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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盘山上高峰

●
郭
振
会

我的高铁梦

●
高
淮
记

于今百草承元化，自古名山待圣

人。

在宁夏南、甘肃东、陕西西，以接

近南北走向的姿势纵贯着一条狭长

山系。它的山道，出了名的曲折、险

狭和陡峭，其中有一高峰，必须经过

六重盘道，才能登临绝顶——六盘山

便以此名世。

中国是一个多山的国家，在众多

的山中，六盘山并没有得天之独厚，

它没有泰山之雄伟、华山之险峻，也

没有莽昆仑之横空出世、珠穆朗玛之

雄峙天外，更缺少峨眉之秀丽、黄山之

烟云、庐山之名瀑。然而，它横亘在关

中平原通向西北的交通咽喉上，古语

“得关中者得天下”，这里遂成兵家必

争之地。历代帝王运筹帷幄之时，莫

不把目光向这里聚焦。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北出巡边，在

固原设坛祭山，并加修秦长城，以固

边防；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六次出巡六

盘山，最后一次是以近七十岁高龄的

抱病之躯；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更是把

此处作为军事基地苦心经营，直到在

此溘然长逝。

六盘山不仅让帝王注目，也受到

了文人墨客的青睐。李白、杜甫等对

此 均 有 吟 诵 。 比 如 杜 甫《近 闻》诗 ：

“ 渭 水 逶 迤 白 日 静 ，陇 山 萧 瑟 秋 天

高。”“陇山”即六盘山。李白《塞下

曲》中：“兵气天上合，鼓声陇底闻，横

行负勇气，一战净妖氛。”“陇底”者，

六盘山也。

1935 年 10 月 5 日，中国工农红军

陕甘支队 7000 余人和他们的统帅毛

泽东抵达六盘山——他们应该是六

盘山真正的圣人。从此，六盘山便因

为这支队伍的翻越和一阙新词的诞

生名扬天下。

在此之前，9 月 18-23 日，这支队

伍在甘肃省宕昌县哈达铺镇进行了

短暂的休整。他们占领了国民党军

一个补给基地，缴获颇丰，全军上下

都有了底气，每人发大洋一块，改善

生 活 。 毛 泽 东 还 提 出 ：“ 大 家 吃 好 ！

和百姓一起吃！”于是，每个连队都忙

着杀猪宰羊，还特意摆上几桌酒席，

邀请当地老乡赴宴。

经过休整，红军一扫艰苦转战、

长途跋涉所带来的疲惫和饥饿，他们

蓄势待发，焕然一新；而哈达铺的百

姓们则从这样一支队伍中看到了希

望，他们欣喜若狂，奔走相告。

在部队开进哈达铺之前，毛泽东

找到外号叫“梁大牙”的侦察连长梁

兴初——这位后来带领 38 军所向披

靡的虎将，交代他注意收集“近期和

比较近期”的报纸、杂志，搞一些“精

神食粮”。梁兴初不负使命，找到了

一大捆《晋阳日报》和《大公报》，上边

刊有红 25 军到达陕北和红 26 军的活

动情况。这无疑是雪中送炭的好消

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负责人张闻

天商量了一下，初步确定把陕北作为

红军长征的落脚点。

第二天，毛泽东说他睡了一个好

觉。

部 队 继 续 向 陕 北 行 进 。 9 月 27

日，在甘肃省通渭县榜罗镇，毛泽东

又获取了一些“精神食粮”，进一步了

解了陕北红军的情况。于是，中共中

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会议，明确地确

定以陕北苏区作为红军长征的落脚

点和中国革命的大本营，领导全国革

命，在陕北保卫和扩大苏区。

从榜罗镇往陕北，横亘在红军面

前的大山就只有六盘山了。翻越了

六盘山，就意味着长征的目的地可望

而且可即。想起曾经的湘江血战、千

里转战，雪山酷寒、草地沼泽……所

以，当红旗在六盘山顶迎风招展的时

候，许多人都流下了热泪。

站在山顶的毛泽东，应该和战士

们一样，思绪难平：作为红军的一员，

他和战士们同甘共苦，战士们经历的

苦难和危险，他一样也没有落下。而

作为红军的统帅，他还有更大更重要

的问题需要考虑——

红军到哪里去？

而对这个问题的探索和确定，则

贯穿了长征的全程。

时间返回到 1934 年 10 月，随着

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红军不得不

踏上战略转移的征程。长征之初，红

军行进的方向是西进，与活动在湘西

由贺龙领导的红 2、红 6军团会合。

国民党军也看出了红军的意图，

在西进的道路上设置了重重封锁线。

经过战斗，红军虽然突破了封锁，渡过

了湘江，但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十

万红军锐减至两三万。最为关键的

是，前方的道路上，国民党以逸待劳，

早早布下了口袋阵。而曾经纵横驰

骋、机动灵活的红军，仿佛丢掉了灵

魂，行动迟缓，处处掣肘，全军上下笼

罩着压抑、悲伤、愤懑的气氛。

面对红军的生死存亡，毛泽东挺

身而出，建议放弃原定计划，转兵入

黔，扭转危局。

1935 年 1 月 15 日至 17 日，具有伟

大历史意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

会议在遵义召开。这次会议从实际

上结束了“左”倾错误路线在全党、全

军的统治，开始确立毛泽东在党和红

军中的领导地位。

在这里，历史选择了毛泽东！

接下来，红军四渡赤水、重占遵

义 、两 破 娄 山 关 ，威 逼 贵 阳 、兵 临 昆

明，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

定桥……在川黔滇边的崇山峻岭中

声东击西，巧妙周旋，一系列令人眼

花缭乱的动作，把红军的机动灵活发

挥到了极致，红军从此跳出了国民党

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

中国革命，从此开启了属于毛泽

东的伟大时代！

1935 年 6 月，中央红军在四川懋

功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当时，日军侵华步伐不断加快，

民族矛盾日益加剧。但蒋介石仍旧

弹着“攘外必先安内”的老调，步步退

让，激起了全国人民极大的愤怒，社

会矛盾迅速激化。全国处于抗日运

动高涨的前夜，形势向着有利于革命

的方向发展。

中共中央敏感地把握到了这种

变化，中央政治局在四川懋功两河口

举行扩大会议，专题研究两军会师后

的战略方针。会议确定北上建立川

陕甘苏区根据地，以便领导和推动全

国的抗日运动。

然而，对于这个战略方针，红四

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半信半疑，

发 展 到 后 来 ，向 中 央 发 难 并 处 处 作

梗。事情演变到 9 月 9 日，张国焘已

经肆无忌惮，下达密电：“南下，彻底

开展党内斗争。”

毛泽东在得知张国焘的密电后，

经过磋商，决定中央率红一方面军主

力北上，脱离险境。

仅仅过了两个来月，会师联欢时

的欢声笑语言犹在耳，同一面军旗下

的队伍就这样分道扬镳了。大自然

的险山恶水，国民党的飞机大炮，均

不能打垮这支具有钢铁般意志的队

伍，阻挡不了他们永远向前的脚步。

然而，自己队伍中的分裂行为，却差

一点就让革命夭折在这长征的中途。

这是党和红军长征以来所经历

的最为惊心动魄、最为凶险的一幕。

9 月 12 日，中央政治局在甘肃俄

界召开紧急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

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会议确

定：继续坚持北上方针，创建根据地，

发展革命战争。

9 月 17 日晨，红军以非凡的勇气

和智慧，攻克了天险腊子口，18 日，进

驻哈达铺。由此，红军走出了川西北

的 苦 寒 之 地 ，战 胜 张 国 焘 的 分 裂 主

义，成功摆脱了险境。得到陕北有红

军和根据地的大好消息，红军又进行

了短暂的休息和整编，毛泽东两个多

月来的忧郁心情一扫而光。

我们可以想象，站在六盘山顶的

毛 泽 东 ，一 定 联 想 到 了 南 方 的 井 冈

山。那里是他亲手创建的中央苏区，

最大的一块革命根据地，也是长征的

出发地。在那里，他发出了“星星之

火，可以燎原”的伟大预言，他预言即

将到来的革命高潮——它是站在海

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的

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

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

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快要成熟了的

一个婴儿。

我们可以想象，站在六盘山顶的

毛泽东，一定豪情爆棚，长征就要胜

利结束了，他应该看到了那只航船的

桅杆、那轮光芒四射的朝日，感受到

了那个婴儿的躁动。于是，他再次以

革命家的激情与豪迈，以诗人的浪漫

与情怀，举千钧之力，运如椽之笔，写

下又一首关于长征的不朽诗篇《清平

乐·六盘山》：

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

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

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

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要 不 了 几 天 ，2019 年 就 要 过 完

了。所有的人，情愿不情愿，都要增

长一岁了，有道是，光阴有情亦无情。

这一年，除了看新中国成立 70 周

年大阅兵，心情激动过，心潮澎湃过，

心花怒放过，没别的事儿，让我有动

于衷。

这一年，我过得平淡。平淡得无

滋无味，甜咸不辨，酸辣不分。原因

是我生活在期盼里。

盼什么，盼高铁。11 月 28 日，通

往 高 铁 站 的 公 交 开 通 了 ，我 挤 上 公

交，站了一路，去看高铁站。12 月 1

日，平顶山高铁正式开通了，我挤上

公交又去看。看什么，看热闹。

平顶山，进入高铁时代，那可是

有滋有味的。空旷的原野上，站房高

高耸立。想象的空间里，雄鹰展翅欲

飞。延伸的高架路，巨龙飞驰南北。

站在广场上，觉得自己一小个。寒冬

中的你和他，她和你，扶老携幼，笑容

挂 在 冷 风 里 。 随 着 人 流 ，我 前 后 左

右，地上地下，看了个遍。候车大厅

里，对称着巨幅瓷画，巍峨的山，缥缈

的云，雄险奇秀，宛若仙境，在中国也

是独一份儿。

回到家里，我泡了一杯浓浓的白

茶，一边喝一边想。自觉思维一天比

一天迟钝，而且已经相当迟钝的我，

脑子里猛然间蹦出几句话来，于是随

手记下：先进从落后起步，富裕从贫

穷开始，强大从弱小萌生。时间是系

数，科技是乘数，思变是动力。社会

进步的音符里，跳动的是前人与后人

的聪明与智慧，劳苦与艰辛。

也许是茶喝多了，也许是想得多

了 ，晚 上 翻 腾 来 翻 腾 去 ，咋 也 睡 不

着 。 好 不 容 易 入 睡 了 ，又 是 胡 梦 连

天。陈谷子烂糠的往年旧事儿，与现

实纠葛在一起，剪不断，理还乱，弄了

一个冬眠不觉晓。

我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与

共和国一同成长。但是，我的儿时，

哪 儿 见 过 汽 车 、火 车 ？ 我 记 事 的 时

候，村上有一辆铁轮牛车，坐一回，美

一 回 ，咋 也 坐 不 够 。 驾 车 的 六 表 伯

说，他在许昌见过汽车，那个快呀，一

开动，两边的树都朝后抿，抿倒在地

上。我们小孩子问他，跑恁快，一顿

吃多少草？他说，少说也得四五个人

割。还有一个表伯，说他见过火车，

头上会冒烟，在地上爬着走，比汽车

还快，一天几十个人砍柴火，还供不

上它烧。

大人们诓小孩儿，其实也是诓自

己。大山里的人，可怜又可悲。我曾

经 跟 着 大 人 们 ，爬 到 后 山 明 石 崖 顶

上，看过老远处公路上行驶的汽车，

时隐时现，隐隐约约。上一年级，老

师屋里有个马蹄表，不摸不碰，会嘀

嗒作响，觉得神奇得不得了，晚上约

几个小伙伴儿窗下偷听。现在说来，

能让人笑掉上牙，可这是经历过的实

事儿，一生都忘不了。直到上初中以

后，我才近距离看见真正的汽车。上

中学的地方叫下汤，区政府所在地。

区供销社有一辆胶轮大马车，隔三岔

五 往 四 棵 树 供 销 社 送 货 ，回 头 拉 山

货。有一次拉货少，赶车的师傅发慈

悲，捎一节步行上学的我，让我至今

还 心 存 感 激 。 在 那 时 候 ，坐 一 回 马

车，是何等的享受啊。上小学离家几

里，一天来回四趟，全是走。上中学

离家二十多里，一星期一个来回，还

是走。偶尔看见路上有个自行车，十

有八九是邮递员，眼巴巴地羡慕。现

在的小学门口，一到放学时间，小车

成堆，接龙接凤。孩子不知走滋味，

大人只知健步走。

五 十 年 前 的 一 个 冬 天 ，我 当 兵

了，从家走二十多里到下汤，在一辆

解放牌卡车上集合，拉到鲁山县。第

二天拉到许昌上火车，四天四夜，来

到四川。往后这几十年，与车结缘，

大车小车，汽车火车，飞机轮船，跑天

南地北。可是，再也找不到先前坐牛

车、坐马车的那种享受感。快了还想

快，舒服了还想再舒服。

人啊，就是这样，没饭吃的时候

想吃饱，有了饭吃想吃好。没衣穿想

衣穿，有了衣穿想品牌。人生有四大

样儿，衣食住行。不说城市，现在的农

村，没有穿补丁衣裳的，没有饿肚的，

草房几乎绝迹，土墙瓦房快成了文物，

小车摆成排，路上少行人。就这，还有

人不知足，种地靠牛头、照明靠灯头、

娱乐靠床头的年代，他们忘了。世人

总说，知足常乐，可真正做到的又有

几个，往往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也 许 这 就 叫 欲 无 止 境 ，欲 壑 难

填。然而，也不能把欲的积极一面缩

小，把消极一面无限放大。视欲为祸

之端，灾之源，实则有冤枉“欲”的嫌

疑。欲字，繁体从心，由此可知欲从

心 生 。 欲 就 是 想 ，就 是 望 ，就 是 求 。

没有食欲，哪来营养；没有欲火，何来

后人；没有求知欲，愚昧一辈子。如

此看来，欲也是一种动力。该一分为

二，还欲一个公道。无欲则刚，可无

欲也无望。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

好士兵，多少人在崇拜这句名言，难

道不是吗？可是名人的名言，也有时

差。地上本没路，走的人多了，就成

了 路 。 就 精 神 层 面 说 ，这 永 远 是 对

的。可就现实说，汽车的路是修出来

的，火车的路也是修出来的，有了公

路过汽车，有了铁路过火车，脚底板

是走不出来的。

我第一次当兵探家，家乡不仅通

了汽车，鲁山县城还通了火车。虽然

公路窄火车慢，也把我美得不行。后

来在电视上看日本的新干线，那个羡

慕，路在空中，车在飞中，盼望着哪一

天咱国家也能有。咱中国地域辽阔，

南 北 万 里 ，东 西 万 里 ，万 里 山 河 壮

美。要是坐上高铁，八千里路朝发夕

至 ，云 有 彩 月 有 光 ，该 是 何 等 惬 意 ！

穷则思变，欲则有望，图则更新。

不曾想短短几十年，中国人的高

铁梦，梦想成真。京广高铁开通头一

趟，我买票尝新鲜，兴奋好几年。之

后大中国八纵八横的高铁网，越织越

密。大中原的米字型，六笔写成。高

铁 是 中 华 民 族 走 向 世 界 的 一 张 名

片。作为国民一分子，不能不为此感

到喜悦，我手不会舞，足不会蹈，可我

心里会。

平顶山受制于地理位置，交通历

来说不上发达。南下北上，要么去漯

河，要么去许昌，虽说有高速公路，还

是不方便。我多么盼望，咱平顶山能

通上高铁。

几年前突然有一天，说郑渝高铁

开修了，真是喜出望外。八字还没有

一撇，我就去看。桩基出地了，我还

去看。箱梁连接了，我又去看。试车

了 ，我 更 去 看 。 虽 说 看 不 出 个 啥 名

堂，但仍兴致盎然。家人说，你成了

高 铁 迷 。 我 说 ，也 是 。 家 门 口 有 高

铁，谁不说好。不光是出行方便，回

家方便，更主要标志着咱这儿也跟上

了时代的脚步。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顾不了老

眼昏花，草率我的高铁梦。既为祖国

贺寿，也为家乡祝福，为幸福感增重。

深秋时节，同在鲁院学习的一位

挚友来平顶山采风。人还在途中，信

息就来了，点名要到平煤神马集团职

工休养院落脚。理由是此处可以头枕

波涛，放牧心灵。一句玩笑，顿时将我

的思绪带回到了儿时。

七岁那年，我第一次离开那个只

长 庄 稼 的 老 家 。 煤 矿 下 窑 的 父 亲 破

例带我到白龟山水库开阔视野，在水

库大坝上，看着一望无垠的湖面，我

兴奋地问父亲：“这就是大海吗？”父

亲哈哈大笑，拍拍我的头说：“这只不

过是个人工湖，但它是平顶山最大的

人工湖，建于 1958 年，是周围三个地

市 65000 名 民 工 历 时 8 年 ，手 推 肩 扛

挖出来的。在湖的下面，沉睡着曾经

灿烂一时的应国古城。看，对面那个

三面环水、亭台林立的地方就是人间

天堂。”

我被这浩大的工程深深震撼，好

久才怯生生地说：“那里住有神仙吗？”

闻听此言，父亲黝黑的脸庞笑出褶子：

“哪有什么神仙，那是矿山功臣们休养

的地方！”

掌灯时分，音乐伴着鸟鸣唤醒了

我的回忆，出租车停在一处名为“曲水

含烟”的石拱桥前。打开车门，便如同

打开一幅情景交融的画面。且不说那

绿荫蔽日的松林香樟、翠竹白杨，也不

说霓虹闪烁下的仿古阁楼、绿草装扮

的地毯广场，单是那假山喷泉伴古筝

声声、小桥流水引孔雀展屏，就让人产

生如临琼楼玉宇、误入仙境的幻觉。

那一栋栋错落有致、故宫风格的迎宾

楼 ，简 直 就 是 能 工 巧 匠 们 孕 育 的 精

灵。那五光十色的彩灯幻化成一条条

彩虹，灵动悠闲地飘向远方，直达人的

心灵。天空飘零的小雨，轻轻吻过烟

雨中的绿杨，卷起阵阵清凉，眨眼间便

被那五彩缤纷的彩灯加工成烟，抽离

成雾……

她 的 美 在 日 出 。 若 是 你 能 挣 脱

“梦呓百番柔香，温馨几度回肠”，一定

要来品味这里晨风的酥润与清香。推

开任何一扇窗，都会有面朝大海春暖

花开的惬意。寻着清香，穿过青翠欲

滴的花圃，便是“情同手足”的“香樟四

君”景观；沿此景观往东北数十步，便

是闻名的“朝阳津渡”景观。立于这曾

经的繁华渡口扶栏远眺，你一定会被

眼前的景象震撼：数不尽的野鸭与鸥

鸟披着霞光在湛蓝无垠的水面上嬉戏

玩耍，朝霞拉起帷幔绵延万里长，碧波

舒展水袖堆起千层浪。此情此景让人

顿感天空格外高远，大地异常寥廓，心

也便随那起伏的波涛开始舒畅起来，

忘记了忧伤，忘记了烦恼，忘记了无尽

的迷惘。

她的美在日落。当夕阳的余晖没

了暖意，从“朝阳津渡”出发，踏着秋叶

铺就的小径，伴着和缓缥缈的乐曲，沿

百转千回的观景廊坊一路向西，先后

途经“神龙觅龟”“观湖听荷”“八仙过

海”等景点，便可到达“激流桥影”。该

景点由一河（回水河）一桥构成，这里

曾经是闻名全国的皮划艇训练基地，

不少皮划艇运动健将都在这里留下过

飒爽英姿。潺潺流水依旧，湖光山色

依旧，运动健儿们拼搏向上、激流勇进

的精神依旧。

由此向西百米就是“露天茶座”观

景 台 。 这 里 是 休 养 院 地 势 最 高 的 地

方，站于其上，整个白龟山水库一览无

遗 。 我 们 的 突 然 造 访“ 惊 起 一 滩 鸥

鹭”，几只白鹤在岸边的浅滩上腾空而

起，清脆的鸣叫响彻天空。“看，看！这

就叫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

色。”朋友急忙用手机定格下这绝美的

瞬间，兴奋难掩。

波光粼粼的湖面上，渔夫划船而

过，船头端坐一位手捧下巴、凝神静思

的小姑娘。远处一座小岛仿佛横亘于

天际，那便是水库中最大的岛屿——

沙岛。我与友人相视一笑，不由一同

吟诵起《诗经》中的名篇——《蒹葭》：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

一方……

此时，休养院里的音乐喷泉晚会

已经上演，迷离的华灯变幻中，传来熊

汝霖和阿宝版的《倾国倾城》：

雨过白鹭洲

留恋铜雀楼

斜阳染幽草

几度飞鸿

摇曳了江上远帆

回望灯如花

未语人先羞

心事轻梳弄

浅握双手

任发丝缠绕双眸

所以鲜花漫天幸福在流传

流传往日悲欢眷恋……

这首歌分明已经听了无数遍，今

天却突然莫名地潮湿了我的眼睛。我

知道，是年龄的增长、美景的触发愈加

让我感慨岁月的流逝，想念起家乡的

亲人。当这种情愫漫过心扉，便悄悄

萌发了乡愁的枝芽……

放牧心灵
●安建功

朋友在山区支教，第二年冬天我

去看她，下车步行十多里路，翻过一道

山梁，到达时已是掌灯时分。

校 舍 简 陋 ，手 机 信 号 时 有 时 无 。

“还好吗？”“好着呢！”朋友笑得开心。

夜听窗外簌簌簌落雪不止，我问：

“这么大的雪，还要翻一道山，明天孩

子们会来上课吗？”“会的。”朋友语气

肯定，“我班上有个叫刘盼的学生，两

个学期，没有旷过一节课，无论什么样

的天气。”

第二天，雪停了，太阳露出圆圆的

笑脸。第一个到校的就是刘盼，小家

伙个子不高，敦敦实实的，脸蛋黑红

色，是山里孩子的本色，走路一蹦三跳

的。这么阳光的小男孩，我心生喜欢。

朋友把我介绍给孩子们：“这是陈

老师，她们那里楼很高，路很宽，还有

很多好玩儿的……大家下课可以问她

啊。”

第一个发问的就是刘盼，他关心

城里的工厂多不多，冬天冷不冷……

小 家 伙 还 说 ，他 长 大 了 也 去 工 厂 干

活。我趁机问他：“下雪了，山路好走

吗，你不怕冷吗？”小家伙说：“我喜欢

雪呀，白白的，像静姐的脸，冬天没有

鸟叫，山上很静，就是静姐的静耶。”小

家 伙 说 着 在 地 上 一 笔 一 画 写 下 一 个

“静”字。

“你喜欢山吗？”小家伙扳着手指：

“我喜欢山上的草，很绿，很软，就像静

姐床上的毯子，很温暖；我喜欢山上的

花，有红的，有黄的，还有白的，颜色多

得我都数不清，我最喜欢红色的，它像

静 姐 的 脸 ……”“ 打 住 ，打 住 ，你 不 是

说，白白的雪像静姐的脸吗？怎么又

说红红的花像静姐的脸呢？”小家伙歪

着头认真地说：“静姐的脸就是又红又

白的呀。”

“我还喜欢山上的酸枣，酸得你不

停流口水，甜得呀，你吃一口都舍不得

停 下 来 。”小 家 伙 说 着 ，还 咂 巴 着 小

嘴。“它像什么呢？”小家伙想了好一会

儿，红着脸说：“它就像静姐！”小家伙

说完就跑远了。

我明白了，小家伙喜欢山，喜欢来

上学，就是因为喜欢静姐。她是怎样

一个女孩呢？

接下来的两天，只要有时间刘盼

就缠着我，小脑瓜里总有问不完的问

题。遗憾的是，直到我离开也没有看

到那个叫“静”的女孩儿。

朋友送我下山，我和孩子们一一

拥别。刘盼小嘴贴着我的耳朵说：“陈

老师，我和静姐有个小秘密。”“什么秘

密啊？”“静姐说山上草绿了，那是她在

想我；山上花开了，也是她在想我；山

上的酸枣熟的时候，她也在想我；山上

落雪的时候，她还在想我……”小家伙

的脸上，红红的光晕，闪闪烁烁，明媚

如阳光，而我心里却隐隐滋生出些许

担忧。

到家，我打电话给朋友，让她留意

孩子们早恋的情况。她吃了一惊：“这

不可能！你发现什么了？”我只好把刘

盼的秘密告诉了朋友。

朋友哈哈大笑：“是你想多了，静

姐是刘盼妈妈的名字，去年孩子刚入

学就去城里打工了，听说进了一家工

厂。”“啊？原来是这样啊！”我释然的

同时，对静姐的敬重油然而生。

母爱是什么？

静姐把她对孩子的爱融入孩子要

跨越的一山一河、一花一果，阳春抑或

白 雪 ，都 赋 予 了 她 对 孩 子 的 爱 和 思

念。没有寒冷，因为有爱在；因为有爱

在，所以跋山涉水变成思念和期盼。

这爱，如盛开的莲花，花香虽不浓烈，

却一点一点沁人心脾……

静 姐

●陈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