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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 说 ，建 筑 工 是艺术
家，因 为 在 外 文 中 ，建 筑

（ Archilcture）的 本 义 是 “巨
大的 工 艺”。历来 的美学家 ，
都把 建 筑 和 雕 刻 、绘 画 合 称
为三 大 造 型 艺 术 。自 然 而
然，那 些 建 造 建 筑 物 的 建 筑
工，便 是 天 经地 义 的 造 型 艺
术家 了 。

还有 人 说 ，建 筑 工 是 音
乐家 ，因 为 建 筑 又 被 称 之 为
“ 凝固 的 音 乐”。那魏峨起伏
的万 里 长 城 ，那 金 璧 辉 煌 的
故宫 建 筑 群 ，那 耸 人 云 天 的
大雁 塔 ，那 坚 固 美 妙 的 赵 州
桥，都 是 中 华 建 筑 交 响 乐 中
永恒的华 彩乐 章 。

历史 发 展 到 今 天 ，五 千
年的 中 华建筑交 响诗正被新
一代的 建筑工谱写着 崭新的
旋律 。工 地 上 那 隆 隆 的 机
声，便是他们嘹亮的歌喉 ，日
复一 日 ，年 复 一年 ，他们铿锵
有力 地发 出 内 心的呐喊 。声
声呐 喊 中 ，祖 国 大 地被 一簇
簇新建筑装 点得五 彩斑斓 。

建筑工们都是多情种 ，你
信么 ？他们面硬心软 。他们
粗犷 的胸腔里 ，深藏着对祖国
母亲 的 爱 ，那 爱柔 情似水 ，正
如一 首 诗 中 所说 ，“我们把搅
拌机中 吐出的柔情 ，垒成方方
正正坚硬的 山……”

然而 ，当 你亲 自投入建筑工
的生 活 ，严 酷 的 事 实 便 会 告 诉
你，前面所讲的 ，有点 儿太诗情
画意 ，简直象布尔乔亚的 罗 曼蒂
克。亲 身 体验会使你由 衷地感
叹道 ，“建筑工 ，实实是当 代的苦
行僧。”

做为一名建筑工 ，就意味着
比别 人要 多吃苦 。首 先要吃得
流动生 活之苦 ，别 的行业 ，工 作
地点 是死的 ，产品是流动 的 ；而
建筑业的产品是死的 ，工作地点
是流动的 。职业决定 了 ，你一生
的大 部 分时间将住在 工棚里 。
你建起的一座座大厅里 ，影视歌
舞正迎 来送往着熙熙攘攘 的人
群。你修好的幢幢楼房里 ，无数
个家庭在尽享 天伦之乐 。而你
却和你的集体 ，默默无闻地又去
迎接那新的“游牧生活”。

做一名建筑工 ，你还要经受
思念之苦 。也许 ，当 你还是单身
一个时 ，一年 一度 的探亲假 ，你
会感到相 当 满足 。可是 ，你的父
母会满足吗 ？特 别 是你有 了 小
家庭 ，有了爱人 、孩子 ，而又常常
分离时 ，你就有了 强烈的思念之
苦。工余饭后 ，建筑工最常见的
娱乐方式是喝 酒 、打牌 、谝家人
… …他们把这叫 做黄连 树 下弹
琴——苦 中 作乐 。人们常 说 建
筑工是不穿军装的军人 ，对于无
私奉献出 自 己宝贵人生的一代又
一代建筑工来说 ，这比喻是十分
恰当 的 。因为他们和军人一样 ，
与家 人常隔着千 山万水 ，就象传
说中的牛郎和织女 。

做一名 建筑工 ，你还要受得
住皮 肉 之苦 。由 于种种 客观原
因，建筑业至今还大量是手工操
作。人们仅仅凭着 简陋的装备 ，
在创造空 前绝 后 的 伟业 。你的
左手八小时玩不转两吨半 （一千
块砖的总 重），你就当 不了瓦工 ；
你的斧头 、钉锤一天之内抡不下
几千 遍 ，你就 当 不 了 木 工 ；当 钢
筋工 ，你得抬起绑扎好的 “龙骨 ”
疾走如 飞 ；当 混凝土工 ，你需搬
得起那 百斤一袋 的 水 泥……于
是，建筑工的绰号 ，便是“穿 工作
服的农人”。

简陋 的装 备 ，原始 的 操作 ，

艰苦 的 生 活 ，决 定 了 建 筑业
在现 代 诸 行 业 中 的 “名 声 档
次”居 后 。如 果 把 这 叫 做 社
会地 位 的 话 ，时 有 建 筑 工 自
认为 低 人 一 等 。可 是 ，工 业
建设 的 发 展 顺 序 ，又 决 定 了
建筑业 是排 头兵 ，与能源 、交
通等 并驾齐驱 。祖 国 的现 代
化建 设 ，须 臾 也 离 不 开 他
们。于 是 ，建 筑 工 便 象 神 话
中那 填 海 的 精 卫 鸟 一 样 ，将
名誉 地 位 抛 在 脑 后 ，将 个 人
的生 死 置 之 度 外 ，将 儿 女 的
私情 扔 在 一 边 ，在 人 生 的 舞
台上 演 出 一 幕 幕 悲 壮 的 话
剧，在 各 色 土 地 上 留 下 他 们
的足 迹 ，并 建 构 起 一 座 又 一
座巍峨 的 建 筑物——这 建 筑
工们历 史 的 丰碑 。

书连宝岛

——记蒋纬国与大陆旧友张友德的友 谊
郭松年

台湾蒋纬
国先 生在陕西
有一位鲜 为 人
知的老友 ，他
叫张 文 德 、陕
西省 汉 中 市
人，黄埔九期
毕业。1945
年，张 文德任 国 民党青年远征
军206师616团 代理副 团 长驻扎
汉中 时 ，蒋纬 国 被派往该 团 任
二营营长 ，其间 ，他们吃住在
一起 ，经 常 听 京 戏 ，漫 步 田
野，家 事 国 事 天 下 事 无 不 谈
及，从而建 立 了 友谊 ，结为好
友。张 文 德至今还津津乐道于
蒋纬 国 的 为人 ：坦诚 、爽快 ，
毫无骄横之 气 。

两人 在汉 中 的这段友谊持

续了七个多 月 ，随后 ，蒋纬国离开
了汉 中。1949年 ，张文德在四川
率团起义 ，蒋纬国则去了台湾 。

戎马 半生的张文德放 下枪
后，拿起 了 笔 ，专心研究石 门 书
法，经过多年研究 ，他把汉代隶书
石刻《石门颂 》和魏碑《石门铭 》两
书体融为一体 ，自 成风格 ，堪称二
门笔意书体 ，成为汉中有名的 书
法家 。他的墨迹现广布于全国甚
至海外 ，1992年 ，张文德写的字贴

经来大陆访问
的一台 商转送
到了 蒋纬国手
里，去年 9月 以

来，蒋纬国先生
先后三次托人
带信给张文德 ，
除了 回 顾往 日

友情 ，叙说思念之情外 ，并对张文
德发扬黄埔精神 ，弘扬中华文化
所做的努力大加赞赏 ，并希望早
日在台湾看到老友的书展 ，早 日
和老友再见一面 。

最近 ，突然传来蒋纬国在台
北因主动脉破裂住院手术的消息 ，
82岁 高龄的张文德对此非常挂念 ，他
衷心祝愿蒋纬国先生早 日 康复 ，
盼望他能 到 大陆探亲 ，访友 、旅
游、观光 ，希望两人能早 日 相见 。

灶边拾遗
李文 举

包东 西 的 旧 报纸 ，虫蛀 尘
封的 破 书 ，过 时 变 黄 的 印 刷
品，妻收捡 了 一大 篮 ，送到灶
间作 引 火之物 。我顿生怜惜之
念。自 告 奋 勇 ，一边 生火 ，一
边翻 阅 。这平 日 躲在 床 下 或墙
角的 烂 污 之 物 ，看 也 不 看 一
眼，即将化为灰 烬 ，越看 ，越
觉着 有味 ，人生 百态 ，世说新
语，历 史 大观 ，醒世睿 语 ，跳
跃入眼 帘 ，它 藏 着 一 个 世界 。
此时 却 象 一 位 将 要 谢 世 的 老
人，罄尽 生 前所有 ，洒 向 人 间
都是爱 。

苏轼的 《初 春 》诗：“竹
外桃花三 两枝 ，春 江 水暖鸭先
知。蒌蒿满地芦芽短 ，正 是河
豚欲上时。”然而毛西河作反
诘之语 ：春 江 水暖 ，为何光 鸭
知，难 道 鹅 不 知 么 ？真 是 妄
谈。可是 毛公忽略了这是 一 首
题画诗 ，惠 崇和 尚 的这幅画 ，
本就是 一 幅 《鸭戏 图》，况这
首诗的 言 外之 意 ，弦 外之音在
于揭 示 一个 “实 践 者 先 知 先
觉”的 哲理 。

实践 出 真 知 ，是一句 至理

名言 ，但实践得深与 浅 ，详与
略，现 象 与 本质 等 等，非每个
实践 者所能把握得住 。北宋哲
学家 邵雍作客 商州 ，一 日 与商
州令 章悖 议论洛 阳牡丹之盛 。
章悖 豪俊 自 许 ，议论纵横 ，不
把邵雍放在眼 里 。商州太守赵
郎中 说：“邵先生是洛 阳 人 ，
对牡 丹 知 之 最 详 ，听 他 说
说。”邵雍道：“洛 阳 人 以见
根拨而 知花高 下者 ，知花之上
也；见枝叶而知 高下 者 ，知花
之次 也 ；见蓓蕾而知 高 下者 ，
知花之 下 也 。如 章公所 说 ，乃
知花之 下也。”章默然惭服 。

真是 破纸篓 内 藏珍珠 ，灶
火门 前 有乾坤 ，于是赶快翻看
下去 。

著名 画家吴冠 中 把 自 己 有
疵点 的作 品撕掉 ，以 免贻误后
人，也 影 响 自 己 的 声誉 ，表明
了一 个 艺术家 的 自 信心 与 社会
责任感 ，本文 的题 目 叫 《吴冠
中撕画》。不丹 国 王 吉格梅 ·
辛格 ·旺楚 克住小木屋乘老号
车，带头 削减个人行政开 支 ，
作为 国 内 率 先 倡廉反腐措施之

一。小 木 屋 内 分 两
间，地方狭窄 ，只能
供国 王 一人使用 。冯
玉祥 对不遵守时间 的
人深 恶 痛绝 ，写一 副
对联 送 与 汪 精 卫 ：

“ 一桌子 点心 ，半桌
子水果 ，哪知 民 间 疾
苦；两 点钟开会 ，四
点钟到 齐 ，岂是革 命
精神。”画 出 了 一 副
混官嘴脸 。

我平素喜联对 ，
见冯 公此联 ，在胡乱
翻捡 中 又发现几副 工
稳贴 切之联。.1991年
云南 昆 明 举办第 三届 中 国 艺
术节 ，春城街头张 一幅 巨联
为：“艳 阳 高 照 ，五十 六 只
百灵 欢集 云岭 ；大地生辉 ，
二十 五番 花信舞荡春城。”
京剧 表 演 艺 术 家 关 肃 霜 病
故，有一幅悼联是：“梨 园
典范 白 雪 阳 春竟失蒹葭伤 雨
露；梅影 风姿高 山 流水立期
桃李续 芳菲。”杨翰端 出 一
本杂文集 ，系 处女之作 ，封
面印 有一副对联 曰：“世界
原本 很 大 ，何 不 由 此 窥 一
隅：文苑永 不寂寞 ，喜看新
星跃 中 天。”

“ 哎呀 ，火还未烧着 ，

你怎 么 还 在 看。”妻 一 把 抢
过来 ，硬 是 塞 进 灶 膛 。我 忙
抽出 来 道：“你 看 ，这 上 边
还有 你 们 女 人 的 定 律 ：对 男
人一 知 半 解 的 女 人 ，最 后 作
了男 人 的 妻 子 ；对 男 人 什 么
都了 解 的 女 人 ，最 后 作 了 老
处女。”

袁枚 说：“书 非 借 不 能
读也。”我 想 ，书 非 焚 不 能
读，稍 纵 成 灰 ，内 容 不 再 ，
逼迫 硬 读 ，或 抄 或 剪 ，得 以
留存 。若 失 去 后 再 追 悔 ，追
悔之 痛 ，是 人 类 最 古 老 、最
深邃 的 痛 苦 。非 独 书 为 然 ，
天下事 皆 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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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 腐 败 斗 争 正 在 深 入 之 际 ，一 些 地 方 的
领导 者 ，却 忧 心忡 忡 ，担 心 搞 反 腐 败 斗 争 会 影
响经 济 建设 。因 而 ，在 他 们 那 里 ，只 是开 开 大

会，发 发 文 件，“君 子 动 口 不 动 手。”即 使 动

一下 ，也 是 动 虚 不 动 实 ，抓 小 不 抓 大 。这 种 把

反腐 败 斗 争 和 经 济 建 设 对 立 起 来 的 认 识 和 做
法，不 仅 给 人 民 群 众 反 腐 败 斗 争 的 热 情 泼 了 一
瓢冷 水 ，而 且 无 形 中 给 腐 败 分 子 作 了 “保 护
伞”。《晋 书 ·谢鲲 传 》里 有 则 故 事 ：晋 朝 人
王敦 和 谢 鲲 议 论 朝 廷 事 情 ，王 敦 对 谢 鲲 说 ：

“ 刘 隗 这 个人奸 邪 作 恶 ，危 害 国 家 ；我 想 把他
从君 王 身 边 除 掉 ，以 此 报 效 朝 廷 ，你 看 如
何？”谢 鲲 摇 着 头 说：“难 啊 ！刘 隗 如城 狐 社

鼠，要 挖 掘 狐 狸 ，恐 怕 会 弄 坏城 墙 ；用 火 熏 、
用水 灌 老 鼠 ，必 将 毁 坏神 社 庙 宇。”谢 鲲 之 虑
正如 今 天 一 些 怕 反 腐 败 影 响经 济 建 设 的 领 导 者
一样 ，致 使 腐 败 分 子 如 “城 狐 社 鼠”，无 忧 无
虑，逍 遥 法 外 ，继 续 搞 一 权 谋私 之 勾 当 ，损 害
着国 家 和 人 民 的 利 益 。

我们 说 ，反 腐 败 斗 争 不 仅 与 发展 经 济 不 会
对立 ，而 且 是 发 展经 济 的 有 力 保 障 。试 想 ，一
个贪 污 、盗 窃 、贿 赂横 行 的 地 方 ，怎 能 保 证 经

济的 发 展 。特 别 是 建 立 市 场 经 济 ，就必 须 有 一 个 廉 洁 、公 正 、
公平 、公 开 的 社 会道 德 和 法 制 环境 。如 果 我们 把反 腐 败 斗 争 和
经济 建 设 对 立 起 来 ，任 凭 “城 狐 社 鼠 ”恣 意 妄 为 ，不 仅会 使 民
心失 落 ，势 必 遭 到 “城 ”毁，“社 ”坏 之
苦，损 坏经 济 建 设 。纵 观五 千 年 的 兴 衰 史 ，
无不 证 明 了 一 个 尽 人 皆 知 的 真 理 ：肃 贪 兴
邦，腐 败 丧 国 。我 们 绝 不 可 掉 以 轻心 ，被 一
些人 的 模 糊 认 识 所 迷 惑 。坚 信 要 发 展 经 济 ，
就必 须 反 对 腐 败 ，反 腐 败 越深 越透 ，经 济发
展就 越快越好 。无数 事 实 也证 明 了 这 一 点 。
所以 ，我 们 的 各 级 领 导 者 ，应 有 点 政 治 眼
光，狐 鼠 不 除 ，城社 难保 ；经 济 要 上 ，腐 败
必反 ！

我就爱 听别 人 的 两句 好话
化寒

因历 史 的 原
因，　没 念 几 年
书。参 加 工 作 二
十多 年 ，也 没 什
么特 殊 爱 好 ，棋
牌之 类 从 不 染 手 ，就 喜 欢 天
天翻 书 ，磨 磨 笔 。久 而 久
之，报 刊 上 也 常 有 我 的 作 品
登出 。厂 里 人 都 叫 我 “秀
才”。

人难 得 有 点 名 气 ，有 了
名也 有 难 处 。就 凭 笔 上 这 点
功夫 ，厂 里 常 有 人 求 我 代 写
申请 、诉 状 等 ，还 有 人 犯 了
错误 ，为 表 示 认 识 深 刻 ，求
我写 检 讨 的 。我 这 人 怪 ，烟
酒不 沾 ，却 经 不 起 别 人 两 句
好话 的 恭 维 ，下 夜 熬 眼 ，定
守信 用 ，满 足 要 求 。慢 慢 地
单位 的 总 结 、上 报 先 进 材 料
都成 了 我 的 差 使 。前 年 夏
收，我 正 在 家 收 麦 ，厂 里 派
小车 专 程 接 我 ，说 明 天 上 级

领导 来 厂 检 查 ，要 写 个 汇 报
材料 ，非 我 不 可 。去 吗 ？麦
还在 地 里 ，龙 口 夺 食 ，谁 不
急；不 去 吗？领 导 又 说 非 我
不可 。前 思 后 想 ，我 似 乎 感
到了 自 己 的 价 值 ，扔 下 镰 刀
坐车 去 了 厂 ，连 夜 下 笔 ，一
口气 呵 成 。第 二 天 ，上 级 领
导听 了 汇 报 ，十 分 满 意 。厂
领导 对 我 的 一 夜 之 功 给 予 了
高度 评 价 。听 了 几 句 好 话 ，
虽未 得 分 文 ，心 里 却 乐 了 好
几天 。

近几 年 ，评 定 经 济 、政
工职 称 ，都 要 论 文 。当 领 导
的忙 ，讲 话 全 靠 文 人 代 劳 ，
写论 文 自 然 找 人 代 写 。有 找
者，更 不 推 辞 。积 极 认 真 ，
反复 修 改 ，直 到 领 导 满 意 。

这些 有 身 份 的 看 了 我 写 的 论
文，个个 眉 开眼笑 ，免不 了 又是
几句 好 话：“你 是 个 难 得 的 人
才”我听在耳 里 ，乐在 了 心上 。

平时 有 闲 时 ，作 些 调 查 ，
把单 位 的 好 人 好事抬 上报 刊 ，
推向 社 会 。哪 年 也 少 不 了 写
十多 封 先 进 材 料 上 报 。每 当
我看 到 我 的 作 品 在 报 刊 上 登
出时 ，看 到 由 我写 的 先 进 材 料
的单 位 或 人 抱 回 奖 状 时 ，看 着
这些 人 物 戴 花时 ，我 也 默默 分
享着 这 份 荣 誉 。时 间 长 了 ，相
好的 开 玩 笑 说 ：“你 就 学 了 个
抬轿 ，吹 喇 叭 ，写 好 听 的 。你
忙来 忙 去 ，咋 不 见 有 人 写 写
你，图 个 啥”，我 只 是 笑 笑 ，确
实说 不 来 为 个 啥 。过 后 细 细
一想 ，咱 这 人 就 图 听 别 人 的 两
句好话 。

小镇 风 流 （散 文 ）
孙伯 伦

当写下这 个题 目 时 ，我却
不曾 觅 出 家 乡 小 镇 的 风 流 词
语。也 许是从小没有离开过小
镇的缘故吧 ，回 想起来 ，眼 前
尽是 童 年 时 代 小 镇 慈 祥 的 脸
庞，真诚地袒露开朴素开阔 的
胸怀 ，任你在摇篮 的小镇 里挤
进人群，痴傻地看那台上的

“ 戏子”，那场面 ，那情景 ，
那说 不清道不 明 的诱惑 ，今生
今世谁也忘不了 ，抹不掉 ；还
有那必不可少的 乡 土交 易 ，每
逢集 日 ，十 里 八 乡 憨 实 的 农
民，三五成群 ，赶猪牵羊 ，结
伙而至 ，讨价 论质 ，阵天价响
地叫 卖 ，把 个小镇搞得热闹起
来。除此之 外 ，小镇不足一里
长的 街面 ，只 留 下 烈 日 下的 尘
土，雨天 的 泥泞 ，几家 商店面
风而 立 ，几个 货栈 雨 中 飘摇 ，
这都 是昔 日 小镇给 人 留 下唯一
值得 回 味的历 史 。

现在 的 小镇 ，尽管街面上
多了 几家小 洋楼 ，有 了和城里
一样 的现代商品 ，街道变成 了
宽阔 的柏 油马路 ，还有赶集 的
农民 不再是携伴徒步 而至 ，而
是骑车 的 ，乘铁骑 的 ，驾三轮
车的 ，有 的 干 脆雇 汽车运 货送
物，想必那集会 比之往 日 要风
流得 多 ，热闹得 多 ，可我极少
光顾那 里 的热闹 。这大概是年
轮增长所使吧 ！

由于工作和 生活所需 ，每
日沿 公路骑车约 十华里去公司
上班 ，冬 去 春 来 已 近 十 个 年

头。公路两旁起 伏不 平 的 庄稼
地，随着改 革的时代 ，眼看 着
变成 了 一个接一个的 工厂 ，一
个挨 一 个 的 商 店 ，邮 电 、银
行、教 育 等 建 筑 设 施 应 有 尽
有，绵 延 十 余 华 里 ，林 林 总
总，接 踵 而 起 。这 里 飞 速 的 发
展，顺 着报刊 电 波不胫而 走 ，于
是天 南 海 北 的 客 商 来 了 ，各 界
的考 察 团 、参 观 团 来 了 ，文 学
家、艺 术 家 、企 业 家 们 来 了 ，党
和国 家 的 各 级 领 导 们 来 了 ，国
际友 人 也 来 了 ，他们 在 这 里 考
察、交 流 、参观 、学 习 和指 导 ，于
是，这 里成 了 乡 镇 的 都市 ，连 接
了家 乡 那 古 老 的 小 镇 ，一 条 十
余里长 的现代新型城镇 出 现 在
关中 平 原 上 ，精 美 的 各 类 产 品
从这里架起 了 和华夏 各族 人 民
经济协作 的 七色 彩虹 。

今天 家 乡 的 小 镇 ，当 地 人
都叫 她 大 程 镇 ，而 更 多 的 人 呼
她为 “美 乐 街”，这 是 因 为 造 成
小镇繁华 风流的 是三原美 乐 公
司这 块 奠 基 的 巨 石 ，高 高 擎起
了农 村 都 市 的 沙龙 ，让 她扬起
了乡 镇 企 业 的 龙 头 ，使 小 镇 华
夏有 名 ，发 出 耀 人 的 光 环 ，从
此，大 程 镇 也 就 声 誉 鹊 起 。这
一切便 是 我 今 天 家 乡 的 小 镇 ，
好个 风 流 的 小 镇 哟——，她 北
傍巍巍荆原 ，南依悠悠的 清 河 ，
水灵 地 杰 ，养 育 了 一代 代 风 流
的小 镇 人 ，使 每个 小 镇 人 都 有
一曲 动 人 的 创 业 故事 ，灿 若 银
河，源远 流长 ！

汉中女子 （散 文 ）
翟龙

我读了这样一首诗 ，篇名是
《 汉中女子 》，诗云 ：

　一个 山 样巍峨的 男 人/一
个白 杨树一样挺拔的 男人/一个
蒙古马一样骠悍的 男 人/来到汉
中/就要离开汉中//这个荒原
一样沉稳的 男人/这个海子 一样
甘于献身的 男 人/这个刺条子一
样耐着干旱的男人/上了火车/
突然又下了火车//他在车站的
留言 薄 上/留 下一句话/——
就一 句话/早来十年/我绝不会
/绝不会在岭北成家 。

我吃惊 ，这汉 中 的女子有这
样漂亮 、诱人吗 ？

可惜我没有去过陕南 ，汉中
女子 姿貌容色无从而知 ，只能空
留遗憾 。

采访劳模 ，我有了去汉 中 的
机会 。我想别的可以不顾 ，这汉
中女子是非瞧不可了 ，非倾了心
瞧瞧不可 了 。

结果使 我失望 。汉 中 女子
也无非 如此 ，美 的 也美 ，但 也莫
过于关 中 ；丑的也丑 ，比关 中 的
还甚 。加 上个个女子都不大甚
高，五官 又过份集 中 ，倒 显得十
分地小气了 。看 了 汉 中 女 子 ，我
的结论是 ，骚客过奖了 。

就要离开汉 中 了 ，离开得很
爽然 ，并没有诗中巍峨 、挺拔 、蒙
古马般骠悍 男人的留 恋 ，我倒归
心似箭 ，十分地思念起我的岭北
的妻子了 。

回家得带点什么 ？思谋再
三，我决定带点汉 中个大 、色艳 、
肉厚 、核小的桃子 。

到了胜利北路农贸市场 ，桃
子齐街两行 ，我随便走到一个小
摊跟前 。摊主是个女的 ，30岁 左

右，个不高 ，玉面粉脸 ，左脸颊
下有 寸 长 刀 疤 ，如 果 没 有 这
疤，她也算比较美了 。

“ 买桃吧。”她 见我盯 了
桃子 ，便笑笑地问 。

“ 多少钱？”
“ 一块六。”
“ 来20斤。”
女子并没有取桃 ，反 倒奇

怪地问 ：“你也不搞搞价？”
我笑 了 ，摇了摇头 。
她猜：“你 一 定 是 外 地

人。”

我点点头 。
她又猜 ：“你一定 是 读 书

人。”

我说 ：“也 算 吧 ，过 去 不
读，后来读 ，现在又不读了。”

她介绍经验 说：“买 东 西
要搞价 ，折一半地搞 ，不然 就
吃亏。”

我说 ：“听 你 的 ，以 后
搞。”

“ 我给你按8毛卖。”
我很感激 ：“这么便宜 ，那

就多买你的 ，秤30斤吧。”
正欲拣 ，她 又阻 止 了 ，打

开身边的纸箱 ，说 ：“你看 这桃
子如何？”

“好！”我脱 口 而出 。
那桃是我从没 见过 的 。

黄亮亮 ，半透明状 ，色如杏 ，形
如桃 ，个有初生孩 的 头大 ，这
分明是天界的仙物了 。

女子说 ：“那就卖给你吧 ，
这是我留给我母亲的 ，我已一
年没有看她了。”

我陡然伤感 ，她的话使我
想起我的 缺撼——母亲 咽气
前没有吃一 口 我带去 也 是她

最喜吃 的 香蕉 。我
说：“这桃我是不能
要的。”

“ 一定 卖 你！”
不由 分 说 ，女子 已 往秤盘上拣
了。

我说 ：“那 我 给 你 加 点
钱。”

她说 ：“不 用 ，依旧 8毛”，
态度十分坚决 。

桃称好 ，钱付过 。这时她
丈夫来 了 ，光脚 丫 ，欲断系 的
拖鞋 ，掉稍 眉 ，露 睛眼 。他恶
狠狠地盯了我 ，嘴 角直往两耳
根抽 ，我 莫 名 状 地 打 了 个 寒
颤，心想这么好的 女子怎么 讨
了这么个 男 人 。

男子 说 话 了 ：“卖 多 少
钱？”

女子 没有答理 。
今天 天 气 阴 ，且 阴 得 很

重，雨 是 要 下 的 ，谁 也 看 得
出。但挂在头顶上 的 雨始终
掉不 下 来 。这时却 没有任何
铺垫地 ，突 然 间 下 了 起来 ，很
暴，哗啦啦 ，雨线垂直 了 ，雨点
有半个分币 大小 。

女人 撑起遮 阳 伞 ，喊我 ：
“ 快过来躲躲！”

我道 了 声谢 ，便匆匆向 对
面一 个 单 位 的 大 门 楼下跑 去
躲雨 。心想 ，有 你那 恶 男 人 ，
我怎么敢待得 。

门楼下 躲满 了 人 。门 楼
和小摊一条 马路之隔 ，站在门
楼下能清清楚楚地看到小摊 ，
能看 到 小 阳 伞下 的 恶 男 人和
那好女人 。分明 两人在争 ，继
之骂 ，声听不到 ，但神态 看得
出，这一定和我的 桃子 有关 ，
我一阵内疚 。

我问 旁 边 一 个 躲 雨 人 ：
“ 你看我的桃子如何？”

“ 不错 ，这 是汉 中 最好 的
秦阳桃。”

“ 你 看 一 斤 能
值多少钱？”

“ 贵 了 一块六 ，
便宜点 一块三。”

我说 ：“我买 的
8毛。”

他连 说 ：“便宜
了便宜 了。”

这时 雨 小 了
点，夫 妻 俩 仍 在 叫
骂。

我掏 出 20元 ，
跨过 马 路 ，走 到 摊
前，给 那 女 子 ，说 ：
“ 你 卖 我 的 桃 便 宜
了，再 给 你 补 20
元。”

女人 接 过 钱 ，
眼泪 刷啦啦地流 了
下来 ，她大哭 一 声 ，
然后把钱奋 力 向 男
人脸上摔去 ：“不值
钱的 男 人 ，人家给你
钱！”然后一脚踢翻
小摊 ，桃 子 滚 了 一

地：“离了 ，这婚离定 了 ，就是今
生怎么死 也得离！”

女人的凶 ，倒使恶 男人瞬间
傻愣 了 。

我正 欲上前去劝 ，另 一个
摊主拦住我：“你是外地人 ，
赶快 走 吧 ，那 男 人恶得很哩 ，
你没见那女人脸上 的刀 疤 ，身
上的 伤 才 多 哩 ，多一事不如少
一事 ，你赶快走吧。”

我孬 种般 地溜 了 ，这一趟
使我耻辱一生 。

我时时想 ，那好女 子后来
怎样 了 呢？我又时时想 ，那女
子的命过 去 、现在 、将来都一
定很苦 ，世 上 的好人总是这样
的。

那女 人不能使我忘记 。
这是 多 么 好 的 汉 中 女 子

啊。

我信服这 首诗了 ，这首诗
让我把她铭记 ，保存了 ，今生
将当 名 诗那样铭记和 保存 。

雪的主题（外三章）
尚志

雪之形为花 ，极美 。以浪漫的姿
态，静谧的遐思 ；开放于冬 。

那是雨的精 灵 ，凝聚于芳馨的洁
静中 ，扬撒着春的絮语 。时若柔姿舞 ，
时若劲舞 ，尽展风采 。于有声无声中埋葬
了污秽 ，净化了尘世 ，消融了阴暗 。

充满了智慧的头颅 ，凝真善美为
一体 ，朴实深沉得令人肃然起敬 。

我崇 尚 这种冰清玉洁 ，并崇尚雪
为圣洁神 。虔 诚地吻雪 ，灵魂触及雪
的玉体 ，感知雪的燃烧 ，澈悟外寒内温
的奥秘 。

飘雪的 日 子终留 不住 ，若有所失
的感觉时时强烈 。渐瘦的雪啊 ，别一
步一步离去 ，愿你再一次降临 ，将我塑
为雪 人 ，在一片净土上 ，在冽凛的风
中，站成我生命最壮观的风景 ，在雪的

季节 ，甘愿默度所有的冬 。
圣洁神说 ，抬起你的头吧 ，向 前

走。别 误入地狱 ，别痴迷天堂 ，让灵魂
塑造自 己 。

我在逆风中 ，看见了真理的铁骨 ，
象棵宁折不弯的树 ，直刺云天 。看见
了真理的光芒 ，如雪的眼睛 ，指引我穿
过水晶般的梦境 ，唱着雪样纯情的歌 ，
走到晶莹剔透的灵魂家园 。

影子
孤独时 ，送你一抹淡泊的温慰 。
得意时 ，提醒你重审 自 己 。
不因 你失败而逃离 ，不因你成功

而喧宾夺主 。走到天涯海角 ，与你同
甘共苦 。

哦，影子 ，最忠实的伴侣 。
雾

赶在太阳之前 ，随心
所欲地制造一种湿漉漉 白茫茫
的氛围 ，施展一番淫威 。

想让我徘徊 不前 ？
想让我跪着求饶么 ？

相信了雾的誓言 ，目
光便会短浅 。

承认 了雾的判断 ，便
误入了歧途 。

真有 走不 出 的 氛 围 ？
升起 心 中 的 太阳 ，雾 ，

不战 自 败 。
黎明 和黄昏

你是黎 明 。我是黄 昏 。
你将 思 念 燃 成 朝 霞 的 诗篇 ，写

在东方 ，为 《昼 》作序 。
我将 思 念 燃成 晚 霞 的 美 文 ，写

在西方 ，为 《夜 》作 序 。
哦，昼昼夜夜的思念 ，却刻在 同

一个天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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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
括

唐
词、
五
代
词、
敦
煌
词、
鬼
仙
词
四

大
部
分，
该
书
的
作
者
评
介
和
词
作

注
释
简
明
扼
要

今，
译
自
然
灵
动，
有

探
索，
亦
有
创
见。
（
杨
桂
娥）

卢
云
龙
的
散
文
集《
细
雨

风
铃
》
出
版

卢
云
龙
的
散
文
集《
细
雨
风
铃
》

日
前
由
陕
西
旅
游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

该
书
十
七
万
字，
分
“
陕
南
道

情”
、
“
心

韵
散
板”
、
“
岁
月

钩
沉”
、

“
人
生
短
笛”
四
个
部
分，
具
有
较
强

的
时
代
气
息
和
浓
郁
的
地
方
文
化
风

格
。

（
方
晓
蕾
） （ 书 法 ）　卢 兆祥 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