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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随着《贵旺》一文侥幸被
《家 乡》杂 志 社 公 号 选 登 ，众 亲 抬
爱，奔走相告，大家似乎觉得本人
写 小 说 是 个 传 奇 。在 纷 纷 浏 览 转
发一阵热闹中，不到 一 周，浏览量
就达 4500 多。相比前后被选登的，
足足多个千位数。尤其是在故乡，
人 们 说《贵 旺》、忆“ 贵 旺 ”，一 时
成 了 地 方 的 新 闻 。个 中 原因，“贵
旺”是个好人！又为了感谢众多的
好人——大家，我多次在公号“留
言”，最最满意的是卡夫卡的“人的
根早已从土地里拔了出去，人们却
在谈论故乡”。

说实话，我的创作与一次玩笑相
关。开诊所的内弟因门可罗雀而情
绪低落，自我封闭式地沉迷于网络
言情武打小说，天王老子来了，也爱
理不理。长此以往，令人担忧。我说：

“你要看小说，我写点给你看吧”。
玩笑竟至成真，与后来自己有不

可名状的需求也有关联。兴许是自
己看多了，愁多了，总觉得周边乃至
无数的人们无穷的远方，都似乎缺
少了我内心也是他们内心真正渴望
的。为此，我专门写过《自由吟（并后
记）》《赠蝉友》《蜗牛》《依韵和长乐
兄〈溪边〉》等，我始终在找寻并讴歌
世上一切的真善美。但这仅是诗歌，
扁舟般狭窄，“载不动，许多愁”。我
最长也只是《二月菜花黄五十韵》，
但确容不下我的灵魂。于是想另辟
蹊径。于是想到了小说。于是“贵旺”
找到我了。

或许我跟常人角度不同。面对其
貌不扬下的灵魂，面对“贵旺”从未
移易的原“性”，我自渐形秽，若有所
失。就这样，在三天疯狂中，一字一
敲地完成了 4000 多字的《贵旺》。之
后犹如得了个宝贝，满脑子都是他，
他就是我的全世界。妻子本不爱看
书，我告诉他，“你还是看看吧，写的
是贵旺！”她先是好奇，后竟能躺在
床上静静地看了半个多小时。是慢
是细且不问，总之，她看完了，喊她
出来做饭时，脸上分明有痕——她
跟我一样，流泪了。我觉得这是对我
这三天疯狂的肯定，更是对好人“贵
旺”的肯定。接着就四处问询，想让
好人“贵旺”复活人世。

在热心肠的王中华老师帮助下，
“贵旺”出现在了山东莒县。接着就
是传播、轰动、炸裂，接着就是来自
各方好心人的关心关怀。在推送、

“回关”和“在看”中，竟自然“弹”
出了许多令人震撼的理论，它们完
全代表了我的体验和我的初衷。其
中最简洁的就是刚引的卡夫卡所
吐珠玑。是的，人人离开“本土”，却
又怀念“故乡”。我之于“本土”“故
乡”的理解，就是真善美的人性，我
觉得这是人原有的。我在 3 月份曾
在村群中发过一首劝世的《村事偶
记》，11 月增作《乡村和》和《蜗牛》，
并以抖音、微信视频号、微信朋友
圈方式全方位投放网络。所有这些
努力，意在救赎，在唤醒，在招魂，
在摆渡，哪怕微有效果，也是一种
价值，一种循拊。

忽而想到善男信女们常说的：渡
人先渡己，渡己先渡心。这真是放之
四海而皆准的真谛！

兴许是家道中落家境困窘，幼小
的我经历诸多冷嘲热讽，体会世态
炎凉，深知苦难。我对周遭的嫌弃、
冷眼与鄙视习以为常，久之，便不放

在心上，而是解放自己，孤独地去找
寻热情、温暖与欣赏。大概是读初二
吧，有一次放学回家，同路的有查家
湾的根和同学，我忽然莫名地告诉
他：“我要修心”。他立马一拳送来，
边送边问：“我看你修得如何？”

作用力不大不小，我竟没有回
手，但也没有把另一面脸送上去。这
是善缘对我的初次考验，或可算作
渡心之端。心中有“好人”，便能“遇
见”好人。我一直称我的好人为恩
人、贵人！刻骨铭心的好人最早有高
士中学的王友桥先生，王学礼先生，
张小萍先生。人在一生中能遇上一
个贵人，足以改变命运，脱离苦海，
而我在初中一下子就遇上了三位，
这是怎样泼天的恩施啊！

1977 年初二按成绩分甲乙班时，
两个班 120 个同学列队肃静地站在
教室前面的场地上。王友桥老师开
始点名了，“进甲班的同学……吴—
结—应—……吴结应！”先是小声，
后是高喊，而我还在迟疑，因为同年
级还有个叫“胡结应”的，我生怕听
错，一旦出列可就又来冷眼了。“就
是你！”王老师干脆指着我了。我这
才踏实走进甲班队伍中。这是我第
一次感到被社会重视。这是我人生
由暗淡走向光明的转折点。

同一学期，王老师又来
家访了。惶恐、兴奋、尴尬，一股脑的
涌了上来。从来没有拿工资的人进
过只有两间半屋的我的家啊。父亲
在漳湖大咀“种洲”（移民开荒），母
亲也没有什么准备，擦了擦长凳请
老师坐下后赶忙泡了粗茶，我们那
时叫茶灰茶。农村妇女哪直面过拿
工资的人！好在交谈中，得知老师
是赵老屋的，母亲胆子才大一点，
因为她的娘家屋——蛇屋就在赵老
屋北边。“老师您先坐一下，让结应
陪陪你”，说完就去厨房了。王老师
舍前舍后村南村北看看、问问，我怯
怯地跟在后边应答。等我们再进自
家那黯淡的堂屋时，母亲端出了热
气腾腾的一碗“糖鲜蛋”。这是那时
代高规格待客的礼节，因为四个鸡
蛋两角四分钱，可是孩子半个学期
的书费差两分，生活必需品——食
盐，一斤都只要一角五分。我是兄弟
姐妹六七个中唯一在过生日时有点
特别的，那就是有这样的口福。母亲
的舍得还不是因为来了好人，堪称
大人物呀！

此后不久，学校依老师家访材
料——住的、吃的、穿的、用的、欠的
（超支户的超支额），发了 4 元的助学
金。4元啊！我第一次知道了什么是温
暖，什么是雨露和阳光。

《贵旺》选登乃至创作之前，我就
写过《忆张小萍先生提撕三首》，且引
一首于此：

九数开蒙君厚眷
授书保抱提撕见
垂恩未报叹归乡
但梦春风来对面

六十一岁的我，尽己所能，大胆为
老师奉诗，这是第一次。这可是四十
七年的刻骨铭心！

记得一次普通考试——期中考试
之后发生的事情。我的数学成绩让她
触目惊心——一半的一半！但她没有
嫌弃、冷眼和鄙视，而是多次叫我课
后午休时去她宿舍。那是一个炎热
的季节，她耳提面命，赠我以书——
一本《对数表》。那样物资匮乏的岁

月，什么样的人会送书给穷小子啊！
这善缘这福报是怎样得来的呢！我
不信阴功，我只信恩德，只信好人。
张老师救了我，渡了我！我怎能辜负
恩师的栽培！在强大的信任、鼓舞、
感召的驱动下，在接下来的两个月
的一场场“和风细雨”中，我这颗禾
苗在期末考试成绩揭晓时，进入前
三！这也让她触目惊心了。在接下来
的 1981 年高考中，数学成绩比强劲
的孟接兄高 10 分。

可我无法向她道喜，她
没有喝上我一口喜酒，因为她作为
下乡知青返回安庆了。也许她曾“做
了一个不能对人说的梦”，梦里喝着

“乳儿”的“升学酒”。此后，尤其是
为人师后，我为什么自觉地“诲人不
倦”“谆谆教诲”，以渡人的方式来
渡己，因为，我有刻骨铭心的海深般
的师恩。我应该薪火相传。但我这

“风”有时有点猛有点急，何能及张
小萍先生？

有谁在 15 岁读书时替老师批过
试卷么？那是一种何等的宠爱、信
任、自豪！我不知自己怎么就得了王
学礼先生的青睐。那是 1979 年初三
最后半年。每次政治测试安排在周
六上午。下午便被王老师叫去宿舍
（跟张老师一样，那时宿舍同时也就
是办公室）。同样的试题对着答案，
不用批六十遍，十来遍就记住答案
了。其间还能发现同学们答题时出
现的容易产生的各种错误。一个学
期下来，您讲，政治学科不比别人强
的话，那脑子真就有问题了。王老师
算不算好人呢？

师德出现问题，在我看来是近十
几年的事。那时的人们根本不会讨
论这个问题。不存在问题，讨论就是
杞人忧天。所以，老师与好人差不多
可以划等号，做学生的无需分直接
老师或间接老师，也不管熟悉的还
是陌生的，老师都是有求必应。我曾
大胆地在校门口拦问过一陌生的并
未直接教过我的大高个子老师，问

“羯”字读音，（那时都不知道有《新
华字典》，即使有，恐怕也不懂怎么
查）他不仅教了，还带出一句“匈奴
鲜卑羯氐羌”。我不仅记住了“羯”的
发音，从此“匈奴鲜卑羯氐羌”似乎
成了某种口诀。

岁月啊，你带不走的何止是这一
段记忆。

1981 年的高考，也是那么炎热。
考场没有电风扇。我汗流浃背。主监
老师说：“你把褂子脱了吧”，我说：

“我没有穿背心”。主监便几乎从头
到尾站在我身后打着芭蕉扇，场场
如是！1985 年分配工作后，从鸦滩中
学到望江县城来见同学，在回龙路
电影院一带，我与那高大文雅风度
翩翩的监考老师擦肩而过，21 岁的
我竟没敢上前向“好人”问一声好，
怕他不记得那件事而怪我神经病。
这种多心一直害了自己。过了五六
年，我在县城又见到好象是印象中
不该模糊的那个贵人。而此时他已
由望江中学调到教育局教研室里
了。我的多心再次让我失去面对面
致谢的机会，怕人鄙视为巴结而遭
冷眼。尽管后来中考阅卷时，他作为
语文阅卷组组长叫我去雷池市场买
过办公茶叶，后来县里抽骨干教师
到合肥听于漪等人做报告时，我们
住在同一房间长达一个礼拜，而我
只能把这“好人”藏在心底。既然当

初未求姓名，那就致谢不如践行吧。
传承善良未尝不是最好的报答，就
这样自我安慰吧。

感恩的心，自会看到值得感恩的
人和事。能欣赏一切美好的事物，这
是心的妙用。何况是这些”站在光里
的英雄”。

1980 年的那年暑假，也是一个炎
天，我根据母亲的安排，趁早上凉一
些，跟着同村的几个大人一道，去大
咀挑回禾戽桶。大咀距东周屋近四
十华里，路遥天热，中途往往稍驻茶
棚，步行时长需四个多小时。本来好
好的，谁知到了“孤老坝”，我犯病
了。新漳河的“孤老坝”那时的意义
于“ 种 洲 ”人 而 言 ，差 不 多 是“ 草
地 ”。“路 漫 漫 其 修 远 兮 ”，南 坝 上
除日新桥边有不怎么开门的几间
公 家 房 屋 外 ，就 是 遥 遥 的 南 北 闸
和 二 道 闸 。烈 日 当 顶 ，饥 肠 辘 辘 ，
根 据 行 程 速 度 ，应 该 是 正 午 12 点
了。我踉踉跄跄到了日新桥和南北
闸中间地段，实在撑不住，因为我
得的是疟疾，高热让人头晕，口渴
无力取水，寒冷时有颤栗。同行的
大人说：“结应，你就走一会歇一会
吧，我们先行一步，到了大咀，就叫
你姐姐来接你”。

于是，正午的“孤老坝”上前后
十来里只剩一个十六岁的病人。我
缓缓行，慢慢挪。约半小时前进了一
公里。实在不行了，先是坐下来，后
是躺下去。大约又过了半个小时，差
不多下午一点半了，我直起身子，望
望四周，看看有没有从日新那边出
来下田干活的，或许能得到一些帮
助。天哪！真的天无绝人之路啊！孤
寂中总算有点动静。一只小船慢悠
悠从日新桥那边来了。临近，我努力
地站起来，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朝船
上人招招手，连呼喊的力气都没有。

船靠岸了！人下来，扶我上船了！
“伢啦，能喝点锅巴汤不？”
“来，喝点吧。”
……
他们肯定不是划到二道闸的，

因为二道闸的南边是莲建大队的
田地，北边是“三一”大队回民的田
地。他们分明是吃过午饭出来下地
干农活的，却一直将我送到河水的
尽 头 。他 们 为 我 这 十 六 岁 的 病 孩
子，来回要多花一个多小时，而且
不假思索。

这是一次灵魂的摆渡！千真万
确，汪汪的新漳河水没有拒绝我的
热泪。

“莫自使眼枯，收汝泪纵横”。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
我被爱的深沉。船上的人那么平凡，
与我又素不相识，竟扶我上船，施我
以餐，护我前行，这是怎样的爱？这
是来自地上的爱。这是大道。

是 的 ，这 人 世 间 遍 布 着 情 义 ，
在周围，在远方，千千万。我想，于
等 待 、接 受 、发 现 之 时 ，不 妨 用 赤
诚、良善、行动，用心，营造我们共
同需要的精神家园吧！无限感慨，
以《摆渡》一诗蔽之：

世上仁人还是多
为时响唱善良歌
缘来缘去悠悠悟
云卷云舒慢慢挪
摆渡丹心常俯仰
吐吞俊语总推摩
细检寰宇暖晴处
赢得苍生尽舞娑

世上还是好人多
●吴结应

雪花，为春天的到来铺路
雪花轻舞，像梦的轻纱
在冬夜的怀抱中悄然降临
她们是天空寄来的信笺
承载着大地的温柔期待

每一片雪花都是一颗星辰
在冬日的夜空中闪烁着微光
大地披上洁白的婚纱
如同新娘等待春天的求婚
冰封的小溪在雪下低语
梦见春风解开她的禁锢

阳光，折射出希望的光芒
她们为春天的到来铺路
用纯净的心灵迎接新生
化作春水，滋润大地
唤醒沉睡的种子与嫩芽
她们是春的序曲

当最后一片雪花融化成泪
大地苏醒，花开如海
春天的脚步轻轻走近
在雪花的祝福中，世界重生
万物复苏，生命盎然
每一缕春风都带着雪的温柔
在大地上留下的印记
成为春天最惊艳的诗句

越冬的鸟儿
鸟儿在武昌湖上翱翔
水面如镜，映出天光
湖畔的芦苇摇曳着岁月的诗行
静默的山峦，守候着一季的悠长

白鹭如雪，点缀在湖水中央
鸥鸟成群，在天际间舞动飞扬
它们带着北方的寒意
在南方的暖阳下寻找栖息的地方
鸟儿的羽翼，承载着季节的流淌
它们的鸣叫，是冬日里的乐章
在寂静中回荡，唤醒了沉睡的时光
日出，霞光染红了湖面，
越冬的鸟儿，迎来了新一天的曙光
它们在蓝天白云下，自由飞翔
心中无拘无束，满怀着希望

越冬的鸟儿，见证了自然的苍茫
在这片水天一色的地方
它们用生命书写着不朽的篇章
当寒冬过去，春天再一次到来
鸟儿将再度启程，飞向那遥远的北方
而武昌湖，将继续守望明年的归航

拾起一枚月色
在静谧的夜空中漂泊
银色的光辉如流水
轻轻地洒在大地的梦中
湖面如镜，倒映天上星辰
微风拂过，荡起层层涟漪
月影在水中摇曳
如同游子的心事，轻盈而无拘

树影婆娑，伴随夜风低语
诉说着古老的传说和秘密
在这无边的静谧里
时间仿佛凝固，化作永恒的诗篇
遥望那一枚皎洁的月色
思绪飞扬，穿越千山万水
在心灵的深处，找到归属
无论世事如何变迁，依旧纯净不改

月光是夜的温柔守护者
轻轻抚慰每一个孤独的灵魂
在她的怀抱中

梦境如同星星般闪烁，明亮而温暖
将它珍藏于心底
在每一个无眠的夜晚
它将化作一缕温柔的光芒

唤醒风中的腊梅花
在凛冽的寒风中摇曳
腊梅花的香气轻轻飘洒
枝头上的金黄
点缀着冬日的苍白
如星辰在夜幕中闪耀

风儿轻拂过
腊梅花在冷冽中微笑
似乎在倾听风的低语
岁月轮回中
你用那顽强的姿态
在冰雪的怀抱中苏醒
绽放出生命的奇迹

每一片花瓣
都是一段古老的歌谣
在时间的长河中悠然回响
当寒夜渐渐褪去
阳光洒满大地
腊梅花在晨曦中轻舞
迎接春天的脚步

让记忆的花朵盛放无声
嗅出时光的味道
在晨曦微光中苏醒
那是露珠轻吻草叶的清新
仿佛旧时光的温柔呢喃
在耳畔轻声细语

阳光洒落在悠久的石阶上
那是岁月沉淀的香气
在梦想的角落徘徊
带来茶香与书卷的味道
仿佛童年午后树荫下
在心底弥漫开来

空气中弥漫着温暖的饭香
那是家与故乡的召唤
带着归属的甜蜜
在每一个归来的黄昏绽放

梦影织就的芬芳
在无尽的时光中游荡
于是，我寻觅那熟悉的味道
唤起我内心最柔软的地方
让记忆的花朵盛放无声

岁月沉淀的色彩
在时光的画布上
描绘着色彩的光芒
鲜艳的红渐渐褪去
化作温柔的粉
轻拂过心底的记忆
青涩的绿，随风摇曳

岁月诉说着成熟
色彩是视觉的盛宴
斑驳，记录着过往的痕迹
在阳光下射出温暖的光
黑夜中闪烁的星辰
点缀着梦想

轻轻诉说着孤独与宁静
色彩是生命的画笔
喜悦、悲伤、离别
我们是岁月里的画者
用心灵的优美的色彩
在每个清晨与黄昏
描绘出生命的诗篇

让记忆的花朵盛放无声（组诗）

●王双发

2025 年 2 月 14 日，王家卫执导
的经典电影 《花样年华》 以“25 周
年导演特别版”之名重返大银幕，
4K 高清修复技术让影片的画面质感
焕新，旗袍的色彩纹理、雨巷的潮
湿光影、角色的微妙表情都得以更
细腻呈现。原版结局以周慕云将秘
密封存于吴哥窟的石缝告终，而特
别版则是强化苏丽珍的独立性——
她不必依附于任何男性叙事，而是
找到了自我。所以这不仅是一场对
时间与记忆的浪漫回顾，更是经典
电影从“遗憾美学”到“未来可能性”
的延展。

春雨漫空，我在这个早春的薄暮
时分走进影院，赴这场跨越 25 年的

“久别重逢”。
剧情早已熟稔于心，但时隔多年

再来观看，依然沉醉。丝丝小雨中昏
黄路灯投下柔和的光线，湿湿的石板
路上她神情忧郁的模样像一朵开放在
阴暗处的清雅花朵。旅馆中缭绕的烟
雾是周慕云一支接一支抽离的苦闷，
他欲说还休的爱意在眉眼间不足为外
人道的心事里悄然传达。在热闹的办
公室，刚刚还谈笑风生的他突然安静
下来，立于窗旁，神色忧郁，因为想

到她；在喧闹的麻将桌旁，刚刚还笑
靥如花的她突然沉郁下来，伫立窗
畔，神思黯然，因为想到他。

最不忍的一幕是他们预演最后的
告别，她哭到不能自已，那份痛觉将
爱意的深浅全然呈现。她在外人面前
的自我克制、谨小慎微和在周慕云面
前的自然纯真、全然感性，形成令人
心疼的对比。她的性感是天真纯洁
的，但同时又令人觉得遥远而脆弱，
她在情意的滋生、绽放、自省和犹豫
之间摇曳生姿，跟她身穿的旗袍相辅
相成，充满了迷人的魅惑。

最具视觉冲击力的是笼着暖光的
2046号房间和飘动着耀眼红色窗帘的
长廊，两人的爱情曾在这里得到过片
刻安宁。离开香港去往柬埔寨之际，
他问：如果有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
跟我走？她用沉默来回避。他站在宾
馆的窗前痛苦等待，然后黯然离开。
她来到他的房间，呆坐在椅子上，眼
泪开始滑落。

最喜欢的一幕，是电话接通了，
她却什么都没有说。电话这头的周慕
云，电话那头的苏丽珍，没有对话，
但彼此好像听得见对方的心跳。在梁
朝伟喂到第二声的时候，我的眼泪突

然就下来了。他对她的爱只在决定远
走他乡时委婉表达过，转身是更深
情的抵达，有时候主动选择结束，
反而能让某种永恒性在记忆的琥珀
中封存。带着回忆和怀念转身离
开，隔着记忆中的雨巷相望，一切
尽在不言中。

这绝不是一个传统女性无法冲破
道德藩篱的故事，那份深情隐忍，人
到中年我才真正看懂其中的美。以前
不理解，苏丽珍为什么不跟周慕云一
起走？现在却懂了。在滚烫里克制，
是很尊贵的事情。多年之后，苏丽珍
摆脱了婚姻的束缚，她有一份体面的
工作，她独自抚养儿子，她生活得很
好。如果能重新来过，我想她依然不
会选择那张船票，因为对于她来说，
尊严和体面，比爱情更重要。

这年华，青涩逝去，真的会别有
洞天。当然还是会觉得遗憾啊，但回
头再看，那些消逝了的岁月不再是隔
着一块积着灰尘的玻璃，新的故事拉
长了时间，新的相遇已经开始。那些
共同经历的成长、彼此给予的温暖、
互相激发的生命力，早已在过程中沉
淀为人生的一部分，如同两颗星辰交
错时的光痕。

如果注定没有结果，那么相遇的
意义是什么？听过的最好回答是：被
你改变的那部分的我，代替了你，永
远留在我生命，陪我面对以后的人
生。而重逢的意义呢，恰恰在于确
认：即使知道结局，我们依然愿意为
某个瞬间全情投入——这本身就是对
生命荒诞性的诗意反抗。

在京都醍醐寺，最美的樱花往
往开在游客稀少的清晨，这种“一
期一会”的觉悟，将每次相遇视为
宇宙唯一性的馈赠。绚烂当下即是
永恒，那些让我们灵魂震颤的相
遇，早就在相遇的瞬间就完成了它
最重要的使命——重塑我们的生命肌
理。所以去爱吧，去受伤，去带着所
有离别与相遇的印记，活成一个更丰
盈饱满的自己。

为着那历经时间的美，我们一
再回望，又努力让自己零乱的心在
庸常岁月中归于风调雨顺。二十五
载年华流转，当苏丽珍的旗袍再次
掠过银幕，那些未曾说出口的秘
密，是否在时光中寻得了答案？那
些曾经耿耿于怀的遗憾，是否在跌
跌撞撞中得到了释怀？别忘了，过
程本身就是神迹。

过程本身就是神迹
●金媛媛

川瘦逶迤，跃金万点，惊现龙尾。
龟首高昂，神蛇尾摆，隔水千秋峙。
针茅峻峭，高擎毫笔，山水欲描天际。
渚中鹄，云霄斜插，倏又击水嬉戏。
湄边丛草，参差黄灿，却有青葱纤卉。
亸柳风搓，枝条绿涌，几粒鳞苞翠。

水牛立岸，午阳慢咀，竹笛无童吹起。
飞虹上、时鸣铁笛，响声脆脆。
注：1、龟、蛇：指雄踞武昌湖畔的

龟山、蛇山。
2、飞虹：济广高速从武昌湖湖梢

飞跃而过。

永遇乐·冬日过望江武昌湖湖梢
●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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