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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宫的春夏，是倒映水面的四季绿
和花，健步行是流动的景，别样的芳华是舞
者的节奏，闲坐的长者带着晚霞的平淡包
容，偶有幼童跑出无限可能。这里有城区
最好的阳光和空气，有徘徊的沉思，有生命
的律动，人入画中游，风过是自由。

70年前，千余名地质队员风餐露宿五
个春秋，探明特大煤田，千军万马会战平顶
山。五年后，在 168亩以林地为主的土地
上，建起综合活动室（后来的展览馆）和八
角亭，那是河南省最大、以煤矿建设者为主
题的移民新区园林式工人文化宫的雏形。

我能有的最早记忆，是这园子50年前
的晨雾。一声声唱腔杠杠的气韵浸润在雾
霭里，跑步人卷荡开晨雾，气韵便有了形
状，轻柔地扑过来，包裹了打拳人。八角亭
望溶溶月，池柳轻随缓缓风，周边有麦田、
小河、麦秸秆和土墙顶连片的西杨村庄，有
鸡鸣与人争早，这是整个城出场的乐章，胜
过“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的好。

那年人幼步短，文化宫好大。如今，人
长城也长，跑不到头的感觉难再有。在叶
绿草黄的一回头间，六十五年过去，过文化
宫的风从不缺席，春来染出文化宫的花语，
秋至浸透枝头深情的亮色，无数放牧心情
的平顶山人，在来来去去间，把这有形的园
区，酿成情感的御苑，不经意中的精神家
园。“去哪儿？”“文化宫。”简单熟悉的语句，
叠聚成集体记忆，远走的人也无法清空，文
化宫不是限量版，是这座城市的唯一。

十多年前，文化宫中心园区升级改造，
形成一个U字形沿街敞开式景观建筑群合
围的职工文化广场。开园是个春日，216张
古筝弹奏出《春江花月夜》的旋律，雨后九
曲河，彩鱼推静波，柳扬两岸绿，风过新蕊
多，太极转掌缓，燕儿身轻过，牌场围观客，
输赢争评说，健身器材异，伸展筋骨活，蘑
菇树下藏，孙前爷跟着，熟悉缘来频，陌生
点头乐。这里，水系与古建筑相映，1.5万平
方米植被绘就园区一幅画，引人乐往。

风吹园内25万余株灌木，叶是树的翅
膀，欲飞还休哗啦哗啦地扬，园区内熙熙攘
攘起来。站在宽阔的树荫里，放眼垂枝下
坐着谈天的老者，他们中不乏以通经学古
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的人，而今不问海
宽，归林择木，每个人心头，或有一座彭老
山。抽身一步天地宽，在这里，他们让心灵
相互取暖，得孔颜之乐。生命的存在伴着
每个瞬间走来，是风遇枝头的短暂，韶华不
为少年留，人间不改答案。

有风草都扬，谁不想舞动，让人生有
样。这些当年的林下之风，有过沧海横流
鹰引朝霞齐飞的年轻，而今是随遇而安的
明白，是逝将去汝，更是岁月成碑湛水云影
共晚晴的放下。

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
之过客也。时间从空间经过，空间万物在
时间里变化消磨。谁来过？文化宫过往的
人和事，时间都会替它轻描淡写；谁记得？
多少人在这里留下离开的脚步，如风过，文
化宫只做不说。

风过文化宫
◎陆新义（河南平顶山）

“朝看花开满树红，暮看花落
树还空。若将花比人间事，花与
人间事一同。”

我敲出龙牙大禅师这几句
话，已经从坏心情的泥潭里爬上
来了。

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那
个人要走了，一连数日，心里闷闷
的。约见吗？似乎没有必要。不
见吗？又觉得有话堵在心头。

许多许多，是文字和话语打
捞不出来的，就像花香和月色。
坐在街心花园的大杨树下，仍记
得它小时候的样子。一眨眼，几
十年风流云散，玉米地里的李庄，
榆阴瓦檐、鸡鸣柴扉的李庄，如今
早已是市声喧嚣，牛羊绝迹。

那个眉眼青葱的白衣少年
呢？就这么一转身没入花黄叶落
的山那边去了。

仰起脸，让哗哗响的阳光
拍打着，把自己拍成一段树桩
子……人生如逆旅，你我终归是
行人。人若百事过手不过心，就
不会有什么舍不了、丢不下的。

面对一个不经意扎根在心中
的人，恰到好处的距离如同恰到
好处的黄金分割线。听人说，知
己比友情多一点，比爱情少一点，
最致命就是这“一点”，就像探戈，
在轻扬的旋律里共舞，是要有人
主导的。这主导是一种无言的呵
护，所以，世上只有清明到极致的
人，才配拥有空明澄澈又不失温
馨浪漫的异性知己。

和朋友相聚，他从不带家

人。他说：“你们不是一类人。”
直到差不多一年前，我和他都带
着家人共进晚餐，没提防我被狗
粮喂饱，终于明白了他的心细如
发，原来至深的情愫是会相互侵
犯的。

我曾经去求他的前任，想卖
一捆书给学校图书馆，当场被打
脸了。转去他的办公室小坐，一
杯红茶，暖若春风，笑说：别生气，
大姐，你还是不谙世事啊。

换他主政。我又出了新书，
朋友说，你拉一捆过来吧。

始料不及，朋友又一次碰壁，
我虽不在场，心里更多的是羞愧：
如果没有这份清明和底线，他又
怎么会成为他？

可人在世上混，朋友之间相
互帮忙是免不了的。20年里，他
虚虚实实地帮过我多少回，数不
过来了。他要走了，我的舍不得
里，是不是也包含了这份权势？

深夜独坐，细思深想，再三追
问之后，我还是觉得不是。如果
是，人走茶凉，心不会这般钝痛。
回想那些泥途中的援手，那些温
煦的倾听，那些汪洋恣肆的歌唱，
那些骨肉至亲都难以给予的关切
与呵护，非关名与利。

我对自己说：此生得一知己
足矣，从此相忘于江湖也没什么
不好。

“自古穷通皆有定，离合岂无
缘？从今分两地，各自保平安。”
年年岁岁桂花香，就让我在这年
年岁岁的守望里，静待花开吧。

若将花比人间事
◎曲令敏（河南平顶山）

自从到了示范区上班，每天
乘坐50路公交车便成了习惯。寒
来暑往，始终在起床的斗争中，到
小站的奔袭里。和一群上班人简
单寒暄时，大家都不约而同翘首
望驶来公交车的车窗，估摸会不
会有个合适的座位，狼吞虎咽着
手中的早餐，近一小时后按时顺
利打卡。

这种日子一启动就没有终
点。口罩是必需品，上车扫码，司
机师傅提醒的话语永远掷地有
声，上车的人言听计从。

50路公交车全程50余千米，
跨越主城四区。乘客每天重复着
同一串动作，扫码，刷卡，在司机
师傅满意的示意中轮流入座，没
有拥挤，没有争吵，只有给老人、
孩子让座的轻语，间或有师傅的
大声提醒响起。短短几个小站，
几辆车子头碰头，肩挨肩来回晃
动，富有节奏。师傅平稳地驾着
车，把窗外高大的榉树、杨树，树
下的冬青月季还有叫不上名的花
儿构成的景致迅速抛在身后，那
氛围伴着收获的金秋散发出阵阵
清香，一片温暖祥和。

乘车次数多了，渐渐地和司
机师傅就成了朋友。吴师傅是刚
组建50路时的骨干，已开了18年
公交车。他说，开公交车一手是
国家财产，一手是乘客的安全，得
像爱自己的眼睛一样爱车，还要
顺利地把乘客送到目的地，现在
黄河路在铺路，路况复杂，加上第
一班都是去单位上班的，赶路急，
更得多操心呢。作为老同志，得
带好头。公司现在正在推行星级
车长评定工作，基本标准三万公
里无事故，我更不能落后了，得把
工作当成事业来干，好多细节都
得考虑到，这不昨天就把行车安
排表发到群里了，有啥意见尽管
提。

行程即将过半，人们在人民
医院、建设大厦和平安广场几个
大点的站点散开，开始各自的一
天。这是一群敬业的人。他们只
是顺着同一条线路，乘坐同一辆
车，和踏实的司机师傅一样，迎接
每天的太阳，为自己的家，为鹰城
的美丽明天奔波。这成就了一种
同向的无形精神力量，让人心折，
令人敬佩。

梁实秋在《愿你的生命从容》
中说，人生，不过是一段来了又走
的旅程。我们最重要的不是去计
较真与伪，得与失，名与利，贵与
贱，富与贫，好好地快乐度日，并
从中发现生活的诗意。奔波成为
一种自豪，一种意境，那滋味激励
着我们继续前行。

奔波的滋味
◎李畅想（河南平顶山）

秋阳不燥，秋风正好。在这
纯良静好的日子里，几位好友，忙
里偷闲，来一场相约，不负这美景
良辰，不负这清浅时光。

一片挂满柿子的园子里，几
个志同道合的俗人席地而坐，在
如碧的蓝天里，在戚戚的尚未枯
萎的秋草里，品着飘香的驴肉汤，
吃着地道的烧饼，闻着甜甜的果
香，间或有几声鸟鸣，把工作的烦
躁、生活的压力，统统嚼咽于美食
美景之中。我想此等乐趣，亦不
损于古人山水之乐的雅趣吧。

餐毕，携几个小桶，穿梭在挂
满一个个红灯笼的果林间，伸手
之处，皆是红彤彤、光亮亮的柿
子，发着诱人的光，让人忍不住想
咬上一口，把那脆甜留于唇齿之
间，细细回味。

高处的果子摘起来稍有难
度，幸有高个子友人在。利索地爬
上树，摘下一个个红色的果子，也
摘下一个个美好的回忆。

大兜小兜，满载而归。欢欢
喜喜来，高高兴兴去，兜里装满了

主人的热情，地里留下了游人的
不舍与依恋。田园之乐，真的可
以忘忧，忘烦，忘掉一切的不如
意，多了来自柿园里的情意。

离开柿园，驱车前往露峰山，
盘旋而上，领略了峰回路转不见
君的意境，一番急追猛赶，终于在
主峰附近会合。站于崖边，感受
着微凉的秋风，俯瞰着鲁山县城
的村村落落，南水北调渡槽内，一
带水蜿蜒流向远方，从一域去滋
润另一域，成就了千万人的甘甜
梦，蕴含着宏伟工程参与者的大
爱，记载了曾经的付出与艰辛。

登高远眺，心静情远，满目是
秋景，满目是惊喜。人生难得几
回游，多年后，从记忆的长河
里能淘换出这半日游
的印痕，应
缘于这不舍
的情谊。

愿时光
不老，友人
常在，事事
如意。

不负秋日不负君
◎孔黛诗（河南平顶山）

稿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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