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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80 年代初，我身患病疴 ，慕名
前往安康地区中医院，找著名中医叶锦文先
生诊治。 当时叶老已年近古稀，且有老病缠
身，仍坚持每周两个半天上门诊，每次看 15
个病人。 我连续看了一个多月，服了叶老开
的 40 多副中药，竟奇迹般地得以根治。我以
亲身经历再次印证了叶锦文先生非凡的医
德医术，感激之情油然而生。

1993 年 1 月 20 日，时任地区中医院名
誉院长、主任医师的老中医叶锦文先生因病
医治无效，走完他的 85 载春秋。

叶锦文 ， 祖籍江西省建昌府南城县 。
1908 年 4 月 6 日生于安康县城， 父叶忠贤
系地方良医，乐善济人，口碑颇佳。少年叶锦
文耳濡目染，深受熏陶 ，师承其父 ，立志从
医。 1914～1922 年先后在私塾和安康高小读
书。 1923 年，15 岁的叶锦文开始随父学医。
1929 年在其父的引荐下投师于安康杏林高
手刘继武先生门下学医，1930 年，叶锦文开
始独立行医。 至安康解放，他已切脉诊治 20
载，期间尽管家境贫寒，仍恪守医道，对贫苦
患者精心医治，送药留食而不取分文。

1952 年， 叶锦文赴西安西北中医进修
学校学习 1 年。 l953 年至 1981 年在安康县

医院中医科工作。1981 年 3 月调安康地区中
医院工作。 1953 年 3 月，叶锦文被授予中医
师，1967 年被安康县人民委员会授予主治医
师，1978 年 7 月被陕西省卫生厅授予主任中
医师。

半个世纪以来， 叶老以精湛的医术，高
尚的医德，救死扶伤、匡世济人。 为数以千计
万计的桑梓父老长幼解除了病痛，挽救了无
数垂危病患者的生命。

叶锦文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逐步形成
独特的学术思想，主张辨证论治，重在驱邪；
选方用药，偏于养阴；调理肝脾，辛升苦降，
古方今用，灵活变通。 对脑卒中、胃脘病、郁
症、泄泻、妇科杂症、小儿内科及一些疑难病
症，都有独到之处，特别是对“小柴胡汤”的
临床应用造诣颇深。

“小柴胡汤”是《伤寒论》中的名方。 叶老
师古不泥，巧妙辩症，每方必验，具有独特疗
效。 步入古稀之年的叶老，一方面不辞辛劳
接治病人，一方面集数十载临床经验，编汇
成册，贡献医界。 其《小柴胡汤及其应用》《叶
锦文临床经验集》先后于 1979 年 3 月、1985
年 10 月由安康地区科技情报所、 陕西省科
技出版社出版面世， 丰富了祖国医学宝库，

受到医疗卫生界的好评， 安康地区卫生局
高度肯定了他的医学成果并给予嘉奖。

叶老常说“我看病 60 多年 ，虽然有一
些成功的典型病例，也出了书，其实这都是
病人与我合作的结果， 正因于此我的医术
才能不断升华。 与其说我在给他们看病，不
如说他们在帮我工作， 我只有从心底感激
他们，绝无半点怠慢病人之理。 ”基于这样
的认识，叶老对病人不分尊卑贵贱，一视同
仁，必欲治愈而后快。 叶老临终前的冬天，
一农民慕名求诊，见状起身欲辞，叶老让子
女将其留下，他挣扎起床，切脉开方，还要
儿子亲自去抓好药交给患者带走。

叶锦文把爱心献给病人， 献给医疗事
业。 他从医 60 余载，经他抢救、治愈的病人
不计其数， 他出类拔萃的医德医术受到社
会的广泛尊敬和爱戴， 党和政府也多次给
予他崇高的荣誉和褒扬。 1984 年，中共安康
地委授予他“优秀党员”称号，1988 年被省、
地两级授予 “老有所为精英奖”，1989 年 6
月又被授予全国“老有所为精英奖”。

叶锦文的一生， 是悬壶济世， 鞠躬尽
瘁，不断进取，不断奉献的一生，他献身岐
黄，德高望重，高风可鉴，堪称后世楷模。

闲暇聚会， 见到暌别已久的诸多学友，
其中包括文中的小君， 对于那段尘封的往
事，就像是鸡毛掸子掸出灰尘反射出形形色
色的人性。 写这篇文字的时候，我心中一直
处于惴惴不安之中。不仅要证实校园冷漠是
真实存在，同时也为我们懵懂的年少所犯下
的错误，真心说声对不起，请你原谅我们。

小君时常戴着一副大眼镜，刚到我们班
的时候，着装邋遢。 可能是因为视力的原因
吧，老师安排她跟我坐在第一排。 对于她的
到来， 同学们都有一种莫名的不友好态度，
而且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这种不友善在逐
步地弥漫、扩散与放大。

“你看她那眼镜， 跟我爷爷的老花镜一
个款式！ ”

“她身上咋老是那个味儿？ 是不是几个
月没洗澡啊？ ”

“每次考试都垫底，咋混进我们班的？ ”
对她的闲言碎语不时飘进耳膜，整个班

级好像都关注着这个转学生。其实她跟我比
邻而坐，并没有感觉出有什么另类的行为举
止，相反地她乐于助人，为了跟同学拉近距
离，大扫除她干最累最脏的活，下课帮同学
削铅笔，还时常把自己的文具借给同学。 但
所有的热心肠换来了驴肝肺，她仍被莫名排
挤。同学们依旧讨厌她，风言风语仍漫天飞。
她悄悄地承受着， 也没有和任何人冲突，依
旧坐在角落里默默地踏实学习。成绩没有起
色，依旧在垫底，偶尔跟她说一两句话，因为
少年时的我们很容易被别人或大环境左右。
虽然从未发生口角或者冲突，也不愿意再亲
近这名同桌的她。但这些并没有影响到她情
绪，她依旧干着最脏最累的活，依旧跟同学
套近乎。 每天乐呵呵，有时候我都觉得她的
心真够强大，面对冷漠居然还可以那样淡定

自若岿然不动，她是真不生气吗？
时间如流水逝去，过了几个月，她的处

境越来越艰难。开始有个坏同学将垃圾倒进
她的书兜里，把她的书本丢进垃圾桶，当着
她的面冷言冷语。 不再有人让她削铅笔，向
她借东西， 这个被孤立的女生茫然不知所
措。 或许班级终于来了个出气筒，或许她容
貌不出众，或许成绩太不争气没能给她应有
的自信？ 百思不得其解。

终于有一天上音乐课，所有的同学都清
一色地坐到朝阳的左边，将右边的课桌全部
留出来，只有小君一人像落队的孤雁，寂寥
地独坐一隅。 虽然我与她同桌，但我没有勇
气跟她一起坐到右边，因为我一样不想被排
挤，被孤立。我没有像拔刀相助的侠士，没有
像壮士断腕的义薄云天，没有像“向我开炮
的”英雄一样，哪怕大喊一声，没有，所有的
正能量都在瞬间消失，化为消音栓。 当看着
她气得绯红的脸，嘴角颤抖，手掌哗哗乱颤，
脸型扭曲，我的心情异常复杂，潜意识告诉
我，这种做法过火了，应该有很多同学与我
一样， 充当了看客而成随波逐流的一员，但
是，我们都没能站出来，勇敢地坐到背阴的
右边。

此后，这位女孩终于不再笑呵呵，开始
沉默，常常暗自伤神，偷偷流泪，也不再找任
何人说话。每当她可怜巴巴的眼神投给我的
时候，我的心一阵阵针扎。 针对她的行为还
在继续，那些无休止的恶作剧上演了一次又
一次，小君依然沉默是金，或许她根本不知
道该如何反抗。当她一个人面对一群人的时
候，行为是没有道德准则的。终有一天，一名
男生把水盆架在门框上边专等她经过，这盆
水把她浇成落汤鸡。 这个女孩放声大哭，跑
走了， 这盆水或许浇灭了她心中所有的美

好、希冀和憧憬，她委屈地号啕大哭。班长实
在看不下去，义愤填膺地怒声吼道：“你们够
了吧！ 把水收拾干净，我要去找班主任。 ”于
是像冲锋在前的战士， 我的愤怒亦抵达极
点，一起跑去找到她。 她在一个墙旮旯里蹲
着哭泣，看着她卷曲的身子，我的泪水终于
开了闸， 用纸巾擦干她脸上和脖子上的水
渍，轻声地说：“班长去告诉老师，老师问的
话，我一定会为正义作证！ ”小君哭着点了
头，像受尽侮辱的羔羊，依偎在我的身边。我
觉得这是青少年成长阶段做得最对的一件
事情，心中激荡着一股浩然正气。

很长的时间里， 没人再提起过这位女
孩。直到几天前，在同学家里碰到她，她热情
地跟打招呼，无所顾忌地跟所有的同学握手
言欢，包括那个欺负她的“傻男孩”。 虽然我
们曾经给予她那么大的伤害，但她居然把我
们当作亲密无间的发小。 突然间，我感到很
渺小、羞愧和自责，那时候我们太不懂事了，
“年少不知事，知事不少年”不能成为伤害别
人的借口，每个人都应当有自己的坚守和底
线。 我虽然不能算是冷漠差生的帮凶，但在
别人最需要支持和帮助的时候，却选择了逃
避躲责与视而不见，每每思之一直很内疚和
羞愧。

时过境迁，我和青葱少年都已经长大成
人。 而小君如今已是单位的后备干部，有了
自己的事业和家庭，家庭温馨美满。 我由衷
地高兴。 庆幸少年的伤痛，并没给这位灰姑
娘带来太多伤害，逆境让她独自走过一段最
艰难的青春期， 感叹平凡之中孕育伟大，更
钦佩她小小身躯下竟有着那样强大的内心
力量。现在看来，那些难以释怀的过往，在她
或许早已云淡风轻了，但我还是想对她说一
声，请你原谅我与我们。

这 是 一 幅 多 么 难 得 的 中 国 画
轴———中 秋 佳 节 中 和 谐 的 幸 福 图
景……

金秋之夜，皓月当空，清风送爽，
桂花飘香，沁人肺腑。 就在此良宵美
景下，我国城乡各地、千家万户的人
们，要在干净整洁的院庭里，摆放香
案，焚香插花，恭奉上时鲜水果，把圆
圆月饼置于中间，全家人轮流向月亮
祭拜，互寄情思。 而城里大多人由于
地方限制， 也要在阳台上布置地幡，
开始起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的团圆
祈福活动。

八月十五月正圆，中秋月饼香又
甜。 人们吃着月饼，忆古思今，就会联
想起有关有趣的事情来……我国有
许多传统节日，都会出现在相关联的
节应食品，中秋节更为独特，月饼更
显珍贵。 月饼状为圆月，象征团圆，反
映出了人们对家团聚和如意的渴望，
所以月饼又叫 “团圆饼”。 据史料记
载，月饼起源于唐朝，到了宋代就极
为普遍。 《燕京岁时记·月饼》载：“至
供月月饼，到处皆有，大者尺余，上绘
有月宫蟾兔之形。 有祭而后食者，有
留至除夕而食者。 ”苏东坡在一首词
中写道：“小饼如嚼月，中有酥和饴。 ”
对月饼的形状和成分作了形象的概
述。 从明代民间开始，我国就有互赠
送月饼的习俗，做工更为讲究。 到了
清代“月饼包装桃肉馅，雪糕甜砌蔗
糖霜。 ”由此可见，当时的月饼与现代
的月饼已经很接近了。

我国幅员辽阔 ，天南海北 ，不同
民俗， 月饼都有不同的制作方法，风
味因地而异， 品种花色各有千秋，例
如流传的有京沪味的、 港澳味儿的、

长安特色味儿的等最有名，不同对象
可以按自己的爱好选择食用，以饱口
福。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在
我国台湾中部和东南部地区，至今还
流传着中秋争夺“状元饼”的习俗。 就
是沿袭着旧时中举考官的风俗，为了
碰交 “好运气”， 长辈得提前送子孙
“状元饼”，预示着他们心想事成的那
一天早日到来。 现在，在我们日常生
活中， 这种民情意愿也得到了延续。
每年高考结束后，家有考生的人家如
愿以偿后， 上大学后又逢中秋节，长
辈们都要前来向下一代送来月饼和
学费，勉励他们再接再厉，可谓千里
明月寄相思，一块月饼一片情。

中天一轮月，秋野万里香。 中华
民族自古以来，尊崇礼节，就中秋的
月饼来说是供人们祭月及赏月中食
用。 吃月饼的办法，一般民间都要均
分切成若干份，按人口数分，以象征
团聚。 如家中有人外出，便留下一份
至归家时吃， 也是象征团聚一堂，不
缺一人之意，真可谓“但愿人长久，千
里共婵娟。 ”此时此刻，我在“抬头望
明月，低头思故乡”的缠绵乡情之中，
不由得忆起了故乡的中秋月事。

关中西府农家，曾清晰地记得每
逢中秋佳节， 母亲就提早打扫了庭
院， 在一棵很有年代的老枣树下，要
摆上祖辈的牌位，放置上苹果、大枣
和月饼，冲泡上一碗茶水，斟满一盅
老酒，烟酒茶要备齐。 尤其是她亲手
烙出来的月饼，要比锅盔小，巴掌般
大，上面还烙印有面花，就像一件精
美的工艺品，掰开品尝一口，那扑鼻
而来的麦子香味，就像泥土中散发出

的醇香， 把人在清爽的秋风中陶醉，
表达着深深的祭典之情，无疑就把秋
风绿窗明月在，留驻青史古无人的一
种思念情怀表达得淋漓尽致……这
也是我国乡村中家有母亲的共有的
朴素情怀。 最有趣的是，当天的晚上，
老人们还要给孩童们讲述有关月亮
的故事，如嫦娥奔月、玉兔捣药、吴刚
砍伐桂花树、唐王游月宫等 ，这些都
流芳千古的传说，而且越讲越有故事
味。

由于月神属于女性，民间称月亮
是乐施好善的婆婆，她自然主宰人间
婚姻。 称其媒人为“月下老人”，即是
源于月神的信仰。 古诗云：“月上柳梢
头，人约黄昏后。 ”中秋夜里，一对对
有情人在谈情说爱中， 一边吃月饼，
一边窃窃私语，既显浪漫风情 ，而且
婚姻的保险系数特别高，因为有月神
作证，他们的爱情就像月亮一样的圆
了， 而生活就像圆圆的月饼香又甜
……正如民谣说：“八月十五月正圆，
西瓜月饼敬老天。 敬得老天心欢喜，
一年四季保平安。 ”这就是我国老百
姓共同心愿啊！

请你原谅我们
□ 市直 任雪姣

世相 漫笔

杏林圣手叶锦文
□ 汉滨 方 琛

文史 春秋

堰塘修建好后的几年里， 雨水
一直很充足， 地里根本用不上堰塘
灌溉，这让父亲多少有点“失望”。 看
见果园里硕果累累，连年丰收，一家
人都沉浸在喜悦之中， 唯独父亲脸
上的表情怪怪的， 整天进进出出地
小声嘀咕着，话里话外就一个意思：
老天爷可说不准， 说不定哪天就干
旱了呢。

可老天爷就是不听他的， 年年
风调雨顺。

为了让修建好的堰塘能物尽其
用，也为了挽回一点颜面，父亲终于
做出了一个决定：把房后满是石头、
连庄稼都不好好生长的几亩薄坡
地，变成梯田。

父亲说干就干。 他先是将地里
的石头挑拣出来， 按照提前依据地
形而规划好的梯田位置形状， 用石
头和着泥土垒成田坎，再用铁锹、铁
镐等把高处的泥土翻倒到低洼处，
最后用锄头平整。 经过一个多月的
艰苦奋战，大小六块、上下三层看起
来颇有气势的梯田终于平整出来。

就等着一场大雨落下。 雨终于
来了， 父亲赶忙脱掉鞋袜， 挽起裤
腿，冒雨走进梯田里。 雨越下越大，
为了能让梯田尽快蓄上水， 父亲又
急忙呼唤一家人都来到梯田里，十
几只赤脚片忍受着泥浆深处硌脚的
石渣子将脚硌得生疼的痛苦， 在田
坎里侧不停地用力踩踏。 惊心动魄
的一天过去， 一家人被淋成了落汤
鸡，梯田也终于蓄上了水。

犁、耙在梯田里仔细耕耘过后，
又经过一晚上的澄清， 再去我家房
后，眼前长条形的三层梯田里，已是
水汪汪一片。 施肥，插秧，几天的紧张劳动过后，蓝
天白云倒映水中，水面点缀着点点绿意，看得人心
里别提有多欢喜了。 几场夏雨过后，稻田更是青绿
一片；青蛙不知什么时候也住了进来，夜晚，一家人
头枕着蛙声入眠，心里更是无限的踏实与满足。

大路上来来往往的人见了， 无不回头张望，一
边露出羡慕的神色，一边“啧啧啧”地摇头感叹。 熟
悉的人说：“石世来呀，你是真敢呀，敢在高墚上种
稻谷啊！ ”不熟悉的人呢：“这家人也太能了吧，竟然
在高墚上种水稻！ 这水从哪儿来呀？ ”

水稻在高墚上欢快地生长着，抽穗了，开花了。
父亲有事没事往房后跑，一脸的阳光灿烂。 一家人
也跟着一起欢声笑语着。

“有钱难买五月旱，六月连雨吃饱饭。 ”农谚在
这时候竟突然反了过来，一进入农历六月，就是连
续十多天的炎炎烈日， 稻田里的水很快蒸发没了，
裂开了一道道丑陋的缝隙。 父亲顾不上他的果园
了，他做出了一个大胆决定，放开堰塘里的水专门
来灌溉稻田。 我知道他的心思：保住了稻田就等于
保住了他的脸面。 堰塘里的水源源不断地流进稻田
里，稻田里腾起一团团热腾腾的水雾，可经不住连
续多个毒日头的炙烤，很快便又干裂开来。

堰塘里的水已经所剩不多，父亲便指派我和二
弟，带上脸盆来到堰塘里，把剩下的水往外浇。 他不
甘心一家人几个月的辛劳和祈盼被烈日蒸腾，变成
天上的云朵。 兄弟俩光着膀子，顶着烈日，轮换着将
堰塘里的水一盆一盆地往外浇，一盆一盆地往外浇
啊，可灼灼烈日下，水流不等流进稻田就已经在沟
渠里蒸发殆尽，哪里还有一滴水流进稻田里！

烈日当空，骄阳似火，稻田里的
裂缝越开越大，越来越面目可憎。 水
稻枯萎了 ，焦黄了 ，要着火了 ，人的
心头也着起了火。 父亲一会儿在田
间地头徘徊， 一会儿又屋里屋外踌
躇；一会儿抬头凝视天空，一会儿又
低头望向稻田……像得了传染病一
样， 一家人也跟着父亲， 一会儿抬
头，一会儿低头 ，坐立不安 ，焦躁万
分。 天天就那么盼着，盼着一场饱墒
雨落下。 “可惜苍天对不住，怜惜雨
滴屈指数。 ”老天爷依然我行我素，
下不来一滴雨，直至水稻变成枯草。

执着的父亲偏不信邪， 第二年
又在梯田里种上了水稻， 结果还是
和往年一样， 一家人在经过一两个
月的内心煎熬后，收获一堆枯草。 第
三年仍继续重复。 母亲再也忍受不
了父亲的执拗， 忍受不了因父亲的
倔强而带来的果园减产、 水稻绝收
的结果，指着父亲的鼻子破口大骂：
“羞你先人哩！ 你看看这一沟两岸、
墚上墚下 ， 有哪家在干墚上种水
稻！ ”父亲被母亲的气势震慑住了，
自己的决策失误，只好低着头，默不
作声。

连续干旱， 却并不影响我家河
坝田里稻谷的收成。 父亲看见因干
旱而变得越来越宽的河床，“眉头一
皱，计上心来”。 因为我家的水田紧
挨河坝，他要在河床上垒石头造田，
增加我家的水田面积了。

搬石头 ，挖河泥 ，浚河床 ，垒田
坎，倒老田泥巴 ，平整新水田 ，重修
老水田田坎……父亲带领着我们兄
妹几个，经过一个多月的辛苦劳作，
硬是在河床里、 靠近我家水田外坎

边沿的位置垒出了几块长条形的新水田。 “新筑场
泥镜面平……”父亲一边抹去脸上的泥浆，一边笑
逐颜开：“好得很！ 这下子，起码又多了三四分口粮
田，要多收三四百斤稻谷呢！ ”

秋收结束了，一家人围坐在饭桌旁，父亲看了
看每个人碗里白花花的大米饭， 又抬头望向母亲，
像是自言自语， 又像是要向谁解释什么， 小声说：
嗯———今年这米，吃着香！

有人问我，你的经历这么丰富，现在回想起来
是不是感觉挺值得怀念的？ 现在嘛，说句心里话，再
回过头去想想那时候的那些情境的话，我能想起来
的只有一个字：苦！ 那时候啊，我有时候真的是对我
父亲心生怨恨。 无论天晴下雨， 从来都不曾休息
过———烈日当空，他说草只要一薅掉就死了；三伏
天，下午两点，别人都在家休息，他说外面有风———
让一家人跟着他面朝黄土背朝天，任凭滚滚热浪蒸
腾，任凭汗水湿透衣背，把日头从东山背到西山。 不
过啊，多年的磨炼，也形成了儿女们做事执着、不向
任何困难低头、永不服输的性格！

这是父亲留给我们受用一生的宝贵精神财富，
我们应该感谢他啊！

父
亲
的
稻
田

□

汉
滨

石
昌
林

见惯了不怪，所以乡亲们很少在乎月亮。 在乎
月亮的青年人都去了远近大小不同的城里。 去了城
里后，人与月亮，便也彼此都漠然了。

我是经年待在城里习惯了之后又来到了远离
热闹的寂静乡村。 些许个傍晚，一个人就在驻地的
山梁上慢慢悠悠地走，慢慢悠悠地逛，直等月光洒
下来，希望能够寻找“篱笆墙的影子、狗和窗影中的
女人”的意象图。 当然，这是一种假设，也将是一种
徒劳。村里的狗还有，可是早已没有了篱笆墙。女人
呢？ 一般都是当奶奶的，经常守着电视机、火炉或火
盆，偶尔唤着自己的狗，与乡邻们在路边相遇一起，
扯一会闲话便就草草收场，各回各家了。 这个时候，
在山中的月亮下，我可能就是大家眼中的另类。

在秦岭南坡的山涧里或山梁上，我等的这种月
光，一尘不染的清辉，映照在心底，似乎身心与天地
贯通了精气神，直叫人十分清醒生命的律动。 某日，
我写了一句微信语录：朗月之下，与宇宙对话，与自
然对话，与灵魂对话。 朋友回复，这是“孤独寂寞”的
文艺说法。

出乎意料的是这位朋友懂我的处境。
过去从无体验，在山中的月光下，对有些事清

楚或清醒了却也令人十分难受和尴尬，也或许是一
种无法言说的痛苦。 有时候，思考乡亲们的酸甜苦
乐生活和乡村的美好理想，直教人早生华发。 还有
一种无法告诉人的苦衷，有时竟也让我在驻村的深
夜潸然泪下。

月亮下坐得久了，精神理想和主导意识便也回
归了自然，更加淳朴和实在。 这时想啊，一个农民要
想过上幸福的好日子，科学经管田地，发展好庄园
经济，享用一日三餐绿色美食 ，晴耕雨读 ，不误农
事，晚来高枕无忧，怀抱子，脚蹬妻，还有什么不知
足的呢。 如果要奋争，在统筹计划中，一年有大谋
划，每月每周有小计划 ，每天有小目标 ，生活有规
律、有情趣、有味道，那么就可以用事实来注解“勤
劳科学劳动致富”和“奋斗改变人生命运”。 我牢牢
地认定一点，先奋斗了再说，结果无论如何，任何时
间的奋斗不会有错的。

还是有想不通的事。 比如，让子女在家门口创
业挣钱，一家人早晚在一起，其乐也融融。 这该是一
种幸福的模式吧，可是人家不乐意，说出门挣钱多
了还能把别人家的好事情坏了不成？ 我又说，生活
在乡村里，饿了就吃，渴了就喝，睡到自然醒，这样
的状态难道不好？ 回答说“也不一定好”。

这个时候，我突然发现人没有圈子的时候想有

个圈子，没有进入某个圈子时却想让那个圈子管着
而规矩规律，一旦进入圈子久了却又向往圈子外面
的自由。

生活在乡村没有多大的哲学也无须多深奥的
哲学，乡亲们有他们朴素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针对
他们的很多认识、观念和问题，我都无法用比较通
俗的道理来回答或理解通透。

“见到狼是麻的了吗？ 理解了什么是‘老百姓’
的含义了吗？ ”那些磨砺了几十年的老干部早已习
以为常，而且津津乐道。

原想英雄大展作为呢， 却变成了一只小鸟，只
能把握自己的角色不越位，“脚疼顾脚，手疼顾手”。
现实告诉我，这也是最应急最实用的办法———在没
有上上策的前提下，先止疼救命就是上策。 所以，我
不敢轻易谈“标本兼治”和“发展远见”，更不能随便
付诸实践，担心帮忙不成反而添了乱。

正是在这种惆怅不安中，坐在月亮下，我常常
在等待一种心情，等待内心的一种祥和安然。 一个
人本来在喝茶，无意于品，却不知不觉地就品上了。
茶味由浓至淡至无味，心情好时，一样的好喝。 也
想，红尘琐事中，缘由是把自己看得高大了，操心的
宽余了，才会生出这无边的烦恼来。

早年交往朋友多，每天都在赶热闹，生活似乎
就处在一团火里，繁华而又快活。 慢慢地，不再喜欢
了那大场面和繁华热闹。 缘由是，终于发现自己在
别人的眼里并没有想象得那么重要， 或不可缺少。
然后，开始注意尊重自己的内心，却也自信起来，踏
实起来。 有酒喝了，觉得三五朋友小聚在一起就十
分地惬意，甚是喜欢了一个人独饮，也觉得其乐无
比。喜欢了安静，有人说这是心态老了的标志。当下
在村里，每天的日常工作做完了，或回到村小学的
宿舍里，读我永远也读不完的书，或在村里没有边
际的走访，或自愿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多讨别人
一些欢心，快乐别人也快乐自己。

同在一个月亮下，生活在山村却也有不一样的
情趣和世界。 驻地不远处的一户人家，年轻的爷爷
奶奶就着月光，正在大门前的院场用大木盆给两个
孙子洗澡，能听见孩子的扑腾声、嬉笑声。 此时，山
洼里传来了一阵阵青蛙的呱呱叫声。 再看，月光洒
在牛山上，裹着的一层细细的薄纱，朦胧迷离而又
充满了无限的想象美感。

是夜，带着一种欢喜，头枕着窗外的月光入梦，
原来手上捧着的书籍便不知何时落到了床下。

山中明月照我心
□ 杨志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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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 并不如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