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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可爱、纯净与美丽
融入生命中最茁壮的一种颜色

就注定，这辈子
有一脉清澈的泉水

永远在记忆深处，唱着甜甜的歌
你看，晨光中的露珠
还在亮着彩虹的眼睛
你看，夜空里的星斗
依旧闪着太阳的思索

整个世界，都在感念你们
无怨无悔的选择

或许，辞别至亲时
你们有过哭泣，不依不舍

或许，剪落长发时
你们有过心伤，独自难过

或许，两年穿不到招展的花裙子
你们还把报怨

倾洒在某一个特定的时刻
可是，当军号声响起

你们便把苦楚、孤寂与失落
留给过去的日子，让它们

成为生命中一道浅浅的印辙
然后，挺直腰身

把青春与热血，交给脚下的土地
以及，土地之上
英姿飒爽的品格

曾记否，训练场上
你们娇嫩的身躯，风吹雨淋

经历严寒酷暑的打磨
曾记否，话务室内

你们靓丽的脸庞，神情专注
一串串数字，在忠诚里穿梭

曾记否，舞台中央
你们艳美的舞姿，技压群芳

让沸腾的军营
又燃起激情四射的火

两年，抑或五年
抑或，更长更长的时间

一路，有苦闷，亦有欢乐
失去，也是一种富足和获得
当成熟伫立为人生的风景

曾经的少女
已经告别春天的花

结出金秋，丰硕的果
一朵，一颗

这是两个紧密相连的词
诠释了馨香与甘美
解读了播种与收割

常常想，当柔软与血性
在一个群体中彼此相融

天下母亲
该有多么幸福与祥和

爱，是默默无悔的付出
所有的伟大

都在微小中延伸脉络
你们走过的青葱岁月

让蓝天更蓝
让浩濣的大海，荡漾碧波

哦！祖国的女兵
哦！女兵的祖国

当你们把梦想托付给军装
厚重的生命

便有了鲜红的底色
（作者系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文学爱好者）

女兵，女兵

□刘禹

出生于上世界六十年代末的我，从中学
时就特别喜欢默读、背诵《论语》。如今虽已
年逾五旬，若再次翻阅《论语》，每每都如老
友重逢，许多记忆渐渐清晰起来。

那日孔子与弟子聊天，大家随便谈谈人
生理想，子路准备武力成就霸业；冉有想要
和平崛起；公西华想搞“国际峰会”。正在弹
琴的曾点说出他的志向：“暮春者，春服既
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
乎舞雩，咏而归。”

前三位的志向是拯救天下苍生，带着浓
郁的英雄主义色彩。而曾点却与众不同：逍
遥自在，不求为政。令人眼前一亮，很对孔
老先生的胃口。曾点所描绘的是一幅多么生
动、美好的图画呀！每次看到这个段落时，
便不禁怦然心动。衣食无忧，老幼安享太
平，在清澈无污染的河流里沐浴，一齐欢
笑、一同歌唱。这种和谐、快乐的场面，温
馨、幸福，平淡而如此美好。

这样的景象如小学三年级去外婆家，那
个夏天，在屋后水塘边经常看到的场面。岸
边、水里聚集着上百人，大人、小孩儿都
有，有的从岸上的平台轻巧地起跳，高高跃
起，在空中划条弧线，潇洒地蹦入水中，瞬
时击起一个大水花，赢得一片掌声与欢呼
声；有的在水中畅快地游着：仰泳、蝶泳、
蛙泳、自由泳，各显其能。这里是孩子们的
实习地，也是游乐场，一个个摩拳擦掌，跃
跃欲试。那次五六岁的表弟刚推完头，跟随
着兄长们来洗澡，第一次见到这么盛大的情
景，不禁激情澎湃，学着大哥哥们的样子一

跃跳入水中，却不知道自己根本不会游泳。
大家知道他不会水，看到这孩子自然地沉到
水底，水面冒出一串水泡，慌忙大呼救命。
幸亏一位善水性的长辈正在水中很近的位
置，一把救起了弟弟。这件事很快在亲戚家
里像笑话一般传开了！这也从一个侧面说
明：那时水塘及周围笼罩的愉快的气氛令每
人欣喜、振奋，也感染了乳臭未干的小孩子。

这段回忆停留在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
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
的提高。但是一些不和谐的音符时而出现。
很多河水受到了污染，别说是直接洗蔬菜、
水果了，就是能在其中游泳的河流都已少而
又少。大人们们背负着繁重的工作重担，孩
子们被沉重的学习负担压得喘不过气来，哪
有时间闲游、瞎闹。

近年来，乡村振兴计划开始实施。时不
时看到表弟在微信朋友圈里发些照片和视
频，比如垃圾分类处理、旱厕改造、燃气取
暖做饭等等，还有那干涸多年的水塘，这两
年有了水，也会有人去游泳、洗菜……看到
大人孩子嬉戏的场面，我又想起了那些热闹
的情景。

于是，曾点的话又响起在我的耳边：“暮
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
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在某个明
朗的日子，阳光暖暖地照着，春风柔柔地吹
着，一群孩童、大人在清澈的河水里游泳，
在翼脊雕梁的亭子里让风吹干肌肤，穿上漂
亮的春装，一路上唱着悠扬的歌，欢欢喜喜
地回家。

这样的平淡的幸福真好，我喜欢。
（作者系天津市南开区文学爱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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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来森

草帽
那时，也只有十二三岁，正当少年。那时的乡村少

年，夏日，都喜欢编草帽。
草帽，以山草或者柳枝编成：圆圆的一圈，有枝叶披

散着，绿意葱茏。一顶草帽，戴在头上，彼时，是一种时
尚，好似，没有一顶自己亲手编制的草帽，就不是一名好
少年。草帽，是那个时代，对战争电影中战士的模仿，内
中，蕴藏着一个少年的军人梦、英雄梦。

好少年，必得有一顶草帽，是时代的标志，也是风尚
的彰显。

戴一顶草帽，四处游玩，穿行于丰草茂林间，玩着军
人打仗的游戏——自豪，伟大。或者，戴一顶草帽，持一
根简陋的钓竿，于水边垂钓，似渔翁，也觉得美。下水游
泳，也不会忘记戴一顶草帽，人在水中，载浮载沉，草帽
便也随之载浮载沉——草帽，是水中的一团团绿色的圆月
亮。

头戴一顶草帽，感觉青山巍巍。
草帽，是属于少年的。多少年后，少年变成了老年，

那顶草帽，却依然在心头，在心头。
井水

每一个村庄，都会有几口水井的。水井，是村庄的眼
睛，明目青睐。

水井中提出的水，叫“井水”。井水很清，井水很
凉，井水也很甜。凉，是一种清冽的凉；甜，是一种滋润

的甜，是家乡的味道。
天热，水井边总会聚集一些人。妇人们在浣衣，老人

们在纳凉，年轻人们在打趣。渴了，就从井中提一桶井
水，拔凉拔凉的，拿一只水瓢，舀一瓢，咕咚咕咚喝下，
一身的透凉。于是，长嘘一口气，感觉爽极了。

几只花喜鹊，飞临井台，东啄西啄，然后，喳喳喳叫
几声，霍然，飞走了。

晚间，也有人喜欢待在水井边，在井边纳凉，闲话。
打一桶水，放着，看水中漂浮的月亮，圆月，半月，

都好看。水凉，月亮也凉，于是，看月亮的人，也觉得
凉。井台，是青石板的，经年下来，青石板摩擦得坑洼不
平，洼处积水，积的是井水，积水中也浮着一颗月亮，泛
着青白色的光。人，直直地看着，看得发呆。

多年之后，身在异乡，心头却总溢着井水的丝丝的凉
香，亮着那颗井台上的圆月亮。

藉草而坐
夏日，草木深深、软软。
于是，乡下人，就喜欢藉草而坐。藉草而坐，是一种

生活习惯，也是一种生命状态——一种近乎散漫的自在，
自如，自由。

尤其是在黄昏，出坡间歇，或者归来。找一块平坦的
地方：草一定要厚，一定要软，一定要绿——绿出一种软
暖的香气。人一坐，身体舒展，心神释然、坦然，身心俱
佳。

信手采一根草，捻在手中，无他，只是觉得好玩，只
是一种习惯。乡下人，习惯了草的世界，捻一根草在手

中，就是捻一份草木情。于此，可以藉之消除劳动的疲
劳，可以静静地想心事，可以看一段好风景。

背西面东，看夕阳照在东面的山坡上，浮光跳跃，流
光溢彩，如大海杨波。一群飞鸟飞过，在霞光里，炼成一
片彩霞，向着远处，飘逸而去。回回首，看夕阳，红彤
彤，金灿灿，被黑暗的海托着，在下沉，在下沉……

一份遗憾，一份留恋。蓦然间，身边的草，发出一种
淡淡的露水的香……

听风·看月
夏夜溽热，入睡，总是很迟。消此长夜，倚着床背，

听风、看月，最佳。
风，是熏风。风中夹着香气，夹着风情。草木青涩的

味道，花果的的馨香，热空气的蛋糕香，夏虫鸣唱的清
音，还有月下纳凉人的喁喁私语——寂寞的，清冷的，香
艳的，浪漫的，悲愁的，愤怒的……都裹在夏夜的煦煦熏
风之中。

倚在床头，听风，就是在听一场风情。
床头看月，最好是——圆月悬中天，弦月挂西天。
圆月悬中天，银辉倾泻，塞满一窗，铺展一床。夏

夜，因此而明朗，你倚在床头，溽热顿失，霍然一场清
凉。天上清辉，树杪流光，窗口，满月如冰。

下弦月，一弯，一勾。隔窗而望，但觉渺远，不可
及，不可及。

一弯如梦，一勾如梦，似少女窥窗，思绪悠悠，悠
悠；月圆，在梦中——你笑了，眉如细柳，唇如弯月。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昌乐县实验小学）

那一段段风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