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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90 年代初，我在古城西安边
家村求学。 三年时光里，求到了学业，也追
求到了我的妻子。

认识了妻子，也就认识到了她家人。
妻子家在岚皋县大道河畔一个名叫

甘沟的山村里。 山路蜿蜒，山坡陡峭，地里
的稼禾却分外的墨绿壮硕，让首次走进沟
里的我思忖到，村里的人是朴实勤劳的。

妻子一家更是勤劳， 养蚕、 喂猪、烤
酒、育椿树苗、嫁接桑苗，开办家庭粮食加
工厂。 农闲时，岳父还背上木匠工具，应邀
出门去做木匠活。

岳父在大道河流域的知名度颇高，依
赖于精致的木匠手艺。 一些熟识老人说：
“你岳父的手艺那叫工匠， 做的家具横平
竖端，榫卯严丝合缝，不用一个铁钉，摸起
来肉乎乎的，好看又耐用。 ”

有次下乡在民主镇，镇上老书记指着
面前的三斗桌说：“这是你岳父的手艺，用
了二十年，样式过时，我没舍得换，用起来
顺手。 ”说话间，老书记又说：“你岳父可是
个能人。 八十年代县上评万元户，他在县
城戴大红花受过县长表彰呢。 ”我听得一
惊，放下手中茶杯，这事咋没听家里人说
过呢。 猜想，岳父是位不喜张扬的人。

前年秋末， 一行人去爬堰门镇红岩
寨 ，登高返程 ，口渴难耐 ，见寨下一户人
家，登门寻水。 户主姓左，年逾花甲。 茶聊
中，老人竟熟识岳父，环顾着屋里木柜、木
床、木桌、木椅、木脸盆架说道：“这是娶媳
妇那年请你岳父来家里做的， 全套家具，
前后做了个把月。 ”老人问道：“戴木匠还
在吗？ ”我答：“还在呀！ 活得很好。 ”老人
说：“那是高寿！ ”

岳父戴定贵， 闲谝他的人大都叫他
“戴木匠”，尽管现在人们都习惯了去买机
制的成品家具，木匠手艺渐渐淡出人们的
视野。

妻子姐妹五人， 几个闺女出嫁后，家
里便只岳父岳母。 老两口忙惯了，种着房
前屋后近处的菜地 ，喂着猪 ，养着鸡 ，
相互依靠着生活 ，日子过得挺顺溜 。 我
们每次回去临回县城时， 老两口给的腊
肉我们似乎吃不完似的。 二十年前岳母病
逝，一长溜五间外带偏厦的土墙瓦房顿显
得空旷许多，岳父也似乎苍老许多。

岳父一人住在亲手建起的老屋里，仍
然种着菜地，喂猪养鸡，孤身影单着。 我们
让他进城和我们同住，他不应声，我们知
道，他舍不得几十年的老屋和房前屋后的
山场，还有屋上坎下的邻居。

几个月后， 那时村里已修通村道，小
车能开到屋前，岳父双鬓似乎比先前又添
些银发。一个人的山村生活太孤寂。这次，
他没拒绝接他进城的提议。 月余后，他打
电话，让我们去接他。 他卖掉老屋，搭配上
屋里的所有家具和屋旁院下的几块菜地，
只带走几袋衣物和全套木匠工具。

岳父进城后先和妻姐一家人同住，后
来我们建了自建房， 岳父便和我们住一
起。 岳父喜欢宽畅，他便一人住顶楼。

顶楼有宽大的晒台，可晒太阳，可喝
茶，可聊天。 城里有许多我们不认识他却
认识的老乡旧友，他们陪他晒太阳、喝茶、
聊天，他也陪他们晒太阳、喝茶、聊天。

晒台光线好，一人时，他常看书，看《白
蛇传》《隋唐演义》《曾国藩家书》。 再看岳父
读书时，请岳父进我书房自己挑选，他在书
架上左右巡看，先选了我个人出的书，又选
了一摞岚皋地方书籍。 再见我时，他说，他
最喜欢我编纂的《岚皋民间歌谣》，里面好
多民歌他都会唱。 他还告诉我，书里有些歌
词和他唱的不一样。 我趣问：“书里歌词好，
还是你唱得好？ ”岳父也趣答：“咋说呢？ 洋
芋红苕，各有各的味道。 ”

天气好时，岳父常拿出木匠工具在晒

台上做木匠活， 那些零碎的边角料木板，
也不知是他从哪找来的。 他做小木椅、小
木凳，放在卫生间坐着洗脚用，还拿给我
们用。 建自家房木工装修时剩几块木板，
不知他啥时候鼓捣出三个电视柜，精致而
好看，他和我们屋里，现在还用着。 见街上
跑着扫地车， 他找来一对旧自行车轮，依
葫芦画瓢地做出台木式小型扫地车，推着
边走边扫着地。 见我们称奇，他还让上大
学放假回家的外孙帮他申报专利，儿子笑
眯眯地说：“外爷时尚得很，还知道专利！ ”

岳父喜欢吃鱼、 羊肉 、 浆粑饼 、西
瓜 、板栗 ，妻子便常做 ，做了我们也吃 。
饭熟了 ，我们叫他下楼来吃 ，后来随着
岁月渐长 ，他上下楼梯走得缓慢 ，每顿
饭 ，头一碗，我便一手端饭一手端菜地送
上楼去，再端回头顿的空碗。

岳父失聪了， 难以让我们平声对话，
好似是一夜之间失去的。 我们带他去诊
治，医生为他配了助听器。 他听不清了，
但他却能和岚河边遛弯时遇见的熟人聊
天。 也不知是他看懂了对方的口形，还是
猜准了对方的话题，你言我语，能接好几
句茬。

耳背的岳父看电视声音调得很大，也
许是听不见，也许是想听见，电视声音能
传至楼下的我们。 我们在楼下，便知道在
看啥电视节目，知道他在屋里没有，也猜
度他今天身体应该没啥不适。

前几天我和妻子陪岳父在岚河边散
步， 碰见了一位多年没见的村里老邻居。
几人倚着一棵麻柳古树说着话，身旁的岚
河水清澈澈地淌着。 邻居抵着他的耳朵大
声说：“戴木匠，好多年没见您了，您身体
还这么硬实，今年高寿呢？ ”

秋日的阳光下，岳父银白的头发好似
镀上了一抹亮光。 他朗声答道：“托当今好
日子的福，今年九十二！ ”

岳父今年九十二
□ 杜文涛

似乎须臾间，已至花甲。
回首过往，总觉得马齿徒增而已。 所幸之处在于，

我已捆扎多年的记忆口袋里，还贮藏着一些岁月长河的
故事。 偶尔翻捡一二，以资茶余饭后。

二十年前，我在一所乡村小学教书。 学校不大，仅
有十来名教师。 大家整天忙忙碌碌，履行职责，坚守着
岁月的静好。

忽有一天，学校里发生了一件事情，打碎了这种祥
和宁静：校长马老师的钱丢失了！

马校长老家建房。 前天，他在银行取出五千元钱，
回来放在床头柜里。 今天早上，他拿钱时，大惊失色：钱
不翼而飞。

老师们听说后，来了几个帮忙寻找。 在月工资四五
百元的时候，这可是一年的收入，绝对算得上是“巨款”
啊。 几个人抬开席梦思床垫，又挪开床底座，角角落落
寻了个遍，也没有找到钱的影子。

“这下完了。 ”马校长沮丧地说：“看来，这钱是实实
在在地被人拿走了。 ”帮忙的人听了，都不言声，默默地
走了。

这天下午，是教研日。 主任主持开展完活动后，把
大家留在会议室。 马校长说：“同志们，我有点私事想和
大家聊聊。 ”

他把丢钱的前后经过说了一遍，又说：“钱确实是丢
了。 我分析了一下，学生是绝不会拿的，他们没有这种
胆量。 何况，我房间一进门就是办公桌，没有上锁的抽
屉里，还放有几十块零钱，都完好无损……”

“是呀。 他们要拿的话，也是拿走这零钱的……”大
家随声附和。

“所以嘛，”马校长说：“学生既然不会拿，又没有外
人进来，那么，当然是……”

当然是在座的某位拿了。 大家谁都听得懂这个意
思。 顿时面面相觑，不再出声。

“既然拿了，只要还给我———不管用什么方式，我就
什么也不计较。 一直没有报警，就是考虑同事一场，一
旦追查出来，意义可就不一样了。 ”

会议室里静地让人发瘆，掉根针绝对能聆听到针尖
落地的响声。

马校长见大家都僵坐着，只好说：“那这样，留个时
限，明天十点前，没还回来的话，我只有报警处理了。 ”

第二天十点过了，还是没有一点动静。 马校长只好
报警。

警察来后，查看了马校长房间。没有发现什么。就逐
个和老师们谈话。

首先叫到的是胡老师。 胡老师去年建房，经济不太
宽裕。 可就在前不久，竟然举债，买了一辆钱江摩托。 这
不由得让人不怀疑。过了好一会，胡老师走了出来。边走
边喃喃说，买个车还有啥说不清的！

接着是罗老师被叫进房间。
罗老师五十多岁了。 早在他上高中时，曾经拿走过

学校的运动衣。弄得这几十年，活得不明不白。遇到这样
的事情，他是重点怀疑对象。 奇怪的是，半个钟头后，他
也出来了。 并且，脸色明朗：“不是我。 当然不会是我。 ”

接下来，竟然叫到了我。
我十分吃惊：我的人品谁不晓得。怎么还会怀疑我！

而且被叫在前面。 这不明摆着嫌疑重大？
我硬着头皮进去。 问话者问了一些无关紧要的话

题，突然话锋一转：“你前不久建房，听说欠了工人工资。
你是怎样还的？ ”

啊？我和同事们闲聊的话题，他们怎么知道？我不禁
后悔平时说话太随意。

好在前几天在银行贷款的凭据，还在衣兜里。 我就
拿了出来。

我也顺利走出来了。
谈话继续到晚上十点。 据说也没有个所以然。 派出

所里人员只好暂时收队。临走交代马校长：仔细观察，发
现线索，及时告知。

课余时间，大家谈天说地十分热闹的小院，再也见
不到老师们的身影。他们要么去院外的操场上和学生一
起活动，要么关起门待在办公室来。 大家见面只微微点
头，谁也不愿说话。一些住校老师，纷纷请假，回家住宿。
大家都谨言慎行。

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
大约一个月后吧， 一位调到外校的老师回来搬家。

要搬走放在马校长房间的床。
几位男老师被叫去帮忙。我们先把席梦思床垫抬到

院里，再开始抬底座。底座既大又重。横着竖着试了好几
次，才弄出房门。

咦，这是啥？门口地上，掉了几片纸屑。捡起来一看，
是钱的边角。 大家连忙把底座的木板撬开。

哇！ 底座的窄小的夹层里，一堆破破烂烂的百元纸
币，赫然被老鼠做成窝了……

当夜的幔帐渐渐落下， 四处的山，像
起伏的抛物线， 将美丽的岚皋环抱其中；
举头望着清透了的天空，仿佛那圆圆的明
月与南河的霓虹，讲述着她昔日与今日的
风流。

站在岚河岸边，忽而想起陆游的那句
“未觉巴山异故乡”， 同样是一个月圆的
夜，我站在朝天门望去，皎白的月光沐浴
着我，耳边传来嘟……嘟……的汽笛声 ，
船越来越近 ，我乘上游船 ，览尽山城的
繁华 ， 看尽星罗棋布的万家灯火 。 今
晚 ，我站在岚河岸边 ，想着朝天门的往
事 ， 有一种神奇的向往……情不禁双
手捧着岚河的月亮，觉得更加的清亮而又
美好。倏忽间，岚河的游船歌声悠扬，脚不
听话跟船去欣赏， 去领略岚皋的山川秀
美、风土人情。

于是乎，我来到瑰丽的南宫山。

风，带着山的清香拂面而来，山顶如
雪的云雾，瞬间幻化成曼妙端秀的神仙姐
姐，她甩起长袖，将我裹起 ，随她腾云驾
雾般向山顶奔去 。问她要带我去哪里 ，
她说去听弘一大师讲经传道 ； 弘一大
师在清嘉庆年间就来到南宫山 ， 他在
这里潜心修炼 ，弘扬佛法 ，普度众生 ，
他的所做所为感动了观音菩萨，观音驾祥
云、踩莲花亲临南宫山，教他法宝，点化他
修成正果。从此，他倾其毕生引渡众生，传
扬佛法，最终坐化南宫山，修成正果，福及
这里的众生，以及这里的山山水水，一草
一木。

俯瞰下去，南宫山沟壑纵横，峡谷深
邃，变幻莫测，犹如仙境。冰川地貌的奇险
野秀惊艳世界，火山熔岩千姿百态、奇绝
横生。 美丽的云海，犹如仙女在成群结队
的游玩，一会儿纠缠在山腰，一会儿盘旋

在山顶， 一会儿被风娘娘吹散在谷底，一
会儿被山神震慑隐藏在空气里，任阳光爱
抚……

我可以尽情享受行走在山间的静美，
可以轻轻地向孔雀树倾诉秘密，可以向烂
漫的山花道出烦恼， 可以和鸟儿对唱山
歌，可以对着山谷畅想未来，还可以对着
连绵的南宫山说一说情话……独自贪婪
着这顷刻的美好，瞬间释然了，与内心的
痂块儿和解，与一些旧事儿和解，顿觉身
心欢愉且轻快许多，一路下山，一路采花，
一路欢歌， 一路将南宫山的传奇收入心
底。

回望南宫山，仙雾袅袅，太平金顶若
隐若现，一束野花虔诚的敬向金顶，双手
合十：祈福这里的人们富足安康；祈福我
的祖国繁荣昌盛；祈福世界和平没有灾难
与战争；祈福天下苍生皆得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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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世代生活在秦岭
南麓、月河流域的家乡人，脾性和秉性自
然更随着这方山水。

外婆快 70 岁时，突然胃里长个疙瘩，
吃不下饭，睡不好觉，村医说是胃癌，让身
体一直康健、 从未看大夫的外婆不知所
措。 那时的医疗水平可不便利，动不动可
做手术摘除， 放疗化疗或者靶向治疗，唯
一缓解痛苦的办法是注射麻醉药。

外婆从发病到去世煎熬一年有余。 这
段时间， 从没听过她老人家痛苦的呻吟，
只见外婆平日里的平静表情，日渐消瘦的
身体。 吃不下饭的外婆每日抿点白酒度
命。 喝酒疗愈胃癌，可能现代医疗技术嗤
之以鼻。 外婆原本有点酒量，在病情加重
时，酒量越来越大，最后竟嗜酒如命，心理
抚慰而已。

外爷独自去五里镇街给外婆买酒喝，
每次总是背朝着手提溜着塑料酒壶的背
影踽踽而行， 遇见熟人免不了抱怨一句：
“一天整一瓶，上辈子估计是酒神！ ”听见
外爷如此絮叨，我们也不知如何宽慰。

看着外爷佝偻着脊背去买酒的身影，
既心酸又感动。 不知为何，眼前突然又浮现
出他俩年轻时的样子———秋收农忙时，身
材矮小的外婆总迈着一双小脚来帮外爷收
庄稼。 外爷用担滑绳捆紧一大堆晾干的红
苕蔓子，干红苕蔓子虽然飘轻，但体量大，
一人手忙脚乱捆不住。 于是外婆赶忙过来
帮忙，可外婆力气小，心有余而力不足，外
爷一急，便瞪外婆一眼。 外婆感觉到外爷小
瞧她，也不甘示弱，抬起头狠狠地剜一眼，
却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 正生气的外爷见
外婆气头上笑了，便哈哈一声大笑……

如此的情景在眼前跌宕显现。 我家距

外婆家不远，几分钟的路程，所以童年和
少年的时光多是在外婆家度过。 “外甥是
舅家门前狗，不吃饱就不走”，多年里，没
见外爷外婆拌嘴红脸， 总是轻言细语，遇
事夫唱妇随。 可所有这些年少时眼里事竟
不算事， 觉得平凡日常不过人间烟火，直
到结婚成家后才明白过来，夫妻间相濡以
沫是多么不易！

门前坎下住着三外爷一家。 三外爷和
外爷不是亲兄弟胜似亲兄弟，一样的身高
马大。儿时，三外爷家的父亲尚在人世。外
太爷看去饱经沧桑，常年瘫痪在床，但他
很有尊严地活命了很多年。

冬春时日， 自家的院坝上暖阳高照，
三外爷立即进屋搬出外太爷常躺的篾圈
椅，垫上厚厚的被褥，然后轻手轻脚地将
瘦得皮包骨头的外太爷合抱屋外，像放置
一尊佛爷，将瘫痪已久的老人小心翼翼地
放置在靠墙的阳光里。 银发白髯飘飘的老
人在阳光沐浴下，紧握被褥，慈祥而幸福。
三外爷端来一盆热水，将热乎乎的毛巾一
遍遍擦拭着老太爷的腿脚……等到夕阳
西下，又会将老人抱回屋内。 直到外太爷
咽下最后一口气。

20 世纪 90 年代末， 趁着放寒假翻越
秦岭去西安，咬牙买了一台新潮 DVD。 春
节到了， 在市场里租了多张新影视碟片。
可当我兴冲冲地带回家，却不敢在家里放
映，怕父亲进出甩脸色。 于是便带着一应
设备下坎到三外爷家， 将 DVD 安放在外
爷家的堂屋柜上放映。 左邻右舍听说瞧稀
奇，自此欢声笑语飘荡在乡村的旷野上。

其实三外爷家的经济条件远没我家
好，可他是位豁达厚道之人，不论家里的
日子再怎么紧巴，脸上始终洋溢着乐观的

表情，耳边响起的永远是戏谑笑声。 斜风
细雨的春日， 三外爷披着蓑衣从门前经
过， 瞧见我无所事事地闲坐在屋檐下，便
打趣说：“大学生今个咋没去教书？ ”我说：
“今日星期天！ ”“今天‘腥气’天，哪里有腥
气？ 公家人鼻子尖，我们农二哥咋没闻出
个啥子怪味儿来？ ”说着，还伸长脖子怪模
怪样地四下嗅嗅，爽朗笑声在房屋四周回
荡。

千禧年过后，三外爷家推倒多年的土
坯房， 在原地基上建起了一栋二层小洋
楼， 可没等多住几年就遇上了极端天气，
一次滑坡泥石流，从我家院坝坎边起向东
到坡底，发生了整体滑坡，他家的新楼房
地基倾斜，墙面开裂，新居成危房。 政府在
村里平坦的地方重新规划了一处宅基地。
为了早日建好新居，在土地里劳作了一辈
子的三外爷决定跟随潮流进城打工赚钱。

三外爷谎报自己年不过花甲，可猴精
的包工头们哪里肯相信？ 眼看这招不行，
他仍回村里看哪家要建新房， 打水井，或
是村里修路，便去给人家说好话，让他做
零工。 不论严寒酷暑，工地上总见到他老
人家拼命干活的身影。 我说外爷您太拼了
吧？注意身体呀！三外爷抬头看见是我，笑
逐颜开：“人老骨头硬，越动越中用！ ”说话
时，他密密麻麻的皱纹挤满了那张饱经沧
桑的脸，像极了罗中立的油画《父亲》，感
情真挚、纯朴憨厚的普通农民形象，更像
一面石刻的丰碑。

七十多岁的三外爷，在人们的惊叹声
和敬佩的眼神中，无奈地干了一年又一年
的零工，直到属于自己的新居落成。 在乡
村振兴的新时代大潮中，他永远不当落后
兵。

世相 漫笔

南宫山情话
□ 魏晓英

乡土风物

往事 并不如烟

钱 去 哪 儿 了
□ 吉隆安

回首故人皆是情
□ 石昌林

人在旅途

冬日的暖阳， 让这排松杉因了
叶子的金黄、 透明而显得更加挺拔
高大。 大树左右的两排时尚高楼由
此端庄亮丽， 拥在正中的原校区更
因石阶高阔、土房老旧而博人眼球。

这座名为“帝景南山”的研学基
地，建于平利县的秋山脚下、秋河之
畔， 所在的八角庙村是巴山深处的
一方小盆地，这里土肥水沃、草木茂
盛，是广佛镇的“白菜心”。 故而，20
世纪 70 年代平利县为培养农村实
用人才，在此创办了“秋坪职中”。今
天到访的这个研学基地， 是当年的
职中校园。

宽大的院场， 既是研学活动的
露天会场，也是当年和今日的操场。
主人万琴棋在介绍了左右两边的会
议中心、接待中心后，指着正面那些
当年夯土所建的教室和学生宿舍、
老师宿办室说：“他们的外观形象具
有史料价值和教育意义， 室内已被
改造一新为我们所用。 之所以保持
原有风貌，既有教学目的，也有一点
私心。 ”

同行的美女作家们突然来了兴
趣，纷纷探询这位 80 后的美女老板
有何“私情”。万琴棋抿嘴一笑，大方
爆料：“我老公是这儿的人， 我想为
他留点乡愁， 也给我们的后代留点
老家记忆。 ”

这话看似“小心思”，其实却为
“大主题”。 当我们走过右边的宿舍
楼， 来到大院之西的一个厂房式的
敞篷之下，她的“主题思想”令人肃然起敬。

地势开阔的敞篷里，看起来只有几张台案、几堆泥
土，以及堆放在泥土边的沙子、石头、砖块，但当万琴棋
指着东墙边的几架绿植、西墙上的《中国建筑流派》图
示、正墙上的“我是美丽乡村规划师”主题活动会标，详
细介绍了各自的用途之后， 我的眼前当即浮现出今年
夏秋时节那些研学活动的精彩画面。

当汉滨区初级中学的学生走进 “我是美丽乡村规
划师” 实践课堂， 他们的心灵便走出了城市的高楼大
厦，兴奋地用手中的泥土来建构“老家式的新家园”。 当
他的三间平房、 她的竹林小院建起后， 老师出了一道
题：“如果你是村主任，该如何规划自己的美丽乡村？ ”
于是，架子上的绿植变成了村东的桃园、村西的竹园、
村后的茶园，地上的泥土、沙子、石块、砖头变成了中心
社区、散居村落和村中的公路、村前的广场，一些看似
无用的枝叶、杂草变成了路灯、花卉和儿童游乐设施。
于是，城市孩子的美丽乡村梦想，成了花园式的现代化
新农村。

来自平利县广佛小学的农村孩子，在此建造的“美
丽乡村”却是一个城乡接合部。 村子的周边有水田、茶
园，还有绿水、青山，地里和山上长有庄稼、茶苗、果树
和松杉，水里游着鱼虾和水牛，如是一部再现式的情景
剧。 从村中通往远方的道路，有土路、石桥、木桥、混凝
土桥，也有骑摩托的便道、开汽车的大路，当乡村公路
通上高速，连上铁路、高铁和机场，它们的走向便是楼
房林立的城市一角。 这位“小小规划师”之所以这样设
计，因为他的理由是：“我这个村主任的规划理念，就是
我建设美丽乡村的美好理想：我一定要当个好市长，把
乡村当城市一样的规划好、建设好！ ”

参与研学活动的汉滨初中一位老师， 深情讲述了
这样一个场景： 当一批学生在这儿很有艺术兴趣的玩
了半天泥土后，一听要下到水田去上一堂“深入泥土”
的自然课，他们兴奋得如同放飞的鸟儿，哗啦一下就奔
到了河边的水田，鞋子一脱就下了水，不一会那水田就
变成了泥潭。 当他们脚踩泥土、手抓泥土，自由自在地
玩泥、观泥、塑泥时 ，心灵完全放飞于自然 、回归于童
真，显现出了人与自然相融的返璞归真。 因此，他们可

以把爷爷辈的徐平校长称为“平哥”，也可
叫来“美女老师”打水仗。 这种人与泥土的
亲近、和美，让人想到了《女娲抟土造人》
的美妙传说，让人想见了明日乡土的诗情
画意。

接待广佛小学研学活动的一位教员，
为我们介绍了一位小女孩。 她是大山里的
留守儿童，没有走出过秋河，更没进过县
城，曾经的理想是上到化龙山顶，看清太
阳的模样。 当她知道家乡的泥土可以烧成
砖瓦、盖成楼房时，便得知：社区连片的徽
派风格平房， 镇上高达一二十层的楼房，
以及电视里播放的城市高楼大厦，均起基
于泥土， 并是泥土烧制的砖瓦所建的，她
便使劲跺了三脚，在泥土上跺出深深的脚
印， 在脚印上写下了自己长大成人的理
想 ：左脚为 “规划师 ”，右脚是 “建筑师 ”
……

当我们的视线从田野收回敞篷，蓦然
发现：万琴棋的眼睛湿润了，美女作家们
的眼睛湿润了。 而那晶莹的泪花中所闪烁
的，是一棵棵从泥土中长出的幼苗，是一
个个从泥土中站立起来的新人。

是啊，作为乡土中国“农”的传人，我
们无论是作家、画家、音乐家，还是教师、
厨师 、工程师 ，祖上均生于泥土 、长于泥
土。泥土是我们的底气，是我们的底色。每
每回归泥土，走进土地，我们不仅接地气、
增底气，而且有了走出大山、走向高远的
力气与志气。 这就是泥土的力量，是中国
人与泥土的天然关系！

从职业中学到研学基地，这块土地的
性质没变；从培养知识化农民到培育社会

主义建设的接班人，这块土地的职责没变；从田地里的
农人到基地的创业者，他们对土地的忠诚没有改变。

当我们的目光再次透过那一排冬阳之下挺拔高大
的松杉，便从敞篷下的泥土看到了田野里的乡土。 我们
从泥土上所看到的，是正在积蓄力量期待春天拔节生长
的树木，是奔向辽阔天空的鸟儿，是民族的未来和人类
的希望！

从
泥
土
出
发

□

龙
成

村口（油画） 陈益鹏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