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3月12日 星期五

9

投稿邮箱：
aa8465510684655106@@116363.com.com

责编：曹晖
（0451-84691037）
执编 /版式：杨铭
（0451-8465510684655106）
美编：倪海连

周
末

龙头新闻·妙赏

时间过得好快，仿佛才一转身的功夫，
就又到了轮回里的春天。我喜欢春天的模
样，也喜欢春天里从天而降的雪花儿飘落
时的那种恬静温柔的飘逸。每每看到春雪
从四面八方汹涌而来，我总喜欢奔跑在雪
里，任由它们亲吻和抚摸。我总觉得当春
雪来了，春天才是真的来了，我也总觉得有
雪，我的内心才又能恢复了原有的澄清和
安静。我喜欢漫步雪地的感觉，尽管那样
也许会着凉、感冒，可是我总觉得那种感觉
妙不可言。

那个春夜，一场轰轰烈烈的雪来了。
那夜我一个人走在满是雪的路上很久很
久，一时间也说不清那是夜黑时的落寞，还
是勇敢着走向无知的勇气，总之一头扎进
雪的世界里，我心深处有种无以言喻的清
冷和安宁。那次我又感冒了，而且发起了
高烧，尽管如此，可我还是想再爬起来，再
走近雪，走进春天的深处。可许多时候，人
和岁月隔着一窗烟雨，那季节里的风景与
我，看似近在咫尺，却又遥不可及。

那个春天，我彻底沦陷了。一次行走
在雪地里，我便病了数日。我一直以为，雪
来了便是轰轰烈烈的春天来了。她是披着
嫁衣而来……我说雪之后，惊蛰以前，是春
的前奏，我喜欢！曾经这样的季节里，我喜
欢唱一曲《怒放的生命》，也喜欢用文字码
起一道爱的长城。我说《春尽江南》，也想
《春天，雪花开了》。可就在今年的一个飘
着春雪的夜，我接到了最好朋友不幸离世
的消息。那晚，夜一寸寸深起来，窗外一片
漆黑，可是我却总仿佛看得见她离去的背
影儿，也仿佛她一直都在，从未走远。

她就这样静静地离开了我们，离开了
这个崭新着的春天。仿佛她是化成了一缕
清风，一片洁白的雪花儿，只是她离开的时
候我猛然间发现，世界上所有的春天不都
是代表着生机盎然，春天里也有缅怀的痛，
也有失去的悲。

这个春天注定了有许多事情发生。比
如家里的热水器突然坏掉，再如，我竟然刮
坏停在小区后面的一辆车子，而且又接连
胆囊炎发作、牙痛……

早在春节时，我就想着回故乡去寻一
回青春时的影子，然后也静下心好好陪父
母亲度过一段春天里的时光。可是这个春
天刚一来的时候就带着剪刀，一不小心它
就刺伤了我，病着回去小住了两天，我还硬
撑着和孩子们一起出行，去拥抱了那些我
热爱的树。

经历了一个多月的病痛期，我终于好
了！于是我和冬青姐姐约好一起去访问春
天，我想在这个春天让我的生命重新开始。
边走边聊，仿佛有阳光漫过来，我很快乐。

春天来了，我该读书了！我不能再浪
费自己的生命了。春天来了，惊蛰了，我该
繁茂复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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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来了，从绥化老家的乡下，在这个
春季农忙的季节。哥平日里很少来我
家，这次忽然到访，多少让我感觉有点意
外，他事先连个电话都没有。这不是我
哥的性格。我心里犯着嘀咕，哥是不是
为什么事而来？哥和我父亲性格一样，
平日里少言寡语，如遇到有想不开的事
时，总是躺在那里闭目，且一个唉声接一
个唉声地打。

哥是纯纯的庄稼汉，快六十岁了，孩
子都陆续到了成家的年龄。哥一辈子生
活不富裕却也不拮据，应着一句话“癞蛤
蟆打苍蝇：将供嘴。”哥很羡慕城市生活，
尤其我们姊妹仨在城市里生活。哥希望
他女儿能在城里找个对象，在油田找个
有工作的，哪怕男方个人条件、工作环境
差一些。比如说钻井队、作业队、物探队
都可以。侄女聪明、漂亮、能干，一双会
说话的大眼睛，睫毛长长的。

嫂子让哥给我带来我最喜欢吃的土
豆儿干，哥从一个三角布兜里往外拿时，
猛地拍了一下自己的脑袋：“我这是咋
了？你嫂子早晨让我把土豆干儿装好，我
怎么就把这包旱烟叶装上了？”说完，他就
狠狠地“唉”了一声。我急忙安慰他：“哥，
没事，没事，去年拿的还有呢。”哥突然又
冒出一句话：“气糊涂了。”我知道哥的脾
气，随意又温和地问了一句：“哥，谁气你
了？”哥没有正面回答，重重地打了一个唉
声，独自一人走到小卧室，躺在床上。

我担心家里有啥事发生，急忙追了
过去：“哥，有事，和妹妹说，有我呢，有啥
难的？”

哥说：“梅呀，我想问一下，你们大庆
这里有个叫大同高台子老腰房的地方
吗？”我说：“有呀，高台子镇我去过，那个
村我没去过。”哥又问我那个地方是不是
很穷，我不知道哥到底想求证个啥，就婉
转一些回答：“哥，哪里的百姓都有穷有
富，日子是过出来的。”足足过了几分钟，
哥坐起来了，连连地打着唉声。我就问：

“哥，你咋啦？”“那啥”，哥没有穿拖鞋站
在了地板上，“那啥，你侄女在你们大庆
大同区高台子找了对象，听说那个地方
是大庆最偏远最穷的地方，地上不长庄
稼，都是盐碱地，人们从外面收一簸箕碱
土，回家可以熬成碱块儿。家家住的泥
土茅草漏屋，这不就是兔子不拉屎的地
方吗？我姑娘要是嫁过去，那日子咋
过？”哥一股脑儿说了一大堆，好像憋了
好久的话。他的语气好像在审问谁，又
好像要抓住我这棵救命稻草。说到激动
处，哥又一个唉声接一个唉声地打了起
来。我忘了当时是咋样劝哥的。只是记
得哥哥不同意侄女这门婚事。原因就一
个，就是那个高台子太穷。这是六年前
的事了。哥没有能阻止这门婚事。

到了会亲家给侄女谈婚论嫁的日子，
我和哥代表娘家人去过彩礼。我们的车
行驶了近两个小时，下了一号公路向西而
行，记不清过了几个村庄，终于在一个约
有二十几户村庄的村口停了下来，前来接
我们的有四五个人，侄女男朋友告诉我，
那个个头不高，身材结实，穿蓝体恤，五十
岁上下的男人是村支书。我环顾了一下
这个小院，用土墙围着，菜园里的茄子豆
角正是旺季，两间茅草房，西屋像是留给
以后做新房，没有什么家具，只有在炕梢
放了一口 1970年代的炕柜，上半部对开
的门里放被褥，下半部放衣服。只有窗台
一盆洋绣球，显现花开富贵的唯美。哥在
村支书的寒暄中坐在炕头。他一言不发，
抽着烟，那表情里的唉声都缠在哥从嘴里
吐出的烟圈上。

村支书自我介绍，说侄女的男朋友是
他远房侄子，今天代表张家来谈谈孩子婚
事。哥开门见山：“那啥，谁写彩礼单？”村
支书很尴尬：“我们好亲做成，有啥要求你
尽管提。”我忙打圆场：“我们老家的习俗，
女孩结婚一定要有一份彩礼单。”村支书
脸上立即陪上笑容：“好好，亲家你尽管
说，我们虽然没有准备礼单，但是，我们张
家人讲信誉，说话算数，你说吧。”

村支书不软不硬地激了我哥一句：
“我做主，你尽管说。”哥也不让步：“我要

的，你们有吗？我要车，要楼。”我忙解释：
“哥在开玩笑呢。”哥立即用眼睛白了我
一下。村支书却没有让步：“别看我们现
在条件差一点，这几年政策好了起来，正
在搞扶贫，村里所有的土坯房都被测量过
面积了，不久就会盖新房。”哥也不示弱：

“要不，你们拿出三十万现金。”哥的话一
出，语惊四座。村支书没有退却：“亲家，
这个我来担保，三年后，保证给你三十
万，现在我给你打欠条。”哥感觉有点被
戏弄了：“我要现金。”村支书让人去小卖
店买来一张红纸，工工整整写下：“欠条”，
另起一行，写下：“彩礼三十万。”哥来时和
我说，想通过要彩礼，把这门婚事退了。

侄女长长的一声“爸……”捅了哥的
软肋，哥半推半就，半真半假，抓起彩礼
单揣进了兜。他唉了一声，半笑半怒：

“好，我等着。”侄女订婚那顿饭，哥喝了
二两酒。完后，一个唉声接一个唉声地
上了车。到家后，哥拿出那张欠条重新
折叠一下，放进他的黑钱包里，一头倒在
床上睡了。

侄女的婚结了，哥的唉声变成了眉
宇间一道锁，总是闷闷不乐。一晃三年，
哥都没有再去大同高台子那个村去看侄
女，电话也没有，微信也不接。就算软绝
交。侄女倒是给我扔下一句：“我一定活
出个样儿给家人看看。”四年后，侄女来
电话，说要杀年猪，请我们去吃杀猪菜。
我给哥打了电话，哥就来了。我正在安
排谁开车，侄女的电话打过来了，说他们
两口子开车过来接我们了。

我们下楼，侄女的崭新的红色轿车停
在那里。哥上车还是坐在副驾驶的位置
上。我问侄女啥时买了新车，侄女说去
年，侄女告诉我，这几年全靠好政策，他们
村富裕起来了。我很想知道侄女这几年
怎样致富的，侄女坐在那里给我算了一笔
账，结婚不久，小两口与父母分开过，家分
人不分。政府给俩老人盖了六十平方米
彩钢房，小两口住旧房，在旧房后院盖一
栋猪舍，养了五头母猪，这几年猪肉价格
好，猪仔也卖得好价钱。庭院里种了葡
萄、松茸，乡里无偿提供鸡鹅雏仔，长大
后，乡里统一负责收购。侄女家有五十亩
地，种植黄豆和玉米，每年大田纯收入能
达到五六万元，农活不多，一年加一起不
到俩月。农闲时，侄女两口子分别去了附
近油田单位食堂打工，侄女女婿做厨师，
侄女做面案，每月工资一个四千三，一个
三千五。我粗略算了一下，这一家人一年
收入接近二十万，不亚于一个油田职工一
年的收入。侄女美滋滋和我显摆：她有多
聪明，所有面食制作都是在网上自学的。

哥还是坐在那里，眼睛微闭。我故
意提高嗓门：“侄女，你们家可以算上小
康生活了。”我们的车一直没有往乡下路
拐，直奔大同镇市区。车在一个干净，幽
雅的小区门口停下，门杆自动抬起，车径
直来到六号楼一单元门口。早在那里等
候的人中，我一眼认出村支书。

两室一厅的房间，装修是精心设计
过的，田园风格，舒适布艺沙发，水晶吊
灯，白色绣着粉花的窗帘，一盆洋绣球
花，吐着清香开得正艳。哥从这盆花里
明白了这是自己女儿的家。

一桌纯纯的东北杀猪菜上桌了：血
肠白肉烩酸菜，小鸡炖蘑菇，蘸酱菜等，
满满一大桌。二两一杯的大同小烧，村
支书和哥对饮着，酒过三巡，各有微醉。
村支书忽然提了一句：“亲家，你还记得五
年前的那个欠条吗？”哥唉了一声，这一声
唉和往常不一样，没了债权人的底气。村
支书接着说，你女儿是我们村致富带头
人。哥的脸在酒的作用下红得很，端起酒
杯一饮而尽。哥从兜里掏出那个老式黑
钱包，二层格里有褶皱的红纸，年久老
化，纸条分成两半，“欠条”俩字与“彩礼
三十万”几个字分了家。落款处空白。

哥恍然大悟：“五年前你就算计了
我，唉！哈哈哈。”哥开怀大笑，村支书端
起酒，敞开衣襟：“来，哥们，干。”哥把那
张彩礼单，团了个团儿，抛向窗外。红红
的纸团落在了楼下一棵向日葵金黄色的
花盘上。

那张彩礼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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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所认识的人中，强者
不少，但像于士琴这样处变不
惊、浴火重生的却还不多。

在刊物上，我看过她的那
篇富有感染力震撼力的千字
小传。勤奋好学，自强不息，
执着坚韧，奋发进取，像是她
与生俱来的一种天性与风
格。自幼爱学习，爱读书，爱
写作，10多岁就在省级文学刊
物上发表过诗歌，被老师和同
学刮目相看。走上工作岗位
的她也是个想干事能干事的
强者，然而正当她意气风发、
大展拳脚之际，公出途中一场
意外的车祸，让她的脑神经损
伤，身体十几处受到重伤，留
下面瘫、偏瘫的重度残疾。

听说她在病床上苏醒后，
看到自己惨不忍睹的样子，万
箭穿心，痛苦万分……但是，
她骨子里却有种坚强，心灵中
有种坚韧。理智和清醒告诉
她：大难不去实属万幸，只有
战胜懦弱脆弱，勇敢面对一
切，才能赢得新的人生。她的
第二次开颅手术就是面带微
笑被推进手术室的，后来的一
系列复杂治疗与康复也都是
在这种刚强乐观精神下结束
的每一疗程。她的坚强与坚
毅感染感动了许多人。

要知道，她在医院一住就
是 10年。这 10年是她和磨难
与痛苦奋力抗争的 10年。治
疗、观察、康复还不算，还要忍
受剧烈疼痛不间断地做上十
几次包括修复在内的各种手
术，特别是日复一日地肌能训
练都是伴着痛苦和汗水进行
的，令她苦不堪言。如果没有
坚强的意志、刚强的精神、顽
强的毅力，她想走出这片令人
苦郁而绝望的沼泽地都将无
从谈起。

知道这些不幸境遇，是我
到农垦总局医院去看望住院
的老同志。走在病房长廊里，
忽听一个纤弱的声音在叫我
的名字，定睛一看，原来是于
士琴。她抓着墙边扶手缓慢
而吃力地走了过来，说话口齿
没有过去那样灵利，腿脚也没
有了那种灵便。这和前些年
见到的那个风风火火的于士
琴简直判若两人，我很吃惊，
也很酸楚。她告诉我，她现在
的治疗康复挺好，最痛苦最难
熬的日子渐渐过去，她对以后
还抱有希望和信心。她说，每
天陪伴她的不仅是医护，还有
读书，还有写作，尤其诗歌成
了她最好的朋友。说到这里，
她眼睛里有种光芒，嘴角挂着
甜甜笑意。看出了她和诗歌
有着不解之缘，诗歌已然成了
她的灵魂和动力。她的这种
让人意想不到的精神状态令
我感慨不已，回来后的许多天
里，心都在感动着。

那次偶遇她要去了我的
手机号码，然后，隔三差五就
发来一首刚写的诗歌。诗歌
格律工整，意蕴丰富，手法新
巧，韵味十足。咏人，咏怀，咏
事，咏景，咏物，情感浓郁，酣
畅淋漓。感受到她对家国的
热爱，对生活的眷恋，对理想
的憧憬，对价值的追求。看出
她的文思敏捷和功底深厚，有
着诗家那种汹涌澎湃的激情
和豪放大气的风格。每次看
完我都给她以热情点赞。

听说她为自己订了一条
必须恪守的“制度”，这就是每
天除了治疗与康复训练外要
坚持阅读和写作，“以书养心，
以书疗伤”，“以诗为乐，以写
求乐”。于是，每当清晨的那
缕阳光照进病房里，她便坐到
桌子旁，或是捧书阅读，或是
写下笔记，或是埋头写作，或
是酝酿诗稿。每一天，她都不
肯放下那支笔，不愿离开那张
桌，不想丟弃那灵感不断的诗
情诗意。一首首心灵之吟，总
是源源不断地流淌到她那载
满诗稿的本子上。

为了增加阅读，扩充知识
面，她订阅了几十种报刊，买
来了上千册图书，就像一只小
舟不知疲倦地在这书刊的海
洋里尽情遨游。为了更好掌
握格律技巧，她通过函授参加
了北京诗词学院的培训学习，
请教名家，孜孜以求。知识给
她带来了充实，读书给她带来
了慰籍，写作给她带来了快
乐，交流给她带来了提高。10
年过去，她守着病房这处小小
的天地，居然写出了7000多首

诗歌，还有 40多万字的散文，
以及大量的楹联、格言和文
章。她的勤奋与刻苦已然到
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有人惊
讶地问道：你是怎么写出如此
浩繁的激扬文字？她说：因为
我爱诗歌，它成了我的依恋，
成了我的生命，不去写诗，不
去写作，我的生活就会乏味，
生命就会没有活力，失去动
力。

她把诗歌写作看成是生
活和生命中最美的乐章和音
符。因为她最清楚是诗歌写
作让她充实而快乐，让她萌生
梦想和追求。她那几近干涸
而苦痛的心灵，是诗歌的吹拂
与抚慰使之温暖明亮起来，从
而有了春天般的盎然与蓬
勃。她觉得，有诗歌相伴，有
写作相依，时间不再寂寞，心
情不再苦郁，住院生活不再无
聊，人生之路不再彷徨。所
以，她不悲伤，不消沉，不心灰
意冷，充满了乐观精神。

其实，这正是一种最为可
贵的强者心怀和大美境界。
古罗马哲学家塞内加有句至
理名言：烈火试真金，逆境试
强者。于士琴就是烈火与逆
境试出来的真金与强者。

正是这样，在于士琴的众
多诗章里难以找到感伤的情
调，寻觅不着哭泣的影子，感
受不出低迷的意境，皆是满满
的正能量。她的每一篇文字
都透溢着一股自勉自励自强
不息的精神和力量，给己以动
力，给人以感染力。她的不少
诗行几乎都是这样淋漓尽致
的励志表达：“寒潮突袭谢芬
芳，敢效红梅傲雪霜。”“体病
肢残豪气在，耕耘紧握好时
光。”“谢了春花秋色艳，一枝
枫叶映霞红。”“重病缠身昂
首笑，从容面对鬼门关 。”“虽
已身残仍有梦，长风诗海度余
年。”“朝阳重伴诗芽绽，平仄
声中花盛开。”……

乐观豁达，坚韧刚毅，不
惧磨难，笑对人生，这种芸芸
众生中少有的强者精神和品
位可歌可赞可佩！承受厄运，
自强不息，就像她生命里的基
因，不因生命的强弱变化而去
改变自我。记得，她在散文
《冬日感怀》里曾这样写到：
“痛而不哭，难而不怨……磨
难让自己的生命焕发出与众
不同的光彩。如果大海没有
波涛就失去了海洋的浩瀚，如
果树干没有年轮就失去了森
林的壮美，如果沙漠没有风沙
就失去了大漠的雄浑。”品读
这些有温度有激情有铿锵的
文字，不由想起《钢铁是怎样
炼成的》那句充满真谛的话：
人的生命似洪水在奔流，不遇
着岛屿暗礁难以激起美丽的
浪花。于士琴人生的“美丽浪
花”何尝不是如此！

如今，她已告别了那间日
夜相守的病房，返回到阔别多
年的家中，开启了有温情亲情
相伴的家庭生活。面对新的
生活和未来的日子，她又多了
不少美好的希望和憧憬，还有
那些澎湃在心间的创作灵感
与冲动。她渴望在以后的文
学天地里继续放飞新的梦想，
不断用诗歌点燃生命，点亮生
活，用手中那支勤奋的笔去谱
写更多更美的人生华章！

磨难中
托起梦想

□胡世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