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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之用

人在旅途

长白天平一脉牵

读 史 札 记

秋 声 赋

老妈是个“犟拐拐”
时尚辞典

坊间纪事

他山之石

□ 廖晓梅

老家的葡萄熟了，老妈整日
念叨着要回去。

我们决定一大早送她回去。
她计划回去只呆一两天，却拉拉
杂杂翻出来一大堆需要带回的东
西，并四处找合适的袋子来装。

我正准备劝她把不必要的东
西放下，她却气冲冲地大声质问
我：“你是不是又把我最喜欢用的
无纺布袋子扔了？你这个败家
子！”

我不由得扶额，没错！我的确
喜欢背着她扔她的东西。老妈有
句招牌名言便是“货放百日自
醒”。哪怕一件东西放十年八年不
用，她还依然坚持她的信念———
总有用上的时候。于是家里的空
间越来越局促，所有的地方都被
她塞得满满当当。当着她的面我
不敢扔，背过她后我便胆肥地把
有些东西毫不留情地解决掉，何
况一个脏兮兮的旧无纺布袋子。

用两个新袋子代替了她的旧
袋子，她却还不满意。一路上念叨
了多次她的袋子，指责了无数次
我是“败家子”，还把她的至理名
言又拿出来教育了我很多遍。到
家了，我以为耳根清净了，她换了
身衣服后继续：“你看我这身衣
服，是在你扔进垃圾箱后又捡回
来的，现在穿上哪里不好，你就光
知道扔……”

我只得把话题转移到葡萄上
来。说起来家里的葡萄树也有二
十多年了，跟着我们这样的主人，
葡萄也是相当憋屈的。一年到头，
没有人给施肥没有人给修剪，任
其自生自灭。更没有给搭几个结
实美观的架子，开花和结果时都
没有人护理和照看。主人懒惰，但
是葡萄争气，玉石般的绿葡萄每
到八月份都会挂满那个凑合着搭
起的木头架子上，我们算好时间
只需要回家收葡萄便是了。

一到这个季节，老妈便开始
惶惶了。她总在我这里念叨：“葡
萄该熟了，不知道雀儿们有没有
去祸害？不知道邻居家的熊孩子
有没有去糟蹋？”她甚至在七月中
旬便作出一个伟大而艰难的决
定——— 回老家专职守葡萄。我很
是无语，问她“离成熟还有近一月
的时间，莫非你回去整日坐在葡
萄架下眼睛一眨不眨看着葡萄等
它成熟？”

在我较为含蓄地反对下，她
没回成，便拜托了我二妈、玉芳
嫂、李婶儿……帮我们照看葡萄。

我说她托付别人是在自己哄自
己，该来的雀儿还是要来，馋嘴的
孩子一个也少不了，她固执地说
就算自己哄自己心里也踏实……

这次回来，那个肩负重任的
木头架子已是摇摇晃晃了。矮处
的葡萄早被孩子们挑大串摘得所
剩无几了，只有高处的几串在叶
子间隙散发着诱人的色泽。老妈
不由得扼腕叹息一番：“今年回来
晚了，要不然哪能让别人摘去那
么多！”

别说，咱家葡萄今年还真争
气，一家人忙活了一上午，居然收
了一大竹筐，虽然良莠不齐，却也
照亮了我老妈的眼，脸上再也不
是先前的惋惜状，一时间笑开了
花，她的葡萄让她感到骄傲。葡萄
味道很好，有马奶子特有的奶香
和清甜，老妈因为血糖高却只敢
尝上一两颗。

她把葡萄分成了若干的小
份，一份一份全送给了左邻右舍，
邻居们基本上家家都尝到了她的
葡萄。我调侃她：“你这样送还不
及就像先前一样让它们长树上，
谁想吃谁自己来摘，你着急忙慌
地赶回来摘下来，自己不能吃，还
不是全送给别人吃了？”她瞪我一
眼：“你懂个啥，我不让他们摘，是
怕没熟的时候孩子们眼馋就来
了，一来怕他们吃坏肚子二来也
糟蹋果实，把我的木架子兴许还
会拉扯垮，现在多好，完全熟了，
大家都尝尝味道多好……”我走
时，老妈也给装了很多，还叮嘱我
回去一定要送一部分给朋友，让
大家都尝尝。

过了三天了，老妈还在老家，
没有让我接她过来的意思。我打
电话问她，她说：“门口的花椒快
红了，她要在家里守花椒树！”我
有一种预感，这“葡萄的故事”又
将再次上演……

我心里想着，这样也好，她不
回来，我又可以大刀阔斧地整理
内务了，她那几双断底的鞋子我
早就看不顺眼了。电话随后响了，
老妈打来的。她特别严肃地对我
说：“我不在的时候你少动我的东
西，一样都不许扔！不许扔！”好
吧，不扔就不扔，这样的义正严
辞，给我一百个胆儿我也不敢和
她对着干啊。

我再次扶额，这可真是个“犟
拐拐”啊！不过，这“犟拐拐”就是
一直这样和我吵吵闹闹，对我唠
唠叨叨，却又时不时和我幸福地
撞个满怀的可爱亲妈啊！

□ 傅绍万

小长白山位于山东邹平县的南
部，天平山是苏州的一座名山，两座
山因历史上一位名人而紧紧联系在一
起，他就是写出了千古名篇《岳阳楼
记》的范仲淹。

在小长白山的醴泉寺，范仲淹开
始了他的读书治学之路，立下了修身
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宏大志向。范仲淹
是苏州人，因为父亲早逝，随母亲改
嫁来到邹平的朱家庄，在邹平期间，
留下了许多佳话。

范仲淹家中不富裕，读书期间，
他每天熬一锅粥，分成四份，早晚各
吃两份。传说，一天晚上，他正在读
书，两只老鼠不断从荆树洞里出来骚
扰。他生气地挖开了荆树根旁边的鼠
洞，里面埋着一堆金、一堆银，范仲
淹把鼠洞掩埋好，再也不去理会。

很多年后，他已经功成名就，醴
泉寺起了一场大火，寺院住持为了重
修寺庙找到他，临走时，他给了住持
一包茶叶、一封信。住持回到寺院，
打开信一看，上面写着四句话：荆东
一池金，荆西一池银，一半修寺院，
一半济僧人。这个故事，表明了范仲
淹淡泊名利的高尚品德。

苏州是范仲淹高尚人格弘扬光大
的地方 。他考中进士之后，上奏皇
帝，恢复范姓，并在苏州老家做了许
多事情。一次，他买下了一处田产，
请一位堪舆先生看看风水。先生说，
这是一 块 风水宝地，在这里建设宅
院， 可 以使范家世代不绝卿相。他
说，既然是这么好的地方，就不应当
一家独占，那就办一所义学吧。在家
乡，范仲淹办起了义学，还买下了大
量的义田，设立了义庄，收入完全用
来接济家族中的穷困人。范氏义庄，
自公元1050年设立，至清宣统年，持续
了800多年，土地由当时的1000亩增加
到5300亩，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独特的
文化现象。他所创办的义学，成为苏

州中学的前身、苏州学校的“四大名
旦”之一。我常想，苏州文化发达，
人才辈出，是不是与范仲淹当年奠定
的基业有直接关系？

范仲淹成为一代伟人，文武双
全。他镇守西北边关，有“军中有一
范，西贼闻之惊破胆”的民谣。他任
参知政事（副宰相），领导了庆历新
政，“铲旧谋新，振兴时治”，成为
宋代王安石改革的先声。其“居庙堂
之高则忧其 民 ，处江湖之远则忧其
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
而乐”的伟大胸襟，举世敬仰。纪念
他的庙 、碑遍布全国，在邹平和苏
州，也留下了极有代表性的范公纪念
遗迹。邹平朱家庄有范公祠，前后两
院，古木参天，竹影婆娑，祠内展示
着范公事迹。寺庙门前有两株古柏，
宋代所植， 一株已经枯死。当地人
讲，是日本侵华时来到这里以后枯死
的，因为范公有灵。

有一副祠联：“宰相出山中，划
粥埋金，二十年长白栖身，看齐右乡贤，
依然是苏州谱系；秀才任天下，先忧后
乐，三百载翰卿著绩，问济南名士，有谁
继江左风流？”此联高度概括了范公生
平。苏州的天平山，有一系列有关范公
的遗迹。这里是范公的先祖归葬之处，
俗称范坟山。明万历年间，范公的十七
代孙范允临辞官回乡，在此修建了天平
山庄。历代帝王、先贤，都十分敬仰范公
的官德、人格。宋仁宗赐天平山为范氏
家山， 康熙为范公祠赐匾 “济时良
相”，乾隆六下江南而四到天平山祭
奠。古往今来，这里人迹不绝，成为
人们心中的一方圣地。

我想，看范仲淹，应当把邹平和
苏州、长白和天平联系起来，才能看
到一个完整的范公。

□ 林文华

为什么语文作业老收不齐？为什么语
文课上老有人挂羊头卖狗肉？为什么从来
没有人请语文老师做家教……你们把语
文欺负得太厉害了，悲哀啊，除了高考，你
们不知道学好语文有什么用。在你们看
来，语文属于庄子说的“无用之用”吧。

其实，无用之用，方堪大用！这也是庄
子说的哟。

语文之用，首在工具。听、说、读、写，
哪一样都很重要。大街上两个女人吵架，
一个把另一个撞了，撞人的那个不觉理
亏，反而气势汹汹地说：“怎么走路的，这
是非机动车道你懂吗？撞了白撞。掏钱吧，
赔我自行车！”被撞的那个嘴笨，受伤了，
浑身乱颤，气急了只会骂人，甚至要动手
打人，有理反倒成了没理了。你看看，语文
学不好，吵架都吵不过别人。

语文之用，装点门面。新婚之夜，新郎
拉着你的手，不由自主地发出一声赞叹：

“桑之未落，其叶沃若啊！”你要没读过《诗
经》，断然听不懂你的如意郎君在说些什
么，还以为他脑子烧坏了，其实是你没文
化。

语文之用，亦可谋生。不必说练一手
潇洒的毛笔字，可以走村串户给人写对
联；也不必说写几篇漂亮的文章，可以投
杂志赚稿费名利双收；单是读好《周易》这
本书，你就可以舌灿莲花给人看风水天天
有大红公鸡吃；如果舍得下工夫，头悬梁
锥刺股通读“四书”“五经”，通吃古今语
文，做个文学博士，何其风光……最不济
如我一样当个语文老师，教中小学生识文
断字，往小里说可以挣一份工资养家糊
口，往大里说你是在传承中华传统文化，
这不也挺有意义的吗？

语文之用，重在务虚。你们想想看，一
个被唐宋散文浸润过的男儿，那是怎样的
锦心绣口妙语连珠？一个被诗词歌赋熏染
过的女子，那是怎样的蕙质兰心气质优
雅？一个被文学名著滋养过的公民，那得
有怎样丰富的内心世界，怎样崇高的精神
境界？

语文之用，用于无形，就像空气一样
虽然看不见，我们却一刻也离不了她。语
文所涵养的，是一个人内在的心灵和气
质；语文所提升的，是一个人外在的文化
素养和精神面貌。语文的重要性，你该知
道了，以后还敢欺负她吗？

□ 胡 进

重走长征路已经一年多，始终不能
忘怀闽西那块红色的土地和英雄的人
民。我在闽西的时候就跟同行者说过，
无论时代如何变化，人事如何变迁，这
一块土地都将永远值得人们缅怀和尊
崇。

闽西中复村是红军长征始发地，因
此叫做“红军长征第一村”。1934年9月
30日，小村观寿公祠堂前聚集着数千名
红军，誓师大会后，红军开始了举世闻
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得知红军即将
转移的消息，乡亲们冒着绵绵细雨，拿
着鸡蛋、花生、地瓜干、草鞋、布鞋，
从四面涌来送别自己的亲人。”一边
听着导游的解说，一边也旁听到了现
任中复村党支部书记的介绍。他告诉
我，当年红军动员大会就在这个观寿
公祠的广场上举行，红军给踊跃报名
参加红军的男儿们犒劳的只是一碗大
肉。当年家家户户都有儿孙加入红军队
伍。让我动容的是，中复村跟着红军长
征的六七百热血男儿，远离故土，大都
没回来。

红军出征的第一仗就是中复村的那
个山头松毛岭。松毛岭的战斗十分惨
烈，七天七夜红军战士捐躯赴义一万多

人，山坡和人体一同被炮火烧焦。更惨
的是红军过后还乡的对头们那些无情的
杀戮。鲜血没有改变闽西群众跟定红军
的信念！这种舍生取义的精神令人感
动。

还是在这个中复村，南山镇文化站
的赖富家讲述着一个个女人催人泪下的
故事：蔡冬莲送儿子钟童生妹，蔡四嬷
送丈夫钟才登，上官观音妹送丈夫钟百
寿，何香妹送丈夫钟则林……赖富家还
唱起了当年送别时的山歌：“郎当红军
莫念家，专心革命走天涯；十年八载不
算久，打倒反动再回来……”歌声如诉
如泣，催人泪下。

最让我动容的是赖二妹和钟奋然的
故事。赖二妹和钟奋然是一对新婚夫
妇，他们本应男耕女织度过他们平静的
一生，可是时势造就了他们的命运。赖
二妹毅然决然地送新婚丈夫跟定红军走
向未知的前途。没有丈夫的岁月她只能
是独自等待，10个月之后赖二妹生下儿
子，孤独的女人上山砍柴下地耕作，和
独生的儿子相依为命。在漫长的30年等
待中，赖二妹空闲的时候就痴痴地坐在
自家门槛上，默默地等待丈夫的归来或
者是千里之外的一声问候。30年的期盼
换来自家门槛一道深深的凹槽，填充这
空白的是丈夫战死沙场的消息。痴情的

赖二妹无处寻觅丈夫的尸骸，能做的只
是为亲人修建一座衣冠冢，她将自己的
思念永久埋藏在大地深处。本应盛放丈
夫的棺材里，精心安放着她每年给丈夫
做的新衣裳和鞋子。30年里每年一套新
衣一双新鞋，都装进了盛载着丈夫魂灵
的棺材中。衣冠冢正对自家大门不足50
米，守望着坚贞不渝的赖二妹。二妹余
生依然每天坐在门槛上遥望衣冠冢，直
到她105岁永远地睁不开双眼。将近一个
世纪的坚守足见赖二妹的信念和忠贞。
赖二妹和钟奋然的儿子如今也 8 0多岁
了。他还记得母亲当年在父亲墓碑前说
的话：“然哥，你的儿子已经成人，我
带他来看你了。”

知道了赖二妹的故事后，我时常会
想，闽西人民为革命作出那么大的牺
牲，他们到底是为了什么？在老红军钟
根基的身上，我似乎找到了答案。

中复村宣传栏里有一个人，曾被认
为是“一个没有用的人”，他叫钟根
基，是老红军。当年，钟根基和同村17
位青年一起，相约在中复村的廊桥上报
名参加红军。出发前17人跪地起誓：谁
活着回来，谁就要为不能回来的男儿向
父母尽孝。时光流转，当年的誓言不幸
言中，十七人唯有钟根基还活在人世，
他有勇气放弃既得的一切，信守当年的

诺言吗？
钟根基跟随红军走过二万五千里长

征，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荣立过二等战
功。1952年钟根基负伤回国后，已经是
正团级军官。这时的钟根基荣耀非常，
可是他偏偏记得20年前的承诺。他毅然
放弃了被多人看好的前程，决意离开部
队转业回家。钟根基是村里唯一活着回
来的红军战士，钟根基的荣耀也是全村
人光耀门楣的资本，可是钟根基却一时
成为村人眼里“最没用的人”。他无条
件地要求留在村里务农。

钟根基的余生就是一个扛丧子。他
成为16个牺牲兄弟们的替身。对16位兄
弟的父母，生前钟根基为他们料理生
活，身后为他们入殓扛丧。钟根基30年
为战友尽孝扛丧生涯，竟然让他不能拒
绝乡亲们要他帮忙扛丧的请求，他成为
“职业”扛丧子，卑微的“职业”让他
终身未娶。钟根基生前曾不止一次地
说，我能活着尽孝就是最大的幸福。

诚实地说，我没有底气做钟根基。
面对一个卑微的扛丧子，我知道，他是
最有用的人！我佩服他舍身取义的信
念，敬佩他一诺千金的行为，感动他不
忘初心的精神。

长征“起点”凝眸，忍不住泪眼盈
盈。

□ 张 强

“叽喳，叽喳”麻雀起了个头，紧
接着木板门吱嘎打开，人走动的声音、
风翻墙而过的声音、鸡钻出鸡窝声、狗
一路小跑声、铁桶碰响井沿儿声、水哗
啦跌进水缸声、阳光破碎声、劈柴声、
打火声、火苗上蹿声、炊烟腾空声……
村庄的清晨在各种声音的交响里拉开帷
幕。

村庄被广袤的原野包围，密不透风
的青纱帐笼罩在朦胧的水雾中，一片静
穆。小虫怯怯地发出几声零星的鸣叫，
却被茂密的草窠严严地捂住，隐隐约
约，似有若无。玉米、高粱、谷子、地
瓜、大豆、芝麻、花生，沐浴着清晨的
凉露，没有惊诧声、舒爽声，一个小小
的呵欠，迎着风伸伸懒腰，掂起脚尖儿
往村庄方向张望张望，一切都是偷偷
的、悄悄的。这棵庄稼用眼神斜瞥一下
那棵庄稼，那棵庄稼低头故作深沉，假
装看不见，它怕眼神相遇的那一刻憋不
住噗哧笑出声来。每一棵庄稼都怀揣自
己的小心思默默地等待着，等待着，整
个原野也在广阔的宁静中等待着，等待
着……

太阳已经烧得红红的了，像这些天
铁匠铺的炉膛。“嚯嗤，嚯嗤”是张家
门廊下传来的声音，“嚯，嚯”是李家

偏屋里传来的声音，“嚯嗤，嚯”是刘
家当院里跑出来的声音。“嚯嗤，嚯，
嚯嗤”终于分不清是哪家的声音了，村
庄打磨农具的声音淹没了刷锅声、洗碗
声、小孩的啼哭声、唤羊声、喂鸡声。
村庄的声音出奇地一致，这声音汇成一
股有力的洪流，沿着村道哗啦啦流向四
周的田野里去了。

不知是谁先听到第一缕来自村庄的
声音，是一棵玉米，一株豌豆秸，还是
一只肥硕的蝈蝈？它再也憋不住了，亮
开嗓子喊了一声。也可能是这股洪流
同时涌入它们的耳朵，它们一起亮开
嗓子大喊了一声。整个原野霎时间沸
腾起来了。玉米挥舞着手臂跳起欢快
的舞蹈，你拉扯一下我，我拉扯一下
你，你挽着我的胳膊，我搂着你的细
腰；豆棵摇晃起清脆的小铃铛，高粱
边舞蹈边时不时弯腰，向脚下一只路
过的蚂蚱点头问好。其他如蚯蚓翻身
声、南瓜窃窃私语声、金龟子谈情说爱
声、蜻蜓振翅声，也一时响起，整个原
野像烧开的一口大锅，没有什么方法可
以止沸。

“吱嘎”，一个拿镰的人开门，向
街巷里张望了一下，只有一条狗在逛
悠。“吱嘎——— ”，又有一个拿着镢头
的人开门，他静静地等在巷子里，镢头
在脚下立着，锃亮的刃口闪着寒光。

“二大爷，二大爷哎！”他向西边喊两
声。西边是丙生老人的家，老人已经套
好了驴车，他点燃三根香，在香案前磕
头，又填一锅旱烟吧嗒吧嗒地抽。太阳
跳上老枣树，丙生老人磕磕烟锅，太阳
又往上蹿了一拃，老人从屋里取出长
鞭，往驴屁股上使劲儿拍了一巴掌。

“噼——— 啪——— ”一声鞭响，瞬间
填满了整条街巷，“嘚嘚，驾驾”老人
已年过古稀，声音依旧如一口洪钟。
“开——— 镰——— 喽喂”老人扯开嗓子
喊，像是老黄历一般，春种秋收，下种
开镰，老人与节气时令早已达成了某种
默契。人们瞬间蹦进巷子里，牵驴的、
拉车的、扛镢头铁锨的、左手拿镰右手
提水葫芦饭包的、突突突开拖拉机的、
领着孩子撵着羊的。依旧是一股洪流，
哗啦啦涌向四周的田野。

“啪啦，啪啦”掰玉米的声音，
“嚯嗤，嚯嗤”割谷子的声音，“砰
啪，砰啪”砍玉米秸的声音，“噼啪，
噼啪”杀高粱的声音，“哗啦，哗啦”
装豆棵的声音，“吱扭，吱扭”车轮转
动的声音，“嘚嘚，喔喔”赶牛车的声
音……“聒聒，聒聒”蝈蝈的声音，
“唧唧，唧唧”蟋蟀的声音，“扎织，
扎织”纺织娘的声音……“咕嘟，咕
嘟”仰头灌水的声音，“吧叽，吧叽”
大口嚼煎饼的声音，“叮当，叮当”碗

沿儿碰了小铁盆的声音……“呜呜，呜
呜”风从山上俯冲下来的声音，“滴
答，滴答”时间飞跑的声音，“哗哗，
哗哗”双庆河奔流不息的声音，“嘎
嘎，嘎嘎”乌鸦衔来暮色的声音……各
种天籁般的声响此起彼伏，夹杂着农人
的欢笑声，小媳妇的打情骂俏声，孩子
们的追逐打闹声，在广袤无垠的原野上
交织，回旋，荡漾。

原野是生灵们的，它们沐浴着五彩
斑斓的秋光，歌唱生活，歌唱自然，把
生命的豪情渲染得蓬蓬勃勃。原野也是
人的，人们向大地鞠躬，播洒汗水，表
达内心的虔敬，大地捧出五谷，捧出瓜
果，滋养一代代人。

在大地的角角落落，藏着一个个茂
盛的村庄。那是人们聚族而居的地方，
是人们乡愁的源泉、永恒的精神家园；
那里也是生灵们聚族而居的地方，是它
们温暖的庇护所，心灵永恒的归宿。多
少年了，一代一代的人，一茬一茬的生
灵，他们共同生活在一座院落中、一个
屋檐下，和谐相处，亲如家人；他们内
心纯净，向往自然，是大地最单纯朴实
的孩子。

听吧，浩荡的秋声从村庄流向原
野，从原野流向村庄，这是人与自然的
和谐之声，是婉转的天籁，是乡愁敲击
心坎儿，震荡心灵的清澈回声！

□ 李业成

我从光着脚丫在街上跑就结
识了村子里的月光。不论哪条
街，哪条巷，哪堵墙，都在我记
忆里守着。街怎么拐路怎么拐，
巷怎么弯路怎么弯。月光熟悉这
些街巷，再深的巷也能拐进来。
街巷里不需要门牌，高门楼矮门
楼土门楼砖门楼，区别不同的院
子不同的人家。月光照到哪一个
街口，哪一个街口树影婆娑，月
影婆娑。月光照进哪一条巷子，
哪一条巷子里的孩子都往月光里
跑。在孩子们的脚步下村庄焕然
一新。

我熟悉每一条街巷，我好像
不是呼吸空气，是呼吸月光。别
处没有同样的月光，没有同样的
村形地貌。我是呼吸着村子里的
月光长大，就像吃村子里的井
水、吸村子里的空气一样。一个
人从小喝了一个地方的水，就决
定了一个人的口音，就像我决定
了我的有形的月光。我的月光是
有形的，和我村子的地貌一样的
形，和我的院子一样的形，和我
熟悉的那堵墙一样的形。街是怎
么进怎么出的，月光也是怎么进
怎么出的，胡同是怎么弯怎么拐
的，月光也是怎么弯怎么拐的。
所有的街，所有的胡同，所有的
墙，都被月光染了个淋漓尽致，
都是有形的。门前的台阶是怎么
铺的，月光也是怎么铺的，墙外
的草垛是怎么挤怎么歪的，月光
也是怎么挤怎么歪的，那些墙与
地面是怎么折成角的，月光也是
怎么折成角的，墙与墙是怎么对
接的，月光也是怎么对接的。哪
棵大树立在哪家门口，哪个街口
投下怎样图形的树阴，哪家院子
被地势挤扁了，哪家院墙被地势
挤歪了，这一切都是有形的。

在月光村子，夜晚并没有按

时睡去，家家院门敞着，因为孩
子们都跑到街上去了，他们是那
么懂得月光的利用价值，在月光
里疯玩，咿咿呀呀的童谣，这些
童谣并非什么人流传，也没有人
能收集和整理，都是孩子们即兴
创作，大人们根本听不清，是孩
子们的一种独有的语言和独有的
抒情方式。满街的孩子，满街的
月光，满街的地上的树影，满街
的童声。

月光普照世界，可村子里的
人都认为月光是自己的，照进自
己的村子就是自己的，照在自己
的门前就是自己的，就像风刮到
自己的院子就是自己的，雨落在
自己的田里就是自己的，自己的
枝上开花，自己的禾苗长高，月
光也一样，不需要一个宇宙观
念，也无论照古人还是照今人，
照在自己的地上就是自己的，一
村、一巷、一院、一墙、一窗都
是自己的。

月光顿然唤醒人们的家园意
识，发现家园是那么可亲可爱，
那么温馨安定。大黄狗蜷睡在门
楼下，绊一脚都懒得动，家园安
定得可以让狗睡个好觉。在这恬
静的月光里村庄全部放松了，镢
头锄头放松了，犁耙放松了，牲
口放松了，农人的筋骨放松了，
放松得可以拆散了休息，月光就
是给了人这样的安逸。

平时想不到村庄的意义，想
不到她是一个那么温馨安定放松
的家园，体会不到家园的存在和
家园的意义，因为月光，一下子
把人提醒了，让人感悟了。村里
有人想着外头，外头有人想着村
子，疲惫的心，无论在途中，在
工地，在高楼大厦，在眺望中，
在思念中，甚至在灯红酒绿的声
浪里，都可以回到自己的月光村
子，寻找安定，悄悄地，连门楼
下蜷卧的黄狗都不惊动。

心灵小品

月光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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