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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觉得读书像握着一束微光，在时
光里慢慢摊开时，字里行间会渗出细碎
的亮。小时候躲在被子里打着手电读
童话，书页被暖光染出毛边，狼外婆的
故事吓得心跳加速，却又忍不住翻到下
一页——原来文字能把恐惧和好奇捏
成糖，含在嘴里化出甜。

后来读诗，才懂文字能叠成棱镜。“掬
水月在手”，短短五个字让我蹲在池塘边
捞了一整个夏天，看月光在指缝间碎成银
鳞；读《小王子》时，为那朵傲娇的玫瑰红
了眼眶，突然明白原来孤独是“有人愿意
为你驯服时间”。书里的世界像个魔术
盒，把别人的经历变成钥匙，轻轻一转，就
打开了自己从未察觉的情绪抽屉。

现在读书更像和世界碰杯。清晨
读几页散文，字里的露水会沾湿早餐的
面包；睡前翻几章小说，故事里的人物
会溜进梦里续演情节。有时读着读着

抬头，看见窗外的树影摇晃，忽然觉得
它像极了书中某个角色的背影——原
来读书不是躲进孤岛，而是让现实和文
字彼此照见，长出新的触角。

有人说读书是为了找答案，但我偏
爱它没答案的样子。就像捧着一本旧
书，指尖划过泛黄的纸页，能摸到前主
人画的波浪线、写的批注，像在和素未
谋面的人击掌。那些没被解答的困惑，
那些读着读着笑出声或掉眼泪的瞬间，
其实早就在心里铺成了路，让你走在人
群里，忽然就懂得某片落叶的重量。

书永远安静地躺在书架上，却比任
何喧嚣都更有力量。它让我们在钢筋
水泥里，能听见千年前的马蹄声；在地
铁轰鸣中，能摸到雪山的冰凉。或许读
书的意义，从来不是装满什么，而是让
心里的某块地方，始终留着一片可以生
长星光的空地。

因团购了一批非遗丝绸春联礼盒，
人手短缺，我和同伴只能撸起袖子，亲
自上阵。等把最后一个礼盒封好，办公
室的时钟已悄然指向六点半。

拖着像灌了铅般沉重的双腿，我推
开办公室的门，一抹熟悉的色彩闯入眼
帘。桌上，好友送来的美食静静摆放
着，像是在等待着我的归来。那是她亲
手熬制的金桔膏，瓶子在灯光下泛着温
润的光泽，旁边是几个新疆烤羊肉包
子，纸袋上还残留着些许温度。还记得

她递来包子时，轻声说道：“包子留着晚
上吃。”真是心有灵犀，忙碌过后，饥肠
辘辘的我，正需要这份慰藉。

我急忙将包子放入微波炉，不过片
刻，羊肉与大葱交织的香气，便在茶水
间肆意弥漫开来。那香味，不只是简单
的食物气息，更是一种来自朋友的关
怀，丝丝缕缕地钻进心底。

回想起清晨刷朋友圈，看到好友分
享的“熬金桔膏”日志。每一个熬制步
骤，都被她用细腻的笔触记录下来，字里

行间满是生活的烟火气。配图里，金桔
膏色泽诱人，我忍不住留言打趣：“直流
口水”。没想到，午睡醒来，就收到她的
消息：“你一会在公司吗？我刚好出去办
事，给你送瓶金桔膏来，回家给孩子尝
尝。”我没有丝毫推脱，欣然回复“在”。

不久后，好友就出现在楼下。寒风
中，她的脸被冻得微微泛红，可笑容依
旧灿烂。她笑着调侃：“你可真有口福，
这是刚熬制好的金桔膏，拿回家尝尝，
顺便给你带了几个新疆烤包子，记得晚

上吃。”看着她眉角上扬的模样，我的心
瞬间被一股暖流填满。

此刻，吃着喷香的包子，好友的笑
容又清晰地浮现在眼前。这份源于惦
记的温暖，恰似寒冬里的一团炉火，不
仅驱散了周身的寒意，更在心底筑起了
一座抵御疲惫与孤寂的港湾。它超脱
了世俗的功利，纯粹而炽热。

愿我们都能珍视这份因惦记而生
的温暖，相互陪伴，彼此照亮，以无畏无
惧的豪迈姿态，笃定前行。

翠竹舞蹈缘于
林间有风
母亲挥动篾刀有凉意流动
于是一根根竹子
在母亲手上变得柔顺

母亲种庄稼喂牲口打零工养孩子精力充沛
休息时就拿起父亲的篾刀
为父亲准备编织背篼的竹篾
竹条竹片竹丝和篾刀欺负母亲手生
经常撕咬母亲的手背手指手心

母亲从墙壁揭下一层层蛛网
为伤口穿上真丝纱衣后
又继续操练劈、砍、削、剁
母亲柔弱的双手
在与竹子的摩挲中结茧生力

竹子们逐渐如孩子一般乖巧
伴随篾刀的挥舞
变成标准的竹条竹片竹丝
并在母亲疤痕累累的手里扭动
纤巧的身姿
跳起轻盈的舞蹈

我的父亲生于上世纪50年代初，由
于家庭负担重，父亲初中毕业后就在农
村务农。他为人正直、工作勤奋，被选
为生产队记工员。

1974 年，按政策要求，父亲顶爷爷
的职，进入城市国营工厂当学徒工，安
排在工厂染料车间当操作工。他工作
积极，处处以工友的利益为上，受到厂
党委的肯定，慢慢地走上了组长、车间
主任的岗位。在厂政工干部的引导
下 ，父 亲 有 了 加 入 党 组 织 的 愿 望 。
1978 年春，父亲向厂党委负责人递交
了入党申请书。之后，厂党委派政工
干部经常与父亲交流，得知父亲文化
程度不高，便让他多学些有关中国共
产党的理论知识，以增进对中国共产
党的认识。父亲工作上认真负责，工
作之余还去厂图书馆借阅关于中国共
产党的理论通俗读本，并经常做学习
笔记，还不时向厂政工干部请教和作
思想汇报。父亲的表现，厂党委的领
导看在眼里，车间职工记在心头。不
久，父亲被车间党小组推荐到厂党委
学习培训，培训合格后，成为了一名入

党积极分子。次年，父亲成了发展对
象。1980 年夏，父亲成为了一名预备
党员。父亲并没有因为自己是一名预
备党员而沾沾自喜，而是更加严格要
求自己，处处以身作则。当年，父亲当
车间主任的燃料车间不但超额完成工
厂交付的生产任务，因连续三年没有
发生一起安全事故，还被评为工厂模
范车间。同年，父亲还被评为市级劳
动模范。1981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
党建党 60 周年。这一天，对于父亲来
说，是一个永远难以忘怀的日子。在
工厂礼堂，父亲和其他五名工友右手
握拳，对着礼堂上方的中国共产党党
旗光荣宣誓。父亲成为了一名光荣的
中国共产党党员。打开父亲从前的工
作证，从泛黄的纸上，还能看到父亲那
一身蓝色帆布工作服的证件照，还有
那青春激情的模样。

父亲是我人生的第一个老师，对我
的影响无疑是很大的。小时候，父亲就
喜欢给我讲我党的光荣传统，讲他入党
的故事，每次我都听得津津有味，不知
不觉产生了好奇，觉得能成为一名党员

是十分光荣而神圣的事。父亲工作之
余十分注重学习，特别是党的理论学
习，经常去厂图书馆借书看、做笔记，深
夜挑灯的情形在我脑海中留下深刻的
印象。平时他也特别关心我的学习，经
常向我讲一些党的历史、老一辈无产阶
级革命家的革命经历。

如果说，小时候，我对党和党员的
认识只是肤浅的，还仅仅停留在父亲的
故事中。后来，我对党和党员的认识上
升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与跟父亲相处
中，亲历的一些事情是分不开的。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由于父亲从事
的是有污染性质行业，加上工作操劳，
身体被拖垮了。工厂领导考虑再三，把
父亲从染料车间主任调到总务科，负责
管理工厂食堂。父亲到了新的岗位，仍
然兢兢业业工作。在我的印象中，我去
工厂食堂就餐，也是排队打饭，父亲从
来没有利用手中的权力，在食堂给我开
过小灶。

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由于市场经
济的影响，父亲的工厂效益出现了问
题，企业被收购转制，父亲因为身体和

年龄原因，下岗了。社区和工厂考虑到
父亲的实际困难，让父亲每月领些生活
费。年底，社区党支部书记慰问困难老
党员，给父亲送来米和油，还有慰问
金。谁知，父亲说什么也不要，说要让
给生活更困难的党员。而且说到做到，
次日，自己将米油慰问金原封不动地退
给了社区。

而今，父亲已退休多年，仍然关心
时政，每天看党报和新闻联播。父亲还
富有爱心，多次向社区捐款捐物。他还
积极参加社区的老年志愿者活动。他
经常对我讲：“一个党员，应该尽自己的
力，做一些好事。这就无憾了！”我有时
跟父亲的老同事聊天，老同事都称赞我
的父亲魏师傅是一名“过得硬”的党
员。听了之后，我的内心为有一位老党
员父亲而感到自豪。

父亲只是一名拥有四十多年党龄
的普通党员，在他的人生中，并没有做
过惊天动地的大事。他只是坚持一个
党员应尽的责任，在平凡的岗位上奉献
着自己的光和热，但他为人处世的方式
和党员品质，却深深地影响了我……

晚上去小区外理发，到了店门口才
发现，好几个人在等候，理发师杜姐招呼
我“找凳子先坐一坐”。想着有法网大满
贯公开赛直播，在哪都是等，我干脆就在
门口看起了球赛。

央视体育的四分之一决赛直播，
世界排名第 6 的俄罗斯“天才少女”安
德烈娃对阵法国选手、世界排位 361 名
的布瓦松。这场排位相去甚远的比
赛，其最大看点在于，布瓦松上一场次
淘汰了世界第 3 的美国选手佩古拉，
她从资格赛中脱颖而出，已经在本届
法网正赛中连赢 4 场，成为名副其实
的“黑马”。

打开手机央视APP，“小米辣”安德
烈娃已经3：1领先；到底是法网，到底是
四分之一决赛，罗兰加洛斯的红土网球
场座无虚席，给本土选手布瓦松加油打
气的声浪绵绵不绝。我怕吵着理发店的
其他人，于是开小小的声音。很精彩，很
顽强，很韧性，布瓦松竟然一分一分地死
磕，一分又一分地跟进，一局之内竟然相
互交替 AD 三四次，最终把比分打成了
3：3。此后安德烈娃连保带破再次拉开

分差，再次在盘中取得5：3领先。眼看
胜利在望，然而布瓦松顽强抵抗，以永不
放弃的势头一分一分地打，不可思议地
追至6：6平；抢七环节里，布瓦松拔得头
筹，以安德烈娃回球出界取得7：6的第
一盘胜利。

这不长的一段文字描述，实际耗时
差不多一小时。趁着盘间休息，专注比
赛过程的我才记起自己要理发。理发店
里几个先到的顾客，被杜姐像变魔术一
样各占其位，一位在染头发，一位在洗头
发，一位在做最后的修剪。一小会工夫，
修剪的这位顾客顺利完工，杜姐微笑示
意我坐到剪发的座位上来。

落座，我一眼就瞅准前方理发镜台
什么位置放我的手机，这样，杜姐给我理
发，我继续看央视直播，两头顾，两不误，
两全其美。杜姐礼节性对我说“不好意
思，让你久等”，我笑着说，不碍事，今晚
不理完发不回家。摆好手机位置，我看
到央视显示时间“21:30”。刚巧，理发店
进来一个小伙子，冲着杜姐就喊：阿姨，
还要多久可以理发？杜姐显然有些不好
意思，微笑着答道，这几个还需要一些时

间，应该不出一小时，要不然，你明天
来？小伙“哦”了一声，有些不甘地往外
走。

比赛继续进行第二盘，安德烈娃开
场就启动一拍又一拍地“抡”，发球时速
随便一发就上 180 公里，很快她就率先
取得优势，以3：0领先，表现出完全不是
18 岁小姑娘的“一般厉害”。黑马就是
黑马，一“黑”到底。这边，布瓦松根本不
吃安德烈娃“猛攻”这一套，她迅速调整
步伐，多拍相持，要么来回变换球路，随
即追平至 3：3。从这一刻起，安德烈娃
在心态上有了明显急躁变化，多次出现
起伏，失误不断，布瓦松趁机连下3局，
以6：3获胜，相当于给出安德烈娃一个
隐形的“蛋”。赛点出现并成功拿下，布
瓦松顺势倒地，掩面哭泣。这是胜利者
的倒地，这是喜悦的抽泣，这是永不放弃
的莫大宽慰。

“理好了。”杜姐拍了拍我的肩膀，我
才知道理发已经完成。或许是太过于专
注看球赛，那几个理发的顾客不知什么
时候已经离店，正在我恍惚间，忽然，店
门口响起那个小伙子的声音：阿姨，你还

理发吗？杜姐赶忙说，可以，可以的。他
们对话间，我不经意看了一下手机屏幕：
22:15。我脱口而出，这小伙子永不放弃
呀！杜姐笑了笑，连忙说，这不端午节回
老家了嘛，老顾客们不嫌弃，一回来就扎
堆理发，所以这两天睁眼忙到晚上十点
十一点；这个小哥送快递，时间很宝贵，
来、来、来，赶紧坐下，很快就好！

我在店门口挥了挥手，跟杜姐和快
递小哥道别。理发店的镜子里，映出杜
姐疲惫却明亮的眼睛，快递小哥脸上露
着庆幸般的笑容。回头看到这一幕，我
猛然间很有感触，这方寸之地何尝不是
另一个“罗兰加洛斯”？

快递小哥执着等待的发问，杜姐指
尖娴熟翻腾的剪刀，法网“黑马”布瓦松
抢七局的极力反扑，他们都似乎共有同
一种生命的韧性。芸芸众生里，我们总
是羡慕那些光鲜亮眼的奇迹，却不曾知
道，那些发生在普通人身上的日常坚
持，也是让人钦佩的“黑马叙事”。属于
每个人的每一场胜利，就是把每一件小
事都打到“抢七”，永不言弃，剩下的交
给天意。

理发店里的理发店里的““黑马黑马””故事故事







































































































































□龙建雄

●浅紫芳丛 陶蓉 摄

母亲让竹篾跳舞母亲让竹篾跳舞
□周光林

不期而至的温暖不期而至的温暖
□陶敏

父亲的旧床父亲的旧床
□于春林

父亲走后，他生前居住的卧室还保留着原来的模样。
尤其是那张浅色的木床仍然原封不动地静卧在那里。我时
常躺在床上休息、看书，仿佛躺在父亲温暖的臂弯里。安静
的床似乎还在散发着父亲的气息，那是父亲留下来的亲情
馈赠，我感觉格外地亲切。

往事如同时光的卷轴在我眼前徐徐展开，那画面鲜明
而生动，亲切而温暖。那年，母亲去世后，为了离开那个伤
心之地，也便于照顾晚年的父亲，我们忍痛割爱从农村搬进
了城市里。安排父亲的卧室时，我特意征求父亲的意见，要
一张什么样的床，因为这床毕竟要跟随父亲好多年，不求奢
华，但父亲躺着一定要舒适。

父亲是个生活节俭的人。他一生简朴，生活上从来没
有过高的要求，这或许与他出身贫苦，一生艰难坎坷的经历
养成的习惯有关。父亲有过当兵的履历，参加过抗美援朝，
而后又回归家乡，继续做个农民。几十年来，父亲的生活一
直都是很简单，用他的话说，赶上这样的好时代已经很满足
了，老了还能住楼房，冬天也不用烧炕取暖了。一张床而
已，越简单越好，省得还要打理它。于是，我给父亲买了一
张普普通通的木质床。父亲爱干净，我就选择了浅一点颜
色的。

父亲习惯躺在床上听评书，还要把收音机的音量调到
最大。袁阔成的《三国演义》，单田芳的《白眉大侠》，田连元
的《杨家将》都是父亲爱听的。父亲卧室的门白天一般都是
敞开着，有时他会在客厅里来回走走，他告诉我说：“年纪大
了，不经常走动，腿都不好使了。”看到父亲孤独的背影，我
内心真是五味杂陈，不是滋味。父亲用他一生的心血把我
和姐姐们培养成人，成家立业，晚年本该膝下承欢，无忧无
虑，但命运就是捉弄人啊，母亲走得早，两个姐姐又都在外
地，尽管父亲还有我，但每天忙于工作，有时还是疏于陪伴
父亲，倒是那台收音机解了父亲的许多忧愁，成了父亲最贴
心的陪伴。

如今，父亲走了，只留下空荡荡的一张床。有时，我来
到父亲的卧室，有意躺下来，仿佛父亲的余温还在。我轻轻
地抚摸着那床框、床板上浅色的纹路，平复内心的情绪和思
念，为逝去的岁月雕刻着安宁的梦境。父亲一生的梦里，都
缭绕着莲的清香，把所有的生命体温都融进了我如今躺着
的床上，或许，这种生命的接力还在继续。

父亲是那年秋天走的。他走得很平静，很安详。秋夜
漫长，父亲安睡在那张床上为他88载的生命年轮画上了圆
满的句号。父亲在弥留之际，用他干枯得如松树棒的手紧
紧地拉着我的手，强撑着对我说了一句话：“孩
子，你是个好人啊！”是什么样的父亲能在生
命的最后时刻说出这样的话来啊？我是他
的儿子，唯一的儿子，我能做到并且只能
做到我应该做的事情，而父亲却如此
知足，还要对我说出那番话来。“树
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
待”，如果还有来生，我一
定要好好陪伴父亲，不留
一丁点遗憾。

父亲离开我们好多年
了。每当我走进父亲的卧
室，躺在父亲的床上时，我都会
情不自禁地冥想：父亲没有离开
我们，他就在我身边，我无时无刻不
在他爱的包容中，天长地久。此刻，我
的心里很踏实。

指尖上的星光指尖上的星光
□尹桃

老党员父亲的品质老党员父亲的品质
□魏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