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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上世纪 80 年
代的情景。

大年初一，村里的大喇叭播放着《在
希望的田野上》，悠扬欢快的歌声让整
个村子都活泛起来，大人小孩都穿着新
衣服赶到大队院里看热闹。

大队院里的水泥乒乓球台旁，围着
一圈穿着新衣服的半大小伙。全村唯一
的彩色电视机正演着《西游记》，大人小
孩挤了一大圈，说说笑笑地谈论着。

我们村里的秋千架，搭在大队院对
面开阔的空地上。村民们把又长又粗的
四根木头顶端两两交叉钉在一起竖立，
中间架一根粗木头做横梁，再把两根
树木的粗枝用火烘软后弯成两个圆环
穿进横梁，下面系上两根麻绳，找一块
狭长厚实的木板，两端各凿一个眼，把
麻绳的另一端穿到眼里，在下面打上死
结，这就成了人坐或踩的秋千板了。

打秋千有很多种方法。两个人一
组，一个人站立，一个人坐着，站着的
人屈起双腿使劲地向前踩，劲有多大，
秋千就能荡多高，坐着的人握紧麻绳，
伸直双腿俨然也在用劲。这种打秋千
方式我们叫“踩尿罐罐”。坐着的大多
是女生或瘦弱些的。还有一种是两个
人都站着，轮换着踩，两人同时发力，
往往秋千会荡得更高。当然也可以一
个人打秋千。

打秋千的大多是孩子或

者年轻人，也有上了年纪身体尚好的。
看打秋千的人很多，男女老少三四十人
站在秋千两侧，两三个人一簇，说着过
年的新鲜事或平时的家长里短，看到打
得好的吆喝一两声，笑一笑、乐一乐，爽
哉快哉！打秋千是年轻恋人最好的游
戏，俊男靓女成双成对在秋千板上紧紧
挨在一起，随着秋千翻飞，所有的柔情
蜜意都写上蓝天，让彼此的爱情在瞬间
得到升华。没有恋人的也会抓紧这个机
会，男孩子拉住秋千后，会把秋千板拽
到心仪的女孩面前，款款地说一句“我
带你”，女孩红着脸坐上秋千板，一个新
的故事就开始上演了。

说到秋千我想起了另一件趣事。大
概十二三岁时，正月初一，我到好朋友
萍儿家里去玩，刚一进门，萍儿母亲就
拽住我，“过年三天，黄毛丫头
不能串门，先把你这只鞋子给
我脱下！”吓得我边挣扎边
喊叫，萍儿母亲笑得合不拢
嘴，“死女子，我和你说

着玩呢！现在谁还信这个。”萍儿把我
拉进了屋。

萍儿的爷爷在自家房梁上系了绳
子，缚了个有模有样的秋千。萍儿家是
三间房，只隔了一间做卧室，其余两间
是连在一起的，角落里盘着锅灶。秋千
就拴在这两间的房梁上。我们几个女孩
子天天往她家跑，秋千不大，正好适合
胆小的女孩玩。她母亲换了新衣服到大
队院子看热闹去了，我们就肆无忌惮地
荡着秋千，叽叽喳喳地吆喝着。我坐在
上面，她在背后推着我，把我往高处送，
我几乎飞上了梁顶，不料我的一只鞋子
从半空中掉下来，落到了灶台上，把盛
醋的瓶子打落到地上摔碎了。这下惹祸
了，咋办？最后还是萍儿机灵，把瓶渣
藏在一个别人很难发现的地方，商量好
如果她母亲问，都说没看见。

我常常忆起小时候的事，在幸福的
时光里漫游。那时物质贫乏、信息闭塞，

但幸福好像来得更容易。

被留下的练习
◎李佳明

彩排结束了，同学们三三
两两往校门口走去，操场的大
讲台上只留下一个少年，以及
角落中他的旧书包。

少年瞥了一眼同他一样
垂头丧气的旧书包，又不得不
收回目光，低头看向了手里拿
着的那页稿纸，小声地读了起
来，“三叔，您好……”只一句，
他便停了下来。他仿佛听见周
围又出现了笑声，就像刚才同
学们在时那样，他自己都觉得
有些不好意思了。几天后的文
艺演出中，少年要在他们自编
自导的节目中旁白这封雷锋
写 的 家 书，可 时 间 一 天 天 过
去，他还是读得磕磕绊绊，尤
其是在说开头的那一句三叔
的称呼时，他总能听到同学们
恶作剧地小声答应声，这让他
难以集中精神，总是“出戏”。
这不，他被留下来了。

“近来身体好吗？工作忙
吧？精神愉快吧？生活过得
怎样呢？一切都好吗？因我
任务繁重，时间紧迫，很久没
给你写信……”少年掰着手指
头连数了五个问句，心里不服
气地嘀咕着 ：啰啰唆唆地说那
么多，害得我也要背那么多。
还好，顺利背完了这一段，周
围没有那些关注的目光，生性
腼腆的少年似乎也进入了状
态，之前的紧张感少了很多，
他的声调开始变得舒缓柔和
起来。他顿了顿，清了清嗓子，
努力想着讲稿中后面的字句，

“从 3 月 16 日起到今天为止，
我驾驶的汽车已安全行驶了
4000 多公里，没发生事故，圆
满地完成了各项运输任务”。
少年的大脑飞快地运转起来，
听老师说雷锋写这封信到因

公殉职只有短短 50 天时间，
也就是说雷锋在三个多月时
间 里，安 全 行 驶 4000 多 公 里
完成了任务。“看来这是一封
报喜的信啊”，少年的年纪还
不知道牺牲意味着什么，但此
刻他的心里似乎明白了这封
信的深意，明白了雷锋对像父
亲一样的三叔的亲近之情。其
实，老师早就告诉过大家，雷
锋虽然是孤儿，但也得到了亲
友们的关爱，他在三叔家的那
段时间，三叔与他情同父子，
即便入伍后，雷锋也是常给三
叔写信汇报好消息。

想着想着，少年仰起了头，
左手不由得整了整胸前的红领
巾，他脸上渐渐有了自信的笑
容。他的目光看向了远方，仿
佛每次演出大讲台下坐满了
同学和老师等着聆听，聆听那
朴素又真挚的话语，每一句都
那么真诚、亲切，每一句又那么
流畅、自如，就像那些话就源自
他的心里。少年专注地读着，一
遍、两遍……他似乎听到台下
响起的掌声，他的全情投入终
于有了回报。

被留下的练习果然进步很
快，那天少年欢喜地背着他的
旧书包离开时，他已经可以声
情并茂地背诵了，而他拿稿子
的右手早已自然而然地背在了
身后。30 多年过去了，那个朗
诵兴趣班的腼腆少年早已成家
立业，来到知天命的年岁，但他
还时不时会想起那个被留下练
习的下午，还有他一遍遍诵读
过的那封简短家书。雷锋对三
叔说的“我决心继续努力，争取
更大的成绩”，成了他常常说的
话，像是谦虚地应诺着什么，其
实更多是为自己打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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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二月十五，是我记忆中一个特
别的日子。

二十年前，我在千阳县水沟镇工
作。每年的二月十五，我们都会以古会
为契机，举办一个万人空巷的农资交流
大会、产业发展动员大会。在这个交流
会上，陇县东风、陈仓新街和千阳草碧、
柿沟、寇家河等地的村民会蜂拥而至，
春耕所需的农具售卖摊点便会摆满水
沟街道。人勤春来早，农民朋友们脸上
挂着刚过完年的喜气前来采购，他们把
喜悦和欢笑带进了水沟，把热闹和祝福
留在了水沟。

在古会到来的时候，我们就借势而
为，举办科技之春宣传月启动仪式，召
开一个表彰产业大户、农民致富标兵的
产业发展誓师动员大会。镇政府借机在
会上呼吁农民朋友备战春耕，大力发展
蔬菜产业和多种经营。披红戴花的产业
大户们也扬眉吐气，走上领奖台，接过
电视机、洗衣机或自行车等奖品，台下
投来无数羡慕的目光。县上领导在会上
铿锵有力地宣布活动开始，声势浩大的
宣传月活动便拉开了帷幕。

大会结束，伴随着四天五晚九本戏
的演出，四邻八乡的村民都会来赶会。
人们扶老携幼、摩肩接踵，这是一次农
资交流活动，也是一次人情交际的好
时机。经过了春节的吃喝玩乐、集中消
闲，人们即将走进田野，走进自己激情
燃烧的火线，每个人都怀揣着创业的梦
想，他们一下子得到了释放。于是，内心
充满了春天里放手一搏的冲动，他们见
面格外亲热。有的见面擂一拳头，有的
见面大吼一声，有的见面拉住手摇个不
停，有的硬将手中买好的东西塞进熟人
的手里，他们用自己真实而简单的礼仪
表达着友好的感情、生活的惬意。

此时，秦腔吼起来，极为高亢，在水
沟镇的街道传出很远，小小的街道能涌进
几万人，人们叫嚷着、热闹着、兴奋着……

久之，二月十五便成为水沟街上最
响亮的文化品牌。每年过春节，人们都
会打探“今年水沟街道唱戏哩不？”人

们进入对水沟无尽的憧憬、构想和谋划
中，水沟成为当地群众心中替代不了的
精神乐园。

“梦回闻雨声，喜我菜甲长。”二月
十五古会一过，如火如荼的春耕大忙便
开始了。

国画  秦岭雄风  徐勇作

风物志

晨起开窗，发现漫天飞雪，
整个城市银装素裹，宁静美丽。
下楼清理车上积雪，已经有人
带着孩子在雪地里撒欢。堆雪
人、打雪仗、滚雪球……院子里
欢声笑语此起彼伏。

路面结冰湿滑，小心翼翼
驾车出行。每辆车都打着双闪，
有序龟速前行着，透过车窗看
到飞舞的雪花犹如精灵一般，
不由得心生欢喜。

倏然，想起了夏天的那场
大雨，也似这场雪，趁着夜幕降
临，雨滴如断线的珠子，匆匆落
下，打在车窗上，发出叮叮当当
的声响。街道雨水横流，溅湿了
路人的裤脚，那皱起的眉头、长
长的叹息，无不表达着愤懑不
平的情绪。看着车窗外瓢泼大
雨，心中更涌起一股莫名烦忧
的情绪。

细想之，雨和雪本为一体，
遇暖为雨，遇冷为雪。同一成分，
只是以不同的形态呈现，就让
人的感受相差甚远。雨，急促，是
一种激昂的情感，却让人焦虑
烦忧 ；雪，缓慢，则是一种淡然
的情感，竟让人心生向往。虽然
雪和雨同样会引发道路交通等
问题，甚至雪比雨更会增加人
们出行的危险系数，但人们往
往更容易接受雪，抱怨的人很
少。究其原因，大概是雪缓缓落
下的姿态，让人感到轻盈曼妙、
宁静舒适，仿佛所有的烦恼和
忧虑都被它缓缓覆盖。在雪的
世界里，我们可以暂时放下疲
惫和困扰，去享受那份难得的
平静和安宁。                                                                                

雨急，令人恼 ；雪缓，人则
喜。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工作
甚至管理中，雨和雪，就像两种
不同的沟通方式，运用不同的
方式就会产生不同的效果。这
也考验着我们沟通交流的技巧

以及管理的智慧和能力。作为
管理者，面对复杂的工作挑战，
也应以此为镜，寻找恰当的管
理之道。

所谓事急则缓，事缓则圆。
当面临各种急迫的事情时，管
理者应借鉴雪的缓，要学会调
整自己的心态，保持冷静和自
信，科学研判、精准剖析，以便作
出明智的决策，这不仅是一种
处世哲学，更是人生的智慧。调
整心态更从容，放慢脚步更理
智，沉着应对更客观，用爱和关
怀去引领团队前行。同时，鼓励
团队成员分享自己的想法和意
见，倾听他们的反馈和建议，以
便更好地了解团队的需求和期
望。就像雪，滋润万物，又能激发
万物生长的力量。因此，管理者
需要将这种智慧和艺术融入自
己的管理理念，只有这样，才能
真正带领团队攻坚克难，不断
前行。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许
会 发 现，那 些 看 似 紧 急 的 事
情，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急
切。当 事 情 变 得 不 那 么 急 切
时，我们就能静下心去思考、
去 规 划、去 观 察 事 情 发 展 的
态势，从而进行更加周全的处
理，达到预想的目标。这个过
程中，我们也会发现事情并不
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困难，这就
是事缓则圆的力量。

雨急，雪慢。事急则缓，事
缓则圆，是一种处世智慧，也是
一种人生态度。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不仅可以学到很多方法，
还可以积累更多的经验。这些
经验将帮助我们在未来的生活
与工作中，面对更多更复杂的
挑战时，可以更加从容与自信。

让我们成为人生旅途的主
导者吧，一起用雨急雪缓的智
慧去迎接更加美好的未来！

热闹的水沟古会
◎白桦

周秦风

雪后遐想
◎筱妮

      打秋千
                            ◎张春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