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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丝路的文学重镇  大关中的人文担当

麻石街的尽头
有一座古老的石板桥
黄褐色的石板
布满密集的小坑
那是岁月
用手掌抚摸过的痕迹
     
秋风送爽，金谷上场
石板桥下行驶着
满载丰收的水泥船
香喷喷的新米饭
是全家人一年的盼望
      
四季轮转，岁月沧桑
石桥板上牵手同行
擦肩而过的莘莘学子
追寻着远方的梦想
 
如今我漂泊异乡
石板桥的模样
印刻在记忆的深处
就像是故乡守望的老人
等待着异乡游子的归来

本版投稿邮箱：bjrbwxzkpl@163.com 责任编辑 ： 朱百强  张晓晔  张琼

陈仓 诗 会

平凡人的青春与梦想
◎李小丽

读 短 篇 小 说《 如 果 大 雪 封
门》，作者以一句“北京好大，看
不到边”，将我带入了一个充满寒
冷和孤独的氛围中。“冷风扒住门
框往屋里吹，门后挡风的塑料布
裂开细长的口子，像只冻僵的口
哨，屁大的风都能把它吹响。”这
种环境描写深度营造了氛围，还
为后续的故事发展奠定了基础。

徐则臣以细腻的笔触、丰富的
情感、深邃的主题，构筑了一个关
于成长、梦想、孤独与坚韧的寓言
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四位主人公
如同冬日雪原上不同色彩的小花，
各自绽放，又相互映照，共同演绎
了一段关于青春与梦想的故事。

小说开篇，便以“我”的视角，
将读者带入了一个被大雪笼罩的
北京城。这里，雪不仅是自然的馈
赠，更是心灵状态的象征。“我”作
为一个来自江苏的异乡人，在北
京这座繁华而又陌生的城市中，

面对着无数的挑战与孤独。“我”
的孤独，是地域上的远离，更是心
灵上的漂泊无依。在“我”的世界
里，大雪封门，既是困境，也是机
遇。它迫使“我”停下匆忙的脚步，
去审视自己的内心，去思考生活
的意义。在这个过程中，“我”遇到
了行健、米箩和林慧聪，他们如同
雪中的同行者，各自带着不同的
故事与梦想，却共同在这座城市
中寻找着属于自己的位置。

“行健”这个名字本身就蕴含
着一种不屈不挠的精神。他来自
农村，却怀揣着成为明星的梦想，
毅然决然地踏上了北漂之路。在
小说中，他既是梦想的追逐者，也
是现实的抗争者。面对生活的艰
辛与挫折，他从未放弃过自己的
梦想，哪怕是在大雪封门的寒冷
冬夜，他依然坚持着自己的练习，
期待着有一天能够站在舞台上，
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行健的故

事，是对每一个追梦人的鼓舞与
激励。

如果说行健是雪中的青松，坚
韧不拔，那么米箩则是雪中的一朵
小花，温柔而细腻。她虽没有行健
那样的壮志豪情，却以自己的方
式，为这个世界增添了一抹温暖的
色彩。米箩的善良与细腻，体现在
她对生活的热爱与对朋友的关怀
上。在大雪封门的日子里，她不仅
为“我”和行健提供了温暖的庇护，
更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什么是真
正的友谊与关爱。她的存在，就像
是一缕阳光，穿透了冬日的阴霾，
照亮了“我”和行健的内心。

林慧聪，这个看似平凡却充
满智慧的角色，是小说中另一个
令人难忘的人物。他不同于行健
的执着与米箩的温柔，而是以一
种更为豁达与通透的态度，面对
生活中的种种挑战。他懂得如何
在困境中寻找乐趣，如何在平凡

中发现美好。他的智慧与豁达，让
“我”和行健在艰难的日子里，依
然能够保持一颗乐观向上的心。

大雪封门，既是自然的现象，
也是人生的一种隐喻，它象征着生
活中的困境与挑战，也预示着希望
与重生。当大雪终于停歇，阳光重
新洒满大地时，故事也迎来了它的
尾声。但这个结束，并不意味着终
结，而是另一种开始，就像雪后的
春天，万物复苏，生机盎然。

牛背上的读书时光
◎郝兴燕

我喜欢在牛背上读书。
当第一缕阳光穿透薄雾，轻

轻拂过沉睡的大地，村庄便在这
温柔中缓缓苏醒。我，一个怀揣着
对世界无限好奇的少年，踏着露
珠微凉的小径，向着村头的老柳
树下走去。那里，一头老黄牛正悠
闲地嚼着草，眼神中透露出岁月
沉淀的宁静与淡然。我解下系在
树上的绳索，轻轻一跃，稳稳地坐
在了那宽厚的牛背上。那一刻，仿
佛整个世界都安静了下来，只剩
下我与这头老伙伴，还有即将展
开的一段独特旅程。

随着黄牛沉稳的步伐，我从
背囊中取出一本泛黄的书卷。那
书，或许是一本《唐诗三百首》，
或是《西游记》的残篇，每一页都

散发着淡淡的墨香，那是知识的
味道，也是童年的味道。我翻开书
页，任由文字如涓涓细流，缓缓淌
入心田。风，轻轻吹过，带着田野
的芬芳和远处山峦的呼唤，与书
中的故事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
曲悠扬的乐章。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李白的诗句在牛背上回荡，我仿
佛能看见那轮皎洁的明月，静静
地挂在夜空中，洒下银辉万缕。而
脚下的土地，虽无月光照耀，却也
因这诗句而变得温柔、神秘。我闭
上眼，让心灵随着诗句飞翔，穿越
千年时光，与古人对话，感受那份
跨越时空的情感共鸣。

牛背上的时光，是自由而纯
粹的。四周是郁郁葱葱的稻田，稻

浪随风起伏，宛如大海的波涛，让
人心旷神怡。偶尔，几只蝴蝶翩翩
起舞，穿梭于花丛之间。它们轻盈
的身影，如同书页间跳跃的文字，
给这静谧的早晨增添了几分生机
与活力。我放下书本，凝视着这一
切，心中充满了对大自然的敬畏
与感激。在这里，我学会了倾听，
倾听风的低语、雨的轻吟，还有那
些微小生命的欢歌。

随着阅读的深入，我逐渐发
现，那些看似简单的文字，实则
蕴含着无穷的智慧与力量。它们
如同夜空中最亮的星，照亮了我
前行的道路，让我在迷茫与困惑
中找到了方向。我开始思考，关
于人生，关于梦想，关于这个世
界的一切。牛背上的阅读，不仅

让我汲取了知识的养分，更让我
学会了独立思考，学会了用一颗
敏感而坚韧的心去面对生活的
风雨。

如今，当我再次回望那段牛
背上的读书时光，心中不禁涌起
一股暖流。那时的我，是那样的
纯真与快乐，对知识的渴望如同
对生命的热爱一般炽热。虽然岁
月如梭，那些日子已渐行渐远，
但那份记忆却如同被时间精心
雕琢的宝石，永远闪耀在我心灵
的深处。它提醒我，无论未来走
向何方，都不应忘记那份对知识
的渴望与追求。

牛背上的读书时光，是一段
关于成长、关于梦想、关于自我
发现的旅程。它让我懂得了，在
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中，保持一
颗 平 静 而 坚 定 的 心，是 多 么 重
要。而那些与书籍、与自然为伴
的日子，更成为我人生中最宝贵
的财富。

卖羊求书
◎许海利

我上小学的时候，疯狂爱上
了阅读，每当看着同学手中花花
绿绿的各种书籍，真是羡慕至极。 　　

一天，我从同学那儿看到一
本《十万个为什么》，非常喜欢，
放学回到家里，就对父亲说我想
要买一本。父亲听后眉毛一挑，说
道 ：“家里买盐的钱都快拿不出
了，哪有闲钱买书！” 　

那 一 晚，我 独 自 坐 在 院 子
里，双手托着腮帮子，望着满天
星斗发呆。为什么别人家孩子有
钱买书，而我们家穷得连本书都
买不起。 　　

其实，我们家穷困潦倒是有
客观原因的。在我三岁那年，父亲
给村里人帮忙盖房子，脚手架突
然断裂，他从高处跌落，导致双脚
粉碎性骨折。家里“顶梁柱”倒了，
母亲既要供我读书上学，还要为
父亲求医抓药，让本不富裕的家
庭雪上加霜。父亲卧床多年，还留
下后遗症，走路一瘸一拐的，干不

了重活。为了给家里增
添经济收入，父亲就开
始养羊。 　　

不知什么时候，疲
倦的月亮悄悄躲进云
层休息，天空中只剩下
几颗星星眨着眼睛，默
默与我对视。父亲突然
出现在我眼前，他对我

说道 ：“孩子，爹也知道你喜欢读
书，但咱们家实在太穷了，根本拿
不出钱来，要不明天去集市把家
里羊卖掉一只，给你买书！” 　

次 日 一 早，父 亲 走 进 羊 圈，
看着里面六七只羊，摸摸这只、
瞅瞅那只，似乎哪只都不该卖，
哪只也舍不得卖。最后父亲狠狠
心，把绳子拴在了一只白色山羊
的脖子上。 　　

一路上，父亲在前面牵着羊，
我在后面举着棍子赶，好不容易
到达集市，脚跟还没站稳，一个贩
子模样的人就上前询问价格。父
亲要 60 元，那人看看羊，便开始在
羊身上胡乱摸起来，吓得羊儿直
往父亲身后躲。最终贩子出价 55
元，离父亲要价仅差 5 元，我以为
父亲会同意这个交易，可父亲果
断拒绝了。后来，一连几个贩子上
前问价，父亲都是爱搭不理，坚持
自己价格，分文不让。 　　

临近中午，市场上的人越来越
少，我有些沉不住气了，就对父亲
说 ：“要不就 55 元钱卖了吧，再这
样下去，恐怕今天就卖不掉了！” 　

听了我的话，父亲瞅了我一
眼，没有说话。最终，父亲将这只
羊以 50 元价格卖给一位老大爷。
高价不卖，却以低价出售，父亲的
举动，让我百思不得其解。 　　

“那些羊贩子买去了，这只羊
肯定就活不了，而那位老大爷买了
会继续饲养，我不想把自己亲手养
大的羊送到屠宰场！”原来父亲对
自己养的羊充满了感情，即使少卖
钱，也坚决不卖给羊贩子。 　　

后来，我用卖羊的钱买来一
套《十万个为什么》，再后来，我靠
着读书一步步成长成才，让我们
家逐步摆脱了贫穷。

三十多年过去了，买书早已
不是什么难事，而每每读书时，我
就会想起卖羊求书的经历……

赏菊（外二首）

■吕耿哲

漫步东篱艳扑怀，清香缕缕袭人来。
纯贞品性真君子，素净风姿靓粉腮。
千古墨卿常咏颂，一方游侠久徘徊。
我于胜日觅诗句，愧少陶公满腹才。

晚秋

东流逝水惹闲愁，烟岭红枫染暮秋。
远望层林身影瘦，近观畴野景途幽。
夏虫冬隐再藏尾，北雁南飞欲掉头。
又是一年萧瑟季，无情岁月可迟留？

落叶

享尽繁华未忘恩，流连故土又归根。
形疑彩凤随风舞，影若鸾筝断线沉。
负义金枝成瘦色，凛然玉叶作枯身。
莫怜腐烂化肥屑，只等来年催嫩春。

母亲坐在暖阳里
■尚庆海

母亲吃过午饭
端坐在南墙根的矮凳子上
暖暖的冬阳笼罩着母亲
把母亲的上眼睑
压得沉沉的
 
两只花母鸡
低声咕咕叫着
在母亲脚边啄食
卧在母亲脚边的大黄狗
警惕地盯着
墙角窥视的老鼠
 
母亲依然轻合着眼睑
漫不经心地
把一只手伸进棉袄口袋
捏出一些馒头屑
撒在脚下
两只花母鸡
蹭着母亲的裤管抢食
 
那个冬日的午后
母亲像往常一样
端坐在故乡的暖阳里打盹
大黄狗和两只花母鸡
像往常一样陪伴着母亲
陪伴着那些
流水一样的时光

石板桥
■翟长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