的风姿丰韵，足
以盖过春花的娇美娇艳。等到夏色渐
收，秋意渐浓，梧桐如云的华冠早早斑
驳如团团落霞，阔绰地大把大把挥洒赤
橙黄绿各色落叶，于盛衰之际，显得雍
容又从容！冬来大雪解落万木，将春华
秋实的前尘往事一键删除，也净化了尘
埃与雾霾，不由得让人驻足欣赏这平
和、深邃、空无的素洁世界，以镇静一下
匆匆行色中纷纭的内心。

慢下来，在季节的诗行中穿行，才
能发现与享有人生与自然的更多细节
之美、韵律之美。太过匆忙，留在我们
记忆与生命中的，就只会是一列迅疾
而虚空的省略号……

相对于步行上班，步行下班更能
放达身心。诸事皆已放下，步行与其
说是为了锻炼身体，不如说是一种积
极的休整。

享有了步行的好处，我甚至已不
太畏惧晚上加班。若是22点左右，不
早了也算不上太晚，小城的喧嚣逐渐
落定，街道显得异常宽阔，街景寂寥到
感觉奢侈。一路清风明月与你为伴，
路灯似两排侍者专门为你而朦胧，正
是散步的好时段。虽是炎夏，晚风已
凉正可消暑，正好没有闲事挂心头，斯
世便也无风雨也无晴。

单调的行程其实是一道下面画杠
的轻松的填空题。打开手机，打开知
识服务 APP，随意听书、听音乐，数星
星、赏月色，是更佳的答案，不但不觉
路途疲累，反倒有种妙不可言的闲在
与悠然。

退而求其次，遐思也是归途这道
填空题不错的答案。常言说一心不能
二用，一个人却可以一边走路一边胡
思乱想而两不耽搁。当深夜归途成为
思想的漫步，思想总比脚步走得更远，
一旦荡开思路，人就能漫步在岁月的
无涯、人生的深处、宇宙的边缘。单位
离家虽有40分钟的行程，但脚步串联
起思考，思考联结着脚步，甚至脚步退
隐为思考的钟摆，我会在不知不觉中
已把一段长路走完，而翩飞的思绪往
往意犹未尽不肯收束羽翼。灯光与星
光也都极易点亮诗意与灵感，把归途
中的思考串缀成文，也不失为自得其
乐的意外收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