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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过饮马河（组诗）

黄世海（四川）

府南河的月亮
月亮是有灵魂的，也是有伤口的
你看，府南河的月亮
不是也是有阴晴圆缺吗？

月光浮在水面
伤口散发着忧伤，甚至还滴着血
冰冷，疼痛，让人不忍心
将它打捞起来

像我初学游泳一样，呛了一口水
吐不出来，一直呆在府南河里
至今，上不了岸

谒王建墓

风卡在门牌的缝隙借机喘了口气
唐朝的乐队便开始演奏
弹响繁华与过往
抺平我心头那一缕暗伤

二十四伎乐浮雕，一轮一轮
吐纳出一段彩画
十二力士迈着正步，侧身而过
让乐声时而弯曲，时而拉直

石床旁的灯光，从树梢上
返回，像一幅画，像一首歌
在漫长的古典时空里。等待鸟鸣
一次又一次把它引入盛景

万物在时间的敲打下
泛着铜质的音符，反复奏响
我便从两头石狮子身边平行而过
天地逸然，我心逸然

三星堆面具

蜀地奔涌的岷江，用巨大的冲积扇
铺就了古蜀历史底蕴
三星堆的青铜面具，纵目展示
古蜀人神奇的想象力

金沙，一叶金黄绽出眩目光彩
太阳神鸟的鸟鸣，在这座城市上空
以及六千米的雪峰天际线
婉转吟唱

杜甫的那句窗含西岭千秋雪
让雪山入绣，绘进蜀锦
这难道是一滴水的浪漫？

不，是雪峰或冰川划过蜀地的肌肤
让沃野湿润多雨，让熊猫
恣意地在灌丛、草甸之间行走
如一道清风扑面而来

路过饮马河

那时候，日子是脚上的一双旧胶鞋
旧得包浆厚实，满身伤痕
而我在河边走得踏实
也十分地开心

日子，被一针一针缝在水面上
那质朴、简单、善良、纯真的情感
留在饮马河的浪花里
像一幅浓墨重彩的山水画

我便携一滴水，挥着马鞭
日复一日，一次又一次蹚过饮马河
不知不觉，就马放南山
走进了岁月深处

而今，山川倒影，河水灵动
我又一次穿上旧胶鞋
而那些脚印早已经枯萎了
只是那马，那河，时常会在我梦中
奔涌而来

黄田坝的炊烟

袅袅向上，在黄田坝的上空
充盈着丝丝烟火气
即使夜晚即将来临

也要划破烟窗黝黑的肌肤
为星星充当先驱
把夕阳的安静划开一个缺口
涅槃重生

地平线，正在被夜色收敛
黎明之前的凉冷
像炊烟漂流的去向
清纯甘冽，广袤与无边

流星，在黑暗中一闪
算是这个晚上最辉煌的亮相
炊烟就用寂静
去体验不能折返的力量

（作者简介：黄世海，从军 36
载，居成都。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出
版《青春骑手》《潇潇军旅》《云间
集》《高低重叠》等诗词集多部，诗
作多次入选各种年鉴和选本。获首
届中国诗人精短诗歌奖、第八届四
川日报文学奖、第四届中国诗人年
度诗歌金奖等。）

乡村的六月（组诗）

冉启成（四川）

春风吹过郑家村

风吹二月
吹来的雨水
淅淅沥沥，润湿了
郑家生态文化旅游园区
正在升起的梦

风又往三月吹
吹在了旅游园区的
桃花岛。桃花开了
远处的菜花———
也都纷纷开了

园区的绿草坪
郑家村忙活的人
夹杂在旅游园“东邻西舍”的
新气象，春潮
春事，喜事，心事
这些都花儿一样
开了———竞相开了

风继续吹
吹醒大地的树木花草
吹来了 小鸟和它们的鸣叫
它们是否也像此时我们
站在郑家新农村崭新的院落
沿旧梦搜寻、查找
旧时的影子，和不一样了的
新的希望和梦想

春来春去，夏天来了
走着走着
那些曾经的泥泞土路
就变成了宽阔整洁的大道
走着走着
那些村庄的梦想
就变成了“滔田酒家”“房车营地”
这些“竹林潺溪”新模样

呵，新农家，新大道
我们走着走着
生态文化旅游园区人就多了
走着走着
纷纷涌来休闲游玩的人就多了

走着走着啊
新时代农村发展的机遇
旅游生态园区绘就的蓝图
就把追梦的人

就把劳动、生活的人
带到了郑家村
这桃源般圆梦的地方

风继续吹
风继续吹过田野、村庄
吹过了三月，吹过了四月
吹在古老的土地上
新时代，新农家，新农庄
生态、田园、旅游，人们
荡漾在了幸福温馨的海洋

风啊，春天吹来的风啊
你吹在富饶的故乡
吹在时代农家的土地上
你吹在了和美乡村
郑家旅游文化生态园
这张农旅文产业链的宏图上

风继续吹
风继续吹
春风强劲地
继续吹……

“三安”农庄旁的假设

我们的乡村
我们所处的乡乡村村
都像此时的这片土地
都像这祥和的村庄村民
一切美好

村公路，绕过上沟下坝
绕过了家门口
小洋楼靓丽排在公路旁
农业产业园像工厂
橘红色的鲜果
在房前屋后飘香
鸡、鸭成群
院坝里“斗”歌

我们的大巴
行驶在清洁、漂亮
整洁的通村水泥路上
地头的老人，远远地
满意会心地招手和微笑
干净舒适的庭院里
农闲的妇女、男人
忙着学科技
文化活动也丰富多彩

这是我的乡村
这是公路旁的“三安”农庄
这是美丽广安
大发展的新农村现场
这是温暖春光里
舒展身姿的“桃源”梦乡

我的乡村
我们的乡乡村村
都这么美好
我乡里的同胞姊妹
这广大淳朴的乡民
幸福温馨
生活多姿多彩

乡村公路畅想

村村通，院院通
沥青路，水泥路
火车道，高速路……
这是现代交通建设的理想
这是新农村大发展
如火如荼的建设现场

让百姓得实惠
执政为民，服务群众
告别行路难出行难
这是城乡统筹大发展的
执政理念，富民思想

通村公路，如雨后春笋
高速路，加速刷新
快步助推经济迅猛增长
小康梦，成了现实
快速发展的步伐，正
行走在飞速前进的快车道

路，牵引理想
路，延伸梦想
路，改善面貌
路凝聚人心带动发展
路拓展生活空间———
拓展人类美好前景

产业链，经济圈
农业结构大调整
乡村路，富民路
蜘蛛网一样的村公路
翻新富裕生活致富路

泥泞山道上啊
那曾世代翘首盼望的
父老乡亲，笑了
高速、发展这台机器
正强劲联动———
城乡统筹，宏图理想
沿着乡村公路铺向远方

这是乡村的六月

这是绿。这绿意深刻的六月
这绿意中的花

啊，这玉米苞上的小彩帽

这绿色笼罩———
绿海洋中跳动的草帽
绿海洋中暗藏的鸟鸣
它们在风中起伏

我看见六月的阳光
在希望的炊烟中升起
我看见绿浪涌动
淌向远方

一只小狗，这绿海洋中的鱼
游荡在村外的小路上
我看见农人，在闲时
修着囤粮的仓

大力湖上空的云朵

把目光抬高一点
就碰到大力湖上空的云朵了
云朵在农家旅游园区上空流连
她投下的倩影
在大力湖的波光里闪烁

云朵是天空的女儿
萌动的心事飘扬、荡漾
人间祥和，郑家村炊烟升起
云朵主意已定
到洁净幸福的地方安身

她肯定也看见了园区蜂拥的来人
她甚至就要做出果断决定
一尾兴奋跃出水面的鱼
仿佛与来人热烈地招呼
又像是与云朵的一个暗语

云朵继续在景区张望
留下真心、幸福的微笑
当我们目光再一次抬高仰望
似乎看到云朵的奔忙
大力湖，将又一次雨水暴涨

（作者简介：冉启成，四川省作家
协会会员，岳池县作家协会常务副主
席，《岳池文艺》执行主编。出版有散
文随笔集《碎影》一部，作品曾获《诗
歌月刊》《星星》等报刊征文奖。）

我没有见过爷爷，对外公、
外婆也几乎没有印象。母亲从涪
陵远嫁简阳。六岁那年，父亲借
了一辆面包车开回母亲老家，并
允许我买了平时不可以买的零
食在路上吃。母亲会抓一把牛肉
干让父亲随时嚼到头上青筋暴
起，并说：“这样不会打瞌睡”。我
一路呕吐，把吃进去的零食都吐
完了。“好苦啊！”父亲停车，淡淡
说了句，“这娃儿把苦胆水都吐
出来了。”

颠簸一夜，进门后，我坐在
沙发上，安安静静地观察我的外
公、外婆。太陌生了，陌生到我无
法去和他们产生一丝情感链接，
他们拿糖来逗我，我像拒绝陌生
人那样拒绝了他们。父亲和母亲
喜笑颜开。短短几天，我们就要

返程了。外公、外婆来送我们，说
“媛媛，好好读书哈，争取考到重
庆大学去，好经常来外公家。”我
当时想：太远了，不来。

这是我唯一一次回老家和
外公外婆过年，好像去过，又仿
佛没有去过。

再次听到外公的事，我已经
读三年级了。我听说外公要去泰
国旅游，看父亲高兴的神情，我
大概知道这个机会来之不易。一
天，爸妈把我和哥哥叫到跟前，
说要去外公、外婆那里开厂了，
让我们在家听奶奶话。那年暑
假，我和哥哥来到了外婆家。外
公外婆冲上前来，取掉了我和哥
哥胸前的牌子。外公把我和哥哥
叫到房间，从抽屉里拿出了两个
大象钥匙扣，那东西是金属做

的，上面镶嵌了一些像宝石一样
的东西，好精致，我和哥哥欢呼
雀跃。外公说：“这是我从泰国带
回来的，给你两个留的，一直锁
在柜子里。”我很高兴地收下外
公送我的礼物，外婆这个时候给
了我十元钱，喊我一会儿自己去
买糖，我没有像第一次见她那么
陌生，我高兴地收下了。

我在成都上初中。一天，母
亲来了，她整个人看上去没有
精神。“你外公走了，脑出血，昨
天就走了，我们要马上回涪
陵。”母亲说。我脑袋一阵懵，没
有很难过，因为我真的几年没
有见过他了，但是我知道外公
是我的亲人，我还是哭了起来。
这一趟车程，特别沉默，出奇地
快。爸爸说了整个路上唯一一
句话，“全高速，真的舒服，太快
了，路好走。”

妈妈依旧沉默不语。
我知道妈妈失去了父亲，但

是我没有感觉到失去外公。到外
公家时，丧礼现场堆满各色缤纷
的花圈，父亲保持着理性，他和
舅舅们说现在不能土葬，不要一

根儿筋，然后往舅舅怀里塞钱。
我看到外公躺在一个冰冻棺材里
面，我很怕，妈妈一下跪了下去，
我舅妈赶紧过来把我妈妈扶起
来，妈妈瘫在那里，哭声震天。

我很想随着妈妈的哭声去附
和，我很想表现出很悲伤的样子，
可是我没有。

时光荏苒，飞驰人生。
没过多久，恰逢我中考，外婆

去世了。妈妈没有再带我回涪陵
奔丧。我顺利考上重点高中那年，
回涪陵的时候，车程已经缩减到
五个小时。再回外公外婆的老家，
是动车轰的一声可以一个多小时
到重庆，再接高速，四十分钟回到
涪陵老家。从前耗时一天一夜的
路，如今只要两个小时了。

我没有考上重庆大学，但我
现在很喜欢坐动车去重庆，在我
心里，这段高铁路，不止是回外公
外婆家，好像它四通八达，直达我
心中。
（作者简介：李元媛，四川省

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四川省青
年联合会第十四届委员会委员，
成都市青年联合会荣誉委员。）

商 海 弄 潮

周末朋友聚会，彼此相谈甚
欢，几位老友不停地推杯换盏，
顷刻间便已面红耳赤，舌短语
滞。精致的高脚杯中摇曳着红
酒、白酒和啤酒，在水晶灯的照
耀中交相辉映，犹如炫彩的霓虹
闪耀在餐桌周围。酒过三巡，菜
过五味，酒友们的言谈举止逐渐
豪放起来。

唯独我和老何寡言少语，似
乎与众人格格不入。我们的杯中
倒满热水，没有喝酒也就不敢轻
易敬酒，唯恐他人责备礼数不
周，便始终保持沉默。趁着大家
喧哗嬉笑的间隙，老何向我举杯
示意，我们心领神会，无需祝酒
词的加持，相视而笑后将杯中热

水一饮而尽。刹那间，犹如清泉
涌入肺腑，涤润肠胃的油腻，裹
挟炙热直抵肌骨血脉，顿觉周身
暖意融融，气血通畅，毛孔处尽
情释放多余热量，可谓酣畅淋
漓，好不快意。

兜兜转转，年岁日长，我们性
格由奔放张扬变为内敛深沉。此时
我们经常将一杯热水捧在手中，以
此滋润咽喉，消解燥气，感觉甚好。
回首过往时光，我们不禁感慨万
千，虽然人的一生面临诸多选择，

承受各种诱惑和欲望，但是我们也
逐渐在这些磨炼中看懂了沧桑，读
懂了生活，更加深知无论从何而
来，曾经走向哪里，心中最渴望的
依旧是固守本源。

其实，这又何尝不是一件幸
事。世事无常，我们可抱温柔以立
世，恰似一杯热水，浓烈却不失柔
情，清冽又兼具甘甜，将万千景象
幻化在它的身躯中，融汇在它的气
息中，举杯一饮而尽便犹如阅览千
山万壑，温养身心。敬生活一杯热

水，还岁月一场江湖，这江湖就在
寻常的柴米油盐中，就在家长里短
的争吵打闹中。我们在此聚散离
合，寻找安身立命的依托，同样以
奋斗成就璀璨年华。似水流年情意
重，万事安然皆自得。我们在人生
过往中看淡了得失，明辨了是非，
由此而更加从容地拥抱岁月静好，
这也许就是一杯热水给予的生活
礼遇。
（作者简介：刘学成，河北省沧

州市作家协会会员。）

李尧和范涛同住一梯两户的
三楼门对门，虽说已做了好几年的
邻居，也仅仅是上下班偶尔在楼梯
口碰面，或脸上浮出一点微笑或点
点头打个招呼而已，双方连对方姓
甚名谁都不知道。

这天，李尧下班回家，见饭桌
上放着一大堆不知名的蔬菜和十
来个粽子，问正在厨房做晚饭的
妻：“你买的这是什么菜，咋一个都
不认识？”

妻快步从厨房走出来，拉他坐
到沙发上，悄声说：“这是对门老太
太送过来的，说是乡下老家亲戚送
的原生态野菜，分一些给我们。还
说快到端午节了，要我们尝尝她亲
自包的粽子。”

李尧诧异，这是什么情况？做
邻居这么多年，这还是头一次。

妻也疑惑：“我推都推不掉，人
家非得让收下。该不会是有啥事要
帮忙吧？”第二天早晨，李尧专门听
了听对门的动静，还从猫眼里瞧了
瞧，才快速拉开门疾步下楼开车离
去，他生怕邻居突然开门出来拉住
他说有事要请他帮忙。

在单位上班的一整天，李尧心里
始终在打鼓，对门邻居会有啥事相求
呢？一点野菜和粽子也不值什么钱，
应该不是啥大事，帮得了就帮，帮不
了就算了，没必要躲着人家。

下午下班回家，像有约似的，
他刚一下车正准备上楼，对门邻居
的车“吱”的一声停在了他的车旁。
李尧不好意思再躲，毕竟收了人家
的东西，他停下脚步。

邻居下车走到他身后，他回头
一笑：“谢谢你家老太太的野菜和
粽子哈。”
“不客气。那是我妈，一周前才

从乡下接来跟我一块住。”邻居说，
我叫范涛。李尧说，我叫李尧。

李尧故意放慢步子，等着范涛
说出需要帮的忙。可直到上了三楼
两人都各自拿钥匙开了门，范涛也
只字未提有什么事。

李尧进门跟妻说在楼梯上认识
了范涛：“他咋没说要帮什么呢？”

妻沉吟一会，说：“可能是怕刚
认识就说事有些唐突吧？你看着吧，
他自己不好意思提出来，他妈还会
有动作的。”

果不其然，三天后的晚饭后，李
尧正和妻儿在家追剧，“咚咚咚”的
敲门声忽然响起，儿子跑去开门，跟
随进来的竟然又是对门邻居范涛的
妈妈。
“不好意思，打扰你们，乡下小

儿子家杀了猪，送来一些猪下水，也
给你们送点来尝尝鲜。”老太太边说
边把一个鼓鼓囊囊的塑料袋递给
妻，李尧示意妻拒收，老太太乜斜一
眼李尧：“咋的？嫌乡下的东西脏还
是嫌我老婆子？”她把袋子放桌上转
身就走。李尧和妻面面相觑无言以
对。

妻说：“你明天问问范涛究竟有
啥事，能帮就帮呗，别让他妈老是送
东西过来。”李尧称是。

次日早晨上班，李尧刻意在楼
下等着范涛，一见面就问：“你家是
不是遇到了啥难事？”

范涛茫然：“没有呵！”
李尧追问：“真没有？”
范涛肯定：“确实没有。”
“那你妈咋总给我家送东西？”

李尧有些不悦，“别遮着掩着了，有
事就说，我一定尽力相帮。”

范涛释然，笑说：“你误会了。我
妈长期在乡下生活，喜欢左邻右舍
走动，有好事或有好吃的都要互相
分享，邻里关系亲密得很。哪像城
里，相邻不相识、不往来倒成了常
态。”

李尧听了，面露尴尬，汗颜不
已！
（作者简介：肖波，四川省散文

学会会员，成都市作家协会会员，崇
州市作家协会会员，当过兵，做过战
地新闻宣传，有千余篇各类体裁文
字散见各级报刊，并有数十篇获国
家、省、市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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