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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露暗恋他三年了，从他三年前到公司任企划部经理
起。这个叫杜平的男人，并不出众，个头不高，长相普通，脾
气也不算好，总是板着一副谁都欠他八百吊似的脸，待人没
一点热情劲儿。相比之下，晓露条件好多了，追求她的人也
挺多，可兴许是王八看绿豆——对眼了吧，她就是喜欢他，感
觉他有着别的男人没有的气质，对他充满了仰慕。

可她心里明白，他对她毫无感情，长久的思念之下，她也
曾主动联系他，找各种借口接近他，一点小事也要去他办公
室汇报，希望能引起他的注意。然而，他对她的殷勤毫无反
应，对她频频的微信他基本不回，有时回个“嗯”字，使晓露没
有了再深入下去的勇气。有事给他打电话，说的稍多些他也
露出不耐烦的语气。当面去找他，他头也不抬，对她像对其
他人一样严厉。晓露本不是主动的姑娘，自尊心又强，慢慢
地也就知难而退，识趣的和他保持着同事的距离。

然而感情的火燃起了，哪能那么轻易扑灭。一年多过去
了，她仍默默的喜欢着他、关注着他，渐渐发现他并不像表现
出来的那样冷酷、不近人情。他是个有趣的人，机智幽默，在
熟悉的人面前也会笑得灿烂，他真心诚意的关心下属，哪个
员工有困难了他都想办法帮着解决，尤其他能力超强，眼界
高远，不像公司其他部门领导人那样只盯着眼前利益、做表
面文章，他上任半年，公司的策划营销水平大大提升。他虽
未与大家打成一片，却神奇的赢得同事们的尊重与爱戴，晓
露把这归结为人格魅力。当然，细心的晓露也发现了他的缺
点，比如，不注意形象、刚愎自用、多疑。可了解了他又怎样，
她知道他对她仍然没有那种感情，他不喜欢她，更别说爱。

有时晓露也很困惑，明明自己也很优秀啊，作为小组负
责人，她努力工作，在自己的领域颇有建树，绝不是那种只靠
颜值的花瓶，可他为什么对她始终冷漠？晓露不时回想起他
对她唯一的那次“好”，那是在庆祝签单成功的一次部门小聚
上，酒后昏沉的晓露在回家路上被一辆抢道逆行的小货车即
将迎面撞上的一刻，一双有力的臂膀顷刻间将她抱到路旁的
台阶上，惊魂未定的晓露看到了救命恩人杜平那张微醺的
脸，“你怎么在这？”“我家正好和你同一个方向，没吓着吧？”
他关切地问她，那双亮亮的眼睛在夜幕下灼灼闪光……晓露
无数次回忆起那一幕，想着他的神情和声音，确定他对她是
有感情的，她很珍视这份“感情”，鼓励着她继续走下去。

然而终究再无进展，转眼两年过去了，晓露觉得大好时
光白白蹉跎，她多么想和自己的意中人轰轰烈烈的谈一场阳
光下的恋爱呀，可是他连自己的心意都不知道吧？晓露曾怀
疑已 30 岁还单身的他是不是有什么心理疾病，他不喜欢异
性？然而敏感的晓露发现他对本部门另一个女孩情有独钟，

她曾看到她无拘无束地笑着从他的办公室出来，公司外
出考察时他特意安排她同去，那辗转反侧的两夜呵，让晓露
的心像针扎一样疼。公司评优、或优先享受什么待遇时，她
必被排在部门最前，有一次票选她没能入列，他竟向组织者
大发雷霆……一回回目睹他对她的好，晓露的心一点点坠入
深渊，他对那个女孩子就是爱吧？她找到了他对自己毫不在
意、待答不理的答案，她绝望的躲在角落里舔舐着长久以来
淀积的伤疤，泪一次又一次地决堤而下……

无数次，晓露痛下决心，“放手吧”！她在心里呐喊着，她
在只有一个人苦苦挣扎的感情深海里疲惫不堪，一点点做着
放手的努力。她尽力掩饰自己的情感不被他看出，怕他知道
她自作多情而取笑她。然而更多的时候，她仍然控制不住地
幻想他也同样喜欢自己，有时看到他眼睛里向她投来的一抹
光亮，或是几次巧合似的偶遇，她都当他是故意的，禁不住内
心的狂喜，但接下来他一如既往的冷漠，又提醒她认清他并
不爱她的现实，让她再度掉入冰窖，她是真的想忘掉他、放弃
他了。

她试着调整部门，可谈何容易，多年来在企划部打下的
根基、积攒下的人脉，让这个想法不能马上成为现实。她甚
至期望他凭借自己的业绩赶快升到总公司去，不再见面，或
许会慢慢淡忘吧。然而命运似乎并不怜悯她，公司因面临改
制大潮的冲击，人事暂且冻结。得知这一消息，她不知是悲
是喜，她盼他离开，又怕他离开，整日忧心忡忡，虽然他一点
也不知道她心里的波澜。

时间一点点流逝，第三个新年到了，企划部组织员工到
附近一个温泉城市进行三天的休假。观光、宴会、泡温泉
……愉快的一天很快过去了，杜平似乎兴致很高，晚宴后宣
布第二天晚上将举办一场特殊活动，通知全体参加，还特意
交待晓露务必到场，使得晓露对这场活动充满了好奇和期
待。第二天早饭后，她想找他问问需不需要帮忙，却见到了
意外的一幕，他和那个女孩子正在大厅的一隅窃窃私语，两
人看上去亲密又兴奋，女孩子是今天一早赶过来的，晓露似
乎明白了，今晚的活动肯定和她有关吧，晓露蠢蠢欲动的心
降到了冰点，她没有勇气参加他们的活动了，与其见到他们
那恩爱的一幕，还不如逃走躲远、眼不见心不乱吧，她再也受
不了那反复无常的情绪的折磨了。恰在此时，本城的亲戚得
知她来，竭力邀请她到家呆上一天，于是晓露匆匆地到亲戚
家去了，手机竟都忘了带，经不住亲戚的再三挽留，当晚就留
宿在那，想借电话告诉一声，想想何必打扰那边的热闹情形
也就作罢。

第二天早饭后回到宾馆，部门一行人正要坐车去另一个
景点游玩，而杜平一早接到领导指示返回公司参加一个重要
会议去了，那个女孩子家中有事也一同回了。问到昨晚的活
动，同事打趣说杜平虚张声势，就是一场普通晚宴，只比平时
多出了几个节目罢了。晓露若有所失，神情恍惚地度过了这
一天。

回到公司再见到杜平，他的态度愈发冷漠，这让她再度
心灰意冷，她知道她是没有办法打动他了。三年了，一个人
艰难的唱着独角戏，她撑不下去了。晓露过年就二十八了，
家里的催婚已日甚一日，“找个爱自己的人嫁了吧，既然不可
能是他，那么跟谁在一起都无所谓了”，她悲哀地想。她挑选
了一个各方面条件还好，追了她几年而她也不讨厌的人默默
的处起了对象。随着谈婚论嫁提上日程，那颗暗恋的心也渐
渐平静，只是在寂静的夜里，想起他时，心还会一剜一剜的
疼。

结婚的吉日定下了，晓露觉得可以跟同事们公开了，他
们精心制作了请柬，打算在婚礼前两天发放。在给杜平送请
柬的那一刻，晓露犹豫起来，“不然算了吧，反正他也不关心”

“就给他送一份吧，反正是最后的交集了”，晓露特意找了个
大信封封好，打算郑重其事的当面给他。

敲开门，他正忙着什么，见她进来，点了点头，晓露看见
那双眼睛里似有一束光闪了一下，他弯腰从抽屉里拿出一件
东西，晓露看见那是一个厚厚的信封，正要开口告诉他请柬
的事，他抢着说：“这是给你的，回去再看，我等着你的回音”，

“哦”，晓露机械地应了声，拿过信封，同时也把自己的大信封
放在他面前，转身出了门。

他们几乎同时打开信封，他看到的，是她的大红请柬。
她看到的，是他写给她的信，里面记录了三年来的点点滴滴
……

那场活动，是他精心设计、特地叫来恩师的女儿帮忙准
备的一场求婚晚宴，而主角，却缺席了……

小小说

暗恋
■张弛

小时候，一放了寒暑假，我就很愿意到湾子去。湾子是
土城子镇天宝同大队的一个生产队，我们把那里叫做梁东，
是我母亲的娘家。爬上高高的漫甸子，路过一个又一个的
营子，后窝铺、水泉梁、馒头沟、杨树园子。过了东营子，下
一道长脖子梁，就到了大川。再走过炒米房、广富营子，就
到了湾子。那长长的漫甸，是一道巨大的黄土梁。我们在
梁西边，姥爷家在梁东边。那时候去湾子，我们说“上梁
东”。四十几里的山路，要走四个多小时，一路上真是疲惫
不堪。

走在漫甸上远眺，片片白云在蓝天里融化，路边是大片
大片的麦田，墨绿墨绿的。远山近水，薄雾蒙蒙。山下的大
川里，一条白水九曲八弯，宛若游龙。那里有个诗意的名字
叫做裕龙，两岸土地平旷，杨树成行。绿水青山中，一个个
村庄掩映在山脚河湾的树林中，恬静而舒适。

湾子，地处这条大川的中下游，下边还有一个村庄叫做
河套。川道两边沟壑纵横，水系发达，这里地理条件得天独
厚，土地肥沃，特别适合发展农业，由此我竟然想到南泥湾
还有河套平原。地标性的东西是村口路边的两棵大榆树，
相对着耸立于路两边，下面用石头筑起神坛，被誉为神树。
一般的榆树都是低矮弯曲，这两棵榆树却挺拔直立、高入云
天。湾子的庄稼最为有名，主要种植玉米和谷子。六月以
后，地里的谷子长得旺盛，和人肩膀一样高，一望无际的都
是密密实实沉甸甸低着头的谷穗儿，刀切一般整齐。下午，
空气里弥漫着庄稼的香气，二舅领我去看谷地，他慢慢走进
地里去，只看见一个脑袋露在谷穗儿上面。他站在地边，随
意把草帽扔过去，那草帽一定会被谷穗托住，绝对不会掉在
地上。二舅望着那一望无际的谷子地，自豪的目光，充满了
深情、爱意，就像去看自己的孩子！他们那一代的农村人，
是真正的庄稼人，他们热爱土地，喜爱庄稼！

北山根儿的山坡上，是一片西瓜地。地里结满了西瓜
和香瓜，十里飘香，无比诱人。地边高处有个窝棚，月亮地
里，窝棚边点着盘起来的艾蒿绳，冒着烟雾，可以熏蚊子。
看瓜的老头儿坐在马扎上，吸着旱烟，摇着蒲扇乘凉。远处
是潺潺的水声，空气里弥漫着庄稼的香气。晚饭后，表弟领
我去玩儿，那看瓜的老头儿总会到地里转一圈儿，挑选熟透
的西瓜和香瓜招待我这个远客。

那时候，我经常听到广播喇叭播放歌曲《洪湖水浪打
浪》，唱的是湖北洪湖一带渔民的生活，我脑海浮现的却是
湾子的景象。

“四处野鸭和菱藕，秋收满帆稻谷香，人人都说天堂美，怎比
我洪湖鱼米乡啊。洪湖水呀长呀嘛长又长啊，太阳一出闪
呀嘛闪金光啊，共产党的恩情比那东海深，渔民的光景一年
更比一年强啊……”

每当听到这难忘的旋律，我就会想起心中那遥远的湾
子！湾子，这个与地形地貌相关的地名，在我的记忆里近在
眼前，又那么遥不可及。想你时你在脑海，想你时你在天
边！这里有我童年的好时光，也有我无尽的惆怅。

年前去超市，买了一瓶竹叶青酒，莫名地有一种怀旧
感，花五十八元买了一瓶儿。这是山西特产，翠绿色的玻璃
瓶，黄色的酒，甜中略有一丝苦，有点儿中药的味道。

我十几岁的时候，有一天去湾子。那天早晨，我表妹和
舅妈炒了几盘菜，往火盆里扒上火，放在炕沿边儿，烤得屋
里热乎乎的。阳光透过玻璃窗照在小桌子上，盘子里的菜，
香气诱人、袅袅地冒着热气。我二舅坐在炕头儿，我和表弟
隔着桌子坐在他对面。我二舅从柜子里拿出一瓶儿酒，倒
了一壶，放在火盆里烧热。他先给我和表弟倒上酒，再给自
己满上。那酒从壶里倒出来，似乎是粘稠的，看起来有蜂王
浆的感觉。二舅说这酒是竹叶青，放了好多年了，才会有这
样的醇香。我那时候根本不会喝酒，感觉什么酒都是一样
的。只有这瓶竹叶青酒，我却喝出了玉液琼浆的感觉，这是
我记忆中最好的酒了。那是我二舅珍藏了很长时间，舍不
得喝的一瓶酒，是我表姐夫孝敬他老人家的。
在他老人家面前，我谨小慎微，不敢稍有放纵，因此二舅对
我有些偏爱，从来没有训斥过我。他吃完饭，就背靠墙蹲坐
着抽烟，给我们讲旧社会的往事。晚饭后，还会和我们打几
把儿扑克。他脾气很坏，嗓门大，声音高。几个表姐表姐
夫，二十多岁、三十大几，假如有什么过错，一言不合，惹怒
他老人家，他从来不留情面。劈头盖脸一顿训斥，大家连大
气也不敢出，谁还敢和他顶嘴呢！

我二舅不识字，为人很威严。他是生产队长，也是旗委
委员。那时候农业学大寨，他去大寨参观过。他领导下的
湾子就是一面旗帜，是全旗学习的典型。在那个大锅饭的
年代，他们生产队粮食亩产量稳居全旗榜首，为国家做了很
多贡献。他出去开会全凭脑子记忆，回来开会讲话，会议重
点内容几乎一字不差。他最不情愿的最想不通的就是分产
到户搞单干，分开单干以后，他每天沉默寡言，只是默默地
抽着旱烟，一袋接着一袋。他们那里，在他的领导下，根本
不存在混日子，出工不出力的现象，人多力量大，柴多火焰
高。当年的湾子小队，玉米亩产高达1500斤，谷子大同六
号亩产超千斤。每年给国家上缴的公粮超额完成20多万
斤！占土城子公社总数的三分之一，被誉为“克旗第二粮
库！”当时克旗农业生产的口号是“远学大寨，近学湾子！”
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盛夏的傍晚，二姐三姐
收工回来，累得满脸汗水，头发打绺儿。摘下草帽，坐在房
檐下的石台上歇一会儿，再洗脸吃饭。因为干得好，二舅还
给表姐发了日记本、钢笔之类的奖品，鼓励她们学文化。冬
季农闲时节，二舅带领大家平整土地，修渠筑坝，以备春
耕。他们还挖了机井，天旱的时候，可以抽水浇地。那机井
又大又深，简直就是小水库。在他的领导下，湾子集体经济
殷实，家家富裕，大家都愿意在一起干。

三十年过去，我二舅早已去世。我品尝着竹叶青酒，味
道依旧，却再也找不到当年的感觉了。时间在指缝间流逝，
我们在时光里慢慢变老，很多曾经同路的人渐行渐远。这
些年来，因为奔走生计，境况不好，我也没有勇气去看他
们。眼看又是一元复始，渐渐淡去的不止是年味儿，还有那
纯真的亲情和友谊！留下来的，只有无尽的乡愁。那里的
谷地、机井、神树、西瓜地、石人地，还有二舅家园子里的杏
树、苹果树、文冠果。虽然久未造访，那时那地那人却永远
留在记忆深处，历久弥新。

散文

遥远的湾子
■向再春

时光就像一片叶子，在岁月大树的枝
头，葱郁抑或枯黄。冬至一过，我们仿佛
一棵树，渐渐地，来到年底，来到腊月，即
将拥抱一个崭新的年轮。

腊八节在迩，蓦地想起金农，他一幅
画题有“忽有斯人可想”。岂不想起腊八
粥，想起奶奶？

爷爷去得早，是在解放初期。我没见
过爷爷，爸爸也记不得他父亲的模样了。
奶奶生在1900年，四十几岁孀居。如同一
棵饱经沧桑的老树，尽管自己受尽坎坷与
磨难，但傲霜斗雪，庇护我们茁壮成长。
那时，日本人丧尽天良，撤退后致使东北
鼠疫大流行。一时，千村薜荔人遗矢，我
们小山村同样传出撕心裂肺的哭声。这
样，养家糊口的重担就落在奶奶这个弱女
子肩上。她的四个孩子(我爸爸、叔叔和
两个姑姑)，我大伯大娘撒手人寰扔下的
三个子女，二伯携妻挈子逃荒时扔下的一
个儿子，都需要她呵护，直至长大成人。
八个孩子八张嘴，八人的衣食住行，乃至，
要让他们读书，有出息，其中的甘苦可想
而知。奶奶一生善良，但脾气很坏、暴烈，
定是长期压力、坎坷造成的。

然而，奶奶有个习惯，腊八这天之后，
她总是面带微笑，光风霁月。每逢民俗节

日，像端午、中秋等等，她也不允许家人脸
上挂有愁容戚色。她说，过节了，都开开
心心的。尤其过年，一日不快全年忧，你
快乐了，才有好的兆头，一年才有好运
气！奶奶可是言行一致的表率，平素节日
如此，腊八之后，整个腊月和正月，她更是
笑容可掬，引得全家其乐融融。

“小孩儿小孩儿你别馋，过了腊八就
是年。腊八粥，喝几天，哩哩啦啦二十
三”，腊八，是春节的序曲，腊八粥，是岁月
积淀的甜蜜回忆。这些，皆关于童年，关
于亲情。在我的记忆里，即使三年困难时
期，奶奶也总要千方百计让全家老老少少
在腊八这天喝上腊八粥。腊八粥的主料
是一进腊月奶奶带着我们这些孩子推碾
子将黍子轧成的黄米，或者退而求其次，
将貌似谷子的黏谷轧成的小黄米。腊月
初七晚上，晚饭后，在一盏昏暗的油灯下，
奶奶将提前备好的黄米、大枣、栗子、葡萄
干，掺兑在一起，用一口大锅熬粥。奶奶
有些不屈不挠，坐在灶坑的蒲团上，不紧
不慢拉风匣。灶膛里的火苗像一首歌曲
的慢板，不疾不徐，不温不火，在小火、中
火之间慢慢悠悠舔着锅底。奶奶的风匣，
宛如轻柔的竹板，宛如摇篮曲。于是，枕
着这温暖怡人的声音，我们进入甜美的梦

乡。
翌日，虽然鸡叫时分才上炕入睡，但

太阳刚刚冒红，奶奶早已爬起，将几乎用
一宿时间精心熬制的一碗碗腊八粥摆上
饭桌。奶奶煮的腊八粥，不稀不稠，若酥
油般软润，香糯黏甜，望之口角生津，啖之
清香可口。那顿早餐，我们总是撑得捂着
肚子，方恋恋不舍离开饭桌。是啊，俨然
聆听一曲余音绕梁的音乐，我家腊八粥的
美妙，回味悠长。

后来，我当兵，外出打工，参加工作，
喝过天南地北的腊八粥。在我的印象里，
只有奶奶熬的腊八粥最好喝。有好多年，
家里人口众多，生产队庄稼欠收，往往寅
吃卯粮，吃上顿无下顿，青黄不接。尽管
如此，奶奶总是煞费苦心，糠菜半年粮，将
干的变为稀的，变着花样煮粥，排遣日子
的艰辛。奶奶煮的粥，有野菜，什么苦菜、
婆婆丁、车轱辘菜，还有玉米糁粥，甜沫子
粥，有着粗粮细作的馨香。更好喝的是奶
奶春节期间煮的茶汤。它是将小米轧成
面粉在大锅里炒熟之后煮的粥，香喷喷，
养人，像市面一度流行的油炒面，令人垂
涎。无论如何，从年初开始，奶奶就在潜
心准备腊八粥的食料了。主料最好是黄
米，无奈之举亦备有小黄米。配料嘛，一

旦囊中羞涩，买不起栗子、大枣、葡萄干，
也有红芸豆、花豇豆、或者自家杏树的甜
杏仁。由此，奶奶的腊八粥，总不会让我
们失望，一直是我们的钟鸣鼎食。

奶奶对羽护的孩子满怀希望，言传身
教，她的口头禅是“冻死迎风站，饿死不出
声”“有不可不吃，没有不可强吃！”她的意
愿是让每一个子女儿孙做自强自立、不食
嗟来之食的人。奶奶的心血有了回报，父
亲和叔叔有了工作，后来一个是村支书在
北京人民大会堂受过周总理接见，一个是
生产队长成为自治区劳动模范；我三个叔
伯哥，一个是大队会计，另外两个分别在
平庄西露天煤矿和红旗瓦厂当工人。姑
姑姐姐也和男丁一样，成家立业，子孙满
堂。

迟暮的奶奶，在家园和田园朝捕晨
曦、暮捉晚霞的奶奶，七十五岁辞世之时，
却没有惊动子孙。那是个夏天，我在锦山
中学读书，家里的人，或在工作岗位，或在
生产队挣工分，仅奶奶自己在家，无疾而
终。幸亏邻居去借东西，才发现奶奶了无
生息，唤来家人，匆匆发丧，使之入土为
安。唉，奶奶一生呕心沥血哺育的众多子
孙，却大多和我一样，不在她的身边，不能
送她最后一程。

年底，我去上坟，祭奠奶奶，羊倌老孔
说，你奶奶一生向善，享有善终，是修来的
呀。

我有所念人，隔在远远乡。我有所感
事，结在深深肠。奶奶走了，再也喝不到
她煮的腊八粥了。如今，每每喝腊八粥，
便不由潸然泪下。

散文

奶奶的腊八粥
■刘泷

年年岁岁校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又一群花
朵般的少男少女来了，校园处处散发着馥郁芬芳的
青春气息，置身于她们中间，无限的诗意便跃然纸
上。

昂首阔步的新生

学年伊始
受训于操场
明媚的阳光

映照着一张张向日葵般的脸庞
教官指令清朗
学生精神昂扬

烈日之下，立姿飒爽
跑道之上，步履铿锵

展校容，扬校威
蓬勃的学子们

从你们身上看到了明天的辉煌
孩子们

请铭记教官的教诲
让汗水洒在青春的疆场

让奋斗的足迹
印刻在漫漫的人生路上

孩子们
请带上父母和老师的期望

带上自己的梦想
踔厉奋发，笃行不怠
昂首阔步，追逐阳光

善莫大焉

一个人有了向美向善之心
人生才会丰盈饱满

一个集体有了向美向善的内核
人人就能感受到春天般的温暖

雨轩带来了石英钟
让每一个人都能精确地掌控时间

竟童、竟然带来了质量更好的清扫工具
班级的卫生悄然有了很大改变

雨嘉带来了脸盆毛巾
老师讲完课后总能及时洗去手上的粉笔面

这一件件小事
折射出同学们心灵深处金子般的灿烂

这一件件小事
就是他们交上来的善德美行最好答卷

同学们
善德美行没有旁观者

只有每个人点燃心中的一团火
才能照亮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

同学们
善德美行需要力行者

勿以恶小而为之
勿以善小而不为

点点滴滴的向美向善，
都会让人生有着更新更好的呈现。

两个英语学霸

凯旋
孝萱

英语期中考试成绩达满贯
你俩，用汗水浇灌着天资，用实力展现着惊艳！

值得表扬，值得点赞！
孩子，老师更想说得是

成绩只能代表过去
成绩只能作为新的起点

为学如撑船
一篙不可缓

一时的成绩可能靠天赋
长期的成绩必然浸透着奋斗的泪泉

每一天的拼搏奋斗都是为更高的目标筑基
时间不会辜负奋斗者留下的每一滴汗

凯旋
孝萱

铮铮名号，点亮希望
勇冠三军，尚需持之以恒

校园诗音（组诗）
■孙广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