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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花 第 1218期

阿婆的新都桥
■ 龚山江

冬天，我听见一片雪花的惊叫（组诗）
■ 王耀军

雪花

此时
山是白色的
树是白色的
房是白色的
行走的人是白色的
宽宽的草原
雪花纯洁的盛开
飘飘洒洒
编织成一张圣洁的网

雪花啊
你能网住天网住地
为何网不住季节
网不住我的心
高原时间
时间到哪去了
如果在高原你就去问雪花
雪花是高原时间的针脚
今天第一片雪花到了
高原的冬天就到了
面对倾泻而来的雪花
高原将开始冬天的生活
面对越积越厚的雪花
我内心像草种一样萌动
深知待雪融化后
草原又将一片葱绿
雪来了 雪化了
我还会
等待岁月一天天离去
等待下一轮雪花悄然而至

冬天，我听见一片雪花的惊叫

在炉霍
我常把自己比作漂浮于尘世
却最终融入大地的雪花

四季轮回中
从春天到夏天
从秋天到冬天
从青涩到葱郁
从成熟到枯黄
其实只是一瞬间
此时在霍尔章谷
我站在金黄的原野里
还来不及回望来路
我已成为一片雪花
落下
只听见一声惊叫
我已走进冬天

雪花落下

像雪般纯洁
像花般美丽
像光般灿烂
像毛般飘浮
纵有满生的不舍
最终还是要落下
融入大地
也许有一天
我也会落下
将和你一样
放下纯洁
放下美丽
放下灿烂
放下飘浮
带着满生的不舍
回归大地

与一个意向的片刻对视

某天雪花漫舞
她在轻盈的诗中
像一片雪花
沿着鲜水河
划过我的心窗
她说你为我写的诗呢
于是我就在那么一瞬间
想到那个意向
想象她骑着一串玲声

在滨河路上空划过
如藏地密码般悠扬
那是炉霍的冬天
茫茫雪野
只有雪花纯白的盛开
我们彼此对视
她如仙女般轻轻回眸
让我聆听到雪的声音
如她的呼吸
蝴蝶般张开翅膀
飞进我的诗行
最纯洁的部分

玉兰花开

花开的时候
雪花还飘在山尖
屋子里贴满她的眼
花香中轻轻闭上
许多心事便从墙上走下
脚步声很轻 如她的呼吸
让我听见花开的声音

那是一朵玉兰花
总是在夜深的时候
收到她的问候
让我习惯地在黑夜里和她说话
就这样
一朵孤独地开了九年的玉兰花
让我与她相遇
仿佛花开的声音
是我一生一世的等待
花开的时候
雪花飘在心间
记得那天正是端午
她把粽子缠成心的形状
然后像一朵含苞待放的骨朵
我一片一片剥着
望着翩翩起舞的雪花
如玉兰花瓣轻轻闭合
将快乐藏在粽子里
藏在花开的季节里
静静穿过我的身体

翻过那片雪花

翻过那片雪花
已经一年多了
我们在高原
与雪峰相敬如宾
静静的
享受阳光的洗礼

我们全都来自平原
都市的喧嚣
让我们渴望圣洁
于是别了妻儿
于是别了家园
在高原炉霍
40 名战友一个家
援藏的岁月寂寞疯长
但与大山做伴不言孤独
一个个黑了脸孔红了心膛
面对一片片飘洒的雪花
我们只有放大目光
仔细分辨
哪一瓣有着都市的牵挂
哪一瓣有着高原的温情

翻过那页冬天

当我们在一个个建成的援藏项目上
望着那些蝴蝶般的背影
飞过炉霍飞过霍尔章谷
形成一道七色的彩虹
于是我们哼着《炉霍恋歌》
面对雪山泪流满面
于是我们向着平原的方向大声说
风雪让我们承受了磨练
雪山让我们学会了坚毅
阳光让我们读懂了希望
哈达让我们感悟了圣洁
酥油让我们感受了亲情

我的阿婆长眠在新都桥，
风光如画是摄影家的天堂，
祭拜完毕遇见乡亲，
小河旁边聊起家常。

一句嘎特（辛苦了），拉近了距离，
回一句却嘎特（你辛苦了），敞开了

心房，
却嘎啦着（你到那里去），关心我的

去向，
成都着（去成都），我要回到工作地方。
悠悠白云，在蓝天上飘荡，
和暖的夏风，吹拂着白杨，
熟悉的乡音，萦绕着藏房，
亲切的笑容，留在那雪山草原上。

扎西德勒！ 乡亲父老，
再见吧！ 阿婆的新都桥。

家，一个多么温馨的字眼，每逢过年在外
漂泊的游子无论有多远都要回家。 我的家在
崇州市廖家镇， 用自己的话来说我家在崇州
那个 “榻榻 ”，我在那生活了 19 年 ，那个 “榻
榻”没给我留下什么留念的地方，反而很想快
快逃离，逃离我生活了 19 年的地方，于是我
带着爷爷和婆婆的期望来到了父母打拼生活
过的地方，在那里我遇到了一生中的他，由于
种种原因只能隔一、两年回家一次，于是乎家
乡变成了他乡。 我在人海茫茫中穿梭着忙碌，
追逐着属于自己的梦想。

2014 年春节， 我可以回家了， 回家过年
了，家中亲人的一声呼唤，我的心像个小兔子
跳个不停， 对家复生出许多无端的牵挂与眷
念———我的家，我要回来了。

乡解难愁， 于是中毒一样的心思在脑中
跳跃，回家、回家、回廖家那个“榻榻”。

我们一家约好了腊月二十要回去给爷
爷、父母扫墓，这天斗相聚了廖家的老屋，一
走进家门心中有种说不出的喜悦和亲切，虽
说家里的老屋已经破烂不堪， 可老屋装满了
我儿时的回忆， 坐在院坝中闭着眼睛脑海中
全是父母在老屋忙碌的身影， 这个院坝是我
们一家天然的游乐园， 父母陪我们在这里做
游戏、陪我们在这乘凉数星星，感谢父母给了
我一个幸福快乐的家，而现在呢？ 坐在这院坝
陪我们的只有孤独的老屋。 您们去了天国，我
多想门前妈妈载的李子树越长越高， 最好长
到天国吧您们接回家。 不大不小的院坝种满

了果树还有我最爱的玫瑰花， 有妈妈种的也
有爷爷种的，现在这些树木却成了我们一家最
珍贵的回忆。

我家门前还有条小溪， 记忆中门前的小溪
是我儿时最多的回忆的地方，我在这条小溪中学
会了洗衣服，学会了抓鱼，学会了帮父母干农活。

离开家有十多年了，总是会想起家，会梦
到老屋，我特别想念老屋的一砖一瓦，回到老
屋我喜欢慢慢的观看每一间房屋。 父母的寝
室我是最爱看的， 面对泛黄的墙壁从上到下
看了个遍，上面有母亲的字迹，某年某月收入
多少开支多少， 还写着她爱的俩个女儿的名
字，我知道这是我母亲表达对我和妹妹的爱，
看着自己的名字我哭了，母亲您们知道吗？ 我
有多想您们、多爱您们，寝室的摆设没有变，
唯一变的是这寝室的主人已不是您们了。

在堂屋的右边也是厢房，轻推房门，迎面而
来的是一股潮湿发霉的味道。 一张老床上面放
满了杂物，墙角结满了纤细的蜘蛛网“暗 悬蛛
网、空梁落燕泥”那种悲凉的况味在此刻显得很
深远， 忽然不知从那跑来一只老鼠， 我没有怕
它、更没有讨厌它，因为它还在、还在我的家里
陪着自己的老屋。 呵呵，心里到多了份踏实。

走出老屋大门，我们来到父母的墓前，献
上了洁白的菊花， 此时所有的悄悄话都化做
缕缕青烟飘向遥远的天国， 所有的思念只能
道声，父母愿您们在天国一切安好。

而今，我回来了，也许老屋等的太久了，
它成疾的相思传染给了我和我的思念。

回 家
■ 张丫丫

时间是什么？ 或许没人说得清。 这个让中
外文人千古咏叹的词汇，却永远找不出它的前
生今世，惟得无尽无止的吟咏下去……

总感觉时间过得很慢， 一天似乎是那么
长，但有时，又觉得时间消逝得太快，转眼，便
至工作。 人生其实也总是在这种无奈中，走过
她的一生，矛盾？ 或是不矛盾……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时
间这架马车，装载着人们无数的梦想，无数的
失望，不顾一切地奔向永恒的前方，但，哪里又
是终点？

人们畏惧死亡，然而，死亡确实是我们跳不
出的一个话题，没有人能遗世独立，最终还是尘
土相依，化为青山白冢。 这，或许就是终点。

因此我们哀叹时间飞逝，其实不过是在哀
叹人类自己，哀叹自身命运无常，年华易逝，哀
叹的最高境界，便是庄周梦蝶，黄粱一梦。道家
逍遥，飘逸，启迪我们，几十年的追名逐利，到
头来不过是大梦一场，“庄周晓梦迷蝴蝶”生与
死的变幻，物与人的超然，真真假假 ，虚虚实
实，人生究竟是什么？

我喜欢道家， 以洒脱的态度对待人世的

一切，世间的纷繁嘈杂，不过是过眼云烟，“少
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明白功利二字 ，只是
业障乱心， 飘然而立， 归于荒野，“采菊东篱
下，悠然见南山”正是以这种清高 ，恬淡的情
怀，对待人世。 我也渴望山林的美好，那是夕
阳西下，红叶漫天，天际的层云，燃着红焰，烧
亮了无际的天边，风云变幻，清风拂面 ，倚仗
靠门，感受着世间的恬静，深吸一口气 ，隐隐
然，遗世而独立。 时间在此刻，早已化成无形，
心灵之中，孕育着无限希望，生与死的思辨 ，
在此刻，早已无碍，静静聆听大自然的歌声 ，
须臾即千年，芥子藏须弥，长空之下 ，物我两
忘，时空变幻早已无尽也。

夜风徐徐 ，凉意带秋 ，寻一高处 ，登而远
望，天地一线，物渺而稀。 天高而阔，感明月清
风照吾身；群星璀璨，悟时空流水于周遭。吟诗
一曲，潇洒自若，谈笑风生，此时此景，何叹人
生之短暂，岁月之流逝？

人生是时间堆砌而成的画卷，烂漫朱华。然，
吾更爱山水墨画，淡雅无名。人生本是无名之物，
何苦自寻名利，利欲攻心呢?不若退隐山林，笑看
庭前花开花落，惯赏天际云卷云舒，岂不妙哉？

人 生
■ 谢健

4 月 5 日，道孚县社保局请老干部给干部
职工讲革命传统，组织观看电影《周恩来的四
个昼夜》。

笔者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观看了影片《周
恩来的四个昼夜》，精神得到了洗礼、灵魂得到
了升华。《周恩来的四个昼夜》是一部重大农村
题材的电影。以 20 世纪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
中国遭遇了连续三年的大范围饥荒，庄稼几乎
颗粒无收， 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困难为背景，
讲述了 1961 年， 周恩来总理到革命老区伯延
考察调研，在四个昼夜与当地村民发生的感人
至深的故事。

电影通过不同的人物性格、语言动作，将村
民们的真诚、 质朴和周恩来对国家和党的热爱
体现得淋漓尽致。该片在历史中探寻真知，深具
历史意识，是重大历史题材电影思想性、艺术性
俱佳的新收获， 为当前正在开展的党的群众路
线教育实践活动提供了一部生动的影像教材。

影片生动体现了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的宗旨。 毛主席曾讲过：“为群众服务，就是处
处要想到群众，为群众打算，把群众的利益放
在第一位。”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我们党就
是为人民服务的。 这在电影《周恩来的四个昼
夜》中得到了生动的诠释。大雨之夜，周总理不
顾疲惫虚弱的身体，带着工作人员与群众抢救
地瓜苗； 彻夜总结梳理调研中发现的问题，与
毛主席通话汇报情况……这一个个镜头，让我
们真切地感受到“为人民服务”不是一句口号，
而是领袖人物与普通百姓间零距离的接触和
坦诚的交流对话， 是一种自觉置身于群众之
中、“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奉献精神。 老百姓的
事，再小的事也是大事，这也是这部影片所诠
释的主旨。

影片充分展现了求真务实的优良作风。 求

真务实，是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是
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形成的优良作风。 影片对
周总理一步步揭开公社干部“善意”的隐瞒，最
终了解到当地群众生活的真实情况进行了淋
漓尽致的展现。周总理实事求是、一丝不苟的精
神和作风不仅是该片的主基调， 而且对今天的
我们具有深刻的启迪。 周总理之所以能够真正
了解到人民群众的实际情况，一是靠真心。 周总
理抱着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态度来到伯延公社
的，郭凤林等同志因为怕给中央添“麻烦”而刻
意隐瞒真相， 并试图催促周总理尽快回去的时
候，周总理坚定地表示，他这次来，不了解到真
实情况是绝不离开的。二是靠真情。周总理一进
村看到树上的叶子都光了， 已经意识到问题的
严重性，因为心里始终装着对百姓的真情，观察
才会异常敏锐。 当他看到村食堂有红烧肉时，这
种强烈的对比，已让他察觉到情况的异常。 三是
靠真诚。 当他发现村干部和部分村民隐瞒真相
时，并没有高压批评，而是真诚地与群众交心，
细致地做思想工作， 他语重心长地对群众说：
“朱老总从河南乡下， 刘少奇同志从湖南老家，
邓小平同志从顺义县……都分别给在上海调研
的毛主席汇报了那里的情况， 只有我没有办法
汇报啊！ ”正是周总理的肺腑之言打开了伯延百
姓心底的闸门，纷纷吐出了自己的心声。

《周恩来的四个昼夜》这部电影宛如一面
镜子，又似一泓泉水，照亮自己，净化心灵。它
不仅诠释了党的宗旨， 更给广大党员干部上
了生动的一课。 在当前正在开展群众路线教
育实践活动中， 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
教育意义。作为一名普通的社保工作者，身处
高原藏区社保工作第一线， 笔者会以扎实的
工作作风， 努力做好高原藏区社会保险服务
保障工作。

一面镜子的光辉
———电影《周恩来的四个昼夜》观后感

■ 胡潇凡

乡上的时候，我 20 出头，在
老乡中有两个最好的朋友。巧的
是，他们都是五保户，都年近半
百，都爱烟爱酒，都是性情中人。

绕西顶着一头乱发， 衣服
上油光闪闪，鼻涕挂在唇边，整
天笑呵呵。 他醉醺醺提着丰谷
酒来公社坝子里晃， 我们叫进
屋里， 把伙食团的剩饭剩菜端
来，围在炉火旁搞吃喝。不用杯
子，就拿瓶子一人传一人。老头
吹山 、吹水 、吹女人 ，大口大口
喝酒。醉了，我就扶着送到敬老
院。

敬老院只有一个人，绕西是
院长也是工人。年少的我喜欢买
一瓶几块钱的酒，拿一点食物去
那个乱七八糟的屋子里过一个
下午。 醉了就在有洞的沙发上
睡，绕西会给我盖上臭毡子。 这
“谈笑无鸿儒，往来有白丁”的陋
室，让我快乐洒脱。

在 高 原 上 ， 会 想 办 法 的
人一年四季都有肉吃 。 绕西
能 打 猎 ， 带 着 我 在 田 野 、山
谷 、河 边 上 追 寻 ，从 脚 印 、粪
便 里 发 现 小 朋 友 的 蛛 丝 马
迹 。 没有枪也不用刀 ， 只是
一根细细的钢丝 、 一截短短
的 木 棍 或 一 张 稀 烂 的 渔 网 ，
就能满载而归 。 我对吃没什
么 兴 趣 ， 稀 罕 物 都 不 要 ，就
是要跟着跑 。

有时做了好吃的，绕西就到
乡上悄悄的喊我和几个好哥哥，
我们买些烟酒，耍得不亦乐乎。

土鲁是我驻点村的刺头。刚
去的时候，拥吉姐就告诉我，“土
大爷”不好惹，有好远离好远。

第一次见面， 我正给村民
宣传医保政策。 “土大爷”歪歪
斜斜地醉来：“讲，讲个屁！有本
事给我找个婆娘！ ”

我没理他，继续讲。
“土大爷”窜到跟前，用手捅

我肚子：“喂，干部，给根烟！ ”
村民们笑了起来 ，似乎见

惯不怪 。
我掏出烟递给他。
他 用 仅 剩 的 两 颗 黑 牙 咬

住烟 ， 又伸出拳头在我眼前 ：
“给个火 ！ ”

我又把火递给他。
“土大爷”长长的吸了一口，

吐出烟圈，悠哉的摇走了，毛线
帽耷在头上，像济公。

后来我去村上，“土大爷”总
喷着酒气拦着我：“喂，给根烟！”
“喂，我没酒了！ ”

我生来是好烟酒的，也不讨
厌这个好似济公般孑然一身的
老头。便不理拥吉姐怕我乱花钱
的关心，时常给他烟酒。

“土大爷”身体不好，拥吉姐
是极为善良的，经常带我买了药
和食物去小平房看他。

有一年，工作不好做。我在
村子里和人发生争执 ， 要动
手。 “土大爷”从泥巴里爬起来
抓着那个人又打又骂 ， 吐口
水。 他的身体干枯瘦弱， 被人
拽来拽去 ， “济公帽 ” 歪在一
边，硬挡在我身前。 这个老头，
倔强得像一头牦牛。

看似简单的义气，在当时的
形势下，其实他冒着在村上被孤
立的险。

后来，我调到县上，很少去
看绕西和“土大爷”。

这天傍晚风呼呼的刮，飘起
小雪。 我无家可归，一个人提着
二锅头闲逛。

冷冷的街道没有人影，甚至
看不见落单的野狗。

“土大爷 ” 穿了一件薄薄
的工装服 ，双手团在胸前寂寂
走着 ，露出红内衣 ，酒糟鼻冻
得通红 。 我很激动 ，把酒瓶递
上 ，拉他冰凉的手去吃饭 。 他
吞了一大口 ，不肯走 ，说是身
体不舒服 ，来县上看病 ，要回
去了 。 一老一小两个独人 ，喝
干了烈酒 ， 喷出白白的雾气 。
留不住 ，我又舍不得 ，就摸了
身上的钱硬塞给他 。

风雪里，依然是那顶“济公
帽”，压着单薄的背影渐行渐远。
我伫在街上，孤零零望了很久。

时过境迁， 我不再是那个
天真的少年。 许久不曾再见爱
耍爱笑的绕西 、 有情有义的
“土大爷”。 想起那些单纯的日
子，那个真挚的朋友。

我怀念的乡亲，你们好吗？

路穷换乘马，
青鸟云巅绝；
牧歌袅袅飘，
牛羊画中跃。

渴饮千江水，
暮踏万山月；

回望认亲路，
群峰残如血。

秋雨梳明妆，
晓雪过山梁；
立马宜牛桥，
亲人耀夕阳。

过宜牛之口占三首
■宁 力

乡 亲
■ 洛桑

●

●

写情人间

●

●

人生有悟

●

●

心灵有约

●

●

授藏干部诗选

《高风亮节》 罗叔乐绘画作品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