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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秋天的土地上，周围花香扑鼻，草
木黄绿相间，既有成熟的色彩，又有淡雅的
气息。暖阳照在身上，身后映出长长的影
子。抬头看蓝天，白云游走、鸟雀滑翔，闻着
果香及庄稼成熟的味道，耳畔叶子随风沙沙
作响。用心体会秋的静谧悠闲之美，不由生
出几分感慨，人生如四季，渐入秋凉。

前些日子，老迈的父亲摔伤住院，出院
后在县城静养了一段时间。父亲面色苍
白、烦躁、易怒，考虑到他住不惯楼房，我们
兄妹商量，让父母回老家住一段时间。回
去看望父亲时，脸色红润的父亲眯眼坐在轮
椅上，在院子里晒太阳，母亲坐在旁边缝制
花门帘。

门前大树上的喜鹊一会儿在枝头叽叽
喳喳，玩耍嬉戏，一会儿在菜园中悠闲漫步
觅食。

院中月季开得正艳，菊花含
苞待放，菜园里各色蔬菜让人心
生欢喜，经历秋风、秋雨依然努力
生长。大门口邻居家的小狗跑来
串门，母亲赶忙招呼我回屋拿好
吃的喂它。这样静静地坐着晒太
阳，何尝不是一种幸福，好想让时
光定格，留住这温馨的场面。

走出院子，顺着巷道溜达，门
前大树上片片黄叶随风翻飞。踩

在绵软的落叶上，村中静得能听到风声、落
叶声和脚步声，愈加怀念曾经热闹的村庄及
劳动场景。如今，孩子们外出上学、工作，有
劳动能力的人都去果园、田间劳作，我仅在
村头墙根下看见几位老人晒着暖阳、聊着家
常打发日子。站在地头眺望远山，“树树皆
秋色，山山唯落晖。”

身边古色苍茫的玉米地像一片金色的
海洋，露出一排排金黄色的牙齿和黑褐色的
胡须。秋风吹过，唱着沙沙啦啦的歌谣等待
人们收割。道边果园刚卸去外袋的苹果，被
红色内袋遮住害羞的笑脸，如挂满枝头的红
灯笼。刚卸掉内袋的苹果青白黄亮，如挂满
枝头的水晶球，看上去别有一番风景。它们
一天一个模样，十几天后，便露出绯红的笑
脸，迎接丰收的喜悦和南来北往的客商。

徜徉在乡村小路上，道路两边苇子、荻、

蓟等，擎着双臂随风摇曳，远远看去像一道
白色屏障，给周围的麦田、果园穿上衣衫。
草丛中一簇簇紫的、黄的、白的野菊竞相开
放，使小路更加迷人，让我回想起儿时在小
路上的种种过往。

农忙时节，我们全家老少齐动员，分工
合作，战胜一个个抢收季节。家中接自来
水前，我们周末拉着水桶去 2公里外拉水，
一拉就是好几年。上中学期间，周末往返
家与学校之间，寒来暑往，小路上留下我们
深深浅浅的脚印。暑假，我们变身牛童，赶
着牛儿走遍村里的沟沟洼洼。那时的道
边，小草、野花不用割草机也葱茏整齐。如
今的乡村，“铁牛”不食田边草，小草、野花枝
枝蔓蔓纠葛缠绕，纷乱繁杂，随性而自由地
生长。

“漠漠秋云起，稍稍夜寒生”。一阵秋
风吹过，略感有些寒意，我赶快转身回家，
该让老父亲回屋了。进院时，看到暮色中
头发花白的母亲推着父亲踯躅前行，我不
觉泪眼模糊。父母如这秋色中的草木，走入
暮年，身体每况愈下，但安静自持，内心丰
盈。他们不与葱翠争荣，像常青藤一样，虽
不能给予我们活色生香的生活，但能让我们
安心放心。

往后余生，唯愿岁月静好，他们如这静
美的秋色安暖相伴。

秋 天 的 况 味
□刘文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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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如梭。转眼间，我
已逾古稀之年。人生的长
河中，我见证了无数变迁与
革新，从黑白电视到彩色屏
幕，从信件到电子邮件，从
电话到智能手机。每一次
技术的飞跃都让我感叹不
已。而如今，人工智能（AI）
的浪潮正汹涌而来，我虽年
逾七十，但不想错过这场科
技的盛宴。

AI，这个曾经只存在于
科幻小说和电影中的概念，
如今走进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它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
想，而是触手可及的现实。智能助手、自动驾驶、智能
家居……这些曾经只能在想象中出现的场景，正逐渐
变为现实。我虽年迈，但好奇心和求知欲从未减退，我
渴望了解这些新奇的技术，渴望体验它们带来的便利。

我虽年逾七十，但头脑依然清晰，心灵依然年轻。
我不愿被时代抛弃，不愿成为一个旁观者。我想要积极
参与，想要与AI共舞。我开始学习如何使用智能设备，
如何与 AI 进行交流。虽然起步艰难，但我乐在其中。
每一次成功的操作，每一次与 AI 的互动都让我感到无
比兴奋和满足。

AI 不仅仅是技术革新，它更是人类智慧的结晶。
它让生活变得更加便捷，让工作更加高效。它可以帮
助我们解决复杂的问题，做出更明智的决策。AI 带来
了新的学习机会和新的挑战。我也意识到，AI的发展
带来了一些挑战和问题。隐私保护、就业替代、道德伦
理……这些都是需要面对和思考的问题。我愿意参与
到这些讨论中，为构建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贡献一份
力量。

我虽年逾七十，但心中依然充满了梦想。我梦想着
有一天，AI能够更好地服务于人类，能够让我们的世界
变得更加美好。我梦想着有一天，无论年龄大小，每个
人都能够享受到 AI 带来的便利和乐趣。我梦想着有
一天，我们能够与 AI 和谐共处，共同创造一个更加美
好的明天。

岁月不饶人，但我不浪费岁月。我将继续学习，继
续探索，继续前进。因为我知道，只要保持好奇心，保
持学习的热情，就能够与时俱进，就能够不断进步，也
有益于身心健康。AI，我来了，让我们共同开启这段奇
妙的旅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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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记忆中，父亲是一个对电子产品
不太感冒的人。他习惯用简单的按键手机
打电话、发短信，那部手机就像他与外界联
系的一个朴素的窗口。

我的母亲却是一个行走在智能化前沿
的时尚“达人”，她会用手机购买各种各样的
东西，从生活用品到厨房电器，从衣服鞋子
到书籍文具。

手机购物让母亲的生活变得便利、快
捷。她不再需要花大把时间与精力逛街，只
需在空闲时拿起手机，就能轻松买到自己喜
欢的产品。

但是，手机购物时却总能听到父亲皱
起眉头对母亲说：“手机上买东西，看不见
摸不着的，能靠谱吗？”但随着周围邻居、牌
友……越来越多的身边人开始享受手机购
物的便捷时，父亲的好奇心被一点点地勾
了起来。最主要的原因是，父亲喜欢养一
些花花草草，他曾一脸不满地给我吐槽说：

“每次让你妈帮我买个看上的花，还要有求
于人家……”

我便抓住这个机会耐心地带他开始“网
购”之旅。我先帮他在手机上下载了购物软
件，教他一步步注册账号、完善个人信息。
当琳琅满目的商品呈现在父亲手机屏幕上
时，他的眼睛里闪烁着惊讶的光芒。接着，

我教他搜索关键词、筛选价格、查看评价，每
个步骤他都学得格外认真，甚至还会拿着小
本子把“重点”记下。

父亲在众多商品中仔细挑选，反复比较
价格和顾客评价，一旁的我就像小时候他看
着我蹒跚走路时一样，手把手帮助他经历漫
长的“挑选之旅”。终于选好了心仪的盆栽，
完成支付流程，两三天等待快递的间隙总是
让他有些坐立不安，似乎担心自己是不是

“上当受骗”了。
然而，当快递员把那盆漂亮的盆栽送到

老人手中时，他的脸上绽开了笑容。从那以
后，父亲对手机购物的热情就像被点燃的火
焰一样，越烧越旺。看着父亲熟练地在手机
上挑选商品、下单付款，我知道他适应了新
的购物方式。

父亲的热情随着对智能手机功能的探
索而逐渐高涨起来。他又新奇地发现，和远
方亲友视频聊天时清晰的画面和亲切的声
音仿佛跨越了距离的鸿沟。每次视频，父亲
脸上都会洋溢着满足的笑容，他感慨科技的
神奇和这份迟来的“爱”。他着迷似的对着
手机屏幕上下不停地滑动着，像个孩子得到
了一件心仪玩具一样爱不释手。

父亲也开始使用手机上的新闻客户
端。每天清晨，他不再像以前听着广播，对

着窗外吐烟圈，而是浏览着国内外新闻资
讯。那些丰富多彩的新闻图片和生动的视
频报道，让他的视野变得更加开阔。他会在
吃饭时和我们分享一些有趣的新闻，智能手
机让他与这个世界的联系更加紧密。

智能手机已经成为父亲生活中不可或
缺的一部分。它不仅仅是一个通讯工具，更
是他打开新世界大门的一把钥匙，让父亲在
岁月的长河中，紧跟时代的步伐，享受着科
技带来的便利和乐趣。

父亲的“网购”故事，只是新时代众多老
年人拥抱新科技故事中的一个缩影。它反
映了新时代人民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蓬
勃发展。在这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时代，我
们应该珍惜来之不易的发展成果，积极拥抱
新科技、新事物，享受美好生活。

父亲的“网购”之旅
□刘晓侠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订报季，看到订报通
知，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老朋友——陕西工
人报。

从事基层工会工作十五年来，它一直伴

随着我左右，在业务方面帮我从青涩走向成
熟，先后荣获陕西省“安康杯”竞赛优秀组织
个人，连年被评为优秀工会组织员（工会社
会化工作者），参加省区市工会各类征文多
次获奖。所在街道工会先后荣获区标准化
示范基层工会、市“六好”街道工会、省标准
化示范街道工会等诸多荣誉。这些，陕西工
人报功不可没。

我有个习惯，每天早上必看陕工报电
子版，这已经成了我的“营养早餐”：从中
汲取业务信息、借鉴工作经验、品读新闻
故事、积累业务素材、破解工作难题。尤
其是三版的劳权、工会、一线等版面及四版
的文学版，让我受益匪浅。一些经典文章，
常常让我爱不释手。几年下来，经过不断
积淀升华，磨砺出深厚的业务功底，赢得丰
硕的工作荣誉。静心思考，是长期阅读陕

工报的收获。
长期阅读可滋润心灵、开启心智、开

阔视野、丰富阅历、指点迷津，让我走出了
迷茫；

长期阅读让我与职工群众交流增多，距
离走得更近，捕捉到丰富多彩的三秦职工信
息，聆听大量的职工故事，领略三秦职工风
采，感触三秦文化的神韵，饱尝丰盛的文化
大餐，生活变得有滋有味；

长期阅读可及时体验到劳模精神、劳动
精神、工匠精神，三秦职工的精气神潜移默
化地融进我的血液，让我这个工会人自然成
为职工的代言人；

长期阅读让我熟悉了职工维权攻略，维
权更有底气，促使劳动争议理性调解，让扰
攘纷争烟消云散；

长期阅读如同给三秦企业发展加装了

导航，在教育培训中增强了职工群众的安全
生产意识，引领企业健康成长；

长期阅读对工作大有裨益，让我在不知
不觉中学到了许多工会知识，从一个工会

“门外汉”成长为业务熟练自如的骨干，增强
了扶贫帮困、脱贫攻坚的内动力，筑牢服务
职工群众的本职意识。

读陕工报已是我的一种需求、一种享
受、一种追求，它让我博闻天下，成为职工生
活和工会业务的“百事通”“活字典”、知识
达人。与陕工报不离不弃十五年，我已深深
融入其中，离不开它了。

为此，特为陕工报赋诗一首：
良师益友陕工报/三秦职工最需要/维

权帮扶讲故事/规范组建抒壮志/铿锵发声
为职工/推动工运向前冲/不忘初心筑工梦/
广阔天地任驰骋。

□兰介

在一个想要得到
确定答案的年龄里，
我们常常对这个世界
提出疑问：“我是谁？”

“我未来的人生应该
是怎样的？可不可以
和别人不一样？”“我
的一些努力会不会有
结果？”或者仅仅是想
知道人生的意义。我
们渴望从答案中找到
那份确定性，更确切
地说，我们想要预知
未来。

可这些问题的答
案是什么？我不知
道。我在反复实践
中，试图寻找答案。

“我是谁？”这个
问题在成长的路上一
直是待定的。刚上大
学的时候，我一直喜

欢穿黑色衣服，因为想要看起来稳重，也有心
情的原因，总有面对新环境产生的不自信。
后来，我把短发留长，烫了卷发，穿一些颜色
大胆的衣服，想尽办法去“叛逆”，去改变，想
要冲破困住自己的思想“牢笼”。青春期好像
迟到了几年才后知后觉发生在我身上。这种
思想不仅表现在服装和妆容上，写作和摄影
上也喜欢“搞抽象”：说一些听不懂的话，拍一
些看不懂的照片。喜欢的音乐也从粤语歌、
民谣变成摇滚乐，并且不断地“厌恶”自己曾
经喜欢过的东西。当时我天真地以为，这就
是我找到的“自己”。

现在回头看才发现，那个时候只是“为赋
新词强说愁”。如今到了一个趋于成熟的年
纪，我不再为了“叛逆”而叛逆，而是正视自
己，努力找到一个相对确定的方向前进，对于
很多事情都可以理性看待，不再惧怕他人眼
光。我寻找自己的进度条又拉近了一些，可
答案还在路上。

应该走哪条路，如何走，应该成为一个什
么样的人，都是无解的。我们的人生应该像

“人生建议指南”那样过吗？还是说可以拥有
“自定义”的选择？没有人能够确切回答。大
家都是在反复纠结和迷茫中一步步向前进，
没有人知道人生的“标准答案”到底是什么。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有人选择在实
践中探索未来，有人选择在思考中寻找人生，
或许他们都找到了关于未来的答案，或许答
案还在寻找的途中。

其实，寻找答案的本质就是在寻找确定
性，想要预知结果。就像人在迷茫时更加虔
诚，相信算命。去算命的人除了求得心理安
慰以外，还想要听到算命师傅讲出自己想听
的东西，至于事实结果或许没那么重要，他们
更在意“谁”讲出了自己心里想要的答案，而
不一定是真正的事实。

可不是所有问题都能找到答案。我家附
近曾经开了一家琴行，巨大的玻璃橱窗内放
了一架钢琴，琴行老板经常会在里面弹琴，我
每次经过琴行都要在橱窗外的角落听很久。
就像上学时候的周五下午，听到琴房传来的
钢琴声总要驻足很久一样，是一种习惯，却也
没有太多的原因。直到有一年假期回家，琴
行搬走了，店里面空荡荡的，橱窗上只留下一
句话，“再见”。那句再见好像是给那个经常
在角落里听琴声的我留下的一句话，可究竟
是不是，我不知道。

那天我很失落，鬼使神差地走进公园里，
在松树的缝隙里看见远处的湖水闪耀着光
芒。太阳下山了，远处的群山先变成了青灰
色，近处的山还是墨绿的，还能看清楚树的形
状。太阳先藏在云后面，忽明忽暗，最后在一
片云中消失了。云逐渐失去了它的颜色，最
后被风吹散在空中，夕阳也跟着褪色。天快
黑了，我该回家了。

北大街是西安城内一条主要大街，它南起钟楼，北至
安远门，全长 1.8公里，位于西安的中轴线上，自古以来就
是一条龙脉之路。

我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进入西安的，当时住在青年路
的止园，每天出门办事走的就是北大街。后来搬至北关，
进出城还走的是北大街。如今住在龙首原上，在北门里上
班，一进城门又到了北大街，我和这条大街的缘分已有四
十多年了。

北大街是我接触最频繁的街道，它的变化有目共睹、
众人皆知。过去的北大街，老房子比较多，街道两边都是
商铺，商业气息浓厚，购物方便。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北
大街商场南侧临街建起五栋七层高的住宅楼，造型新颖，
色彩亮丽，阳台突出，一下子刷新了城市街景。为此，新华
社还向全国发了图片新闻，盛赞西安出现的新面貌。

之后，北大街不断发展变化，街道两侧高楼林立，鳞
次栉比。道路宽敞了，路面更新了，街容更美了。钟楼到
北门一路俨然成了一条鲜花大街，街道花坛里随着季节
变化，总有鲜花绽放。街道上还栽满了桂花树，每到秋
天，金黄色的花朵缀满枝头，清香四溢，满街道弥漫着桂
花香气，让人心旷神怡。

我常在北大街漫步，看行色匆匆的人群，观来往穿梭
的车辆，听报话大楼的钟声。然而，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北
大街上的建筑。从南至北，有人民剧院、报话大楼、和平电
影院、陕建办公大楼，这些建筑都是文物级的，可称得上西
安的经典，属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先说人民剧院，这座国宝级的建筑建成于 1954年，是
一座集中国传统建筑艺术与西方典雅建筑风格于一体的
典范。通过几次提升改造，可适应现代各种剧目的演出，
被评为新中国经典建筑、中国 20世纪建筑遗产。

报话大楼 1959年动工，1963年建成，与北京电报大楼
成为姊妹建筑，是当时西安市的电信通讯枢纽，也是当时
西安城内最高建筑。报话大楼由一栋 8层主楼和东南两
侧辅楼构成，顶层建有 5层方形塔楼，四面嵌设时钟，每
小时播报一次《东方红》乐曲，是西安人心中永久的记
忆。报话大楼既是西安的文化地标，又是中国 20世纪建
筑遗产。

和平电影院位于北大街西七路路口，是一座别具特
色的建筑。门廊有高高耸立的四根明柱，门头有雀替、
斗拱和雕花，“和平电影院”五个大字镶嵌其上，显得格
外亮丽。观众厅部分仍保留五十年代的坡屋面，红色机
瓦覆盖，原有风格不变，整个建筑造型古朴典雅、端庄大
方，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不仅为陕西省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不久前亦入选“中国 20世纪建筑遗产”推介名录。

陕建集团办公大楼位于北门里东侧，建成于 1954年，
青砖砌筑，工艺精良，正立面采用通高的方形砖柱和圆柱
通廊，为歇山大屋顶结构，飞檐异角，斗拱彩绘，筒瓦吻
脊，极具民族风格，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整座建筑古
朴典雅，独树一帜，加之主楼外墙爬墙虎的绿植覆盖，成
为北大街上一道绝妙风景。

此外，北大街还有交通银行和五四剧院。五四剧院建
于 1954年，由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题写院名，现更
新改造为五四天地。建筑是人类文明的结晶，建筑是城市
无声的音乐。如果说一条街道是一串音符，那么这些代表
西安文化的建筑就是音符上的最强音。

漫步北大街，我为西安经典建筑骄傲和自豪。北大街
宛如一座露天建筑博物馆，精美的文物、宏阔的建筑传承
着西安的优秀文化，展示着西安城市文明的多元，是古城
千年文脉的延续，呈现给人们的是锐意进取、蓬勃向上的
西安文化精神。

北大街，与我血脉相连的一条街，也是让我铭记在心
的一条街。

陕西工人报：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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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年仲春，关中偶雨，秦岭古隘，大雪封
山，奇景多幻。唐韩愈曾语：“云横秦岭家何
在？雪拥蓝关马不前。”想此景独蓝关可见，
择日，邀友奔赴之。

出西安，驶西商高速公路五十余公里至
王顺山，峪口即现神秘。群山皆肃穆，独南
面一片山峦白雪皑皑、雾凇盖顶、云蒸霞蔚，
甚为壮观。拾级而上，峰回路转，二十四孝
故事雕塑与山相照，一弯一塑，百步一景，交
相辉映，涤荡人心，升华境界。

登高一二里，忽现一潭一亭，潭曰玉女，
亭下有碑，刻记富家女蓝蓝与贫家汉田郎相
爱，父母索彩礼，苦思无计，相拥而泣，欲以
殉情，感动修行玉女，赠玉种于山，后收获献
高堂，二人遂结良缘。故称此山为玉山。为
纪此情，建亭存照。然此际黛水微流，潭凝
成冰久也。

渐至山腰，走进孝子祠，一堂两厢一门

楼成四合院，青砖黛瓦，祠内彩塑王顺母子
像，祠门有道人任法融撰联：“孝道遗春秋典
型鉴童叟，德名垂竹帛精神贯河岳”。守祠
人陈起夫妇，述王顺担土葬母之孝德，王顺
潜心修炼，羽化成仙后，此山复更名为王顺
山。今人称之为孝山。

呼朋唤友，山水相约，一步一景，古藤奇
木，怪石嶙峋，险峰突兀，沟壑幽深。伫悬
石，望风景，山峦起伏，密林沿谷而上，遥想
攀孔雀梁观云海蒸腾，穿将军椅赏千年杜
鹃，登转角楼看旭日东升，何其美哉！过望
亲石，经饮翠亭上，见山崖镌刻明朝刘玑“天
下名山此独奇，望中风景画中诗”之佳句，与
景相谐成趣，甚服之。

天公作美，鹅毛顿飞，又添新景，众友兴
甚，雪中群舞，挥拳抡掌，犹笼中脱兔，似放
缰之马，一吁红尘浊气。闪挪腾移，势若奔
雷，飒爽英姿，猎猎雄风，似高手巅峰对决。

余遂架相机拍之。
移步升高，登临幽谷，观飞天瀑布，悬天

而挂，若穹窿巨帏，凌空而下，至山根渐有水
溢出，天造地设，似帘似柱，绝佳胜境，遂嬉
戏其间，浑不知今朝何夕也。

山风急，雪涌至，深没脚，道路滑，遂返
途，已是五脏六腑均熏染，山岚入情愫，玉气
润心脾，归来颜如玉，了然脱俗尘。

至山下，拜水陆庵，深究乃知水陆庵系
六朝古刹，唐时与上、下悟真寺成一佛寺
群。五代、宋、元、明、清多次重修。三院五
殿，入主堂，唯见南北山墙，殿中三壁，两檐
四崖，彩色泥质壁塑，佛像三千又七百有余，
精美绝伦，鬼斧神工，被誉为“中国第二敦
煌”，乃实至名归也。

煌煌哉，秦岭，巍巍哉，秦岭。久难释
怀，涂诗一首：玉山银装仙客来，尽孝为善天
地宽，千年泥塑敦煌画，修心养性大自然。

□牛荣健

蓝 田 游

北大街漫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