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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上接7月16日四版）此后，无论在哪里，只要

一看到海鸥，我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起那个老人。
可不是吗？我是海鸥，我是名副其实的候鸟，冬天
蜷缩在温暖的水域，待天气一暖和，就开始南来北
往地走动。多年的职业倦怠，一年又一年的重复
着少有变化的教科书，生活的动力、生命的激情，
一点点地被磨损，甚至消耗殆尽。所以，这些年我
选择了行走，想象能像石缝中的生命一样，在最困
难的境遇中发现、认识自己，锤炼成长。

一天，我整理旧物的时候，看到了早年的一首
旧作：

海浪喧嚣 暮色苍茫 有人独自徜徉
极目四望 雨雾昏黄 唯有海鸥飞翔
它在回旋不已
它在低鸣轻唱
不知去向何方？
潮升潮落，潮来潮往 流水卷去时光
静静伫立 凝然默想 有谁解我痴狂
三分无奈 四分幽怨 更兼百般乡思
好梦难继 好景不长 多情空留惆怅
夕阳低俳 海鸥盘旋
又要去向何方
回旋不已 低鸣轻唱
我情如此 我梦如斯
去去去向何方？
经过千山万水
越过惊涛骇浪
日月渐去 春来暑往
海鸥找不到它的方向……
真是奇怪！我那时才二十多岁，正经历着人

生的大抉择，随手就写了这首诗，表达我苦闷彷徨
的心情。多年后的今天，当年潦草稚嫩的习作，现
在早已是丢的丢、散的散，仅存的几篇也是残缺不
全，可唯独这首，却独卧书间，尘封在岁月的流里，
被完好无损地保存着。

这首没有标题的旧年诗作，完全可以添上个
《我是海鸥》的标题。难道人生有什么定数吗？今
天的我，几乎天天都和海鸥在一起，坐看她们矫健
的身姿，聆听她们咕咕的鸣啾，欣赏她们光滑洁白
的羽毛，梦里常萦绕着她们小巧可爱的模样，我们
彼此相望，一起分享生活的喜悦。可是那时的我，
并没见过海鸥，怎么就作了一首这样的诗呢？难
道就是为了多年后的今天吗？是先见之明，还是
前世的约定？怎么就知道今天的我，一定能见到
海鸥？今天，已经历过甘苦和风雨人生的我，已不
再是当年那个初出茅庐的小姑娘了，在美丽的拉
市海边，在飞翔着数以万计的小生灵的蓝色海面
上，听百鸟群禽的欢呼和絮语……那咕咕的鸣啾，
那动人的歌舞，是欢声，是笑语，是高歌，又是倾
诉。它们，在诉说着世间百态的同时，也在感叹生
命的沧桑和欢欣。

四、
岁月悠悠，一晃好几年过去了，我一直没有再

见到那个老人，只记得有次在电话里，他说他已经
不放牛了。的确，现在提倡保护山林，而且随着旅
游业的兴起，那里已经成为了一个旅游胜地，自然
不再适合放牧了。放牛太辛苦，换成是我的话，人、
牛跑了一天，肚子都没吃饱，都苦！况且牛也需要
水呀。像我，又不知道给牛饮水，那是不行的。

岁月流逝，日月轮回。斗转星移，潮来潮往。
愿海鸥岁岁平安。
愿一切安好，万物永存。
后记
2017 年的冬尽时节，我在昆明拨了老人的电

话，可是电脑语音提示：你所拨打的电话无人接
听！我好不纳闷，怎么会无人接听呢？生病了，还
是怎的？又过了几天，我因为有一件棘手的事，想
来想去找不到合适的人去代理一下，于是就想起
了那个放牛老人，一拨电话，通了！我开口就提起
上次的电话。

“是病了，”老人说：“小王，你能不能来看看
我？我得了不治之症，食道癌，没有多长时间了。”

我的个天！我眼泪都下来了，要不是为了这件
棘手的事情，我还想不到打他电话呢！不打这个电

话，就不知道这事了！现在知道了，可让我咋办？！
我宁愿不知道呀，真是太意外了！知道了而不能去
看看，这叫啥事呀。太残忍了，对我残忍，对老人更
残忍，可是，气急交加的我，对着话筒：“哎呀，我去
不了啊，我远的很！你在哪里？医院里吗？”

“是，在县医院里。”
“那你少说点话吧，不要说话了，啊？”我真是

到了气急败坏的地步。
“好。”老人沙哑着嗓子。

这是老人留给我的最后的话，也使我万分自
责的话，多么好的一位老人啊，深明大义，顺其自
然，到了这么个时刻，却还是那样的平静，听话，不
急不躁，对任何人都不强求，我还能说些什么呢？
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其实，我真想劝劝老人：别在医院了，回家去
会更方便一些，去找中医，吃点中药，试试用偏方
治疗。但我知道这样的话是不能说出来的，一是
回家去，医保怎么办？吃中药，用偏方的话，那就
得完全自己掏腰包了。再说，中医治疗食道癌，行
不行得通？种种原因，我终于还是没有再说什么，
我还能说些什么呢？挂了电话，带着极其伤感的
心，一头扎进了喧嚣的人群，我实在是需要一面层
层叠叠的围墙来遮盖一下我此时此刻羞愧难当的
一身皮囊啊。老天，这算怎么回事嘛，我还想拜托
他一件事呢，结果人家躺在医院里。而我，也真算
是撒谎撒到家了！什么远得很，再远也远不过天
边啊，再远，还能远过一颗心的盼望吗？！我真是
混账透顶，这么会为自己找理由……

自责之余，又有点受宠若惊，他如此的抬举我，
其实，我有什么呢？我一直不曾放弃的教书职业，
也许是他曾经一遍遍期冀的职业；我的所谓的一
点点学识，也正是他曾经难分难舍、而又不得不被
迫割舍的；我目前的生活和我的一些文字书稿，也
许就是他早年最大的人生规划。遇见我，好比是
唤起了他埋葬多年的一个梦。我当然知道，一个
被压抑多年的知识分子精神上的向往；更知道，看
到曾经的愿望在别人的身上实现，就像是心中突
然燃起了一盏灯。可是，希望总归是希望，它只是
远远地亮着，可望而不可即。其实，我比他强到哪
里去呢？大地上的所有生灵，谁是主动的呢？谁
来的时候被征求过意见？谁来的时候不是四肢摇
晃着大哭大叫的，表达着自己的不高兴、不情愿以
及不领情？去的时候，谁又被征求过意见？我们
所有的万事万物，谁能逃过命运的安排。从小就
失去亲情的我，最懂得亲人的爱，我没想成为世间
最幸运的人，可是却无意中伤害了一位善良老人
的心，我在不经意间成为了老人的一个期盼，让他
远远地看着、想着，眼巴巴地盼着，望穿秋水般的
希求着，甚至在最后的时刻，几乎是带着祈求般
的：“小王，我得了不治之症，你能不能来看看我？”
这是多么的残忍啊。

在以后的许多天里，常常想起那个老人，想起
那个善良、热情好客、把我当女儿的老人。老人其
实是多么的寂寞啊，电话里他有气无力的声音，一
直回响在我的耳旁：小王，你能不能来看看我。这
可是一个老人的渴盼，最后的渴盼啊，就这么个小
小的心愿，不算过分吧？可我却用“远得很”来搪
塞他！世界上的事情，有时候是多么的不可思议
啊，好不容易有了一个可以聊以慰藉的人，却来来
去去、忽远忽近、明明灭灭地在远方闪烁，一辈子
盼望等待的事情，却迟迟不肯到来，甚至，成为一
个永久的渴盼、一个生生的希望，就这样眼睁睁地
被埋在心底，缥缥缈缈、又生生不息地在心底萌
动、挣扎，最后，只好带着无限的感伤和无奈，遗恨
终身，抱憾而去……当初，我九曲回肠的一步一回
头，一步一滴泪地远他而去，成长的路上，他无私
地关注着我，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我骄人的成
绩。岁月轮回，时光流转，世界多会捉弄人啊，想
要的，盼了一辈子也盼不来，不想要的，却紧紧地
跟着。他多像我那个出走的亲人啊，他其实就是
我出走的亲人。

这些被我遇到，并记录下来的生活，那些艰苦
和努力，如今，都散落到角落里，日复一日地盘旋
在脑海里。其实，真实的我们，都是多么的倔强，
又是多么的不甘啊……

高原的春天总是要来得晚些，已经四月末，高原上的万
物才刚刚苏醒，对于才从百花开放的丽江回到这里的我，还
有些许的不适应，并伴有轻微的高原反应。在这种情况下
应朋友的邀约，我们仨一拍即合来了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

巴拉格宗对于我来说，也是这多年心里的一个梦想，十
多年前我曾在这里工作过，当时就被这里的风景迷倒过。
由于当年还处于开发状态，我也未曾到过巴拉村，未曾朝拜
过天然佛塔。带着这个梦想，巴拉格宗我又来了！

出来游玩的心情是愉悦的，我们说说笑笑的不一会就
到了景区。景区和十年前没多大变化，只是水庄接待中心
多了几处大酒店，这也是当年老总的计划，现在得以实现。
当我再次故地重游时，我的心情是复杂的。此情此景物是
人非，再也找不到当年第一次来巴拉格宗时激动的心情，也
许是自己成熟的缘故吧，学会了老成。

顺水而上，行走在巴拉格宗的原始森林里，沿途风景很
美，这个季节的岗曲河很秀美，碧水像一条绿纱带穿行于山
水间，远处U型的山谷很像一幅天然的水墨画。经过碉楼
式的藏房水庄村后一路爬坡而上，历经三十二道的羊肠弯
我们到达了巴拉村。

巴拉村宁静而古朴，保留了原始的风貌，由于景区开
发，村民们都已搬迁到了交通便利的水庄村。巴拉村四面
环山，村子正面是高耸入云的巴拉格宗神山，神山常年积
雪，站在村子里眺望神山，一种敬畏之情油然而生。神秘而
古老的巴拉村，没有城市的喧喧哗，没有川流不息的人群，

这里只有安静的村落，只有风声、鸟声，还有鸟
儿偷吃地里食物争斗时发出的声音，一切的一
切都那么的自然而古朴，置身于此，在大山的
怀抱中，恍如与世隔绝之净地！天高、云淡、风
轻，大山环抱着我们。

漫步于村落的石阶上，我仿佛看到了当
年巴拉村村民们的那种与世无争的祥和之
景，仿佛听到了峡谷深处马铃幽远的声音，想
象着马铃声中人背马驮的情景，不由得对巴
拉村的村民有了敬佩之情。这一刻我感觉脚
下的路是飘的，景是飘的，我也是飘的！推开
这扇门，走进巴拉村博物馆，那古老的传说，
原始的风貌一一展示在眼前，向我们诉说着
千年的历史。

晚饭后，天色尚早，听说玻璃栈道的景色
很美，目前还未开放，在我们的要求下，景区管
理员陪我们去了，并一再叮嘱我们要注意安

全。走向天的那一边，是连绵不断的山脉，高耸入云的山岩
和蓝天，构成了一幅祥和的画面。格宗神山展露真颜，峡谷
美景尽收眼底，玻璃栈道惊心动魄。

暮归，走在大路上高歌一曲，回声游荡在山谷，几个女
人玩疯了。我们住在土司庄园，整个巴拉村就我们三个住
客，本想着住巴拉村可以享受下与世隔绝的宁静，那知这一
晚我们仨都失眠了，具体发生了什么只有我们知道。对饮
成三人，巴拉村宁静的夜，准备温一壶月光煮酒。

今晚有酒，有肉，有朋友。任时光飞逝，不问今夕是何
夕，看世间繁华，不羡鸳鸯不羡仙。风轻时，相依看万家灯
火阑珊，云淡时，相拥观今夜星光灿烂。在一碗茶的清淡中
感受相知的甘甜，在一杯酒的温情里感受友情的浪漫。

为了看日出，我们还是坚持早起，毕竟来一次不容易。
享用完可口的早餐我们向目的地出发。沐浴晨光，感觉年
华，心境在辗转中滋长着清宁。听风吟起，守住一颗宁静的
心。仿佛站在云之上。记录生命中的重聚与别离，灰暗与
闪耀时刻。愿在微光低处抬头仰望的你，不忘当初的相遇，
不弃从前的梦想。遥向远处，虔诚地膜拜，不为别的，只为
来生我们还能再相见！

带着虔诚的心，转山转水，只为了一睹你的芳容！当天
然佛塔展露真颜时，我哭了，这一切的美都源自于内心对你
的向往，山与地之间，在你面前，觉得我是那么的渺小，仿佛
是一粒尘埃，只愿洒落在旁共享这一份宁静。

我放下过天地，却放不下您，只愿下辈子还与您相遇！

那个夏天，是我一生中最为煎熬的
一段日子。

天气炽热难耐，太阳像一个红色的
火球炙烤着大地，热浪滚滚。门前那棵
高大的核桃树上，知了扯着嗓子不知疲
倦地鸣叫着，一声高过一声。灼热的太
阳光从堂屋顶上的亮瓦照射下来，没有
一丝风，屋子里热气袭人。

那天，当我得知自己中考成绩以
10 分之差没能考上县里的高中时，大
脑顿时一片空白。我不想回家，我害怕
看到父母失望的眼神。我独自一个人
在街上漫无目的地游荡了很久，太阳晒
得我头晕脑涨，心中更是焦灼不安。

我垂头丧气，耷拉着脑袋，像一棵
被晒焉了的南瓜秧。天快黑了，我才慢
吞吞往家走。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
回家的，也不敢去想，等待我的将会是
什么。母亲在厨房里煮饭，烟雾缭绕。
见我进屋，问了一句：“惠儿，回来啦？”
我瓮声瓮气从鼻子里“嗯”了一声，扭头
走了出去。

父亲从坡上回来，额头上汗涔涔
的，汗水湿透了衣衫。我看了父亲一眼
然后低下头，极力躲避着父亲的目光。

“咋啦？没考上？”看我一副失魂落
魄的样子，父亲显然已经猜到结果。

“爸，我，没考上，我……”我把头垂
到了胸前，感觉自己快要哭出来。

母亲在一旁长长地叹了口气。“孩
子妈，饭好了吗？吃饭吧。”父亲说。
我心乱如麻，没有一丁点胃口，也不知
道那顿饭是怎样咽下去的。尽管父母
没有责骂我，但我知道，他们心里该是
多么失落和无奈。

接下来的日子，我度日如年。我把
自己关在屋里，望着屋顶发呆，我恨自
己无能，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迷茫和绝
望。

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
着，隐约听到隔壁房间有说话声。“孩子
爸，你看惠儿这段时间整天不出门也不
说话，会不会憋出啥毛病来？”这是母亲
的声音。“她心里不好受，就让她静静
吧，不会有事的。”父亲说。我紧咬着嘴
唇，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那是一个周末的上午，父亲戴上草
帽准备出门，我蹲在屋门口，百无聊赖
地看地上的蚂蚁。他转身叫住我：“惠
儿，要不你跟我去地里走走吧？”我看看

父亲点了点头，起身跟在他身后。
我和父亲一前一后走着，彼此都没

有说话。走到一块稻田边，田里的稻穗
已经泛黄，成熟饱满，沉甸甸的弯了腰，
过不了几天就可以收割。一阵风吹过，
稻穗随风摇曳，风中飘散着醉人的稻
香。在这些成熟的稻穗中，有几粒稻穗
呈青黄色，颗粒也不饱满，感觉营养不
良似的。

“惠儿，你看这些稻谷，有的品种优
良，长得又好又快，也有品种差一点的，
因为先天条件不足，不能与优良的品种
比，但是，它们却一直在努力生长，总有
一天会赶上去。”父亲意味深长地对我
说。细看，只见那几粒稻穗挺直了腰，
高昂着头，铆足了劲儿地向上生长，充
满生命的活力。

我的心如释重负，豁然开朗，我明
白了父亲的良苦用心，我含着泪望着父
亲，笑了。9月，我选择了复读，经过一
年的努力考上了高中。

人生旅途，芸芸众生，也许我们没
有别人优秀，但是只要努力付出，不停
下追逐的脚步，朝着梦想一步一步靠
近，就一定会有所收获。

蝉者，俗称知了。作为夏之使者，虽其貌
不扬、其形不硕，但仅凭那一声声长吁短叹、高
亢嘹亮的鸣叫与聒噪，就足以让人们刮目相
看、印象深刻，更何况其又浑身是宝。蝉体富
含氨基酸、蛋白质及多种微量元素，是日常生
活中上好的保健美食；不仅如此，蝉蜕又是一
味独特的中药，既有疏散风热、利咽开音、明目
退翳、息风止痉的功效，也具益精壮阳、止咳生
津、保肺益肾、抗菌降压的价值。

夏日的正午，太阳像一个赤裸的火球，毒
辣而又了无遮拦，毫不吝啬地喷洒着无穷的光
热，简直要把人间变成一个大蒸笼。鸟儿回
巢、羊儿归圈，拴在树荫下的牛羊，一个个竖爬
横卧，迷迷糊糊打起了盹；劳作一早上的人们，
吃过饭后，困倦不堪，或在藤椅，或在凉席，一
躺下就呼呼而睡；就连平日顽皮淘气的孩子
们，也难耐闷热，玩着玩着，就不知不觉摇头晃
脑，如同喝醉了酒似的顺势倒下，就地酣睡不
醒。

唯独躲在繁枝茂叶当中的蝉，个个精神抖
擞、容光焕发，放开了喉咙尽情歌唱。清脆嘹
亮的声音此起彼伏，你呼我应，俨然奏响了一
支节奏鲜明、旋律悠长的交响曲。非但不让人
觉得厌烦刺耳，反倒有打破沉闷、彰显活力之
效果。也正是有了如此天籁之声的伴奏，才让
每一个酣睡的人们，感觉更加有味、更加酣

畅。其实，不光白天，夜晚时分，偶尔也会传来
蝉鸣。宋代诗人辛弃疾的“明月别枝惊鹊，清
风半夜鸣蝉”，说的正是这种现象。相形之下，
半夜的蝉声，虽然不及白昼的鸣叫那么有气
势、有派头。但若是在月明星稀、凉风习习之
中，能果真有幸听到几声婉转悦耳的蝉叫，岂
不更加充满诗情画意，从而陶醉其中，妙不可
言！

蝉的发育成长，却又与其它昆虫不同，显
得很特别。听大人们说，蝉的幼虫孵出后，会
立即钻入地下，开始吸食植物的根汁而生长，
往往要花费好几年时间，才能发育成熟。为
此，小时候，我也曾不止一次，拿着小木棍，在
树林里剜来挑去，可惜运气不佳，多少年来，
竟连一只幼蝉的影子也从未见过。虽说发育
过程非常漫长，但对成年之后的蝉来说，其生
命却又显得极为短暂。无论是成语噤若寒
蝉、寒蝉凄切的形容和描述，还是庄子“蟪蛄
不知春秋”、李白“蟪蛄啼青松、安见此树老”
的说法与感慨，无不表达出一个事实，当秋日
来临，凉风冷雨之时，大概也就离蝉之大限不
远。

蝉的生命虽然不过一季，转瞬即逝。但活
着的每一天，却又显得那么乐观积极、健康向
上。生命不息、歌唱不已，就这一点来说，蝉
——还是很值得我们去佩服和学习的。

雨来啰！雨来啰！一个精灵的牧童
扬着手中的鞭子，四下挥舞，气喘吁吁地，
边跑边喊。急促的喊声让一个人起身就
跑，接着一个跟着一个跑起来，第三个跟
着飞奔起来，顿时田野上原先安安静静地
劳动着的人们慌乱起来，纷纷停下手中的
活，抬起头来，迟疑地望望天。有人还在
犹豫不决，只见一块乌黑的云正急急地滚
来，泼墨似的，见势不妙，大伙儿撒腿就
跑，呼啦啦的。

幸运些的，瞅见临近的一棵树，便箭
一样地直冲，一股脑扑进树的怀里，上气
不接下气，只有靠到了坚实的树干下，看
到浓绿的树叶像是一把严实的大伞，牢牢
地盖在自己的头上，才长长地舒了口气。
没待脚跟刚刚站稳，雨点急急追来，一粒
粒豆大的雨点直砸到树上“噼啪”作响，接
着便是哗啦啦一大阵，打得树叶纷飞，有
几粒穿过树叶直摔到身上，凉沁沁的。

没树挡的，只要看见草垛的，也没命
地跑，不管三七二十一，弓背弯腰，直钻入
草垛里，双手拼命地扒着，能扒出一个刚
能穿进去的窟窿，便使劲往里钻，遮点头
也好，就算大半身子还露在外面。哗啦啦
一场雨洒过，硕大的雨点砸在屁股上，有
些生疼，才有感觉，雨点一下就消失得无
影无踪了，此时上半身干燥温热，下半身

却淋了个透，半干半湿，看上去怪怪的。
最苦的是那些既不靠树又不挨什么

东西的人了，看着乌云滚滚而来，自己也
慌慌张张地没头没脑地跑。人们四下逃
散，一下没了踪影，而自己一看四周，空荡
荡的，最近的树也是数百米远，跑是来不
及了，只好愣愣地站着不动，眼睁睁地看
着一场雨从远远的那边山头压来，像一把
大大的扫把由远而近地把大地扫得湿透；
又从自己的身上呼呼地扫过，把自己扫了
个凉透心，像一桶水自上而下倒下，从头
浇到脚，全淌着溜溜的水，非常的狼狈，不
由直咒着这老天爷的狠心。

那些早带好雨具的，这时候就有很多
好戏欣赏了，看看那些懒得带雨具的人，
拼命跑，鞋子跑飞了，衣服跑落了，全然
顾不上：甚至被绊跌倒地也顾不上拍一
拍那泥土，连滚带爬地跑。而自己只需
慢悠悠地从包里掏出雨衣雨帽，慢条斯
理地穿好戴好，然后静静地站在原处，看
一场雨如何从远处急急地赶来，又如何
把那些粗心大意出门没看天色的人们一
一浇湿。雨点打在自己的帽檐上，“滴
答”作响，也扑打着雨衣，但乖乖地沿着
雨衣往下淌。偶尔有些雨点调皮地溅进
衣领，沁凉透人，很是惬意。正想慢慢地
享受这炎热夏天中难得的片刻清凉，一

束辣辣的阳光直扑到雨衣上，灼热烫
人。定眼一看，天空中原先黑压压的乌
云已经跑得无影无踪，天蓝得像一块透
明的玉，雨已经跑得无影无踪了，热情的
阳光已经把它赶跑了。

四周的田野被雨洗得清新发亮，都一
闪一闪地晃着水珠，原先被太阳晒得蔫蔫
的草呀树呀，此时都精神抖擞的，在太阳
光中格外耀眼，躲雨的人们也纷纷从树下
草堆里钻出来，四下打量自己被雨水打湿
了多少，又互相指着对方嘲笑谁比谁更狼
狈。

这就是乡下人家的赶雨，夏天最常碰
到的情景，“夏天孩儿脸，一天变三变”，乡
下人家的日子就在田间地头，很少能在屋
里老老实实地呆着。每每拿把农具像检
阅部队一样地在庄稼地里走来走去，油然
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幸福。看着一棵棵
壮实的庄稼，心里就乐滋滋的，即使碰到
风遇到雨也是满心欢喜的。因为有风有
雨，庄稼才长得茂盛，但自己也防着凉生
病，有事没事戴个帽，穿个雨衣，浑身又不
自在，劳动不利索，于是乡下人出门前，先
望望天空。再说夏天的雨也是赶场一样
的，急匆匆的一阵，转眼间就阳光灿烂，就
算是淋透了，没多大功夫，全身就干燥的
了，像没淋过一样。

只为与你相遇——巴拉格宗
●孙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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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兰

做一粒努力生长的稻穗
▲徐光惠

夏天赶雨
●莫景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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蝉——盛夏的生命歌者
☆逯富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