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漪澜心灵 拾珠文海

编辑：彭静
版式：曾善美 校对：杨红章

2019 年 3 月 6 日 星期三
电话：0731-84326428��E-mail:kjxb001@126.com 科教新报 成长13

刚要穿过马路，绿灯亮了，好在汽
车启动较慢， 只有那摩托车已按捺不
住，灯一绿便冲了出来，他吓得一个踉
跄，险些摔倒。斑斓灯火把整个城市照得
通亮， 乱逛的日子里他也算见识了城市
的繁华， 但他觉得， 这绚烂的繁乱的色
彩， 倒不如乡村那大片的黄与绿的交替
来得好看。

雨说来就来，不多时，整座城就被
雨网包围，但并没有网住来往人群的匆
忙。 他闭上眼睛，仿佛置身于那块熟悉
的稻田， 惬意地感受着这熟悉的味道。
他突然觉得身体被莫名的“巨浪”冲过，
别过头去看，只见一双红色的“眼”推着
四轮铁盒扬长而去。 他嘟起了嘴，皱起
眉，眼神中流露着孩子般的不满。 牵挂
更浓，回去的欲望更加浓烈。

他只想快点走，他想念那美妙的蛙
声合唱，那震撼的虫声和鸣，那种温馨
与动人的氛围，哪像现在周遭的嘈杂与
孤凉，他索性一屁股坐在路边。

一朵“蘑菇”在头顶开放了，一双温
暖的手扶起了他。“爷爷，你怎么坐这，
会着凉的！ ”“别拉我，我是稻草人，现在

找不到回去的路了，稻草人的稻子怕虫
咬，怕鸟啄，会因没有稻草人的守护而
孤单……”他噘嘴挣扎了几下。 男孩不
知道还能做些什么， 他不了解稻田，更
别说像稻草人那样爱稻田。老人因长距
离行走而在前行时脚步不稳，但他一直
念叨着他的那些宝贝，眼中溢出的满满
都是怜爱。

老人在男孩的搀扶下，终于回到了
他在城市中的“火柴盒”———老人经常
这样形容自己的房子。他扭过头看向门
口，那个陪着他的男孩倚在那，眼角分
明有着闪亮的光。“谢谢你，其实你很像
我的孙子阿曜， 他小时候常在稻田陪
我，聊这座城，聊他的梦。 现在的我感到
十分孤单，所以我要回去，回到那片我
最喜欢又最温暖可爱的地方……”

阿曜关上门，眼眶中的泪再也忍不
住就倾泻下来。他靠着门，低声抽泣着。
阿尔茨海默症， 爷爷就是得了这种病。
现在阿曜成了科学家，能够探索世界的

未知奥妙，却仍无法医治这种病，只能
看爷爷慢慢忘了自己， 只记得那片稻
田，到今天又将自己当作稻草人，离家
出走，让自己一顿好找，担心了一路。

稻田啊，离开稻田来城市前，爷爷
虽上了年纪但身体仍硬朗着。 最初几
天，为了陪爷爷适应新环境，自己和父
母都腾出时间陪他，后来工作多，陪的
时间少了，他怕迷路也就常一个人呆家
里，看看电视，望望窗外，大半辈子劳作
在土地上的农人哪闲得住啊，对稻田的
思念，在这些日子里集思成疾了。

阿曜想起了儿时的那片金黄，年幼
的自己倚着爷爷做的稻草人，陪爷爷在
稻田里劳作着。 稻子就像爷爷的另一个
心爱的孩子， 而他也如稻草人一般，守
护着稻田，即便是离开了稻田，过上城
里生活后，他都忘不了那份牵挂。

“明天就回去吧，回到那‘稻草人’牵
挂的稻田……”阿曜喃喃自语。因为，那里
有爷爷的牵挂，也有自己和父母的牵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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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间微尘里，吾宁爱与赠。
———题记

“阿爸，阿爸。”孩子高兴地
蹦跳着，“这些树长大后会到
哪里去呀？ ”“这些树啊，长得
壮实的，可能会运到城市里。 ”
“阿爸，城市，是什么？ ”“城市
嘛，是烟火，是繁华。 ”阿爸的
眼睛顿时亮了， 他望向远方
……

他，被父子的声音吵醒了，
他是林子里年纪最小， 也是最
瘦弱的树。

“城市，是烟火，是繁华。 ”
他不禁喃喃自语。

时光飞逝，有一天，一群伐木工人拿
着斧头，走进了这片林子。他知道，终于等
到这一天了！ 他激动得直发抖。 他忍耐着
一刀一刀精雕细琢的苦痛，变成古朴精致
的桌子，随着载货的大卡车进了城，住进
了一间小书房。 他欣慰地笑了！

淡雅的窗帘，整齐的书橱，他好似走
进了神圣的天堂。 或许这就是当年那个
阿爸心中“城市是烟火，是繁华”美丽的模
样吧！

他被倚窗而放，一个女孩每天坐在桌
前写字看书。 微风拂过窗头，摆弄着女孩
的发梢。女孩似乎感到累了，只见她不停地
摆弄着笔杆， 那双灵动的眼睛变得空洞无
神，他不明白，此刻的她究竟在想些什么？

微风夹杂着花草的芳香，拂窗而过，
那双黯淡的眼睛里顿时闪烁了亮光，
“沙沙”的笔声不断，望着女孩专注的眼
神， 一种微妙奇特的感觉在小树心里生
长着……

多少个日夜的相守， 他已记不清了。
女孩“沙沙”地倾诉着自己的喜怒哀乐。他
知道女孩心中有一个梦想，每天默默为女
孩鼓劲打气，暗暗祈祷梦想成真的日子快
些到来。

窗外，黑白两色不断地更替，他终究
不明白为什么女孩的笑容渐渐变少，也不
像往昔那样爱惜他了，小树心头涌上无尽
的担忧、失落。

一日，女孩卖掉了桌子，卖掉了他，最
终凑足了父亲的医药费。 女孩数清了钱，
露出久违的笑容，连眼睛都在笑！ 他看在
眼里，喜在心里。

从那天起，他从未见过女孩。 他不舍
得女孩，舍不得这个家。 他先后进了两个
家，但心里却日夜盼望与女孩重逢。

一年又一年，他的桌脚松了，身上的
钉子也掉了。他被送进了黑暗冷寂的工厂
里，被打磨成了木头屑，制成了木浆，再变
成了一张张素静的纸。 书社将纸编订成
册，成了一本书。

书的封面上，印着一个清秀干净的少
女。 她笑得真好，弯弯的眼睛里有点点星
光闪烁。 多好！ 她终于不再忧伤了！ 她终
于实现了那个梦想！ 真是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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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轮摩托车、“爬爬车”（三轮摩托
车，也叫慢慢游）、“面的”，这是岳阳云
溪区出租车进程史上的“三级跳”。 2018
年 12 月 20 日， 云溪城区开通了公交
车，取代了出租车，与以“面的”车为主
体的出租车时代说“拜拜啦”！云溪人民
出行方式逐渐升级折射了新时代交通
的大变迁。

30 年前的父辈是想象不到今天交
通出行便利的“红利”。 爸爸当时在偏远
学校教书，通往学校的是坑坑洼洼的泥
巴路，“摩的”是进出学校的主要交通工
具，坐上两轮摩托车，一路尘土飞扬、颠
簸到校，遇到刮风下雨，对于全身淋湿、
中途摔倒、无法按时到达等情况，爸爸
那一辈人见怪不怪。 后来盛行“爬爬
车”。“爬爬车”在我印象中是一种极其
简陋的小三轮车， 前排仅能容下司机，
后排可以坐两人， 发动起来“轰轰”直
响，夏天是敞篷车，冬天搭上几块雨布
遮风挡雨，“爬爬车”的速度可与蜗牛媲
美。 关于“爬爬车”，我还听到过这样一
个故事：多年前冬天的一个中午，岳化
新村一位老爷爷抱着生病的孙子，等车
去医院，一老一少在寒风中冻得瑟瑟发
抖。 等了许久，最终拦到了一辆“爬爬
车”。老爷爷带着孙子坐着“爬爬车”，肆
虐的寒风从雨布的缝隙中钻进来，爷孙
俩不停地用嘴巴在手上哈着热气，左右

手交替摩擦。“爬爬车”“一蹦三跳”地抵
达云溪乡医院时，两人的手脸冻得冰凉
通红。孙子撇着嘴呜咽着：“再也不要坐
这种‘爬爬车’了。 ”看着孙子可怜兮兮
的模样，爷爷心痛、内疚，心里生发出对
交通出行不便的无力感。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爬爬车”
消失了，悄然兴起的是“面的”车。“面
的”招手即停上车即走，风吹不着雨淋

不到太阳晒不着，可拼车可包车，方便
快捷，很快就赢得了大家的喜爱。 走亲
访友、上学放学、城区串门，“面的”成了
不可缺少的选择。 有一次，我急着从云
溪区一中学赶回家，出了校门匆匆拦了
一辆“面的”就跑。 司机是个健谈的人，
我和他在车上胡吹海侃， 聊得正高兴
时，我一摸口袋发现钱包忘带了。 尴尬
的我只好和司机商量： 到目的地后等
我去家里拿钱。 没想到司机很大义豪
爽，说我陪了路，解其寂寞，车费免了。
道谢不在话下，自此让我又多了一番人
生感悟。

2018 年 12 月 20 日，云溪城区开通
了公交车，这是区委、区政府投入 1000
多万元给云溪人民送出的“福利”，云溪
人民开启了幸福出行的新时代！ 公交站
台和公交站点全面连通了城区大街小
巷，来回穿梭的公交车给美丽幸福的新
云溪又增加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65 岁
以上的爷爷，60 岁以上的奶奶都能免
票坐车，中小学生只要半价票，坐上舒
适干净的公交车， 大家个个喜笑颜开。
老年人不再担心“老年证”失效了，学生
不再“躲票”省零花钱了。公交车给了老
百姓全新的感觉！ 一盅茶的功夫，就能
绕云溪城区一个来回，大家怀揣美好的
心情上车下车，积极融入新时代、融入
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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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草人的牵挂

美丽的春姑娘是神奇的魔术师，你手指一
弹，万物复苏，到处生机勃勃；你神笔一挥，大
地眨眼间五彩缤纷……

无边无际的油菜花全开了， 暖暖的阳光
下，金黄金黄的，一大片一大片，仿佛是花的海
洋，随风荡漾。 我情不自禁地扑向花海，张开双
臂拥抱着，微闭双眼感受着，用手轻轻抚摸着
一朵朵花儿，浓郁的花香沁人心脾。

花海的旁边是一片粉红色的桃花，仿佛给
大地穿上了一件红色彩绸。桃花的样子很可爱，
有的像红彤彤的太阳，有的像害羞的姑娘，有的
像美丽的烟花。我闻着桃花芳香，仿佛自己也是
桃花了，微风吹来，我不禁与桃花一起舞动。

走进树林，四处散发出淡淡清香，五颜六
色的野花，一团团，一簇簇。 一缕缕阳光钻进树
林，“掉”在地上，金灿灿的，美丽极了。

春姑娘妩媚动人，在台上表演自如，只见
你两个拳头轻轻一松，无数小精灵就从你的手
中飞向美丽的大自然。

鸟儿在树上亮开自己的歌喉，进行歌唱比
赛；辛勤的蜜蜂一边唱着动听的歌，一边采着
香甜的蜜；蝴蝶在花丛中翩翩起舞，雪白的兔
子欢蹦乱跳地向我跑来打招呼……

啊，美丽的春姑娘，神奇的魔术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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