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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冬之之韵韵

□葛小明

一滴露水在滑落途中结
成冰晶，风加快步伐肆虐，冬
天从孩子的假期边缘如约而
至。首先感受到的是村外的小
河，水越流越少，禁不住温度
的下降停了下来。河边那些
树，喧哗了一年后归于沉默，
站在大地之上沉淀，等待，等
待着来年新一轮的风风雨雨。

麦地里很安静，麦苗不
吵不闹，微微挤着，靠在一起
恰到好处。这些从秋天长大
的绿苗，不惧风霜，在每年的
隆冬起草新一年的篇章。不

能想象，绿是要经历寒冬的，
收成更是如此。麦地的边缘
是被软化的细土，踩在上面，
就像踩在温柔的沙滩上，放
轻步子，慢慢回味。这种感
觉，城里常走的柏油路是不
会有的。只有心静下来，世界
才会静下来。

雪是冬天最好的馈赠，乡
下的麦子不怕冷，反而把它当
作厚厚的被子，一层，一层，落
满田埂。再厚些吧，温暖的雪，
是来年的收成。乡下人也不怕
冷，很早就起床，扫扫自家门
前的雪，再扫扫邻居家门前的
雪，一条温馨的小径冒了出

来，它通向和睦，通向幸福。
鸟儿不再偷食，三三两两

地在树枝上开会，总结一下一
年来的事情，说说这场雪，说
说来年要出生的小生命。树枝
和电线杆一样，孤零零指向天
空，不一样的是树枝在孕育，
来年又是郁郁葱葱。很快，鸟
儿就在上面安个家，把新一轮
的春天叫进来。

远处的群山睡了，睡在一
场大雪里格外安心，一树树，
一山山，银装素裹。村庄被雪
压得很低，就快和地平线重合
了。村里的人却在长大，和炊
烟一起上升，升到冬天之上，

很快就是春暖花开。那雪，分
明就是开在春天门口的花，落
在肩上，留有余香。雪地里让
人畅想的时间很多，可以想想
过去的一年，得了多少，失了
几分；可以想想，明年这个时
候，会站在哪里看雪；可以想
想，再过几天，远在他乡的亲
人就可以团聚见面了。

人间是温暖的，无论温度
降到多少。就像每一棵草，每
一个人都会经历冬天，它会暂
时寒冷，暂时被冰霜包围。但
是只要我们耐得住寂寞与困
苦，定能冲破严冬，不远处的
春天就会向我们走来。

布布鞋鞋
□吴辰

岳母给我做了一双布鞋，
刚开始的时候，穿着很不舒
服，挤脚，我便将它搁在了玄
关边的鞋架一角，不管不顾。
时间久了，鞋上竟积了一层
灰，像位不受待见的老者，偏
居一隅，不见丝毫光鲜。

岳母再次来时，轻易地发
觉了这双布鞋的处境。起初，
我惴惴不安，因为辜负了她的
好意。岳母的眼睛不好，做这
双鞋要费多少眼力，不是你我
能算得出来的。这双鞋寄托着
她老人家的期盼，在纳鞋底
时，她便跟我讲：“别看这鞋的
样式不时髦，质量可好着呢！
你穿着肯定舒服！”

质量是好，我不否认，比
商场里卖的那些肯定好多了，
但舒适度却让我耿耿于怀，还
是那俩字：挤脚。

我以为岳母会表现得很
失落，但她没有。她只是眯着
眼睛对着我笑，脸上的皱纹像
盛放的小花。我说：“妈，不是
我嫌弃您做的这双布鞋，但它
实在是太挤脚了，您当时就应
该做大一些呀。”

岂料岳母回道：“你的鞋
本是42码的，我特意给你做小
了一号。”

“啊？这是为什么啊？”我
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

“手工做的这个布鞋，是
会越穿越大的呀。刚开始你穿
着的确会感到挤脚，但多穿几
次后，这鞋就会扩张到适合你
脚的尺寸，到那时，你就能感
受到真正的舒坦了。”岳母道
出了原委。

原来，岳母的布鞋里还有
这般奥秘啊。

岳母接着说：“这种舒坦，
是市场上那些鞋给不了的。我

做的这布鞋，就像有生命一
样，它和你的脚磨合久了，就
长 成 了 最 适 合 你 脚 的 模
样……”一双鞋里竟包含着如
此深刻的道理。

也许是我们太过年轻，也
许是当下生活节奏太快，我们
往往只关注第一感觉：读一部
新书，第一页平淡无奇，便觉
得这书是平庸之作；在外吃
饭，第一口不合口味，便对这
家餐馆失望；看到新同事，第
一眼不太满意，便认为此人不

靠谱……时常有朋友抱怨生
活让人失望，现在想来，可能
是他们太过心急。很多时候，
我们需要静下心来，去沉淀，
去适应，或许那样，我们才能
领略到更多的精彩。正视“第
一感觉”，别让自己的心态为
其左右，学会等待，慢慢地体
会，你总会发现那最真实的一
面。

我轻轻掸去布鞋上的灰
尘，再一次将它穿在了脚上，
我感觉到了，它在生长……

最最爱爱红红薯薯香香
□章中林

傍晚出门，和一缕甜香撞
了个满怀。抬头寻找，是一个
老大爷在烤红薯卖。当我的目
光和那灰黄的红薯相逢时，儿
时的画面也次第在我的面前
打开了。

早秋季节，我们就开始到
地里去偷红薯了。那时候家里
穷，没有什么零食吃。最好的零
食就是红薯了。我们躲在棉花
地里，骗过红薯主人，钻进红薯
丛中就偷。偷到的红薯洗干净
了，我们又钻进棉花地里去啃，

那脆脆的甜还是别有风味的。
有时也将它们埋在火粪堆里
烤。很多时候，我们等不及，红
薯还是生的，水洼洼的，我们也
就这样啃，还有滋有味的。

等到挖红薯的季节，那红
薯就几乎成了我们的主食。烤
熟的红薯掰着吃，切进粥里煮
着吃，放在饭头贴着吃；烀熟了
揣成角子炒着吃……一种是一
种的味道，一种是一种的甜香。

冬日的早晨上学，我们都
会揣一个红薯在书包里。等到
课间的时候拿出来，慢慢地品
尝。有时红薯被压得扁塌塌

的，没有了模样，我们依然吃
得风生水起。

我最爱吃的是放在灶膛里
烧的红薯。虽然外面烧焦了，但
是里面却是黄黄的，还带着红
红的暖丝。刚出膛的红薯色泽
诱人，冒着热气。吃一口，粉糯
里带着饱满的甜，吃了一口接
着想再来一口。每次吃完红薯
跑到外面玩，总会惹来一阵哄
笑。转身回家，一照镜子，一脸
的黑胡须，就差变成张飞了。

如今，童年已逝，故乡已
远，母亲也没有了种红薯的兴
趣。只有这朴素的红薯香，总会

在秋冬季节赶来和我亲近。
走到烤红薯面前的时候，

老板的面前已经聚了不少人。
老板是个有心人，递红薯的时
候，不忘给每一个人垫一张牛
皮纸。美味在手的，也并不急着
走，就站在炉边恣意地品尝着。
没有买到的眼睛瞪得圆圆的，
望着烤炉，抱定挑一个最大最
甜红薯的决心，耐心地等着。

美味当前，不容错过。我
也挤进人群中抢了两个红薯。
捧着红薯，虔诚地剥开，送进
嘴里，那熟悉的味道就在心底
弥散开来……

人生处处

是考场

□潘玉毅

“考试”这回事在人的一生里
是很常见的。在我们读书的时候，
除了小升初、中考、高考这些大型
考试，更有不计其数的小考：一个
单元结束了有单元考，一个月结
束了有月考，到了期中有期中考，
到了期末有期末考，演变到后来，
连小孩上幼儿园都得先进行考
试。也难怪社会上会流行这样一
句话：“考考考，老师的法宝，分分
分，学生的命根。”至于考试多了
是不是一件好事，没有人能给出
一个标准答案。

即使在成年人的世界里，这
种“人生事事皆考题、处处是考
场”的局面也没有多大改变。放眼
我们的生活，驾驶证要考、教师证
要考、会计证要考、记者证要考，
在许多场合，依旧是以考试成败
论英雄的。而且，除了这些看得见
的考试，隐形的考试也有很多。

刚参加工作那会儿，与我同
一批进单位的有一个学财会的小
伙子。在最初的几个月里，带他的
师傅除了让他帮忙整理卧室，只
肯让他干一点小零活，他闲得无
聊的时候常来我们办公室帮我们
整理资料。这种状态持续到第四
个月的时候突然发生了转变。似
乎只过了一夜，他的师傅就把“财
政大权”交到了他的手上。我们以
为这是他师傅“大发善心”的缘
故，后来才知道并不是。他告诉我
们，有一天他在给师傅整理卧室
的时候，发现被子上有几张百元
大钞，主动交还给了师傅，这样的
事情随后又发生了几次。直到有
一天，师傅把保险箱的钥匙交给
他，告诉他已经通过了考验，他才
知道先前的那些钱都是师傅用来
试探他的“考题”。听完他讲的故
事，我们除了对“人生的考验，无
处不在”这几个字有了更深的领
悟外，也明白了一个道理：不管是
不是有人监督，都要守得住本心，
经得住诱惑。

这个世界，有人的地方或许
就有考试，生活中的每一道坎每
一件事都能成为一种考验，甚至
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优胜劣汰的作
用；而我们每个人都是马不停蹄
的“赶考人”，从这个考场跳入另
一个考场，从这道试题转入另一
道试题。许多时候，不光逆境是一
种考验，顺境亦是一种考验。只有
胜不骄、败不馁，才有可能真正地
笑到最后。

然而，与他人给我们出的考
题相比，自考显得尤为重要。在人
生的无数次大考小考中，最难考
的考试是内心的考试，最难欺骗
的考官便是我们自己。我曾看到
这样一句话：“如果现在你成了老
板，你会不会聘用现在的自己，又
会给自己开出多少的工资？”说真
的，对于这个问题，我的内心十分
茫然。

我忽然想到了“吾日三省吾
身”的曾子，也许我们应该向他学
习，时时对自己进行审视：这一天
我过得好吗，这件事我做得对吗，
这一路我们行得是否有意义。因
为不管是什么样的考试，进士都
是有限的，不是每个人都可以金
榜题名，然而当我们扪心自问的
时候，心中的答案是“我尽力了”
便没有遗憾了，就算名落孙山，我
们还是好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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