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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风萧萧，雪花飞舞。上学路上，三三两两的孩
子穿着厚厚的棉衣，有的提着竹编的烘笼，有的提
着自制的火盆，快乐如小鸟一样。

那时， 乡村小学一般都是一层的土木结构，门
窗、屋顶八面透风，条件十分艰苦。 一到冬天，农家便
燃起柴火取暖，但教室里是不能燃起烟火的。 于是，
家长们都要提前准备一些木炭， 以供孩子们上学取
暖用。 有了木炭，还得自备方便携带的取暖工具。 最
常见的暖具有两种， 一种是当地篾匠用竹篾编织的
烘笼，还有一种是用旧搪瓷盆改装而成的火盆。

上小学时，就一直使用竹篾编织的烘笼，因为
它小巧玲珑，精致美观，与小小的我搭配起来很是
协调。幺叔是乡里有名的篾匠，心灵手巧，不仅能编
织背笼、箩筐、竹篮、笊篱等常用工具，还能编织一
些小鸟、蚂蚱等精美的小玩具。每年一入冬，我就缠
着幺叔给编烘笼，幺叔抿嘴一笑，算是答应了。他在
屋后的竹园里挑选一根好竹子，破成一根根青幽幽
的篾条， 用匀刀把每一根篾条都细心地打磨一遍
后，再进行编织。他编的烘笼与众不同，也是一般的
篾匠编不出来的，它上下基本一般大，中间装上一
只小瓦钵或洋瓷碗作为火盆，上方留一碗口大的圆
孔，既方便放入木炭，又方便取暖。 圆孔的上方，还
装有一根宽篾片做成的倒“U”字形提手，方便提着
行走。

我提着烘笼高高兴兴来到学校，烘笼奇特的外

形，精致的工艺，温暖的炉火立即吸引了老师和同
学们过来围观，小小的我感到十分自豪。可是，因为
我常常粗心大意，不是摔破了里面的瓦钵，就是烧
坏了外围的篾片，一只新烘笼，基本上只能用一个
冬季。第二年一入冬，我又缠着幺叔给我编新的。如
今，幺叔虽然已逝去了多年，对他的很多事情都已
经淡忘了，唯有他给我编织的精美的烘笼，还鲜活
在我的记忆深处，让我久久不能忘怀。

当然，也有一些同学找不到篾匠编烘笼，还有
一些同学嫌竹编烘笼火太小，烤起来不过瘾，就找
来一只旧搪瓷盆，装上铁丝提手，盆里装入木炭，从
火塘中夹一些火种，一盆能行走的火就诞生了。 上
学路上，呼呼的寒风把炭火越吹越旺。到了学校，红
红的木炭火立刻成了同学们关注的焦点。用这种火
盆取暖，盆大炭多，火力十足，烤起来很暖和，但因
为火盆外面没有任何保护措施，有时纸笔掉进火里
了，有时烤焦了鞋子，有时烫伤了手脚，“不安全事
故”时有发生。

教室里差不多人手一盆火， 虽然有的火大，有
的火小，但火盆多了，室内还是添了一些暖意。也有
少数同学家里没有木炭，或是当天没有来得及带火
盆，同桌就会把火盆挪到中间，两人共享温暖。有的
同学见了“邻居”没带火盆，也会主动把火盆递过
去，给同学送去一份暖意。 这些“小动作”自然逃不
过老师的眼睛，但这种互助友爱的精神却远远大于

对课堂的影响，因此，老师们常常是视而不见的。每
到下课， 孩子们都会在操场上舞动起烘笼或火盆，
好让风把将要熄灭的炭火吹旺， 以便下一节课取
暖。 这时候，四处都是舞动的火盆，远远看去，如耍
龙灯一般。两三节课后，火盆里的木炭基本燃尽。这
个时候已快到中午，气温也渐渐升高了，有时还会
邂逅冬日暖阳， 同学们便利用下课时间做起游戏
来，跳绳、踢毽子、斗鸡、跑步，十分钟的狂欢足以让
身体暖和起来。 还有一种游戏叫“挤油”，是孩子们
公认的抵御寒冷的游戏： 一群孩子一字儿排开，后
背靠墙，两边的人拼命向中间挤，挤着挤着，一些人
便被挤出队列。 “油”虽然没挤出来，身体却暖和了
许多，欢乐也成倍增长。

对于这些，九十年代以前出生的农村孩子们大
都不陌生，有的还亲身经历过。 他们就是在这样艰
苦的条件下，依然乐观向上，刻苦学习。也就是在这
样的条件下，他们一步步走向更高的学府，并最终
走上了他们多姿多彩的人生之路。

我给身边的年轻人讲这些故事的时候，年轻人
听了似信非信，孩子们听了一脸茫然。其实，我并非
想让他们像过去的孩子们那样去生活，只是想善意
地提醒孩子们：生在如此美好的环境里，坐在温暖
如春的教室中，我们没有理由游戏人生，更没有理
由虚度年华。我们更应该珍惜当下，趁青春年少，奋
力前行吧，前方风光正好。

站在王院的山峦上， 鸟瞰王院村的村容村貌，
最为闪亮的景致，要数进村柏油公路。曲曲弯弯，从
口沟盘延而上，右拐右拐，到了山腰中径直向村部、
向各组、向农家小院伸去，如一条条银蛇蜿蜒盘旋
在村中。

这条进村公路，是经过全村人好几年的艰苦卓
绝奋斗而成，这里面有很多可歌可泣的精彩故事。

1992 年的一个晚上，王院村土木结构瓦室里，
一盏油灯， 屋内光线暗淡，20 多位村民聚集在此，
正召开着决定王院村未来发展方向的群英会。

村党支部书记陈分新说，大家的事，大家商量，
拿主意想办法，群策群力。 这是陈分新书记一贯的
工作方法。

你一言我一语，大家都很积极发言，谈自己的
看法和想法。

其中有很多人说， 西边的村通了电通了路，若
是东边的村也通了电通了路， 我们村夹在中间，到
夜晚人家东边西边都是一片光亮，而我们村却是一
片漆黑，那我们这代人脸上就没有光彩了，也对不
起下代人。 应该先一修路二拉电，一切才好发展。

会一直开到深夜，大家的观点看法想法都统一
了之后。 陈分新说，王院村今后几年工作的中心一
是修进村的公路，二是拉电。 彻底解决出门肩扛背
驮、点煤油灯的历史。

我生在王院长在王院，深知交通闭塞，阻碍了
王院村发展的步伐，有句话说得好，要想富先修路。

记得小时候每天早晨，早早起床，背着书包沿
着门后的羊肠小道去村上小学读书，星期天也得早
早起来赶着牛羊顺着羊肠小道进入山坡上放牧。上
完小学，每周就从门前的山道上下到沟口前往镇上
学校读书， 每次都要背上一周所需的木材和干粮，
山路崎岖难行，那时就想要是通了公路有了车该多

好呀。
说干就干，1992 年秋播结束之后， 全村老少可

谓是全民皆兵，家家户户关门上锁，全力以赴投入修
路阵容，开山劈石，搬移土石方，垒外挡平整路面。搭
建工棚，吃住在修路上。 那时我不在家，在白河县守
护铁路民兵一连看护铁路，我请假回家参战了修路，
妻子怀里揣着女儿也参加了修路行列之中。

由于山大沟深，悬崖峭壁多，给修路工作带来
很大难度，虽经 3 年的艰苦奋战，但还是没有完全
修通道路。

1994 年村里决定先拉通进村高压输电线 ，解
决村民生活用电问题。电线杆子和电线及其拉电所
用的器具，都只能从外面运到沟口，然后需人力往
山上运送。一根电线杆需 20 余人，抬的抬，拉的拉，
推的推，围在一起，如蚂蚁搬家一样行在崎岖的山
道上，一根一根运送到指定位置立起架线。 耗尽了
村里人的心血和汗水，但没有一人说个不字，那种
精诚团结，拼命干活，是缘于都想改变自己生存环
境，想看到前面的光明。 特别是那天搬运电线记得
最深，一盘电线一千多斤重，又不能剪断得完整的
运到村里， 我们几个人在一起商议了一个方法，把
整盘电线分成若干个相连着的小圈子，然后，每个
人肩膀上挂着一个，就这样百号人马搬运电线的队
伍行在了山道上，形成了一幅不可多得的山间搬运
图景，可惜的是当时没有用摄像机把这幅美图记录
下来， 让这一去不复返的历史事件从眼前流失，而
悔遗终生。

进村公路几经周折，终于修通。 先是打了个毛
道路，铺沙石路，水泥铺成的路面了，到现在是宽敞
的柏油路，显得平整、坚实、宽阔、充满生机，富有活
力。 记得通车那天，村民自发组织锣鼓唢呐队赶到
沟口去迎接市县领导进村剪彩的车辆，村里的大人

小孩都奔走相告，蜂拥于公路两旁，燃放着鞭炮，列
队欢迎进村的车辆。 小孩子欢呼舞动，大人激动得
落下了泪水。

陈分新说，为了修通进村公路，全村父老乡亲
付出了无法估量的贡献， 不少村民吃住在工地上，
受伤了自己去看，把大家的事集体的事当成自己的
事情去做去干。 为了解决资金短缺的问题，不少村
民卖了过年肥猪，卖了自己的寿棺。因此，陈分新站
在主席台前， 向参加修路的所有村民深深行躬身
礼，也深情地落下了热泪。 感谢父老乡亲们的理解
和支持。

路通了， 村里人出门办事买东西坐车往返，也
不用肩扛背驮，方便快捷，不需起早摸黑，去一趟镇
上只需一袋烟时间。可村里的老人总是说起行在羊
肠山道的往事，说起一大早起来交公粮，交统购猪，
扛一百多斤重的化肥走几里路都不歇脚，个个都是
有一把气力的壮汉，大伙一道说说笑笑，你吃我的
干粮我喝他的烧酒，一伙人席地而坐在小道上唠家
常叙闲言，好不亲热。 说如今大伙在路上看见了连
一句话都不说，点个头打个手势或微笑一下或按下
车喇叭就算把你招呼了。 行走坐车伸手怕拿四两
活，个个咋就那么金贵脆弱。请人帮忙也不登门，用
手机打个电话就算把人给请了，老人怕这样下去邻
里关系会疏远，路这么好咋就怕走的呢？ 过去那么
难行的路可没有人偷过懒。

王院村公路，几经周折 ，停停修修 ，修修又停
停，先打通毛道，后又经几次修复加宽，铺沙石，水
泥硬化，前两年又再次加宽改线铺成柏油路面。 现
在路面宽敞、平整、亮丽。

王院路，是王院人的希望之路，幸福之路，是他
们一步步脚踏实地走出来的，是他们通往乡村振兴
的一条康庄大道。

过年， 是中国人最喜庆最开心最休闲的日子。
大年三十，大门上鲜红的对联贴起来，一溜大红灯
笼高高挂起来，家里点上了红蜡烛，屋里屋外映照
得红彤彤的。丰盛的团年饭，通红的钢炭火，一家人
围桌而坐，其乐融融地吃着、喝着，说着，憧憬着。

街道两旁，家家户户门前都高高挂起了大大小
小、形状五花八门的红灯笼。夜幕降临，映出的红光
把街道耀得一片朦胧的橘红。

俗话说：“初一不出门，初二拜家门。 ”正月初二
以后，亲戚朋友互相拜年， 络绎不绝，喜气洋洋。

从正月初三开始出灯，有龙灯、狮子、高跷、彩
龙船等等，尤其是正月十五晚上最为热闹。 记得小
时候过年时，平日愁眉紧锁、沉静少言的父亲过年
时似乎变成了孩子，脸上时刻笑嘻嘻的，跟孩子样
的爱玩。 他是最喜欢玩火狮子的，最喜欢朝着狮子
“烧花”，又叫“释花”。 这种花是用硝、生铁末、柳木
炭等原料配制成药。 早早几天，父亲就和二哥三哥
（大哥忙着演出，一般不参与烧花一类活动）砍来许
多杯口粗或碗口粗的竹子，分别锯成两尺或三尺长
一截一截的，再把竹节疤凿通，然后往里面填塞药
粉，中心有一根火药捻，边填边压实压紧，每次一做
就是十几箩筐，小山样堆在家里的阁楼。

正月十五晚上，天刚擦黑，玩狮子龙灯的就出
行了。狮子龙灯出行前，常以报马先行，三次向老百
姓通报出行路线、所在方位。老百姓按家境不同，大
多数人家或单位都分别接狮子彩龙船到家门口或
家中院子来玩，然后给予打赏，多少随意。 火狮子
所到之处，黄烟开路，火炮子齐鸣，气势宏大。眼看
快到我家了，远远的，父亲就点燃“咚、咚、咚”统子
炮，炮声震耳欲聋，在山谷久久回荡，迎接狮子的

到来。
狮子来到我家门前，随着热烈的鼓点，摇头摆

尾，舞动起来。首先打场子，“拜四方”，请观众让出
舞狮子的场地；锣鼓声中狮子做舔毛、搔痒、抖毛、
俯卧、打滚、耍赖、抢绣球、大喘气等动作，主要是
表演狮子的生活习性，生动活泼，十分逗趣；最难
的是父亲把红包挂在阁楼的窗户上， 舞狮头的艺
人要踩在玩狮尾艺人的肩上，站立起来，二人配合
着，躲避着或冒着猛烈的焰火，跳跃摘取，能摘下
来，红包就做为主人的奖赏给了玩狮人；狮子表演
着，围观的观众就手持花筒，燃放起来，对着狮子
烧，花烧得越旺，锣鼓敲得越紧，狮子也舞得越欢。
父亲更是首当其冲，带领二哥带头烧花，其他的愿
意烧花的看客也各自作战，四面焰火熊熊，烧向狮
子。 三哥只管点燃花筒往父亲手中递送，偶尔自己
也烧几筒， 父亲双手擎着烟花筒圆睁双眼咬紧牙
关嘴巴抿得紧紧，对准狮子狠狠烧个不停；火花直
冲云霄,金光灿烂，一股未落下去，另一股又接着冒
起来，而且比前一股升得更高更多，绚丽多姿。 出
现了许多株火树， 开出了无数朵银花。 在火光冲
天、烟雾腾腾之中，狮子腾跳闪挪，甩头晃尾，跳跃
躲避，狂舞不止，表现的英武勇猛威风凛凛又憨蛮
可爱；父亲还嫌不过瘾，飞奔到阁楼上面，从上面
的小窗户居高临下照准狮子猛烧； 四周的小伙子
们将狮子团团包围，争先恐后，跳着闹着，呐喊着，
声震山川，热烈狂放，兴奋不已，狠狠释放着烟花，
释放着欢乐， 释放着对来年的美好企盼， 上下夹
击，左右包抄，四方配合，狮子被重重包围。石泉城
万人空巷， 素不露面的大姑娘小媳妇也结伴前来
看热闹 ,有的男人就玩得更疯了 ,专在女人群中钻

来拱去，大家似乎也顾不上计较。 半大的孩子鱼一
般地， 带着万分的高兴在人群中游来游去……闹
嚷声、笑语声、小娃娃的啼哭声混合在一起，像有
韵律似的，仿佛喧嚣的江涛。 焰火从我家的斗巷直
到水井巷 ，围观的人山人海 ，人声鼎沸 ,铿锵的锣
鼓声，一阵紧似一阵。 焰火冲天而上 ，全城都照
亮了。 人们把所有的一切完全忘掉了，他们只觉得
好像沐浴在快乐的汉江里 ，欢笑 ，美色 ，繁华 ，玩
乐，就是他们的全部。

常常是焰火把来势凶猛的狮子皮烧燃了，狼狈
退场。 另一个狮子队队员全身抹了鸡蛋清，这样就
可以避免或减轻烧伤，又接着来玩，有时一晚上得
过三四个狮子队，玩至夜深，方才尽兴，大家似乎把
一年的疲劳都释放殆尽，全身又鼓满新一年生活的
勇气和信心。

往事 并不如烟

小小烘笼暖岁寒
■ 黄平安

知往 鉴今

王院通了柏油路
■ 柯常安

乡土 风物

石泉的火狮子
■ 刘培英

在平利县八仙镇有这样一个家庭， 祖孙 3 代走出 4 名
军人，且都为中共党员，接力报国。 同时，家里还有一位 80
多岁的藏族老妈，是一位没穿军装的“特殊军人”。 走进家
中，满屋子都是“兵味”，一股“红色”气息扑面而来。 大门上
“光荣人家”的牌子，熠熠生辉，格外醒目。

1954 年冬季的一天，原狮坪乡三星大队锣鼓震天，鞭炮
齐鸣，热闹非凡。 长长的人群队伍，正在欢送一名刚满 18 岁
的青年邹尚位，光荣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

这位英俊青年踏进军营，来到青海玉树州。 这里冬季漫
长，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他一干就是近十年。 那时的陆军
服役期不过 3 年，由于他工作出色，部队再三挽留，他的服
役期一超再超，直到 1963 年，他才离开那难以割舍的连队，
回乡先后担任民兵营长和村党支部副书记达三十余年 。
2015 年因病逝世，享年 80 岁。

在部队期间，邹尚位曾多次参加剿匪斗争，是一名优秀
的剿匪斗争钢铁战士。 在一次执行任务中，他从马背上摔倒
造成严重腰伤。 这一突如其来的经历，让他意外认识了一位
藏族姑娘。 这名藏族姑娘出生在青海玉树，嫁给邹尚位来到
八仙后，起了一个蔡秋莲的汉族名字。 蔡妈妈祖祖辈辈都是
穷苦人家，早早就种下“共产党是救苦救难的红太阳”的红
色种子。 在她的血液和骨子里，充满了对共产党的无限热爱
和对解放军的无上崇敬。

邹尚位受伤后，她作为医护人员，为邹尚位请来藏医，
天天送药，送水送饭，无微不至。 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1961
年两人在部队结婚。 翌年，蔡妈妈从家乡青海来到遥远的秦
巴深处八仙，至今已有六十多年。

刚来八仙不久，蔡妈妈生下大儿子，便给儿子取名邹青
平。 1981 年，青平高中毕业，听到村里传来部队征兵的消息
后，便萌生了参军入伍的想法。 要把军人的使命担当传承下
来。 他接过红色接力棒，高兴地奔赴陕西渭南，成为一名解
放军战士。

1967 年，蔡妈妈生下二儿子，取名邹海平。 1985 年秋季
征兵刚刚开始，海平迫不及待地征求父母意见，想去当兵。
父母二人没加思索地只说了一句话：坚决支持！

入伍十多天，海平所在连队就突然接到命令，要立即前往云南。 军令如山，海平
和他的全连战友紧急出发，坐了三天三夜闷罐火车，从西安到达昆明，又改乘 3 天汽
车，才顺利进入老山前线。

海平和他的战友们，就是在这样极其恶劣的环境中，冒着炮火，筑起了国家安宁
的坚实防线。 海平也因此当上班长，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还荣获“老山战区优
秀通信兵”光荣称号。 1987 年 6 月，部队凯旋。 1989 年海平告别军营，退役回到故乡。

随着岁月的流逝，海平也当上了父亲。 他的儿子邹昊高中毕业，长大成人，面临
人生第一次职业选择。 海平的父母盼望在有生之年，亲眼看到自己的大孙子也能穿
上军装，把当兵的事一代代传下去。 海平也觉得，应该像父辈当年送自己当兵一样，
薪火相传，将自己的儿子送往部队，担负起保家卫国的光荣使命。

邹昊从小下决心传承好家风，接好家中的红色接力棒，投入到祖国最需要的地
方锻炼成长。 2013 年，邹昊和他一起入伍的新兵战友，踏上西去新疆的列车，成为一
名光荣的武警战士。

武警战士日常训练课目达十多种，训练强度极为严苛。 邹昊没有辜负家人的期
盼，部队的培养，入伍 12 年，练就了一身吃大苦，耐大劳，身手不凡的过硬本领，光荣
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曾被评为优秀士官，还获得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颁发的“国防服
役铜质纪念章。 ”他和战友们，就像大漠戈壁英姿挺拔的胡杨，根扎边疆，守护边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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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长的童年是在外婆家度过的。 由
于父母工作忙碌，无暇顾及一个年幼的
小孩，于是外婆温暖的臂膀便是我最幸
福的港湾。 在那所充满沉木芬芳香气的
古老房屋，在那条悠长的青石板小路和
街巷 ， 因为老人和一个孩童的欢声笑
语， 成为世间最温馨温暖的居所之一，
也陪伴着我度过上小学前的美好时光。

清晨，暖在被子里的我在外婆温热
的亲吻中醒来，“外婆，抱抱，贴脸脸，拉
拉手。 ”我撒着娇，用毛茸茸的小嗓音索
要着孩童式的拥抱 ，于是 ，外婆慈祥的
脸颊便贴在一张嫩脸，然后拉拉手，“哈
哈哈……”她发出心满意足的笑声。 穿
好衣服后，拿着外婆蒸热的清甜米糕坐
在小板凳上， 边看早晨灿烂的阳光，边
一口口吃得香甜。 那时起，透着大米糯
米香的米糕，成为一生挥之不去的美味
佳肴。

外婆很疼爱我，由于我幼小时身体
便不太结实，经常生病。 感冒、咳嗽、发
烧，水土不服闹肚子疼成为常态 ，叫人
苦不堪言。 有时候一闹腾便是一宿，此
时最难过的是外婆。 抱着我，油灯下的
外婆，一边哼唱着久远的童谣 ，拍着手
臂哄我酣然入睡，一边用手抚摸稚嫩的
脸蛋，用嘴唇亲吻着额头试着体温。 她
用凉凉的湿毛巾帮助物理降温，毛巾一
遍一遍地擦拭，一遍一遍地添水 ，温水
一盆一盆地倒掉。 外婆的眼睛越来越红
肿，看着烧得无精打采的外孙女 ，她温
热的泪水无声地流淌，一颗一颗滴到通
红的脸上，像一束束降温剂包裹着无言
的大爱。 就这样，机械地重复着漫长的
擦拭，经常是一整宿地劳作 ，直到天边
泛起鱼肚白，我的体温像隐形人怕光亮
似的，缓缓降下来安然入睡。 她这才长
长地吁一口气，把我小心翼翼地放进被
窝。 稍有哭闹，她便立马惊醒，轻声呼唤
着乳名，不停歇地哄着。 在我的世界里，
外婆轻轻呼唤我的声音，是最美妙的歌
声，一直根植在我的心灵深处 ，在我的
心中，没有比外婆的臂弯更安全 、比外
婆的胸脯更温馨的地方。

永远铭记着每到夏夜，繁星满天或
月明星稀的夏夜，外婆便把大竹椅子搬
到院坝里，待我洗完澡后便躺在竹椅上
仰望星空。 “星星稠，晒死牛；星星稀，淋
坏鸡”“星星眨眨眼，出门要带伞。 ”“月
亮长毛， 大雨如瓢”， 识字不太多的外
婆，这些星辰月亮的变幻莫测 ，均是外
婆眼中的户外气象图，看云识天气。 我
爱听故事，总是缠着外婆讲 ，外婆就给
我讲述古老的牛郎织女的久远故事，我
百听不厌。 于是，我便歪着脑袋一遍一

遍在我的眼前画出牛郎织女的轮廓，心
中泛起浅浅的爱的涟漪， 写下一个不同
于故事结局的另外版本。想象着，牛郎织
女幸福居住在一起终成眷属，永不分离。
然后，在自己编织的梦里沉沉睡去。夜空
里偶尔传来大雁的鸣叫声， 外婆在一旁
摇着蒲扇替我驱赶蚊虫， 一股一股夏夜
的凉风，从我的脸庞掠过，安静我燥热的
心， 外婆一遍又一遍开心地抚摸嫩如蛋
清的脸颊， 世间应该再没有比这更动人
更亲情更温馨的真实画面。 而外婆嘴里
的牛郎织女， 在头脑里一次次幻化出新
的憧憬，成为探索浩瀚星空的好奇，演化
成一颗追求美好新事物的心灵。

外婆不是哲人，却装了一肚子的道
理，虽然不是经世治世的大理论 ，但却
充满人生的朴素智慧和哲理 。 她说 ：
“人要有工作 ， 挣下钱不吃下眼食 。 ”
“每天要吃新鲜蔬菜，蔬菜对身体好。 ”
“不能小瞧别人 ，就是个砸炭的 ，也是
凭劳动赚钱，也应受到尊重。 ”“好好学
习，才能出去看大世界。 ”“你把爱给别
人，自己就会得到更多的爱 。 ”这些朴
素的道理，深深地扎进我幼小的心灵 ，
成为我做人的根本。

想念是什么呢？ 想念是午夜里无声
的追思与哭泣， 是自己放映旧日子的老
电影、蒙太奇与旧画面，是你永远无法触
摸，却永远可以感受到的慈爱与温情。

成年后，我上学读书，寻找过诗与远
方，去寻觅外婆眼中的大千世界，与大千
世界之外的辽阔星辰与大海。 我无论怎
么走，都走不出外婆爱的目光，无论脚下
的路走得有多远， 那锁有着沉木香气的
小屋里透出一星莹莹灯火， 与外婆温暖
的浓浓爱意，那青青的石板小路和街巷，
泛着青色的光芒， 留下了祖孙的一串串
足迹，却始终是最魂牵梦绕的地方，就像
看到满天的浩瀚星辰， 却依然独钟爱那
颗最亮的启明星一样。

空山人去远，回首蜡梅开。 连日来，
我常在梦境中惊醒。醒来发现，外婆已经
离开我们很久很久了，但在我心灵深处，
相信天空里那颗最明亮的星星一定是幸
福的外婆星星。 她一直在天空静静地深
情凝望着我，永远地护佑着我，我的幸福
生活就是她最大的心愿。

这一刻， 我真想对她老人家说：外
婆，我的好外婆，我很好，也愿您很好！您
永远像星辰与大海一样， 就是我前进的
动力和指路明灯， 您永远都是我们心底
思念的那颗最亮的指路星星！ 我仰望着
您，您心疼地看着我，星光、月光、阳光，
就是您和我对视的光亮， 无论是白天黑
夜，无论是春夏秋冬。

思念的那颗星
■ 任雪姣

人在 旅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