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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水小镇夜景 摄影 张今卓

始于喜欢，行于心动，终于爱好。
心怀对大自然的敬畏之心，对万物生灵
的怜惜之情，用心灵去感受，用镜头去
记录所看到的，想到的世间一切美好的
存在，这应该是对摄影人的描述吧。

清晨，叫醒我的不是闹钟，而是微
信的提示声，即使沉睡的我，听到这特
定的提示声，也会瞬间清醒，去关注“踏
着星光，迎着朝阳”的行程。这就是克
什克腾旅游摄影群。

如果你没有时间去旅行，又想欣赏
到家乡的四季美景，那么，就请入群
吧。春赏杜鹃啼血，夏看草原如碧，秋
观红叶似火，冬临皑皑白雪。不出门，
你就可以领略到家乡的美色。那一幅
幅饱含着摄影人对家乡的眷恋，热爱之
情的画卷，就这样被你不经意间尽收眼
底。

在摄影人眼中，一人、一物、一草、
一木、一山、一河，一鸟、一虫，都会被他
们所青睐。瞬间的美，被他们用镜头捕
捉，记录下来，这是一个充满耐心、等
待、辛劳和汗水的过程。在外人眼里，
摄影人的那份对大自然的执着，喜爱已
然成痴、成魔。然，就因了这份痴与魔，
我们才会欣赏到更多的真、善、美。

每每跟随他们去拍摄的时候，看着
他们不畏严寒酷暑的用心去发现美，用
镜头去记录美，并把这美好的瞬间呈现
在人们眼前的时候；当人们欣赏到这些
美景，并为之震撼，为之动容的时候；我
想，这应该就是摄影人最想看到的，也
是最欣慰的时候吧。记录美的瞬间，传
播美的事物，把对家乡的热爱之情倾注
在了镜头里，无需多言，只是用那一张
张饱含热情的画卷，展示一颗拳拳的赤
子之心！

犹记得我的一位亦师亦友的摄影
家老师说过，其实，相机是携着我们走
进大自然的拐杖，支撑着我们摄影人融
入大自然，并用心去感受大自然的美
好，挖掘并记录下那美的瞬间。还有位
影友说过，大自然的瞬间美，得遇到能
够发现并欣赏它的人。我想，那应该是
高山流水、伯乐之遇。而我们家乡春天
的映雪杜鹃，夏天的碧绿草原，长河落
日，云海翻腾，秋天的金黄麦田，热情似
火的红叶，冬天的雾松映雪，东面的温
泉，南面的冰臼群，西面的草原，北面的
石阵，在这个群里都被摄影人奉为至
宝，并把这些家乡的珍宝用心加工并打
磨出来，最终被世人瞩目，成为家乡一
颗颗最耀眼的“星”。

来吧，这里“星光灿烂”，这里“群”
星闪耀。每一幅照片都是一颗灼人眼
球的明星。

每每看到一个个摄影人按动快门
时那专注，兴奋的样子，我便想，摄影
人，都是热爱生活，敬畏自然，喜欢一切
美好事物的人吧。而摄影人的精神，无
畏风雨，无畏寒冷，无畏世俗，用一切自
然界的美好去感染、治愈、净化人的心
灵，美的发现者、挖掘者、记录者、传播
者。这便是摄影人。

这一幅幅生动鲜活的画卷，正如镶
嵌在家乡草原上的珍珠，被摄影人一颗
颗，一粒粒的用心捡拾起来，展示给世
人，终将照亮家乡的夜空，令家乡的草
原熠熠生辉，大放异彩。

愿每天，这里都“星”光灿烂！

散文

群“星”灿烂
■玲子

杠精
“杠精”，就是总唱反调、通过抬

杠剌激惹翻别人的人。玲子的老公
王生就是这样一个杠精，在自己的世
界里铿锵地活着，让周围的人又恨又
气又乐。

其实在处对象时，王生的杠精特
质就初露端倪。一个冬日，王生跟玲
子去商场买东西，大男人不愿逛街，
就顶着寒风坐在摩托车上等，不料玲
子迟迟不出来，把个王生冻了个半
死，终于玲子拎着大包小包出来了，
看到冻得鼻子通红脸发青的王生，歉
意地问道：“冻够呛吧？”“啥？冻得
轻？”王生哆嗦着冻得发木的嘴巴没
好气地回到，玲子心想，这人有点儿
意思。

结了婚后，王生的杠精天赋就越
发地显现了。那时家家住平房，冬天
生炉子，王生的朋友来串门，嫌屋子
冷，咋捅咕炉子也嫌不热，王生脱口
道：“山后那大烟囱热（火葬场）。”噎
得朋友半天没上来气儿。有一回在
丈人家吃饭，老岳父说起某餐馆的荞
面条怎么煮也觉得不烂，王生脱口而
出：“那不就跟你这个人似的嘛。”登
时让老岳父脸红脖子粗没了声响。
回家遭玲子数落，王生自知理亏，欲
哄哄老婆平息怒气，小声嘟囔道：“我
也不是成心的，那么想着谁知就说出
来了。”玲子气得破口大骂。在外边
抬杠的事也不少。一次，王生进饭馆
吃饭，服务员招呼说：“大哥吃饭呀？”
他闷声说：“要是剃头就去隔壁了。”
去买瓶擦脸油，售货员问：“大哥你就
买一瓶吗？”他说：“咋地，还能买半
瓶？”售货员当场没了电。朋友叫吃
饭，解释说雅间有点小，他一句“广场
宽敞”一桌人哄堂大笑。农家菜上的
很实惠，锅、碗、盆全用上了，他跟服
务员说：“你咋不用拔梢子（水桶）上
呐？”惹得又一阵哄笑。玲子回家看
地上有袋新面粉，随口问道：“哪儿买
的？”他答：“厕所。”玲子气得翻白眼，
他还振振有词：“问的这个多余，面粉
不是在粮店儿买的还会是在厕所买
的吗。”给朋友过生日，朋友免不了热
情招呼，王生大咧咧地说：“甭招呼，
反正吃的都是自助餐”，若不是多年
朋友了解他的禀性，人早都得罪完
了！玲子没少跟着着急，却偏偏这杠
精还有着极好的人缘儿。

王生的抬杠事儿实在是数不胜
数，他自己却浑然不觉，还乐此不
疲。这样一个被玲子评价为“智商不
高，情商为零”的大杠精，硬生生成了
大家又恨又爱的活宝贝和开心果。

假 面
世人多双重性格，表里不一，只

是浑不自知，或知道也不承认。李昉

却清楚地知道自己性格的两面性，时
时扮演着两面人角色，用他自己的话
说是“说着言不由衷的话，戴着伪善
的面具。”

早上下楼遇到邻居，总热情地寒
暄几句：“上班去呀，今儿天气还不
错。”心里说的却是：“真麻烦，又碰上
了。”来到楼下去车库开车，通常会碰
上兄弟媳妇儿的叔伯舅舅的小姨子
的大姑姐的继老公友好地冲自己点
头微笑，也总是叫声长辈，热情地回
应，心里却在说：“七竿子戳不着八竿
子戳瞎眼的亲戚，才懒得叫。”上班来
到办公区，遇到领导和同事，照例满
脸热情地寒暄招呼：“来了呀”心里却
说：“真烦人”恨不得谁都不要遇到。
有同事来寻求帮助，嘴上说着：“好好
好。”也竭尽全力，有求必应，比自己
的事还上心，心里却很嫌恶：“看面子
再帮你这一回。”向那些唯上是从、好
做表面文章的部门领导汇报事项时，
也总是毕恭毕敬，力求圆满，显示出
极大的工作热情，心里却在说：“看那
两下子吧，还不如我。”“什么破活儿，
劳民伤财。”与同事谈话唠嗑，总是顺
着人家的话题和喜好来，“对对，就是
这样。”听上去相当知己贴心，其实心
里对人家的说法毫不认同：“蠢货，什
么眼界。”即使对讨厌或憎恶的人也
绝不表露分毫，反而耐着性子相谈甚
欢：“是是”“不错”心里说的却是：“看
你那德性，快恶心死人了知道吧。”最
看不起那些刁钻蛮横、高傲自大、大
愚若智之人，却表现的温顺驯服，礼
貌有度：“嗯嗯，说的有道理。”绝不将
心里的不屑表现出来：“什么蛤蟆老
鼠，小人得志，不知哪会儿就翻船。”
回到家的李昉也戴着假面，对老婆的
一些要求明明不乐意，也耐着性子照
做，吃着老婆做的饭菜，明明不对口
味，却连连称好，只在心里说：“做的
啥玩意儿，这么长时间都不知道我爱
吃啥。”

骨子里偏爱清静、甚至喜好天马
行空独来独往的李昉，是个连打声招
呼都嫌麻烦的人，却活成了大众眼里
爱凑热闹性格开朗真诚随和的人。
李昉也意识到自己的这些表现已成
了“讨好型人格”或“强迫性人格”，无
奈这些假面具戴的时间太长，已经摘
不下了。

张弛小小说二题

多年前一个夏天的傍晚，我下班

回家正在做饭。这时门口响起了自行

车铃声，就听到母亲喊我：“小新，快给

我端一碗凉开水来。”我赶忙放下手中

的活，迅速舀了一碗凉开水，送了过

去。母亲刚把自行车停好，便抓过我

手中的碗一口气把水喝了下去。喝完

后，她擦了擦额头的汗水说再给我来

一碗。我诧异地看了她一眼，又去舀

了一碗递给了母亲。喝完后，母亲又

站着歇了一会儿，才吩咐我帮着把后

车架上的东西卸了下来。

吃饭的时候，母亲告诉我们，她今

天去一个批发市场进了一些货，顺便

给我儿子买了一些零食。我知道那个

批发市场离我们家有 20 公里路。我

说，天那么热，为什么不等到周末让我

去呢。她说：“你们工作忙，货物不多，

也不是太重。只是今天遇到的一个路

边商店真是太过分了。”“哦？”母亲看

到我们疑惑的神情叹了一口气说道：

“进完货物回家，大约骑了一半路的时

候，我觉得口渴，正好看到一个路边商

店。于是，我下车进去希望讨一口自

来水喝，可是那店主说，自来水不给

喝，你花三块钱买一瓶矿泉水喝吧。

我想想那一车的货物也就赚个三四十

元钱，一气之下我就骑车走了。唉，人

心啊，都坏了。”怪不得母亲刚回家一

口气喝了两大碗水，我才醒悟过来。

大家除了安慰母亲外，也只能口头谴

责那个无良店主。而从那时起，我一

直觉得那些不熟悉的路边商店都是磨

刀霍霍的主，尽量不去那些店里买东

西。

大前年冬天，有一天妻子开车去

上班，到了单位后，同事提醒她，说她

的车转向灯好像不行，她试了一下发

现确实不亮了。同事告诉她在离公司

五公里的地方有一个维修部，但是同

事也没去过只是看到路边的招牌。妻

子想，那些路边店估计要狠狠地斩一

刀了，但考虑到下班回去是高峰期，转

向灯不行比较危险，最多让他们换个

灯呗。于是，她开车来到那个修理铺，

只见几个师傅在忙碌着。一个貌似老

板娘的中年女士出来问妻子，汽车出

了什么问题。妻子告诉她说，后转向

灯不亮了。她让我妻子稍等一会儿，

待哪个修车师傅先忙完就来查看。大

约十多分钟后，一个师傅走过来问我

妻子车的问题，轿车开了几年了，灯换

过没有等等。他边问边把前面引擎盖

打开，经过检查很快就判断说汽车转

向灯没有问题，是电线的接触有问题，

稍微处理一下就好。只见他把细电线

用干布擦拭了几下，然后把接线处再

拧紧，上车一试，灯亮了。修理完毕，

妻子问那个师傅多少钱。师傅说，你

问老板娘吧。那个中年女士说，这个

举手之劳，三五分钟的活儿，钱就不要

给了，汽车要经常检查，才能保证行车

安全。妻子听了这么暖心的话愣住

了，原先的想法土崩瓦解了。

今年疫情期间，各镇街、村社区设

卡设点，严防死守，全力以赴做好疫情

防控工作。很多镇村工作人员、志愿

者都积极参与其中，夜以继日。路边

的商店也没了生意，在风雨交加的夜

晚，有的店主主动给这些加班的人员

送开水送面包，却不计个人得失，我头

脑中多年前的那个印象也被颠覆了。

后来我和母亲聊起当年那事时，

她说：“我早就忘记了，社会上的人虽

有三六九等，但善良的人还是很多的，

我们要用心去感受，并且也同样以善

良回报给他人，不能因为一件小事就

记恨一个群体……”

尘世繁华，夹杂着善恶美丑，世间

虽有不堪，人性也有残缺，但世界并不

缺少善意，缺少的只是发现的眼睛。

做一个温暖的人，用心感知这世间所

有细微而朴素的美好，用善良对待他

人，那么我们也一定会更多地被这世

界温柔相待。

散文

做一个温暖的人

离开生我养我的小山村已二十

五年。那是一个炊烟升起的地方。

二十五年间，曾回过生我养我的老村

五次，两次是母亲离世和三年后回去

给离世的母亲烧纸，剩下的三次大都

是一个目的，回头再看看老村的山山

水水，再听听老村的人言物语。

每当看到炊烟升起，必然会想起

儿时生活的老村。二十五年前，我破

釜沉舟式地离开那个炊烟升起的地

方，走到了遥远的千里之外。昔日老

村里出现过的镜头，从点点滴滴到大

片大片，凝固定型后一直珍藏在内心

深处。不管荣耀还是落魄，不管繁华

还是孤寂，老村的影像始终如影随

形。

习惯在一年的尾声，细细数一下

走过的人生旅程。那些令人难以忘

记的过往，大都是家乡的那些事儿。

想的最多的是，那里的老屋、老井、学

校和昔日给予我无限关爱的乡亲们。

家乡的老井始终让我感念心

头。老井位于村子前面的山沟中。

从老井挑一担水到家里有半里之距，

行程多是沟沟坎坎，几代人挑水走过

的路，日经打磨，渐渐成了老村一种

不可逾越的生活符号。听同村的老

人说，那眼井有130多年的历史。老

井不深，仅有3米，取水用不着辘轳，

在水桶横梁上直接拴上绳索，就能直

接提水。从井底到井口全部是用石

头砌成的,是全大队最浅的井。一百

多年前，我爷爷闯关东来到这个村庄

时，为解决村民的吃水问题，种地的

大户人决定在村中打井。选好井的

位置后，农闲时分，全村的庄稼汉拿

出自家的绳索、箩筐、锹镐、锤子和钢

钎，打下了那口井。

清楚地记得，人民公社时期，前

来担水的老乡大多是在早饭前，午饭

后，尤其是晚上收工后人最多。来担

水的乡亲在井台上按先后顺序将水

桶放下分开，多数人将水扁担放在水

桶上坐下等待。等待之余，男人们抽

烟唠嗑。妇女们谈天说地，井台周围

成了村民唠嗑和交流的场所。

每到冬季，井台上结满了冰。为

了安全起见，冬季的清早，总有些义

务刨冰的人，将井台上的冰刨得干干

净净。碰到老人妇女前来担水，任何

一位年轻人都会主动帮忙打水和倒

水斗子。强者帮弱者，井台上这种极

为朴素的道德体系构建起全村人和

和睦睦的邻里关系，影响着一代又一

代，成为成长过程中的情操积累。每

到晚上，成群的牛马羊分批从山上回

来，齐聚到井台下面的石槽边，畅饮

着主人为其准备的凉爽甘甜的井水。

对于我而言，几十年过去，那口

老井仍然位列于心。她就像母亲一

样，用甘甜的乳汁滋养着我们姊妹，

以博大的胸怀呵护我们长大，不管年

轮多少，始终不变尊位。如今，村子

里到处都是电动机井，村民都用上了

自来水，那口老井已经废弃多年，只

留下了弯清澈甘甜的井水，默默地见

证着老村的冷暖与兴衰。我每次回

到村子，总要去看看曾经滋养小村人

畜生活的这口老井。老井虽然完成

了它的使命，但是却没有淡出了我的

视野。

提起村庄，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村

庄的古朴与宁静，想到的是高阔的蓝

天，洁白的云朵，奔腾的草木，田野桑

麻和潺潺的溪流，继而还会想到唯有

在村庄才能听得见的蝉鸣蛙鼓、鸟儿

啁啾、牛哞羊咩。在所有的想象中，

似乎一切纯净的画面，一切悦耳的声

音都来自于那里。

遥远的老村，就像一棵根植于心

底的老树，枝桠参差，花开盈日。虽

然人离开了村庄，但灵魂却始终未从

那个叫此风岭的村庄里走出来。这

些年来，老村一年年发生着翻天覆地

的变化，甚至几次面临着小村整合搬

迁的命运，但此风岭这个名字，已被

被时光凝固在记忆深处。

顾名思义，此风岭那个老村常年

都有风的莅临。春天，风掠过山坡，

一路欢快地奔向老村，拂过院子里的

榆树、杨树、柳树，又冲向村前冰冻的

小河。咔吧、咔吧、咔吧……小河里

的冰块开始断裂融化，一切悦耳的声

音，都来自于风的洗涤。从悉悉索索

的风声开始，老村迎来了雨的惠顾。

泥土气息扑鼻而来。播种在地里的

籽种开始发芽，争先恐后地冲出地

表。刹那间，村子里内外一片青翠。

老村的早晨，炊烟在村庄上空缠

来绕去。远山在乳白色的雾霭中出

没，村庄里秸秆铺成的草黄屋脊和被

岁月风蚀的褐色土坯墙，与曲曲折折

的街巷相映成趣，犹如一幅清新的水

墨画。

夏天是老村最美的季节。满山

遍野的翠绿、山里山外的牛羊、飞来

飞去的燕雀给静谧的老村注入了鲜

活的魅力。长满了野草与野花的草

滩，儿时的玩伴与乡亲们那质朴的笑

脸都成了老村夏天的影像。风从下

面的山谷里吹上来，我们惊讶地发

现，在这高山上，在长满了荒草的田

野里，四处盛开着洁白的百合花。

雨季过后的老村仍然忙碌如

初。勤劳的乡亲们捡蘑菇、采松籽、

刨黄芩，卖个好价钱来补贴家用。夜

晚降临时，庄稼人倚在沙发上打开液

晶电视欣赏自己喜欢的电影、电视

剧。唯一令人遗憾的是，农业的成本

越来越高，乡亲们一年在地里忙活，

再好的收成也挣不了几个钱儿。经

营土地成了赔钱的营生，农民除了节

俭别无办法。

家乡秋天的明丽，自不必说，因

为任何农村的秋天都是希望满满。

由于地处东北，因为有雪，老村的冬

天才更具怀念的味道。想起儿时的

冬日，总是在没完没了的大雪中度

过，一夜过去，地上堆积的厚雪，能没

过膝盖，甚至一个冬天，老村外的原

野都是白雪皑皑的原色。

这些年，我总是不停地在城市与

村庄之间奔跑，从城市到乡村，再从

乡村到城市。尤其从内蒙古西部回

到东部县城后，几乎一有闲暇我都会

走上回家的路。离开老村，回到西

部，虽然有电话，有微信视频，但我总

是不经意想念老家那熟稔的院落，想

母亲做的饭菜，想坐在温暖的炕头上

和母亲面对面地说会儿话。

每次回乡，总要听母亲讲一讲村

庄里的新鲜事。她也说很多生老病

死的话题，说完后她都会唏嘘感叹。

老村里的年轻人搬走了。或者进入

城市务工，或者在别的地方经营一份

儿事业，只留下不愿离开土地的庄稼

人长相厮守。

炊烟，是老村生命的依托。有炊

烟，老村就在，如果看不到炊烟，或许

老村已经消亡，眷恋也就没有了归

宿。

深夜，我做了一个梦，透过老村

周边的树梢，又看到了袅袅升起的炊

烟。

散文

炊烟升起的地方
■ 李冠男

■ 江苏 徐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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