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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在青天水在瓶

莫名喜欢上一首老歌《云在飞》，其
中两句百听不厌：“水在地上流，云在天
上飞。水是流淌的云，云是飞翔的水。”
云水互联，我觉得有趣，它们一个是另一
个的影子，彼此仰慕，互相崇敬，也是恩
恩爱爱的至亲了。

寻山，访谷，小河、清潭下仿佛隐有
一块巨大的磁石，它们定力十足，气魄摄
人，总试图将我吸拽过去。我像棵老树
般静静地站在水边，聆听云水私语。水
从山上来，一股挨着一股，踉踉跄跄，打
着旋儿聚在水窝里。我一丝不苟地盯着
河道、盯着水窝，期待活跳跳的生命突然
出现。索性蹲下去细细瞧，碧水盈盈，似
锦缎般从山上披落下来，水面波光粼粼，
新鲜出奇。鱼儿从不扫兴，一路逶迤，上
蹿下跳，奔我而来。它们妩媚妖娆，灵动
娇俏，忽隐又忽现，钻得水窝潺潺作响。
又被它们的穿着惊住，片片鱼鳞，像着了
一身铠甲，金光锃亮，我当即决定捞些小
鱼回家好生“伺候”着。

捞到的五条小金鱼被我妥善安置在
透明小缸里，为了还原清幽小谭里的石
子、苔藓、杂草和树枝，我在小水缸里丢
了些细沙，铺了些青枝翠叶，以求小金鱼
安安然然地寄宿在它的小窝里。小金鱼
披着彩衣，周身红彤彤、黄澄澄；它的凸

眼睛圆溜溜、胀鼓鼓，像水钻，像芝麻粒，
牢牢嵌着。我把小缸端到书桌旁，好日
日照料小金鱼的日常起居，每次喂食，我
用小指轻轻叩击缸壁，小金鱼像是听到
了幽幽梵音，立时活泛起来。我抛下鱼
食，它们争先恐后，轻轻一吸，旋即将食
吞了下去，圆形小嘴咕嘟吐泡，饱餐过后
慢条斯理，自在逍遥，比在小河、清潭里
还活得有滋味。

我以为五条小金鱼在缸里真正安下
了家。谁料想，十多天后，一条身穿红色
丝绒的靓丽小金鱼像枯树枝般漂浮在了
鱼缸上面，我为此悲恸不已，便询问父
亲：“小金鱼吃得好睡得好，水也隔三岔
五换一遍，砂石、叶子，我都给供着，小金
鱼为什么还会死呢？”

“许是缸内氧气耗尽，小金鱼就死掉
了。”我为余下的四条小金鱼安装了一套

“价值不菲”的供氧装备，并加紧学习有
关喂养知识，心想，这下小金鱼该平平安
安地活着了。不料，此后几天，等我稍有
空闲去给小金鱼喂食，逗引它们时，鱼缸
内的小金鱼齐刷刷浮在了水面上，它们
顶可怜，不知在哪一刻吐尽泡泡，挣扎着
多游一圈便没了呼吸，我实在有些诧异
和难过了。

不甘之余，我又捞来几条稍大一点

的小黑鱼，父亲说：“给鱼换个地方吧，小
缸里空间狭窄，小鱼或许太过孤单寂寞，
抑郁死了呢？”我刷洗干净水池，灌满水，
将小黑鱼送了进去，黑色小金鱼像浓墨
渲染了一般，飘逸、优雅、从容，身姿矫
健，无拘无束，自由驰骋。我对它们呵护
有加，这是前所未有的事情。

小金鱼们命运不济，终究没有逃脱
死亡的牢笼，它们兴哉哉地来，悲戚戚地
去，一度让我小小的心“砰”一下，掉在地
上，破碎开来。祖父见状，意味深长地
说：“不碍事的，咱们虽养不好小金鱼，但
咱们养的其他小动物不是也长得白白胖
胖吗？”家里的小母猫产了四个崽，毛茸
茸、圆嘟嘟，非凡可爱。我说：“应该是我
不适合养鱼，当初应该把它们归还给大
自然，兴许它们现在还活蹦乱跳着呢。”
自然当中的遇见，原是如此的神秘和不
确定，但似乎又合情合理，那些曾经执
拗、偏见，或许都在诉说着一个事实——
万物定是各有归属、各有自由。

云在青天，舒卷自如；水在瓶中，恬
静安详。我想，如果我是一朵云，我当以
云的姿态俯瞰众生；如果我是一滴水，我
当以水在姿态润泽万物。

万物有序，安宁和谐。我想，我该一
心一意地照料小猫，直到它慢慢老去。

我坐在老屋的门槛上

手捧着茶碗，思考着下一首诗句

院子的两旁挂着风干的玉米

此刻，我渴望院子再破旧些

好让我的思绪能进入

我老老爷爷的年代

多年前

或许我的老老奶奶在屋里纺织

梭子落在地上

“咔嚓”声引来了正在

戏弄着花球的猫

偎依在年轻母亲怀抱的孩童

眸子闪亮

像极了飞驰的火星

夜幕的钟声响起时

一切都若有所思

院子里的幸福树

没有做任何打理

而郁郁葱葱

一定是注入了

某个哲人的思想

一群飞鸟站在屋檐上

鸣叫

仿佛吟诵着祖辈的古训：

大德通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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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寨沟竹海瀑布九寨沟竹海瀑布 王曦王曦 摄摄

当我告别亲人，独自走
向工作岗位，以出色的工作
能力出现在你眼前时，是你
牵起了我的手。

你牵着我的手，第一次
出现在校园里。我听到熟人
的招呼，我知道，你微红的
脸上肯定略显娇羞。你牵
着我的手，在上班的路上，
在下班的途中，在饭后散步
的悠闲里，在假日购物的拥
挤中。从你悦耳的声音里我知道，你并不在意
别人的目光。

你牵着我的手，在去夜大的路上，在朦胧的月
光里。我知道，你的身影一定很美。忘不了那天
天气骤变，当我手持盲杖和雨伞，出现在你面前
时，你紧紧握住我的双手。我们依偎着，走在泥泞
之中，却如走在和风细雨里。你牵着我的手，在你
忙家务时，儿子总是学着你的样子，“爸爸下台阶”

“爸爸向左拐”“右边有水”……我明白，儿子是你
手的延伸，我知道你听见儿子稚嫩的声音，心里一
定在微笑。

你牵着我的手，儿子跟在身后，我们走过了宁
夏的沙坡头、兰州的五泉山、四川的峨眉山、北京
的长城……从你的口中，我看到了祖国的大好山
河，我傲视游人异样的目光，将他们的窃窃私语如
蜘蛛网一般轻轻从耳边拂去。有你的人生无比壮
丽，我心中充满欢喜。你牵着我的手，我们走向灾
区、走上街头、走入教室……我们为灾区捐款捐
物，为群众义诊，为学生作励志报告，为盲人普及
盲文，传授按摩理论和实操技能……我们把爱心
献给需要帮助的人们。

你牵着我的手，我们的足迹遍布古城西安。
我们作为残联代表看望了贫困视障人，走访了盲
人按摩店，把党和政府为残疾人制定出台的优惠
政策传达给大家，并把他们的合理诉求反映给政
府，我们起到了桥梁纽带作用。你牵着我的手，
和众多盲人一起怀着感激的心情接受中国狮子
会和爱心志愿者提供的宝贵支持。陕西代表处
大成服务队的狮友们提出“我是你的眼，带你看
世界”的口号，陪护我们观影、听相声、组织文体
比赛、游览世园会……这些暖心服务满足了我们
盲人群体的生活需求，更让我们感受到祖国的强
大与温情。

你牵着我的手，我们光荣地加入十四运会和
残特奥会火炬传递团队。在人们的欢呼声中，我
们强烈感受到伟大祖国在党的领导下，从站起
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并切身体会
到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残健融合共享
资源这一和谐社会盛况。你牵着我的手，我们一
路相伴，越过祖国壮美山河，走向一盏灯火、一方
小家的平淡幸福。

犹记得数年前，儿子携女友跨越千山万水回
到西安，只为庆祝我们迁入新居。如今，他在海南
安家，你牵着我的手，我们携手从繁华的西安古城
起飞，直奔南海椰城的怀抱，和至亲至爱的家人共
度欢聚时光。

你和儿子儿媳在前面走，孙子孙女牵着我的
左右手，我们一家人相伴，领略祖国的大好河山：
在秦岭野生动物园中，自然魅力无限；在千年古寺
大雁塔下，晨钟婉转悠扬；在南海岸边、万泉河旁，
常有狮吼虎啸……西安、海南，遍布我们的足迹，
也留下我们一路的欢声笑语。

你牵着我的手，我们走过许多路、经历了许多
事，也见证了许多许多……

当掌声响起，当我站在领奖台上时，我知道，
我不能没有你，更不能没有你的牵手。为了你的
牵手，为了我们的牵手，为了全世界人类的牵手，
我愿奉献一生。

希望世界因我们的牵手而与众不同。

南京，这座古都承载着六朝的“烟水气”，
历史的厚重与现代的繁华在这里交织。而玄
武湖，如同一颗璀璨明珠，镶嵌在这座城市的
心脏，静静地诉说着金陵的古往今来。去年
金秋末尾，我带着对历史的敬畏和对美景的
向往，踏上了探访玄武湖的旅程。

清晨的南京，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桂花
香，我踏着轻快的步伐，穿过熙熙攘攘的街
道，来到了玄武湖畔。湖面在晨光的照耀下
波光粼粼，如同一块巨大的碧玉，静静躺在城
市的怀抱中。岸边随风飘落的红黄树叶，仿
佛在欢迎每一位远道而来的游客。

乘着游船缓缓驶离岸边，眼前的景色逐
渐变得如诗如画。玄武湖，这位见证了历史

沧桑的智者，慢慢揭开了他神秘的面纱。湖
面如镜，映照着晨光的温柔，湖水涟漪，仿佛
能涤荡心灵的尘埃。湖畔的古城墙、古树，以
各自独特的姿态守护着湖水，倒映在清澈的
水面上，构成了一幅幅动人的画卷，让人不禁
沉醉其中，忘却尘世的纷扰。

行至湖中，阳光洒在湖面上，金光闪闪，
与碧绿的湖水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道道绚
烂的光带。此时，湖面上的游船渐渐稀少，只
剩下几艘小舟在湖心荡漾，这份静谧与和谐，
让人仿佛置身于世外桃源，忘却了尘世的烦
恼与喧嚣。湖中的五洲如同五颗璀璨的明
珠，点缀在碧波之上，各展风采、各具神韵。
环洲的古朴宁静、樱洲的樱花如云、菱洲的荷

花清香、梁洲的古韵悠扬、翠洲的绿意盎然，
每一处景色都令人心旷神怡，每一次漫步都
洋溢着宁静与美好。

随着日头西斜，玄武湖又披上了一层金
色纱衣，湖面被晚霞染成了一幅绚丽的油
画。金色的阳光穿透云层，洒在波光粼粼的
湖面上，仿佛无数金色的碎片在水面跳跃，
闪烁着耀眼光芒。夕阳的余晖洒在古老的
城墙上，与远处耸立的高楼剪影相映成趣，
现代的活力与传统的古典在这里和谐共存，
历史的厚重与自然的柔美在这里相互交织，
玄武湖以其优雅之姿，展示着南京这座城市
的双重魅力。

夜幕降临，玄武湖的灯火渐渐亮起，与天

上的星光遥相呼应，为这座古都增添了几分
神秘与浪漫。我站在湖畔，望着这如诗如画
的夜景，心中涌动着难以言喻的感慨与喜
悦。这场旅程，不仅是一场视觉盛宴，更是一
次心灵触动，让人在这份宁静与美好中，找到
了内心的平和与安宁。

如今，每当秋风再起，那份宁静与和谐，
都如同一首悠扬的古曲，时常在我心中回
响。我怀念那片湖水的清澈，那座古城的沉
稳，以及那些在湖光中交织的光影与岁月。
我期待着，在未来的某个时间，能够再次踏
上那片美丽的土地，再进行一次心灵的触
碰，一场历史的对话，一次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体验。

玄 武 湖玄 武 湖

三千里汉江烟波浩渺，日夜向东流。北岸是魏巍秦
岭，分华夏以为南北；南岸为绵延巴山，携巴蜀接连荆
湘。巴山秀美，汉江浩荡，日出月落峰峦上，云蒸霞蔚云
水间，好一处地灵人杰。

金秋时节，汉水南岸，位于全胜寨脚下的民主镇枣树
村，到处弥漫着庄稼成熟的气息。坡地上，成熟的庄稼铺
天盖地，金灿灿得使人心生欢喜；稻田里，饱满的稻穗挨
挨挤挤，黄澄澄得让人心里踏实。房屋粉墙黛瓦，错落有
致；门前院落，绿植掩映，洁净整齐；周围平地，菜蔬果木，
生机蓬勃。

在岚皋县枣树村，特色饭店民宿一家挨着一家，已成
规模。“应知故乡景，客自故乡来！”到此一游的客人，感受
到的无不是“客路故乡”的美好体验。

走进集餐饮与住宿为一体的红鑫山庄民宿，我们正巧
遇到了正在为客人准备晚餐的主人唐女士。她中等身材，
白净皮肤，淳朴笑脸让人感受到了家的舒适和温馨。干干
净净的房间窗明几净，人与环境和谐自然。唐女士是这里
远近闻名的创业明星——她的农家饭菜不仅烧得好，还人
美心善热情好客。去年初夏，4名大学生装扮操着外地口
音的年轻人，从全胜寨下山途经红鑫山庄民宿，又累又饿
的他们想让女主人给他们每人下一碗面条，讲好一碗面条
十块钱。可一会儿工夫，看见服务员端上桌的竟是一盘
辣子鸡、一盘小炒肉、一盘清炒黄瓜和一盆鸡蛋汤。年轻
人惊呆了，随后似乎又明白了什么，饥肠辘辘的他们谁也
不动筷子，一动不动地坐在饭桌前等着女主人前来理
论。看着女主人笑盈盈地端着一大盆面条进来，几个人
连声质问，我们只是想吃一碗面条，你弄这些炒菜干什
么！想宰客吗？我们兜里可没有多余的钱。听到这里的
唐女士忍俊不禁，放下面条解释道：“你们误会了，看见你
们都是年轻人，爬山又消费了很多体力，刚好隔壁房间订
餐，我就多炒了一点菜给你们补充体力，饭钱嘛还是讲好
的四十元，一分钱都不会多收。”看见几个年轻人终于放
下戒心，开始动筷。女主人又补充道：“尽管放心吃吧，你
们来到我们山里一趟多不容易呀，赶快趁热吃，饭菜不够
吱一声，来了就管饱。”

女主人温暖的话语，让人瞬间理解了“客路故乡”的丰
富内涵。在枣树村，无论你是在哪家民宿，享受的待遇都
与红鑫山庄一样。一群游客来到枣树村，看见一户人家地
里瓜果菜蔬繁盛，油光光、亮晶晶，特别惹人喜爱，于是去
地里摘了黄瓜，洗都没洗直接吃起来。主人也赶忙走出来
泡茶散烟，热情地招呼客人坐下休息。过了一会儿，客人
们才知道弄错了，他们预订的不是摘菜喝茶的这家，而是
另外一家民宿。实际上，主人早就知道他们弄错了，因为
来这里的客人都要提前预约，而主人并没有接到预约订
单……巴人的淳朴、善良、热情、好客，在此展现得淋漓尽
致，但巴人的优秀品质远不止这些……

刘老伯是岚皋县蔺河镇人。2013年以前，刘老伯的
家境还算宽裕，但自从儿子得了鼻咽癌和淋巴癌后，治病
不仅花光了所有积蓄，还向亲朋好友借遍了钱。两年后，
儿子医治无效离世，留下的除了无尽的悲痛外，还有一张
张欠条，整整 20余万元，刘老伯一家因此成了低保户。

世上听说过“父债子还”，哪见过“子债父偿”，但在刘
老伯身上却是例外。“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一句口头禅
在刘老伯嘴里说得掷地有声。

刘老伯不识字，但每一笔借款都记得清清楚楚。这位
年近七旬的老人，凭着一股子韧劲和木工漆工手艺，给
村里的药材种植公司锄草一天挣 80元，做一把木椅子卖
100元，割一斤生漆卖 100元……老两口起早贪黑，每年
种十多亩土豆、玉米，养几头肥猪，一天一天存钱，一笔一
笔还债。

一笔笔债务被刘老伯夫妇“啃”了去，但他也因积劳
成疾，患上严重的肺气肿等，老伴也因为劳动时不慎摔了
一跤，导致右臂、椎骨骨折，加上两人年事渐高，身体每况
愈下，不得不减少种地面积和养殖数量，还债速度明显慢
下来。一想到自己有生之年可能没还完债就“走”了，刘
老伯的内心万分煎熬，他将孙子叫到跟前，语重心长地嘱
咐孙子一定要把欠账还完。

县上一位领导听说了刘老伯的事迹后，常去家里看
望鼓励。每年年关，都要带上妻子和孩子来到刘老伯家
帮着做家务，妻子则下厨做一桌好饭菜，与刘老伯一家热
热闹闹地吃上一顿团圆饭。后来，见刘老伯身体每况愈
下，实在无法还清乡亲们的欠款时，便召集了当地的几位
爱心企业家，包括他本人，每人捐助 1万元，终于还清了老
伯最后一笔 6万元欠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