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寒冬盛装莅临，雪花无所顾忌，兀自
打着旋自天空曼妙而下，只有腊梅顶着绿
豆大小的花骨朵遗世而独立。

雪来得一点也不突然，她已经酝酿了
很久的情绪。久到几天前空气中都有一种
肃杀的寒冷，早上散步时，冷飕飕的刺骨
寒风刮过，钻到人的衣领里、袖口里，有

些淘气的甚至钻到裤腿里，似乎还要透过
厚厚的衣服，吹进人的皮肤，直达肺腑，
使得整个人犹如被寒气包裹，只有鼻子里
呼出的气才是热的。街上行人冻得两肩耸
起，脊背弯曲，缩成一团，走起路来不知
不觉中比平时快了许多。

刺骨之地作为一方之主，敞开怀抱迎
接天外来客。然而，雪花才不管你欢迎不
欢迎呢，她是冬的情人，只要季节一到，
她就会飞蛾扑火般投入冬的怀抱。

雪花天性妩媚，撩拨得人异想天开，
想当初武则天当皇帝的时候，有年冬天，
武则天率众人雪后出游，到上苑饮酒赏
雪，那雪景简直漂亮极了，亭台楼榭、假
山、小桥，到处都是诗一样的意境，就连
平日小桥下的潺潺流水也穿上了白衣素
装，静默不语，高高低低的树木在雪花的
装饰下，冰清玉洁，毛茸茸的银色枝条在
风中晃晃荡荡，显得优哉游哉。枝丫错综

复杂，如滕似曼纠缠着红尘的时光。一阵
风刮过，无数的雪花自树冠簌簌而下，点
点红梅掀开白雪覆盖的被子，探头探脑窥
伺这个如昨的银色世界。色迷女皇眼，酒
壮英雄胆。这景色、这意境不由得让武则
天浮想联翩：雪景再美也毕竟是一花独
放，孤傲而单调。她竟下令隆冬季节百花
斗雪齐放，以助雪兴。还真是“普天之
下，莫非王土，普天之滨，莫非王臣”，第
二天，百花中九十九种花依令绽放，只有
牡丹含苞未开，武则天大怒，用尽炮烙之
刑后仍不解气，下令将牡丹贬至洛阳。从
此，雪的妩媚断了牡丹的帝都之根、京城
之路。

雪花天性多情。以一己之身润泽万
物，巍峨大树有了雪的滋润，找回那份
叶茂枝繁的骄傲，便得风姿更展。小草
有了雪的滋润，更添一种别致的风情。
百花有了雪的滋润，才更有争芳斗妍的

精气神。过冬的麦苗有了厚厚积雪的覆
盖，滋润得心花怒放，待雪花在怀抱里
化为虚无，喝饱了雪花的琼浆玉液，青
青的麦苗分蘖、抽穗，剑指天空，直到
低下成熟的头颅。

在冬的眼里，雪花就是来自天堂的
天使，是它如期而至的情人，冬对雪一
往情深。它不要绿草，不要鲜花，只要雪
的装点，而雪花更是把对冬的相思一并入
画，画出银装素裹，画出冰清玉洁，画出
晶莹剔透，画出天地间的童话世界……

爱，其实很简单。细细思量，冬和雪
的情谊，不正像人世间我和你、他和她、
我们和他们的情谊一样吗？

轻轻地推开窗，看雪落无声，而隐身
在我生命中的岁月，一如这无声无息的大
雪，年复一年，在不经意间，已落满头，
直到我对镜自视，再也找不到一根黑发为
止。

雪落无声
■邢俊霞

■安小悠
我是在小村钮王长大的，钮王是龙城

镇西北的一个小村庄，面积不大，但因盛
产羽毛制品，故而在周边十里八乡颇有名
气。小村春、夏、秋三季景致皆如诗如
画，唯有冬天，说起来让人不寒而栗。如
此说倒不是我不喜欢小村钮王的冬天，而
是因为小村钮王的冬天实在太冷了。不过
也因为冷，反而生出更多的乐趣来。

那时的冬天来得特别早，中秋一过，
树上的叶子就几乎全被凛冽的秋风吹落
了，在院中积了厚厚一层，秋风吹来，地
面上仿佛有落叶的波浪在翻涌、行走，这
便是冬天来临的序曲了。那时大部分农事
已闭，母亲腾出空来，便着手为我和弟弟
准备过冬的棉衣，把去年的棉衣拆拆洗
洗，换上新弹好的棉花，有时候袖子短
了，母亲便找来一块相似的布接上一截儿，
母亲针线活儿好，在连接的地方巧妙地绣上
花边，因此这接起来的袖子不仅不难看，反
倒成了衣服的点缀，显得颇有新意。

母亲准备过冬的衣服，父亲也不闲
着，每每临近冬天，父亲便会从镇上买回
来一车煤，说是一车，其实也就三五袋。
父亲先在院里腾出一块平坦空旷的地方，
打扫干净后把煤粉倒在一起加水、加土，
用铁锹调匀，和成一座煤山，然后用打煤
球的工具，暂叫它煤杆吧，往煤山上一
按，把手往上一拉，提起，找准一块空地
放下，再用力向下一按，一块煤球就做成
了。看似很简单，其实操作起来挺难，每
次父亲打煤球，我就跃跃欲试，总是失
败，实际上我连煤杆都提不动，只得蹲下
来，双手托腮，专心致志地看父亲打煤球。
父亲把煤球一块块打在地上，要在院子中

晾晒好几天，有时怕小猫小狗搞破坏，还
要将其围起来。等煤球彻底干了，便一块
块摞起来，堆放在屋檐下。有无数个寒冷
的冬日，煤球燃烧在煤炉里，那橘红色的
炉火，散出温暖的光芒，如同春日的太
阳。我和弟弟每天放学回家的第一件事便
是把双手放在煤炉上暖一暖。无数个飘雪
的夜晚，父亲母亲在灯下赶制鸡毛掸子，
我和弟弟趴在桌子上写作业，煤炉上的铝
壶，“滋滋”冒着热气。

小村栽了颇多白杨树，春夏之际入
村，远远便是“绿树村边合”的情境，但
因小村无山，便缺了点“青山郭外斜”的
韵味。但如果你能看到入冬后的白杨，所
有枝杈如同树之筋骨般直刺青天，那种张
扬的力度非乡村之树不能有，成群的麻雀
停在树杈上叽叽喳喳叫个不停，树干的颜
色是棕褐色，麻雀的羽毛浅棕色，这同一
色调的一深一浅间，麻雀便成了树的精
灵，敏捷的小翅膀“呼啦”一声便从这棵
树飞到了另一棵树上，这诗意而灵动的画
面入眼，你便能瞬间原谅小村无山那一点
小小的遗憾了。

小村四四方方，主街道呈十字形，将
小村一分为四。因此中心的十字街便成了
小村的繁华地带，十字街西北有一座二层
小楼，门头是一排红色的大字“钮王百货
商店”，外墙面贴了赤色的瓷砖，在阳光下
反射出刺目的光芒。一到晴朗的日子，村
里的老头们便集体出动，蹲坐在墙根处，
他们背靠着墙，沐在阳光里专心致志地晒
暖儿，有时讨论农事，多是些明年种什么
好了、现在粮食的价格以及哪里能买到好
种子等，偶尔也讨论些国家大政方针，不
过多是些从收音机里听到的小道消息，并

不十分准确。当然，他们也讨论些家长里
短和八卦是非。

这百货商店的瓷砖外墙真是一块好地
方，不止老头们喜欢，小孩子也喜欢。每
每不上学的晴朗日子，成群的小伙伴便在
墙根你挤我，我挤你，挤来又挤去，挤得
不亦乐乎，冬日的寒冷仿佛也被挤去了，
每个小伙伴的鼻尖上都冒出了细细的汗
珠，实际上背上已经有汗流出，但那又有
什么关系呢？这是快乐又有趣的，也算是
冬日里顶快乐的一段时光了。

那时候，小村钮王一下起雪便纷纷扬
扬，铺天盖地，有时甚至能连下好几天，
清晨推门而出，雪把门都堵住了。一下
雪，孩子们就显得格外兴奋，不只因为可
以打雪仗滚雪球，还因为雪下大了就不用
上学。雪下得不是很大时，我常常招呼了
几个小伙伴出来收集雪花，装在事先准备
好的玻璃瓶里，装满了就在树下挖个坑埋
进去，好像某种圣洁的仪式。我们都期待
雪可以越下越大，在雪堆里打滚那才有
趣，但实际是，雪一旦下得太大，出于安
全考虑，大人是不允许孩子们出门的，于
是我们也只能待在屋子里“望雪兴叹”。

雪夜是极美好的，雪反射出的光比月
之光更皎洁，万物被雪覆盖，整个小村都
安静了。每每这个时候，我虽坐在暖暖的
煤炉旁，心却早飞出去了。我脑海里勾勒
的，是我穿了父亲的鞋子，在雪地里印了
大而宽的脚印，并且捡了一根树枝，在雪
上写了几句不成章的诗句，最后，只是陪
雪静静待着，就觉得是一件美好的事。有
时想得出神，或者忽然想到小伙伴在雪地
摔跤的情形，就忍不住“咯咯咯”笑个不
停，母亲这时便假装面有愠色，用小藤杆

轻敲我的脑袋说：“这丫头又发神经！”
雪后的天气极冷，时常会刮风，西伯

利亚寒流张牙舞爪，于是寒而凛冽的东北
风，呼啦啦地占领了小村的整个天空。房
檐的冰如锥子般倒立着，整个村子仿佛被
冻住了，很少有人出门，即便有事外出，
也是疾步匆匆，连鸡鸭都终日躲在窝里，
不肯出来觅食了，牛羊在圈里来回逡巡，
仿佛这样能够暖和一些。偶尔能在雪堆里
看到被冻死的小鸟，小小的身体僵着，让
人心生怜悯。村里的池塘也结了冰，明明
有桥，孩子们却总爱从冰上滑着去上学，
在冰层里，经常能看到冻死的小鱼和小虾
镶嵌其内，它们的身体完整，有些甚至还
保留着游动的姿态，琥珀般晶莹。

因为天冷，很多孩子生了冻疮，脸
上、手上、脚上都有，母亲怕我和弟弟生
冻疮，早早给我们缝了暖袖，让我们套在
手上，只留很短一截手指在外，暖和了很
多，但写字时必须摘下，有很多冬日的作
业，我们是不断往手上哈着热气完成的。因
此我也生了冻疮，冷时痛暖时痒，无比难
受，但我一点儿也不埋怨冬天，因为只有冬
天的尾巴上才有一个春节，往往经历过几场
大雪以后，盼望中的春节便如期而至。

过春节是小村一年到头最热闹的日
子，杀鸡宰羊，祭祖祭神，家家户户弥漫
着年味儿，妈妈做的卤肉总是让我垂涎三
尺，奶奶枣花馍上的大红枣无比诱人，往
往还没派上用场，上面的大枣已经被我偷偷
抠完吃掉，还有各种糖果和蜜饯的香甜，那
时的年味儿浓郁得化都化不开。除此之外，
一天到晚都能听见“噼里啪啦”的鞭炮声，
十分热闹，但那毕竟是小村另一番不同往常
的冬日光景，说出来，就太长了。

小村钮王的冬天

无边的暗夜落下了帷幕，白天的喧闹
终于归于平静，我漱洗完毕，准备夜读。

我习惯倒上一杯开水，泡上菊花，放
在案上，看着杯子里的菊花慢慢地舒展开
来，如同鲜花徐徐绽放。升腾起来的水汽
袅袅娜娜，空气中氤氲着菊花的清香，轻
啜一口，顿时唇齿留香。伴着菊花的清
香，我徜徉在书的世界里，随主人公的心
情悲欢离合，苦甜酸辣而跌宕起伏，有时
嬉笑，有时怒骂，有时又会“泪飞顿作倾
盆雨”，有时又掩卷长思。每当这个时候先
生就笑话我，说我又犯神经了。

托腮凝思，我仿佛又依稀看见了少年
时的自己：高中求学时候疲于应付高考，

每晚在铁打的规定“熄灯息声”的严格要
求下，我佯装睡下，待寝室管理老师走
后，我用被子把自己包得严严实实，跪在
被窝里，手拿一只小手电筒，在微弱的灯
光照射下，开始我的夜读。就“像一个饥
饿的孩子扑在面包上”，忘记了黑暗，忘
记了饥饿，更忘记了落寞和孤寂，硬是在
老师的严格“封锁”下，读完了 《红楼
梦》、《西游记》、《红岩》。黛玉的命运一
直是我关注的问题：我不喜欢曹公把“病
若西子胜三分”的林妹妹，最后“一抔净
土掩风流”。那时候年少轻狂的我竟然夸
下海口，续写 《红楼梦》，连书名都起好
了，绝不让黛玉“何处有香丘”，我要让
集美女、才女于一身的她过上玉食钟鼎的
生活。

那年高三，我除了必背课文外，语
文课很少认真听讲，但高考语文成绩比
一般的同学都考得好。记得语文试卷上
有道题考的就是关于 《黛玉进贾府》 时
王熙凤的神态、语气。从那时起，我夜
读的欲望极大膨胀，也养成了二十多年的
夜读积习。

大学阶段，白天的专业课学习一节连
着一节，晚自习倒是自由的。我如饥似渴

地啃完了 《圣经》、《简·爱》、《呼啸山
庄》 ……我是那么痴迷于古希腊、古罗马
文学，盗取金羊毛的伊阿宋、月亮女神阿
芙洛狄特、惹祸的海伦的金苹果，引起战
争血流成河；俄狄浦斯恋母的情结中，俄
狄浦斯逃脱不了命运的诅咒，我甚至疑
问：既然这样，何不孤独终老？孤独终老
是逃避诅咒的最好办法，绝不会有弑父娶
母的有悖人伦的命运。埃及的金字塔上面
的“狮身人面像”叫什么？司芬克斯，它
的三个问题很有趣：“什么动物早上用四条
腿走路？什么动物中午用两条腿走路？什
么动物晚上用三条腿走路？”耐人寻味。这
一切都镌刻在我的心里，多少年来如影随
形。

夜读也极大地丰富了我的课外知识，
我知道了龙生九子各不相同，也知道了

“睚眦必报”这个成语的由来，还知道“梁
上君子”这个典故出自《后汉书》，发生地
就在我们郾城。读《文化苦旅》，我知道了
王圆禄这个无知的道士因为蝇头小利，与
英国人汤因比蝇营狗苟，导致许多敦煌莫
高窟的文物流落海外……

前几年孩子小，我订了 《读者》 杂
志，孩子睡觉的间隙里我快餐式地汲取着

营养。还有那本《源氏物语》，我读了整整
一年，书中那些女子的美颜光鲜夺目，光
源氏的善良挥之不去。有时我也暗暗发
问：光源氏，你能把天下命运多舛的美女
都搜罗到你的二条院吗？

有段时间我晚上失眠，就读史铁生的
《昼信基督夜信佛》，也读《百年孤独》，里
面有句布恩迪亚说的话“只要没有死人埋
在地下，你就不属于这个地方。”我终于明
白了，为什么我们会有乡愁，即使远在天
涯海角也会心系故土，或者故土难离，原
来故乡就是有我们逝去的亲人，有我们一
脉相承的根呀。

有时候没书可读的时候，就看微信朋
友圈，一个朋友这样分享：一个人做公
益，不在于他帮助了多少人，也不在于他
捐了多少钱，关键在于他影响了多少人。
是呀，习总书记讲过，文学终究是为下里
巴人服务的。我何不用自己手中的笔和自
己读过的书，圆自己的文学梦，还可以帮
助更多的人。我的夜读积累也许微不足
道，但我相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会
影响更多的人手拉手心连心。

路正长，夜也正长，我的夜读生活也
一如既往，并其乐无穷。

夜 读
■李 玲

这是个秋天，哥患了白血病，要做骨
髓移植，同胞的弟弟是配型的最佳选择。
嫂子拿起电话，犹豫了几次，还是给弟弟
打通了电话。

弟弟在矿上，收拾停当，正准备下
井，接了嫂子电话，就没命地往家赶。

1988 年，入秋，参加完高考的弟弟被
录取到省城重点大学，哥东拼西凑了八千
元钱，准备送弟弟上大学。事不凑巧，嫂
子娘家兄弟患上急病，做手术需好几万，
要嫂子帮忙凑上一万元。

八千元的去向，在家里就掀起了暴风
雨：嫂子想为娘家兄弟送救命钱，哥哥要
送弟弟上大学。哥哥愁焦了头。

弟弟心一横，要放弃学业。哥哥一听

就火了，撕扯着弟弟进了田地里，拉犁的
牲口套子套牢弟弟的肩头，吆喝着弟弟在
田里横七竖八犁了半晌，累得兄弟两个蹲
在田里喘粗气。上大学还是种田，哥哥要
弟弟选择。

三天后，弟弟去省城上学。哥要送，
弟不让。弟弟任性地夺过哥哥的八千元
钱，背起行李走了。

哥哥不放心，追去省城，寻了一个
月，却没见着弟弟。

半年后，弟弟回来了，黑瘦。原来弟
弟走后去了邻县煤矿，做了煤矿工人。
钱，弟弟寄到了嫂子娘家，还赊了矿上老
板半年工钱，凑足了一万元给嫂子娘家兄
弟抵了救命钱。哥哥脸色铁青，把弟弟关
进屋子，锁上门，拿起牛鞭，赶牛一般疯
抽。弟弟身上鞭下的条条血痕，让嫂子不
忍，就偷偷放走了弟弟。

哥哥心里，就此结下了疙瘩。娘去世
的时候，拉着哥哥的手，曾再三叮嘱哥
哥：有兄才有弟，兄弟如手足，一根藤上
的瓜果，一定要带着弟弟奔个好光景。哥
哥当爹做娘，担下了农田所有的农活，供
弟弟读书。弟弟学校成绩优秀，哥哥就盼
着日头数，要推着弟弟奔个好前程。如
今，好好的前程让弟弟给毁了，觉得愧对
娘。

每看到弟弟，哥哥的怒气就火一样心

头燃起。到后来，多少年，哥哥从不待见
弟弟。哥哥和弟弟，中间好比隔了一座山。

这一次，回到家，看到病卧床榻昏迷
的哥哥，弟弟再不愿离开半步，要住下来
陪哥哥，直到哥哥生命恢复如初。

夜晚的时候，哥高烧不止，梦呓中说
想喝老南瓜汤。小时候，娘做的老南瓜
汤，清香入口，味道醇厚，是兄弟俩冬天
里的美味佳肴。老南瓜秋冬时贮藏在屋后
山坡的地窖里，那地窖，还是哥哥领着弟
弟挖的。哥说，这窖洞，留了两个，一个
给哥哥，一个给弟弟，秋天到了，哥会把
地窖里的老南瓜塞得满满的，让弟弟冬天
吃得饱饱的。

屋外，秋天的风，飒飒作响，还夹杂
着雨雪。弟弟顾不上疲累，顶着夜色就上
了后山坡。后山坡，哥早开垦出几亩新
田，弟弟循着记忆，雨雪里摸索着窖洞，
却不慎一脚踩空。窖洞口，哥铺上了秸
秆，又盖上刺槐，保暖还防牲畜践踏。弟
弟这一踏，踩着刺槐，身子陷下去，刺槐
扎伤了身子。弟弟长期矿下作业，腰本不
好，挣扎中又闪了腰，在窖洞里疼得哼呀
了半天。如今的窖洞，比小时候宽敞多
了。哥的窖洞，弟弟的窖洞，南瓜、地
瓜、红薯，越冬的果物填得满满的。弟弟
又一次泪流满面。这些年，每到秋天，哥
都会为弟备好一窖，冬闲时让嫂子托人带

到矿上。
弟弟再回来，腋下就夹着南瓜，歪腰

拐腿，身上还多了几处挂伤，划破的口子
淌着血。嫂子拿来药水纱布，要为弟弟敷
上，弟弟极力推脱。哥哥清醒过来，看到
回家的弟弟，己明白弟弟的心思。哥哥固
执地想撑起身子，弟弟却示意止住了。

弟弟说：哥，你忘了？娘说过，有兄
才有弟，兄弟如手足，一根藤上的瓜果，
要咱一起奔个好光景。

弟弟的两鬓，不知何时已生出华发。
哥哥的眼里，灯光下摇曳出两片泪花。

嫂子转身去给弟弟腾房间，回头，弟
弟却已在哥的床榻铺开了带来的床铺，嫂
子要把弟弟的铺盖收进房间去，弟弟坚决
不允，说，在哥的身旁，闻着哥哥身上熟
悉的味道，吃饭睡觉就特别香。

弟弟的话，如冬天里燃起的火炬，暖
流瞬间电一样传导给嫂子，暖得嫂子两眼
潮潮的、酸酸的。半夜，嫂子翻来覆去睡
不着，隔壁传来哥哥和弟弟的呢喃声，不
时伴随着男人的哽咽声，嫂子却听不出是
弟弟或是哥哥。

第二天清晨，晨曦透过清冷的窗户打
进屋子，映着挂在墙上的娘的脸颊，娘的
目光是那样静默而慈祥，宁静地看着熟睡
床榻的一对兄弟，躺在哥哥脚头的弟弟，
酣睡得像个孩子。

兄 弟
■李世营

■■诗风词韵诗风词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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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水禅心
我愿是一棵静默的树
当你彷徨，当你迷惘
当你无助，当你悲伤
亲爱的孩子们，有我陪在身旁
我知道，总有一天
你们要面对独自飞翔
活蹦乱跳的你们，一定别忘记
在你的背后，有棵静默的树
她不离不弃，无论世事无常

我愿是一棵静默的树

当你成功，当你绽放
当你灿烂，当你辉煌
亲爱的孩子们，有我守在身旁
人生的路终要百味皆尝
勇敢地走，不要回头

我愿是一棵静默的树
孩子，请永远别忘记
无论风里雨里
这儿有一棵静默的树
无论你是否能谱写华丽的乐章
我都会在原地深情地把你眺望

我愿是一棵静默的树

■杨静婉
我从细碎的光阴深处走来
携一身尘埃，几阕诗行
经历过晦暗，浅尝过流放
拥抱过明媚，抚枕过沉香
最终，在岁月的尽头
把苍凉写成了美丽
把寂寞舞成了春秋
在这秋的背后
珍重地拾起一枚禅寂的红叶

那丝丝缕缕的文脉
犹如封存的年华里
滋长的妙不可言的情结
甜蜜而惆怅，孤独而芬芳
如今穿过生命的长廊
落在我不愿开启的重门之外
我终不想搁浅脚步
兀自逆流而上
从此疏离了浮华
笑魇如花地看生命欢愉地生长

我从细碎的光阴深处走来

■李 锐
电视剧《我的前半生》热

温骤降，我才有暇坐下来慢慢
观赏。编剧很有时代感，剧情
的结局似乎也符合当代人的认
知。文艺作品应传播正能量，
在很多女人惊呼“防火防盗防
闺蜜”时，主人公子君面对贺
涵的真诚表白则理性地选择了
逃离。

的确，《我的前半生》 是
让全职太太惊醒的一部励志
剧。小说的原创作者亦舒虽是
一位“40后”作家，但她的作
品总洋溢着饱满的青春激情，
笔脉始终流淌着时代的音符，
塑造的女性也张扬着鲜明的个
性特征。潇洒的白领、雅致的
太太、貌不惊人的公司职员均
不乏时尚烙印。基于香港的成
长因素，她跳跃的思维、辛辣
的语言、惊悬的故事情节外加
编剧智慧的合力，电视剧岂有
不俘获受众之理？

貌美如花的子君是故事的
主人公，爱情的橄榄枝非常宠
幸这位标致的女子，大学毕业
后就心无旁骛地致力于全职太
太的事业。她自以为生活无忧
而固守金窝，安享幸福，逛名
店、穿名牌、做美容，挥金如
土。更让她心无怯意地享用家
庭这座富矿的因由，是丈夫陈
俊生的忠厚、傻气、勤奋、可
爱。哦，对了，最好再加一个

“可靠”吧？
闺蜜唐晶是映照子君的另

一面镜子。职场高级白领，独
立干练，不愿依靠男人的大树
来乘凉，爱事业胜过爱自己。
同学加闺蜜，构筑了她和子君
坚不可摧的友谊。所以当婚姻
这座幸福的围墙被婚外情这把
无情利剑拦腰斩断时，面对束
手无策的子君，唐晶义无反顾
地举起了护佑朋友的大旗。

贺涵是典型的都市理想主
义者，女人们仰慕的男神。

而凌玲则被定性为破坏别
人家庭的第三者，尽管她的相
貌和气质与子君均不在一个档

位，却用柔情与体贴抢走了子
君的老公。

电视剧里的镜头其实就是
生活中真实片段在荧屏上的精
彩集展。在温室里富养了十三
年的一朵鲜花击被击打得花容
残落，魂不附体，但经济的自
立让她迎来人生的春天，魅力
再次拥抱这个被生活重塑的美
丽女子，似一朵馨香馥郁的玫
瑰，呈现在众人面前。

子君是不幸的，子君也是
幸运的。历经婚姻的重创却在
友情的养护下重获新生。唐晶
与贺涵无私的帮助让子君感叹
上苍的赠予，她怀着感恩的心
酣畅地享用着友情。可是剧情
的走向却戏剧性地拐了个弯，
子君在唐晶和贺涵之间似乎也
要成为第二个“凌玲”。但是
理智告诉她，世上的男人她谁
都可以爱，唯独不能爱贺涵，
因为他是闺蜜唐晶的恋人。

面对剧中人情感的移位和
角色的转换，谁又能精准地判
定他们的对与错？我曾经读过
王沪宁一段有关情感的理性思
辨：生活中很多矛盾，不是来
自恨，而是来自爱。有时候来
自爱的矛盾虽不如来自恨的矛
盾厉害，可怜的是对来自爱的
矛盾大部分人没有办法，只好
在无穷的矛盾中消磨人性。人
们往往不知道爱也会带来恨，
这是很多的悲剧之所以发生的
根本原因。

冷静思之，电视剧《我的
前半生》何止是子君一个人的
前半生？关掉屏幕，他们每个
人的前半生都值得咀嚼回味。
生活是百变的，人性中的善与
恶基于生活的外压每日也在争
高下。艺术浓缩生活，更在启
悟众人。生活中的琐碎无法逃
避，婚姻需要包容与理解，更
需要互相欣赏和精神共长。围
城中的男女，抛弃与被抛弃者
终究是难分胜负的。倘若非要
来个定夺，只有恪守良知、自
尊独立、靠自我供养的那位，
才是人生真正的赢家！

谁是人生的赢家

■婉冰
此刻，世界是一条孤独的河
它经过我
像一位熟悉而又陌生的过客
那些河流里拥挤的反光和暗影
都是孤独的歌者
此刻，天地是一枚
漏洞百出的果壳
命运的过山车穿肠而过
一切都不过是车轮下
飘忽即逝的尘土
一切都不过是刹那开出
又刹那凋零的花朵
谁才是天地间亘古不变的王者
风斜斜地吹着
吹着这荒烟四起的沙漠
吹着我孤独的国

无题
你好吗？你要好好的

愿你一生平安
而我，也将会与幸福长相厮守
你知道吗
人只有将双手垂下
再把双脚深埋在泥土里
才会真正长大
才会看到虚无缥缈的尘世里
诸多的真理
都是泥土的孩子
而我，也是你的孩子
在你用目光，用月光
供奉着的神龛里
而我，也必将一次次按住体内
呼之欲出的春天
动用整个宇宙的光和热
来将你深深掩埋
你看，尘世里的风多么辽阔
阳光多么美，河流多么美
你多么美，我多么美
在我想你的时候

此刻（外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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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凝香岁月凝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