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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说

全 家 福
刘 平

这一辈子，朱老太就没把一家人拢
齐过几次。 平常没指望，哪敢指望平常
呢？ 朱老太指望的是吃年夜饭那一天。
她心里盼的是 ， 一家人一起吃个年夜
饭，再拍一张全家福。 谁家客厅墙上没
挂着一幅全家福呢？

可这对别人家稀松平常，当家的招
呼一声就妥了。 对朱老太家却很难。

年轻时， 年夜饭桌上缺的是丈夫。
丈夫是警察，一年四季都在忙 ，连过年
也没闲过。 每年吃年夜饭的头一天，朱
老太都会提醒他 ： “明天晚上吃年夜
饭。 ”可丈夫的年夜饭，十有八九是在单
位吃的。 那年除夕，丈夫终于在家跟她
和儿子女儿一起吃了一顿年夜饭，他们
拍了第一张全家福。 那年，儿子八岁，女
儿六岁。

那幅全家福在客厅墙上挂了一年
又一年。 年夜饭桌上，儿子女儿也问了
一次又一次：“妈！ 爸爸咋又不回来吃年
夜饭呢？ ”

每次她都说：“爸爸在忙。 ”
儿子女儿说：“爸爸忙啥呀？ ”
她说：“抓坏人。 ”
“哪有那么多坏人呀？ ”
“没有坏人爸爸也要守着。 ”

“为啥呀？ ”
“爸爸他们守着， 家家户户才能安

安心心过年。 ”
儿子女儿慢慢长大工作、成家立业

了。 朱老太早已把墙上那幅全家福取了
下来，现在有儿媳、女婿、孙子、外孙，八
个人了，那四个人的还叫全家福吗？ 一
个都不少的才叫全家福。

丈夫彻底休息了，每天在家陪着朱
老太。 可朱老太还是没办法把一家人拢
齐，

而这时候的年夜饭桌上，一年年缺
的是儿子和女婿。 他们也是警察。

“都是您带的头。 ”朱老太说丈夫。
儿子高考填报志愿的时候，朱老太

坚决反对他报警校。 可儿子像着了魔，
其它啥学校都不考虑， 只报警官大学。
女儿听话，报了一所师范大学。 朱老太
很高兴，她觉得以后当老师挺好的。 可
没想，女儿后来嫁给了一个警察。

“我上辈子作了什么孽啊？ 一家子
就三个警察。 ”朱老太对丈夫说。

“我这辈子就没安生过。 年轻时为
您担惊受怕 ， 现在为儿子女婿提心吊
胆。 ”朱老太又说。

“您英雄、您榜样，他们都学您。 吃

个年夜饭人都拢不齐，墙上连一幅全家
福也没有，您满意了？ ”朱老太越说心里
越伤心。

丈夫似乎觉得理亏 ， 任朱老太咋
说，他都不说一句话，只是笑眯眯看着
朱老太。 看着丈夫脸上那无动于衷的笑
容，朱老太心里更来气了，说：“您说话
呀！ 咋？ 哑巴啦？ ”

“您理亏，不敢说。 ”朱老太又说。
丈夫脸上还是笑眯眯的。
有一年，朱老太实在想把一家人拢

在一起吃一顿年夜饭、 拍一张全家福，
就一个个打电话问哪天有空 。 先问除
夕，儿子女婿说：“悬得很。 ”又问腊月二
十九，儿子女婿说：“也悬得很。 ”腊月二
十八，儿子女婿说：“还是悬。 ”腊月二十
七，儿子女婿说：“可能也悬。 ”

放下手机，朱老太一个劲叹气儿……
年夜饭桌上， 孙子外孙问朱老太：

“奶奶（外婆）！ 爸爸咋又不回来吃年夜
饭呀？ ”

朱老太笑眯眯说：“爸爸在忙。 ”
孙子外孙说：“爸爸忙啥呀？ ”
朱老太说：“抓坏人。 ”
“哪有那么多坏人呀？ ”
“没有坏人爸爸也要守着。 ”

“为啥呀？ ”
“爸爸他们守着， 家家户户才能高

高兴兴过年。 ”
孙子外孙眨巴着眼睛 ， 突然说一

句：“长大了我也要当警察。 ”
朱老太看着孙子外孙 ， 心里倏地

“咯噔”了一下……
这年暑假，在外地上大学的孙子外

孙都回来了。 朱老太的一个愿望也实现
了，一家人在一起拍了一幅全家福。 是
在医院的院子里拍的。 朱老太被查出胃
癌晚期，没几天了。

决定拍全家福的时候，朱老太对儿
子女儿说：“去把你们爸请来。 ”一会儿，
儿子女儿捧来了镶着丈夫照片的镜框。
退休前的两个多月，丈夫在一次执行任
务时牺牲了。

两把椅子 ，朱老太坐一把 ，另一把
上立放着丈夫的照片。 儿子媳妇、女儿
女婿站两边，孙子外孙站后面。

拍了全家福，朱老太说：“我想跟你
们爸说说话。 ”大家在附近看着，过了一
阵，去扶朱老太回病房的时候 ，才发现
她已经走了。 走得很安详。

子孙们不知道，朱老太跟丈夫就说
了一句话：“这辈子，我挺值的。 ”

冰湖揽胜 郑钟方 摄

涓流汇海 赵正菊 摄

“野 逸 ” 之 趣
路来森

野逸， 是一种生命态度， 是一种生活方
式， 更是一种精神境界。

野逸， 让人想到荒野， 想到田园， 想到
绿树婆娑、 秋风清露， 想到溪流潺湲、 鸟语
花香， 想到空中的飞鸟、 飘逸的白云……

总之， 野逸， 就是飞在大自然中的一只
快乐鸟儿。

野逸的人， 抱朴守拙， 追求素简， 追求
田园， 他们是自然之子。 田野中， 筑几间茅
屋， 置几亩薄田， 即可安身立命。 他们， 喜
欢的是门前的溪流， 屋后的榆柳， 更有篱笆
扎成的墙垣， 墙垣上爬满藤蔓， 篱笆下遍开
草花 ， 不时有飞鸟栖止 ， 不时有蝴蝶翩然 ；
清晨， 清露瀼瀼， 花香弥漫一院； 晚间， 朗
月高照， 清光弥散， 一院清凉。

劳作累了， 即可摘几棵自家种植的菜蔬，
素油清炒， 小酌一杯， 酌而思之， 内心一片
安宁， 一派祥和； 或者， 煮粗茶一壶， 缓缓
饮来 ， 看飞鸟过院 ， 看白云飘临 ， 心悠悠 ，
思悠悠， 乐亦悠悠。

野逸， 可以成景———现实之景， 心中之
境。

郑瑄 《昨非庵日纂》， 有一段文字， 最是

能传达 “野逸” 之趣。
其文曰 ： “余家深山中 ， 每春夏之交 ，

苍藓盈阶， 落花满径， 门无剥啄， 松影参差，
禽声上下。 午睡初足， 旋汲泉， 拾松枝， 煮
苦茗啜之， 随意读 《周易》 《国风》 《左氏
传》 《离骚》 《太史公书》 及陶杜诗、 韩苏
文数篇， 从容步山径， 抚松竹， 与麛椟共偃
息于长林丰草间 。 归竹窗下 ， 则山妻稚子 ，
作笋蕨 ， 供麦饭 ， 欣然一饱……出步溪边 ，
邂逅园翁溪叟， 问桑麻， 说粳稻， 量晴校雨，
相与剧谈一晌， 归而倚仗柴门之下， 则夕阳
在山， 紫绿万状， 牛背笛声， 两两归来， 而
月印前溪矣。”

环境美好， 行为闲适， 日子从容， 人情素
朴， 情趣盎然， 画意彰彰， 尽显野逸之美矣。

郑瑄， 看来是文人， 而文人， 是一向都

有一份 “野逸” 之趣， 之追求的。 郑瑄之美
好， 就在于把理想变成了一种现实， 而更多
的文人， 则只能将 “野逸” 之追求， 变成一
种艺术或者文化的寄托———寄托于诗， 寄托
于画。

于是， 就有了大量的田园诗； 于是， 就
有了一幅幅的 “野逸图”。

田园诗， 多多， 毋庸赘述。
有趣的是， “野逸图”， 许多画的题材，

甚至于， 都具有了历史传承性， 一代代的画
家画着， 不厌其烦， 以手传心， 成为了一种
文化现象 。 如 《商山四皓图 》 《采薇图 》
《东篱赏菊图》 （亦曰 “陶潜赏菊图”） 《溪
山渔隐图》 《江岸停琴图》 等等。 它们其中，
大多融入了历史故事、 历史人物， 而且， 其
人其事 ， 都是与 “野逸 ” “隐士 ” 相关 。

“商山四皓”， 是指避秦乱而隐居商山的四大
隐士： 东园公、 绮里季、 夏黄公、 甪里先生。
“采薇图”， 则是指伯夷、 叔齐的故事。 “东
园赏菊 ” 和 “溪山渔隐 ”， 则都与陶渊明有
关。 “江岸停琴 （亦说 “听琴”）”， 则是指俞
伯牙和钟子期的故事， 所谓 “高山流水遇知
音”， 是也。 其人， 多为 “隐者”， 以自然为
家； 其事， 多风雅可赏， 传达着一份高风亮
节———明月一般， 照亮了历史的某些细节。

因之， 在中国的文化历史中， 野逸， 亦
可谓一种文化传统， 一脉人文精神。

可是， 野逸， 亦是大为不易的， 并非所
有的人都有 “野逸 ” 之趣 ， 都能做 “野逸 ”
之人。 追名逐利的人， “野逸” 不了； 蝇营
狗苟的人， 也难以 “野逸”； 耽溺红尘之人，
就更不会去 “野逸” 了。 “野逸”， 需要一份
高蹈的胸怀， 需要一份淡泊的心志， 更需要
有一颗自然之心， 走向自然， 贴近自然， 最
终抵达 “天人合一”。

因此， 可以说， 野逸的极致表现， 其实
是一种精神境界———一种胸襟开阔、 脱略放
达，归真返璞、任性自然，最终抵达身体、思想，
高度自由的精神境界。

大 地 入 冬
和智楣

不知不觉，已是立冬。 阳光普照的
午后，我独自沿着生态走廊散步，即使
有明艳的阳光从头顶倾泻而下，也能明
显地感觉到周围弥漫着的萧瑟与寒凉。
环顾四下， 天地间已经有了凛冽的苍
茫。 放眼望去，天高地阔、风冷露寒、草
木凋落、山寒水瘦，可以近距离地感受
到万物繁盛之后所迎来的寥落。

作为冬季的第一个节气，立冬既传
递着天寒地冻、 万物收藏的物候变化，
也传递着蓄能积势、孕育未来的美好希
冀。这个季节，时光的诗章由盛转衰，变
得越来越简洁，越来越含蓄，越来越深
刻，万物开始进入一种沉睡的状态，再
次迎来生命轮回中凋零休整的时刻。

一切缄默不语， 大地已然入冬，万
物纷纷褪尽往日斑斓绚烂的色彩 ，露
出真实的底色。 黄、褐、棕黄、老绿、苍
灰、 赭青， 无论哪一种颜色都纯粹、深
沉、有着冷峻的质感，将世界渲染成白
茫茫一片真干净，渐渐陷入一种无边的
沉寂。

立冬之前，心底或许还有的躁动情
绪，此刻全都静了下来。 冬，仿佛有一股
神奇的力量，能够让浮躁的世界瞬间变
得宁静，让人生多出几分冷静，少了几
许狂热，能够覆盖住所有该有的或不该
有的情绪，令人不再彷徨无措，安然迎
接着世间的枯荣和离合，静静地体会着

生命的静谧， 让心灵由枯槁到丰盈，由
慌乱到安详。

在这个季节里，无论是谁都可以轻
而易举地让躁动的心安静下来，不再被
奢华所萦绕，或乱了心绪。 事实上，枯荣
有序，盛衰起伏，本来就是生命的常态，
如果没有春生、夏长、秋收，哪里有东西
值得冬藏。 生命唯有历经前三个季节的
能量聚集， 才会有冬的厚重和蕴藏，品
味到付出后终将获得收获的喜悦。

毫无疑问，在冬天，时光有着大段
的空白，可以让人沉思。 这样的沉思与
心灵有关，与生命有关。生命的季节，一
旦入冬，就注定是骨感的，是内敛的，更
是深邃的。我们每个人都不同程度地经
历着春夏秋冬的轮回，每一个轮回都是
一场心灵的荡涤和洗礼， 而冬天的沉
思，其实就是在秋冬往返、春夏交替中，
让我们不断地成长、沉淀。

生命只有历经冬的严酷，才能迎来
春的明媚。冬天是生命的终点也是生命
的起点，在这里，可以见证生命的辉煌
与黯淡。 生活同样如此，若是想要寻找
到属于自己的春天，就需要克服重重的
苦难，在漫长的寒冬之夜， 勇敢地打破
冰雪的沉寂， 冲破命运的枷锁， 任凭
一路寒风凛冽， 始终以坚韧之心， 从
容之态， 面对层层艰险， 最终抵达春
暖花开的生命彼岸。

□散 文

鸟雀悠悠忆故乡
杜明芬

冬日景色枯寂，万物萧条，一片静寂无声。 冷寂虽是
寒冬的主调， 但残菊枯萎的庭院里也有了微茫雪意和鸟
雀的点缀。那柔软的温情刺破了凛冬的寒肃，让平淡的岁
月多了几丝灵动。

寒意乍来，冬日初晴，总是容易觅得闲时。 我于街巷
漫步，突见两只鸟雀。 两只黑白相间的雀鸟在巷口，沐着
些微阳光慵懒地踱步。 它们时而低头啄食， 时而仰头望
人，不慌不忙地就与岁月做了最温柔的和解。

我不知道这两只鸟雀的名字， 但却莫名地被它们的
神态所打动。在这样寒冷的天气里，它们的神情却一如平
常春夏。状态是如此的平和，似是一点也不在乎寒风的来
袭。 许是安然享受冬日的寒冷刺骨，也是一种深情吧。 我
倍感惊诧的同时又觉恍然。因岁寒死去的鸟儿不在少数，
可为何冬日里仍然有鸟雀的身影？ 而它们又何以做到在
从容中保持了一份安宁，在安宁中又携带了一份优雅？

是因为懒惰而不愿意迁徙， 抑或者是因为无力高飞
而与世俗作了妥协？ 我却觉得都不是。 我更愿意相信它
们所为是一种执著的坚守。坚守故地而非忘却本心，执著
地等待春暖花开，这是对光阴最大的缅怀。

我曾在书上见过一个关于“荆棘鸟”的故事。 这种真
实存在于南美洲的小动物从离开雀巢开始， 便一生都在
寻找荆棘树。而当它们终于找到自己认为最长、最尖的荆
棘，便把自己的身体穿透其中，让血和肉都与它们认为最
美的荆棘融为了一体。 和着血与泪的歌声似乎总是格外
动人，加之凄美故事的渲染，荆棘鸟的每一次歌唱都是一
次壮丽的演绎。我总是觉得这与冬日的鸟很相似，同样是
以生命为底色，不过是一个壮烈，一个平缓罢了。 东坡先
生说“此心安处是吾乡”，荆棘鸟的心安处是在荆棘林中，
那冬鸟的心安处又是在何方呢？

倏地我就想起了故乡， 那片心灵深处最柔软的净土。
印象里的故乡是一方庭院、一棵老梨树；是一间老房子、一
本旧闲书；是一碟葵花籽、一桌老朋友，再有便是冬日里关
于鸟雀的影子。 那些鸟儿或是栖息在深褐色的树枝上，或
是站立在光秃秃的电线杆上，或是安静伫立，或是俯仰飞
落，动感或静态的鸟儿都是我眼中最美的故乡模样。

在老屋见到的鸟儿多的是麻雀和斑鸠，这种平常的鸟
雀总是不惹人注意，但我却觉得很是亲切。 一只小小的麻
雀在皑皑白雪中也显得突出， 更何况我于冬日之所见，常
是一群鸟雀为伴。 这无疑在我的脑海里刻下了深刻的印
象。 由此在外地的冬日见到鸟雀，很难不让我忆起故乡的
种种：霜白冷草木，芦花荡晚风，枫红染白云，鸟雀鸣故乡。

思绪又转回眼前这两只雀鸟，于冬日见此，心也起波
澜。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一只冬鸟，在心寒冷时，都固执
地留恋着一份温暖。 念念不忘的是我们暂时离开却永不
忘却的故土， 因为那根暖枝上有最温暖的茶和最温柔的
话。和荆棘鸟一样，每一只冬鸟最动听的歌都是在歌唱爱
之所系的故乡，因为那是永恒的心安所在处！

风吹落叶（外二首）
卢兆盛

并非所有的落叶告别树枝后
都会依然全部相聚于树下
总有一些落叶会远走高飞
尽管恋恋不舍

至于什么时候离开
或是能走多远
落叶自己并不清楚
决定权在风手里
一切都由风说了算

也好，在树上时哪里都去不了
落下后，那就来一次远行吧
走到哪里算哪里
任何一个地方
都可以是灵魂的归宿之处
也将是再生的起点

残 荷
站立的位置始终没有变
变了的是塘岸的树、草
以及身下的塘水
它们也和你一样，走过春与夏
与秋挥手告别后
已然大幅缩水，繁华殆尽
一夜严霜

荣枯，便已泾渭分明

自然，风的来路也变了
且老是吹着冷嗖嗖的唿哨
应该是跟着雁阵过来的
雁鸣声声，划过夜空
有几声正好落入塘里
让你的梦境变得深邃而苍茫

往日蜻蜓最喜欢驻足的
那一截腰身，如今
已经弯伏了下来
但，你依然优雅地站立着
恬静淡定的姿态，告诉我
什么叫气度不凡
什么叫傲骨犹存

枫叶红了
雁阵过后
霜，开始露面
树木加紧换装
枫树捷足先登
一袭红装
惊艳了———
大半个冬季

八公山访古拾零
胡占昆

楚客廉颇
负荆请罪美名传， 驰骋疆场敌胆

寒。昏君中秦反间计，任用竖子去宿将。
长平溃败赵危亡， 万将士无生

还。耆老含愤为楚客，永眠牛麓哀邯郸。

丰碑刘安
显赫一世王淮上， 寂寞长眠荒山

傍；一抔黄土千秋怨，莫须有罪赐身亡；
世人称道升仙去， 豆腐鼻祖受敬

仰。巨著鸿烈立丰碑，永垂不朽名流芳。

淝水之战
投鞭断流称英豪， 自信指日代前

朝；淝水不与秦王使，寿阳城头晋旗飘。
一代枭雄诚可叹， 无奈只识射大

雕，计谋不成谢氏功，司马或沦覆巢鸟。

南塘救驾
舆图不见弹丸地， 世间传说成胜

迹。宋祖南征困于此，巾帼英雄战强敌。
解围救驾破寿州， 长驱直入下金

陵。美妙故事史无录，舞台常歌刘金定。

升 学 宴
王维钢

一大早 ， 秀兰趿拉着拖鞋来到了老二家 。 一
进门就急火火问 ： “老二媳妇 ， 村长家办升学
宴 ， 你去不去？” “都挨家挨户通知了能不去吗 ？
再说村长这几年也没少做好事 ， 修路建桥的 。 ”
老二媳妇一边叠被一边说 。 “唉 ？ 你听说没 ， 他
儿子才考了 300 多分 ， 我看就是想收人情钱 。 人
家老刘姑娘 ， 考了哈工大都不办 。” 老二媳妇叹
了一口气说 : “老刘家拿啥办啊！ 老婆每年吃药都
得好几千块 ， 他跛脚走路都不利索 ， 也不能打
工， 一年哪有个收入？”

临近中午 ， 村长站在大门口 ， 喜笑颜开地迎
接村民 。 秀兰和老二媳妇几个老娘们站在屋檐
下， 磕着瓜子唠着嗑 。 老刘也来了 ， 他一边抽着
香烟一边在看打牌 。 大伙有说有笑地 ， 好不热

闹。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时 ， 村长说话了 ， “感谢

大家来参加我儿子升学宴 ， 不过今天的礼金我一
分 不 留 。 ” 大 伙 一 听 都 丈 二 和 尚 摸 不 着 头 脑 ，
“这钱我全部捐给老刘大哥 ， 她姑娘争气考上名
牌大学， 可他家却拿不出学费来 ， 这钱就算大家
帮他忙吧！” 秀兰一听立刻站了起来 ，” 村长 ， 那
我再加一百吧 ！ 老刘大哥虽然身体不好 ， 可修路
修桥干义务工时 ， 他一次也没落下 。” 老二媳妇
掏出一百元钱说 : “我也加一百， 他家有困难 ， 大
家就该帮一下 。” “我加二百……” 大家你一言
我一语， 拥向了村长。 村长兴奋地喊着 : “大家不
要急 ， 一个一个来 ， 我得记录一下啊 ！” 角落里
的老刘顿时哭了， 像个孩子在抽搐着。

□随 笔

□小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