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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 着 同 窗 的 婚
礼，我有幸来到了千
年古镇——西塘。冬
天飘雪，对于南方人
来 说 是 很 稀 罕 的 。
前一日的冷风瑞雪，
对一个北方来的女
子来说，真是又惊又
喜。转眼，又阳光明
媚。早就按捺不住
的心，想一睹江南古
镇的风光。

一 踏 上 这 片 土
地，我的心一下子就
静了下来。能想象

“人家在水中，水上
架 小 桥 ，桥 上 行 人
走，小舟行桥下”的水乡风情画吗？“你站
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
梦”……舟影波光任逍遥，烟雨长廊梦回
春。我想为西塘留下只字片语，但却不
愿打扰她的宁静，并非不愿，着实不忍。
总觉着用什么样的笔触去描绘她，都显
苍白。古镇西塘仿佛触动了我心底最深
处的那根神经，勾起了一纸江南。

人都说，雪对于西塘来说是奢侈品，
下了雪，整个古镇在白雪的覆盖下，就像
白蛇娘娘下凡，空灵无比。浮光掠影，梦
留廊桥，静数流年，人醉西塘。那蜿蜒的
长廊，那屋瓦上的白雪，那树上压枝的梨
花……西塘，小家碧玉，淡雅迷离，水墨
泼洒，与世无争。原生态的民居蕴藏在
江南水乡的烟雨飘摇里，那般古朴宁静，
仿佛岁月静止在明清的弄堂小巷，仿佛
伊人依然守望在水的一方，仿佛那古月
依旧映照青河旧梦。

牵着恋人的手，在西塘漫步，久了，
是会误读光阴的。波浪银雪，水帘飘
摇。依水看斜阳，生命静止在此刻；何处
不相逢，相逢犹如在梦中。花雪斜飞青
石板，跫音长送阁楼风。这里有太多的
河流相互交汇，把宽馀的土地切成许多
块；这里有太多的石桥高低起伏，连接着
各片土地和人们；这里有太多的巷弄狭
长深延飞檐高耸，让人仿佛走在某一段
时光的隧道里。

冬雪来了，西塘依旧安静地生活着。
瓦屋上的积雪融着融着，就像传递着千
年来的脉脉深情；冬日的寒风吹着吹着，
就像诉说着曾历经的沧海桑田；静谧的古
桥悠悠地伫立着，就只等着时光轻声走
远，心里默念着的却是永远。西塘，就像
梦里的一位佳人，穿白底青花的麻布裙，
着玲珑小巧的绣花鞋，鲜红的缎带在头顶
轻挽一个髻，任青青发丝垂泻在腰际。坐
在船头，肤如膏脂的脸颊上一抹红霞若隐
若现，樱桃小口轻抿带笑，一双灵动的大
眼睛扑闪扑闪，嘴里哼唱着船家古老的歌
谣，那歌声，似吴侬软语，诉说着西塘的
情，千年不变。

我爱上了西塘，就仿佛等待了千年，
醉在了这梦中的水乡。

（神南产业发展公司）

冬
雪
西
塘

冬
雪
西
塘

陈
天
舒

陈
天
舒

窗外，漫天的雨点在风的承载下悄然
而至，敲打着窗户，发出滴滴答答的声音，
仿佛想离开外面的纷扰喧嚣，进入窗内，
倾听屋里人的些许心事……

本应该早已睡去的我却久久不能入
眠，就这样，听着雨滴漫天飞舞洒落的
情愁，端坐在书桌前，在这样一个雨夜，
一人、一床、一灯、一回忆，与文字邂逅，
任其在笔尖飞舞。

我就是这样，喜欢一个人，喜欢有雨
的夜晚，喜欢和着雨声，落下一些淡淡
的心情……

文字，一直是我内心深处最忠实的
朋友，我走过山时，山不说话，我路过
海时，海不说话，但当我把文字一个
个从笔尖写下的时候，它接纳了我的
忧伤、放肆了我所有的郁闷、抛开了
我的所有不悦，带着我的欢喜和快
乐，在干净的纸张上行走，释放着我
的情感……文字有着穿透光阴、超乎
寻常的力量，它引领我，躲避俗世一
切的浮躁和喧嚣。

窗外有雨，室内有墨，和着雨声，更
喜欢弄点笔墨。有人说：雨是云不小心
跌落在地面的孩子，当孩子撑起梦想的
翅膀时，又会成为天上的云。也有人
说：雨是云的哭泣。在这样的雨夜，每
个人的心里何尝不是下着雨？

城市的夜幕已经降临，红尘中的奔
波劳碌也随着夜晚的降临而宣告结束，
眼望窗外的雨时大时小，雨夜中，我的
思绪在飘荡，许许多多的思念与牵挂游
走在笔尖下……

此刻的黑夜最宁静，静的可以听见
时光流逝的声音；此刻的音乐最动人，
飘荡着扣人心弦的音符；此刻的灯光最
暖人，映射出一个最真实的自己；此刻
的心情最纯粹，纯粹的不带一点杂质。

雨夜，淅淅沥沥着的思绪，纷纷扬扬
的愁闷。

没有谁的天空不被雨水冲洗过，没
有谁的天空一直晴空万里，兜兜转转、
跌跌撞撞、弯弯曲曲、坎坎坷坷，都是我
们成长的阅历，不为昙花一现而伤感，

也不为无意的伤害而感慨伤怀，过往都
是浮云，明天、后天总会比今天更好。

没有谁的心不被凡尘俗世的尘埃
所染，没有谁成长的道路不被困难险
阻所羁绊，没有哪支乐曲的旋律一直
是平平淡淡，也没有哪片海一直是风
平浪静、波澜不惊。

流逝的是我们的青春，积淀下来
的是我们的阅历。

雨，断断续续，忽大忽小。思绪也
随着忽远忽近，忽闪忽现。

笔尖下的文字，爱恨情仇也好，聚
散离别也罢，都只不过是我们的生
活。一首歌、一段话、一篇文章，或许
就是一种心情，只是用这种写字的方
式来抒发自己，可能伤感，也可能高
兴。总之，平淡的流年，总是可以用文
字去刻画，这样，更深刻，也更有意义。

在这样的雨夜，我倾听到了自己
内心深处最真实的声音，笔尖的文字又
一次引领着我走在成长的路上，进行又一
次心灵的旅行。 （煤层气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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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车轮从来都是向前行进，市场的
发展永远处在变革之中。王村煤矿，这座曾
经是全国煤炭系统里的标杆矿井，因为地质
条件、煤质等客观原因，按照国家淘汰落后
产能总体规划，实施了政策性关闭。王村煤
矿未来的路该怎么走？职工将何去何从？
王村煤矿党政经过数次调研考察和研究讨
论，按照陕煤集团“稳定渭北、壮大彬黄、做
强陕北”战略思路，最终下定了一个决心：
企业要转型！我们要“走出去”，战略北移，
到陕北为职工寻求出路。从此，王村煤矿干
部职工的足迹遍布陕北荒漠，开始了“北
移”的漫漫征程……

山里下雪了

2015 年 3 月 25 日，我们永远记得这一
天。为了早日实现企业转型，从这一天开始，
王村煤矿第一批“走出去”人员带着企业的期
盼和亲人的思念，毅然踏上了“北上”之路，他
们即将奔赴陕北红柳林筹建第一个项目部。
当车辆行经黄龙山，突然下起了大雪，漫天纷
飞的雪花一团一团铺天盖地地压下来。天阴
沉沉、灰蒙蒙的，能见度很低，车子开着雾灯，
打着双闪，小心翼翼地在山路上挪动着，一时
间，就连车上的气氛也显得有点沉重。

带队领导打开了话匣子，为职工们打气：
“在家千般好，出门半步难，今天的天气是不
好，但雪再大又怎样，事再难又怎样？我们王
村人什么时候说过一个怕字？又何曾有什么
事是我们王村人干不成的！”又一位领导说：

“过去王村矿效益好的时候，全省都来学王
村，那会儿王村矿可是风光无限。如今企业

困难了，前进的道路遇到了阻碍，我们可不能
给王村人丢份，不管在哪，我们都要继续发扬
好‘王村精神’，扑下身子真抓实干，一定要让
我们王村的钢铁队伍在陕北这片天地立得
住、扎得稳、树品牌、创奇迹！”众人听了齐声
叫好，身上顿时充满了劲头，连这纷纷扬扬的
雪花也立时显得那么的可爱。

车辆行驶了一个多小时，终于安全走出了
黄龙山，而此时的天空已风雪不再，换之晴空
万里。天公作美，让大家悬着的心也放下了。
此后的一个多月，王村煤矿走出去的第一个项
目部在陕北红柳林矿业公司成功奠基。

老家来人了

老崔在王村矿干了一辈子掘进。1988年
王村煤矿建成投产，老崔从一名普通的掘进
工，一路干到班长、副队长、队长，最后干到掘
进副总工程师。“走出去”时，老崔临危受命，
担任陕北第一个掘进项目部的经理。临走
前，矿领导握着老崔的手：“老哥呀，您是把一
辈子的青春和心血都奉献给了王村，但是现
在还是不能让您休息，这既是组织交付的任
务，也是我们大家的期盼啊。”老崔生性豪迈，
拍了拍胸脯说：“面对困难，咱王村不是第一

次‘亮剑’了，狭路相逢勇者胜！”
一晃两个月过去了，端午节那天，矿领导

带着矿本部一行人赴陕北慰问红柳林项目部
干部职工。看到从老家来了这么多熟悉的面
孔，老崔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堂堂七尺
男儿，铁骨铮铮的一条汉子，竟然哗哗地流下
了眼泪，拉起领导的双手，嘴里喃喃地念叨：

“老家来人了，老家来人了……”
后来大家从老崔嘴里了解到，外面的活

真不好干！陕北都是高度自动化的现代化矿
井，井下断面大，大型机械全是进口，支护方
式也不一样。矿井年产量都是上千万吨，关
中地区几十、一百多万吨的煤矿和这里相比
简直是天壤之别，好多设备我们连见都没见
过。我们的队伍刚上去时，一没技术，二没经
验，一切都是从零开始，工作也是不断摸索着
干，难免有时出现差错，受到处罚。面对甲方
的责问、同行的质疑，老崔心里有苦说不出，
满心的委屈只能硬往肚里咽。老崔说：“事总
得干，而且还要干好，哪怕有再多的困难也要
咬牙坚持，要不然，我对不起领导的嘱托，对
不起王村职工兄弟们的期盼。”

之后，经过不到半年的时间，靠着王村人
那股不服输的拼劲和不断学习的精神，这支

队伍逐渐步入正轨，工作越干越顺手，无论在
安全管理、工程质量，还是劳动纪律、各类评
比验收中均名列前茅。

老张晒黑了

老张是内蒙人，已经快50岁了，王村煤矿
建矿时就在这儿。这些年在采煤队、机运队、
销售科、车间都待过，是个老把式。“北移”以
来，澄合在陕北的业务范围不断拓展，队伍不
断发展壮大，在陕北红柳林、小保当相继建立
了好几个项目部。2018年7月份，矿上又传来
喜讯，我们顺利中标承接了曹家滩煤矿的皮
带运输系统，曹家滩项目部即将筹建！刚刚
办理离岗手续赋闲在家的老张，顿时坐不住
了，找到矿领导那里主动请缨：“领导，皮带运
输这儿我熟！让我去！我这一离开岗位吧，
在家闲着没事，浑身都难受，总想找点事干。
这次正好用得上我，领导，就让我再给矿上出
出力吧！”

上陕北的那天，曹家滩项目部土建施工
已经进行了半个月。在工地上，我见到了老
张。半个月没见，老张本来就比较黑的脸庞
晒得更黑了，像炉膛里快要烧尽的火炭，黢黑
里透着暗红，还伴着细细的血丝。一双粗手

满是老茧，简直就跟砂纸一般。我半开玩笑
半心疼地问：“你这个内蒙人，身体这么壮实
这么能扛，也会晒成这样？”老张憨憨一笑还
没等说话，旁边的工友就回答道：“陕北的紫
外线毒啊，白天太阳能照到的地方热得要命，
照不到的地方又是阴凉的，晚上更是凉嗖嗖
要盖厚被子。老张这半个月天天在工地上跑
前跑后，身上都晒褪了一层皮，手一挨着就
疼。”看着老张这样，大家的眼圈都湿润了。

经过仅仅一个月时间，曹家滩项目部建
成了，工人也陆续进驻项目部，各项工作按章
有序地进行着，老张带着队伍又忙开了……

从 2015年“走出去”至今，不知不觉已经
度过了四个年头。“走出去”队伍发展到如今
的规模，既是靠矿党政一班人的正确领导，更
是靠王村的每名职工对工作的坚持、对信念
的坚守，还有对未来的美好期望。四年来，王
村人心无旁骛，秉承“干就干最好，争就争一
流”的工作理念，从最初职工离家不舍的心情
和对工作的不适应，到现在的事业蓬勃、斗志
昂扬，其中付出的艰辛、受到的委屈数不胜
数，但我们咬着牙挺过来了。

如今，王村煤矿在不断地摸索中逐渐形
成了“走出去”创收创效、“引进来”盘活资
源，“双轮驱动”二次创业，努力实现企业转
型发展的总体工作思路。乘着“北移”的大
潮，王村现有的五个项目部协同并进，他们
干群一心、众志成城、所向披靡，用不悔的
青春和敬业的奉献扯动时代的风帆，高歌奋
进，破浪远航！ （澄合矿业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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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饭后，爱人非要我陪她到
公园转悠。拗不过她，只好应
允。出了家门正是傍晚时分，风
吹到身上暖暖的，有一点淡淡的
初夏的味道。转过一个弯，穿过
一个住宅区是到公园去的捷径，
因懒得多走路，我和爱人商量着
从小区穿过。

走在小区的林荫道上，沐浴
着徐徐春风，感受朦胧中花草树
枝随风轻扬发出的天籁之音，心
里惬意极了。这时，一阵微风拂
过，一股熟悉的清香扑鼻而来，
哦，是槐花的香味儿！淡淡的花
香在空气中弥漫着，由不得你深
吸一口，啊——沁人心脾，陶醉
了，被槐花香气陶醉了！

嗅着槐花的香味儿，我忽然
想起了母亲，想起了母亲做的槐
花饭。上世纪70年代末，还是在
老家的时候，每年春天爬到树上
捋榆钱、扳槐花枝是最快乐的事
情。每当槐树开花的时候，大人
们就会找来竹竿，一头绑上铁丝
弯的钩，把树上结满槐花的小枝
拧下来，等竹竿钩不着时，就会

叫小孩子爬到树上去摘。这时左邻右舍的妇女就
会端着筐提着笼围坐在一起捋槐花，她们说笑着，
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把满地的槐花捋完。

母亲把一筐含苞的槐花端回家，用井水反复
冲洗几遍，箜水晾至半干，再拌上玉米面上锅蒸，
蒸好后浇上蒜泥水，一顿散发着自然香味、当时算
得上丰盛的槐花饭就可以尽情享用了。

“想什么呢？走吧。”爱人的问话打断了我的
思绪，我给她讲了小时候捋槐花吃的事儿。

她追问道：“你小时候爱爬树吗？”我说，我小
时候吃的、穿的、用的都和现在没法比，大人平时
不让小孩子爬树，说是怕从树上掉下来，其实啊，
也是心疼身上穿的粗布衣服被磨破了。

她又问道：“那后来呢？”
我说，后来，我家从河南迁到了陕西，每年五

月槐花盛开的时候，总能吃到母亲做的槐花饭。
正巧，明天是五一劳动节，咱回家吃妈妈做的槐花
饭去。

第二天回到家里，一筐带着几片嫩叶的槐花
就在院子里放着，我捧起一捧，放到嘴边吮吸
着、观赏着、仔细打量着，全是花骨朵，竟然没有
一朵开花。我忽然想到母亲为了这顿饭肯定又
动了不少心思，回头看见母亲在厨房忙碌的背影
和她那花白的头发，一种激动涌上心头，鼻头一
阵酸楚！我一下子明白了从小到大为什么爱吃
母亲做的饭，红薯面饼、窝窝头、葱花茶，还有蒸
野菜……因为她是在用心做饭，用心养育着、呵
护着她的儿女！

其实，槐花饭只是母亲做的时令饭菜的一
种而已，或许她是以这种方式寄托对儿女无私
的爱护、思念、牵挂。这种爱是浓烈的，思念是
断肠的，牵挂是刻骨的。被人牵挂的我是幸福
的，因为我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两张布满岁
月痕迹、沧桑而善良的脸会时常浮现在我眼
前，那是世上最亲密的血缘，他们无时不在等
我回家。

而记忆里的槐花还在脑海中萦绕。过了几
天，我再次来到和爱人散步路过的地方，看到了
在碧蓝的天空下那一排槐树开出的满枝桠的一簇
簇花，风轻轻吹起，树上的槐花瓣纷纷扬扬，绰约
中回到了槐树的怀抱。 （韩城矿业公司宣传部）

报告文学

夜晚，躺在宿舍的床上，辗转反侧不
能入眠，遂下床，拉开窗帘。外面的月光
好亮，一下子屋里也不再黑暗。

再次躺在床上，望着窗外的月光，思
绪跟着月亮回到了家乡。

11

那是上世纪 70 年代，我还很小，家里
很穷，母亲很年轻。

放学后和小朋友们一起在操场的乒
乓球案子上写完作业，三三两两伴着月
光回家。

那时候家里没有电视，为了节省电，
即使 30 瓦的灯母亲也不舍得长时间开。
所以，晚上早早就上炕睡觉了。

那时的天总是很蓝，月总是很亮。
平躺在炕头，月光顺着瓦檐照进

屋内。
“妈，这是我们家的月亮吗？”
“是，这是我们家的月亮，每天晚上都

照亮。”

“我们家的月亮最圆最亮吗？”
“是的，我们家的月亮最圆最亮了。”

22

又过了些年，到了上世纪 80 年代，我
渐渐长大了，家里的日子好多了，母亲额
头上也有皱纹了。

我上中学了。每天上完自习总是很
晚，走在回宿舍的小路上，月光常常把我
的身影留在一旁。那时候学生宿舍是几
十个人一间的大窑洞，晚上十点钟随着熄
灯铃的响起，灯就熄灭了。躺在冰冷的炕
上，耳边总是交替传来呼噜声、磨牙声。
那时，唯有一个小窗口依稀透进的一点月

光才能使我安静地入睡。
因为，我知道月亮在的地方就是家的

方向，有母亲在那里把我守望。
周末回家，我委屈地对母亲说：“妈，有

同学说别人的月亮圆，我和他们吵架了。”
“孩子，当然是我们的月亮圆啦，长大

你就明白了。”

33

多年以后，进入了新世纪，家里富有了，
母亲也渐渐年迈了，我也进入不惑之年。

那时候整天总是忙忙碌碌，陪母亲的
时间很少，经常下班回家后母亲就睡了。

周末，早早回家，吃了母亲做的手擀

面，打开电视，母亲坐在沙发上做着针线
活，我像小孩一样躺在母亲身边。不经意
间发现月光又洒在阳台上，我微微一笑：

“妈，你说是我们家月亮圆还是别人家月
亮圆？”

“傻孩子，你还想绕我？啥时候都是
我们家的月亮最圆最亮！”

44

今天，我的两鬓已经有了白发，母亲
也已离去多年，我终于明白了母亲的初
心。当我一个人散步时，总喜欢抬头看看
天上的月亮，因为我知道，那是家的方向。

当我工作遇到困难的时候，我总是
抬头望望家的方向，因为那里有我的力
量，因为我心里永远藏着母亲的一句
话：“只要你坦荡，心里就亮堂，咱家的
月亮就最亮。”

每每想起，就泪流满面，心中充满
力量。

（运销集团蒲白分公司）

母 亲 的 月 亮
王保民王保民

徽州印象 张锐 摄 （建设集团矿建二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