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乔保国
我们携着松涛从大山走来
我们沾着麦香从田野走来
我们带着书本从课堂走来
肩并肩集合在“八一”军旗下
作出当代青年最无悔的选择
为蓝天上白鸽的美丽飞翔
为月光下情侣的卿卿我我
为大地的姹紫嫣红百花吐艳
为父老乡亲的嘱托和期待
我们将边关哨卡视为最神圣的岗位
我们把守护碧海蓝天看作最崇高的职责

当兵，我们是为人类和平而来，是为拼
搏奋斗而来

是为牺牲奉献而来，是为书写精彩人生而来
水里、火里、风雨里、枪弹里
军旅生涯让青春年华展现亮丽风采
军人，我们是为消灭厮杀而存在，是为战胜灾难而存在
是为祖国安危而存在，是为民族复兴而存在
绿色军衣织进了对党和人民的忠诚

“八一”军徽凝聚着对共和国的热爱

万里河山是我们驰骋腾跃的疆场
绿色军营是我们大显身手的舞台
维和、护航、撤侨、援非……
矫健的身影正闪现于世界博得广泛喝彩
于是，中国军人的称谓里就有了更多蕴含
火热的胸腔里便奔涌着光荣与豪迈
听，强军的号角已经吹响
嘹亮的战歌让我们斗志昂扬激情澎湃
新时代军人肩负起非凡使命
不忘初心要打造剑胆琴心、高远情怀
听党指挥是我们始终坚守的庄严承诺
红色基因是我们永远传承的英雄血脉
我们要用威武身躯铸就钢铁长城
更要用赤胆忠心创建伟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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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 兰
朱自清先生的 《背影》 把父亲的形象描述得淋漓尽

致，以至于看到很多人写过的“父亲”都无法比拟。就如
我一直以来就想写一篇关于父亲的文章，多次敲击着键盘
却终未如愿，怕自己疏浅的文字叙述不出父亲的样子。

父亲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黑黑的皮肤，个头不
高，不健谈却很善良。他是一个苦命人，三岁丧母，七岁
丧父，寄人篱下就是他苦难童年的全部。对于吃百家饭长
大的孩子来说，出色的学习成绩似乎成了他在那个物质匮
乏时代中唯一的所有。他从来不说大道理，却用自己的行
动和一颗宽容与豁达的心无声地教我如何做人。

很小时，我对父亲的模样很模糊，那个时候我和母亲
生活在大山里，他很少和我生活在一起，只是每隔一段时
间他就会来一次，总会带回来很多很多好吃的和好玩的，
很多都是山里孩子不曾见过的，这一度成了我引以为荣的
骄傲。后来，我们随着父亲辗转了好多个城市生活，一直
处于一种漂泊不定的状态，他做过泥瓦匠、卖过冰棍、贩
过菜，也开过砖瓦窑，不管生活如何变迁，在我心中始终
不变的却是父亲勤劳、坚忍、宽厚、慈爱的形象。

人生有多长，记忆的片段就有多少，若没有真情实
意，无私奉献，又怎能让我那般的刻骨铭心？

八岁那年，全家从陕西来到河南，家里没有田地，那
真是一个穷，家徒四壁，生活用品也都是村里东家借、西
家凑来的。母亲有会做陕西小吃的手艺，他们起早贪黑做
好面皮凉粉后，父亲便趁着天微微亮，骑着自行车去几十
里地外的镇上、乡里赶会。由于人实在，给的分量足，每
次都是不到晌午就收摊了。卖完后，一点东西都不舍得
买，他就带着我去买花裙子，丝毫没有心疼过钱，总笑眯
眯地从口袋里掏出还没有焐热的、皱皱巴巴的、凌乱的一
毛两毛五毛票子，夹着汗水数了起来。同村的熟人看见

了，把他拉一旁说他缺心眼，他乐呵呵地说：“妮儿喜
欢，给妮儿买，我高兴。”虽然那个时候，我就已经模模
糊糊知道他并不是我的生父。

我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当时的乡一中，父亲很是兴
奋。开学前头一天的半夜，我听到父亲对母亲说：“咱不
能一直在农村，得去城里多挣钱，以后妮儿不能在农村当
农民。”随后，没多久，父亲就跑着办贷款，到漯河开始
做建材生意，我独自在乡里学校寄宿。学期结束，父亲从
城里看到我那瘦小的模样和狼吞虎咽吃饭的可怜样，二话
不说，对母亲说：“转学，给妮儿转学，费多大的劲也不
能把孩子一个人留在乡里……”我不记得为了给我转学，
父亲当时费了多大劲儿，只记得他一次次拎着东西去求
人，一次次酩酊大醉……

父亲对我严肃起来，那真不是一般的可怕，记忆中，
父亲打过我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我犯了错，在姑姑
家，父亲罚我跪在用砖块摞成三层的正方形台上，拿着农
家扬麦子的木锨朝着屁股就轮了过去，木锨当场就断了。
亏得姑姑拦着护着我，才算免于挨更重的打，被罚跪了三
个小时后，父亲抱着腿已经不会打弯的我放声痛哭……直
到现在，我依然记忆犹新。

犹记得，毕业后父亲看到我第一次挣的工资，那种欣
慰的表情；刚参加工作时，父亲那抑制不住的兴奋；结
婚、生子时，父亲每次宴席上喝醉酒喜极而泣的场面；家
里停电，父亲大老远坐车跑回，爬上爬下，嘴里还无意识
地说：“我的闺女啊，这是有爸，要是哪天爸不在了，你可
咋活啊……”这一件件、一幕幕都那样清晰地烙在我心中，
每每想起就让我泪盈满眶。这么多年来，我不曾做过什么轰
轰烈烈的事情，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消磨着日子，甚至可以
说平庸至极，可在父亲那里，我是他的骄傲。虽然他不曾说
过什么，但他眼神透露出的喜悦胜过所有言语。

幸福的家庭是一样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在
一切看似平静美满幸福的时候，我的生活突遭变故，一下
子跌入深渊，精神一度崩溃。年过而立的我，在本该让父
亲享福的时候，却让他经历别样的苦楚，与其说我的心在
哭泣，不如说他的心在滴血。母亲偷偷告诉我：“父亲一
下子瘦了一二十斤，每天喝酒的量逐日增多，晚上最多睡
三个小时，有时候半夜三点多就起来出去转，总是不言不
语坐着发呆。”当我知道后，趴在被窝里放声大哭一场又
一场。生活的突变，改变的往往不是一个人的喜怒哀乐，
他总拉着我的手坦然地说：“孩子，坚强点，没什么，一
切都会过去……”不多言，却似千言。

父亲对我的儿子更是格外的疼爱，儿子拉肚子弄脏了
裤子，他二话不说，带着儿子就去给他擦臭臭洗衣服，还
乐呵呵抱着儿子一个劲地亲，让儿子在他头上骑马。每次
看望父母走的时候，在渐行渐远中，我透过倒车镜看到父
亲的身影是那样的弱小，我也清晰地看到他因心疼我而在
眼神中流露出的担心和忧虑……父亲懂我承受的苦与痛，
懂我逞强面孔下那欲哭无泪的无助。

人世间许多亲生父母或许都难以给他儿女足够多的关
爱，而我的父亲却把他那份深深的父爱无私地满满地给了
我。虽然不是生父，却对我视如己出，疼爱有加，这份豁
达的爱，是这个世上任何东西都无法去衡量的。就是这份
爱，让我生活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洋溢着幸福的微笑，体味
着幸福的味道。每当我遇到危难，父亲永远都是第一个且
永远站在我一转身就可以看到的地方的人，能在这棵大树
下的庇护下成长，我很满足。

父亲从来不曾说过一句爱我的话，他的爱淡淡的却是
那样的真，沉甸甸地让我不止一次地感到敬畏。人常说父
爱如山，我想，大概就是如此吧！淡淡的你，深深地爱，
父亲，你是女儿心中永远永远的港湾。

港 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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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盈弘
上海，如一朵芳香四溢的鲜花，任由蜜蜂蝴蝶在上面舞

蹈；上海，如夜晚的月光柔和美丽，像一个美好的梦，带着人
们入睡……这些，或许是大海的功劳。

早晨，一觉醒来，月亮、星星早已走远，太阳的目光扫视
了整个世界，最终温柔地停留在了这一望无际的大海上。“呼
呼，呼呼”，此时的风，也弹奏起了优美的歌曲。大海波涛微
漾，它的一生一定是最爱跳舞的，听到了这优美的歌曲，更是
跳起了它那优美的舞蹈。优美的歌曲，配上优美的舞姿，更是
楚楚动人，优雅美丽。当我被这出神入化的景色迷惑的时候，
一排波浪舞蹈着冲向岸边，这突来的浪花，一下子把我打后退
了几米，回过神来，我不禁发出一声惊叹：这浪花的力气可真
是大得惊人！

此时，我望向四周，有的在深水区游泳，有的正躺在沙滩
上，惬意地感受着大海的味道。

哗……浪花再次从远处直扑过来，因为有了上次的教训，
我连忙朝着沙滩上面跑去。跑着、跑着，身后的浪花停了，追
着我的脚步重新返回了大海。我突然发现，被浪花打上来的不
只是沙子，还有大小不一的贝壳，那些贝壳的条纹也不一样，
有的像一只快乐活泼的小兔子，有的像一只张牙舞爪的小螃
蟹，还有的像一只洁白如玉的鸽子。我拿起一个贝壳，贴在耳
边仔细地听。我想听听里面有没有传说中大海的声音，忽然我
听到了，那声音是海豚的呼唤，是大海深处的回声，是海鸥的
歌唱……

我爱大海，爱它那温柔可爱，爱它那雪白的浪花。大海是
梦，我是梦中幸福的人，我真的希望此梦不会消失……

我爱大海

■宋守业
读作家张抗抗的作品，就像在欣赏一部史诗，她总

是以敏锐的艺术嗅觉感知着时代运行的脚步声。今年三
月的一天下午，我在郑州一家书店荣幸地遇见了她，聆
听了她对写作的心语和人生的感念，并捧回了一本她的
小说集《把灯光调亮》。虽早已过了追星的年龄，可我每
每想起与她相遇的场景，仍是激动不已，之后就把激动
化为具体的行动，一遍又一遍地拜读着《把灯光调亮》
这本书，在折服她的写作艺术魅力的同时，更为她关注
时代发展，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意识的人格魅力所感动。

刚要读《把灯光调亮》时，我以为是一篇讲述青年
爱情故事的小说，然而，随着阅读的逐渐深入，我突然
醒悟自己已经被引到了实体书店该如何运行发展的一个
社会问题里面，原来这是在讲述一个与读书人、售书
人、爱书人息息相关的书店故事。小说运用双悬念叙事
手法，将大篇议论融入其中，讲述了实体书店近三十年
的命运沉浮。一个个关于实体书店命运走势终将如何的
问题；电子图书与纸质图书较量过程中实体书店与网络
书店的抗衡究竟谁胜谁败的问题；实体书店在当下严峻
形势中到底该如何得以坚守的问题……最终随着悬念的
解开，让我们明白了“水电火电风电核电，只要线路没
有坏掉，灯光总归会重新亮起来”的道理。

《把灯光调亮》 以女主人公卢娜开的一家实体书
店——明光书店为主要场景，夹叙夹议地将一个个小故
事串联起来，每一个故事都紧扣小说主题，既描述了实
体书店曾经的辉煌，又折射出了现实的无奈、文化的困
境和爱书人的苦守等问题。

说起实体书店的辉煌，曾记得我读大学时，我和我
的同学基本上每星期都要跑一趟位于市区的新华书店。
每次去到新华书店，给人的感觉都是人头攒动，好不热
闹。那时，囊中羞涩，即使是不买书，翻一翻书本，闻
一闻书香，感受一下气氛，也是陶醉的。有的同学买不
起书，就或蹲或站在书架旁，读书入迷，即使遭受书店
售书员的白眼，也毫不在乎。这样的场景，在《把灯光
调亮》中也体现的，小说中“以前忙的时候，几个钟头
一刹过去，书架又被人翻乱了”的描写，也印证了当时
书店业的繁荣。

那个时候，人们为什么都愿意到书店里去呢？笔者
认为主要是为了看书。之所以想看书，是因为书能够丰
富人们的知识，能够让人不寂寞、不孤独。正如小说中

写的那样，“自从有了书本以后，卢娜再也不感到孤单
了。从那时开始，卢娜知道书本是一个有呼吸有生命的
伴侣，假如世界上所有人都抛弃了你，只有书本不会离
开你。那些读过的书，会走进你的心里、脑子里，和你
成为同一个人。”后来，故事主人公卢娜被招进了县新华
书店，小说里又写到，“她随手拿起一本书，书上说书可
以把人带到任何地方，人也可以把书带到任何地方。她
想：书能够到达的那些地方，人却不一定能够到达。她
当然是要去书能够到达的那些地方！当她从童书架上一
眼看见了那本新出版的《爱丽丝漫游奇境》，她觉得自己
一下子就复活了。封面上的爱丽丝，穿上了崭新的漂亮
裙子，那是一个新的爱丽丝，爱丽丝重新回来陪伴她，
她从此再不寂寞了。”通过这些描写，作者既向我们讲述
了书的陪伴作用，更肯定地告诉我们书店就是一个给人
带来精神碰撞和心灵慰藉的地方，时时令人向往。

然而，令人想不到的是，自从进入了互联网时代，
尤其是网络阅读时代的来临，纸质书的阅读以及实体书
店的经营却一度陷入了低迷、无奈的境地。关于这一
点，作者在书中是这样说的：“街上的行人多的是，男人
女人老人小人，一个一个，从她的店门口急匆匆路过。
看上去，个个都像是赶长途汽车赶火车的人，急得一刻
都不能耽误。当然，闲人也有，慢悠悠的脚步，从她的
店门口，走过来又走过去。眼睛在额头下骨碌碌转圈，
看东看西，看天看地，看着街对面的一家家店铺，服装
店美容店手机店烟酒店小吃店足浴店，只要看到一家
店，一个个的眼睛就像灯泡一样亮起来，只可惜，一线
亮光都不肯落在明光书店四个字上。”由此可以看出，纸
质书和实体书店的境况确实出现了无奈和迷茫。造成这
个境况的原因是什么呢？除了当下出现的阅读被边缘化
问题而导致喜欢买书的人少了的原因外，笔者认为更有
网络阅读的冲击。网络阅读所呈现的社交化、交互式阅
读特性，以及虚拟现实VR技术的应用，这对人们的阅
读行为、模式、内容，甚至对思维方式都产生了很大影
响，再加上微信阅读基本上免费，也对传统书籍的售卖
模式造成了很大冲击。

话又说回来，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既有好的一
面，也有不足，书籍的阅读和售卖经营也是一样。网络
售书的快捷性，网络阅读的方便性，这是传统实体书店
所不能及的。不过，网购和网络阅读却不能触摸，不能
翻阅，不能闻到书香，不能享用那种令人留恋的购书人

和售书人共同营造的书店氛围，这也是不争的事实，更
为致命的是，网络阅读总是缺乏完整性，只能碎片化阅
读，而且基于网络上传的随意性较大，难免会有一些低
俗的东西出现，再加上在电脑或手机上阅读时间一长，
荧屏射线带来的刺激等问题，必然会影响到人们的身心
健康，所以，纸质书阅读和实体书店经营这块阵地绝对
不能丢弃，这也许就是作家写这篇小说的根本所在。

还好，尽管纸质书阅读和实体书店经营还有些无
奈，但也正在引起政府的关注和人们的反思，而且反思
中也出现了阵阵呐喊与悄悄地改变。《把灯光调亮》这篇
小说，最精心描写的部分便是省城出版发行业协会举办
的“让城市留住书店”的研讨会，这里也可以说是整篇
小说议论的高潮。在这个会议上，各个书店老板都像小
说的主人公卢娜一样，毫不犹豫地在坚守着书店这个阵
地，毫不遮掩地将严峻的现实问题一个个摊开，一起叹
息、一起思索、一起寻求突破，而且也出现了良好的改
变势头。为此，小说中专门写到，“卢娜早就听说，深圳
的读书活动搞得特别好……深圳市有一座设备先进的中
心书城，每个区有区一级书城，所有的街道都配备了功
能齐全的书吧……举办百十种读书活动，图书不夜城、
名家讲座、年度好书颁奖活动……卢娜觉得眼前渐渐亮
起来，天空好像转晴了，一线橘色的夕阳，穿过厚厚的
云层，投射到会议室的窗户上……一时间，弥漫在会场
上的愁云惨雾，渐渐飘散开去。”读到这里，我感动了，
我欣慰了，为了卢娜的那份坚守，为了我个人对纸质书
和实体书店的酷爱，也为了新的书店经营形式的不断涌
现，同时我也坚信小说中所写：“世界上只要还有造纸
厂，就会有纸本书。只要世上还有纸本书，就会有人去
书店买书，书店的书，看得见摸得到。一家书店，就像
一座城池的瞭望塔，走进书店登上塔顶，望得见远处的
来路和去路。”

台湾诗人痖弦曾经说过：“黄昏里那一盏灯，是书
店。”也许我们做不到像卢娜一样为所有爱书人守住黄昏
里的那盏灯，但我们可以做到的是守住自己心灵中的那
盏灯，并把它再“调亮一点”。面对当下并不乐观的全民
阅读状况，让我们静下心来，多一点完整性阅读，少一
点碎片化阅读；多读些纸质图书，少看些手机文字；多
读些经典作品，少读些低俗文字，那么，我们的心灵一
定会变得圣洁而美丽，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一定会
有一个极大地提升。

调亮心灵中的那盏灯

■李 锐
《马阁是座城》，是的，它还是一座举世闻名的赌

城。赌城中当然不乏赌徒，奇怪的是严歌苓并没把重墨
投注在赌徒上，而是倾其艺术激情精心刻画了一个既冷
傲又温情的女叠码仔——梅晓鸥。

在《马阁是座城》里，三个男赌徒则成了小说里的
顶台柱，叠码仔梅晓鸥身不由己地被这三个男人抬上了
戏台。站立在高台之上的梅晓鸥由三个优秀赌徒所供
奉，本应在舞台上身姿摇曳、水袖生风，哪曾想她和儿
子舒适安逸的小巢却因与他们之间的爱恨情仇陷入了暗
流汹涌的旋涡中，百般飘摇，几近坍塌。

最初读《妈阁是座城》，我认为流着梅吴娘血脉的梅
晓鸥从出生就应该与赌绝缘。梅吴娘曾因容忍不了丈夫
梅大榕的嗜赌成性，在晓欧出生之前曾亲手溺杀了经她
的子宫产出的三个男婴，梅吴娘自信地认为生女孩身无
后患，但她忘了梅晓鸥身上还有一半流的是丈夫梅大榕
的血。仅因反叛母亲二婚丈夫的迂腐和冷眼，梅晓鸥离
家出走，青春漂亮又毫无生活阅历的她很容易就被赌徒
卢晋桐哄骗当了小三；在怀孕生子后也因厌恶卢晋桐嗜
赌如命再次逃离；为养儿所迫又加报复卢晋桐，梅晓鸥
不得已隐名埋姓干起了叠码仔的高利益职业。

机遇非常偏爱美艳动人的梅晓鸥，靠拉皮条赚取享
受短暂高待遇的公务员老刘，就从北京给晓鸥带来一个
身价十几个亿的房地产商段凯文，叠码仔与赌徒的博弈
再次开盘。

十赌九输自古就是定律。在京城房产界业赫赫有名
的段凯文不一定是驾驭马阁赌场的高手，聪明绝顶的他

最终也没能逃出赌场的潜规则，此后输了赢、赢了输，
直至赌资输到三千多万才狼狈起身。三千多万的赌资如
果他赖账，那可是会让梅晓鸥倾家荡产的信号。祸不单
行，失踪多年又身患绝症的卢晋桐突然冒出要与梅晓鸥
争夺儿子，梅晓鸥陷入了与三个渣男复杂情感的狂博之
中：追债、跟踪、堵截，拯救、焦虑、猫鼠游戏，既是
心智的搏杀，更是人性的较量。

驰骋在马阁之内的赌徒，个个都认为自己是智力超
群的那一个，殊不知梅晓鸥之类就是把赌客变成赌徒的
执棒人。赌徒赌钱，晓鸥赌人，钱在人手里，手由心操
纵，心是人私欲的发射塔。梅晓鸥拿儿子与卢晋桐赌亲
情，拿善良与史奇澜赌爱情，又拿情感与段凯文赌人
性。严歌苓从男人对金钱的贪婪衬托梅晓鸥对男人的贪
欲，梅晓鸥的一生都在与“赌”为伍：她自认为女人的
娇媚靓丽、善良温柔和同情悲悯能换来财富、爱和保
护，这些都是她可以拥有幸福生活的依傍。但是，变身
赌徒的男人，他们无度的
狂 妄 、 贪 欲 、 投 机 和 冒
险 ， 最 终 的 下 场 同 一 不
二：卢晋桐输掉了两次手
指，史奇澜从亿万富翁变
成一个负资产雕刻家，段
凯 文 最 后 不 但 输 掉 了 财
富，还输掉了自由。人若
没有欲望，内在的激情无
处发泄，而欲望过度，则
又会泛滥成灾。

孔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
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
也。”而马阁里的赌徒们面对富与贵、贫与贱都抱着一种
疯狂地占有或厌恶，以赌渴望暴富，贪欲破灭又想靠运
气翻盘者，大多是徒劳。妈阁这座城里，赌徒的人生百
态尽显其中。置身凡世，我们每个人是否也在一种隐形
的赌城之中？为了生存，终其一生都在欲望的撩拨下频
繁地下注：我们赌善良、真诚、尊严、品格、谦卑和虚
伪，但是，人性这东西实在太难驾驭，基于生存环境的
变化，它无形中既操纵着他人，也操纵着自己。

在《妈阁是座城》中，严歌苓对人性的探幽始终都
满含希望，她以人性的基因为参照，用心、用情、用理
来剖析赌徒与叠码仔的心理变更，她贴切细腻的笔触把
梅晓鸥的焦躁、卢晋桐的无赖、史奇澜的颓废和段凯文
的奸伪刻画得入木三分，读来让人深感惊悬刺激又无奈
哀婉。身处红尘，其实，人心才是世上最大的城。

心是一座城

■■儿女情长儿女情长

■安小悠
暮春的一天，我因要去政协取书，路过天山路。那时已近

正午，我骑着电动车穿行在明晃晃的阳光里，忽然拐了个弯，
钻进一片树荫里，恍然间如同入了幻境，光线对比的强烈让我
的眼睛有一瞬间的不适应，周身俱是一片清凉。“这条路真美
啊！”我不由得发出这样的感慨。

当眼睛从不适中缓解，我开始仔细审视这条路，路两旁皆
植柳，柳色正新，树干高大但并不显丰腴，柳树丰腴了才是一
副怪模样，它这样瘦着才好看，中有翠鸟啁啾，却并不见踪
迹。枝干在空中相衔，密密实实地将天空封住了，整条路便笼
罩在这柳树织成的天然穹顶里。只有几点阳光随着柳枝晃动时
生出的缝隙溜下来，射在树荫遮蔽的路面上，仿佛是点缀。我
在路上行走，头顶是油画在走，脚下是水墨在游。

正感慨这是什么路时，路旁立着的路牌上写着“天山路”，
竟是天山路？去年夏天我曾写过，在漯河我最喜欢的三条路，
即桐叶繁密的牛行街、白杨招摇的李漯路、树木幽深的八一
路，那时就有读者留言为我推荐了天山路。不止读者留言，我
的好友贾鹤也直言：“天山路是我最喜欢的路，没有之一。”另
一文友幼时曾在天山路上赛跑跌过跤，记忆中的疼痛却让她对
这条路更加深情，她说：“疼痛让我刻骨铭心，回忆却是欢喜。”

我不由得将电动车的速度调至最慢，我要更仔细地感受这
耳畔清风。道路很宽敞，两边也未见停放任何车辆，这对于日
渐拥堵的城市而言太难得了。我只在洛阳的老城区见过类似的
道路，或许那路更宽敞些，中有绿化带隔离，种了些牡丹花。
花开之际穿行，犹如花海行舟，道路两边皆是参天法桐，浅褐
色的树干上涂满岁月的剥痕，到底是千年帝都，连空气里都飘
散着历史的风尘。

在天山路上，沾不上任何历史的风尘，树木虽高大，但满
眼柳色只会带你跃入一种更清新的境遇。这柳色看久了，心会
沉下来，一直往下沉，生活工作中再多迫在眉睫不得不做之
事，那时也不想再管，就只想静静地在路牙上坐一会儿，看看
身边青草摇摇，听听耳畔翠鸟啾啾，已觉岁月之静好，光阴之
情深。

有时我想，到底怎样的道路才会镌刻在我的心上？或许，
镌刻在心上的不是道路本身，而是路上的草木深深。我得以在
这草木深深里，于忙碌的俗世生活之中偷得半刻闲余。因为这
柳色，天山路便在我的心湖上永久停留了……

天山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