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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 证(外一首)
弓 力

古城是个牵引人的谜。 答案若隐若
现

翻开尘封已久的典籍， 或散落民间
的文字

行草隶篆楷般的记录， 让人茅塞顿
开

模糊、残缺或消逝的，瞬间复原

掩卷。 仰望长空，不禁陷入沉思
雁阵的总结， 总在展望和乐观中收

笔
那些省略的行程， 那些披着风雨的

搏击
都化作吹不散的情结

登上城楼。 每一面旗帜都是见证者
血腥，威严；衰落，繁华；胜景，民风
都在轮回里回响。 只是脚下的条石
多了一道车辙，一道微光

山中， 各色的落叶是大自然的神来
之笔

谁都不愿破坏画面的宁静
不愿惊动丛林的鸟鸣， 夕阳下的淝

水
不愿惊动云深处的寻道者和酣眠的

将军

在古城，每一条小巷都让人着迷
从名字寻源， 你会慢慢解开古城的

神秘
在这里匆匆游历， 或者留下姓名的

人
呼吸里，总会多一份古城气息

奔 波
被奔波主宰
我不能停留，也不能操之过急
只有不停地汲取大地深处的养分
诠释独立而完整的生命

山河感染我，也不断改变我
当鹅黄的芽悄悄探出
风又不断加深着装的色彩
我深知，必须加快行走的步伐

外面的世界是藏在心底的谜
当我翻过最后一座独木桥时
汗水浸透了紧攥在手心里的黄土
路，就在前方

越过青春，银杏黄点缀湛蓝的天空
这是我想要的成熟
落下，随风
和枯草一起，起舞

归 巢
王 辉

老刘手里拎着个精致的鸟笼， 哼着
忘了叫啥名字的小曲儿， 慢悠悠地从公
园里回来。夕阳将他的影子拉得老长。老
刘是个孤老头，他的儿子远渡重洋，娶了
个洋媳妇便再没回来过。 为了填补那无
尽的寂寞，老刘养了一只鸟儿，虽然只是
普通的鸟，却聪明伶俐，它能听懂主人的
话，读懂主人的心思，常常把老刘逗得开
怀大笑。

路过老张家的院子时， 见老张正忙
碌在一片五彩斑斓的花海中。 老张是个
园艺爱好者， 他的院子里种满了各种各
样的花草，还养了几尾锦鲤在水中嬉戏。
老张抬头看见老刘， 热情地招呼他进来
坐坐。

走进院子， 老刘被一阵欢快的鸟鸣
声吸引。他四处张望，却找不到鸟儿的影
子。老张见状，笑着指了指窗台上的一台
小小的收录机说：“别找了，是它在叫呢，
图个热闹。 ”老刘也笑了，说：“为什么不
养只真鸟呢？ ” 老张打趣地说：“还真想
养，就是不知道养什么鸟好。要不把你的
鸟留下，瞧它叫得多顺耳。 ”

老刘将鸟笼往树上一挂， 说：“你若
喜欢，就留下吧。 ”老张以为老刘说着玩
玩，便说：“你舍得？ ”老刘认真地说：“你
这儿环境美，我这几日要出一趟远门，打
算暂时寄养在你这里。 ”老张一听，满口
答应。老张的孙子闻声从屋里跑出来，高
兴得手舞足蹈，嚷嚷道:“哈哈，我要跟鸟
玩。 ”

临走时，老刘对鸟说：“乖乖听话，在
这住几天，爷爷很快就会来接你。 ”那鸟
好像听懂了似的，轻轻地叫了几声，声音

中却带着一丝不舍。
老刘走后， 老张开始悉心照料这只

鸟儿。可是一连几天，这鸟儿不吃不喝也
不叫了，显得萎靡不振。老张怎么哄它都
不行。他心中琢磨：这生灵大概是想念它
的主人了，可不知道老刘啥时候回来，他
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这一天，小鸟突然变得焦躁不安，它
在笼子里跳来跳去，发出急促的叫声。老
张不知道它想干什么。 孙子捉了一只蚂
蚱来，说 :“我知道，它想要吃蚂蚱。 ”说
着，就去开鸟笼，就在这一刹那，鸟如箭
般冲出笼子，瞬间消失在蓝天之中。

这可把老张急坏了。鸟飞了，如何向
老刘交代？他闻着鸟声一路寻找，不知不
觉就来到了老刘家附近。远远地，他发现
老刘已经回家了，正站在家门口，身上的
旅行包还没放下来；而更让他吃惊的是，
那只鸟儿也在，正立在老刘的肩上，不停
扇动翅膀，欢快地鸣叫，如同游子归家般
激动。

老张恍然大悟：这只鸟儿非同一般，
它能预感到主人回家， 不顾一切地冲出
鸟笼，飞回主人身边。

老张被这一幕深深感动了， 急忙跑
上前去，将这几日发生的事情一一道来，
最后感叹道：“这鸟真是通人心， 就是把
它带天涯海角，它也照样飞回来。 ”话音
刚落，他见老刘脸上闪过一丝异色，似乎
触动了他的心事，忙住了口。

夕阳下，老刘与鸟儿相依相偎，望着
大海的方向，眼神中充满了期待和思念。
而老张则默默地站在一旁， 为这对特殊
的“爷孙”送上最真挚的祝福。

从繁华到简雅
东 迟

从繁华到简雅，只需要一条幽径。这
条幽径，几乎日日与我为伴，春夏秋冬，
风雨无阻。幽径一端连着繁华的城市，一
端连着简雅的旷野。在城市穿梭，是为了
生存，在旷野流连，是享受生活。 我心向
旷野，喜欢简雅。

在城市生活久了， 见惯了车水马龙
和尘世百态， 钢筋混凝土桎梏了人的思
想和灵魂，心情会无端变得烦躁。走进旷
野，看天高云淡，听鸟叫虫鸣，观小桥流
水，流水声能洗人心肺，静人神魂。 那片
简雅的旷野，四面环山，浓云架在山巅，
山谷雾气腾腾。坝上河水滔滔而过，小桥
飞架南北，河两岸土沃田肥，瓜果飘香，
农人蓑衣草帽，带月荷锄而归。坝上农舍
如点缀夜空的星辰， 炊烟袅袅， 鸡犬相
闻。 行于纵横交错的阡陌，湿露沾衣，泥
土青草的馨香沁人肺腑， 绿肥红瘦尽收
眼底，蛙叫蝉鸣声声入耳。 行于此，怎能
不叫人放下尘世的喧嚣与聒噪， 心情怎
不平静如水。

从繁华到简雅， 只需要心中装着一
方旷野。 对世界的理解，因人而异，所以
处世哲学千差万别。 如果仅用自己的世
界观去度量是非对错， 所见所闻往往不
能称心如意。这个时候，不妨把一方旷野
装进心里，便能海纳百川，心胸开阔。 对
于烦恼， 我们不能像城市里的高楼一样
往高处堆，这样会越堆越重，高楼尚有钢
筋支撑其负重， 而我们自己只有靠内心
支撑，内心再强大，总有支撑不了之时，
心态崩塌了，世界就不再精彩。 这时，不
妨沿着幽径，走进旷野，寻找旷野简雅的

处世之道，把烦恼抛洒进幽幽山野，再捡
拾一抔安宁入怀。大自然滋养万物，更是
蕴含着无穷的处世哲理。 大自然能容天
地，守得住美好，也藏得住污垢，暴雨时
收纳雨水，干旱时润泽生灵。 自然之道，
中庸之道，慎独自修，忠恕宽容，至诚尽
性。心中有一片旷野，就可以装下整个世
界。装下这片旷野，人心就从复杂变得简
单，简单生活，就是大自然蕴含的核心思
想。

从繁华到简雅，只需要学会放下。无
论多么繁忙， 都要给心灵一个自我修复
的时间，甩开一切包袱，轻装出发，投入
大自然的怀抱。大自然的思想博大精深，
慢慢走，用心看，用心听，用心悟，大自然
的光华总是取之不尽。 只要悟透一星半
点，就能受益无穷。 当你远离城市喧嚣，
走进宁静的旷野，心情从烦躁变得平静，
从对世界的厌烦变成对自然的热爱之
时，你就真正融入了自然。

从繁华到简雅， 需要用心。 抛去浮
躁，漫步田野，去寻找一朵默默无闻的野
花， 会发现它暗香扑鼻； 去观察一株野
草，会感动于生命的蓬勃；去倾听一弯流
水，会感受到脉搏跳动的激昂；去欣赏蛙
叫蝉鸣，会感动于音律的美妙；仰观云烟
飘散，会感悟世事无常；俯察虫蚁觅食，
会顿觉生命之渺小……大自然无言无
语，却包罗万象。 我们要学习她的宽广，
宠辱不惊。

心态平和了， 内心就从繁华走向简
雅。 简单而雅致的生活，是我心之所向，
也是世界上最深奥的哲学。

请 到 小 镇 来 做 客
陈 明

当下,都市生活的人们平时总是被
时间裹挟着往前走， 每日里行色匆匆，
尤其需要一处静谧的角落,换一种方式
生活,借此休养一下自己疲惫的身心,检
查思考一下夜以继日执着追求的人生
目标。 如果你想如此,我请你到小镇来
做客!

小镇的确小,东南西北的轮廓总面
积 60.2 平方公里。 由于一些历史和现
实的原因,小镇安静下来了。 安静下来
的小镇,现在已成了风景秀美的美好乡
村，也从此成了修身养性的好去处。

小镇老街的幽静,在当今喧嚣繁华
社会中是最难寻了,走入其中就会让人
去除浮躁, 作一次历史和文化的沐浴。
镇上的火车站, 是上世纪 80 年代初建
造的 , 当年是阜淮铁路线上的一个大
站，曾与阜阳站、淮南站齐名。火车站车
务段、机务段、水电工区、医院、警署齐
全……成为当时凤台及周边县区人民

外出的集散地。如今，繁华落尽，面对那
些斑驳的建筑、荒废的广场、窄长的老
围墙、粗犷的门窗舍瓦……你就会情不
自禁思考它的历史 , 你心头的那些市
侩、浮躁之气 ,就会渐渐烟消云散 ,心空
了,静了,理性的思考一下子就充盈并融
入全身的血脉……

小镇老街的幽静,是自然古朴的,也
是小镇最具魅力的所在。 “凤台西部重
镇 ,花鼓艺术之乡”这是数十年来对于
小镇的称誉,今天的小镇老街区也还保
留了窄长的巷子 , 几间百年沧桑的老
房子。 一只小花狗懒懒地走过街衢 ,形
体只是壮硕了些 , 走到老街边始建于
唐朝的古佛寺庙檐下,无所事事地嗅一
嗅……两只猫是它的老邻居,见了狗没
得可说 ,不理不睬的样子 ,要不是街角
传来一阵不急不躁的卖豆腐的梆子声,
像是多了几缕人迹,它们还会迈着方步
大摇大摆地向前走过去。 夏日正午之
时 ,墙角边 ,蚂蚁正忙着赶集 ,三五成群
地拖着一只甲壳虫 , 或者一片树叶 ,往
它们的巢穴里运输……这里很少有喧
闹 ,老街区的人习惯了这种幽静 ,也在
漫长的日子里守护着这片传统,即使有
了纠纷 ,也是关门闭户 ,悄声计较 ,家丑

不可外扬吗!小镇上的火车站也不再繁
忙 ,自从 90 年代初被降为小站后 ,这个
阜淮线上为数不多的大站,一下子变成
了一个偶尔运些货物的末端小站了 。
繁华隐去 , 偶有一两声火车汽笛的鸣
响 , 也恰似静夜里划过夜空的流星 ,带
给周边的也是寂静中的一笔生动,宜人
且浪漫。 一切都是那样的平和安宁。 走
在老街巷里 ,伴着自己的脚步声 ,你就
会听到自己心跳的声音,呼吸也越来越
急促,怀疑自己是不是变成了这巷里的
一棵树,抑或是一间老房子。

小镇也有独特的休闲文化。 这里
是安徽省花鼓灯艺术之乡， 安徽陈派
花鼓灯发源地。 “一双红袖舞纷纷，软
似花鼓乱似云，自是擎身无妙手，肩头
掌上有何分。 ”千百年来，花鼓灯的音
乐、 舞姿和韵律较为完整地保存了淮
河人民生活 、劳动 、风情的记忆 ，承载
了不同时期淮河流域的历史和社会经
济文化， 存储了淮河人独特的文化观
念、审美情趣和民风民俗，并以活态的
形式传承至今，被称为“世界上最能用
肢体语言表达复杂情节和人物的民间
舞蹈之一。 ”你若累了，可到小镇的安
徽花鼓灯原始生态村———陈巷村逛

逛，参观全省首家花鼓灯村史馆，领略
花鼓灯非遗文化， 欣赏原汁原味儿的
乡村花鼓灯舞蹈艺术。

小镇也不乏水韵。 小镇的水不是
长江大河 , 当然也不属于潺潺流水 ,她
是那种一年四季河水汤汤的水系。 她
的东边有一条河流西淝河 , 由北往南
经硖山口注入淮河， 她有数千亩的釆
煤沉陷区湖面，河湖环抱着小镇 ,不管
世纪如何变迁 , 它们都属于那种永不
干涸的河湖 , 这样的姿态正适于演绎
小镇的清幽和浪漫。这些年里，小镇的
执政者带领干群不停地治理改善沉陷
区域水系，建成了光伏发电基地、水产
养殖基地、新集公园农庄，打造观光休
闲景观。 你如果来到这里，就会惊异地
发现,生活原来可以是这样一种方式,满
身没有负累,白天里所有的牵绊尽可以
褪去,给了心灵创设了一个天高地远的
境界!

朋友,如果你感到累了,或者有些疲
乏了,那么,请你到小镇来做客! 小镇就
是位于凤台县城西部十六公里距离的
新集镇。来吧,朋友!从小镇这里出发,你
会变得理智而沉着, 脱胎换骨了一般，
满怀信心走向你的事业和生活。

鱼 塘
刘乾能

满江两口子回村了。回村的满江找
到村长，说要承包鱼塘。村长说，村东村
西好几处鱼塘呢，你要承包哪个？ 满江
说村西那个吧。 村长说，根据村上的规
定，须一次性交够三年的承包费才能给
你。 满江说，好。

村长心里清楚，通村公路修到村西
时，那塘堆过弃土。 承建公路的那家公
司付了鱼塘恢复费，但那钱让村里补了
多年的欠账， 只好让塘里的弃土继续在
那堆着。还一个原因，就是村里的劳动力
都外出打工了，没谁愿意守着那塘。

满江租来挖掘机，一车一车挖走塘
里的泥土。 淘清了塘底，用水泥仔细补
了破损的塘底塘边，这才引水灌塘。 有
了水，鱼塘一下就有了精神。 满江拉来
一车鱼苗，“哗啦”一下，全倒进塘里。塘
面，随即泛起一片亮光。

鱼苗进了塘，满江在塘边搭了一间
窝棚。一日三餐，全由荷花送来。荷花是
满江的媳妇。 当初满江要承包鱼塘，荷
花没反对。 满江爹死得早，娘身体又不
好，荷花明白，满江不能外出，他得守着
老娘。 这么一想，荷花就跟着一起回村
了。

眼看一年了，仍不见满江卖鱼。 村
长问满江，你咋不卖鱼呢。满江说，还没

到三年呢。村长问，你这鱼还金贵喔，要
养三年。 满江一笑。 村长也一笑。

转眼间，三年就到了。这一天，村里
开进两辆罐车。满江指挥着随车来的几
个人在塘里捞鱼。 从塘里捞上来的，全
是身段一般大的细长鱼。 村长说，满江
你这不就是雅鱼吗。 是呢，满江提起一
条鱼，村长看上去，觉得不过两斤重。

卖了鱼，清了塘，满江找到村长，说
还要承包鱼塘。 村长说不行，今年木森
要承包。满江说，木森不懂养鱼，让他承
包是害他呢。 村长说，村里决定让你们
竞争。 满江说，好。

村委会会议室里， 坐满了村民代
表。 “3000”，满江率先报价。 “3500”，木
森加了价。 “4000”，满江回报。 “4500”，
木森加了价。 “6000”，满江直接上了三
个台阶。 “8000”，木森似乎势在必得。

见 此 情 景 ， 满 江 手 臂 高 举 ，
“10000”。满江话音未落，只见木森伸开

右手，张开五指，来回翻了三下。 村长
问，“15000？ ”木森点头说是的。 满江摇
了摇头，默默退出了会议室。

满江带着荷花又出了门。出门在外
的满江和荷花拜师学艺， 开起了鱼火
锅。 满江做的鱼火锅味道醇厚，生意异
常火爆。

生意兴隆的满江，又接连开了两家
加盟店，生意一样火。 眼见着生意红红
火火，荷花正高兴呢，转眼发现满江却
愁眉苦脸，背着人时，还常常唉声叹气。
荷花知道， 满江肯定在担心木森的鱼
塘。

立秋，是鱼塘起鱼的季节。 满江对
荷花说，你看着店，我得回去一趟。不等
荷花表态，满江已坐上了回村的班车。

刚到村口，满江看到鱼塘周围杂草
丛生。下车，走过去一看，塘底只有浅浅
一层水，哪有鱼的影子。满江找到村长，
问鱼塘咋回事。 村长说，木森养了两年

的鱼，连成本都没回够，他说自己认栽，
人早不知道跑哪去了。

满江哦了一声，不再说话。村长说，
当初竞争时，你再加点价，那鱼塘不还
是你承包？

再加，连老本都要赔进去呢。 满江
说，说实在的，就算一万块让我承包，也
是一个亏字。

你一期承包的三年，不是赚得盆满
钵满吗？ 村长接过满江的话。

赚啥钱？我是看着鱼塘尽是垃圾弃
土，散发出一股臭味。 村口是咱村的形
象呢，我不那样做，大家岂不会说我是
傻子？

听到这里，村长脸一下子红了。
我这次回来，还是想承包鱼塘。 至

于承包费嘛……
还啥承包费呀？ 三年免租金。 村长

迫不及待地说。
租金照旧。 只是我还有一个条件。

满江说。
啥条件啊，尽管说。村长满脸疑惑。
村东废弃的那三口塘，我要一起承

包。 满江语气坚定。
好。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村长狠狠地握住了满江

的手。

四 时 莲 想
章铜胜

周敦颐的爱莲说出，谁还会轻易地
说自己不爱莲呢。余光中是个特立独行
的人，他在《莲的联想》中说，“已经进入
中年，还如此迷信∕迷信着美∕对此莲
池，我欲下跪”，余光中欲跪的莲池，沉
淀着人到中年仍然葆有着对美的迷信。

其实不只是余光中，我们每个人的
心中都一直有着关于莲的联想，联想中
的一缕莲香给予我们四时的温暖。那是
诗人目光穿透莲池瞬间的联想，“诺，叶
何甜甜，莲何翩翩∕你可能想象∕美在
其中，神在其上”“我在其侧，我在其间”
那不只是诗人的忘我，也是我们不舍的
目光，是我们心中一个执着的梦。

我生的小城中有一片湖， 藏于闹
市，湖水倒映着俗世的繁华与喧嚣。 湖
的一隅，有一方莲池，安安静静，任由楼
影山色倒映，天光云影徘徊，静谧唯美，

那是深邃含情的湖的眼眸。
春日午后，阳光清澈，莲池仿佛一

面打开天堂舷窗的平镜，柔媚的桃红柳
绿迎春黄，都映在莲池里，透明而又神
秘。走近莲池，你也在池中看到了自己，
一样的春光明媚。 池底的水草青青，摇
曳着，仿佛是镜中透雕的暗纹。 蓝天如
洗，白云团絮，曼妙舒展的身姿，在莲池
中徜徉，又好像要浮出水面般。 莲好像
是静美光影盛宴中的缺席者，嫩叶如迷
失在天堂的天使，一点一点粉绿浅黄的
淡影，在浅褐色莲梗的牵动下，浮在湖
光云影里，像初入厅堂的新嫁娘，对着
眩目满池的热闹含羞不语，水样的娇羞
妩媚中，是莲该有的清纯明净。

夏天， 莲池满溢着喧闹和快乐，我
们的莲香， 伴着快乐欲飞。 江南采莲时
节。欲飞的是鱼戏莲池的喧闹，“鱼戏莲叶

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
北。”鱼在莲叶间游来游去，风中的莲叶也
在顾盼，在伴着鱼儿的快乐。南塘可采莲，
采莲女的快乐惹起满池荷风哗然，人没于
莲花莲叶中，快乐中的一低头，竟也惹起
采莲女清澈如水的思念，思念莲池的某个
夏日，思念莲池边的一次偶遇吗。

“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已是秋
天了。采莲归来的渔舟满载着快乐，浣衣
归来的女子看见莲随舟动的快乐， 该是
一脸的羡慕吧。 深秋的天气在清冷中残
留着一点温暖，像极了林黛玉的性情，她
说自己最不喜欢李商隐的诗， 却无端地
喜欢 “秋阴不散霜飞晚， 留得枯荷听雨
声。 ”深秋的莲池，天空一片阴霾，迟迟不
肯散去，霜竟然也来得迟了。微雨淅淅沥
沥，一片错落有致的声响停在枯荷之上，
更兼一番清冷，残留在心里的，是李商隐

雨夜怀人的暖， 还是林黛玉一声轻叹中
的冷，心境如此，其中的冷暖是诗境，也
是禅境。

我偏爱冬日枯荷， 爱看它映在冬日
莲池的白水里，深深浅浅的灰色，莲影有
着木刻版画般简洁的线条，黑白灰三色
的单纯与调和，是一种葆有生命本真的
静谧。 爱看它孑然独立的身姿，那种弯
曲、折断的残枝枯荷，其形如鹤，如饮啄
水中的鸟的黑白剪影，是一份穿越寒冷
的灵动的唯美。 看吴冠中的 《荷塘》与
《残荷》时，我常想，这几茎枯残的荷枝
是否能经历几番风雪和严寒，留得一茎
残枝，在春雪消融中，守望明媚湖光里
泛出的一点淡淡莲的新绿来。

夏天，作枯荷想，有些不合时宜。而
在盛夏，联想到一池，或是一纸枯荷，又
是别有意味的。

半城烟雨半城诗 孟 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