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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走一路望
□王慧春

屈指一数，工作已近三十载，随着中国
铁建走过了莽撞的青春年华，度过了奋斗
的中年岁月，而今按着时间来捋一捋，从毕
业到现在，铁道兵如影随行地伴我成长，早
已泪流满面。

毕业分配到广深准高速铁路项目部，
白天跟着测量班验梁，晚上帮着技术科绘
图。测量队长、试验室主任都是铁道兵，吃
过晚饭他们会带着录音机去散步，经过我
们绘图工作室，一首首红歌会飘入耳
中。我停下手中的笔，静静地听一会
儿，其间还有他们嘹亮的歌声，他们
从外面回来，总会习惯性地拐到绘
图室来看看我们，叮嘱我们早点休
息，有时还会给我们提来开水、送来
方便面。一朝初入职，老兵领前行，
红歌入耳畔，减压又提神，送水兼泡
面，充饥也暖心。

1994年 8月 16日，那一天我被测量队
长“吼”了，但我一点都不怪他，而是感谢他
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同往常一样和测量
班一起去检验桥梁，梁场的人没跟我说把
资料放在检验的第一片梁上，被架桥机一
起带走了，我急着上桥头去找，没多远，就
听到测量队长喊我，我头也不回地还是往
前走，他三步并作两步追上我，指着向前延

伸的线路冲我喊：“一会儿架梁机返出来，
你往哪躲？”我这才反应过来，这是临时架
桥的线路，单行线。他陪着我找到资料返
回时，大概离存梁区还有百十米远，架桥
机就从我们身后呼啸而来。他沉着地把
道砟扒拉平让我趴下，我闭着眼睛，架桥
机从我头顶驶过。我吓得全身瘫软站不
起来，他伸手拉，拍拍我身上的土。从此，
也慢慢地用心了解这个英雄的集体，知道

他们曾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面临的种种危
险，一次又一次地坚定了在这个奉献集体
里工作的决心，自己也渐渐地学着扛要事、
解愁事，战胜困难，走向阳光。

1996年初秋的一日，宣传部有人来我
们项目部采访，没敢正面请教，可一整天我
的目光几乎没有离开过他。听项目长讲，
这是老铁道兵宣传部副部长，拍一手好照
片，经常有报纸刊用。他不顾一切进隧道，

进了隧道直往最危险的掌子面走，我为他
能在隧道里为一张图片拍一上午而不可思
议，更没想到的是，晚上他给我同寝室同事
在外屋办公室声情并茂地讲有关新闻的故
事，我一直在里屋偷偷听了两个小时，再
也忍不住内心的狂热冲到外屋，向他请教
我在新闻写作中遇到的问题，他都详细解
答。直到现在，他已经退休在家，仍在关
注着我写的文章、拍的照片，有时还会指

点我。在老铁道兵恩师们传道解惑
授业下，我才能坚持写作到现在，才
能为铁建人的奉献与苦乐写点儿拙
文。一路走一路望，一路黄昏依然，
一个人走在铁轨上，默默地向远方，
走到哪里，哪里就有我的梦想。

成长中的影子，只要有阳光，人在
哪儿，它就在哪儿与你牵手相伴。正值

庆祝中国铁建成立 75周年暨兵改工 40周
年，遍布全国的铁建工地，青年一代正继
续发扬着“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
铁道兵精神奋发向前。你听，清晨朝阳
里，隆隆的机械声热火朝天，声声入耳，
夜以继日，热土旧貌换新颜；你看，八九
点的太阳，新时代的铁建人，个个精神抖擞，不
惧风雨，勇往直前，披沙沥金苦中甜，苍茫大地
写诗篇。 （单位：中铁十二局四公司）

草 池 湾 的 秋
一夜秋雨，晓雾蒙蒙。秦巴深处的草

池湾村清晨，如诗如画！
只见四周群山环绕，蓊蓊郁郁。中间

是一块盆地，约一千多亩。一处湖泊水色
碧绿，像一块硕大的碧玉。鸟儿欢快地鸣
叫，飞来飞去，两只朱鹮一前一后，悠然地
在天空展翅，淡红色的翅膀忽闪几下，就钻
进云层没了身影。一片两片树叶飘落，像
是蝴蝶在飞舞，虫儿唱着丰收。荷叶已经
有些秋色了，有的凋残，有的青绿；菊花开
得旺盛，五彩缤纷；鸡冠花也开着鲜艳的花
朵。散居的农家小院就坐落在这青山绿
水中，白墙红瓦绿门窗，宁静而温馨，宽敞
的院坝里，墙上挂着、地上晾晒着红艳艳
的辣椒、黄澄澄的苞谷棒，房前屋后种满
了果树，红彤彤的枣、橙黄的梨，猕猴桃、
板栗从青刺中探头探脑，橙红的橘子像一
盏盏小灯笼，葡萄像一串串珍珠……黄色
白色的小狗在院子里、路边慵懒地卧着，
不动声色，一幅与人和谐相处的模样。

太阳光芒穿破云雾，照耀大地，山更
青，水更绿，尤其是千亩的稻田一片金黄，
饱满的稻穗低着头，把稻秆都压弯了，露珠
挂在稻粒上，在阳光照耀下闪闪发亮。一
阵风吹来，水稻随风而动，如波浪起伏，一
股清香扑鼻而来。三五成群的村民正在稻
田里打谷子，昨夜大雨，田里积了水，大家
只能赤脚下田，在各自的赛口站定，弯了
腰，左手拢谷，右手持镰，一镰刀一拢，三五
镰一抱，再送到打谷的拌桶前，拌桶是当地
人的俗称，它是由竹席和一平方米的木头
框架制作的打谷器。四五个打稻人呈半环
状围在拌桶边，他们两腿叉开，双手拢谷，
高高扬起，用力朝着拌桶摔打，你上我下，
争先恐后。“嘭、嘭、嘭”的打谷声在山谷间
回荡，稻谷四溅，继而纷纷扬扬落进拌桶，
惊飞了天上的鸟儿，不时有胆大的麻雀在
田里叼上一两口再飞走。一会儿就打好了
一桶谷子，麻袋装了，扛到大场坝晾晒，阳
光下谷子金灿灿的，如铺了一地黄金，到处

弥漫着喜悦的丰收气息。
一群鸭子在稻田里面尽情游玩，我啄

你一下，你叨我一口，摇摇摆摆。田埂上
长满青草，晶莹的露珠闪烁，地头山边，
种着一畦畦青绿的蔬菜，夹杂在稻田之
间，更增添了色彩和诗意。独特的乡村
风光，加上凉凉的风、清清的水、高高的
山、蓝蓝的天、淡淡的烟、茂密的森林、清
新的空气，真是人间仙境啊！

到了黄昏，村民们喜欢在院子里吃
饭。这时，母鸡和小鸡们就都跑过来吃孩
子们掉下的米粒。美丽的黄昏下，大家享
用晚饭，闲话家常，绘成了一幅自然、和谐、
独特、迷人的田园风景画。

岁月啊，也不知走了多少年，时钟的步
子是那样长，永远地走，只是永远地停留，
停留了若干年，若干年只是求得这种安定
与幸福的农家生活，让这里的人们感到了
生命的真实与心灵的执着。

（单位：石泉县妇幼保健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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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没有得病之前，在我眼里
是最坚强勇敢的人。也许在每个
孩子心中，父亲都是一个英雄般的
存在，没有父亲干不了的事情。可
自从父亲老了、病了以后，我很怕
父亲住院。

不知道为什么，父亲进了医院
在配合治疗这件事上，是我认为在
他一生中做得最不好的事情。

两次手术都在腹部，但是他挂
着吊瓶，每隔半个小时左右就要起
身坐起来，说是躺着腰疼难受，刚
开始我们只是叮嘱，讲道理让他少
起身，以免伤口受力，难以愈合，可
是他仍然我行我素，不听劝阻。

因为反复起身，挂吊瓶的手频繁动，就造成了“滚
针”，每天都要重扎针。

我不知道为什么一到医院他就变得急躁，很不耐
烦。我反复给他讲既来之则安之，配合医生好好治疗，
很快就能出院，可他就像调皮的孩子，听不进去。

拒绝做雾化，护士告诉他，做雾化是为了防止他咳
嗽，有利于伤口愈合。他说自己只咳嗽几声，不想做。
听到这，我嗓门大了起来：“必须做，赶紧做！”父亲见状
只好乖乖去做。做完两次雾化，明显就不咳嗽了，只是
稍有点气喘。看来，对待“老小孩”还得假装生气。

医生叮嘱术后只能吃半流食，父亲不听，一定要吃
面包，我说：“医生让吃半流食。”父亲说：“你给我一个
面包，给我杯水，我吃下去，喝下去，在肚子里就是半流
食。”我哄劝父亲：“我让你女婿下楼买汤面片，既有汤
又有面，你吃了胃舒服。”父亲这才点点头勉强同意了。

我想不通，年轻时无所不能的父亲，进了医院怎么
变成了一个不讲道理的“老小孩”呢。我问他：“你为什
么就不听话呢？”“道理我都懂，我就是不舒服，就是想
动，就是想吃。”父亲似乎也无可奈何。

也许老人没有了耐受力，忍受不了病痛的折磨，道
理他们都知道，就是管不住，也有点不想管自己吧。

以前在病房看到一些家属呵斥老人，觉得老人可
怜，儿女不孝顺。再对比现在自己对父亲的态度，这
才明白，有些事情不是你看到的那样，真是眼见不一
定为实呀！不呵斥他不配合治疗，老人会受更大的
罪。儿女可以出钱出力去照顾老人，可是那份被病痛
折磨的罪，谁能替代呢？

我一边心疼着父亲，一边思量着如何让父亲配合
治疗，早日康复。

忽然想起自己小时候体弱多病，父亲总是不厌其
烦地带着我到处求医看病，每次吃药打针的时候，也是
被父亲哄着。母亲曾经说过，我小时候生病时每次喝
中药，都哭着闹着要吃糖才肯喝药，那时候家里穷，看
病花钱已是不易，哪来钱买糖吃。

有一次，我哭喊着要吃糖才肯吃药，从未发过火的
父亲高高地扬起了手，但是并没落下来，只是生气地呵
斥了我。从此，我吃药再也不要糖了。

现在看来，照顾老人，我还是缺少一点耐心。希望
父亲不再住院，身体一直健康。

（单位：中国电信三原分公司）

秋意黄昏秋意黄昏
□孙文胜

日头像五婆烙的柿子饼
挂在村西的枝丫上
金风鼓足劲
掀不动山里山外积聚的馨香
雀儿弹弹跳跳
啁啾声里
满是秋浓得化不开的味道

山不动，人在动
一寸光阴一寸金
回眸的瞬间
我看见父亲弯着腰
在参拜土地
母亲揉面的手搭在额头
炊烟里 一声长唤
夕阳应声跌落在山的背后
那不经意溅起的油彩啊 染得
南瓜金黄 茄子乌青 辣椒臊红

收获之前
该袒着肚皮 捧着海碗
咥碗油泼面 然后
沐着月光 枕着蛙鸣睡个酣觉
我期盼碗里的辛劳
和梦里的黄粱一样金黄芬芳

（单位：陕煤运销集团）

秋 水秋 水
□郑芥

轻轻步入雨幕
悄悄探访草木
云天似已昏寐
空山忽露明媚
一带秋水如何望穿
从遥远的昨天
穿过山
越过林
跨过坎儿
一路跌宕多姿
时为流瀑
时为奔溪
时为深潭
一带秋水如何望穿
晶如琥珀
绿如碧玉
蓝如宝石
要将今日秋色
通通阅尽
面朝明朝的大海
一往无前

（单位：省税务局）

卧 虎 岭 上 的 蝉 鸣
□吕丽霞

梯子是一种方便人们日
常生活的用具，一般由两根
长、粗相等的杆子并排做帮，
中间横穿若干适合攀爬的横
杆组成，用于爬高。

梯子看似结构简单，形式
单一，但其设计却有着严格的
比例要求。一是上窄下宽的形
状，使梯子整体的重心不易落
到梯子在地面上的两支撑点以
外，这样梯子就不易侧倒，更加
稳定；二是根据梯子高度选择
两个主帮长度，确定上下横杆
的间距和材料大小，然后设置
一系列的梯级，能够将人或物
体从低处升到高处。比如做一
个直行梯，一般高度应该是400
厘米左右，宽度一般是 80 厘
米，这样设计比较合理，一次可
以通过一个人，在这个长度范
围内，可以做8-9个踏步（梯级）。

从梯子的原理中让人可以悟出许多哲理，比
如组织机构设置、企业的发展、人生成长等等。

梯子的两个主帮犹如单位两个主要领导，相
互补台，相互制约，相互依存，避免一个领导失
稳，一个领导独断专行。同时，梯子中间的横杆
如果太密，既浪费材料，又阻碍上下行，而若太
少，又不方便爬高。比如 4米高的梯子中间只设
置两个横杆，只能让人望梯兴叹，成为摆设。企
业单位的组织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与梯子的结
构设置有异曲同工之妙，也应该从实际出发，达
到合理实用，既不能够因为精简人员机构就搞一
刀切，把机构人员简到成为摆设，更不能因人而
异设岗设人，造成机构重叠，人浮于事。

梯子的作用告诉我们，要想升高，必须循序
渐进，一步一个台阶，不可能一步登天。人生的
事业奋斗也需要有一个过程，只有一步一个脚
印，筑牢基础才能够厚积薄发，才能够行稳致
远。这个基础可以是良好的家庭教育、优秀的学
习成绩、丰富的社会经验等等。只有在这个扎实
良好的基础上，才能够实现更好的发展。

梯子的作用还告诉我们，要想升高，必须有
一个明确的目标。梯子的高度或顶端就代表一
个方向和目标，就像梯子一样，人生也需要有一
个明确的奋斗目标。目标是人生的方向，是大
海中的指南针，是沙漠之中的北斗星，有目标存
在，你永远不会失去未来。没有目标的生活，就
像一艘没有航向的船。这个目标因人而异，不
高也不低，能够实现就行。有了明确的目标，才
能够更好地前进。

在使用梯子的过程中令人思考到，人生要学
会借力。梯子必须底部安放在坚固的地面上，
顶部搭在固定的高度上，这样才能够发挥其作
用。人借梯子登高达到自己的实际目的，梯子
通过人的使用而实现它的价值。“假舆马者，非利
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
河。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

那天听到的第一声蝉鸣，是在商洛市卧虎
岭的虎尾上。

是时，我们正在雨后湿润清新的空气里，
看野棉花展露着粉红的笑颜，探究不知名的
红果子的科目属，踩着柔软的土地，在山梁上
让风灌进衣服，享受清凉舒爽。突然间，一声
蝉鸣自身后的槐树林响起，初时尖锐，继而回
旋，仿佛一首歌，初始时激情澎湃，后半段转
入抒情。有同伴惊奇地问：“这么高的地方，
还有蝉？”有人开玩笑说：“没有比脚更长的
路，没有比蝉更高的山。”浓绿深处，蝉叫得更
加欢实，声音更加稠密，仿佛给我们传递着一
个信号——不是一个，而是一群。

登山，往往能激发一个人的征服欲。一群
人上山，更能让人豪情万丈，企图能征服，在自
己的生命历程中留下某些痕迹。

抱着这样一个美好的愿望，我们从虎尾爬
起，走上脊梁，一路向前。山上风大，处处是甘
草和一些不知名的杂草，或细长或圆形的小叶
子迎风起舞，舞风一会儿古典，一会儿现代，一
会儿柔情似水，一会儿劲爆无比，树却齐齐地
矮了下去。没有细柳般苗条的国槐和白杨身

体挺拔，英姿飒爽，像塔一样沉默，仿佛一个个
敦实干练的庄稼汉。

林阴伴着我们越走越高，渐渐靠近了冰川
时期的遗迹——石林。石头大多为白色，带着
岁月的锈蚀，体形有大有小，大者如一两间房
子，小者有手掌大小，但都与整个山体融为一
体。大的成为卧虎身上的骨节或突起的肌肉
块，小的则如卧虎身上的一个个小花斑。

踩在形态各异的石头上欢笑拍照，对照
着寻找它们在现实中的具象。这史前之石，
也的确给人不少惊喜。有的上面赫然印着巨
人的大脚印，有的石窝窝里盛着养心水，也
有的，直接从石洞里长出一株草，开着或紫
或白的花……

越到山高处，阳光越热烈，蝉鸣声越响
亮。它们的身体似乎蕴藏着无穷无尽的能
量——嘶鸣，嘶鸣，是为生命歌唱，还是警醒
人类而呕心沥血？

据说，这种不起眼的小昆虫，幼虫要在暗
无天日的地下待几年甚或十多年，一旦爬出地
面，则穷尽所有能量，鼓腹而歌，把短暂的虫生
装扮得精彩绝伦。人生是一首歌，而蝉生则是

一首生命的交响曲，激昂奋进，勇往直前。
太阳明晃晃，天空像风平浪静的海面，

一片蓝汪汪的样子，白云都跑到我们看不见
的地方躲懒去了。阳光下，一切都变得虚幻
起来，地上仿佛有蒸腾的雾气，人形飘忽，树
影模糊。唯一能陪伴、激励、刺激我们的神
经，还是那蝉鸣，一声又一声，一波又一波，一
轮又一轮，让人在身体极度疲惫中，找到了精
神拐杖。

终于下山了，走完坑洼不平的土路，水泥
路的尽头是一所土木结构的房子。房主是一
对九十多岁的老人，老头笑呵呵地从屋里拿
出凳子，放在树阴下供我们歇脚，脸上尽是岁
月留下的沟壑，手上是劳动多年留下的老茧，
脚上一双黄胶鞋沾了不少泥点子。老妇人顶
着一头银发，正在灶间拉着风箱，锅里倒着一
摊油，锅台上放着一盆刮得白生生的洋芋。
见我们进来，笑得露出了牙花子说：“在这吃
晌午饭！”笑容恬淡，风箱声悠长。屋内是土
地面，干净整洁，除了几件简单的生活用具和
靠墙立着各种各样的农具，还有一堆像小山
一样的洋芋。

人是有属性的，忽然觉得眼前这对夫妇属
土。他们几十年来都在这一方小小的土地上
耕作、生儿育女，所饮之水、所食之物，包括他
们的精神世界，都是这片土地给予的滋养。他
们的根系已经深深地扎在这片土地里，所有的
喜怒哀乐都与这片土地有关。老两口养育的
三个儿女有在商洛市里的，有在西安的，日子
和顺滋润。忽然觉得，这两位老人像极了树干
上的蝉蜕。

下午，参观了动物养殖园，与孔雀、狮子、
黑熊来了个亲密接触；徘徊在农耕体验园里，
从一件件带着磨损的农具身上，体味往日农人
生活的艰辛；红色文化园、民俗博览园，既让
我们了解到来时的路，也让我们更加膜拜心
中的神。一书一画，一木一石，无不体现出建
设者的苦心。

听说，眼前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之后还
有更多的惊艳让我们翘首以待。

夏日里，景区工程并未停止，工人依然忙
碌着。突然想到，卧虎岭景区应该也是在蝉的
幼虫期，一点一滴积累，最终创造出破土之后
的灿烂。 （单位：商洛日报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