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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州仰天堂

有一种旅行，叫单车旅行。它没有奢
侈准备，只是需有跨上后座的勇气和一颗
想走即走的心，就算是一辆简易单车也能
让你的梦想走的很远。一个人骑行，孤单
却内省；一群人骑行，壮观而有力。踩着
单车上路，经历的是一种身体下了地狱、
眼睛进入天堂、灵魂归入故里感觉！

这是一位骑行达人的总结，也是我几
年来坚持不懈的同感。

一直都有骑行江南的计划，但一次次
的计划都被这样或者那样的公务或私事
打断。终于有了点属于自己的空闲时光，
尽管天气预报说是雷阵雨+高温的天气，
依旧未能打消我前行的念头。这次要去
的地方是池州市贵池区殷汇镇的玉屏山，
被称为秋浦胜境的仰天堂。回程则经安
庆过长江回望江。从地图上看，单边行程
约一百一十余公里，爬坡超过七十公里。

我想用这趟的考验我肉体与灵魂的
骑行向正在高考中的学子们致敬。愿你
们十余年来不懈的努力学习能化为满意
的考分伴你们进入理想的大学！

周六的清晨单人独骑直奔华阳老街
码头。在长长的汽笛声中，七点的渡船
准时开航，一路斩波劈浪向江南香寓码
头驶去。

渡船靠岸后，不久便是省道327，虽
小有起伏路段，但还是一路畅通无阻。上
了省道325，道路开始起伏连绵了。伴随
着起伏道路的便是青葱挺拔的群山和时
隐时现的溪流。在此不得不吐槽一下：
省道 325 东至县境内真不敢令人恭维
……破损的路面密集的大货车还有一路
相伴的灰尘，不禁心疼起路旁的定居的
村民了。

山随路转，一个不太陡急的左转弯
后，较为宽阔的省道被勉强是双车道的县
道037取代。

在小河镇林业站门口小憩时，我才知
道这里已经是石台县的辖区了。跟街道
上一位慈祥的老者打听前面的路况后，方
知真正的山路还没有开始。

“这里的山路能有105国道岳西至霍
山的艰难么，不也被我的车轮碾压过去了
么。”尽管心里没底，我还是暗暗的给自己
鼓劲。

实践证明我的感觉没错，前行的山道
坡高路陡急弯多，但也没有骑不过去的夸
张。在一身又一身的汗水被初夏的烈日
一次又一次的晒干之后，宽广平坦的省道
221开始与我相伴。

一条清澈的河流在很长的一段旅途
中相伴着省道221，打开地图得知这就是
贵池区和石台县的母亲河----秋浦河。
这是一条充满诗意的河流啊，站在跨河而
建的桥上举目眺望，只见缓缓流淌的河水
澄碧如玉，沿岸风光旖旎迷人。远的青山
近的绿水，微微的春风啾啾的鸟鸣，一只
小船在碧水中荡漾......这是何等的惬意
啊。多想呼友携朋坐在阳光下或者在氤
氲的夜色里独自揽月邀杯，如同诗仙李白
当年从秋浦河上走过，长身玉立于船头，
放歌不羁……

“寄言向江水，汝意忆侬不。”童音十
足的诵读声将我从惬意的遐想中拉回现
实的尘世。原来是个女童在奶奶的陪伴
下打着小花伞过桥西去，一边走一边背
诵着李白的《秋浦歌十七首》。看着这一
老一少逐渐远去的身影和淡去的童音，
恍然间我忽然醒悟，人生的得意或者失
意，世人的高贵或者卑贱，都将由时间
的河流冲刷掉虚饰，留下本真，那就是
作为一个纯粹的人，站在同一的高度，
留待岁月长河的检阅。

短暂的驻足之后继续前行。一条弯
弯曲曲却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水泥路仿
佛一条灰色的大蟒将玉屏山搂抱在怀
中。这是通往仰天堂唯一的道路。从山
脚下直至终点，路基都是沿着山崖一点
点开凿出来的，一边是陡峭的山壁一边
是幽深的山涧。山道的陡峭超出了我的
预料，很多的坡度远远超过318国道连
云乡到明堂山的强度。将档位尽可能的
调低，靠着山体缓慢的前行着。

一个急弯过后，秋浦河那因雨季尚
未到来而瘦身却更加碧绿的的身姿再次

出现在我的眼帘，那一泓绿色让我情
不自禁的暂停了攀爬的念头。车靠在
山道的护栏上，燃上一支香烟举目远
眺。青烟青葱的绵山静静的秋浦河
……啊，我多想在此长留不复返。只
可惜“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
惬意生活非我等为名忙为禄忙的凡夫
俗子所能拥有。

继续前进。在体力和毅力快全部耗
尽的时候终于抵达了此行的中转点——
仰天堂。

仰天堂其实只不过是一个不大的庵
堂而已。

但走进寺庙的一刹，从听觉到内心
感到世界一下子安静了许多，心中也不
由有一种超脱的感觉。“风声雨声钟磬声
声声自在，山色水色烟霞色色色皆空”
正是最好的写照。

终究我还是一枚酒肉穿肠过、名利
留心中的凡夫俗子，与佛无缘。“更欲洞
霄为隐吏，一庵闲地且相留”，东坡先生
当年的愿望今天的我亦是期盼亦是无望
……

纵然红尘蝶恋，我愿生命从容。
在庙宇里小转了一圈后，放车下

山，朝318国道奔去。那条横贯祖国东
西部的康庄大道将引导我找到回家的路
……

湖北黄梅四祖寺

“破额山前碧玉流，骚人遥驻木兰
舟。春风无限潇汀意，欲采萍花不自
由。”偶然读到唐代诗人柳宗元的《酬曹
侍御过象县见寄》 颇有感触。翻阅史
料，才知道诗中的破额山就是湖北黄梅
县的西山，与邻县宿松仅一山之隔，并
且这里还是禅宗四祖道信的道场，遂萌
发了前去一游的念头。

说走就走。在这个不用加班的周
末，一个人驾车直奔湖北黄梅。

三个小时的车程便到了目的地。下
车首先看到的就是那座雄伟的重檐歇山
式门楼，门前立有一对憨态可掬的石
狮，门额“四祖道场”，这是主持修复四
祖寺的本焕老和尚亲笔题书。门柱上挂
有一副对联：黄梅佛国无双地；东土禅
宗第一山。

但凡汉传佛教的寺宇建筑佛像，多
是大同小异，：山门、天王殿、大雄宝
殿、藏经楼、法堂....见多了也就没了新鲜
感。但听闻这里的 三塔两桥一石刻一
古洞是其他寺庙所没有的，不禁产生了
浓厚的兴趣。

二桥中的灵润桥位于寺庙的最前方。
灵润桥亦称花桥，俗称过路亭，位于破额
山出水口的石鱼矶上，元至正十年（公元
1350年）修建。此桥为单孔纵列发券，桥
梁石、拱石、券脱石等条石砌成，两侧平
铺十八层桥石，桥面上建廊式长轩，两端
设高大的五花山门。桥上建有廊屋5间，
抬梁式构架，廊屋两端为砖砌八字牌楼
门，墙壁斗栱间绘有各种花鸟图案。

石刻群位于灵润桥下方的石矶上，
历代游人在此留下了许多题咏石刻。其
时代跨越自中唐至清咸丰，最大的单字1
米，最长的诗咏是七律。如果按崖面自
然落差来划分的话可以分为三迭：第一
迭在桥前入水处至桥下南侧，有中唐书
法巨匠柳公权的擘窠世刻“碧玉流”多
篇诗咏；第二迭是石刻单字最大、题咏
最多、篇幅密集的部位；第三迭石刻散
布于坡旁岩盘上，最前沿刻有“钓台”
二字及其附款。

毗卢塔位于四祖寺西侧岭上，坐北
朝南。此塔建于唐朝永徽二年，方形单
层亭阁式，青砖石筑，高十余米，方
形。双层须弥座束腰上嵌缠枝，忍冬，
荷花、牡丹花纹砖。塔身东、西、南三面辟
莲花券门，门顶两侧砌雕字砖匾额，上书
释迦八塔法号。四角砌成金翅鸟造型，塔
檐下饰牡丹花纹砖带和鸳鸯交手拱带。
塔身四角饰有叠涩砌成的大鹏金翅鸟造
型。四角攒尖顶，中覆铁镬，上承摩尼宝
珠。相传此塔乃是四祖的墓塔。

传法洞位于传法洞殿的后侧，为一天
然石洞。可惜我到的时候晚了点，众僧正
在闭门禅修。听说此洞为禅宗圣地，时常
有僧众前来拜谒。

衣钵塔，亦称祖师塔，离四祖寺约里
把路。询问道路时，被一位路人误导走了
数公里的盘山公路直到芦花庵后方才返
程重寻。好在冥冥中似乎有什么在引导
着我终于找到了比塔。该塔为单层石塔，
塔高约三米有余，系麻石仿木结构塔基为
四边形，基座上置六边形的须弥座，刻有
莲纹、瑞兽、花卉等图案。塔身上端用整
块麻石凿成翘角飞檐，檐下刻有椽子和飞
子，檐角部的子角梁同样向上弯曲夸张。
塔顶为六角攒尖顶，塔刹为须弥座上置覆
盆层，上承宝瓶刹顶。整座塔体型雄伟外
观壮丽。

离衣钵塔不远处有一座石构的祭祀
亭，这就是著名的鲁班亭，这是我第一次
见到由外亭内塔组合而成的建筑物。
亭身平面六边形，亭基为须弥座形式，
内有塔盘，上置蛋形石雕塔身，束腰部
各面刻有动物图案，造型生动。相传此
塔乃四祖大师为保藏弟子五祖弘忍的
前世栽松道者的真身所建的祭祀塔，属
唐代建筑。

最后一站乃是建于元代的古桥明月
桥。此桥位于四祖寺院外西北侧玉带河
上。东西向纵跨，长宽均约五米有余，单
券发拱，拱高一人多高，以花岗岩方条用
一丁一顺双层砌的方式建成。虽历经七
百年的风风雨雨，但时至今日依旧发挥着
作用。

走马观花式的匆匆游览完四祖寺，站
在停车场上回望，群山环绕下的四祖寺宁
静安详。闭目静听天籁，一缕千古梵音正
隐隐约约向矗立滚滚红尘的我而来……

南阳神龙谷

初次从青阳县登山协会的朋友口中
听到南阳神龙谷这个名字后，我在河南省
的地图上找了很久，都没有查找到神龙谷
的踪迹。“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是图
书就给我唯一的印象，结果此南阳与《陋
室铭》的南阳正是南辕北辙。一个在古雷
池的东南方，一个在大望江的西北面。

趁着2018年还有最后一个完整周末
的空闲，我再一次踏上烟雨江南的土地，
去探寻号称“佛缘九华水禅之谷”的南阳
神龙谷（现更名为九华大峡谷又名九华神
龙谷）的秘境。

南阳神龙谷位于青阳县陵阳镇清泉
村（原南阳乡），地处九华山南麓。听说沿
着古道上山可以直至九华天台顶。

进入池州青阳境内后，沿着103省道
行驶四十多公里，过太平湖双桥，再经过
一段盘山路后到达景区门口。

进入大门后，踏上的修整一新的台阶
式山道其实也是有很长的一段是佛教信
徒们的朝圣时的古道一部分。可以想象
除当年的岁月里行走在古道上，如同电影
《冈仁波齐》里那些藏民们前往拉萨朝圣，
对佛的虔诚和参拜在路上已开始。

我不是佛教徒，但这并不妨碍我持有
一颗虔诚之心，追随先人的足迹踏上古
道，听从门口售票老大爷的建议，我步入

“进天门”，过长生桥、砺剑池，水帘天梯，
到神龙瀑顶。一路相伴的，还有那奔腾不
息的溪流。一路上水声隆隆，流水潺潺。
一会儿隐于石下不见，一会又从石间穿
出。我的探访之路，正是溯流而上。

神龙谷的山虽不高，但在云雾缭绕之
中，景色随山形上上下下，云移景动，果然
是一步一景色，一段一惊奇。

整个景区中留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
那大大小小的或壮观或弱小的瀑布。听
当地人介绍说这里的瀑布号称九跌十八
弯，而最为著名的是神龙潭瀑布。

站在潭边，抬头仰望，只见一泓池水
由岩缝中泻出，形成一条巨大的瀑布悬挂
在壁上，目测高度超过三十米，如一条白
龙直冲潭底，那喷吐着珠玉般的水流在潭
边回旋、缭绕，再一路向下，一股凉气由潭
底拔起，让潭边欣赏瀑布的我感到冷气袭
人……

这样美妙的景致，真的让我再三留恋
不忍离去。但看着时间在流逝想到较为
遥远的归程，我还是一步三回头的往山顶
走去。山回路转，飞瀑虽已不见踪影，但
震耳的水声告诉我它仍在不远的地方奔
流向前。

长喘一口粗气登致山顶，临近午时的

暖阳温柔的撒在身上。一群游客正从游
览车下说说笑笑的下来，他们的出现将我
从从佛陀的高境拽回到喧嚣的尘世。

青阳翠峰

盼望着盼望着，终于又迎来了一个有
点自由时间的周末。

正盯着地图思索着该去哪里浪一浪
时，久未谋面的青阳一骑友发来微信：黄
石溪茶叶上市了，来尝尝否？翠峰的路修
好了，来爬爬啵？

有香茗可品，有山坡可爬，当然要
去了。

说走就走。周六的傍晚，忙完手头的
事后便驾车直奔青阳县城。

当夜幕降临时终于抵达灯火通明的
青阳县城，当地的骑行大神行者等众人已
经等候多时了。

天下骑友一家亲。山城的骑友热情
的接待兴奋的我近乎一夜无眠。

周日的清晨，骑友自食其力准时将她
的爱车“大公主”送到了宾馆大堂。行者
等人也按约定的时间在宾馆门口集合。

为了让我开心的爬趟翠峰，青阳的骑
友太用心了。

一行人从县城出发，一路上说说笑笑
的前行着，近20公里路程后，连绵起伏的
大山横亘在眼前。

好大一座山啊，重重叠叠、连绵不断
的山峰昂首挺立，千姿百态，如金蛇狂舞，
似烈马腾空，更有高耸者直入云霄，好象
有意向人们炫耀它那百变的英姿。满山
树木和毛竹苍翠碧绿，大自然向我们展示
着勃勃生机。

准备爬坡了。看了看其他的骑友，尽
管没有语言交流，但大家都自觉的散开呈
梯队行——果然都是爬坡的老手啊。

在皖南骑行界，有这么一个说法：池
州有三大坡，分别是马牙太朴山、青阳翠
峰和东至红旗岭。而翠峰为第一坡。

一般的山道，开始的坡度都是比较缓
和的，越往后越陡。但刚踏上翠峰的山
道，便让我知道了什么是陡峭。目测超过
三十度的陡坡让我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
就开始了攀爬，而且路随山转，这陡峭的
山道似乎看不到尽头。

既来之则安之，爬呗。老老实实的一
步一步的踩踏着。根据山路的坡度、长
度、体能，我不时变换着档位，竭力着踩着
脚踏缓缓前行。很快就汗流浃背了。从
头顶下流的汗水滴滴答答的甩打在路上
发出啪啪的声响在寂静的山道上格外清
晰。就这样持续的踩踏着，山路的陡峭没
有给我们以喘息的机会，直到一个急弯后
的短暂下坡的出现才有了歇息的机会。

把弯道走成直路是智慧，把直路走成
弯道是豁达。但超出自身的实力去无间
歇的硬拼则是蛮干。

我是一书呆子，蛮干不是我的特色。
行者他们的确是爬坡高手，纤细的身

材灵活的身姿稳定的踩踏。可惜我没有
悟空的实力只有悟能的身材悟净的智力
和三藏的思维，尽管为了照顾我的颜面青
阳的骑友们没有全力以赴的冲坡，但依旧
很快就将我落在了队伍后列。

继续前行。后面较长的一段山路没
有刚才的陡峭，但对只会在平路上偶尔撒
野的我来说，依旧不是轻松活。埋头，俯
身，调整好呼吸，机械的踩踏着，我和大公
主坚持着前行。

在竭尽全力攀爬过最后一段陡坡后，
翠峰寺的山门—菠萝蜜门出现在眼帘
———终于登顶了。

下车，颤抖的双腿差点支撑不住我丰
满的躯体。

放眼四望，视野中除了山还是山，山
上林木茂胜，苍翠欲滴。果然是修身养性
的好去处。

骑友们告诉我，翠峰山有滴翠、翠微、
翠盖三座山峰。我们今天骑行的山路长
约七公里，爬升六百多米。曾经有首古诗
描写翠峰景色：“云气沾衣湿，风光著树
浓。玲珑三袭幻，空翠滴芙蓉。”

如若不是红尘羁绊，我倒愿意在这里
永远漫步，无奈我终究需回到这尘世。

“上坡如同针挑土，下坡宛如肚拉
稀”。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我们放车下
山，朝滚滚红尘飞驰而去。

旅 途（四章）

陈小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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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尚廉 (1864～1933)，字崇
义，县城小北门人，出生商业
世家。伯祖父陈聘三在清咸丰
年间创办陈德兴钱庄，光绪初
年 陈 尚 廉 即 承 祖 业 。 他 工 筹
算，善经营，因此家财日富，
且乐施善举。

民国初，陈任望江县商业会
长。时望江食盐由扬州调拨，运
输困难，常供不应求。陈到任后
亲赴南京，面见执宪，获准拨盐
地点改为大通，水运极便，并专
雇载重500担盐船4艘，长年装
运。望江及邻县盐荒得以缓解。
他薄利多销，商户接踵而来，
商店日益兴隆。民国 20 年，望
江遭水患，华阳、赛口等地一
片汪洋，灾民流离失所，啼饥
号 寒 。 陈 力 倡 义 举 ， 筹 集 大
米，于青林寺、城隍庙及其店
堂门口分设粥厂，日施二餐，
并在钵盂山、宋家畈、刘家岭
等地，搭起茅屋百间，安顿灾
民；且偕同地方绅士代表赴上海
恳请乡人何声灏(晚清翰林)筹集
大米千余担赈济灾民。

县儒学年久失修，陈自愿捐
资，修复一新。后不久，修建
茶安柘格冲义渡，新购宽底大
船一只，船系粗绳一条，过往
行人，自行拉渡，安全平稳。
并捐资改建北神庙前独木桥为
石拱桥。

陈平素用祖传秘方，配制七
厘散、丁疮药施舍，数十年如一
日，不取分文。小商小贩借贷，
利息低微，贫苦民众借贷则出具

“兴隆条据”，有力偿还则还，无
力偿还则免。民国22年他年事已
高，自知不久人世，嘱管事张伯
清，将所有“兴隆条据”，全部清
出焚毁，以免下人索债。谢世
时，县人纷纷致词悼念。县长王
维城致挽联云：“百善莫如救荒，
而今福寿星沉，八百孤寒齐堕
泪；修志正资采访，他日义行传
首，千秋记载重斯人。”(民国23
年，王维城拟修县志未成)雷港倪
铁铮代表乡民致挽词云：“不市义
而义集，不言惠而惠溥，不务名
而名之，乡之善，古之直，生也
歌，死也泣。”

陈 尚 廉
雷 文

屈原

惟楚湘波咽怒潮，历朝迷梦宿心凋。
夜猿枫影寒烟暝，贞士深宫谏鼓萧。
君爱显扬丹玉佩，子忧颓废侫邪招。
问天远度归来否，千载粽香逐浪飘。

离骚

烟锁寒灯咽雨声，忧思半梦觉魂清。
沉浮沦隐星河冷，寂寞归来鸾鹤鸣。
无限风流空有愿，一生磊落向谁倾。
楚歌滉漾愁肠断，唱罢江山唤月明。

天问

稽疑天道即因此，倦鸟思枝悬万里。
已见星河泪畔涯，乍惊雷电裂纲纪。
温寒慷惋斯归欤，寤寐冥昭嗟逝矣。
所历风声混沌生，尽言空落亘终始。

九歌

綵笔翩翩画紫骊，幸兹穆穆复熙熙。
风骚声烈已煨烬，黎庶清时尽创痍。
梅雨冷光浑罔觉，东皇礼鬼竟隆祺。
九歌盛罢千行泪，哀怨兮兮结楚辞。

回望端午（四首）

聂一夫

把天空吹成深蓝色的晚风，
此刻正逗留在窗前，想必还想把
我的房间吹成深蓝色。很久没有
写字了，在梦境与清醒之间，在
回忆与想像之间，总是感觉无从
落笔。

我的孩子在听完故事后满足
地睡去，他熟睡时的可爱模样，
总能令我情不自禁地嘴角上扬，
即便是在心情最灰暗的时刻。

这院落多好，雨过天青，夏
风清凉，空气中淡淡的青草香；
这夜晚多好，灯光轻柔，刚洗过
的发香，窗台上的植物将自己的
影子画在窗帘上。

想要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庭
院，在院墙边种上金银花，让
那些碧绿的藤叶随意蔓延。那
天 在 网 页 上 看 到 金 银 花 又 名

“忍冬”，无从形容那一刻内心
的欣悦，好喜欢这个名字啊。
坚忍地度过寒冬，再安静地开
出清香的花朵，那种美足够惊
艳一段时光。“忍冬：气清香，
味淡，微苦。”这像是我极欣赏
的一种人生韵味：味淡，微苦，
气清香。

淡极始知花更艳，一直偏爱
那些白色的花朵，如栀子，如茉
莉，如忍冬。

陈绮贞，那个台湾的音乐才
女，喜欢她清澈单纯的样子，了
解她的一些经历后，才知道她又
是那么地倔强而坚强。

她说，花苞很多都不开就要
剪掉一些，让它专注开一朵花，
很像人，一定要放弃掉一些，让
自己唯一的东西可以绽放。她
说，简单的生活，何尝不是一
场华丽的冒险？在这纷乱的世
界 里 ， 她 选 择 安 静 而 不 被 遗
忘。她还说，三十岁其实是更
好的二十岁。

喜欢这样的女子，不管生活
给予她什么，她始终以一种花的
姿态宁静向前。

茉莉的清香自窗前随风入
室，这困顿的夜晚竟在一瞬间被
温润被点亮。我是如此矫情的
人，总是逃不脱那些小情绪的侵
扰，兀自忧欢。

缄默很久了，这种状态不是
我想要的。心里却又清楚，有一
些东西横亘着，我逾越不了。想
到简媜的那句话：连语言都应该
舍弃，你我之间，只应有干干净
净的缄默，与存在。

你看，我总是能从自己的忧
伤中找到出口，总能找到一些令
自己释然的理由。如此矜持到固
执的隐藏，如禅的，一开口，就
是错。

写给妈妈

我的笔墨一直很少触及母
亲，在我的世界里，她存在得太
安静，如同她给予我的爱，虽然
无处不在，却细腻轻柔得让我无
法用文字去捕捉。于是一直唯有
用心去感受，唯有——说不出的
感激。

每年的农历十月二十三日，
是一个我无法忘记或忽略的日子
——妈妈的生日。今年，她整整
五十七周岁了。这一天，令我疼
痛地感知，她又老去了一些。人
说，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一则以
喜，一则以惧。而近几年，每当

父母的生日，我却是“惧”得较
多。仿佛只是弹指一挥间，他们
便真的不再年轻了。特别是今
年，妈妈的身体已大不如前。
她笑着对我说，是不是人跟机
器 一 样 ， 到 这 个 年 龄 就 得 坏
了？我苦涩地一笑，那些顽固
的小毛病，吃药针灸却都没什
么疗效，似乎真的无能为力。
岁月无情，我是真的无能为力
呀，唯有让父母的白发一次次刺
痛我的双眼。

这人间，据说一百年才能修
得同船而渡，那么母女的缘份该
是修炼了千年万载才得来的吧。
我出生在一个初春，冰雪尚未融
化，花儿尚未盛开。那些生命最
初的日子我未能记得，我却想像
得出，那年才21岁的母亲初为人
母时的喜悦与慌乱。春寒料峭的
老屋里，她怀抱幼小的我，逗我
笑，哄我入睡。而后阳光越来越
暖，风儿越来越柔软，花朵在绽
放，她的爱在绽放。喜欢跟父母
合影的一张黑白相片，他们一左
一右拥着我，妈妈纯澈的面孔上
看不到任何岁月的痕迹，黑发蜷
曲，笑容恬静。相片的背面，父
亲用黑色墨水记录着日期：1986
年 5月5日。相片上没有绚丽的
色彩，却有父母的目光暖如春
阳，我就是在那样的目光里萌
生，成长。

妈妈没读过多少书，十三岁
那年外公便去逝了。她于贫困交
迫中长大成人，外表娇小，内心
坚强。在我看来，妈妈不同于一
般农村妇女的有两个特质：安静
和洁净。妈妈身材娇小，皮肤白
净，年轻时一定是很娟丽的样
子。而时光是如何如一汪湖水，
浮去年华的花瓣？父母的鬓发，
是如何成霜？真的仿若只是弹指
一挥间呀，你便真的苍老了，皱
纹刻在额头，视线不再清晰，步
履不复轻盈。你却总是忙碌着，
我沉默地看着你的背影，心里濛
着泪。

妈妈，因为有你，我至今感
觉自己还是个孩子。喜欢听你讲
我小时候的一些趣事，我的倔
强，我的泪水，我的欢乐。那些
年华和光阴，在我们眼前上演
过，又无可挽回地谢幕。那些明
亮的小瞬间，我们却都记着。你
的生日，我想来想去却不知该给
你买些什么。每次买东西回家，
你总是说我浪费，说家里什么都
不缺；而每次回家，你总是什么
都想让我带点过来，吃的用的，
直到我真的拿不动。你说我要是
离家再近点就好了，你就可以帮
我洗衣服帮我做饭。妈妈，你为
我做得已经够多了。而我，又能
为你做些什么呢？这一世的恩
情，让我如何报偿？

我曾是你襁褓中的婴儿，是
你手中绽放的花朵。你哺育，你
呵护。我知道，你无需任何回
报，你只要我过得好，只求我幸
福平安。我也是母亲了，我懂得
您的心。只是，请容许我陪你一
起慢慢变老，等有一天你真的老
了，让我细心地照顾你，一如当
年你照顾我一样。生日快乐，妈
妈！此刻，我的心里涌溢着对您
的祝福，还有爱。只是这所有的
一切，我只能在文字里，悄悄地
对你说。

只应有，干干净净的缄默与存在
（外一篇） 金媛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