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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时故乡的春天

老 地 方
这地方原来有你
也有我，是我们相聚的地方
风起云涌的头顶
绿草茵茵的脚下
都不是我们关注的对象
我们相拥在天地间
月亮独照着我们的脸庞

我们却凝视着对方
忘却了时光流逝的声响

流逝的时光匆匆又无奈
青葱的我们已两鬓斑白
地方还是那个老地方
可是却没有了

当年我们的模样

天上的白云苍狗依旧
地上的花草树木盎然
月中的桂花树
却在平常的日子中走远

（作者单位：陕汽集团）

□同雅莉

最美的花

花儿开了
我却出不去
就像一只关在笼子里的鸟
郁闷无聊透顶
好想出门赏花

但我清楚
我迈不出的门

是多少人都回不去的家
我们的城市生病了

“大白”们从四面八方驰援

他们离家担当抗疫
披星戴月风餐露宿
用爱心温暖整座城
只为每家每户健康平安

也为了让更多的人早日出门赏花

慢慢我静下来
发现“大白”才是最美的花
于是
我在家用心赏花
不再出门

（作者单位：宝鸡市总工会）

□谢红江

有一群人
以荒山野岭为家
风餐露宿已成家常便饭
是谁说他们只会与山风共舞

我站在秦岭巅峰
俯视四周铁塔似林
银线如织
到处是和谐发展的春光

乡村振兴带来崭新的气象

我站在阳光充沛的林海里
任闪闪的光辉在胸中漫延
书写我无限的眷恋和虔诚的祝福

一眼能看穿那腾云驾雾的空中索道吗
霓虹灯装扮得绚丽多彩
新农村同样拥有着都市的繁华

前进的号角已经吹响

有一群人
让他们的思想再一次升华吧
铺成八千万里的光明
累了，就暂且收拢起欲飞的翅膀
来一次痛快淋漓的太阳浴
然后，想想曾经意气风发的日子

（作者单位：商洛广播电视台）

□周刚振

电力工人

在这栋已经四十多年的老家属楼
里，零星地居住着几户人家，都是一个
单位离退休多年的老年人，生活习惯基
本还是保留着多年前的老样子。

三楼的张姨八十多岁了，四十年来
一直住在这里，自从老伴走后，她依旧
在孤单寂寞中守护着自己的生活居
室。前几年，她经常骑着自行车去周围
城镇赶集，买了粮油蔬菜回来，就自己
搬上楼去，身板还是相当硬朗的。每天
的步行里程，还会超过一般的年轻人，
在院子里散步也不用拐杖，有时候还会
顺手捡拾路边的废纸，扔进垃圾桶里，
眼瞅着她上下楼梯，几乎都不用扶着把
手，这时候夹道欢迎她的就是身边的猫
群，散步时就会跟随在她左右，前呼后
拥的，活蹦乱跳的，很有情趣。

张姨养猫很多年了，最早是在家里
喂养，后来几年繁殖多了，就让猫群住在
楼道的拐角处，有的猫送给别人家，当作
宠物去养了，还有的猫继续依赖着她。
它们白天在院子里闲逛玩耍，晚上就会
回到楼道的小窝里，有的猫会按时回来
等候张姨喂食，而有的猫就在外边抓了
老鼠或者虫子解馋，乐不思蜀。

在院子的花园里，人们总会发现，
当张姨坐在石凳上的时候，一只白猫就

会坐上她的膝盖，舒服睡觉，还有几只
花猫在附近自由漫步，或者在草丛里追
逐游戏，或者练习爬树的本领，或者在
广场上懒散打滚晒着太阳，或者在池塘
边巡逻等着抓鱼开荤宴。即使老人已
经回家了，那些猫还会在院子里逗留，
可能在猫看来，这里是老人活动的地
方，也是它们生活的乐园。

近两年来，张姨已经很少下楼了，
总是站在窗前，打开玻璃窗伸出头，探
望楼下的一切，看见熟人就要打声招
呼。更多的时候，她是在遥控猫的生
活，有时候，只要听见她说话的声音，几
只猫就会闻声聚集过来，围拢在楼下，
仰望三楼窗口，对着它们的主人，殷勤
地发出“喵喵”叫声，有的猫还有跳跃的
姿态，向主人撒欢和致敬。这时，楼上
就会丢下来一些碎馒头和饼干之类的
零食，伴随着喂猫的同时，还会传来老
人爽朗的笑声，她对猫群的指挥和对
话，也许是多年以来的一种默契了，很
少有人能够理解这些语言，也很少有人
愿意探究这些事情。

几个月前，也就是冬季最寒冷的那
几天，三楼的张姨悄悄地走了，没有惊动
周围的邻居，也没有告别她的那些爱猫。

按照当地习俗，举办了丧礼之后，

大家就离开了。远看三楼张姨的房门
紧紧关闭着，窗口再也没有了她的身
影，而楼下的猫却还在时不时地仰望
着、等候着。

随着时间慢慢过去，老人的猫群逐
渐散去了，或许是流浪于江湖了，或许
是另寻家园了，但是，总有两只白猫一
直逗留在老家属楼周围。听一位老人
说，它俩还是一对母女，是张姨最喜欢
的猫，出行总是前后相随，现在这两只
白猫依旧形影不离，漫步中也显得心情
沉痛，叫声里也没有高音的呼啸。

院子里行人不多，猫也没有任何顾
忌，随时都用它的行为表达思绪。有时
候，人们看到两只猫为了眺望到三楼的
窗口，就爬到汽车顶部，目不转睛地盯
着窗口，期望老人还能打开窗户，伸出
笑脸来。有时候，猫见到周围的熟人路
过，就会凑过来，“喵喵”地叫起来，也许
是饥饿的呼喊，也许是迫切地问询：我
的主人在哪里？有时候，人们遇到两只
猫安静地蹲卧在老人家门口，即使有人
经过，也不肯躲闪和让路，纹丝不动，幻
想着门能打开，老人召唤它回来。两只
老猫虔诚的神态，温柔的举动，令人感
动，也令人伤情。

（作者单位：陕西省新周戒毒所）

□张天乐

老人与猫

□张广才

天底下最爱我们的当数父母了，这
是人尽皆知的。当我们弱小时，父母像
遮雨的伞、挡风的墙，给我们温馨的家，
呵护我们成长。渐渐地我们长大了，不
知不觉间，我们和父母互换了角色，我们

“强大”了，父母变得老弱了。这时候在
一些人的心里，似乎觉得父母不再那么
重要了，连他们的关爱都觉得无关紧
要。其实，这恰恰是对父母不小的伤害。

我的邻居是一对教授夫妻，儿子很
有出息，名校毕业后，远赴大洋彼岸定居
创业，过上了令人羡慕不已的生活，成为
大众口中“成龙成凤”的佼佼者。由于远
在海外，加之这几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
影响，儿子结婚、生子等人生大事，邻居
夫妻俩都未能参加，不免觉得遗憾，甚至
还有几分愧疚，似乎是自己没有尽到责
任。又加之思儿思孙心切，心想给孩子
帮不上什么忙，就打点钱吧。谁知，这点
善意却遭到儿子百般推辞，最后竟然说
出绝情的“狠话”，说如果打钱，就把银行
卡销掉，搞得两位老人无可奈何，仿佛一

夜之间自己不中用了，有一种欲爱不能
的失落感。大概每个人都渴望被认可，
都希望“我有用”和“被需要”，谁也不愿
意成为大家眼里可有可无的人。

我原以为这只是罕见的个例，不必
当回事，但后来发现不是这样。我的一
位老朋友，两口子都是退休干部，勤劳能
干，日子过得有声有色，里里外外打理得
井井有条。女儿也争气，干的是高端事
业，挣的是高额收入。因为生活习惯不
同没有和女儿一家住在一起。但为了平
时能见到娃们，也方便彼此照应，特意在
女儿女婿住的小区买了房，相距不过数
十米。平时老两口常做些好吃好喝的，
给女儿一家送过去。没想到，女儿女婿
并不欢迎，不仅对此不心存感恩，反而三
番五次地一再拒绝。

父母对子女表达爱意的方式多种多
样，更多的则是日常生活中的唠叨和叮
咛，譬如“开车慢点儿”“少喝点酒”“多穿
点衣服别着凉……”对此，不少年轻人不
耐烦，总嫌老人话多啰唆。正所谓不懂

还自以为是，就像朱自清在《背影》里写
父亲那样“总觉得他说话不大漂亮”。殊
不知有人唠叨是莫大的幸福，唠唠叨叨
都是爱。生命有限度，如果某一天再也
听不到父母的唠叨声了，便是天下第一
等憾事，从此也就成了孤独的行者。细
细咀嚼，父母的唠叨里往往饱含着人生
的智慧，是最朴素的生活真理，是无数人
用脚步丈量出来的经验教训的凝结，可
别小看了它，我们之所以体悟不到，也许
只能说明自己见识不足罢了。

少年不知愁滋味，总想仗剑闯天
涯。不知何时，我们把“父母在，不远
行”的古训抛到了九霄云外，很难体会
父母的心境。爱之愈切，才想之愈深、
思之愈细。爱是具体的，需要物化的承
载。不管给钱给物还是叮咛唠叨，都是
爱的一种表达、一种体现。只有爱发出
去并且落了地，才会令人愉悦欣慰。既
然爱父母，就当欣然接受，这何尝不是
一种孝顺呢。

（作者单位：空军工程大学）

欣然接受你的爱

□雷焕

又是一年春光至，时光荏苒，岁月如梭，不觉已过了
不惑之年。不记得多少个春天在匆匆忙忙的脚步中一
闪而过，自己整天为了生计奔波，已然忘却了身边的风
景，春天是什么样的呢？

不经意间看见了发芽的柳树、南归的燕子、远天的
风筝……这些让我想起了儿时故乡的春天。

纷纷扬扬的雪从彤云密布的天空中飘落下来，压在
一簇簇粉红的桃花上，树下的花瓣滚落在灰白的雪中。
这便是我的故乡独有的一大景观——桃花雪。如果说
梅在严寒中孤苦伶仃地开着，那么桃花在雪中怒放，也
就预兆着故乡春天的到来。

清明前夕才迎来故乡真正的春天。
“呜……”村子里响起了柳笛声。小姑娘们拽着爸

爸的衣角，央求大人们爬上树折枝条，拧成笛，衔在嘴里
呜呜地吹着，笛上分明长着几个小嫩芽。清脆的笛声吹

醒了沉睡的故乡，飘向遥远的地方。
远处的晒场上，一群孩子在放风筝，大一点的男

孩放开手中长长的线，五颜六色的风筝带着童心飞上
高空，身后的孩子们一边仰头看着风筝，一边唱着：

“又是一年三月三，风筝飞满天，带着我的思念和梦幻
一同到春天……”

一场淅淅沥沥的春雨冲洗着沾满尘土的故乡。“沾
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金黄的油菜花、嫩绿
的麦苗都那么惹人喜爱。人们让春雨洒在身上，走在路
边，几个树芽掉进脖颈里，一丝清凉传遍周身。

乡间路上，赶车的老人将烟斗别在腰间，手里的
鞭子向空中一甩，“驾”一声吆喝，小毛驴“笃笃笃”地
加快了脚步，满满的一车树苗似乎要站起来，一睹这
春天的美景。

（作者单位：铜川市声威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傅大为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职工作协副秘书

长、陕西省国防职工作协主席、西安市作协诗委会
副主任，曾出任第五届柳青文学奖评委，被陕西省
总工会、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授予“陕西省职工艺
术家”称号。

从事创作 30 余年，作品散见于《人民日报》《诗
刊》《人民文学》《星星》等，著有散文集《青青苦丁》、
诗 集《多 情 岁 月》《傅 大 为 的 诗》《献 给 太 空 的 金
牌》。20 余次获国家、省市文学赛事奖，代表作在中
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大型庆典朗诵播
出。《诗刊》“当代诗人群像”曾予以介绍。

现供职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第六研究院。

陕西职工作家列传③

在秦岭看火箭发动机试验
首先，我要写到声音

我不得不借助修辞的声威

告诉你，那撕裂大地的绝响

那冲开天门的轰鸣

我要告诉你，那刻我就站在

对面山坡，距离发动机试验台不足200米远

我看见，巨大的钢铁和水泥

在我眼里、在泥土大地，沉稳如磐

努力将瞬间爆发出来的响

举在头顶，地动山摇

默默读秒

我还要写到火焰，被卡住翅膀

被束缚住了飞翔的火焰

疯狂愤怒地喷出时间喉管

由火红、到橘红、再到橘黄

肆无忌惮地燃烧，蓄谋已久的愿望

比太阳的颤抖还要光亮

轰鸣，燃烧，喷射，580秒

580个石破天惊！对此

我必须提及亢奋的液氧、饥渴的煤油

必须赞美它们的亲密拥抱

碰撞，铁与血、水与火的碰撞

化为3000度的扶摇畅想

最后，我还要说到气浪与云烟

那是一种动态象征，沿着山谷，向天

山呼海啸地，翻腾、滚涌、追逐

令我不由得暗叹：秦岭，抱龙峪

真的有龙从这里飞起

嫦娥五号辞
（一）

文昌发射场，“长五”拥戴着“嫦五”出征
渐远的尾焰，告诉地球我们去了
渐近的窗口，告诉月亮我们来了

“嫦五”引领着中国，款款而来
这美丽神话传说的化身
让久远的梦想，拥有了现实的模样

（二）
轻舒广袖，“嫦五”飞出地球视线
迢迢天路，白云朵朵
皆是吴刚暗遣的掌声，迎了一程又一程

而铺向无限的，是滴着淀青的蓝
真的羡慕“嫦五”的翅膀
一面煽动阳光，一面鼓荡月色

（三）
地月之吻，“嫦五”沉稳若大家名门
表取温润现实，钻取深邃历史
2千克月色之重，将成为千古传奇

往返76万公里长路，太空邮差
举一面旗帜，快递一抔宇宙泥土回家
我们的脚下，还有什么不能变通途

人间世

风景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