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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旦那天，是一个难得的好天
气。 气温在零摄氏度左右，风也不
是太大，只有二级吧，关键是太阳
很慷慨， 一大早就挂到了天上，把
万丈光芒暖暖地投向大地。

因为老家有事， 得回乡一趟。

走出家门的那一刻，白花花的太阳
一下子就笼罩住了我。我抬头望了
望太阳，突然就有些感动。 前几天
下了两场雪，天一直阴着，没想到
新年的第一天，太阳就善解人意地
露出了它灿烂的笑脸。与太阳对视
了约十秒钟，忽然就有一个念头从
心底冒出来：我要走着回去，我要
好好地享受这暖和的阳光。人有时
很奇怪，一旦有了一个想法，真的
是几匹马都拉不回来的。于是我就
朝着故乡的方向，徒步前行。 家乡
其实并不太远，也就十多公里的距
离，那条路，我已经走了四十年，再
熟悉不过的了。

很快，我就走出了县城，走到
了真正通往家乡的路。这本是繁忙
的省道， 但是由于后来修有环城

路，车辆都绕道环城路了，所以这
里车稀人少，加上年久失修，看上
去路面坑坑洼洼。 看着这样的路
况，心中未免有些感慨，看来风光
只是一时，繁华不是永远。 前几天
的雪在路上尚未化完，雪水积在那
低洼的路面上， 结着一层薄薄的
冰。我就踏着那些薄冰，慢慢前行。

没有车辆没人同行，也好，我可以
独自看看路边的风景。不多的雪覆
盖着庄稼地里不多的油菜和麦苗，

真的是一种朴素雅致的点缀。村庄
显得安静而厚实，村头的树木挺着
笔直的腰杆直刺苍穹，没有绿叶的
掩盖，它们仿佛更加精神。偶尔，会
看到高高的白杨树上的一个鸟窝，

那么的突兀而骄傲。山坡背阴处有
积雪，一条老狗在那里溜达，还用
鼻子闻了闻，不知它嗅到雪的味道
了吗？

我的心情很轻松， 走走歇歇，

歇歇再走走。走路其实是一件很快
乐的事情，整个冬天，上下班我都
在走路。 只是拥挤的小城，车辆太

霸道，留给我们走路的空间实在太
少。不像现在，我走得宽敞而愉悦。

我像个孩子， 从路边抓起一把雪，

用手捏了捏，又搓了搓，两手轮流
着把玩。眼睛不时打量着路边亲切
的土地， 嘴里不觉中还哼起了小
曲。 好长时间都没觉得这么惬意
过。这条路，从前我还步行过一次，

那是高三那年放寒假，我和同学也
走过。也是下过雪，路上积雪很深，

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地前行。那时的
心情跟现在不同，巴不得一步就能
到家，现在却有闲情看风景。 想起
那一次的走路，蓦然已是二十年前
的事情了。时光如白驹过隙，转眼，

我们已经在尘世的路上走了四十
载。 我远在杭州的同学，肯定想不
到，二十年后，我又一次的徒步回

家。

太阳越升越高，地上的薄冰慢
慢变得松软，哦，走着走着冰就化
了。 太阳是万物的主宰，它能任你
冰冻三尺，也能让你雪化冰开。 走
在人世的路上， 总得经历春夏秋
冬，暑往寒来。 人生本就是一次长
途跋涉， 是一个不断走路的过程。

不管路上风景如何， 不管得失成败，

不管喜乐忧伤，你都得义无反顾地走
下去。 因为路一直在脚下绵延。

走着走着就四十岁了，惑与不
惑，冷暖自知。 路好不好，鞋知道；

鞋好不好，脚知道；脚好不好，心知
道。

目光朝着太阳的方向，你就会
知道，走着走着冰就化了，走着走
着花就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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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永海

放下世间事，与君同看花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是文
学界最热的话题。仿佛一夜之间，沉
寂多年的中国文学重返舆论中心。

在世俗眼中， 莫言获奖的最大焦点
在于他获得税后折合成人民币

750

万元奖金。 《尚书》中说的“诗言志，

歌永言，律和声”。 我觉得文学艺术
完全可以认为是精神层面上的东西。

至于文学写作，更可以认为是与金钱无
关系的行为。 如果发生一不留神走红
了，得到的钱财也是意外之财，与作
者和他作品的本意关系甚微。

“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
柳风”。 文学对于我来说，就像是一
次次休闲的出游，让思想踏踏青，让
心情放放松。

文学是启心智的。 于是阅读便
成了我一生的习惯。我上学时，即偏
科，平生所愿，就是想当一名作家。

这些年来，我的人生是匆忙的。匆忙
得无法停下脚步， 总是有许多许多
事情在等着我做。心底里，始终挂牵
的，却只是文学。

那一年，我刚满十八岁，入伍来
到千里之外的济南军区某坦克部
队，成为一名年轻的共和国士兵。火
热的军营伴随着我的青春年华，理
想和愿望变得五彩缤纷。 生命里有
了当兵的历史， 一辈子都会感到珍
贵！ 三年后，在一个隆冬的时节，我
脱下军装退伍回到家乡， 被分配在
大别山深处固始县的一个山区税务

所，开始了艰苦而平凡的工作生活。

志向不小，心比天高。一些朋友谆谆
教导我， 工作不仅仅是埋头苦干实
干，更要像文学一样灵活、多动、善
变。 细细琢磨， 颇有一番滋味在心
头。经不住文学的诱惑，我渐渐迷上
了文学，迷上了写作。

文学的魅力绝不亚于心灵的碰
撞，它记录人生的欢乐和痛苦，抒发
人生的感慨和志向， 无论是高歌还
是悲泣， 都是为了显示对人生的一
种真挚追求。 文学充分张扬我的个
性，得意时不张狂，失意时不沮丧。文学
创作是心灵的解放，令我身心无限地愉
悦。 这也许是我追求的目标，使我在
文字里边尽情释放真实的自己。

文学像一位风情万种的少女，

令人向往。因车祸，我如今已是一个
残疾人， 时常受到病魔的缠绕和侵
蚀，但我相信阳光是灿烂的，生活是
多彩的， 真诚的文字是慰藉心灵的
最好良方。 我始终把满怀的激情聚
于生活的细节， 把人生的酸甜苦辣
以朴实和真诚的语气叙述出来，吸
取前人创作的精华， 结合自己独特
的写作思路， 就一定能写出感动自

己且打动读者的文章。 在文学的道
路上，我不敢有丝毫的懈怠，一直孜
孜以求。 我相信文学创作是一种创
造，一种信仰，一种追求，是切入人
生的一个角度。 同时，我又认为，文
学创作是一种生活享受， 它不仅可
以感受人生的浪漫， 也可以忘记工
作生活中的烦恼。夜深人静之时，独
居一隅， 在奇妙的文字世界里任意
遨游，或赞扬或贬斥、或讴歌、或鞭
挞、或抒情、或言志，让自己想说的、

愿说的、 不得不说的话在笔尖喷涌
而出，让心灵从中得到宣泄与放松，

让智慧从中得到磨砺与升华， 让情
感从中得到荡涤与慰藉。 虽然艰辛
和寂寞、惆怅和失意，然而，我从未放
弃， 因为文学早已融入了我的心灵，成
了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当和风款
款起舞，当繁花再叙细语，蓦然回首
才发现，文学让我深深依恋着。

我喜欢文学的纯净， 喜欢文人
的气节。 对于文学，我是赤诚的，始
终怀有一颗朝圣之心， 因为它是我
心中的“圣殿”，是我的向往之地，是
我数年来始终不渝的执着追求。 我
仿佛看到了那辉煌的文学殿堂的一

端，有神圣的鲜花和掌声，还有那眩
晕心动的缪斯女神。 矢志不渝的文
学情结虽然没有给我更多获利的机
会，但它却让我的生活绚丽多姿、色
彩斑斓，让我心胸敞亮，眼界开阔，

精神世界更加丰满。

文学温暖我的生活。生活，倘若
失去了文学， 就像庙宇没有了晨钟
暮鼓，鱼儿没有了河水，白云没有了
天空。文学是我心灵的“自留地”，我
愿用毕生的精力去耕耘。 顾准先生
对待人生的态度：以无生的觉悟，做
有生的事业；以悲观的心情，过乐观
的生活。我感触颇深。我坚信，希望
总在不远处招手。

总是能得到意外的安慰和温
暖。元旦前，我收到远方的一位文友
寄来的精美贺卡， 感动我的倒不是
这贺卡本身， 而是里面的文字———

放下世间事，与君同看花。

文友的节日问候和新春祝福，温
暖了我的心。 在文学之路上，我常常盼
望能写出更为精美的文字来，为人世间
绽放的温暖与美丽不停讴歌！

夕阳已逝，新日破晓，让我们微
笑着迎接崭新的一天。

雪夜里

潘新日

市井写真

落下没
那一片接一片的雪花
和偎在火盆边瑟瑟发抖的人
冬天关起门窗
有他呻吟搁浅的叹息
覆盖跳动的火苗
回忆开始褪色
幻想不能制止思绪的泛滥
犹如最后的房屋漏风
在墙边
童年的月色苍茫清冷
皎洁单薄
那些隐匿的星星和院墙上的花香
肯定是在秋天的深处走失
墙头上的落叶和枯草都不安分
只是拉着寒风舍不得放手
家乡也舍不得放手
它们都无家可归
都跟着雪花流浪
跟着寒烟和水波
寻找雪山和细雨
让我们聆听冬夜的律动
并来搭错车
哼着冬天的小调
从天空中掉下来
我知道此时的雪夜
深的找不到出口
只有躺在温柔乡里
那样的美梦
才不会一层层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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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对联闯入我的业余生活
后， 她就左右着我， 使我欲罢不
能，爱之有加。 工作之余，看对联，

编对联，书对联。 可以说，我全身
心地沉醉到“平仄两行字；唱和一
副联”的无穷的奥妙之中。

博览，结缘联海。 对对联引起
浓厚兴趣， 还是我自小从每年除
夕之夜“鞭炮阵阵冲天起；灯火洋
洋映户红”，张贴在每家每户的门
头上的大红对联开始的，诸如“新
年纳余庆；佳节号长春”最早的春
联就是那时结识的。 后来，看到农
村有些文墨的先生在春节时帮人
书写对联“爆竹纷飞，新桃旧符年
年过； 红灯高挂， 玉亭琼楼户户
春”、“山花烂漫春风醉； 绿柳飘
扬紫燕归”时，我常想要能发自我
之慨，写自我之感，那样的感觉真
好啊。 于是我向书本请教，搜集有
关对联方向的书籍，订阅《对联》

等报刊，下了班，星期天躲在家里
沉迷其中。 慢慢地对对联平仄有
了掌握， 就不时地学编对联，“狂
欢，瑞雪纷飞祝圣诞；喜庆，红梅
怒放贺新年” 就是第一次在圣诞
时作的， 群发给朋友手机上的对
联，返回的信息不乏些许称赞。 朋
友的鼓励是最大的褒奖， 自此也
就有了坚持下去的信心。

勤思，放歌联山。 编联有了第
一副，就有第二副，紧接着春节来
了，我为自家大门编了“春风化雨
润无意；喜事延年庆有余”。 编联
犹如粟花之于毒瘾， 美酿之于酒
瘾一样， 于我一发不可收———爱
对联甚于一切， 上下班的路上脚
走路来脑想联， 与朋友集会别人
打牌我想联， 逛街时老婆孩子看
衣服我想联， 晚上躺在床上瞌睡
没来我想联……对联对联满脑子
的对联。 连看的小说《风声》就以
“风起微澜，墨香阵阵；月来满地，

锦色浓浓”和“水水细风软语；山
山柳意花情”而感叹之。 可以说编

对联，也成为我生活中的一部分。

挥洒， 纵情联墨。 自古联墨一家
亲，爱好书法的一般就好对联，酷
爱对联的也爱泼墨挥毫。 读联、编
联、书联已是我业余爱好的全部。

因此，在日常生活中，凡是逢年过
节， 人们有什么用得着对联的地
方，我就是自己编联自己写。 过年
与书法朋友参加“书春”都是以我
编的之于“牛年牛劲夺高产；虎岁
虎威创伟绩”、“幸福家庭都康乐；

平安社会最和谐”、“东风放胆牛
摇尾；大雪有心虎闹春”、“雪化河
开春有语；风来树绿雨无声”等，

适合此情此景的、 反映时代气息
的对联，受到人们的青睐。 河南省
邮政公司书法协会成立， 我特以
“九曲黄河龙振翼；千秋大岳象无
形”祝贺，联墨俱佳得到领导和专
家的好评。

我想，在我工作之时，我的业
余生活“联”做主；在我退休之后，那
就成了我的生活“联”做主———对
联就是我的生活的全部。

生活时尚

徐生力
我的业余生活“联”做主

生活随笔

黄森林
走着走着冰就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