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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庆燊

跑掉的时间里有我的很
多妄想。那些妄想大同小异 ,

都跟着时间一起跑掉了。偶
尔想起来觉得很不可思议，
觉得自己很幼稚，然后又忍
不住想。想的时候，我就不再
是那个大家看到的我，我可
以变成不同的人：我可以飞
起来，我可以回到过去，可以
冻 住 时 间 ，可 以 永 葆 青
春……然后，时间继续跑，总
是不厌其烦地把我拉回来，
那些妄想就不在了，可时间
却没停下来的意思。我老了，
老了以后还是会想，还是会

想要留在那个世界里。
以前，时间还没跑得那么

快。那个时候的我，是现在都无
法想起来的我，是跑在阳光下的
我。现在的我，却只能跑在现实
的影子里。现实很大，我很小，总
也跑不出去。以前老想出去玩，
现在只想睡觉；以前总想天天有
太阳，现在只想知道为什么外面
阳光明媚而我却不想看？

我把自己变成一只灰扑扑
的沙袋，沉实地扔进我的工作
室。思维长出一道道纬线，绕着
庞大的音箱，追逐每一个漂浮
的音符。我想，我可以束缚住这
些古怪的小精灵，号令它们，在
我的琴上耕耘。

我的指甲，尖利地划破痴
迷的耳膜，以及劈头盖脸压下
来的夜空。我的世界里疾风骤
雨，所有的秩序都支离破碎，体
无完肤，如同那些空洞的眼眸。

曾经的梦想是骑上重金属
的冷酷，在现实中跌踏起伏。用
无拘无束构筑自由的殿堂，拒
绝温情。

可为什么时间越跑越快，
却永远追不上我苍老的速度？
我越来越跟不上时间的步履？
然后，我就这么看着，看着它来
了又去，去了又来……就这样，
我老了，老到连看也不愿意再
看了……

我知道，我已经老得成为

音乐的甲虫。在时间的音轨上
追逐时间。而时间的音轨无休
无止，它的终点谁又能企及？

Stop dreaming！
我命令自己走出幻觉。回

到墙壁前，继续与隔音膜缠绵。
我要用它包裹住那些音符的孩
子，不让它们只追逐太阳，追逐
时光。

时光不能老去，它具有真
实的质感，哪怕冷酷如铁，粗糙
成砂砾。只要意识与音乐同在，
我就在。我就还有妄想，甚至可
以借助我的疯狂，将妄想蜕化
为现实。

白驹过隙。何如我乘上白
驹，做一回时间的骑士。

雨雨天天的的静静美美
王政

秋天真是多情的季节。雨
就像多情的眼泪，时不时就淅
沥而来，下得多了人就怨嫌。而
我，对于雨天，总有一种特别的
喜欢，喜欢雨天那一份静美。

雨天里，出行不便，一些事
儿也有了放下暂缓的理由，就
可以堂而皇之地宅在屋里。雨
幕如帘子一般，把一切的嘈杂、
喧嚣，乃至世事的纷繁都隔绝
了，与我无关了。这时候，最宜
做的事情便是读书。身居一隅，
思接千载，这是读书的妙处，而
雨天因了自然的娴静，更加凸
显这样的读书之妙。汉末儒家
董遇对此就别有一番见解。他
把适宜读书的时间分成“冬者
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雨者时之
余”，认为相对于平常的忙碌，
冬日、夜晚、雨天便是多余出来
的时间，是读书的好时机。在我
看来，这“三余”中，雨天更难
得、更宜读书。泡杯清茶，手持
一卷，最好是精短散文那种，像
梁实秋的《雅舍小品》之类，清
清淡淡，平平静静，又能引人思
绪翻飞，让文字与茶香融在一
起，轻轻地啜，细细地品，心绪
随作者的文思飞扬，耳边有沙
沙的雨声陪伴，这是多么惬意
的事啊！

听雨也是一件雅事。闲坐

窗前，听淅淅沥沥的雨声打在
树叶上、窗棂上、院子里的器物
上，合奏成只有雨天才听得到
的天籁之音。听雨的人大都多
愁善感。不紧不慢的雨声滴在
天地间，也滴在人的心里，心湖
便泛起一轮一轮的涟漪。古往
今来，沙沙的雨声催生了多少
文人雅士的动人情怀，写下了
经久不衰的名篇佳句。“少年听

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
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
风。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
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
点滴到天明。”生于宋元朝代更
替之时，空余一腔报国热情的
蒋捷，听雨听出了人生的不同
境界。我没有文人雅士的情怀，
听雨让我进入一种禅的境界，
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

想，让雨滴在我心里，让思绪随
着雨声在时空里徜徉。

越是这样，便越是喜欢雨
天这份静美。这样的静美让人
淡定、使人从容，给人沉思静想
的时间和空间。既然秋雨多情，
多情得如此让人难以抗拒，何
不把匆忙惯了的一颗心放下
来，让生活慢下来，安享这雨天
的静美！

善良的房东

刘兵

我跟学友小郭是睡上下铺
的铁哥们。那年即将从大学毕
业，我们就开始做些零活，四下
打工，以积攒以后立身的生活
费。正式离校后，当务之急是应
聘进一家公司，固定拿工资，同
时找一片合适房源，有栖身之
地。这样我们就能心态平和地
发展事业。

那天，在同城网站上搜索，
小郭兴奋地告诉我：“阿兵，这
套二手房咋样？面积五十多平
米，厨卫一应俱全。位置稍偏，
我们各住一小单间。租金较便
宜，还不通过中介。”

还有这样的好事啊？当天
跑完人才市场，我们已幸运地
被同一家小型私企初步录用。
趁着高兴，我们打通了房主的
电话，想当面把租房合同敲定
下来。

我们有了跟潘婶的第一次
见面。跟以前的傲慢、凶巴巴又
刁钻的房东不同，潘婶满脸安
详和善。她的腿有残疾，一瘸一
拐地领我们看了房子。生活设
施如网上介绍的一样。房子虽
旧，但收拾得十分整洁，有电
视、空调、厨具、热水器、木床，
还能上网。

潘婶说她就住楼下的一室
一厅，这套房是已离世的丈夫
留下的“遗产”。她有个跟我们
差不多大的儿子，也是刚刚从
大学毕业，就留在沿海找工作。
目前，她还没办理退休，平常推
着小车沿街兜售小生意，把这
套房子腾出来出租，托人挂在
网上，用租金补贴儿子。

双方都很满意。在签合同
时，潘婶只叫我们预交了三个
月的房租，没收押金。她有些动
情地说，此时她想起儿子，刚走
入社会，想必他创业十分艰难。
所以，对我们这样的学生娃信
得过，尽力扶一把。我们也庆幸
遇上了像潘婶这样宽容的长
辈，要珍惜这难得的房缘。

我和小郭发奋工作，每月
一发薪，赶紧把房租亲自给她
送过。潘婶直夸我们有信誉。

大约租住了小半年。没想
到，我们所在的那家小公司在
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日显颓势。
有一天，老板苦着脸说，公司快
开不下去了。叫我们做满当月，
结账趁早走人。

当月，我们感觉续交房租
很困难。找机会，我吞吞吐吐地
把难处说了，潘婶大度地把手
一挥，那就缓缓。再重新找工作
呗！这回一定要找一家大公司，
能长期做。没事了，你们帮我推
推小车，到街上卖小吃。熬过这
关口，我相信你们事业上又会
迎来一片艳阳天。

后来，小郭和我分别找到
更好的工作，不仅收入稳定，工
资年年还加。小郭的新单位离
得较远，他另找了出租屋。这套
房子我跟女友一起继续租住。
期间，潘婶把租金微调过两次，
但对比时下的行情，还是“便
宜”。一直到我当上公司主管，
购置了新房，我和女友依依不
舍地搬出去。潘婶随之把那套
房子售出，给她在沿海发展的
儿子交了买新房的首付。

至今，我和大郭只要有时
间，就会看望以前的老房东—
潘婶。她已经老了，在拿退休
金。当然，她儿子早已不要再给
补贴，反过来，还时常寄些钱表

“孝心”。我们一直感谢这位善
良的老人在我们人生艰难的起
步阶段给予的包容和鼓励。祝
愿她过好幸福而安详的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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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巧手手奶奶奶奶爱爱剪剪纸纸

陈亮

奶奶已是耄耋之年的高龄
老人，虽然裹着小脚，也从未进
过学堂，斗大的字不识一升，但
她生性聪颖，善学好动，自幼练
就了一门剪纸技艺。

记得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若是谁家逢个乔迁嫁娶的喜
事，都少不了要用剪纸来衬托
喜庆场面，那时候的奶奶可是
十里八村的精巧人，不仅会做
面塑，还会剪纸。凡是主家有什
么要求，奶奶都会根据主家意
愿随即发挥，倾情献艺。用现在
的话说就是乡间艺人。也因此，
大家私下里还给奶奶取了个绰
号“金剪刀”。尤其是摊上村子
里谁家嫁女或娶媳妇，奶奶可
成了十足的香饽饽，每次剪纸
时，村子里的婆姨女子就都围
拢着奶奶边啧啧称赞边旁观盘
问，虚心请教，偷经学艺。

只见一把普通的剪刀，一
张普通的彩纸，在奶奶手里经

过翻转、挪移、折叠、裁切、剪刻
等环节，如变戏法一样，“咔嚓
咔嚓”左拐右旋一番下来，人
物、动物、植物、器物等各种各
样的吉祥图案和花纹很快就活
灵活现地呈现在人们面前。

每一次剪纸结束时，大家
都急切地想一看究竟，等待着
奶奶将折叠各异的彩色剪纸
展开。只是每一次的花形和剪
法不同，展现给大家的也是不
同的惊喜，双龙戏珠、鸳鸯戏
水、龙凤呈祥、金鸡报晓、鱼跃
龙门、金雀啼鸣……这些剪纸
寄寓吉祥如意，既辟邪，又喜
庆。

如今的社会早已不时兴
婚房剪纸了，就连过年，喜庆
的年画和工艺饰品也随之代替
了过去的剪纸工艺。可随着年
岁的增长，奶奶却并没有将自
己的剪纸技艺放弃。每逢年关，
奶奶都会根据年份剪出与当年
相对应的花鸟虫鱼及十二生
肖，即使平日里，奶奶没事了就

会坐在太阳底下边享受着阳光
的沐浴边剪起她的纸花来。

剪纸是门艺术，也算是脑
力劳动和肩肘运动的结合。所
以奶奶一向身体健康，虽然如
今已是耄耋之年，可依然耳清
目明，心性坦然，且没一点痴
呆倾向，这些也许都是奶奶陶
醉在她的艺术世界里的结果。

每每走进奶奶的卧室，就

好比来到了艺术的殿堂。少数
上了年纪的人还常向奶奶索要
一些诸如虎头、猫头、公鸡、熊
猫之类的图案，用来给小孩子
做布鞋上绣花的图案。每每见
有人来相求，奶奶就乐得合不
拢嘴，拿起久违的剪刀倾情献
艺。在奶奶看来，这才是她的最
大幸福，为别人剪纸才是她人
生最为得意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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