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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命 中 的 供 销 社
米丽宏

供销社 ， 一个古董般的词 。 它从
日子里消失足足三十年 。 一提起 ， 便
是天老地荒的怀旧气味 ： 遥远的 “从
前慢”、 陈旧的琳琅与温暖。

大排门 ， 石头房 ， 长柜台 ， 老摆
设， 整个儿一帧温柔敦厚的历史场景。

上世纪七 、 八十年代贫乏清苦的
日子里 ， 供销社绝对称得上人间繁华
地。 它蹲在村子中央 ， 岁月安详的模
样： 窗是玻璃窗 ， 门是一块块木板安
插起来的大排门 。 门两旁墙壁上常年
刷着八个字 ： 发展经济 ， 保障供给 。
我们不懂其中意思 ， 只觉很抽象 、 很
高深。 每年春天 ， 那大字会被细涂一
遍， 焕然有种新生的欢喜。

进门， 一长溜柜台隔出两个空间。
柜台里的人 ， 像王一样守着他们的江
山 。 副食品柜台 ， 是气味与美食的
“信息库”： 烟酒糖茶 、 饼干罐头 、 油
盐酱醋 、 水果咸菜……吃的喝的应有
尽有 。 酱油 、 醋 、 香油 、 散酒 ， 置于
柜台下几口小瓮里。 咸鲜的、 酸甜的，
又是家常 、 浓郁的气味 ， 倦怠慵懒 ，
多元交融 。 厚厚木盖子也盖它不住 ，
一派深邃说不透的供销社味道。

每次拽着娘的衣襟进去 ， 我都会
踮起脚尖儿 ， 两手扒着柜台 ， 仰头望

向副食货架 。 饼干 、 江米条 、 水果 、
糖块儿……我的下巴搁在柜台沿上 ，
滑过来滑过去 ， 眼神儿集中 ， 痴痴凝
望。 娘有时买完东西剩一两分钱 ， 便
买两颗糖球儿往我嘴里一塞 。 饕餮之
望顿然满足 ， 舌尖儿上荡开甜蜜欢快
的旋转， 轻轻一吮， 真甜哪。

那时 ， 打醋买酱油的家务活 ， 我
最愿意干。 逢领到任务， 我一手握瓶，
一手攥钱 ， 飞奔而去 。 进门把瓶子奉
上， 说清 “5 分钱” 的； 看售货员捏着
勺把儿 ， 从瓮里舀出酱油 、 醋 ， 轻顿
一下， 倒进漏斗。 酱红或透亮的液体，
沿瓶壁缓缓下行， 电影镜头一样奇幻。

上小学头一天， 娘领我去买纸笔。
我如受了恩宠 ， 第一次感觉供销社也
有我的 “天地”。 是的， 我发现了各式
漂亮铅笔 、 带香味的橡皮 、 玉米形状
的钢笔 、 小鸟儿形状的铁皮小刀 、 圆
形卷笔刀 、 铁皮文具盒……可娘看来
看去， 最后只买了两张 1 开的大白纸，
一杆六棱铅笔。

我嘟着嘴不开心 。 我多想要一杆
带橡皮的铅笔呀 。 娘说 ： 橡皮铅笔费
钱， 是 “秃头” 铅笔的两倍哩。

夏天来到 ， 货架上的透明塑料凉
鞋让人眼馋 ， 与家做布鞋比 ， 它们颜

色鲜亮 、 玲珑剔透 ， 美得震人心魄 。
可我自知 ， 一元五角钱的价格 ， 属实
有点贵， 贵得我根本不敢开口跟娘要。
凉鞋梦想年年升腾， 年年落空。

唉 ， 那时的渴望和无奈……供销
社， 默默旁观着一个孩子的忧伤。

三年级时 ， 我参加县里小学生作
文比赛 ， 意外获一等奖 ， 奖了十支铅
笔一个文具盒 。 娘开心之余 ， 到供销
社为我买回了凉鞋 。 橘红色透明的 、
搭袢儿凉鞋 ， 一上脚 ， 足下生辉 ， 腾
云驾雾。

可 ， 仅半天 ， 鞋扣硌破了脚踝 。
娘用布条儿包住金属鞋扣， 又简单缝几
针。 好了 ， 温温软软的 ， 整整一个夏
天， 除了夜晚睡觉， 凉鞋再没下过脚。
终于， 鞋带断裂 ， 袢子也坏了 。 第二
年， 鞋小穿不得， 凉鞋被妹妹欢欢喜喜
回收。 娘找根铁棍在火上烧红， 断裂处
一烫， “呲” 的一阵青烟， 鞋帮鞋带又
粘合在了一起。 两朵彩云般的凉鞋， 被
妹妹细心呵护着， 穿了一个夏天。

供销社的小人书 ， 算得上我读书
写作的引领者 。 一本接一本 ， 它们不
断打开未知的远方世界 ， 引着我向前
狂奔 。 有次 ， 我去买一本 《英雄少
年》， 看看定价一角八分， 我却只有一

角钱。 售货员说 ： 没关系 ， 你去想想
办法吧， 这一本我给你放起来。

村里孩子有生钱的法儿 ， 十几天
里， 我起早贪黑去山上捉蝎子 、 刨药
材。 换来的钱不仅买了小人书 ， 还给
娘买了一管牙膏 、 一把梳子 ， 给弟弟
妹妹买了冰棍儿。

有次我去供销社买本 ， 恰遇到外
村的四姑来买化肥 。 她看到我 ， 说 ：
红儿， 你等等， 我买点吃的给你。

我说： 不用的， 姑。 我都长大了。
她二话不讲 ， 上来扯住我 ， 对着

柜台里说 ： 称一斤饼干 。 售货员麻利
称了饼干 ， 草纸包好 ， 线绳儿捆住 ，
递过来 。 她转身扯我出门 ， 忽将饼干
放台阶上 ， 自己一溜小跑儿跑开了 。
我听她边跑边喊着 ： 红儿 ， 饼干儿给
奶奶尝尝， 我有活儿干， 不回家啦。

我拿起饼干 ， 呆呆看着姑跑远 、
跑远。

时光流逝 ， 漫长的岁月那边 ， 供
销社， 已晕染成一种模糊的年华背景。
也许， 它从未真正离开过我们的生活 ，
但在于我们 ， 它却是一种遥远的生命
记忆。

江山不语 ， 岁月永新 。 亦陌生 ，
亦熟悉。

让花儿刷脸过来
张 玉

晚上，我和女儿散步。 路过一个拐角处时，一股清悠的香气扑鼻
而来。 哇，是梅花！ 突然想到，在这个院墙内，有几株梅树。 每当初春，
香气就会翻越墙头，给过往行人送上一份惊喜。 “妈妈，我们进去看看
吧。 ” 我看看不远处入口的栏杆， 失望地说：“这里需要刷脸才能进
去！ ”女儿调皮地说：“那让花儿刷脸过来呗。 ”

让花儿刷脸过来，多么富有诗意的想象，女儿的话把我逗乐了。
难怪，有人说：“每个孩子天生都是诗人。 ”他们脱口而出的句子像露
珠一样晶莹。

记得有一次，给女儿洗脚。 女儿随口说出了诗一样的语言：“妈妈
给我洗脚，趁妈妈不注意 ，我晃了晃小脚丫 ，哗啦啦 ，哗啦啦 ，下雨
了。 ”

童心即诗，他们清澈的眼眸里住着亮闪闪的星星。
“大人眼里有小星星吗?”此时，五岁的女儿抬头看着我。
“从前大人还是孩子的时候 ，眼里也住着小星星 ，后来 ，很多

人把它弄丢了 ，有的丢在暴雨过后的泥泞里 ，有的落在冬天的荒
草里……”

“那还有一部分人呢？ ”
“还有一些人，他让小星星永远住在心里，从此，他们有了一个有

趣的灵魂。 有一个作家，去拜访朋友，可到了才发现朋友家的大门紧
锁着。 要是遇到这样的事，大多数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啊？ ”

“他会非常失望，非常懊恼。 ”女儿皱着眉头做生气状。
“可能他一天的好心情就这样破坏掉了。 可是这个作家，没这样

做。 他说，那就让我和门外的花坐一会。 ”我说。
“哇，花儿和他说了什么悄悄话？ ”女儿的眼睛里闪着好奇的亮

光。
“哪天，我们见到这朵花问一问。 ”我接着说道，“不仅花儿会说悄

悄话，地上的河流，天上的云朵都会说悄悄话，这个周末，妈妈带你去
田野里走一走，听听它们说了什么？ ”

“太好了！ ”女儿高兴地跳起来。
梅香淡淡，月色蒙蒙，这是一个美好的晚上。 “让花儿刷脸过来”，

这个美好的想法让今天的夜色诗意起来。
童心不分年龄，有童心的人更能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我希望女儿

能永远拥有一颗纯粹的童心，一双诗意的眼睛。 我也希望自己能拂去
心灵上的尘垢，在大自然中寻找到遗落多年的星星。

飞 雪 的 琴 声
李红梅

女儿从四岁多学钢琴至今已经两年了， 最近通过了北京音乐家
协会钢琴二级考试，全家为之高兴。

回想两年来女儿学习钢琴历程，甜蜜且艰辛。 记得初学时分，正
值炎炎夏日，家住五楼，房间没有空调，每每练琴的时候，在强烈灯光
的照射下，格外焦躁炎热、昏昏乏力。在这种情况下，每晚都要坚持练
琴一个半小时。 这是女儿毅力、耐力的考验。

寒来暑往。 在钢琴老师的悉心指导下，女儿坚持不辍，钢琴曲难
度也随之加大，乐曲里的旋律和含义也更加丰富，女儿弹奏的兴趣和
热情也逐渐地高涨起来。

有一次，女儿感冒发烧已持续好几天了，第二天就要去老师那儿
上课。晚上我劝她不要练琴了，好好休息。可没过几分钟，她竟然一骨
碌爬起来，穿上鞋子，走到钢琴前，在琴凳上坐下来，打开琴盖，把书
翻开，如往常一样练起琴来。

当然女儿也有顽皮的时候。她会斤斤计较练琴的次数，那较真劲
儿，让我没辙；她也会把时间消磨于一些小玩具上，不厌其烦。每当此
时，真是“别又一番滋味在心头”，可一触到女儿那双清澈的双眼，我
又不忍心了。 “玩，终归是孩子的天性。 ”

女儿终于会弹奏一些简单的曲子了。今年春节过后，她开始学习
一级钢琴考级曲目，其中有一首是《白毛女》片段。 去冬今春，飘雪的
季节。 记得那天下午，天上飘着雪花，一向忙碌的爸爸居然偶得空闲
在家。 我和孩子的爸爸端坐于钢琴前，倾听女儿弹奏钢琴。 弹了一会
儿，女儿问：“爸爸，你想听什么曲子，我弹给你听！”爸爸说弹一个《白
毛女》吧。 女儿就很投入地弹起来。 此时窗外的屋顶上、树梢上，一片
白茫茫，银装素裹，一片片雪花像小精灵一样飞舞着。 窗外洁白的雪
花、室内优美的琴声，把我们的思绪带到了很远很远。 我们仿佛看到
一个小姑娘，在风雪的除夕之夜，接到爹爹给她买回的一小截红头绳
时的那份喜悦。

女儿的琴声像一束温暖的阳光，照在我们的心坎上；女儿的琴声
像一条潺潺的小溪， 轻轻流进我们的心田； 女儿的琴声像一片片纯
洁、飞舞的雪花，使我们更加纯净。每一天，当我迈着沉重的步伐走到
楼梯口时，女儿的琴声在我耳边响起，那是怎样的一种甜蜜和幸福；
每每看到当女儿那一双稚嫩的小手像小燕子一样在黑白键盘上舞蹈
的时候，有那一份无以言说的感动涌上心头……

奔 马 李立涛 摄

柴 火 灶
欧兢兢

在海边小乡村里 ，生活着一位名叫根
娣的老人，我称她为奶奶。 她已年近八旬，
脸上留下了岁月的痕迹，但一双眼睛依然
炯炯有神。 奶奶家有一口代代相传的柴火
灶，是她家的宝藏。

傍晚， 村舍上方被炊烟轻轻笼罩 ，仿
佛一层薄纱轻轻覆盖在这片土地上。 厨房
里 ，炉火跳跃 ，红彤彤的火苗热烈而富有
生命力 ，照亮了添柴的双手 ，也温暖了整
个空间 。 水在壶中欢快地沸腾，发出悦耳
的声响， 灶边的热气和烟雾相互缠绕 ，交
织在一起，像是一幅如梦如幻的画面。

炊烟飘散，在灶边笑眯眯的奶奶旁边，
依偎着一个流鼻涕的男孩。 回忆起那个缺
煤少电、不知道液化气是什么时代的往事，
我们家做饭和烹饪全都依靠柴火灶。

这个柴火灶 ，见证了我家几代人的生
活历程 ，它用粗糙的石砖砌成 ，老一辈人
不仅仅叫它为 “灶 ”，而是称之为 “打灶 ”。
灶台上下层次分明，上层是柴火熊熊燃烧
的灶膛 ，下层则是承接灰烬的灰洞 ，两者
相辅相成， 共同维系着家的温馨与热闹 。
灶膛上方， 两个圆圆的灶眼静静地伫立 ，
那是两口大铁锅的归宿 ，承载着烹饪与养
育的重任。 灶台的尾部紧紧贴着墙壁 ，一
直延伸至室外，与大自然紧密相连。 烟囱
高高耸立 ，将炊烟引向天空 ，象征着家的
希望与未来。 灶面经过泥浆的精心抹平 ，
光滑而耐用，而火钳与吹火筒则是灶台的

得力助手 ， 一个用于添加柴火和控制火
力 ，一个则在关键时刻吹出明火 ，让柴火
更加旺盛。

随着时间的推移 ，灶台上留下了烟熏
火燎的痕迹 ， 那些痕迹是岁月赐予的印
记，见证了家族的兴衰与变迁。 当柴火灶
需要翻修时， 拆卸下来的旧砖块将被赋予
新的生命，成为庄稼的优质底肥，滋养着家
族的希望与未来。

每当黄昏时分， 乡村里弥漫着炊烟的
香气，而奶奶家的炊烟总是最为浓郁。因为
她坚持用传统的柴火烹饪， 认为这样才能
保留食物最原始的美味。

后来，母亲嫁进了这个家，她的到来让
这个古老的柴火灶焕发出了新的生机。 母
亲是个厨艺高超的人， 她的双手仿佛拥有
神奇的魔力， 无论是家常小炒还是节日大
餐， 她都能用这口柴火灶烹饪出令人垂涎
三尺的美味。 那是家的味道， 是温暖的象
征。

自我记事起， 我经常和家人踏上采柴
的旅程，穿梭在茂密的树木之间，寻找合适
的柴火，有时中午才回来。每次回家放下柴

火扛， 母亲总会温柔地夸赞我的能干与坚
韧。有时整天都沉浸在山林之中，直到太阳
缓缓落山，才依依不舍地踏上回家的路。虽
然身体疲惫，当看到家人露出满意的笑容，
所有的辛劳都变得值得。

在我的记忆中， 母亲用柴火灶做出的
烤土豆和红烧肉，总是让我垂涎三尺。烤土
豆皮脆肉嫩， 香气四溢； 红烧肉则肥而不
腻，入口即化。 那些简单而美味的菜肴，是
我对家乡最深的眷恋。

然而，随着我们家从农村搬到城市，柴
火灶也逐渐退出了我们的生活。 尽管现代
的燃气灶、电饭煲等等厨具已经普及，但在
我的老家， 那口古老的柴火灶依然占据着
厨房的一角。它不仅仅是一个烹饪的工具，
更是家的象征，是岁月的见证，是代代相传
的温暖与记忆。

一天，村干部前来拜访，他们计划将村
庄改造成现代化的旅游胜地， 以吸引更多
的游客。在他们看来，古老的柴火灶是村庄
发展的障碍，应该被淘汰。

母亲得知这个消息后， 内心充满了焦
虑与不舍。 她无法割舍这口陪伴她大半生

的柴火灶， 更舍不得那些通过柴火灶烹制
而产生的美好回忆。于是，她决定站出来捍
卫她的柴火灶。 她与村干部进行一场激烈
的争论， 她用自身的经历和故事诉说柴火
灶在村庄和家庭中的重要性， 充满智慧和
情感，使村干部陷入沉思。

经过激烈的讨论， 村干部们最终决定
保留这些古老的柴火灶， 作为村庄的历史
文化遗产进行保护和展示。 柴火灶得以留
存，继续见证着家庭的温馨和村庄的变迁。

从那时起 ，母亲成为了村庄的文化传
承者 ，她经常邀请游客到家里来 ，品尝家
乡美食。 年轻的村民们也重新认识到柴火
灶的价值，希望将这份古老的传统智慧传
承下去。

母亲坚守着她的信仰和智慧 ，保护着
柴火灶和村庄的传统文化。 她的故事在村
庄里传播开来，成为了一段美谈。

如今 ，那座古老的柴火灶依然矗立在
母亲的厨房里，它见证了母亲辛勤的付出
和家庭中的温馨时刻，也见证了村庄的发
展与变迁。 它是母亲生活的一部分 ，是她
与家人、村庄和传统文化之间的纽带。

每当夜幕降临 ， 炊烟在村庄中飘荡 ，
家的香气弥漫其中。 那是柴火灶散发出的
独特香气，是家的味道、是传统的味道、也
是母亲一生守护的味道。 它让人们感受到
家的温暖与幸福，也让人们更加珍惜和传
承这一份古老的传统智慧。

小 雅 余 生
吴 昆

雅者，正也，常用来形容高尚的，不粗俗的
人或事，雅者，亦是许多人的追求，但却又没有
明确的界定，喝茶是雅，喝酒便不是雅，但是对
月饮酒却也是雅，捉摸不透，却令人沉迷其中，
其实人人都想追求雅，只是身不由己而已。

要说雅，现在的我们自然无法和古人的大
雅所比，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是大雅，竹林七贤
饮酒赋诗也是大雅，只能书中寻觅，现实中却
难以如此大雅洒脱。 房子车子孩子、工作生活
人际，每一样都少不了世俗，既然今生已难大
雅，倒不如小雅余生，活的洒脱雅致一些。

以前晚上是应酬喝酒， 现在买一套茶具，
学着饮茶，饮茶的讲究真是不少，茶具、茶叶、
水温， 每一项都会影响茶的口感和心灵的感
受，令人沉迷其中，不知不觉便心静了，逃脱了
琐事的束缚，生活也慢了下来，饮一口清茶，尽
情地品味生活。

以前周末是抽烟搓麻， 现在有了一副渔
具，牵着家里的土狗，到乡下的鱼塘去，一方板

凳、一根鱼竿、一盒便餐、一条老狗、一个闲人，
无关是否能够钓上鱼来，只为享受那一番恬淡
宁静。

以前沉迷皮具珠宝， 现在有了一院花圃，
每日侍弄，感同身受，雨天排涝，晴天浇水，生
活忙碌而充实， 看着花圃中的花草茁壮成长，
那种成就感和幸福感是以前从未有过的，花草
便是自然的宝石，如此雅致，岂不尽兴，原来幸
福也可以如此单纯简单。

小雅余生， 关键在于清洗世俗的心灵，以
前为了一丝利益争执不休， 现在大手一挥，大
方想让，这便是雅；以前为了谋求前途不惜卑
躬屈膝、四处求人，现在看开洒脱、独善其身，
这便是雅；以前沉迷金钱地位，现在倾心亲情
友情，这也是雅。

小雅余生， 便是如此的简单却又不简单，
但若真的能够做到，那便会感受到前所未有的
快乐和洗涤，净化心灵，舒展身体，如此，方能
体会到人生真正的魅力。

村庄的味道
庞 凡

村庄于我，是一种味道，一种记忆，
更是一种依恋。

土生土长、灰头土脸、贫穷落后是
以前城里人对农村人的印象。幼时特别
喜欢跟着大人到城里走亲戚。 怯怯的，
好奇的，东张西望的，眼睛完全不够用。
但是无论对城市有多么向往，都永远敌
不过我对大郢子的爱意。

大郢子是我祖祖辈辈繁衍生息的
地方，属于古楚地。 因为离楚考烈王的
郢都寿春很近，所以附近村庄的名字大
多是王大郢子、小李郢子等等。小时候，
村子里大多是土坯房， 我家也不例外。
住房三间，厨房两间，皆土坯垒成，上覆
盖茅草，不过比起大诗人杜甫居住的茅
屋稳固多了，温暖多了。 不会有八月秋
高风怒号， 卷我屋上三重茅的景象，更
没有一家人挨饿受冻的窘境。当然更久
远的祖辈的境遇可能比诗圣也好不到
哪里去。

老屋门口一颗泡桐树， 一颗枣树。
泡桐树挺拔高耸，树冠饱满，亭亭如盖，
树干一个人合抱不过来。泡桐树的花期
通常在三、四月份，花开月余。 一到春
天，粉紫色、白色的花朵挂满泡桐树的
枝枝丫丫，状如喇叭，或如钟形。 孩童
时，常聚集一帮伙伴，于树下捡拾风吹
落的花瓣，用细线串起，往脖子上套上
一串又一串，在小村庄里游走穿行。 那
时不知道什么是公主，但彼时的自我感
觉就是美，仿佛胸前挂满了整个春天。

小时候， 一大家子挤在老屋里，祖
母是童养媳，抚养了四个儿女，大女儿
英年早逝，成了祖母一辈子的痛。 祖母

没有读过书，却深明大义，眼界高远，在
村子里孩子们很少能读书的情况下，祖
母节衣缩食供父亲读到师范，姑姑和叔
叔分别初中毕业，这是祖母对教育的重
视。 祖父的弟弟和弟媳去世早，留下两
个幼子，祖母也毫不犹豫，尽心尽力抚
养他们，供他们读书、一直到工作、娶妻
生子，善良的祖母得到大郢子方圆十几
里村民们的尊敬和赞美。

村庄的夜晚是安静的，除了几声狗
吠，几声幼儿啼哭，其他都已经进入了
梦境。 记得有时睡不着，从窗子往外面
看，明月高悬的夜晚，世界是如此分明，
鸡舍、牛棚、狗窝、草垛都清晰可见；如
果是没有月亮的夜晚，乡村的夜晚则是
墨色的，黑暗笼罩着一切。 当第一缕阳
光投射到村庄的上空，村庄渐渐从静寂
慢慢热闹起来，村民们早起担水、洒扫
庭院、做早饭，下地做农活，勤劳的村民
拉开了一天劳作的帷幕。

春天， 绿油油的麦子一望无边，一
床绿色的锦缎覆盖在大地上，心也变得
清脆欲滴。偶尔在绿锦缎上会绣点黄色
的灰色的图案；乡村的夏天辽阔、多彩，
神秘、火热，割麦插秧，蛙叫蝉鸣；秋天
的乡村是一幅油画，浓墨重彩，如诗如
画。 柿子、辣椒、稻子硕果累累，人们忙
着晒秋，如今晒秋也逐渐成了一种文化
和传承。 乡村的冬天是寂寥的，宁静空
旷，清冷深邃，尤其是大雪下过一夜后，
田野庭院白了头，大地一片孤寂，连带
心情也是冷寂的了。

我深爱乡村四季轮回，乡村根植于
我的血脉里……

春江水暖心也知
陈光荣

春天的阳光如同温暖的手掌，抚过
江的每一个角落。 绿柳垂丝，江水波光
粼粼，仿佛在低语着一个人从抑郁到成
长的故事。

我邻居有个小男孩， 他叫泊希，就
像这春天的一株树苗，经历了冬天的沉
寂， 迫不及待地迎接着春天蓬勃的生
长。

记得，泊希这个小男孩住在我家的
隔壁时，十分的胆小，平时不出门，很少
见到他。从上幼儿园到小学、初中，一家
人都头疼不已。 奶奶把他送到了幼儿
园， 但无论怎么说他就是不愿留下，他
一句话就是“我怕！ ”

无奈之下，每天只好由奶奶陪同在
学校里。 半月过去了依然没有改变，一
直这样学校不让。 可奶奶一走开，他就
哭个不停，从上午哭到下午放学，午饭
也不吃，老师无所适从，只好让家长把
他领回去。 如此下去怎么办？ 全家人犯
愁了。

苦度苦熬到了小学毕业，泊希不但
没有放开，反尔愈加严重起来。 去年这
个时候，他还是一个害怕面对生活的初
中孩子。 每当春风吹过，他总是紧闭门
窗，害怕这未知的世界。然而，今年的春
天，他似乎变了个模样。

初二暑假的一天，泊希中午独自跑
到江边遛达，看着江水潺潺，心中涌起
莫名的害怕， 总以为这江是个无底洞，
一旦下去了就上不来了。

一位在岸边钓鱼的小区孙爷爷看
在眼里， 放好鱼竿走到他身边说：“泊
希，你是不是很害怕呀？ ”

他吱吱唔唔红着脸说：“嗯，我怕！”
“那你怕什么呢？ ”

“我什么都怕。 你看，水在流，江又
深，怕会把我冲走。 ”

孙爷爷明白他的担心， 就脱掉鞋
子，卷起裤管，毫无顾忌地淌进江水中，
泊希开始连眼睛都不敢睁开，以为孙爷
爷肯定被江水吞噬了，当他悄悄地透过
指缝一看， 孙爷爷好好地站在江水中，
这下才慢慢地松开了手。

泊希站在江边，眼神深邃地凝望着
那缓缓流动的江水。 在他的眼中，江水
曾是那样的恐怖，那样的不可逾越。 此
刻，当他真切地看在眼里，他发现江水
并没有那么可怕。于是，他也鼓足勇气，
尝试着脱下鞋子， 让双脚裸露在春风
中，轻轻踏进江水的世界。

江水涌动着春的温度，温柔地包裹
着泊希的双脚，带给他一种前所未有的
感觉。他闭上眼睛，任由江水轻拂，感受
着那份独特的宁静与力量。 那一刻，他
像王阳明龙场悟道似的， 顿时有了彻
悟。 生活原来就像这江水，时而平静如
镜，时而波涛汹涌，变幻莫测。 然而，只
有勇敢地迎接挑战，勇往直前，才能真
正体验到生命的价值与意义。

从那一刻起， 泊希变得更加自信，
他不再畏惧生活的曲折与坎坷。他勇敢
地面对每一个挑战，用坚定的信念和不
懈的努力去迎接生活的每一个瞬间。他
学会了独立，学会了坚持，更学会了欣
赏生活中的每一个美好瞬间。

泊希已经高中毕业，迎接大学的新
生活。春天的江水，见证了泊希的成长，
也见证了他从害怕到勇敢的转变。

泊希，通过畅享江之春，明白了人
生的真谛：只有勇敢地面对生活，才能
收获真正的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