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鹳雀楼2021年 11月 25日 星期四

E-mail：ycrbgql@126.com

文化新闻部主办

责任编辑 赵卓菁 美编 张徐曼 校对 郝鹏飞

总有一些年份，注定会在时间的
坐标上镌刻下熠熠生辉的印记。

——题记

一

小雪节气之后，寒风刺骨，天气
一天比一天冷了。

窗外天寒地冻，室内温暖如春。
六 十 多 岁 的 孙 吉 安 坐 在 自 家 的 客 厅
里，天然气烧的暖气开个不停，他一
边欣赏着电视中的精彩画面，一边不
由得感慨：我们赶上了好时候了，感
谢共产党，感恩社会主义！

孙 吉 安 是 稷 山 县 稷 峰 镇 荆 平 村
人。一个多月前，当肆虐的汾河水淹
没了他家的房子，淹没了家里的床等
一应家具，他哭着说：“我可怎么活
啊，我们一家子可怎么活啊！”当时的
场景，让参加抗洪抢险的干部群众人
人心里难受，人人不由落泪。

汾河是黄河的第二大支流，流经
我 省 忻 州 、 太 原 、 吕 梁 、 晋 中 、 临
汾、运城 6 市 29 个县 （市、区），全长
713 公里，流域面积 39721 平方公里，
在万荣县荣河镇汇入黄河。

汾河在稷山县境内长度为 41.4 公
里，流经 3 个乡镇的 35 个村庄，汾河
防洪堤防总长 48.27 公里。据有关人员
介绍，从今年 1 月 1 日到 10 月 9 日，稷
山县总降雨量达到 759.2 毫米，而历年
平均值为 422.6 毫米。仅 10 月 8 日这一
天，汾河洪峰流量达到 1190 立方米/
秒，是 40多年来没有过的。

风声、雨声，声声紧急；
汗水、泪水，水水交融。
10 月，本该是一个充满喜庆的季

节，是一个丰收在望的季节。然而，
谁能想到，咆哮的汾河洪水卷起一次
又一次洪峰，像一只无情的魔爪，不
断地制造着险情，猝不及防地酿造出
大大小小的悲剧和灾难。面对突如其
来的特大洪灾，后稷儿女在县委、县
政 府 的 坚 强 领 导 下 ， 发 扬 “ 万 众 一
心 ， 众 志 成 城 ， 顽 强 拼 搏 ， 敢 于 胜
利”的伟大抗洪精神，谱写了一曲战
天斗洪的英雄壮歌。

防汛就是责任，抢险就是战斗。
进入 9 月后，稷山县的党政领导就多
次召开防汛抢险专题会，对汾河防汛
形势进行研判，制订应急预案，成立
防汛应急指挥部。10 月 7 日，三级蓝
色预警升级为二级橙色预警。县委书
记吴宣、县长王润坚持在汾河边现场
办公，昼夜坚守一线。县四大班子领
导分成六个组，包联重点防汛区域，
靠前指挥。稷山县水利局作为这次防
汛抢险的“吹哨”单位，迅速成立了
4 个 应 对 汾 河 洪 峰 技 术 服 务 领 导 小
组，局长赵鹏白天黑夜连轴转，吃住
在大坝，连续多天顾不上回家。稷山
公安民警闻“汛”而动，局党委立即
启动应急处置预案，多次召开专题会
议，与镇村干部形成合力，实行 24 小
时 值 班 …… 与 此 同 时 ， 县 农 业 农 村
局、林业局、财政局、枣业中心等单
位的党员干部，冒着大雨，与沿河村
的数千名党员及群众，奋战在汾河大
坝的抢险第一线，一夜未眠。

二

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个支
部就是一座堡垒。“我是党员，我先
上！”“我是党员，跟我来！”一声声发
自肺腑的喊声，在大坝上回荡着！广
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连续作战，全
方位全身心投入防汛抗洪之中。

汾 河 自 东 向 西 ， 贯 穿 稷 峰 镇 全
境，使得该镇成为全县抗洪抢险的最
关键地带，是成是败，全看稷峰。稷
峰镇新一届党政班子是去年 12 月份上
任的，年轻有为，敢想敢干。面对这

次洪灾，他们坚持“人民至上、生命
至上”的原则，充分发挥 44 个村党支
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
范作用，竭尽全力开展隐患排查，在
防汛救灾一线践行初心使命，第一时
间成立了全镇防汛救灾工作领导组，
由镇党委书记胡铁骑、镇长马鸿担任
双组长，各片长、分管副职担任副组
长，各村成立防汛救灾小组，提前深
入沿汾各村全面开展防汛工作。镇领
导以身作则，率先垂范，精准施策，
先后深入马壁峪、晋家峪、黄华峪、
瓜峪河等重点区域实地查看情况，对
各村、各区域防汛工作提出具体指导
意 见 。 镇 党 政 班 子 成 员 全 部 深 入 一
线，坚守在防汛工作最前沿，紧盯重
点，对沿河坝、沿线排洪渠等实施紧
急防护。

卫旭刚是稷峰镇西薛村村委会主
任。10 月 6 日晚，特大山洪自北山倾
泻 而 下 ， 7 日 凌 晨 冲 向 西 薛 村 西 涧
槽，漫过村庄街道，冲断村西道路 20
余米，淹没了大片土地及周边房屋。
紧接着，汾河水位猛涨。卫旭刚得知
情况后，顾不上吃饭，一路跑步到现
场。因速度过快，加之道路湿滑，他
一路上连摔了两跤，浑身上下都是泥
水，脸色发白。旁边的群众见状，让
他先休息一会再干，他说：“人命关
天，哪能休息！”经过仔细排查，他发
现河坝上有两处地方开始漏水，旋即
迅 速 联 系 机 械 ， 组 织 村 民 装 沙 袋 抢
险，直到次日凌晨 5时才告一段落。

王淑芬是稷山公路段副段长，一
名普通的党员干部。自汛情发生后，
她连续多天在河坝上巡逻值班，撇下
家里老小，未离开堤坝半步。当特大
洪水冲到她所包联的村庄大坝时，她
毫不犹豫跳入水中，与村民们填石埋
沙，直到缺口堵上。

冯和章，稷山交警大队城区中队
队长，面对 108 国道与运稷一级路口
交叉地带被困的学生与群众，他在 40
厘米深的积水中，与队友们多次往返
背负群众，护送他们到达安全地带。

蔡村乡纪委书记杨碧舟，是一位
年轻的纪检干部。自汛情发生后，他
连续一周没有顾上回家，天天与群众
在坝上摸爬滚打，他用沙哑的声音告
诉笔者说：“群众啥时候需要我们？就
是在困难的时候，如果我们干部当逃
兵，群众咋能服气你！”

稷峰镇下迪村退休教师、共产党
员薛忍发舍小家为大家，不顾自家房
屋被水浸泡、墙体出现裂缝，开着自
家的三轮车，带领儿子薛吉元、薛二
元及儿媳曹慧英，连续几天在汾河大
坝抢险，受到群众高度赞扬。

……
在抗洪抢险中，稷山县的党员干

部身先士卒，挺身而出，没有一人退
缩，没有一人畏惧，关键时刻更显公
仆本色，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树立了良
好形象。

三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在这
次抗洪抢险中，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场
景，一排排钢铁般的身躯，一曲曲感
人肺腑的壮歌，给后稷大地留下了浓
墨重彩，给三晋大地增添了无尽辉煌。

稷峰镇下费桥口有一个抢险救灾
“ 临 时 指 挥 部 ”。 桥 头 立 着 一 个 大 牌
子，上面写着稷峰镇镇长马鸿的手机
号。

汛情发生以来，马鸿记不清接了
多少个群众打来的电话。他的嗓子喊
哑了，嘴唇已经起皮，十天十夜的时
间，他与群众坚持守护在大坝上。困
了，就在车上打个盹；渴了，喝口矿
泉水；饿了，吃个干饼子。由于吃住
不适，他连续几天发烧、拉肚子，尽

管如此，他从没想过回家休息一天……
在下费村包片的副镇长杨梅说：“由于
下费村措施得力，科学决策，领导靠前
指挥，全村的损失降到了最低。”

在这次抗洪抢险中，我们不能不
提到陆军军医大学保障中心司务长任
国龙。他是翟店镇仁和村人，两次出
国参与援助，今年 6 月份刚回国，9 月
30 日赶回老家，10 月 4 日结婚。新婚
后的第五天夜晚，一直关注稷山汛情
的任国龙，从手机和电视上看到汾水
暴 涨 ， 不 少 村 庄 进 水 ， 作 为 一 名 军
人 ， 他 深 感 焦 虑 和 不 安 。 第 二 天 一
早，他给新婚妻子说，我要去河坝，
我要去救援。要知道，稷山人的风俗
是新婚十日里不出门，只走亲戚，寓
意是十全十美。但任国龙顾不上讲究
这些。他到商店买了十箱方便面、十
五箱矿泉水，驱车十多公里，把东西
放到爱心捐赠处，就踏进两红市场一
尺多深的积水中，肩扛手提帮群众转
移商店物品，一直干了十多个小时。
之后，他又加入退伍军人救援队伍展
开抢险。11 日下午 5 时，任国龙所在
部队打来电话，命令他次日结束假期
返回部队执行任务，他硬是坚持干到
晚上十点多钟，临走前还给救灾指挥
部捐款 1000 元。

稷山县政府办公室党支部书记、
副主任薛高斌的女儿 10 月 13 日结婚，
这是为人父母的一件大事。但在“小
家”与“大家”面前，他顾不上操心
女儿的婚事，回家的时间一拖再拖。
9 日深夜，他仍然在河坝上值守，与
大家一道扛沙袋、堵洪水，一身泥、
一身水。10 日凌晨三时，正在坝上检
查 工 作 的 县 长 王 润 见 他 仍 在 坝 上 干
活，惊讶地问道：“你不是请假说女
儿结婚吗？怎么还在这里？”薛高斌
回 答 说 ：“ 等 洪 水 过 去 ， 我 再 回 去
吧！”

稷山大佛社区有个 64 岁的退休职
工杨建红，当他得知汾水不断上涨，
数 千 名 干 部 群 众 白 天 黑 夜 在 坝 上 值
守时，他不顾自己年迈，主动向社区
请缨到坝上值班，两天两夜没有回家
休息。他说：“我干不了大活，干点小
活还是有这个能力的！”

由于提前做好了预案工作，在这
次特大洪灾中，全县两个乡镇十余个
村庄转移群众 7200 人，集中安置 1000
余人，设置了 8 个群众安置点，确保
所有安置点群众的生活物资充足，避
免了人员伤亡。

四

我们每天都在为稷山这次洪灾中
遇到的人和事而感动，虽然我们无法
把 一 个 个 感 人 的 故 事 全 部 写 进 文 章
里，但我们深深为这些平凡而普通的
人感到骄傲。什么叫英雄，什么叫伟
大，这在平时真的不太好看出来，但
一旦有危险和灾害来临，挺身而出、
不怕牺牲的就是英雄，就是伟大！这
就是我们伟大的人民，这就是我们英
雄的人民！

“稷山人民太好了，这几天给我们
提供了强大的后勤保障，让我们没有任
何后顾之忧，让我很感动！”这是运城市
消防救援大队永济市河东大道消防救
援站专业技术干部宋西铭对笔者说过
的一句话。10 月 4 日，宋西铭的女儿降
生，他沉浸在喜悦之中。6 日早上，他
接到支队紧急命令，迅速赶赴稷山救
援。在两红市场，他带领队员帮助群众
搬运货物、转运商品，在 40 厘米深的积
水中跑了一趟又一趟。在下迪村河坝
出现险情时，他与战友们冒雨装沙袋、
固堤坝，终于排除了险情。11 日中午，
宋西铭得知有三名队友完成任务将返
回运城，他决定请队友们吃碗面。就在
拿着手机扫码付款时，老板娘死活不让

他付款。无奈，他将身上仅有的一百元
现金放在饭桌上，悄悄离去，刚出门就
被饭店老板追了出来。一边是坚决不
收，一边是坚决要付，多么感人的一个
镜头啊！

感人的镜头还有很多：10 月 10 日
早上，山西物道通物流科技有限公司总
经理李阿涛，把 10001 元（寓意万众一
心）捐给了巾帼服务队安置点；稷山康
宁护理院院长杨银喜，得知汛情后，第
一时间捐款 50000 元，并安排工作人员
把受灾严重的孤寡老人全部接到院里，
吃住全免；稷峰镇平陇村蜜枣加工企业
的韩孟果、郑飞虎、郑俊耀、郑二虎以及
在乐乐食品厂工作的浙江人陈贤忠等
人，第一时间分别捐款 10000 元，并将
企业的上万条编织袋捐给抗洪一线；稷
峰镇下费村 36 岁的鲍少斌，供职于上
海顿伦服饰有限公司，得知家乡发生大
水，他毫不犹豫地以个人名义捐赠羽绒
服、皮衣一万一千件；黑龙江哈三联公
司董事长秦剑飞得知家乡遭遇洪涝灾
害后，迅速与稷山县有关部门联系，先
期转账 21.25 万元购买水泵、柴油机等
20 余台（套）抢险设备，并捐款 100 万
元；北京、河南、河北、宁夏等地的爱心
人士，得知稷山遭灾后，驱车数百上千
公里，送来棉衣、食品、排水设备等和捐
款；省级签约摄影师、新闻人史云平，在
抗洪抢险期间，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
现场收集资料、拍照片、发抖音上千条

（张），全国各地许多爱心人士通过他的
平台知道了灾情现状，将物资、捐款源
源不断地送到稷山……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
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在这次抗
洪抢险中，这样的镜头实在太多了，
用语言真的无法表达，让历史永远记
住他们吧！

五

“晚上在河坝很冷，穿着棉大衣还
直哆嗦，但令我们最欣慰的是，每天
守 完 坝 ， 能 在 滨 河 广 场 喝 上 一 碗 羊
汤！”在河坝上干活的王保顺这样说
道。

这是由稷山县妇联组织的“巾帼
志愿服务阿姨团”熬出来的羊汤。这
个阿姨团人数最多时有 400 多人，炖
烩菜、炸丸子、蒸馒头、包饺子……
身穿红围裙的她们，平均年龄 45 岁，
来自全县各行各业。洪水来临时，她
们主动来到抗洪前线当志愿者，由当
初的两口锅，到后来的五口锅，一天
四班倒，平均每天提供 6000 份餐食。
笔者看到，在每天的收支记录本上，
送来的物资有来自山东的羊肉、太原
的牛肉、运城的香酥饼、稷山四味坊
麻花等，这样的“百家饭”密密麻麻
在册子上记录了几十页。

越是困难时期，人们心底的那份
无 私 善 良 ， 就 越 温 暖 人 间 ， 就 越 厚
重。今年 45 岁的黄云霞，平时以摆摊
售卖酱香饼为生。看到家乡受灾，她
连续几天推着自己的小车来到志愿服
务点，免费给大家制作酱香饼，以这
样的方式贡献自己的力量。

“在继续做好防汛应急工作的同
时，更要同步推进后续救灾减灾恢复
重建工作，树立大局意识，坚持奉献
精神和必胜信念，快速恢复正常生产
生活秩序，用心用情用力，全力以赴
打赢防汛救灾这场硬仗。”稷山县委书
记吴宣、县长王润这样说道。

在稷峰镇荆平村，前几天更以高
票当选村委会主任的鲍华安告诉我们
说，全村 300 余户受灾家庭，每户都
分到了面粉、食用油、米、方便面等
食 品 ， 每 人 都 分 到 一 床 崭 新 的 被 子
等，全村有一半以上群众家里都用上
了天然气取暖，他正在积极协调，确
保全体群众温暖过冬……

汾 河 岸 畔 党 旗 红
■郑天虎

海芋是啥？
海芋，是一种草本植物，俗称滴水

观音。
第一次看到它，是居住在北京女儿

家的时候，受朋友相邀，我们聚餐在一家
颇为豪华的大酒店。乍到京都的大酒
店，我犹如刘姥姥进了大观园，满眼都是
新奇景象。酒店一隅放置着一个硕大的
盆栽，长得枝挺叶茂，枝干的下半部绿中
透白，水灵灵的，上半部全呈绿色，叶子
像蒲扇那么大，绿油油的，叶脉都显露出
来了。虽说枝繁叶茂，没有见艳花绽放，
却吸人眼球，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第二次是在去公园晨练的路上，不
知是谁把几株海芋扔在路旁，根部还有
泥土。我稀罕见的，觉得怪可惜，便捡
起来。随同锻炼的大爷说，这东西有
毒，不能家养，被人丢弃了。我说我在

大酒店见过，挺好看的。大爷说酒店养
可以，家养怕有小孩碰了中毒。

第三次是在深圳，去深南大道的一
段路上，看见一片土地上全长着葱茏的
海芋，枝干比大酒店里的粗高几倍，叶子
硕大无比。大概是生长在田野，枝干没
有绿中透白的部位，全是深绿色，远远望
去，像一片绿色的海洋！我这个北方人
算开了眼界。的确，南方一年四季都有
美丽的花卉，如烟花般腾空绽放，璀璨绚
丽。有人说深圳只有春、夏、秋，没有冬
天，所以，这里是花的海洋，绿的世界。

最近，我在深圳居住的花园门口健
身场上和公园树林里看到的海芋更为奇
特，使我惊诧莫名。健身场里供儿童运
动游玩安装的滑梯柱子顶端，居然长着
一株海芋！好奇心促使我近前细看，柱
子顶上设置的是喇叭花儿口朝上的造

型，里边落下不少柴棒和不多的灰尘。
我想，这不会是人工培植的，是海芋的
种子飞落在上边，这里是多雨的气候，
时间长了，就长出了海芋。后来印证，
的确是这样。

我又接连发现了两个奇特的景致。
就在健身活动场不远的公园树林里，在
两棵不同树木的枝杈之间，各长了一株
海芋。这两株海芋一个比一个长得精
神、好看，不失为一大奇观。我掏出手
机，打开摄像功能，连同滑梯柱子上的
那一株，一起拍摄下来。

没想到，海芋竟有这般顽强的生命
力！它不仅能够装点家室和酒店，还能
在田野里大面积种植，成为一道美丽的
风景。它有点像北方的蒲公英，种子乘
风而飞，飘落到哪里，就会生长在哪
里。而蒲公英必须生长在泥土里，它居
然可以生长在树木的枝杈上，真神气！

我端详着手机里的三株海芋，思索
着，这样美丽的植物怎么会有毒呢？我
百度了一下，原来，海芋吸收了有害气
体，净化了环境，而那些有害的物质被
吸收到体内则形成了毒液。

哦，海芋，你是为人类作贡献的
呀！

初 识 海 芋
■侯满玉

淅淅沥沥的细雨落了
两天，的确增添了几分寒
意，家中的暖气开始供热，
表明今年的冬天来了。然
而，街旁的树还绿，花儿还
红，鸟雀依然是叽叽喳喳，
自然界似乎并没有受到冬
季到来的影响，还是那么
充满浓浓温情。记得古人
有一句农谚，“花木管时
令，鸟鸣报农时”，用以
表示花草树木、鸟兽飞禽
动植物们，是按照季节进
行活动的，可是眼前的景
物……看来有时流传下来
的东西也并非完全正确。
倒是早晨起来，舒展舒展
拳脚，逛逛露水早市，亦不
失为一道美的风景线。

应该说中国的汉字很
美，美就美在不用费多大
周折，从字面上就能获得
所表示事物的内涵特质，
这是其他文字所不曾具备
的功能，应该为我们的汉
语点赞。单就说这个逛早
市的“逛”字吧。从字的结
构上看，逛是说有了“狂”
的意念才会去溜达，如何
去呢？坐上车去呀。谁能有
这么大的气派呢？为王者
呀，牵着犬，坐着车，随心所欲才是逛
的样子。当然这种解释，纯属“冯氏语
言”式的，听后仅作笑谈而已，千万不
要以讹传讹、贻笑大方。

不过，这个说法也并非纯粹的无
稽之谈，为此我们可以去翻检现代汉
语词典里的释义，便可窥其中一斑。就

“狂”字本义而言，为“集群性动物社会
内部争夺王位”的意思，而与“辶”组合
在一起，则表示是“王位争夺战中的失
败者，离开集群而孤独流浪”，借指人
们没有目的、没有计划的漫游行为，如
散步、闲游等等。在我们运城的语境
中，“逛”字的运用十分活跃，比如闲
逛、逛大街、出去逛了几天、这一回逛
美了等等，还有诸如我们眼下的逛早
市。

女同胞们喜欢逛街，这是与生俱
来的，却也是家庭分工所需要的。一家
人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哪一样不都得
从街上购买回来。而且有些男人们有
时还端着个大丈夫的架子，不肯屈尊
上街购物，于是“爱逛”的美誉，就这样
被送给了女同胞们，实在是有失公允。
还要补充一点，女同胞们逛街时，大都
希望先生们陪在身边，可又有几个男
同胞，能够自觉做到呢？

得出这样的结论，是经过深刻反
思才悟出的。不知道别人表现如何，反
正我是不称职的，半辈子了，很少陪老
伴去逛街。就连我自己的衣服，都是老
伴从商店买回来，不合适了再拿去换，
时常要往返数次。刚开始时，老伴也曾
牢骚满腹，不过是她说她的，我做我
的，时间长了，也就成曹操吃信子——
服下了。说来恐怕大家见笑，我这一生
从没刷过什么购物卡，银行卡也不会
使用，被儿辈们戏称为“该被社会淘汰
了的人”。

现在想起来，老伴这一辈子跟了
自己，也确实是十分抱屈。有句格言叫
做“亡羊补牢，未为晚也”，不知道从哪
一天开始我幡然醒悟，决计有事没事
之时，都陪着老伴轧轧马路逛逛街。当
然了，这里面还有着一个原因，老人们
都说，一个儿女一条心。现在不仅是儿
女们，一个孙子外孙也是一条心，多一
个便多一份牵挂，多一根连心的筋。确
切一点说，不是人家想见你，而是你想
见到人家。

人们向来不为自己着想，尤其是
我们中国人，运城人尤甚，这是五千年
传统文化使然。于公而言，为党，为国
家，为人民，为集体，为他人……位卑
也未敢忘忧国；于私而言，为父母，为
儿孙，为家庭，为光宗耀祖，俯首甘为
孺子牛……独独少了自己。人们都习
惯“向下亲”，口终究是说不过心的，至
少眼下来说这是一件快乐的事情。这
不又到了星期天，老伴与我少不得牵

肠挂肚，于是决计去早市上
买些水果零食什么的，登门
去“看望”孙儿孙女。

早 市 之 所 以 被 称 为 早
市，全在于一个“早”字。虽
说是冬天的太阳也比较懒
惰一些，人们却非常勤快，
天刚蒙蒙亮，陆陆续续就有
人骑着摩托车、三轮车往早
市聚拢。各色菜蔬、时令水
果等，早早就摆在通道的两
边，除了少量摊贩外，大都
是 农 人 带 了 自 己 地 里 的 产
品来卖。从那叫卖声中，便
想到自己的少年时代，一大
早便被大人叫起来，跟着父
亲骑上自行车，或每人驮着
两捆葱，或两人绑着小平车
拉 着 自 留 地 里 的 农 产 品 去
临晋、泓芝驿、卿头街等地
赶集上会卖东西的情景来。

一 眨 眼 四 十 多 年 过 去
了 ，当年的毛头小伙子 ，如
今已年逾花甲。当年吆喝着
招揽顾客，如今听着吆喝声
打 问 价 格 ，此 时 此 景 ，何 堪
彼 时 彼 景 ，是 悲 是 喜 ，不 可
同 日 而 语 矣 。人 生 于 世 ，风
雨沧桑，我们只会有选择努
力 方 向 、追 求 目 标 的 权 利 ，
却 决 定 不 了 自 己 人 生 道 路

走向何方、最终结局魂归何处的能力。
其实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顺其自然，静
安就好。有句话很有意境：人生本过
客，何必恋世尘。浮华总散去，黄土方
是根。不论我们曾经如何如何，最终都
会与黄土地为邻结伴，还自己一颗平
常心吧，如此，早市也不失为一个好的
去处。

性格决定着我们的命运，在逛早
市的过程里，妻子便会找到她的人生
价值，成为插旗挂帅的主导者，而我永
远都是那个跟班的。妻子在前面走着
买着搞价钱，我在后面跟着提着看热
闹，倒也乐在其中。就在妻子挑选水果
时，我便和旁边一位卖鸡蛋的老太太
聊了几句，知道她就住在盐池附近一
个村子里。老太太比我们年长几岁，儿
女们都在外地上班工作，就她一个人
守在老家里，种几亩地、养几只鸡，属
于现在所谓的空巢老人。

她的这几句话，即刻让我心动，不
由得想起了当年我的老母亲来，情形
何其相似。人生就这么一代一代走过，
当年的青涩少年，如今也都半鬓飞雪，
曾经赡养老人的人，如今成了被儿女
们赡养的人，这便是自然法则。她说孩
子们都非常孝顺，劝她去城里住。可是
自己生来鸡儿似的命，就喜欢自己刨
食吃，在城里住了一段日子，总觉得不
接地气，还不如回老家在地里忙活忙
活，闲时同邻居拉拉家常，很是自在，
于是，她又回乡了。

老太太说这话的时候，花白的头
发闪闪烁烁，脸上的皱纹绽放成一朵
花，看得出她很幸福。“孩子们都给我
钱，我不要还不行。不过我都给他们存
着呢，自己花不了几个钱，卖卖鸡蛋就
有了。再说一句实在话，还是花自己的
钱，心里舒坦。”也许是我们的对话吸
引了来往的顾客，不时有人停下脚步。
由于老太太卖的是纯正的土鸡蛋，价
格也不贵，于是你三斤、他五斤的，两
篮子鸡蛋很快被抢购一空。老太太站
起身来，拍拍屁股上面的土，提起两个
空篮子，微笑着走进了一家包子铺吃
早点去了。

我也兀自笑了，什么是人生赢家
呢？看看这位老太太，就知道她是真正
活出了自我。这时候，妻子也已经买好
了水果，用手机扫码付款。我赶忙走了
过去，尽自己的职责，将大包小包提在
手上。我们由南面菜市场从东走到西，
又从北面小吃街由西走到东，反反复
复，立立站站，观察着产品的成色，闲
聊着货物的价格，买也高兴，不买也乐
活。走在早市上，看世态百相，悟人间
冷暖，将一切欲念都抛却开去。那一
刻，我突然觉得，人生道路中的恩怨情
仇、悲欢离合，所有的一切一切，在快
乐面前，都可以忽略不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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