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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折腾的女人

蓝走走

品时空诗

她问我属什么，我说蛇。 她说，

属蛇的女人爱折腾。

这段对话发生在刚认识五分钟
的两个人之间， 而且对方还是一个
妈妈级的阿姨，这让我感到讶异。也
就是那句话， 让我开始注意到这位
阿姨。

阿姨穿着长裙，长发及腰，气质
不凡。在说完那句话后，她又问了我
的爱好， 我列举了我那些文艺范的
爱好，音乐电影看书旅行之类。她又
说，瞧你，注定就是这样的，属蛇的
人适合搞艺术。然后接着说，我也属
蛇。我紧接着追问，那您是不是也爱
折腾？这位阿姨眼神一下有点迷离，

慢悠悠地回答，我挺能折腾的。随后
她从书架上抽出好几本《信阳散文》

一类的书，都有她的文章，或者编辑
的名录里，有她的名字：詹丽。

那时是晚上九点多光景， 我和
当时的室友浩然散步看星星， 路过
一栋小楼， 看见亮着灯的房子里尽
是书，我们猜是图书馆，好奇地走过
去看，没想到还开着门，走进去就遇
到了这位阿姨， 郝堂村暑期图书管
理员，詹丽老师。

詹老师并不是郝堂人， 而是在
50

公里外的鸡公山小学做语文老
师，一做

30

年。这个暑假，她和爱人
一起搬来郝堂， 做一个暑假的图书
管理员。

詹丽老师像一本有魔力的书，

让我想去一页一页地读。 鸡公山是
风景名胜区， 大别山西段， 奇峰峻

岭，山里只有一所小学。每到冬天大
雪封山，人迹罕至，景区关闭，只有
学校还开放着，“冬天的鸡公山下大
雪， 每天清晨第一行脚印不是老师
的就是学生的。”詹丽老师随口说出
了这个句子。 这真是语文老师说出
的句子。在后来的数次交谈中，这位
语文老师用她优美的语言， 向我娓
娓道来了她的一生。

虽然是风景区， 鸡公山仍然是
个乡下小村， 一个心高气傲的年轻
人是难以在这样的地方“安居乐
业”的。没有人可以交流，没有人可
以在一个频道上对话。刚被分配到
鸡公山的詹丽老师不服气地抗争
了十年。 那十年，她满脑子都是逃
离，她认为鸡公山束缚了她，那时几
乎是“恨”它的。在那十年里，詹丽老
师没有写一个字， 把自己都交给了
生活。

到第十个年头的时候， 她忽然
发现，自己已经离不开鸡公山了。而
在这个时候， 文学将她从水深火热
的生活中“拔”出来，“拯救”了她。詹
丽从小就爱读读写写， 做语文老师
算是实现了她爱好与工作的结合，

做语文老师那么些年， 直到在这个
年头，她才发现“语文”赋予了她另
外的意义。 她开始写作，写鸡公山，

写她看到的山和水，人与物。鸡公山
在她的笔下，一下丰满和灵动起来。

她喜欢种花， 走到哪儿种到哪
儿， 鸡公山小学几百平米的花都是
她种的。 才来郝堂就把鸡公山带来
的花种子种在了图书馆前， 很快就
发芽，长出了小花苗。还买来莲蓬插
在散步时拣到的一个罐子里， 作为
艺术品。我们一起散步，她走一路会
介绍一路的植物和动物， 还看着山
头的云朵说，“那句古诗‘白云深处
有人家’，我一直教学生是‘白云生
处有人家’，我觉得白云是从山里生
长出来的。 山后面像有个棉花加工
厂，不停地生产棉花。”确切地说，詹
丽老师是爱自然万物的。

本来是郝堂的外来者， 但她俨
然把郝堂过成了自己的家。 她走遍
了郝堂的各个角落，在河边洗衣服，

在山里散步，在街坊买菜，跟所有人
聊天， 住在图书馆附近的村民已经
和她邻里相待。

我和浩然都是二十五六岁的年
纪， 但和跟妈妈几乎同龄的詹丽老
师呆在一起毫无压力感。 詹丽老师
不说教， 她就像一朵淡然开放的格
桑花，静静地看风起云涌，静静地散
发花香。

二 妈

邹晓峰

我在二妈家里，和她一起看了
一则新闻。

一位
89

岁的老母亲，为了买只
老母鸡给病后的儿子补身体，一大
早便悄悄地出了门，步行三四公里
来到镇里南头集市买鸡，但没有找
到她想要的老母鸡。 于是，老人又
步行两公里，来到了西头菜市场，终
于找到了一只肥大的本地土母鸡。

老人付钱后，手中提着老母鸡，

却找不到回家的路了。 时间已到中
午，老人提着老母鸡，拄着拐杖，由
于年老体弱，又累又饿，晕倒在马路
边，正好遇上巡逻的交警，把老人扶
起来，问她住在哪里，她怎么也说不
清楚，后来把老人带到中队后，经过
反复询问才知道她住的地方。 在询
问的过程中，老人一直都把那只老
母鸡紧紧搂在胸前，生怕别人从她
手中夺走。

交警把老人送回家中，老人
60

多岁的儿子激动地一把抱住了母
亲，责备她不该一个人上街。儿子告
诉警察，娘今年

89

岁了，记忆力下
降了很多，好多东西都记不清楚了，

但从来没有忘记隔段时间炖老母鸡
汤给他喝。这位老母亲说，儿子去年
做过手术，身体一直很弱，需要炖老
母鸡汤补补啊。

看完新闻， 二妈泪光闪闪地长
叹了口气：“天下的母亲都一样啊！”

这条新闻显然引起了二妈的
回忆。

二妈的母亲是个能说会道又善
良的农家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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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那年，二妈的
母亲突然得了痴呆症， 连自己姓什
么、住哪里都不知道。为了不让母亲
在外走失， 二妈在母亲的后背上缝
了一张写有地址和联系电话的布
条。 母亲第一次随着赶集的人一起
来到镇里，果然忘记了回家的路，有
好心人打电话给二妈才接回老人。

见到母亲手中提着几个不太新鲜的
梨，但她身上分文没有，很可能在梨
摊上向别人讨来的。 二妈问梨是从
哪儿来的，老人一声不吭，但回到家
中便开言了：“小凤这几天要考试
了，还咳得厉害，医生说要多喝梨汤
啊！ ”二妈的小名叫“小凤”。

二妈说，

30

年前， 她还在念高
中， 临近高考患重感冒， 咳得很厉
害，医生说要多喝梨汤。

7

月份，街
上偶尔看到卖梨的， 她的母亲总要
想尽一切办法买一些回家， 只为女
儿能够喝上梨汤。

后来老人又走失了两次，回来后
手中都拎着几个不新鲜的梨子，并且
都像第一次走失回家后说的一样。

想起了已经离开人世
3

年的母
亲，二妈思念万千，老母亲患痴呆症
后，什么都记不得了，但

30

年前的
旧事还记得那么清清楚楚， 那是铭
刻在心头的爱啊！

平江起义首功悬，

圣地井冈何惧难？

热血将军人敬仰，

石头团长党恩贤；

横刀怒吼长征路，

立马扬鞭遵义缘；

蟠龙大战夺白面，

保卫延安蘑菇环；

鸭绿江边螺号起，

上甘岭上党旗妍；

彭总润之心向党，

南湖造就水银盘！

颂彭德怀

钱云飞

忆深处
记

穿过岁月的起伏与沧桑，你站在
南昌的夜色里，亲历一场刀光剑影
的厮杀，温和革命的美梦
被石破天惊的枪声，击得粉碎

你裹藏着星星之火，行走在
西风猎猎的雄关漫道上
依仗小米与步枪的支撑，你在大江南北
顽强地屹立

当倭寇露出狰狞的獠牙，你抚慰着
松花江的呜咽，在太行山的
肩膀上，挺直了民族的
脊梁，在微山湖的芦苇荡里，聆听
土琵琶豪迈的歌唱

解放的号角高亢地吹响，你剑锋所指
势如破竹，让新生的
山河，注视你在天安门城楼上的
雄奇的笑靥

历经凄风苦雨，你鲜艳
如初，在风和日丽的日子里
你把信赖、希望和安全，飘扬在
老百姓的心坎上

敬礼，军旗

敬礼，军旗

桂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