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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登熊耳山，是在黄昏时分。
清晨出发，走出还在沉睡中的城

市，不久却被长长的车队堵在路上，反
复几次后，终于回到我们的村庄。看望
完生病的表姐后，在充满旧时光氛围的
场院，与乡邻们叙谈。

太阳西斜，我们去登身后的熊耳
山——这座位于商洛中部，既有“显神寨”
的古老传说，又是熊耳晚霞最美风光
之地，总是游子回乡时要去的一站。
何况这次，还有另外的心绪呢。

犹记得几年前那次登山，是棠梨花
开遍山野的暮春时节，你带着堂兄妹
们，我们跟叔叔一起，浩浩荡荡一队人
于午间，在一派春和景明的山间，“叽叽
喳喳”的笑谈声，不时惊起花草间的蜂
儿、蝶儿“唰”地飞起。

此次登山，是叔叔带着我们，在这
个安静的初夏黄昏安静地爬山。我们
先到达半山间的秦岭睡佛观景台稍作
休息，往上是一段狭窄陡峭的山路，两

边是悬崖峭壁，不敢朝山下看。上次登
山时，你前后招呼着我们，叮咛爬山时
尽量不要看下面，容易眩晕。

清凉的山风，不时送来阵阵沁人心
脾的花香，我却无心顾及，在努力寻找
着一块石头—那块略伸出山体，似悬在
空中，你曾坐过的大石呢？

上次登山，你正坐在石上时，我悄
悄从侧面一个角度，竟拍出了那样有意
境的一幅画图：一位英俊男士，仿佛坐
在云端，眺望远方大地。

山上大小石头林立，转过一个弯
时，终于看到了。它依然悬立着，橘色
的夕阳正用一片柔和的光芒笼罩着
它。瞬间，我泪水奔涌而出，模糊中，仿
佛看到你还坐在石上。

转过身，把泪忍下，不能让旁边的
叔叔、堂弟，还有你的爱人看见，难得
今天能有这好心情。你离去后，被悲
伤笼罩着的亲人们，已很久无法开怀
地笑一次了。

我们继续向山上攀去。上一次，在
高耸入云的山巅，我们临风而立，眺望
远处绵延的山群，寻找山下我们的村
庄，还是你先找到的，你说那片有深绿
色柏树的山梁，就是我们的村庄。

黄昏的熊耳山，在暗深的光影中，
坚定的挺立着，静谧安详又略带忧伤，
他如一位慈爱的老人，伸出沧桑的双
臂，抚慰着他受伤归来的孩子们。

魂归故里，你已回到你痴爱的这片
故乡大地了吗？那么，让我们再多停留
一会陪你。你的爱人，那个一直城里长
大的瘦弱女子，她同我们一起也回到这
印有你童年足迹的大地，登上这陡峭的
山崖，走过你走过的路，还能重逢吗？

暮色渐重，山野渐暗。山下的堂姐
打电话了，让我们无论如何去家里。要
去的，上次我们也是从山上下来去堂姐
家的，这次我们也按上次的行程，在似乎
还留有你气息的这片山间，再走一次。

堂姐夫又如上次一样，柜子里的

烟茶、阁楼上的柿饼，恨不能倾家里所
有，给亲人都取出来。一阵寒凉从敞
开着的门袭进来，使我们才记起了时
间，该走了。

堂姐打着手电筒非要送我们到坡
那边的车旁，堂姐夫悄悄将一袋洋芋放
车上，终是要告别了。这一别，亲人还
可以他日再相聚；可有的别，却永远不
能相见。

“人只有被所有人遗忘了才算死亡，
舅舅被我们这样深深地挂念着，他就不
曾离去。”这是男孩给哭泣妹妹的劝慰。
是这样吧？那么，我们不要再悲伤。

夜幕已完全笼罩了四野，繁星闪
闪的天幕下，暗褐色的熊耳山山脊清
晰可辨，它高耸云天，依然那么坚定地
挺立着。

挥挥手，给我们的父亲山——熊耳
山也道一声别，我们该同你一样，历经
风雨，依然坚强挺立在这天地之间。

（单位：商州区民政局）

□杨青梅

与 熊 耳 山 道 别

这样就很好这样就很好
□鲁秦儿

从那一层层云朵中

从那碧绿如茵的海洋上

从那穿过白天仍是白天的气象中

我看到了

一排排没有名字的城市

在晨曦中苏醒

那些花朵

在任何国度

都开得同样艳丽

不能说它们毫无益处

那些金黄的花蕊

使我看到了家乡的山野花

远方，把一个人的空虚

安置得结结实实

昨日，如同久远的年代

虽远去，还是沾满了

昨夜梦中甜蜜的呓语

这样就很好

岁月跟着日子

漫步在充满朝气的街头

（单位：陕西欣华自动化科技有

限公司）

清 晨 变 奏 曲
□吴海鹰

梦中正风风火火地为一家人的
生活奔波，辛劳而又幸福。闹钟惊醒
了美梦，我翻身起床，忙唤女儿和儿
子：“倩倩、小叮当，起床了！”

“爸爸，我听见了，马上起来！”已
上初中的女儿倩倩懂事的声音传
来。刚上小学的儿子小叮当却迷迷
糊糊地说：“爸爸，我再睡5分钟，再睡
5分钟……”说着又没了动静。

起床、洗漱，妻子在医院上夜班，
照料一双儿女的重任，理所当然地落
在了我的肩上。叫儿女起床，再给每
人的杯子里倒好温水。一个个步骤，
就像是机械运动的周而复始。一想
到他们起来就要吃早饭，洗漱后，我
就赶紧往厨房跑，给小叮当做了鸡蛋
羹，又马不停蹄地给倩倩做肉夹馍。
趁着热馍的间隙，又拿出两个洋芋削
皮、切丝、泡水，然后葱切斜段、辣椒
切丝，起锅烧油煸炒洋芋丝。

我喊道：“倩倩、小叮当，吃饭了！”
女儿倩倩急促地回答：“赶不上

了。你给我把馍一夹，我上学路上拿
着吃！”

小叮当听到吃饭的叫声也知道
睡不成了，睡眼惺忪地从床上爬起来
穿衣服，嘴里嘟嘟囔囔说：“我还没睡
够呢！”

我一边给倩倩夹馍，一边告诉小叮
当：“赶快！早上时间紧，要迟到了。”

说着，我把肉夹馍递给倩倩，又

叮嘱说：“路上小心点，别走马路上，
走人行道！”

“知道了！知道了！”倩倩拿着肉
夹馍，匆匆下楼走了。

见小叮当从卫生间出来，我忙
说：“你先去喝水，爸给你去调鸡蛋
羹。”小叮当答应着去喝水。我走进
厨房，从笼中取出蒸好的鸡蛋羹端到
饭桌上，又把炒好的洋芋丝和热好的
饼端出来。小叮当走到饭桌前坐下，
我说：“快点吃吧！别耽误上学的时
间！”小叮当好像还没睡醒似的，手上
拿着勺子，眼睛看着外面说：“哦，知
道了！”我焦灼地说：“别看了，赶紧
吃。”小叮当这才缓过神来，心不在焉
地吃着鸡蛋羹。7点 40的闹钟响了，
小叮当才磨磨蹭蹭地穿鞋、背书包，
准备下楼。

走在路上，我问小叮当：“昨天教
你的那首诗背过了没？”

“背过了，爸爸。”
“那我今天再教你背一首，咱们

今天背唐代诗人张继的《枫桥夜泊》，
爸爸读一句，你读一句：‘月落乌啼霜
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
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小叮当跟
着我，一遍又一遍地反复这首千古绝
唱。父子俩迎着初春清晨略带寒意
的轻风，一路小跑地奔向学校……

（单位：三原县市场监管综合执
法大队）

秋千上的童年
□雷莹

心醉神迷于秋千的摇曳，那
似乎是从童年梦境中腾空而起
的轻盈与自由。只需让秋千高
高扬起，轻轻将双脚脱离大地，
我就能短暂地逃离喧嚣，如风一
般自由。

周末，我们驱车前往离家不
远的景区游玩，花海之畔，几架
古朴的木秋千静待游客拥抱。
父亲急切地停下车，招呼我和母
亲一同享受荡秋千的乐趣。

也许是因为长大后多了份
谨慎，在父亲缓慢地推送之间，
坐上这铁锁加固木秋千的我心
里竟有些哆嗦，缺少了幼时躺在
父亲手作秋千上的那份温暖与
安心。父亲年轻时曾习过木工
手艺，在我幼小的心里，他的双
手仿佛可以施展魔法，能变出量
身定做的防摔小床、小板凳、竹
蜻蜓……我的大部分童年玩物
皆出自他手。

童年的时光，是在母亲单位
的家属大院中度过的，那时候秋
千只有学校和矿区的广场上有，
每次想玩都要排好久队。父亲
看我放学后总是不想回家，于是
在大院里找了个宽敞空地，搬来
几根坚韧的木棍、一块厚重的木
板、两根粗壮的麻绳，在手中巧
妙搭建，便化作了我童年的梦幻
乐园。每次在父亲的推送下荡
起秋千，都能深切感受到那沉甸
甸的父爱。放学后，我也只想快
快跑回家，在大院里小伙伴们的
欢声笑语中把秋千荡得高高
的。那时的我，心中充满了自豪
与幸福，因为这是父亲赠予我最
独特的礼物。

此刻我坐在秋千上，想起

父亲常说的那句话，秋千能让
人飞得更高，望得更远。于是，
我开始用力荡起，任由风在耳
边呼啸，仿佛自己真的翱翔于
天际，喜出望外中竟看到了远
处山下更大的花海，也仿佛看
到了童年的自己，那个无忧无
虑、勇往直前的女孩。我想人
生或许也如同这秋千一般，越
勇敢就望得越远。

岁月如梭，我告别了秋千
上的童年时代，投身于学业的
深造和工作的繁忙。如今再次
荡起秋千，那段无忧无虑的时
光便涌上心头，父亲为我量身
定做的那座秋千也成了我童年
最温暖的回忆。如今，我已从
秋千上下来，但童年依旧在心
中轻盈飘荡。

回过神来，我看到坐在旁边
秋千上的父亲和母亲竟也笑得
如此欢乐。是呀，他们也曾是爸
妈最爱的小孩，也曾拥有难忘的
童年和纯真的童心，他们是不是
也想起了那些美好的时光呢？

日暮时分，我们告别了景
区，带着开心与舒爽的心情回
家。岁月流转，家属大院变成了
楼房，父亲手工制作的秋千也随
之消失。我明白，在这漫长的
旅程中，我已不再是那个依赖
父亲推送的孩子，而是要独自
面对风雨的大人。愿我们都能
在这喧嚣的世界中，寻回那颗
曾在秋千上荡漾的纯真之心，
守护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与向
往，怀揣着这份美好，继续在人
生的道路上勇毅前行。

（单位：陕煤运销集团黄陵
分公司）

童趣，如同夏日微风般轻轻
拂过心田，带来无尽的欢乐与遐
想。它流淌在孩子们天真无邪
的笑容里，浸润在他们无忧无虑
的嬉戏中，成为每个人心中那段
永不褪色的美好回忆。

在我儿时记忆里，童趣是溪
边捉鱼的欢声笑语，是树下捕蝉
的屏息凝神，是夜晚数星星的无
限想象。那时的我们，天真烂
漫，无拘无束，仿佛置身于一个
充满奇妙与乐趣的梦幻世界。

夏日炎炎，阳光如金子般洒
落在波光粼粼的小溪上，溪水淌
过鹅卵石，咕咚咕咚，清脆悦耳
的溪流声回荡在耳边。抬眼望
去，远处的山峦连绵起伏，近处
的树木郁郁葱葱，偶尔还会有几
只蝴蝶在花丛中翩翩起舞，为我
们在河边戏水增添了几分趣味。

微风轻轻拂过，带来丝丝凉
意。我和小伙伴们，一个个兴奋
得如同脱缰的小马，赤着脚，拎
着小鱼篓，兴高采烈地来到河
边。河水清澈见底，小鱼儿在水

中游来游去，自由自在。我们或
弯腰，或半蹲，眼睛紧紧盯着水
中的鱼儿，双手小心翼翼地伸入
水中，试图捕捉那些灵动的小生
命。每一次出手，都充满了紧张
与期待。

每当成功捉到一条小鱼，我
们都会欢呼雀跃，那份喜悦仿佛
比得到任何玩具都珍贵。我们
会小心翼翼地将小鱼放入鱼篓
中，然后继续寻找下一个目标。
而那些未能捉到的鱼儿继续在
水中自由自在地游动，仿佛在向
我们展示它们的灵动与美丽。

时光飞逝，转眼间夕阳西
下。我们带着满满的收获和回
忆，依依不舍地离开了这片美丽
的小溪。虽然鱼篓里只有几条
小鱼，但我们的心中却装满了快
乐与满足。

夜晚，当繁星点缀着深邃的
夜空，我独自一人坐在门前的
石阶上，仰望那片浩瀚的星
空。每一颗星星都像是一个神
秘的故事，引发我无尽的想

象。我想象着它们是遥远
的天神，或是外星的伙伴，
正在与我进行一场跨越星
际的对话。蝉鸣在耳边响
起，与我的思绪交织在一
起，共同编织出一个充满
奇幻色彩的精神世界。

时光荏苒，我早已长大
成人，那些曾经的童趣虽已
渐行渐远，但它们所带给我
的快乐与感动却永远铭刻
在心。每当我回忆起那些
美好时光，心中总会涌起一
股暖流，仿佛又回到了那个
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

童趣，是对生活的热爱
与好奇，是对世界的探索与
发现。它让我们在成长道
路上始终保持一颗童心，用
纯真的眼睛去看待这个世
界，用善良的心灵去感受生
活中的美好。它是我们永
远的宝藏，陪伴我们走过人
生的每一个阶段，给予我们
无尽的欢乐与力量。

（单位：秦岭数字科技
有限责任公司）

童趣时光机
□李泽仁

池 塘
□罗锦高

逐梦飞翔 张成林 摄

村边那口池塘，曾照亮了我少年的
天空，清明的池水常映着蓝天白云，竹
林树影。

客家人重孝道，重孝不忘祖宗。闽
西老家山村，近乎村村有祠堂，这是同
族人祭祀祖先的地方。祠堂前必有一
口像样的池塘，有方的圆的，也有半圆
的。老祖宗想必为了营造好风水，护佑
村里同族人丁兴旺、生活安宁，大多把
祠堂建在好地盘上，背有山树为靠山，
前有池坪围拢，或被山湾翠绿环抱。

村里池塘一亩见宽，四周为石坎石
坪过道，坎高不到一米多。塘畔山脚处
有口浅水井，井水流入池塘终年叮咚不
绝。遇到不同年景却有不变常态：干旱
不枯，洪涝不溢。池塘南岸几道窄窄的
石阶通向水面，农家女常挑木桶在这舀
水担水浇菜地。一到晴朗之夜，池中月
亮异常羞涩，农家女洗手冲脚，它被弄
得躲闪不已，稀里哗啦一池碎银，散开
去又聚拢来，水中很快重聚一轮。听长

辈们说，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村人对池
塘尚无非分之想，没有人敢占这公共空
间，因为池塘与祠堂是连襟的整体，谁
也不想在祭祀祖先之地有所不恭。

南方春夏多雨，忽儿风忽儿雨，没
个定性。香蒲飘香荷花乍开，给池塘平
添了几分韵致。初雨点水，荡开重重叠
叠的圆，一时间雨丝就如千条线万条
线，把池塘点敲得躁动不安。燕子匆匆
飞去又飞来，羽翼全然打湿了，也剪不
断雨丝的追赶；几声啼鸣，又怎能抖开
烟雨迷离？雨打芭蕉声如诉衷肠，雨滴
荷叶就像掌心玩转滚珠。密雨哗哗喧
闹，吓得爱嚷嚷的青蛙早已躲进石洞敛
声屏息。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村人在池塘
四周石坪，围石添土造篱聚肥，你家一
坨我家一堆，辟为巴掌大的菜地，种上
南瓜、葫芦、丝瓜添补食用。再在池塘
打桩载柱，搭起横梁木架，上铺用毛竹
尾枝叶编成的长竹鞭，五六把竹鞭并排

横梁，瓜棚架就这样形成了，成为瓜藤
枝叶肆意舒展的温床。几场春雨过后，
瓜藤枝蔓疯长，藤头张牙舞爪。卷曲的
触须，像蛇头似的在试探什么，又像抓
挠春风春雨，在季节催促下很快铺展开
一棚棚花叶。花蕾乍成喇叭状，瓣裂
开，金蕊吐舌，蜂涌蝶舞，直把一棚棚南
瓜花吹得格外喧闹。花期正盛的当儿，
花柄鼓起一粒瓜蕾，几天后变成拳头
大，继而长成难以合抱的南瓜卧在棚架
上。有的沉甸甸垂吊棚底，像挂了很多
灯笼。怕它不堪重，瓜棚主人多会在棚
底撑起支架，一瓜一架，直到成熟变成
金黄。池塘水面浮萍常绿，蛙鼓常鸣。

上世纪七十年代，池塘变成了稻
田。那年开春，村人先将池水排掉，再
拆去四周瓜棚谷架，平掉围石土墩，男
女劳力下到没膝深的池塘拣拾杂物，打
捞砖头瓦块破碗烂碟，再拔除周围杂
草，经过几番犁耙就把池塘变成了稻
田。种上水稻待抽穗后禁放鹅鸭，虽听

不到鹅鸭欢叫，却可闻草味稻香。六七
月稻子成熟期，草蝉爬附禾叶不知疲倦
地拼命嘶鸣，把池塘渲染得格外热烈。
入夜，蛙鼓声声，但鸣叫声各异：田鸡嘟
嘟如螺号阵阵声音结实洪亮，青蛙咕呱
或哏哏不息叫声响而清越，唯独蛤蟆形
丑声也丑，咕咕之声无力，或拖腔拉调
没个章法。待稻子收割完后，池塘又成
了鹅鸭的乐园。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实行责任田承
包制后，池塘还栽了几年稻子，后来村
里一些青壮劳力外出做小买卖的、打工
的争相往城里钻，池塘就荒废了，杂草
丛生，继而变成垃圾场，不到几年光景，
垃圾场堆成垃圾山，荒草蔓生荆棘疯
长，已成为挡住风景又给村人出行添堵
的荒丘。

现在，当地人将开挖的池塘恢复原
貌，以红色资源、农家小吃、民情风俗吸
引游客、带动经济，池塘重见天日。

（单位：临潼区广播电视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