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暮秋的一天上午，小村风和日丽，
天气暖暖的，这个时节，算是难得的好
天气了。

农家小院里，董天理老人坐在轮
椅上，正眯着眼晒太阳，一条黄狗很忠
诚的趴在轮椅边。

老人似睡非睡，两只干枯的手搭
在轮椅扶手上，似握非握的抖动着，那
张爬满皱纹的脸有些呆板，五官歪斜，
下嘴唇耷拉着，口水时不时不受控制
地流出，成线条状流落在脏兮兮的衣
服上……

一阵秋风刮来，院墙边那几棵高
大的杨树沙沙响起，随后就有数不清
的树叶脱落，树叶翻滚着飘落在院内，
飘落在老人身上，老人打了个冷战，费
力的睁开眼睛四下扫了扫，又慢慢闭
上。这秋风扫落叶的场景，让老人感
到从未有过的孤独和凄凉……

黄狗站起来，坚起耳朵听听看看，
发现没什么异常，就伸个懒腰原地爬
下。

老人是被大儿子董校推到屋外
的，今天，他把二弟董德、三弟董义、老
妹董晴和他们的对象都召回来了。

“今天咱们开个家庭会，商量一下
咱爹今后咋办?但不能当着老爷子面
说，今天天好，让他出去晒晒太阳。”他
背着老人给弟弟妹妹们说。

老爷子八十岁了。十年前死了老
伴儿，那时他身体硬朗，为了不给儿女
们找麻烦，就自己过。可从去年得了
脑梗，生活不能自理了，只能依靠儿
女。

本来，赡养老人天经地义，可这天
经地义的事，从老爷子病后哥几个就
觉得逆天逆义了。老爷子出院后，谁
来伺候成了难题，哥几个互相推脱，都
找一大堆不养的理由，推来搅去就推
成了罗圈饥荒，搅成了一锅烂粥，没办
法，老大定音：“谁也别讲条件，老子养
儿，个个有份，一家伺候三个月，我先
来!”

这样看似公平合理了，可问题来
了，哥几个不在一个村住，老爷子身体

不好，架不住三番五次折腾，每次都大
病一场。老人要死要活的，他们跟着
遭罪，本来，这方法哥几个是想费三个
月的事，图九个月的清闲，可老爷子这
三天两头的折腾，谁也没得了清闲!只
轮了一个回合，就招架不住了，都想找
个好的解决办法，家庭会议就是这么
召开的。

不大的小屋里，尽管只有八人，
气氛却有些沉闷和压抑，老大董校夫
妇坐在地上的塑料凳子上，老二董德
夫妇坐在火炕的炕头，老三董义夫妇
坐在炕中间，董晴夫妻俩则倚坐在炕
尾的行李上，谁也不说话，男人们都闷
闷的吸着烟。

闷了半天，老大往炕沿上磕了磕
烟袋，又装上点燃，猛吸了两口，才说：

“为了老爷子的事，你们都回来了，既
然大家都不同意轮了，那咱们就想个
别的办法，我生到前头，长到前头了，
就先说说我的想法，老爷子这岁数，这
体质，不能再这么折腾了，咱们都出点
钱，固定在一家伺候，你们看这办法行
吗?”

“行，早就应当这么办。”老二在炕
头上蹲起来，马上表示同意。

“行是行，那出多少钱?”老
三问，没人吭声。

“不行一家一月八百?”沉默了一
会儿，老三又试探着问。

“八百也行，那安排在谁家?既然
三哥提出来了，不行去你家吧!”董晴
接过老三的话。

“一家八百可不够!你三哥提出
的不假，是让大伙商量的，可没说谁提
谁养活呀?你要觉得这价合适，接你们
家不得了?”老三的老婆也搭了腔。

……

都嫌钱少，这个方案推翻。
“那就涨价，不行就多掏钱租房雇

人伺候!”老大说。
涨到一千二，没人吭声……

“那就一月一家二千五，咱们雇人
伺候!”老大像下了决心。

“那甭用雇人了，我伺候。”老二这
话音倒是接的快。

“要是那样我还伺候呢!”老三白
了老二一眼。

“你咋专给我对着干呢?你要伺
候，这钱我掏不起!”老二也白了老三
一眼，有些恼怒了。

争吵就此拉开序幕。
“你咋掏不起?爸就该你养!你花

爸的钱最多，你买楼房时，把爸那八万
块私房钱都胡弄去了，现在倒说掏不
起!”

“你也没少花了，那年你开小卖
部，爸没给你五万块钱?再说了，分家
时就说了，大哥和你养活爸，我和小妹
养活妈，现在妈入土为安了，我俩的任
务就完成了。”

“别往进扯我，我是泼出门的水，
嫁出门的女，我和你们一样轮班伺候
爸就不错了，这是替你们分担责任!”

“你咋推的那么干净?爹妈没生你
养你?你读中专不是爸花钱供出来
的?”

“大哥，你也别不吱声，你也没吃
亏，老爸不是把房子和牛羊都给你了
吗?”

……
“这些年，我没少管了咱爸 ，米面

油肉不都是我往回弄!”
“那算啥，咱爸穿的盖的不都是我

买的!”
“上次住院还是我花的钱呢。”

“我管的最多!”
“我比你管的多!”

……
小屋内被四个“烟筒”拱的

乌烟瘴气，女人们受不了，只好打开窗
子。

最初，这“会”开的还很像那么回
事，可不到五分钟就乱成一团，声音一
声高过一声，也分不清是谁说谁了，如
同打群架一般。怎样赡养老爷子的事
儿议丢了，反成了哥几个推责表功的
辩论会。

老大有点听不下去了，呼的从凳
子上站起来，使劲儿的往炕沿上磕磕
烟袋，一脸的怒气：“你们还有点儿正
经吗?不怕别人笑话呀?也别争了，也
别吵了，按最初的方案，每月一家八
百，老爸我养!”

众人顿时静了下来，都用怀疑和
崇敬的眼神看着老大那张严肃威严的
脸。

“看把你能的，都他妈羊尾巴扇不
过羊腚了，还充大尾巴鹰呢!你董校有
种，你养你爹，我给你腾地方!”一脸横
肉的老大媳妇一直没说话，这时呼的
站起来，用柴棒样的手指点着老大脑
门儿，老大脸上的威严顿时荡然无存，
像霜打的茄子蔫蔫的坐在凳子上抽起
了闷烟，连屁都不敢放出声来。

“会议”无果而终。
但窗下的董天理却听个明明白

白，儿女们这场闹剧让他心如刀绞，他
两手扶着轮椅，两臂用力，试图站起
来，但没能成功。他靠在椅背上，抬头
望着天空，口齿不清的叹叫：“董天理
呀董天理，你咋得这半死不活的病呀?
哪辈子缺德了?我这哪是爹呀……”两
行浑浊的老泪连同口水一起流下……

儿女们光顾争吵，好像忘记了他
的存在，更别说在意他的感叹了，倒是
黄狗站起来，好像明白了老人的意思，
用舌头很温存很温存地添着他干枯的
手背……

再过两天，又该去老二家了……

(小小说)

道 具
杜华

疏疏朗朗，朗朗疏疏，疏疏朗朗
疏疏……

1 森林像音乐厅，在这里听见鸟
语，一唱一和，织成旋律。

2 森林像美术馆，光在林间跳
舞，当你被光束绊倒，你就会感知，光
是一种真切的存在。光在森林里如
鸟一样，走着，飞着。

3 林下，今早生成的珍菌，一朵
两朵，像纯洁的情感绽放着。

4 你的到来，她的脚步，光的照
耀，风的参与，鸟的细语，都是森林的
梦。

5 尽管是烈日炎炎的中午，依然
有露滴下来。树对人类的友好，不仅
仅是树荫，还有气息，温和而持久。

6 沙沙沙，你拥抱一棵树，它枝
干未动，只回报叶的呢喃。森林是深
沉的，它不长于表达，只像山岗那样，
无声地站在你的身边。

7 我喜欢站在故乡的林场上，站
在云杉身边，听风吹过的声音，云杉
如山，枝叶间通道遍布。风声如笛。
每一棵云杉，像绿色动态平衡器，稳
定着坝上在祖国版图上的平衡。

8 最初的云杉果像被母亲捆绑
在背上一样，生怕落在地上，而当果
实真正成熟了，就会任其心归大地，
生根发芽。观察一个云杉果的成长
史，常会让我们想起家族，想起人
类。幼杉在仰望，云杉果努力地弯
腰，一起向它们的父辈致敬。

9 云杉守正，白桦纯洁，它们是

林场的二君子。杉桦入梦图，就像一
幅国画。看，自然是最雅的配色大
师，如果有这样的布纹，我愿意用它
装饰人间。

10 远眺，林场的平房与楼房联
在一起，像绿波中的航母披波斩浪，
奋勇前行。林间漫步，漫步于林间，
闪亮的绿叶，像一代代林业人青春的
誓言。

11 是林间，让这里弥漫本土的
浪漫，他们喜唱，他们易醉，他们坚
韧，他们也缠绵。他们的人格中装满
森林的情感。

12 皑皑白雪的林场我还在约
见。林场于我，是童年与大地的接
壤，是思念与家的重合。走在这林间
的乡路上，在我是豪情满怀完成着对
森林的检阅，而森林同样在检视着我
的内心。

13 一天也会与一生相连。
24小时拯救的不仅是我的呼吸与睡
眠。

在林场，漫步中的都市游子听到
森林的果敢命令：放弃浅薄、选择深
沉；放弃孤独，选择合群；放弃自私，
选择责任；放弃阴暗，选择明亮；放弃
脆弱，选择屹立。

14 如果森林是一个正义的军
团，如果雄浑才是生命的正章，那么，
就让我们今晨以树的样子征召入伍
吧！

疏疏朗朗，朗朗疏疏，疏疏朗朗
疏疏……

林 间 漫 步
——写于桦木沟林场

张汉明

谁都不曾想到，在经棚镇河西一
隅，有一片近百亩的杨树园。而那园
内杨树密植如剑，直插云霄，需仰视才
能从密匝匝的枝叶间，望见蓝天，或游
走的白云。树间是窈窕的翠绿芦苇，
或稀疏摇曳，或紧拥泛起绿波。偶有
野鸡叫声入耳，更增添了林中幽静。
这令人艳羡的清幽去处，绝不亚于桃
花仙人唐寅居住的桃花坞里的桃花
庵。

园主人是40多岁的任先生，号草
人，性格爽直，不善与陌生人交往，若
有陌生女性与其交谈，就如大男孩一
样脸红耳赤。或许是练书法时总要饮
一瓶啤酒，又或者在书法群里仗义执
言，常以“喝喝”(呵呵)泯恩仇，从而朋
友遍天下。妻子沈女士，网名红酒，温
婉娇小，善工楹联、诗词，读过她诗词
的人，都不相信那是出自女人的手
笔。二人都酷爱文学，乐于书法。因
同在一个单位工作，成双出门，结对而
归。闲暇时，夫妇备墨悬腕，苦练临
帖，从未间断，间或执手林间讨论楹
联、诗词，很羡慕她们的默契和志趣，
人生若如此足矣。

应约前往建学口中的“寒舍”前，
我想那只是一处农家小院儿而已。到
了才见它隐藏于路边铁栅栏的低洼
里，不细看根本看不出那里隐藏的美
景，甚至觉得那只是路边的一小片看

惯的杨树林。待走近了才会惊诧那树
色连云色，苇密绿更鲜的眼前风景，那
是一种与凡尘世俗隔绝的清幽，独享

“种豆南山下”的悠然。真没想到在喧
嚣的城市边缘竟有这等世外“桃园”，
屋宇被笔直的杨树环抱，此时院外酷
暑难耐，但院中微风徐来，就如置身绿
荫遮蔽的湖畔，温湿而凉爽。望不到
尽头的芦苇，向来人摇摇招手，棵棵细
密的杨树，梳子一样把阳光理成条条
光线。院里拴着的黑狗似是通人情，
面对我们没有吠叫一声。也许在冬雪
飘飞的日子，它才叫几声，热盼“风雪
夜归人”。

进入屋里，又见房内陈设简单，但
却洁净、清新，几卷写过的书法依次置
于沙发的靠背上，几本书亦整齐地放
在墨案上，“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
劳形”，难怪他们夫妇放弃城里舒适生
活，来此处幽居，却原来这里有“斯是
陋室，唯吾德馨”的妙处。

志同者，方能相聚。院中树荫下
坐着应邀的来客，好几位都是书法界
的老朋友。沈女士忙于午餐，我们要
帮忙，她诚挚地把我们推出屋外，让我
们去林中赏景。我和同来的女友心有
灵犀般地都穿了艳红的衣服，熟识的
两位老大哥一看我们的穿着，觉得不
给我们拍照，就辜负了这良辰美景，遂
争当起幕后英雄，引着我们走向林子

深处。
新叶争枝颤，老叶落地柔。盛夏

的新绿与去岁的枯叶搭配，更显自然
和谐，脚下是松软的落叶，手触纤纤绿
绿的芦苇，缓步林间，即使是“欲笺心
事，独语斜阑”的唐婉来此，也会把忧
愁烦恼抛到九霄云外。女人的艳装让
沉寂的芦苇塘魅力四射，而两位老大
哥的沉着让挺拔的杨树更加俊朗。偶
有一两朵娇黄的小花隐藏于苇丛间，
惹人垂爱。不知名的阔叶草和瘦瘦细
细的芦苇相衬，更显林中别致。

芦苇里漫步，阔叶中细赏，看枝头
鸟雀欢飞跳跃，听园外溪流淙淙，静中
含幽，幽中添动，动静结合，最是人间
好去处。走着，走着，路没了，苇密了，
中间夹杂着满身是刺儿的沙棘。无论
怎样左顾右盼，竟寻不到林子的尽头，
一时间竟有些迷茫。苇密林深，一眼
望不到边，待穿过芦苇，走到目力所及
之处，又有芦苇密林在眼前。当你迷
途知返时，却又寻不到归途在何方。
所幸，有刚刚踩过的歪斜的芦苇，才寻
得归路。

“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
幕无重数”。来这层层被杨树环绕的
别院，真的是三五好友谈诗论作、游玩
赏景的最佳选择。

酒逢知己千杯少，席间宾主畅所
欲言。谈起杨树园的来历，男主人说

这是老父生前命就的名字，其“草人”
号亦缘于这片芦苇。朋友谏言更名，
以其对妻子的爱，改名“红酒草塘”，既
含人情，又有美景，名至实归。然后简
单置案几、建蒙古包、搭农舍，为文人
墨客提供采风聚会场所。这一提议得
到聚会者赞同。也许“草人”“红酒”夫
妇有自己的考量：一是对已故父亲的
眷恋，二是她们觉得修饰美固然可取，
但天然无雕饰的自然美即为最美。

不管哪一种美，我都喜欢。无论
是那“草长荒三径，绿荫满四邻”的百
亩杨树园，还是“便引诗情到碧霄”的
幽幽庭院，任谁看过都会迷恋，遂作词
三首以记之。

清平乐•闲居
庭深树窕，园里青青草。林内漫游惊
飞鸟。来客同声赞妙。静听溪水淙
淙，闲看云走碧空，最爱浓装倩影，羡
煞挚友亲朋。

西江月•苇塘聚
杨柳池塘鸭雀，堂厅屋榭家禽。

荒芜小径抵幽林，忽尔鸡鸣犬吠。
五六里来时路，七八个赋闲人。彼时
桃坞在城关，夫唱妇随皆羡。

如梦令•那日天光恰好
那日天光恰好，佳友相携同到。

密苇窈悠悠，佳墨美餐言笑，真妙。真
妙。志趣相投到老。

迷 恋 城 西 杨 树 园
涟漪

不曾盟誓，也不会失约，铮铮铁
骨立于天地间。第四季冰川遗迹；世
界罕见的地质奇观——克什克腾大
青山；亿万年前，就诞生在大兴安岭
东南边缘。拥北方山岳粗犷、豪放之
美，揽万物灵中幽兰！

贡格尔草原尽头，突起一座横亘
数十里的峰林，尖锐奇险，像大地仰
天的牙齿，时刻对准来犯之敌；若排
列整齐的战神，当人们走到这里，仿
佛能听到高处的呐喊！

天降大任者，不负今生来世，亿
万年来耕云种月，大青山已成了草原
的彪悍，把贡格尔草原浓缩后，轻易
地举到头顶，形成了高山草甸，用花
岗岩置换星星、白云，牧放牛羊大
片。风化春，情化雨，百花的种子在
绿茵上自由的繁衍。

从远古走来，就负载着历史，千
余个“岩臼”，分布在山顶或山前，大
小不同，深浅不一，如千古风力雕琢
的窝穴，也许就是先民用过的盆盆罐
罐。默然的石器、陶片、古石庙印证
了先民活动痕迹，箭镞枪矛也向人们
诉说着曾经发生过金戈铁马、鼓角争
鸣的战争场面，神话传说更赋予大青
山神秘深邃而悠远的文化内涵。

浑然雄奇的主体，远看似神象，
近看若大佛端坐，有风韵天成的厚重
感，连凹凸起伏的岩石也如此圆润逼
真:你看那鹰石凝视远方。

影子是它的翅膀，就那么伫立
着，也是一种飞翔；龟石、蛙石、天犬
石……神形兼备，栩栩欲活；修女石、
寿星石静静地守候着大地，任光阴流
转；夫妻石恩爱至今，诠释着天下美
满的姻缘。这里铅华未染，一团和
气，人兽相安，所有的符码都在悉心
聆听万年神话，风中的呢喃。好一个

阴阳相交，刚柔并进。山的阳面与沟
谷两侧是裸露的岩石，险峻雄起，巍
峨阳刚。后山，坡洼娇俏温婉，多显
阴柔之美，可称得上最完美的天地之
合。

不知风和雨是怎样的运作，才留
下这样的疏林景观！白桦树的黑眼
睛从未休眠；紫桦林如同一群群村
姑；山杨树、山丁子、五角枫……她们
都生脱脱、水莹莹，一副不受尘世惊
扰的鲜活。每到初夏时节，碧草呼应
着蓝天，梨花似雪，山桃吐红，一不小
心就走进花的王国，必是钟灵毓秀，
染上通身的娇艳。那香气一直保留
到深秋，白桦挂金，枫叶如丹，所有的
叶子摇身一变，那就是斑斓的秋天！
风在摇曳，各种野果随即饱满。充当
鸟食或滚落沟底溪边，条条小溪清澈
朗润，不与沉浮之物论急缓。仿佛一
条条银线，串起这些果粒，拴住灵性，
拴住青山的神韵与美感！

马鹿成群，狍子成帮，野猪、野
兔、珍禽活跃在林间，它们喝着山泉
水，吃着中草药，可想而知的机灵，不
容靠近半步，一有风吹草动，欢蹦的
影子一闪而过。这时，你再听听林中
呼呼的风声，似乎在演奏一曲生命的
赞歌；又好像在叙述青山的博爱，无
私的供养与奉献！

亿万年的沉淀，让这里山有魂，
峰有骨，石有灵，水有情，树有形，一
座立体的大青山，更有世上的阳刚，
包容万物的坦荡。而站在大青山之
巅，才更能看清它的豁达与辽远。有
群山万壑的恢宏，有万物相拥的和
谐，有千仞悬壁的奇险，有巧夺天工
的震撼！

哦，巍巍大青山，远古走来的惊
叹！！

（散文） 克什克腾大青山
自然

丰收节的颜色
丰收节是七彩的
赤澄黄绿青蓝紫

红的是串串辣椒 圣女果
澄色的是南瓜 是柑橘

黄的是玉米 麦穗
是怒放的九月菊

绿色是银闪闪大棚里的黄瓜 青椒
和各类新鲜蔬菜

青的白的是温室里饱满的羊肚蘑
蓝色是高远湛蓝的晴空

和采摘、收割的农家女头上的纱巾
紫色是熟透的亮晶晶的茄子 甘蓝

丰收节是五彩斑斓的绚丽烟火
是你我用力挥舞的彩旗 和国旗

还是漫山遍野 五颜六色的格桑花海

丰收节的声音
丰收节是喧嚣的 热闹的

是“三农”新青年们的铿锵誓语
是田园的猎猎秋声

是大秧歌扭动的节奏
是狮子舞起来的鼓点

是《不忘初心》的二重唱
是《丰收的锣鼓敲起来》的

三句半表演
是《我自豪，我是中国人》的倾情朗诵

是《今日痛饮庆功酒》的由衷感叹

是《中国农民》的深刻表白
是《我和我的祖国》的深情诉说
是农技赛事你追我赶的欢悦

是农民趣味运动会的加油呐喊
是丰收宴上的大快朵颐

是老农民朴实的话语“今天最开心”
丰收节的情怀

丰收节是深情的
与悠久的中秋盛大的国庆毗邻

是党中央、国务院对“三农”的重视
是总书记对农牧民的关怀

是农民自己的节日
是举办者不舍昼夜的奔忙
是“些小吾曹州县吏”的

爱农敬农的公仆心
为农思农的朴素情怀

美丽祥和的丰收节
是品味乡土文化、农耕文明的承载
是丰收成果、丰收喜悦的狂欢盛筵
是乡村特色农牧产品的展示推介
是壮大产业和繁荣商贸的平台

是重农崇农的传递
是强农富农力量的汇聚
是振兴乡村的壮美画卷

农民丰收节
张静

收获：秋天，收获的时节，不信你听，收割机声、镰刀割稻声、小孩的欢叫声、大人们的谈笑声，各种声音汇成一片，组
成了一曲《丰收》交响曲，悦耳动听。真不愧是“丰收时节”！ 绘画作者杨杰

（散文）

（散文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