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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院分

为前院、中院、后
院，共生长有 9

棵香椿树，它们的始祖是中院西南角的
香椿树。树身粗壮笔直，直径近 1米，树
冠开阔有形，长势高达10米以上，遮天蔽
日。它是什么时候栽的？我不知道，只
知道它的年龄比我大好多。

生产队要伐了它，伐树的那天，我们
全家只是静静地坐在院落。好长时间，
这棵又粗又壮的香椿树才被伐倒，结束
了自己的生命。伐树的那天还差点伤了
人。后来村里一位老者说，伐树前几天
要用红纸写上“树神早离，不日伐之”几
个字，贴在树身上。香椿树连枝带叶走
了，生产队的伐树人走了，父亲走到直径
近1米的树根旁，低下头来，目不斜视，在
一圈一圈地数着它的年轮。

香椿树走了，派上了用场。生产队
打井，它被扯成板，在井下服务；生产队
夏收，它被制成木掀、刮板、尖杈等农用
工具，在大场上为“三夏”服务。它为社
会服务，实现了它的一生价值。

春雷一声震天响，清风数拂天下
春。我家走出了阴霾。生产队也归还了
打井时在井下服务仅剩的几页香椿木
板。父亲用这几页香椿木板做了一个大
板柜，一柜两室，一边存粮，一边放衣
服。父亲还在大板柜的上面制作了一个
来回拉动的抽屉，存放他陕西师范大学
的毕业证，还有英纳格手表。母亲每次
开锁时，我都迫不及待地拉开抽屉，把父
亲的毕业证和英纳格手表拿在手里看上
好一会儿。在母亲再三催促下，我才放
回原处，母亲说那两样东西是我们家的

宝。香椿红褐色的木材做成的大板柜，
纹理美观，质地坚韧有光泽，耐潮湿耐腐
朽，刷了漆之后，便放在了家中C位，成为
我们一家大小的念想！

为了吃上家院中的香椿，回味那不
变的味道。母亲便叮嘱父亲在被伐倒的
香椿树原地重新栽一棵，吐故纳新。是
的，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时间一天一天
地过，香椿树也在一天一天地长。

现如今，我们都住在城里，每每回到
老家，父亲总是拿起粉笔在墙上的成长
比赛表中认真记录这 4 棵香椿树的腰
围。谁腰粗了，谁腰细了，谁要加油，念
叨半天，父亲脸上的笑容很灿烂！

今年夏天，为了改善居住环境，7
棵香椿树要实现社会价值，为社会作
贡献。哥哥请来专业伐木工人，在伐
树之前，请人写了“树神早离，不日伐
之”的纸条贴在树上。我也从城里回
到老家，见证香椿树成为栋梁之材派
上用场的时刻。

太阳火辣辣地照在头顶。装满香椿
树的车距离我的视线也越来越远。我没
有伤心，我知道，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
跃，广阔的天地才是香椿树的家。

□樊红

家院里的香椿树

□张广才

花猫一家

花 筒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
前几天晚

上下班回家，在
楼下偶遇一只

花猫在路边徘徊，焦急地走来走去，见我
过来便冲我叫唤，眼巴巴地望着，似有所
求，我见状便俯下身来，轻轻抚摸它，它
也不躲避，反而不停地蹭我的裤脚，像是
个老熟猫似的。

清凉的夜，昏黄的路灯底下，人和猫
亲密互动，俨然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温馨画面。谁知更温馨的一幕还在后
头呢！这时草丛里窸窸窣窣，竟然一下
冒出五只小猫，小模小样儿，毛茸茸肉嘟
嘟，煞是可爱！它们呼啦一下凑上来，用
小嘴贴着猫妈妈的脸，有两只直接把脑
袋伸向猫妈妈的肚子底下要吃奶。我这
才明白，原来花猫生了一窝小猫，正含辛
茹苦地养育它们呢！这时候，一切话语
和动作都是多余的，唯有一根鸡腿才能
解决问题。可是自己毫无准备，两手空
空，拿不出“硬货”，只好对它们来一番

“心灵安慰”后回了家。
“说什么也要给花猫一家带点吃的，

否则就不是我的风格。”我心里这样想
着。第二天我将吃剩的骨头和少许米饭
带给它们。不等我走到跟前，它们看见
了我手里的袋子，早已蜂拥而上，一顿狼
吞虎咽，完全不顾吃相，没有一点矜持。
猫儿吃得欢，我的心儿喜，一种愉悦感顿
时涌上心头——就是做好事后都会有的
那种美好感觉。

打那以后，我就关注着花猫一家的
生活境况，隔三岔五给它们送吃送喝。
慢慢地我发现，关心花猫一家的爱心人
士越来越多，给它们提供帮助的远不止
我一人。看到花猫一家的生活蒸蒸日
上，我心里甭提有多高兴了。

花猫一家就住在我天天路过的地
方，每天都能看到它们惬意的生活。它
们不是在吃东西就是在打闹玩耍，或者
闭目养神。我心想，花猫一家没有主
人，不属于哪一家，自由自在，也不担心
自己的吃喝，恐怕这算是猫生的最高境
界了吧。

善良者都希望世间万物更美好，衷
心希望花猫一家一直幸福。

□毛雅莉

用“城市精神”追逐青春理想
仲秋之夜，我和朋友在安康大剧院观看了话

剧《金沙江上那座城》。这场由四川人民艺术剧
院演出的话剧震撼了我，全剧落幕时，全场掌声
经久不息，一种久违的感动也涌上心头……

话剧《金沙江上那座城》再现的是 50多年前
的故事，全剧以攀枝花市实施国家“三线”建设
重大战略为背景，主要讲述渡口建设指挥部邮电
局话务员鲁晓芬、载波通信技术员朱煜明、宣传
干事胡岳巍等老一辈“三线”建设者艰苦奋斗、
无私奉献的感人事迹。建设了一座矿山、一座钢
厂、一座城市……以小见大，以个体命运讴歌了
400万“三线”建设者响应国家号召，投身“三线”
建设，用生命里最美好的时光来诠释属于那个火
红年代的不朽青春！

帷幕拉开，琴声响起，歌曲《爱的光亮》婉转
悠扬，像一束阳光，撩拨心弦，点亮舞台。1965
年的攀枝花，金沙江水拍岸，一段关于“三线人”
的青春奋斗史在琴声中娓娓道来。

这是一座英雄之城。攀枝花是一座因国家
“三线”建设而生的城市，这里曾经是一片不毛之
地，只有“七户人家一棵树”。“不是说攀枝花这里
有两层楼的小洋楼，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钢铁之

城，在哪里？”“放心，未来这里都会有。”剧中，鲁晓
芬和姚组长的这段对话，道出了攀枝花开发建设
初期的环境之苦，也道出了建设者的信心之足。

开发建设初期，来自五湖四海的建设者们，
克服了艰苦的自然条件，建设成了中国西部大
型钢铁企业攀钢，创造了 2.5万平方公里面积上
建设成套钢铁厂的中国奇迹，攻克了普通高炉
冶炼钒钛磁铁矿的世界难题，深刻影响和改变
了我国工业和经济格局。

这是一座包容之城。攀枝花共有 43 个民
族，其中 42个民族是少数民族。不同民族、不同
地域的人群在这里共生共息，移民文化和各民族
文化融合交流，形成了开放包容的多元文化环
境。走在攀枝花的街头“南腔北调”的普通话是
这座城市最显著的“乡音”。这是一个没有“外
地人”的城市。

这是一座青春之城。攀枝花是一座因矿而
建、因钢而兴的新兴工业城市。过去的 57年间，
攀枝花也正在飞快地转型发展，以安宁河流域高
质量发展推动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建设，立足资
源丰富和产业特色，统筹“写”好钒钛、阳光、清
洁能源“三篇文章”，高质量建设世界级钒钛产

业基地、“天府第二粮仓”、阳光康养旅游度假目
的地，以及国家重要清洁能源基地。

如今，鲁晓芬所问的问题历史早已做出了回
答，姚组长信心满满的未来已经照进现实。随着
一代代人赓续奋斗，一项项民生承诺也写进万千
百姓的生活，一份份来自幸福之城的民生答卷力
透纸背。音乐穿越时空，响彻整个剧院，我似乎
听到了生命的绽放和时代的交响，眼泪不禁又涌
出眼眶……

一座城市的辉煌与骄傲从他们身上得以淋
漓尽致的体现。观剧中，使我的内心震撼的何止
是骄傲和自豪，比这些更打动人心的是这座城市
和建设者们所坚守的人格尊严和使命担当。

这种勇于奋斗、兢兢业业的精神，也为我们
注入传承与继承的力量。他们的宝贵精神财富，
激励着我，坚定前进信心，作为一名企业媒体工
作者，我要在自己的岗位中用好一支笔，写好一
篇稿，让更多的时代青年尽情释放青春激情、追
逐青春理想，为城市建设添枝加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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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志飞

与月光对话

□杜官恩

跟日子讨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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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丫头读了一会儿书，关灯准备睡觉，从外屋到
里屋的一小段距离，突然发现了童年的那抹月光。

其实月光在里屋，已经流溢了很久。只是我
专心读书，以为是外面定时开关的太阳能灯投射
到窗口玻璃上，照亮了被子上安静憩息的猫儿。

我披上外衣穿了鞋，到花园里看那株牵牛花，
看它有没有悄无声息地背着我，在月光下偷偷绽
放，一抬头，便看到了飘在夜空中那一轮温润迷人
的月亮。

这才注意到，我踩着的那片清亮温柔的光，原
来是童年那一抹让我迷恋不舍的月光。想要回屋
休息的脚，就这样倏然地停住。伴着凉风，我听见
微弱的虫鸣声。

缓缓游动的月光，穿过我的双脚，爬过牵牛花
的藤蔓，一直向前……

那是我童年住的窑洞，月光游过窗棂，抚过
窗台、棉被、祖父的烟袋，并最终，在宽大的棉被
上停下。

我不知道我如何才能一步就跨到炕头，躺进
棉被，从而将那片柔软透明的月光，完美地留在绘
有素花的棉被上。很久很久……祖母熟悉的声音
在呼唤，最终，我选择脱掉鞋子，跷起脚跟，轻柔地
淌过月光的小河，那溪水般明净清凉的月光，在我
的脚踝处，一圈圈地荡漾开去。

我记得那是一个初秋的月光下，我穿着薄薄
的小衫，奔跑在井台与家的那条小路，为担着满满
一担水的祖父加油鼓劲。我当然是什么忙也帮不
上的，甚至连跑几个来回便会累倒在炕头，囫囵个
身子在月光安静注视下呼呼地睡去。

每每都是祖母，喊
我的乳名叫我起来脱衣
再睡，我爬起身睡眼惺
忪地揉一揉眼睛，爬上
窗台眯眼看一看院外那
棵大树，树上吊着一轮
莹润的月亮，树下有蝉
的鸣叫。

我不顾祖母的拦
挡，踩着被露水打湿的
月光去捉蝉，忘记了树
下的蜂洞。我的哭声和
夜半的犬吠声扭在一
起，停泊在那抹月色中，
停泊在我那长也长不大
望也望不到边的童年
里，很久很久……

童年里那一抹月
光，是有轻盈的翅膀的，
它从高高的烟囱，飘进
院里，又落在静默的窗棂上，而后进入我童真的梦
境中窃窃私语，恬淡的似一首摇篮曲。

如今，已经很多年过去了，我似乎已经忘记了
童年的月光。我一直以为，童年的月光，它永远穿
不透岁月，越不过时间，飞不进光阴，跨不进年光
的楼道。我在跨入成年礼那天起，就不再留恋童
年，包括童年的月光。

我将遗忘掉童年月光的缘由，推给了生活、孩
子。我认定童年的月光不会再光顾我这片忙碌的

地带，我一心想着等孩子大了，等我老了，我会选
择一处安静的住所，或许是回到童年住的窑洞，听
月光的低语，闻月光的香甜。而我唯独忘了，如水
的月光，它是可以毫无阻碍地穿越岁月，时间、光
阴、年光。当它抵达我的屋里，并没有怪我对它的
遗忘，照例将那清冷的光，蒲公英般，温柔地落入
每一个角落。它藏在飞旋的风车上，隐在田野的
花叶间，停在一双眼睛里。我关上灯，倚在窗口，
与那悄悄潜入房中的月光对话……

听过一个故事，大意是人生有三重
门。年轻时每个人都急着赶路，只会看
到门上的字。一重门上写着“改变世
界”，你就毫不犹豫地树立起自己的一个
人生理想。二重门上写着

“改变别人”，于是你就会看
到别人的缺点，试图去改变
别人。三重门上写着“改变
自己”，你想不管如何努力，
世界还是按照自己的方式运
转，并没有因为你的努力或
者不努力而有改变；别人也
是我行我素，也没有因为你
的指教或者批评而变得高尚
温柔。这时候的你，不得不
重新审视自己，改变自己。

有一天，你发现了自己
不再年轻，就该往回走了，回
去的路上，这人生的三重门
还在那里。首先看到的第三
重门背后写着“接纳自己”；
第二重门的背后写着“接纳
别人”；第一重门的背后写着

“接纳世界”。这时候的你可
能已经年过半百，看到“接纳
自己”时，如释重负，醍醐灌
顶。你开始接纳自己的缺
点，承认自己的力所不及，承
认自己与别人的差距，审视
自己的人生目标，享受自己
独到的乐趣，用平常心看待
自己的得与失，领会得失之
间的辩证关系。开始承认人
各有各的活法，尺有所短，寸
有所长，你开始倾听自己内
心的声音。

年轻时，心花怒放，会觉得每一朵花
都向自己微笑，每个人都是自己的至
交。不再年轻时，就认为花开无心，境由
心造，人生有两三个知己，甚好。

年轻时，一个人待着，觉得寂寞、孤
单，似乎全世界都遗忘了自己；不再年轻
时，才觉得自古圣贤皆寂寞，自己学会了
给自己生火取暖，自己会管理好自己的

情绪，自己成了本我最真实
的心灵支点。怨天尤人不如
自我反省，自己心里的坎过
去了，知道了内心最想要什
么，最排斥什么，知道了自己
最大的希望就应该寄托在自
己心里。

一个人只有与自己和睦
相处，才是单纯的又是成熟
的，才可以包容别人，和别人
愉快相处。一个无法与自己
和谐相处的人，就无法与别
人达成共识，不得不与别人
达成妥协或者争斗。

多数人过于关注别人对
自己的看法，处处与别人相
比较。殊不知，人人都处于
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位置，
生命中不仅仅是齐步走、团
体操和大合唱。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
不过，只要知道自己最想要
什么，自己最想干什么，自己
与自己没有走散，就没有什
么好担心的。

一个人喝茶，一个人看
书，真诚地理解别人、体谅
别人，心境平和，怡然自得，
摘下社交中的种种面具，认
真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
感谢自己每一个过往的所
遇，美好的、失意的，甚至失

误的，生活中才能有不同的启迪和收获，
唯有如此，才可
以重新爱上这
个世界。

郑老爹喜欢赶街驮些小菜卖，不管是茄子豇
豆，还是丝瓜黄瓜胡萝卜。每天只弄一点点，只要
每天有卖的。

他老婆说他是“骨头贱得喊出了声——喜
欢折腾”。

郑老爹理由充足地反驳道：“总比睡不着，在
床上折腾强啊。”

眼看田里的菜卖得跟不上趟了，郑老爹打起
了门口一棵枣树的主意。

这棵枣树是无意之中长起来的，几十年没
死。虽说枣子的品相不太好看，一半青黄色，一半
锈红色。但吃在嘴里甜滋滋的，和高粱一样甜。

一棵老枣树，结满果实时，喜感十足。它结的
枣子，一家人吃一茬它熟一茬，隔壁左右送一遍它
补一遍。要季节过去，枣子才吃得完。

今天，郑老爹专门摘了一提篮枣子赶街来了，
看能不能卖两个钱，让自己乐一乐。

郑老爹无病无灾，儿女孝心，又有农村老人补

贴拿，日子过得无忧无虑。他赶街卖
小菜，就是在讨欢喜。最好是自己欢
喜时，也能把欢喜带给买了他菜的
人。他卖菜，讨价还价时，一般都是
他先“软和”下来。多数时间是连卖
带送，只要有人喜爱他的菜。

今天，他只带了枣子，卖相又不
占优势，不知道会不会有人喜欢，能
不能卖出去。

他不慌不忙，不需要趁夜色赶
早。现在的人们，好像都懂得享受，
起床都很迟，导致街市也开得很迟。
天光大亮，路上的行人稀少。郑老爹
在这个时间段，可以很安全地骑着三
轮车到街上。

以前赶街，是随便往一条街道两
边放的。起风下雨，淋得像落汤鸡。
下雪下雨，冻得直打哆嗦。现在有专
门的大菜场，装修得跟大电影院似
的。专门的坐商贩子买铺面经营，不

想出摊位费的，像郑老爹这样的人，外面还有一圈
小巷道可以收留他们。头顶上有一长排雨棚子，
能够保证遮阳避雨。每天随时来随时摆开，规规
矩矩像排队。也不收费，人性化十足。

郑老爹在一条白色画线内，将三轮自行车的
屁股调顺，对好了人流巷路。

旁边来的是一位老婆婆，一样是骑三轮自行
车来的，也一样只卖一种东西：玉米。

郑老爹不禁笑起来。由此看来，老婆婆的情
况和他差不多。他们经常碰到一起，虽然叫不上
名字，但都可以用“大妹子”“老大哥”相称，都不
会问姓名。

玉米包着苞叶，头上还留着黑缨，像一揪头
发。看品相，也是不好。

郑老爹问：“这玉米是干成这样的吧？”
老婆婆说：“是啊，干了还逗虫子。菜园子里

的几棵，又不能杀药水。管它的，卖得几个是几
个，只要有人要，就给。”

这时，过来了一位中年妇女，四五十岁的样
子。拖着一个专门买菜的简易拖车，停在郑老爹
面前。她先不问价格，不说买，只问：“能不能尝
一颗？”

“尝吧，你尝，枣树上多的是。”
中年妇女尝完说：“呣……枣子还蛮甜嘛！”
郑老爹很高兴，他就喜欢听别人夸赞他的东

西好。就是青菜叶上有几个虫洞，他都会仔细解
释，说这是没有打过药的绿色产品，让人认同，
给几句好评。

郑老爹看出了中年妇女心里想的。“来几斤
吧，枣树上快卖完了。”

“多少钱一斤？”
“六块。”
“五块钱一斤？”
“五块钱一斤，得来六斤，整数。”
最后，中年妇女来了六斤。扫码，付账，行

云流水。
中年女人买完枣子，又看到老婆婆的玉米

棒子。
“多少钱一个？”
“一块钱一个。”
“上面还有虫子眼嘛，两块钱三个。”
“可以。卖完早点回家。”
中年妇女买完玉米棒子，临走，看到老婆婆手

里正在剥苞叶的玉米棒子，似乎漂亮一点。“我跟
你换一个吧？”

老婆婆说：“换什么换？便宜东西，多拿一个
去得了。”

中年妇女得了便宜，不停地“谢谢，谢谢”，满
意而去。

这时，郑老爹喊：“枣子，你的枣子不要了？”
中年妇女折回来，提了落下的枣子。“你看我

这记性，太差了。谢谢啊！”
卖了几斤枣子，卖了几个玉米棒子，郑老爹和

老婆婆收获到一堆谢谢——这就是他们跟日子讨
得的欢喜。

人家开心，郑老爹和老婆婆也一样开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