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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广瑞路

血脉亲情

一等奖

《“灵山”创造，让世界瞩目》，王
洁平

《我与灵山的文学缘》，陆永基
《灵山之缘，妙不可言》，精灵

二等奖

《灵山拾记》，浦学坤
《我与灵山不断的缘》，张曙峰
《喜欢灵山的一万个理由》，任勇
《岳父的欢喜》，王才兴
《向前路上的心灵小憩站》，薛艳

三等奖

《灵山缘》，沈毅玲
《千载有余情》，徐波
《母亲的灵山缘》，吴翼民
《灵山·童年·花开的声音》，王陈
《妙音鸟在歌唱》，张嘉岗
《灵山禅者》，尹超
《众生的灵山》，袁佳芳
《灵山，我愿意来看你四季美景

变换》，殷玲
《灵山般若在无锡》，刘莉
《在灵山》，陈筱静

优秀奖

《灵山之忆》，过正则
《胸怀禅意好人生》，何仁军
《春游与素饼》，郭希孺
《与灵山结缘》，陶生峰
《相遇灵山三十载》，熊涛
《一封灵山挂号信的琐忆》，陆

希炀
《灵山“义工”怀茗老》，辛德甫
《两个女孩与灵山》，周小康
《如灯，如影，如梦，如幻》，俞勇
《福地灵山》，陈建琪
《带着祖母上灵山》，蒋森度
《情缘灵山》，徐国权
《灵山镇寺神树》，刘锡生
《我与灵山相拥》，陶建安
《灵山胜境游记》，谢建骅
《如来，如愿》，孔金泉
《我到灵山有所思》，周二中
《江南有约聚灵山》，雨晨
《灵山胜境邮中游》，刘强
《我为灵山景区鼓与呼》，薛汉忠
《我与灵山的三段往事》，徐歆
《难忘灵山行》，王慧勤
《花开见佛，心即灵山》，朱璟秋
《我与灵山的终身情缘》，周慧
《我与灵山有缘》，杭新宇
《“春游”灵山》，秦纪泉
《在灵山的清晨》，丁学东
《灵山胜境“感恩与祝福”文化

旅游活动侧记》，梅钊
《记忆中的马山·灵山变迁》，宋

荣发
《我与灵山结缘》，屠一清

我走在岁月的诗行里，满怀着
热爱和真情。也许，历经坎坷之
后，会更加懂得珍惜和感恩，会重
新去思考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也会
有种恍然大悟的感觉，曾经以为多
么遥远的事情，其实，路就在自己
的脚下，一步一个脚印，终究是会
到达，甚至是超越。我开始学会释
然，这份释然里，有对生命更加的
敬畏和热爱。

去年冬天的一个夜晚，我去
小区门口取快递。也许是冬天的
缘故罢，小区里鲜有行人。我裹
紧衣服走在凛冽寒风里，耳边是风
吹树叶的声音，落叶一地，在昏黄
路灯下，有些凄冷。那个时候，我
也天真肤浅地以为自己是多么透
彻地在领悟生活，领悟生命：自然
界的冬天，是万般萧条，生命中的
冬天，也会是寒意逼人的。现在想
起来，我竟然在心里暗暗地笑自己
了。雪莱说过：“冬天来了，春天还
会远吗？”这句诗意满满的话，究竟
有多少人去思考过说出这句话来
的背景呢？大雪覆盖下的原野，孕
育着繁花似锦的春天，风雨洗礼后
的人生，也会熠熠闪出光芒。

我开始学会与自己和解，与
生活和解。我努力让心里装满阳
光与爱，装满那些美好的往事和
那些想到就倍感亲切的人。

天未大亮，我醒了。我会在
床上赖一会儿，听窗外小鸟啁啾，

我分辨不出是什么小鸟，但这份
愉悦，就足够抚慰人心了。洗漱，
化个淡妆，做早饭，煮咖啡，若有
时间，再翻几页书。我不是一个
精致主义者，但我一直觉得即使
在家的日子，也要保持对自己的
尊重，对生活的尊重，大概，这也
是热爱生活的一部分。

去嘈杂的菜市场买菜，我总
会去那些临时的小菜摊看看，那
里往往可以买到很新鲜的蔬菜，
更让我记挂的，是那些卖菜的老
人。这些都是他们自己种的菜，
我看到他们在寒风里冻得脸上通
红，就莫名地心疼。有一次，我从
一个老奶奶那里买了一大包荠菜，
老人接过钱，很是开心，卖完这些
荠菜，她就可以回家了，她一个劲
地嘱咐我这些荠菜都是她在野外
田埂上挖的，可香着呢。回到家，
我包了荠菜馄饨，那是我吃过的为
数不多的最好吃的荠菜馄饨。

我不禁想到几年前的往事：
那也是一个冬日，我心绪不宁，便
和友人一起驱车去苏州的东山散
心。日落时分，我们找了一家农
家乐吃晚饭，老板很是热情，忙着
倒水递茶，又热情地给我们推荐
特色菜肴，最后，他又说到，荠菜
馄饨也是他们家的特色。我本来
就喜欢吃馄饨，就笑着点头默
许。茶杯捂在手里，我透过落地
窗看着窗外渐渐西沉的落日，落

日通红，看起来很有意境，店里的
空调开得很暖，我不宁的心绪也
在慢慢缓和。突然间，门被推开，
一阵冷风灌进来，我不禁打了一
个寒战。进门来的是一个满头白
发的老奶奶，她用吴侬软语说道：

“老板，荠菜来咯。”老板接过荠
菜，用手随意地掂了掂分量，又随
手拿了一张纸币给了老奶奶。老
奶奶开心地接过钱，小心地折叠
好，装在口袋，又推门出去了。隔
着玻璃窗，我看见冷风吹乱了她
的头发，我看着她的背影在我的
视线里越走越远，然后消失不见，
我追寻的目光，再也无处安放了，
我的心竟开始空落落起来，我的
眼泪盈满了眼眶，我的心也莫名地
疼和不安。在老板的吆喝声里，馄
饨端上了餐桌，看着热气腾腾的馄
饨，我再也没有忍住蓄了很久的眼
泪。也许，这就是生活，忙忙碌碌
之中，我抱怨过生活的冷酷和琐
碎，但，我的心里也饱含情感。当
真正把情感融进了生活，生活也就
鲜活起来了，生活的冷酷和琐碎，
也就慢慢溶解了。我的心里，依旧
装满的，是爱，是暖。

我的蝴蝶兰，在冬日的阳光
里静静地绽放，阳光洒进来，折射
着生命的光泽，香气幽幽。一如
我自己，在冷风冷雨里走过，我又
走回了春天里，走回了岁月的诗
行里。

新春佳节，是亲人相聚的时
刻。大年初一下午，接到小堂哥的
电话，说弟弟难得从北京回来，一
定要请他吃个饭，时间定在年初二
傍晚，地点就在胶山脚下的安镇农
博园大酒店，同时邀请爸爸妈妈和
我跟姐姐等几家一同赴约。虽然
不久前家族中的亲人刚刚聚会过，
但接到堂哥真心诚意的邀约，还是
欣然答应了。这些年春节前后，小
堂哥总是借着我爸爸妈妈从北京
回来等各种由头，张罗我和姐姐、
表弟等几家成员的小聚会，对爸爸
妈妈这两个长辈礼节上做到尊敬
备至，对我们几个堂妹、堂妹夫也
极尽关心、照顾，浓浓的亲情融溢
在热气腾腾的饭菜和无拘无束的
交流之中。

伯父家养育了一女两子，当时
家庭经济条件一般，小堂哥虽是伯
父家中最小的孩子，却也很早就懂
得了帮衬父母承担家庭责任。小
堂哥肯吃苦，脑子也活络，学什么
都很快，家里的农活及外面的技术
活都拿得出手，经济拮据时还曾经
用别人废弃的油漆桶剪裁、敲打成
铁皮畚箕售卖增加收入。20世纪
七八十年代，农村家家户户建造新
房子，所需要的建筑材料也多，记
得那时小堂哥和他的一帮兄弟就
在家门前的空地上加装了几个坚

硬的地桩，然后拉起又粗又硬的钢
筋，再用木头做的底板铺好架子，
拌好黄沙、水泥、石子，浇铸建造楼
房所需要用的长条形空心板。等
过了几天水泥板硬实了，便用机械
运送到一边堆放起来，进入新一轮
的浇铸流程。有时他们还像专业
匠人一样浇铸阳台上所需要的水
泥花窗等。堆放在村子道路边的
建筑材料，很快会被拖拉机或者板
车来运走，想来小堂哥他们的口袋
里也会渐渐增加一些收入。后来，
小堂哥学习了冷作的工种，他常常
应别人的需求做一点江湖救急的
事情，家里经常可以看到他烧电焊
时用的点焊枪和面罩，我记得我们
家一辆超长的板车就是当时他和
我的爸爸、小姑父他们几个一起合
作完成的。

因为贫穷，因为个头不那么挺
拔，小堂哥在成长过程中所受的
挫折和苦痛可能比别人更多一
些，但他从来没有自怨自艾、自暴
自弃，而是不断奋斗、自强自立，
既懂得勤俭持家，也知道开源节
流，等手头有了一些积蓄之后，把
一个小的冷作工坊提升成了专门
制作抓斗的高杨港机厂，把业务
还拓展到了国外。当年，小姑父、
表哥、表弟还有表姐家的侄儿等
好多亲戚都在他的厂里工作，一

家小厂解决了好几家人的生计。
后来，因为城市化建设进程的推
进，小堂哥原来厂所在的地方拆
迁，厂不得已搬迁到了远在几十
公里之外的江阴，上班、管理都不
如原来方便。小堂哥的年龄也渐
渐大了，家里孩子的工作、生活也
都迈上了向上的轨道，不再需要
他们辛苦支撑一个厂，加上后来
厂里也刚好遭遇到一些安全、环
保等方面的影响，最后就把厂关
了。如今，小堂哥的孙女已经上
初中，孙子也已经上小学三四年
级了，儿子、媳妇的工作都很稳定
且持续保持上升的态势，一家人
团结和睦、相亲相爱，小堂哥也安
心地过上了居家养老的生活。

所谓的幸福，我想就是像小
堂哥那样，在自己依然年富力强的
时候实现了年轻时的梦想，92岁
的老母亲依然健在，身边有一个贤
惠能干、相伴走过几十年风风雨雨
的贤内助，膝下有一双组成一个

“好”字的孙女孙子，手中有一定的
积蓄，不必为日常消费和开销担
忧，儿子媳妇不啃老，他们自己已
经接连买了好几套房子，作为父母
不用再为孩子们的创业发展做牛
做马、节衣缩食……相信小堂哥他
们一家的生活日后一定会更加温
馨美好。

| 孙艳芳 文 |

语丝·五里湖

岁月的诗行

“我与灵山的故事”
征文获奖名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