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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春节注定是一段被历史记载

的非同寻常的时光。因为一场突如其来

的新冠肺炎疫情，除夕，武汉封城。

一连串政令从中南海发出，举全国之

力，驰援武汉！

全国 4 万多名医护人员分批驰援武

汉、湖北。白衣为甲，前赴后继，演绎出无

数与死神抢夺生命的故事，让人刻骨铭

心，终生难忘……

11 月 7 日 下 午 ，在 平 煤 神 马 医 疗 集

团总医院，我们见到曾经担任平顶山市

第 一 批 援 鄂 医 疗 队 医 师 队 队 长 的 刘 艳

辉 那 一 刻 ，方 知 风 暴 有 眼 ，援 鄂 医 护 人

员一线肉搏也从容。

眼前的刘艳辉是个暖男，笑容明亮，说

话家常，一点也看不出他曾经在武汉坚守

58 天，是荣获“河南省抗疫先进个人”“河

南省优秀共产党员”称号的那个凡人英雄。

“你是不是自己报名支援武汉的？”

“组织找我谈话，身为共产党员我不

能推托。”

“你怕不怕？”

“怎么能不怕？2 月 2 日一到武汉机

场，我们首先看到两行标语：‘万众一心

战疫情 众志成城克时艰’，一片肃穆，

心 里 沉 甸 甸 的 。 半 小 时 等 待 入 住 的 时

候，拎着行李不敢往地上放，手都勒出了

紫印子。”

“原计划培训三四天，可疫情紧急，24

小时不到，我们就受命奔赴武汉华中科技

大学附属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这是

一个危重症重点医院，尖刀中的尖刀、前

线上的前线，插管最多、拔管最多，第一版

新冠肺炎治疗方案就出自这里。”

“说实话，刚开始我们内心忐忑，因为

面对的是武汉危重症新冠肺炎患者。但

同时我们又是坚定的，这份坚定来源于我们

对自己专业知识的自信。我们是第二批援

鄂河南医疗 队 ，我 是 省 医 师 组 副 组 长 ，

平 顶 山 市 第 一 批 援 鄂 医 疗 队 医 师 队 队

长 和 平 煤 神 马 医 疗 集 团 总 医 院 临 时 党

支 部 书 记 。 122 名 医 护 人 员 在 党 旗 下

庄 严 宣 誓 ，大 有 风 萧 萧 兮 易 水 寒 的 气

氛 ，悲 壮 却 一 点 也不悲凉。人在火线，要

承担起医护人员必须承担的职责，我们怀

着必胜的信心！”

“汇报”和“日记”，安抚着
两相牵挂的亲人

刘艳辉，1982 年 11 月出生于鹤壁市

京广铁路西侧的淇滨区（当时的鹤山市郊

区）刘庄村，父亲是鹤壁市鹿楼机械厂的

工程师、副厂长，母亲是农民。

农家出身的刘艳辉，有一位国学底子

深厚、对孔老夫子非常崇拜的爷爷。他从

小跟着爷爷读《古文观止》《论语》《诗经》

等经典著作，使他在医学专业之外，涵养

出了细腻温软的人文情怀。

在中法新城院区的每一个工作日，作

为医师组副组长，刘艳辉除了临床值班，

刚开始时还负责医师组的排班。31 名医

生，3天一小排，5天一大排，要准确把握每

个人的情况，不能有丝毫闪失。医护人员

进入病房要过 5 道门，身上 6 大件，脱衣比

穿衣可怕。有一次，同事帮刘艳辉去口罩，

因为操作不规范，污染面儿碰着了眼睛，他

心里一下子哇凉哇凉的，万幸没有被感染。

繁忙的工作之余，作为临时党支部书

记的刘艳辉每天一则工作汇报，一天不落

地写了 58 篇。同事们的工作照是他现场

拍的，配发的文字也是他用心写的，饱含

真情，有力度又有温度，把援鄂战友不畏

艰险、一丝不苟的工作精神原汁原味地传

回家乡。这个喜爱文学却听父亲的话考

取了郑州大学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的小

伙子，把文学才华用到了刀刃上。

除了工作汇报，他还写下了数十篇日

记。肃杀里，有江水的声音；险难中，有星

月的味道。

2 月 4 日，抵达武汉的第 3 天。下午 1

点，总医院团队接诊了第一例 60 多岁的

男性危重患者。病人高烧 39℃，腹痛，没

劲儿，就像是离开了水的鱼。CT 显示，病

人双肺已被染白。值班的刘艳辉和同伴

们立即展开抢救。5 分钟过去了，症状仍

无缓解，病人指尖血氧饱和度不升反降。

“马上换吸氧面罩！”缓解又反复。

“立即换经鼻高流量！”

一个半小时后，病人的危险症状逐步

缓解。2 月 16 日，病人双肺基本恢复，两

次核酸检测均显示阴性，这是该院区第一

例转危为安的重症病例。这如同一束光，

驱除阴霾，坚定了全体同事战胜疫魔的信

心，同济医院总部送来了鲜花……

喜讯传回平顶山，亲人们奔走相告，

同事们泪水潸然！

深情款款的文字，温暖了
多少离人心

今日，乃元宵佳节。我们总医院赴武

汉医疗队队员今晚在同济医院病房一起

度过了这个难忘的节日。

身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

此时此刻，月华满地，江天一色，了无纤尘。

我们鹰城赤子在江城抗疫工作岗位上，遥

祝家乡父老乡亲阖家团圆，幸福美满！

张若虚有诗句：“谁家今夜扁舟子，何

处相思月明楼？”天下人谁无离别怨？可

我们今日的坚守，都将奔向以后的团圆。

今夜武汉无眠，全国各地有无数个像我们

一样暂别‘小家’的白衣战士，我们终将换

来祖国这个‘大家’的康健、繁荣。

刘艳辉的日记，就这样一篇一篇自心

间流出，致意亲人，致敬祖国。他说：“此

次江城抗疫，我最大的收获就是深切地感

知了祖国的伟大，共产党是最能担当的

党，我们的政府是最负责任的政府！”

2 月 26 日，刘艳辉的女儿做阑尾炎手

术，他难免牵肠挂肚，好友小秦打电话安慰

他，他回说：“没事儿，书记、院长都盯着呢！”

一名铁骨铮铮的战士，一个柔情似水

的男儿，这就是刘艳辉。

宛若平常一段歌

光阴回溯到 1998 年，刘艳辉正读高

中，父亲所在的工厂倒闭。幸得父亲有技

术，接一些零活儿，很辛苦。刘艳辉偏爱

文科，心仪的是汉语言文学专业，高考后

报志愿，父亲说：“咱家没有医生，你就报

医学专业吧。”刘艳辉二话没说，填报了郑

州大学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大学期间，

为了不给家里增加负担，他利用假期当家

教，自己解决了一切上学费用。

这样一个刘艳辉，最懂得惜物。

医疗队刚开始开展工作的时候，缺少

防毒面屏，刘艳辉和同事们挨户敲开商户

的门，寻小学生书皮儿代替。得知他们是

援鄂医疗队员后，商户们免费奉送。起初，

大家连泡面都吃不上，不久后就有了专供

的盒饭；再后来，武汉政府又派来了专职厨

师，饭菜非常丰盛。刘艳辉建议大家把吃

不完的饭菜捐献给需要的人……

问他援鄂期间有没有流过泪？

刘艳辉说：“流过！告别武汉那天，我

们在广场上集合，对面楼上的窗户全都打

开了，每个窗口的人都在喊：‘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为武汉尽力！’对武汉亲人的依

依惜别，我们只能高呼口号：‘鄂有何难？

有我河南！携手抗疫，武汉必胜！’我们挥

着手，喊了一遍又一遍，直白的口号充满

依依惜别的情义，我们一个个泪流满面。”

问起今后的人生规划，刘艳辉说：“我

一介书生，只不过是尽了心、尽了力，对得

起这一身白衣，对得起党徽，组织上却给了

我这么大的荣誉，还提拔我担任重症科副

主任……我知道，我的责任更重了。想要

做一个好大夫、工作上达到游刃有余，我还

要学习学习再学习。好脑子是练出来的，

悟性是不断磨砺出来的。我只想脚踏实

地，像老主任那样，对于疑难复杂病例，悉心

体悟，全力救治，做到无愧于心……”

“没有逆行天使，只有尽责担当的凡

人。58个武汉抗疫的工作日，我们团队的

每个人都添了白发，但都无怨无悔。正因

为生命中有了这样的日子，让我懂得了生

命的短暂和珍贵，更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

对于国，对于家，笃诚与热爱，责任与担当，

才是一个人活着的动力和最大的乐趣。”

采访结束，往回走的路上，心中除了

对白衣战士刘艳辉的肃然起敬，更多的是

对他平凡朴实品格的深深敬佩。刘艳辉

有一个幸福的小家，妻子是他同事，女儿上

小学三年级，儿子上幼儿园。平时因为他的

工作更忙些，所以妻子承担家务要多些。刘

艳辉说他喜欢研究高中数学，数学是一种奇

妙的思维，工作之余给人一种最好的休息。

更重要的是想要辅导孩子，他觉得自己物

理、化学没问题，数学得加把劲儿……

一个好医生之外，刘艳辉还是一个好

丈夫、好父亲。生命如水，流淌不息。刘

艳辉，祝愿你的日子安顺如歌。

（曲令敏 赵金萍）

铁骨铮铮情似水

小区门口有一家名为“秦镇米皮”的

小吃店，夫妻二人经营米皮、凉皮、砂锅

面、米线、麻辣烫、土豆粉，还兼卖烤肠，

啤酒、汽水等饮料。

说它小，一点也不委屈它，目测只有

十几平方米。进门摆着四张不大的长方

形小桌子，每个小桌子可以坐四个人。

隔着一个玻璃隔断，就是小吃店的后厨，

常 常 见 到 勤 快 的 女 主 人 在 后 厨 忙 着 下

面、调菜。老板是个瘦瘦的矮个子中年

男人，既要在门口招呼客人，还要时不时

给老婆报饭，端饭、收钱、收拾碗筷也是

他的任务。一个人身兼服务员、收银员、

迎宾，忙得脚不沾地。

这家小吃店的馄饨皮薄肉多，汤味

鲜美，女儿很喜欢吃，基本上 每 周 都 要

吃一两次。一碗馄饨，一只烤肠，让小

姑 娘 吃 得 满 头 大 汗 ，心 满 意 足 。 去 的

次 数 多 了 ，我 跟 年 近 四 旬 的 老 板 渐 渐

熟稔起来。

今儿个下午放学，女儿嚷嚷着肚子

饿了，缠着让我带她去吃馄饨。

“哥，上次过来的时候，馄饨卖完了，

今个儿也卖完了，现在再给你们现包。”

老板一边给别的客人端饭，一边微笑着

给我打招呼。天天人来人往的，难为他

还记得这么清。

无须我张口，他看了小姑娘一眼，朝

后厨大声说：“一碗馄饨，一根烤肠。”

饭很快端了上来，女儿埋头吃得津

津有味。

我要了一瓶啤酒，不紧不慢地啜着，

看女儿有滋有味地品尝美食，既是消磨

时间，更是难得的享受。

小 孩 子 边 吃 边 玩 ，吃 饭 很 费 时 间 。

我对面的两张桌子渐渐空了下来。

一缕曲曲婉转的音调从身后蔓延过来，

轻轻地敲打着耳膜。

谁在吹笛？

扭头一看，黑瘦的老板坐在第四张

桌子后面，正全神贯注地吹着一首歌曲，

听调子是曾经非常流行的《北国之春》。

他半低着头，双眼微闭，八根指头在黝黑

发亮的笛管上灵活地上下跃动，沉浸在

自己的音乐世界中，全然没有注意到我

惊异的表情。

说实在的，与专业人士相比，他的吹

奏水平显然还欠火候，不过相比一般的

笛子爱好者来说，他的水平还是不错的。

我很奇怪，在这样一个普通的小吃

店里，一个怎么看也不像有文艺细胞的

人，竟然身怀吹笛才艺？

一曲终了。我从惊讶中回过神来。

他嘴角上扬，朝我无声地笑了一笑，似乎

有点不好意思，又低下头抚弄那支油光

发亮的竹笛。

“老板吹得不错呀！”我由衷地赞叹

道。

“呵呵，没事的时候吹着玩的，比喝

酒抽烟打牌强。”他抬起头看着我，眸子

中闪着光，轻轻地把笛子放到餐桌上。

“你是啥时候学的笛子？”我灌下一

大口啤酒，拉开了话匣子。

“噢，我十几岁时，在农村上初中，你

知道那时候哪像现在，想学什么乐器都

有条件学习。我那时候有个本家称呼爷

爷的人在县剧团上班，没事的时候跟他

学的指法。初中毕业在社会上混，天天

想着挣钱发财，这个爱好都撂下好多年

了。”一提起笛子，他眼睛发亮，精神也似

乎振奋起来，往事滔滔不绝地从他口里

流泻出来。

“整年忙忙碌碌，累得腰酸腿疼，开

个小吃店，像困在了监狱里一般，有时候

感觉没有一点意思，抽烟喝酒打牌我也

不会，就又捡起了荒废多年的爱好。你

还别说，没事的时候吹上两曲，感觉心里

挺畅快的。”他说。

我点点头，插话说：“挺好，有点爱好

让人感觉生活也有了乐趣。”

“你说得可对，我一吹上笛子，感觉

浑身的疲劳也减轻了，生活的烦心事好

像也忘了。”他说。

女儿吃完了，我们起身离开。

笛声再次在身后飘荡，声声传情。

记住这个小店，以前是因为食物，今

后会是笛声。

访人头山村
一别山乡三十春，疑迷不定费详询。

分明塞岭茅檐旧，却是通衢景色新。

车马朱门更气象，田渠碧水浥风尘。

村头老宅留凭忆，陈物尤牵见往人。

行香子·宝山山行
数里青峰，壑岭重重。沿蹊径、渐入迷

踪。参差山色，错落春丛。望石如仙，云如

练，涧如龙。

人家何许，深行溪谷。竹相随、坡上

葱茏。疏疏村寨，篱畔临风。见羊儿跑，鸟

儿戏，蕾儿红。

晚上八点左右，我在小区的菜市场闲

逛，夜已黑得深沉，街灯下一位戴单帽子的

老人在卖萝卜。

聊起来，老人说他家住祁营村，60 多

岁。年龄比我大，我就称他为老哥。老哥

看看剩下的大大小小、体型别致的萝卜，问

我要不要。我说萝卜太多了，我腿不好使

掂不动。他问我住哪儿，我说不远，他回家

刚好路过我家。

萝卜刚上市，正是贵的时候，我不想要

这么多，就又问能便宜多少，老哥说原本卖

一块钱一斤（1 斤=500 克），现在六角一斤，

要完都中。称重 26斤，他只让我付 12元。

乘坐老哥的电动三轮车回家，我紧挨

着老哥坐着。以前腿脚利索时，我几乎天

天晚上在菜市场把菜收堆儿买，这是我从

母亲那里继承下来的一个习惯。母亲常说

吃不穷，穿不穷，打算不到就受穷。把菜收

堆儿买，对自己和卖菜的都有好处。菜农

或菜贩的菜卖到最后大都不扳价，能卖出

一分是一分。

来到家属楼下，老哥把萝卜从车里拿

到地上，他收拾三轮车时，又问我吃萝卜缨

不吃，水焯了下面条可美，说着他拣了一袋

嫩嫩的萝卜缨给我。

当晚，把买菜的事发朋友圈，许多朋友

点赞，一位老姐姐留言说，她也爱在晚上把

菜收堆儿买，买了吃不完，大多分给邻居了。

我想起以前与爸爸妈妈住在一起，做

饭时少葱缺盐总向邻居借，而我家蒸了包

子或炒了肉也会惦记邻居，分给他们尝尝

鲜，那时左邻右舍关系处得像一家人，温馨

和谐。自立门户后，因工作太忙，便少了许

多这样的交流。渴望重拾与邻居们幸福交

流的日子，唯愿我们的日子充满阳光下的快

乐和灿烂，重温那缓慢温馨的旧时光。

113.梁山水泊

北宋宰相王安石（江西抚州

人）一心想着国家社稷。有人投

其所好建议说：“将八百里梁山泊

之 水 排 空 ，可 以 种 庄 稼 造 福 百

姓。”书呆子王安石觉得这想法不

错，就与中央书记处书记（中书舍

人）刘攽（江西新余人）商量。王

安石问：“梁山泊这些水排到何处

是好？”刘攽苦笑道：“自其旁别凿

八百里泊，则可容矣（在旁边再挖

个八百里宽的大坑）。”王安石恍

然省悟说：“这是啥狗屁主意！”

114.诏赐银靴

南唐皇帝李璟（江苏徐州人）

做太子时，侍从冯权鞍前马后悉

心照料。李璟许诺冯权说：“我富

贵，为尔置银靴。”南唐保大元年

（公元 943 年），李璟即皇帝位，对

群臣各有赏赐。有一天散朝，皇上

见冯权欲言又止，遂问何事。冯权

提及当年许诺银靴之事。皇上大

笑道：“认账认账。”诏赐冯权白银

三十斤，以银代靴。冯权这货竟真

的请工匠打造了一对银靴。不知

道他穿在脚上的感觉如何。

115.夫人当家

老成持重的杜业是南唐兵部

尚书兼枢密使，辅佐南唐开国皇

帝李昇居功甚伟且谦逊低调，皇

上非常器重。杜业夫人张氏妒悍

尤急，严禁老公娶妾，杜业动了几

次念头都作罢。皇上得知此事，

想帮帮杜业将军的忙，就让皇后

王 氏 召 杜 夫 人 至 皇 宫 吃 饭 。 席

间，皇后劝杜夫人说：“杜将军现

在功高位显，娶个妾也属正常，咱

们妇道人家睁只眼闭只眼算了！”

杜夫人流着眼泪说：“别看杜业这

人平时不吭不哈，其实本性张狂，

正因我每天提醒才有了今天。现

在正值朝廷用人之际，如果任由

他 生 活 上 放 纵 ，必 定 会 影 响 工

作。娶妾这事绝对不行！”皇后将

杜夫人一席话转述给皇上，皇上

大加赞赏，赐予杜夫人银盆彩缎。

116.互相谦让

宋神宗熙宁二年（公元 1069

年），状元出身的郑獬（字毅夫，湖

北孝感人）出任翰林学士。不久，

王安石亦入翰林院兼侍讲。按朝

廷规矩，先入职者座次居上，郑獬

上 奏 说 ：“ 臣 德 业 学 术 及 天 下 士

论，皆在王某之下，今班列反在其

上，臣所不遑，欲乞在下（无论品

德与水平还是舆论评价，我都不

如王安石，请将我的排序置于王

安石之后）。”宋神宗觉得有道理

并予以采纳，王安石力辞曰：“岂

可因郑先生的谦逊而变祖宗规矩

耶？”郑獬表示若不改变排序将辞

职，皇上下诏曰：“王某班列在郑

某之上，不得为永例（王安石排在

郑先生之前，下不为例）。”尽管如

此，主张变法的王安石与郑獬之

后相处得并不愉快。 （老白）

铁骨铮铮情似水

笛 声

我 与 杨 伟 利 只 有 两 面 之 交

——“交集”的交。因为有共同的

朋友，便在聚餐中交集了，并没有

交流互动。

第一次交集，她几乎没有说

几句话，给我的印象有如寒冬里

北国的山，一派冷峻。

第二次交集，感觉伟利随和

了些，但留给我的冷峻印象仍未

消 除 。 席 间 收 到 她 的 散 文 集 新

作，一看书名《花祭》，不由心里咯

噔了一下：莫非她也有黛玉葬花

似的温软？

于是，回到家，就打开了书。

首篇便是与集子同名的《花

祭》。 读 了 没 几 行 ，我 便 瞪 大 了

眼睛：原来她写的“花”，竟是“那

个”……连女性自己都羞于启齿

的周期性生理现象啊。我简直不

好意思再往下看了，但终究还是

看 了 下 去 ，而 且 是 一 口 气 看 完

了。因为她不仅敢写，而且写得

那 么 从 容 优 雅 ，那 么 富 有 诗 意 。

她把自己的少女初潮称作“一朵

花的开放”，把告别来潮说成“花

儿即将枯萎”。如此，便有了她这

独树一帜的“花祭”。

《花祭》这篇美文，彻底颠覆

了我对伟利的冷峻印象，取而代

之的是“温软”，水一样的温软，而

且是那种历经阳光关照的水，是

那种总被煦风轻拂的水。

第二篇散文《黄昏的歌唱》，

写得非常美，凄美加壮美：病房中

的我，弱得说话的气力都没有了，

却在近于绝望时含泪唱起了歌，

之后还唱进了医院的花园，带动

了众多病友一起唱，直唱得最后

有了“足够的气息”。再加上穿插

进去的十一岁时以深夜唱歌孤身

“战”群鼠，十五岁那年建筑工地

搬运砖块受不了时在心里唱歌，

真真是撼人心魄，催人泪下。可

是赞美、感动之余，我猛然发现，

这 篇 散 文 似 乎 又 让 冷 峻 唱 了 主

角，温软则成为跑龙套的了。

再往下看：

《焦渴的午后及夜晚》和《黄

昏的杀戮》，都是冷气逼人的冷峻

篇章。前者从一只因焦渴而“死

状惨烈”的蝈蝈写起，铺陈了自己

因手术不能进水而口渴之极，以

至于“想喝掉自己的鲜血”，进一

步写城市为“解渴”而修人工河，

民工们却疯狂地杀死了一条无辜

的蛇；写人工河通水周年庆典以

灯带荼毒树木等，可谓冷峻重重，

直冷到人的骨子里，峻到人的灵

魂中。后者以滥开发景区造成环

境惨不忍睹为底色，描述了十二

只小羊变成景区泼水节烧烤羊肉

的过程。从被捆着四蹄“不再作

任何挣扎”的小羊，到“霍霍地磨

着尖刀，以粗糙的手指拭着利刃”

的屠夫，直到小羊“像撕裂一张白

纸”一样被杀掉，一步步地冷峻到

极致，冷峻得让人毛骨悚然。

《在外婆膝下的日子》和《但

愿人长久》，却仿若山重水复之后

的柳暗花明，让人一下子又回到

了温软世界。两篇散文都是写外

婆的。第一篇写作者十三岁之前

随外婆生活的美好记忆，点点滴

滴、丝丝缕缕，洒满柔情、浸透蜜

意。第二篇则写抢救九十六岁外

婆生命的片断，一句：“为了让外

婆睡得舒服一些，我曾经坚持用

一个姿势抱着她六个小时”，让铁

石心肠的人都得泪流满面。一句

“就在医生告诉我们（外婆）血彻

底止住了那一刻，我们几乎欢呼

起 来 ，然 而 ，也 就 在 欢 呼 的 那 一

刻，弟媳、我、妹妹同时晕倒了。”

让我无比感动之余，亦肃然起敬。

《冬日阳光下的父亲》及《白

雪蝴蝶》有所不同，是先冷峻后温

软，转得不留痕迹。

《胭脂黄昏》则与之相反，由

温软到冷峻，是在不知不觉间蜕

变的。

《海棠满园》写人时冷峻，写

猫时温软。

…………

罗列前述这么多篇目，只是

想为本文的标题提供一个佐证：

我隐隐地觉着，写这些散文时，伟

利分明是在冷峻与温软之间不停

地游走着。她游走得尽管并不轻

松，却从容自如。

何以如此？我也想不揣冒昧

地探求一二。

其一，跟她的人生经历大有

关系。她的童年、少年时代太苦

了，因为没有了正常的家，对世情

冷暖自然就分外敏感，也分外刻

骨铭心。因而，用或冷峻或温软

的笔墨游走其间，“还原”彼时的

冷暖经历及其感觉，实属再正常

不过；以这种经历和感受观照现

世的人和事，亦是顺理成章。

其二，跟她的个人情怀深度

关联。伟利拥有抑恶扬善、悲天

悯人的情怀。这情怀烛照着她的

温软，也引领着她的冷峻。她的

温软，是扬善的本色呈现；她的冷

峻，是抑恶的含蓄表达。从这个

视角看，她的冷峻与温软，其实是

异曲同工。她的在冷峻与温软之

间游走，岂不就是在谱写抑恶扬

善的协奏曲！

其三，尤为重要的，跟她的善

于思考密不可分。说实话，我在

看 伟 利 这 本 散 文 集 的 不 少 篇 章

时，既不是一般意义的阅读，也不

是现在很时髦的悦读，而是实实

在在的品读。因为我觉得，她的

很多文字尤其是一些冷峻文字，

内涵都很丰厚。不品不足以尝意

味 儿 ，不 细 品 不 足 以 得 余 味 儿 。

而这意味儿，这余味儿，都系于她

的思想高度和认识深度。她之所

以能或冷峻或温软地挥洒自如，

纵横捭阖，不仅在于她文字功力

了得，更在于她始终有一根思想

之纲提挈着文字之网。她是在思

想和山巅上俯瞰世间万象的，她

是在思想的天空里调度她的文字

大军的。这当然得益于她从小养

成的勤于思考，更得益于她凭借

长 期 思 考 不 辍 磨 砺 出 的 善 于 思

考。可以说，伟利的不少散文，都

是有思想的文字，都是会思考的

文字，都是她思考的斩获，都是她

思想的结晶。

游走在冷峻与温软之间
□娄禾青

买菜记
□侯旭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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