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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我的祖国”征 文

西风，凛冽的凉风；烈鸟，在西风中鼓
翼，有个性和脾性的鸟。这两个词联起来，
我已遥遥目及，迢迢天际线上、隐隐长空，
移动着的一粒粒小黑点。它们不是句号，
而是一个个正在进行中的逗号，或者飘逸
伸展的省略号。

风凉的傍晚，天已全黑，城市灯火闪
烁。站在路口，无意中抬头望天，看到天
空中一行大雁，呈“人”字形队列，往正
南方向飞。

这是我第一次在城市夜晚看到有候鸟
在迁徙。夜空没有月色，有墨色散花状的
乱云点缀苍穹，光线半明半暗，这群往南飞
的候鸟，它们能看清前方的路吗？

高天上数十只移动的小黑点，从排列
的队形看，再次确认是雁；看它们的体态、
形状，那么细小，却拼足劲扇着翅膀。这些
小家伙们，他们到底有什么着急事，忙着往
南赶，即便是天完全暗下来，也不肯停下来
歇歇脚。是没有找到合适的地方吗？还是
他们想穿过这一片灯火璀璨的城市上空，
在郊外找一处避风塘？

雁在迁徙时，不担心会迷路。它的
小脑袋里有一个区域通过地球磁场来导
航辨别方向，就像指南针一样，判辨出
南北方位。

鸟的跋涉，受气候、风向、风速的影
响。日照长短会影响鸟的内分泌，在迁移
时节来临时，它们的情绪变得焦躁不安，此

时若气候合适，便开始迁移。
你从哪里来?要去哪里?
想到大雁飞行时，有一只领头雁扇

动着翅膀带着雁群往前飞，队伍中间的
小雁，顺着头雁剪开的气流，被带着滑
行，就像我们小时候看电影，散场时夹
在中间，脚步随着人流拥挤的势能被推
着往前。

雁阵中有没有小雁，被庇护在中间，随
队形一道移动？想是有的，小雁的飞翔姿
势，与我们儿时电影散场，被涌动的人流从
后面推着，被带出场外，有某种相似。

在没有星月的晚上，透过城市反射的
灯影，遇见一群摸黑南飞的雁，吸引我驻
足，久久朝天仰望，直至它们消失在苍茫
夜色中。

那些迁徙的鸟，沿着固定的路线往
南飞。《庄子·逍遥游》中说，“鹏之徙于
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
里……”是说大鹏鸟向南海迁飞的时候，
翅膀一拍，就击起三千里的巨浪。它乘着
一阵暴风，扶摇而上，直上云霄，一冲就
是九万里。

扑翅是一种能量释放，流露出一种淡
定的生命状态。

想到鹤。细长的颈脖，修长的腿，伸
展开来的时候，是一条流畅的直线。

北方开始下雪。昨天还在优雅地散
步，早晨却忽然不见了，消失得无踪无

影。我不知道，鹤离开时，以怎样的方式
与北方道别。是形式上地绕着曾经栖息、
觅食的河流、沼泽作依依盘旋，还是发自
感情深处的仰天长嗥？是真正的天地歌
者，在北方的春、夏、秋三季里漫长恋
爱，在冬季来临，跑到南方为生儿育女做
准备。

鹤在节气里穿行，一对翅膀并不轻
盈。负担着教育儿女长途跋涉的责任，找
寻着适合于它们安身立命的生存环境。一
路上，八千里路云和月的风雨，消耗体内
的能量，巧借风的气流，飞飞停停、停停
飞飞，回到它们生命的沼泽地。

此时，南方天光云影，冷风把大片的
芦苇吹得哗哗作响，微黄的芦苇，闪烁草
的光泽，正窸窣为它铺展一口温暖的巢。

自由如风，却生性胆小，不愿人类去
打扰，一只、二只……十几只，落入芦丛
都不见。

有些候鸟，我们并不熟悉。霜降后，我
在一个大湖边拍鸟，看到有一只鸟在蒲草
边喝水，刹那间摁下了快门，起初以为这是
小城常见的丝光椋鸟。回到家后，在电脑
上倒腾图片，发现这只鸟与丝光椋鸟不一
样，拿到朋友圈，请专家辨认，是与丝光椋
鸟有点相似的北椋鸟。

对椋鸟的印象，来源于诺奖得主、物
理学家乔治·帕里西的一段文字，是说椋
鸟11月初来到罗马，来年3月初飞走，它

们的迁徙活动非常准时，“在罗马，椋鸟
夜间会在能遮风御寒的常绿乔木上栖息；
白天，在城市很难觅食，它们就结成百余
只规模的小组，飞到环城公路以外的乡下
找吃的。它们是习惯集体生活的群居动
物：当它们在一片田地停留时，一半的鸟
安心进食，另一半则在田地四周，仔细观
察可能会出现的捕食者；当它们来到下一
片田地时，双方互换角色。”一大群椋鸟
在空中高速盘旋，从远处看就好像是一片
黑云在做着各种动作，让帕里西发现了混
乱之中的简洁之美。

抓拍到的这只北椋鸟，不知道它们是
不是属于基因相近的同一个家族？有没有
血缘关系？只知道繁殖于北方，在小城属
于迁徙途中的过境鸟。小家伙在迁徙季节
路过，或在此做短暂张望停留，没有看到
它长途跋涉风尘仆仆时的英姿，却看见它
回到秋尽江南草未凋、怡然自得的样子。
仰天长望，恍若看见一条鸟道横亘长天，
间或有淡云，一群过境鸟，盘旋在水草丰
美的小城上空，然后小心翼翼地落下来，
做短暂停留，补充食物、恢复体力，或者干
脆就不走了。

西风烈鸟，从远方来，在苍茫中飞行。
一群精灵的舞蹈，沿着暖的方向，完成着一
次又一次的生命迁徙。

只有高处的舞蹈，才能凌空而望，穿越
大湖、沼泽，高山、平原……沧海一笑。

曾经，以为很年轻。18岁时想着30岁前要立身成人，40岁时想
着50岁还很遥远，50岁时想着60岁还有很长一段路。不承想，岁月
流逝得那么快，转瞬间已在奔七的路上走了好多年了。曾经，以为
老去是很遥远的事；现在，很怀念那远去的年轻时光。人之老去，就
在转瞬之间；人必老去，这是一个必然的规律；人虽已老，但应保持
心态的永远年轻，这是对待生命的一种态度。惟有此，生活才会更
加多彩，更加新美如画。

从岗位上退休后，我一直秉承保持年轻心态的理念去生活，去
拓展延长生命的宽度和长度，以愉悦的心情度过每天的分分秒秒。

因为心中永驻了年轻的心态，所以我一直未将自己看成是六十
多岁的老人，始终以年轻的心态对待每天的生活，努力让生活多彩
多姿、充实丰满。为让年轻的心态永驻心底，这些年我一直专注了

“五爱”，以此形成恒久的动力。
爱掼蛋，让思维敏捷不退化。这些年，我一直喜爱掼蛋活动，乐

此不疲，努力让脑子动起来。平时，常与好友约局，在开心的氛围中
掼上几小时；晚餐聚会的饭前饭后，也会掼上几局，愉悦一下心情，
浓郁相聚的氛围；我还在手机上专门下载了1312欢乐耍大牌软件，
添加了多个掼蛋大群和小群，空闲时在网络中遨游一番。牌技有所
提高后，便积极参与了多场大大小小的掼蛋比赛。曾拿到过镇江区
域比赛的冠军，斩获两万元的奖励；还曾参加过全省500人参与的宝
马汽车赛事，在预赛中脱颖而出，荣获第一名并进入前八名的角
逐。掼蛋，不仅让思维保持了年轻态的敏捷，也给心态的年轻添加
了恒久的润滑剂。

爱小聚，让老友友情暖身心。朋友，一定是老的好；友情，一定
是始于年轻时相处中结下的情意真。与好友常聚，小叙友情，小酌
杯酒，可让身心愉悦，可使感情更浓，可让思绪回到年轻时的时光，
可让旧时的回忆找回当年的身影。一场相聚，情浓意合，彼此间的
交谈甚欢带来了愉悦的心情，心态由此而更加年轻，快乐的感受因
此而永驻心间。我建了一个乐享生活群，以原在政府办工作的退休
干部为主，每月8日以轮转坐桩的方式雷打不动地开展活动，已坚持
数年；还有两个战友群，也不定期地组织聚会活动。

爱写作，让情感世界不枯萎。坚持写作，是我保持心态年轻、丰
富情感世界的一个主要路径。这些年来，我以手机为主要工具，用
整块或碎片时间笔耕不辍，体裁不限，小小说、散文、杂文都涉猎，有
情感方面的，有时事政治的，有做人哲理的，也有回忆性的，林林总
总，想到什么写什么。辛勤的耕耘也带来了相应的回报，《金山》杂
志、《镇江社会科学》杂志、《镇江日报》和《京江晚报》先后有数十篇
文稿刊发。2020年至2021年两年间，我在《今日头条》上陆续写稿近
百篇，其中有一篇文章成为10万点赞阅读的爆款好文。写作，不仅
让我的生活更加充实，而且也让内心的情感世界更为丰满多彩。闲
适但却无所事事的退休生活，因写作而加进了有所为、有所乐的元
素，心态因此而更加年轻，情感世界因此而更为充实。

爱垂钓，让心情宁静不浮躁。钓鱼，其乐无穷而又陶冶人的心
境。在初春的季节、入秋的时分，驻足塘边静心垂钓也是这些年中
我十分喜欢并积极参与的一项活动。手持一杆，静坐塘边，双目凝
视鱼浮，坐等鱼儿咬钩，是一种十分享受的体验。你可以以“姜太公
钓鱼，愿者上钩”的平和心态坐等，也可以打食投喂不断引鱼咬钩。
而激动的时刻，是鱼儿上钩出水的瞬间，那种快感和喜悦，感染了全
身的每一个细胞。此刻，你会惊呼大喊，会情不自禁地跳跃，孩提时
代才会有的忘情的兴奋感会穿越心田，年轻的心态因此会相伴而
生。夕阳西下，当提着满满的渔获踏上归程时，心里溢满了快乐的
感觉。钓鱼之乐，在于垂钓之中的专注，心神宁静，只为垂钓，忘却
了一切；钓鱼之功，在于过程之中和成功之时，让你的心为渔获而欢
舞，心情为之快乐。

爱旅游，让自然之美醉心田。旅游，是保持心态年轻和身体健
康的一种十分有效的方法。当你漫步在有山有水有景的山水之间
时，当你行走在有古迹有故事的旅游胜地时，当你伫立海边极目远
眺时，当你穿越在杳无人烟的原始森林中时，当你不断地对从未见
过的自然美景叹为观止时，当你驾一叶轻舟缓行在烟波浩渺的湖中
时，你的思绪会放飞，你的心神会宁静，你的身心会沉醉。一切旅游
中的所见所闻所感，都会让你兴奋和愉悦，令你忘却生活中遇到的
不快和烦恼。这几年中，只要有可能，我都会找机会与好友结伴出
去旅游。远至西藏、新疆、贵州、海南，近至浙江、安徽，尤其是山水
风景秀丽的浙江和徽派民居优美的安徽更是常去的地方。奔山水
风景而去，慕胜地之名而往，以一种不老的心态享受在路上的快乐。

每年冬季来临，应节的白菜大量上市，“鱼生火, 肉生痰，白菜
豆腐保平安”，千百年来，白菜是营养极其丰富的大众化蔬菜，早已
深入人心。我一直喜欢白菜，不仅因为它食用起来味觉甘甜，还因
为它朴实的贴近生活，温暖一整个冬天。

白菜，是冬令菜蔬中最平常的一种，素有“冬日白菜美如笋”的
称赞。父亲每年都在自家的菜园里种上一些白菜。白菜收获的季
节，父亲先用铁锨把白菜铲倒，再用小铲把底部的泥去掉，最后摘掉
外围的几片老叶，保留几片稍黄的大叶，这样可以保护白菜心。父
亲说，白菜像人，心好才好。

入冬以后，白菜带着清爽之气，变成我家餐桌上一道道凡常而
实在的美味佳肴。诗人范成大有写白菜的诗：“拨雪挑来踏地菘，味
如蜜藕更肥醲。”白菜喜寒，大雪节气过后，凝聚天地之气，白菜会更
加清甜多汁，味道比浇了蜜的桂花藕还要好吃。国画大师齐白石将
白菜称为“百菜之王”。齐老有一幅写意的大白菜图，并题句说：“牡
丹为花中之王，荔枝为百果之先，独不论白菜为蔬之王，何也。”白菜
确实很友好，它几乎可以跟任何食材搭配，无论处在什么境遇之中，
皆能表现出自己的精彩。

白菜叶青梗白，清淡素朴，形色稳重端凝，我最喜欢白菜的朴素
品性。在所有的做法之中，我爱吃白菜饺子。父亲将白菜剁碎，挤
掉多余的水分，加入一些肉末、葱、姜和盐，拌匀，包在薄薄的饺皮
里，放到滚开的水里煮熟，捞出来，咬上一口，满嘴都是白菜特有的
清香，香滑可口，让我忍不住吃了一个还想再吃一个。

鲜嫩的白菜心，切成细细的丝，放点盐和糖，拌好，静置片刻，控
干水分，再加入一点陈醋和香油，成了餐桌上的宠儿，胜过所有的凉
拌菜。吃上一口，脆嫩嫩、水润润，甘露般的汁液，直入咽喉。嚼着
这份爽口的白菜，吃饭又一次单纯地成了一种享受。

菜坛里的泡白菜酸香宜人。酸白菜猪肉炖粉条算是最美味了，
五花肉放入煮过肉和骨头的老汤中，加入酸白菜和粉条，香喷喷的
一锅炖菜，猪肉合着酸白菜的味道，鲜而不腻，再喝上一口浓浓的汤
汁，浓郁的香味沁人心脾。一家人在冬季里享用这样的御寒美食，
香气袅袅，热热闹闹，那是何等的幸福美满又是何等的日常朴实。

朴素的，也许就是高雅的。我想，一个人将精神寄托于形色青
白、内心沉实、素朴而又丰茂的白菜，于是便多了一份特殊的亲近
感。那股白菜朴实的清香，让人闻着踏实放心，在冬天里感受到一
种温暖，那也是最美的人间烟火。

正如雪是北方冬季的精灵，枯荷是
南方冬季的禅音。

季节往纵深处推进，温凉被冬彻底
关在门外，大地被湿寒紧紧裹住。树枝
上挂着的零星枯叶，迎风拧着残躯挣
扎。其实，枯萎并不是南方冬日的主题，
大片的绿才是。它们在寒冷里铺叙着浓
墨重彩的故事，盛大却千篇一律，因而显
得无趣。于我而言，只有那无人照看的
枯荷写尽冬日风流，透着禅意。

昨天，邻居说小区附近公园里的那
片荷枯萎了。闻言，我迫不及待奔去。
我爱那片荷，每天晚饭后，都会去池边坐
很久，闻荷香、听荷音、赏荷韵。

公园设计师一定酷爱古典文化，知
晓需邻水植竹，水中种荷，竹荷相映，君
子与君子对望而生，相知相守。竹君们
亭亭玉立，托起大片密实的绿云，微风吹
过，竹林细叶吟风，窸窸窣窣。偶有疾风
扫来，万竹齐悲，冬寒凛凛。

竹仍吐翠，荷已残枯。曾经满池新
鲜风景，如今被寒做成一片萧瑟。荷的
茎、叶、蓬都失却了水分，枯得只剩骨
架。一些荷叶从顶端折断，倒垂着，怏怏
照着水镜，似在遥想彼时风华。还有一
些荷叶仍高举着，远望如盛开在凛凛寒
风中的褐色大花；又像一只只做旧的锈

色深盘，盛着风、盛着光、盛着岁月故事；
偶有几片半枯半青的叶，颇有“菡萏香销
翠叶残”的诗意。荷枝枯瘦，嶙峋挺立，
直刺冬风，傲骨铮铮！

岸边的莲蓬早已被游人摘去，只剩
茎顾影自怜。湖里面的莲蓬大多还在，
只是已被风雨敲成枯槁样儿。有些莲蓬
高擎着，有些耷拉着脑袋，有些漂卧于水
面……千姿百态，和萎掉的荷叶构成一
幅水墨画。莲子瘦了，莲房空了，莲蓬像
极了喇叭，好像随时准备清歌一曲。

突然，不知从哪里游来一对野鸭，它
们左穿右绕，你追我赶，时不时啄一下翅
羽，闹一下静水，逗一下枯叶，激起层层
涟漪，在荷塘里尽情嬉闹。玩够了，又迅
疾游离，在屁股后划出一道长长的水
带。水带微波闪动，渐渐变窄、变静，须
臾，湖面复归平静。

城市里，冬风总是无方向乱吹，来
得莫名，走得突兀。风旋至荷塘，拂过
枯荷，生发出韵律交错的梵音。风弱
时，声音柔和细微，像深夜冰蚕咬噬桑
叶，又像溪水呢喃，淅沥如细雨滴于青
瓦之上，别有雅韵。风强时，声音清雅
深满，像僧侣夜敲圆钵，又像乐人拨弄
古筝低音弦，萧然如沛雨跌落于青石板
上，极有禅意。闭上眼睛，仔细聆听，

产生一种错觉——这不是风声，而是雨
声！风吹枯荷，摩挲如雨。那刻，我终
于懂了李商隐的那句诗——“留得枯荷
听雨声”。这是奶奶教我背的诗，她深
爱李义山的缠绵悱恻，一往情深；懂他
的满目凄清，四顾荒寒。她把这份爱传
递给我，只是那时我太年幼，并不能体
会个中意蕴。谁承想，时隔三十年，我
竟在这场邂逅里，偶得了这句诗的精微
深意。

作为饱读诗书的文士，李商隐的一
生写满了悲苦与无奈、抑郁与愤懑，命运
不断地打击他，把他的生命之塔摧毁成
废墟。然而，命运并没有战胜他，他投身
于诗词创作，以灵心慧眼扇动想象的翅
膀，让风和枯荷在缠绵互动中奏响天籁，
这是他无中生有的创造。他用一颗诗心
在生命废墟中开创艺术殿堂，让生命开
出凄美的花。

每个人都有自己要面对的地狱，我
们挣扎反抗，留下一塘残荷，满心狼
藉。那时，不妨读读李商隐的诗，养一
种诗心，凝望自己的枯荷，从中离析出
一种沧桑之美，找到人生真切的归属。
如此，即使在“客散酒醒深夜后”的孤
寂里，也能超拔出“更持红烛赏残花”
的大美！

周末参加一个考试，考点设在一所
学校内，中午为节约时间很多考生不出
校门，简单吃过午饭后便找个地方坐下
来，继续复习，为下午的考试做最后的
努力。

我在考点一处长廊里，靠墙席地而
坐，也拿出整理好的重要知识点翻看，期
望可以在考前再加深一下记忆。看得累
了，抬眼看看周围的考生，他们有的像我
一样倚墙而坐捧书复习，间或变换一下
姿势，调整久坐发麻的腿；有的在广场的
台阶处坐着，书摊开在曲起的膝盖上翻
看；还有的在一棵树下来回轻轻踱步，手
里的书一会拿起一会放下在那无声背
诵……他们平时或许是公司里忙忙碌碌
的职员，也或许是公司里勤勉作为有待
提升的中层管理者，或许还有些是暂时
在家休整的家庭主妇，但此刻他们都是
考生，是为了梦想而不断学习加强自身

技术技能的追梦人，他们认真专注的样
子，真的很好看。

曾经的同事小李，前年准备CPA考
试，下班后的时间都用来看书学习，公司
聚会她无暇参加，好友相邀游玩，她也是
婉言推拒。上班的地铁上她在学习、公
司午饭后的一个小时休息时间，她半小
时午休，半小时看书，甚至在做家务的时
候，也塞着耳机在听课件。每天晚上她
给自己定下至少学习三小时的任务，如
此这般苦读，两年时间她就通过了考
试。如今的她在一家会计师事务所任
职，时常看到她的朋友圈晒美食和游玩
的照片，照片中的她美丽大方，自信阳
光。所有的美好，我相信都是她用不懈
的努力得来的。

朋友老刘，参加司法考试，一考数
年，屡败屡战，每次考试，不是这科差几
分，就是那科差几分。老刘不甘心，也不

服气啊，时常大声唱着刘欢的歌：“看成
败人生豪迈，只不过是从头再来！”便再
次投入到考证的大军中。日复一日，老
刘青丝生华发，终于在备战十年后取得
了律师资格证。领到证的那一日，老刘
邀请一众好友相聚，席间，几杯酒下肚，
他忍不住号啕大哭了一场。我们理解他
圆梦时的喜极而泣，更敬佩他追梦的恒
心和毅力，要知道老刘的脑袋曾经受过
伤，记忆力比一般人要稍微差点，那么多
的法律条文，对他而言确实要付出更多
的努力。

我常想，如果有天我们淹没在人潮
中，庸碌一生，那是因为我们没有努力要
活得丰盛。那些为了生活的美好，不断
学习进取的人，他们眼里有光，心中有希
望，不管最后是否能抵达自己想要到达
的地方，但是为了梦想而努力奔跑的样
子，真是又帅又酷。

日新月异的科技，快速变化的时代，让
如今的城市高楼林立，人们的家像鸟巢一样
镶嵌其中。夜幕降临，华灯初上，灯火璀璨，
一派繁华之景，一颗颗闪亮的小星星就住在
那屹立的楼房里。在田野上一路狂奔的日
子仿佛定格在了记忆里，只能回忆。

快节奏的生活，让人们与钢筋水泥堆
砌的房子和谐相处。大家住在一栋楼里，
看似邻里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可是，就
算同一楼层的邻居下班回到家，在开关门
的一瞬间，就只剩大门紧闭。那一道道
门，一道道墙拉开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人们更愿意回到家躺在沙发上看手机刷朋
友圈、刷抖音、刷快手，也不愿走出门去
别家串串门。

真怀念儿时那些串门的幸福日子。贫
瘠的小山沟里，虽然家家都穷得只有陋室
土房几间，如“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
家”里描写的一样，邻家的房子相隔甚
远，但那点距离丝毫不影响乡里乡亲的感
情，串门架起邻里交流情感的纽带与桥
梁。无论是老年人，还是小孩，闲暇之余
都喜欢串门谈天说地，聊些闲龙门阵，联
络邻里情感。

我家土房子就坐落在村里去往山沟坡
地必经之路的竹林旁，那时候家家家户户也
没围墙、没院门，毕竟安全靠狗，通讯靠吼，
交通全靠走。那时农人都在家务农，还没有
外出务工那一说法。种地是头等大事，自然
每天从我家门前路过的人是络绎不绝，门前
总是热闹非凡。母亲会在院里摆上凳子，烧
一壶开水倒入温水瓶备用。若是挑粪、背猪
草的人儿累了，也可放下手中农活，来串会
门，吃会茶，歇歇脚。

冬天来了，气温陡降，农事也闲下来了，
此时母亲会烧起红泥小火炉，火苗舔舐着小
火炉的肚子，一股暖流缓缓散开，将冰冷僵
硬的手暖和了。嘴馋的我不会放过任何制
作美食的机会，找来几个红薯、土豆，几把花
生一股脑儿都放进火炉里面烤。此时母亲
坐在火炉旁一边做针线活，一边取暖，花生
伴着火苗发出砰砰啪啪的声响，就像过年放
鞭炮那般喜庆热闹。这声音，这温暖的画
面，也吸引了邻人。大人带着正在织的毛
衣，与我年龄相仿的孩子，拿着作业本一起
聚到我家。这种串门，有一种不请自来，自
然而然，水到渠成的感觉。

大家各自坐下，开始唠嗑，家长里
短，不厌其烦。此刻所有的烦恼与趣事都
可一并吐露，畅所欲言，各抒己见，也可
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反正大家在一起
敞开心扉，无话不谈。一会摆聊斋，一会
扯闲话。讲得头头是道，听得津津有味。
装满茶水，红薯、花生烤好了，大家有吃
有聊，怡然自得，这串门可比现在一人在
家抱着手机安逸多了。小孩做完作业，就
在一旁玩，一会蹲在地上抓子，一会扔沙
包，一会跳皮筋，那时候的生活简单，却
别有一番滋味，舒适惬意。

那时候串门作为一种情感联络与宣泄
的方式很流行。哪家两口子吵架，当判
官，去拉个架；哪家去帮个忙，“红事不请
不来，白事不请自来”，反正都是热心肠。
雨落不停，今天去李婶家坐坐，明天去兰
姐家蹭饭，母亲会笑话“守嘴狗”一样趴
在门框边、想分一杯羹的我。但我依旧热
衷于串门，找朋友玩，帮邻居干点活，分
得些柑橘，蜜柚等。就算十里八村，哪户
是哪户，家里有几口人，我都能记得清清
楚楚，明明白白。

如今生活删繁就简，大家各忙各事，
不串门了，有的邻居多年，仍然是陌生
人，就窝在自己的小世界自得其乐。但我
仍然好想回到小时候，感受那串门带来的
浓浓人情味，感受那幸福温暖的慢时光，
还有那无尽的人间烟火。

天寒但觉白菜暖
□ 彭宝珠

以不老的心态面对生活
□ 刘卫华

西风烈鸟
□ 王太生

怀念那些
串门的日子

□ 漆艳林

考证路上追梦人
□ 姜 燕

凝望那塘枯荷
□ 陈 雪

留得残荷
王泽民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