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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地 如 画大 地 如 画 刘影 摄

有一个叫“宝成”
的告诉我，一个叫凤
县的地方值得一游。
凤县是羌族故里，凤
县八景有石门秋月、
箫寺晨钟、铁骑仙迹、
滴泉鸣月、唐沟烟柳、
南岐霁雪、凤岭晴岚、
栈道连云。这个叫

“宝成”的还告诉我凤
县灵官峡景区最值得
一游。灵官峡是嘉陵
江上第一道峡谷，也
是目前国内首家以宝
成铁路文化为主题的
景区。今年 1月，宝
成铁路入选为第一批
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
录，这一喜讯，为宝成
铁路文化体验馆锦上
添花。

带着对第一代宝
成铁路建设者的无比
敬仰，于是，我便约上
好友去了灵官峡。来
到灵官峡景区，隔着
嘉陵江，远远可见祈福桥的左
右两侧有两个火车隧道的洞
口，我迫不及待过了祈福桥，桥
的正前方跃入眼帘的是著名作
家杜鹏程《夜走灵官峡》的全文
浮雕墙，浮雕左侧的隧道是秦
岭大自然艺术馆，右面是宝成
铁路文化体验馆。

踏进幽深的隧道，循着《夜
走灵官峡》的足迹，瞬间让我回
到那个热火朝天的年月，回到
五十年代铁路工人在 669公里
的建设线上铺路架桥、开凿隧
道打穿上百座山的艰苦场面。
听着工人们悠扬且有力的劳动
号子，铁锤碰撞钢钎的铛铛
声。深深感到咱们工人有力
量，咱们铁路工人有力量。我
被体验馆的场面所感动，此时
的我就是一个铁路工人，置身
于他们其中开山凿石，手执钢
钎，任凭铁锤敲击；此时的我正
站在 1958年通车典礼的人群
中，此时的我手掌都拍红了还
是停不下舞动的双手；此时的
我就是一名第一代电气化铁路
通车时的女司机，开着铁路修
通接轨后的第一趟电气化列
车，穿越一个个桥梁隧道，奔驰
在新建的宝成铁路线上。是
啊，八年宝成铁路建设的同时，
一代铁路人孕育了一个个叫

“宝成”的后代，张宝成、王宝
成、李宝成、赵宝成……如今，
宝成铁路的建设者们已经有了
第四代的“小宝成”。

出了体验馆，我
的心情久久不能平
静。直到坐上观光
小火车，同车好友惊
奇地叫喊“快看，鸭
蛋！”。才将我从《夜
走灵官峡》的思绪中
拉出来，顺着好友手
指的方向，江水平缓
处可见一群悠闲自
在的鸭子在嬉戏游
水，江边的沙滩上依
稀可见一两个、三五
个的鸭蛋。此时我
在想，第一批开山修
路的建设者们，他们
如果坐上这趟小火
车，观赏江边悠闲嬉
戏的水鸭们恬静的
生活，遥看江对岸公
路上行驶的汽车，享
受灵官峡谷的美景
时会是怎样的感受
呢？又一代叫“宝
成”的人踏着他们的
足迹，替他们完成着

未完成的使命。
下了火车，出了站，沿着

江边石崖上蜿蜒的栈道，顺着
山谷间的溪流往山上爬 ，山
路蜿蜒崎岖，羌人幽谷坐落在
半山腰的石崖上。凹进去的地
方是羌人们曾经居住生活过
的，曾经的土炕、锅台，烟熏
的痕迹依稀可见。不说了，展
开想象去体味羌人们崖居的原
始风貌吧，如今的崖居便成为
了后人们追念羌人祖先的一道
风景。爬到山顶俯瞰灵官峡
谷，那才叫震撼，用“看漫山
红遍，层林尽染”来描述，一
点都不过分，同行的好友禁不
住左手叉腰，举起右手朗诵起
毛主席的诗词。此时有一种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
成就感，登山时的疲惫早已消
之殆尽。我们尽情地在山顶唱
歌，尽情享受大自然带给我们
的视觉盛宴。我们还有最重要
的一个任务，也就是这次游览
的最终目的地，去参观秦岭大
自然艺术馆。

赶紧去秦岭大自然艺术馆
吧。那里有一场视觉的盛宴，
那里有 300多件神奇的石头，
那里有一场精美的满汉全席盛
宴在等我们品尝。有一大批
精美的会唱歌的石头为我们
奏响华美乐章,有海底世界的
浮游生物等着我们欣赏,有从
茫茫戈壁走来沉睡了千年的骆
驼牛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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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是弦
生命如歌
仲夏的6月
热情如火
稚子的蹒跚
母亲的微笑
成长的快乐
是安全奏响了
生命的歌谣

安全是弦
岁月如歌
仲夏的6月
光亮如火
亲情的相伴
生活的美好
人生的精彩
是安全唱响了
幸福的欢歌

安全是弦
幸福如歌
走进略钢
激情如火
打开钢铁的记忆
追寻过往的历史
安全
化作一个个动人的音符
飞过60年的发展历程
演绎着略钢人荡气回肠的
安全生产之歌

安全
一个普通而神圣的字眼
一个朴素而深刻的道理
普通如空气
却与我们的生活须臾不离
简单而深刻
却把我们每个人的生命
高高托起与死神远离

让我们行动起来
做一名安全的践行者
安全在我们的心中
幸福就在脚下
让生命在安全中翱翔
让平安伴随着四季阳光
让平安略钢唱响大地
让我们用安全奏响幸福的乐章

（作者单位：略钢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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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 麦割 麦
“算黄算割”在树上叫响的时候，东方

才稍稍发白，村子里的人就起床了。从越
来越淡的夜里走出来，先是些慢悠悠的上了
年纪的人，紧跟着的是急急忙忙的中年人，
起得最晚的是年轻人，边走还边伸着懒腰揉
着眼睛。这也怪，人越是年纪轻瞌睡就越
多，瞌睡越多的时候，也是人最忙的时候。

人一有动静，鸡狗猪就叫了，厨房的风
箱在妇女的手上响了，村庄上空飘起了炊
烟，繁忙的一天就这样拉开了序幕。乡下
人说“麦黄一晌，蚕老一时”，所以大家把割
麦子叫“龙口夺食”。这一年，农村刚刚实
行分田到户，村子里第一次没有了上工的
铃声，也听不见生产队长的吆喝声，“算
黄算割”的鸟叫声就是人们起床和上工的
铃声。三三两两的人、一个两个的人，组
成了长长的队伍，一直从村口排到了田间
地头。这地方是一条长长的川道，两边都
有塬，川道一直从终南山下伸到渭河边。
太阳渐渐升高了，照得麦田到处都闪耀着
金色的光。这片土地有坡地、川地和水
田，生长包谷、大豆、谷子、水稻、棉花
和萝卜、青菜，也生长繁衍不尽的人生故

事。这个时候，它却以小麦唯一的金黄呈
现在人们面前。

早晨是凉爽的，风吹得很舒服，人们下
地早是因为这个时候最出活。年轻力壮的
采用走镰割麦，上了年纪的则是围镰，走镰
是弯着腰走着割麦子，围镰是蹲着割麦子，
走镰速度快，但很费劲儿。不管采取什么
方式，都是割上一拢麦子后，抽出两把麦子
来，再把两撮麦穗整齐，错开头扭在一起作

“腰”，用这“腰”再把割倒的麦子捆起来。
于是，昂首挺胸的麦子，在雪白的镰刀面
前，乖乖地躺下了。这样，人们面前依然是
金黄的麦田，身后却是一个个躺在麦田里
的麦捆子。大约是八点多钟，村口又有人
影晃动了，这些人全是孩子和妇女，他们或
挑或提，运送的都是稀饭、馒头或锅盔。于
是，人们就在自家地头的树阴下用早饭，男
主人扬起脑袋，扯开嗓子喊左邻右舍：“来
呀，歇口气，先咥个馍压个饥！”回答也十分
干脆：“你先咥，咱的一会儿就来。”大家吃
完饭，发现一位很瘦小的中年人还在割麦，
于是都喊他来吃饭，那人伸了伸腰说：“饭
暂时不吃，我先给咱唱个戏。”

有人问：“戏能当饭吃不？”那人说：“能
啊！一唱就不饥不饿了。”有人接话说：“那
你就唱。”那人说：“不唱了，俺的饭也来
了。”人们回头看时，果然是那男人的女
人来了。这女人长得更矮小瘦弱，要是刮
来一阵大风，真有被吹走的可能。那男人
是个爱说笑的人，一天到晚都乐呵呵；那
女人不爱说话，干活也不行，什么事情也
做不到人前面去。大家都同情这家人，但
是这割麦天都在忙着，谁也帮不上谁。吃
过早饭，人们又开始干活了，那些送饭的
孩子和女人也都拿起了镰刀。这个季节，
稍微有点劳动能力的孩子也不会闲着，他
们在大人的带领下，都在做着力所能及的
事情。收获是喜悦的，割麦却是非常艰苦
的劳动。一年中，太阳最炙烈的就是割麦
天，人们喜欢这样的天气，因为麦子熟得
快，麦秆脆，割麦子时省劲儿，但人们不
能接受的是太阳的灼热，特别是中午时
分，人们头上、背上像火在烤，汗水湿了
头发，湿了前胸后背，甚至一阵一阵眼睛
里也钻进了汗水。

时间在不知不觉中流逝，火辣辣的太阳

直直地射向田野和田野里劳作的人们。人
们再一次感觉到饥饿和阳光的炽热，他们不
得不放下手中的活，向家里走去，他们要吃
上一顿饱饭，然后在自家的窑洞里睡上一
觉，才起来进行这一天的第二次战斗。这时
候，没有人的田野里只剩下了金黄的麦子、
瓦蓝的天空和自由飘荡着的热风。

下午的时间短，但是出活，人们都铆足
劲干，趁着太阳比较温和的时候多割些麦
子。麦田里很静，只有“嚓嚓嚓”的割麦
声。黄昏时分，村庄的上空又飘起了袅袅
炊烟，随着妇女们呼儿唤女的声音，人们不
约而同地走出田间，踏着暮色向村里走去，
今天的收割结束了。晚饭后，人们拉着架
子车出动了，一辆一辆地走向麦田，他们要
把白天割的麦子全部拉回来，晒干后脱粒
收仓。月亮挂在村头的大树梢上，星星在
天穹里眨巴着眼睛。夜渐渐深了，远处吹
来的风里不时传来高亢激昂的秦腔声：“刘
彦昌哭得两泪汪，怀抱娇儿小陈香，官宅内
不是你的母，你母是华岳三娘娘……”不用
猜，一定是那瘦弱男子唱的。有几个年龄
仿佛的站起来伸了伸腰，又低头干活了。

■笔走龙蛇■

麻 雀麻 雀
□□高均善高均善

很多人和我一样，认识的第一种鸟，
当属麻雀。

麻雀不是单一的鸟称，是文鸟类麻雀
属二十七种小型鸟的统称，中国境内有五
种，包括树麻雀、黑顶麻雀、家麻雀、山
麻雀等。形状大同小异，一般人并不太注
意区分。

无论那种麻雀，都有一个共同特点：
对人类有着深厚的感情，它们始终如一
地跟随着人类的脚步，栖息繁衍、传宗
接代。

也许是因为麻雀弱小，也许是因为
麻雀貌不惊人，也许是因为麻雀对人的
生活没有多少帮助，所以人类对麻雀不
像对待燕子那样呵护，甚至还有点轻视，
甚至在某一个地方、某一个时期，对它格
杀勿论……

然而，麻雀不计仇，照样跟着人一起

生活。
记得在那个如火如荼的癫狂岁月，我

眼看着一群成年人，手持长杆，长杆上绑
着纱网，有麻雀被网住，就会被掐死或者
摔死。我惊恐地睡不着、想不通，这些成
年人的脑子里出了什么故障，居然和麻雀
过不去，必欲杀之而后快。

有一次一只麻雀被追赶得无路可逃，
跌落在我家院子里，我连忙用两只手把它
掬起，偷偷地放进一只带盖的篮子里。疲
惫至极的麻雀刚刚喘息过来，居然用它弱
小的身躯猛撞篮子，它的不屈，震撼着
我，我又好心把一小块馍塞进篮子，生怕
它因饥饿而毙命。可是整个下午，麻雀居
然不屑吃我喂给它的食物，依然时不时撞
击着篮筐。

震撼之余，我趁着暮色，把它提到后
院紧挨着的玉米地里，当我揭开盖子，麻

雀并没有立即飞逃，它先是跳到篮子的边
上，悠然地叫了几声后，才嗖的一下飞走
了……后来大人不再“折腾”麻雀了，麻
雀也逐渐多了，它们又在我住的那间厦子
外墙一片翘起的瓦下安家落户了。

有一次我从院子经过，一只已经长出
毛发的小麻雀从天而降，跌落在我的脚
下。我伸手捡起它，突然头顶上像是被谁
用手磕了一下。抬头之间，两只麻雀已经
落在小院的柿树上。它们叽叽喳喳，显然
很生气、很愤怒。

我知道麻雀的爸爸妈妈急了，它们对
我充满了敌意。我赶紧把小麻雀放在窗台
上，然后赶快离开。须臾之间一只麻雀风
驰而来，用嘴叼上小麻雀飞进窝里。

当我再次走过院子，五六只麻雀居然
在我头顶飞来飞去，它们已经不再叮我，
它们以自己的方式向我表达友好。

我经常有意识将零碎的谷粒放在窗台
上，麻雀总是毫无顾忌地飞到窗台大吃一顿。

每一次我从学校回家，刚一进门，就
会有几只麻雀在树上兴奋地鸣叫。我能感
受到它们是在和我打招呼。

长大成人后，我越和人打交道，就越
觉得麻雀的一些品性人所不及。比如麻雀
厌恶藩篱的自由秉性，麻雀不吃嗟来之食
的孤傲，麻雀的团结精神和它们知恩图报
的品性，都曾给我留下不灭的印记。当我
与人打交道身心疲惫的时候，总喜欢做两
件事：或者独自登上南山，坐在山巅，一瓶
水、一本书，坐看云起，反思反省；或坐在故
乡的小院，一碟油泼辣子、一碗面，看着麻
雀自由自在地飞翔、觅食、鸣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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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绵阴雨，一天、两天下个不
停，给这初夏添加了少许秋的悲
凉。操场上打球的人回去了，几天
没来，往日喧哗的校园沉寂了一
些，灰色的天空还不见一点儿好
转的迹象。虽然这次雨清洗了灰
色的校舍和路旁孤独的玫瑰，但
是又阴又沉的天空，仿佛狰狞的
面目，给我的心头增添了不少烦
闷。一股烦躁不安和厌倦的情绪
不断侵袭着我，我想呐喊、我想
奔跑……可是最终，我站在窗口，
呆呆地望着那低沉的天空，没有思
考，失去了烦恼，思想的荧光屏上
一片灰白。

灰色的天空给我带来灰色的
联想，灰色的宿舍、灰色的教学楼，
使我十分厌倦，我懒得去和任何一
个人说话，也懒得上课，我在怀疑
人和人之间是否也用灰色联接，友
谊的色彩是否也是灰色？

我追求明快鲜艳的色彩和线
条，追求至善至美、纯与真的结
合。可是，我失败了，失败的如
此残痛，有如湛蓝的天空突然被
乌云吞噬了一般，我的心在颤
栗。因此，害怕去重温那逝去的
梦境，烦恼和诅咒那昏暗的天空，灰色的建筑和
一场朦胧的灰色，灰色的朦胧。

失意几乎吞噬了我，工作的失意，友谊的挫
折……

我彷徨在凉风习习的夜晚，徘徊在校园的尽
头，那儿有我的回忆，有我们推心置腹深淡的身
影……可是，失意时候的怀旧，不是追忆便是失
望，我属于后者。什么使我们结仇网怨，什么又
使我们相聚又相离？几经波折，又几度烦恼？

我曾笑过女生宿舍一学期一次“排列组合”
的说法，可是实践告诉我，这是过来人的经验之
谈，我不明白人和人之间为什么很难长久地保持
一种隽永的情谊呢？

我受不了这沉闷空气和那叽叽喳喳没完没了
闲扯的氛围。我想独自思考，整理一下极度混乱
的心绪。冒着淅沥的小雨，我走出校门，走出城
门，走出那灰色的桎梏，走上了郊区的小土路，
奔向那金黄的麦田。我独自一人，站立在重重麦
浪之中，独自享受这溢静，吮吸着麦粒成熟的气
息，连日来沉闷的心情也轻松了许多。雨水和灰
色的天空与我无关，我的眼前只有麦叶上的雨
水，在属于我一个人的这个天地里，无限的遐想
油然而生。

为什么自然界可以这样融洽地在一起，赤橙
黄绿青蓝紫，构成一幅美妙的图画。不知为何，
我的记忆中突然出现了达尔文“适者生存”的学
说，万物万事都在选择和适应之中，不是吗？

是的，万物在相互选择适宜的环境和来往的
对象，以便使自然界更美好、更协调。人，不也
在选择生活吗？任何一个人无法逃避生活的选
择，我想，任何一个人也绝不会放弃自己对生活
选择的权利。

世界上一定也有我的一席之地，让所有的烦
恼都走开。我要用绿色的希望迎接生活中的选
择，我对着大自然大声呼喊着。

感谢大自然，使我摆脱了灰色的桎梏。
（作者单位：陕汽控股）

你是我的爱人，你是我的情侣。
感谢上苍，是她让我们不期而遇。
那时的我青春年少、情窦初开，
初次见面我就在惊鸿一瞥中爱上了你！

从此我便成了早恋的追风少年，
为追你，我千里跋涉不避风雨。
攀上高山，我在险峻的巅峰上喊你，
群山的回应让苍茫林海涛声四起。
趟过长河，我在昂扬的浪尖上唤你，
如雪的浪花载着我的呼唤长歌东去！

春天来了，我在苏醒的大地上找你，
捧一把黄土，热泪瞬间化作了春泥。
赤日炎炎，我在灼人的热风中找你，
哼一声小曲，顿时就迎来花笑鸟啼！
金秋时节，我在摇曳的青纱帐穿行，
唱一首情歌，每簇高粱都变成火炬。
我擎着火炬的光亮追风赶月，
让满天星星捎信，说我在找你！

最喜欢万木萧瑟北风凛冽的冬季，
我会走向原野，独立在风中等你。
我理解你的冷峻，赞美你的晶莹，
你飘飘袅袅的洒脱让我心旷神怡！
更喜欢推窗望月临风把酒的夜晚，
我会放飞思念，在远去的岁月里找你。
问屈子、问司马、问太白、问稼轩：

请诸位先贤告诉我，你在哪里？

莫笑我痴愚，我远离庙堂淡泊功利，
我爱你，就像小草深情地眷恋大地。
就像殷红的热血在脉管内汩汩流淌，
就像不屈的灵魂与骨肉的生死相依！
我爱你，因为你让看到了灵动的风情，
我爱你，因为你让我感到了天地正气。
啊，好一个“精骛八极，心游万仞”！
你用宏伟的浪漫彰显创造的旖旎瑰丽！

我为你倾倒、为你痴迷、为你心无旁鹜，
我用一生的精力寻寻觅觅，苦苦追你！
是的，我曾经在灯火阑珊处踯躅徘徊，
也曾在“杨柳岸晓风残月”中掩面而泣。
那是我怕玷污了你的圣洁、你的芳华，
爱到深处，任何轻薄都是对高贵的非礼！

你是我的爱人，你是我的情侣，
从当初的懵懂无知到如今的霜雪盖顶。
我用一生的精力寻寻觅觅，苦恋着你，
生命不息，灵魂上就抹不去对你的不离不弃！

总有一天你会在我墓碑看到我的墓志铭：
“这里埋葬着的，是一位诗人。
他不会谄媚、不会屈膝，
为了一种高贵的爱——他矢志不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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