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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常与朋友交流，入耳频率最高的一个字就
是“忙”。

在我看来，忙，绝不是坏事。因为没有忙，就
没有事业的蒸蒸日上，就没有人生的硕果累累，
就没有国家的繁荣昌盛、社会的歌甜花香、生活
的红红火火、家庭的美满温馨……每一个忙着
的人，都是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就拿我的
那些朋友们来说吧，他们都是各行各业的顶梁
柱，都忙于各自孜孜以求的事业。他们忙碌的
身姿，都成为经济社会发展大潮中最美丽的风
景线。

然 而 ，在 一 轮 又 一 轮 紧 张 繁 忙 的 鏖 战 之
后，又不可避免地滋生出深深的疲劳感。那些
像陀螺一样不停旋转的人们，那些如工蜂一样
连轴劳作的人们，那些似登山一样顽强搏击的
人们，几乎无一例外地感叹如影相随的疲累。
腰酸背痛、头晕目眩自不必说，更令人郁闷的
是心灵的疲惫和乏累。不时听到职场中的朋
友或熟人感慨，长期的加班加点、连日的满载
运转、频繁的在外奔波、经年的被动应酬，使他

们觉得自己已经不再属于自己，人生的从容与
优雅被高速的节奏拖拽得七零八落，生活的每
一寸空间似乎都被忙碌与琐碎塞满，心灵的绿
洲仿佛日复一日地沙化、风化、钙化，再也聆听
不到心灵深处那纯真自然的回响。

多少次夜深人静时，扪心自问后，你是否
如醍醐灌顶般豁然开朗：为心摆渡！不能让无
边的忙碌和劳累将心逼到无路可退的河坎上，
不能让竞争和物质的压力将心推向暗流涌动的
漩涡里，不能让浮名与蝇利的铁锚将心拴在深
不可测的淤泥中。要以积极的、乐观的、旷达
的、澄澈的、健康的心态，主动地用淡然、泰然、
安然、怡然打造一叶绿色的舟，从走马灯般的职
场流水线上适时抽出身来，载着一颗渴望摆脱
繁冗与芜杂的心，驶向云淡风轻、芳草萋萋的彼
岸，驶向皎月当空、波光潋滟的港湾，驶向返璞
归真、水天一色的地平线。

为 心 摆 渡 ，其 实 就 是 学 会 给 自 己 的 心 灵
放假，让生命之弦得到放松，让灵魂之翅轻歌
曼 舞 。 可 以 捧 起 一 本 好 书 ，让 心 灵 沐 浴 在 浓

郁的墨香里，任翩然的思绪畅游天南海北，在
与 知 己 的 交 流 和 切 磋 中 体 味 智 慧 的 芬 芳 、领
略文明的魅力。或者，忙里偷闲走出斗室，来
到 生 机 盎 然 的 郊 外 ，让 身 心 融 入 大 自 然 的 怀
抱 。 拣 起 一 枚 落 叶 ，在 它 清 晰 的 脉 络 里 寻 找
时 光 的 足 迹 。 捧 起 一 掊 松 泥 ，在 它 清 新 的 气
息 里 倾 听 季 节 的 变 迁 。 或 者 ，静 坐 于 杏 花 绽
靥的窗前，沏上一杯雾韵悠悠的香茗，惬意地
观 看 淅 淅 沥 沥 的 细 雨 ，欣 赏 屋 檐 下 叮 叮 咚 咚
的 歌 吟 ，轻 柔 地 抚 慰 被 熙 来 攘 往 侵 扰 得 失 去
安宁的心。

当心灵被清风明月滋润得晶莹剔透，当心
灵被阳光雨露浇灌得朝气蓬勃，当心灵被花香
鸟语发酵得丰腴明亮，当心灵被隽溪碧浪洗濯
得鲜翠欲滴，当心灵被蓝天白云过滤得纤尘不
染 ，你 会 发 现 ，重 新 回 到“ 疆 场 ”上 的 自 己 变
了，变得更加富有活力、富有锐气、富有激情、
富有生机、富有创意。

怀着一颗有舵的心扬帆，我们才会驶向更开
阔的水域，遇见更丰盈的自己……

为 心 摆 渡
□ 子 晓

已近午夜，寒冷的大街上行
人稀少，唯有街道拐角处，有一烤
山芋的外地人，依然守着他的炭
火炉。炉前围着几个逛夜市的青
年男女，一边跺着脚，一边接过摊
主递上的烤得焦黄的山芋，急促
地撕去山芋皮，顾不上刚出炉的
山芋有多烫，本能地咬上一口，直
呼真是人间美味！

看到眼前的这一幕，我的心
中也涌起丝丝温暖，感慨在这寒
冷的午夜大街，各种小吃美味横
行的城市，还有人依恋乡村草根
烤山芋的滋味……

我出生在物资匮乏的年代，
能吃饱肚子都是一种奢望，更不
会考虑好不好吃的问题了。还是
小孩子的我们那时总会盼望着秋
天的到来，因为秋天到了，土里
的山芋就能刨出来吃了。

但懂得生计的父母总是抢
先孩子一步，只拿出小部分的山
芋在锅里煮，大部分成熟的山芋
藏起来，留着冬天慢慢吃。孩子
可想不到那么远，只想着先饱餐
一顿，争着冲向厨房，也不管锅
里的山芋煮熟了没，就被一抢而
空了。

一顿饱餐以后，味蕾像渐渐苏醒过来，对食物也变
得敏感起来，渐渐讨厌起每天山芋樱子做的粥。偶一机
会，发现母亲藏山芋的地方，就在灶膛的草堆根，于是
我们一个个都变得勤快起来，抢着要帮父母生火拉风
箱。平时没有山芋的诱惑，灶膛可是个讨厌的地方，烟
熏火燎、汗流浃背……可眼下灶膛却是个温暖的地方,
趁大人不注意，摸一只山芋扔进灶膛还有余火的草灰
里，站起身，掸掸身上的草屑，装模作样离开灶膛，半个
时辰不到，当着大人的面，装模作样说一声“糟了，忘了
在灶膛里炖猪食器了。（过去农村为了不让灶膛里的余
火浪费，时常在冬天把盛有猪食的铁皿半埋在草灰中，
借以加热猪食）”一只被灶膛余火烤得外皮发焦的山
芋，就这么被扒出灶膛，孩子像小偷一样，抓把稻草一
裹，藏掩在怀着，找个无人的地方，贪婪地独食起来。
一只烤山芋下肚，还嫌不过瘾，起先挑肥拣瘦被扔在地
上的焦黑山芋皮，又被孩子拾起，满足一次味蕾。也正
是这焦黑的山芋皮，暴露了自己的偷食，少不了大人的
一顿臭骂“细猴子，败家子……”

家中过冬的山芋就这么被转移了阵地。但孩子们
吃过烤山芋，就有了欲望，纷纷去野外寻找是否有遗落
的山芋。他找到一个，你刨到一个……野外偶拾的山
芋，是土地的恩赐，是大自然奖给孩子们的福利。野外
现成的干焦焦的茅草、芦柴，一拔一捆，一抱一堆，点燃
火柴，熊熊燃烧起来，映红了一张张欣喜的脸，火堆里
为数不多的山芋，成了孩子心中最好的美食。也有心细
的孩子，在分到自己的那份野外烤山芋后，偷偷藏起
来，想着带回家给弟妹吃……

在那个年代，灶膛山芋、野火山芋，是最美味的食
物。孩子们能吃上一次，便是无尽的满足。现在这个时
代，想吃烤山芋已并非一件难事了，但小时候吃灶膛山
芋的快乐却至今让人难以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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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胥
雅
月

主动出击十一号阵地
为了扩大战果，不给敌人喘息的机会，我们

决定主动出击 11 号阵地。该阵地守敌为伪二师
三十一团的一个加强连，是敌发动上甘岭战役以
来付出了数千人的代价所控制 597.9 高地的唯一
阵地，东北与 537.7 北山隔沟相望，是敌从侧翼向
我 597.9 高地主峰发起进攻的依托。敌方在该阵
地修筑了坚固防御工事，设有蛇腹形铁丝网、雷场
等障碍，易守难攻。我师决定将此任务交给九十
三团三营。

1952 年 11 月 4 日，按照兵团首长的指示，第
12 军李德生副军长赶到五圣山地区，在德山岘设
立前方指挥所，统一指挥各参战部队。九十三团
三营迅速拟定了依托 2 号阵地反击 11 号阵地的战
斗计划，并得到了核准。指出要量敌用兵，发扬孤
胆作战的精神和灵活的小兵群战术动作，要注意
组织步炮协同，发挥炮兵的作用，并抓紧一切时机
抢修工事，以达到减少己方伤亡，大量消耗杀伤敌
人，最后恢复阵地的目的。

11 日 16 时 40 分，我军炮弹呼啸着凌空而

过，随着炮弹爆炸的巨响，敌人的铁丝网和工事
腾空而起，整个阵地一片火海。十几分钟后，九
连发起冲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扑敌残存
的地堡群。龟缩在残存工事里的敌人，被我军
突 然 冲 上 去 的 战 士 们 用 炸 药 包 和 手 雷 送 回 了

“老家”，少数敌人负隅顽抗，被战士们一个个地
击毙。经十余分钟的激战，我军即夺占 11 号阵
地 ，全 歼 守 敌 ，生 俘 4 人 。 这 一 仗 打 得 干 脆 利
落，真使人痛快。

三营九连占领 11 号阵地后，敌妄图趁我军立
足未稳，挫我锋芒，进行迭次多路反扑，战斗进行
得十分激烈。

该营甄申营长斩钉截铁地说：“同志们，既然
打进来了，就要钉在阵地上！”

“人在阵地在，誓与阵地共存亡！”连队党支
部作了简短战斗动员。

我们的战士越战越勇，“人在阵地在！”“誓与
阵地共存亡！”的战斗口号此伏彼起，回响在烟火
升腾的阵地上。

12 日 5 时许，敌再次以一个多营的优势兵力

压来，较前更为疯狂。而我们的战士以对祖国的
无限忠诚和伟大的自我牺牲精神，用血肉和生命
坚守阵地，没有一个人后退半步。三班长周平三
次身负重伤，仍指挥全班战斗，直至壮烈牺牲。
副班长杨国良带领三人小组，一昼夜打退敌人一
个班至一个营的兵力，歼敌 400 余名。当阵地上
只剩下杨国良一人时，他用手榴弹奋勇地抗击百
倍于己的敌人，最后在两臂负伤、情况十分危急
的紧要关头，毅然地手持爆破筒冲向敌群，与敌
人同归于尽，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壮丽诗篇，战后
荣记一等功。

敌屡次以较大兵力冲击不成，随即以分散的
小兵群攻击。我们依托坑道屯兵，做到量敌用兵，
逐次“添油”，并发挥炮兵火力和步兵夜战近战的
威力，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

从 11 月 12 日夜起，九十三团二连接守九连防
务至 20 日，又先后击退了敌一个班至两个营兵力
的冲击 40 余次，并两次主动出击 11 号阵地南侧的
守敌，共毙伤敌 1200 余名。至此，597.9 高地已全
部恢复了战役前的态势，阵地更加巩固。

激 战 上 甘 岭（中）
□ 李汝猛

说来有点遥远了，那时
我还是个十来岁的孩子，生
活在闭塞的乡下，很少能接
触到文艺活动。但到了腊月
里就不一样了，那会正在放
寒假，村里的戏剧精英们会
组成一个吹拉弹唱的班子，
在我们的学校里排练革命样
板戏，我们就天天跑去学校
观看，也是乐在其中。

样板戏是由大队牵头组
织排练的，在春节期间，全公
社要集中汇演并且在各大队
巡回演出。村里总是有那么
几个会拉二胡的、敲锣鼓的、
唱淮戏的年轻人。每天一大
早，学校的教室里就响起了喧
闹的锣鼓声，接着就是悠扬的
二胡声，深深地感染着我。当
时我最大的心愿就是要学会
拉二胡，虽然直到现在我对二
胡仍是一窍不通。

由于苏北江淮一带是淮
剧的发祥地，所以样板戏一般
都是淮腔淮韵。其剧目大多
是从现代京剧移植过来的，如

《红灯记》《沙家浜》等。那会
儿下放知青还没完全回城，有

个叫扣珍的苏州女孩就插队在我们生产队。她有一副
金嗓子，歌喉如百灵鸟般婉转动人，还会唱淮剧，歌美
人更美，大眼睛忽闪忽闪的。扣珍就是我们村的金凤
凰，《红灯记》中的李铁梅一角非她莫属，根本不用化什
么妆，扣珍扎个大辫子，穿上红色碎花的棉袄，就是活
脱脱的小铁梅了。

下雪天，我们也没有忘记去看样板戏。扣珍一字
一板的唱着，我们聚精会神听着。时光就在她那抑扬
顿挫的字字句句里静静流淌，直到掌灯时分，我们都不
愿回家，完全沉浸在扣珍那声情并茂的戏里了。

扣珍唱念做打有模有样，我们队里土生土长的小
伙子洪林的一手二胡也是拉得不赖。他们俩配合很是
默契。若是没有洪林的伴奏，扣珍唱得也不得劲；当扣
珍唱得声泪俱下时，洪林的二胡就更是拉得悲怆激昂。

快过年了，排练也结束了，我们就收了心待在家
里等着看大戏。

大年初一下午，还是在我们的学校操场上，搭起
了舞台。喧天的锣鼓敲起来，男女老少们扛着板凳从
四面八方聚拢到简易的舞台前，这也算是正式汇演前
的彩排吧。舞台上的扣珍比先前更为俊俏了，字正腔
圆的演唱引得观众阵阵喝彩。洪林呢，正喜上眉梢，挥
着他有力的臂膀端坐在舞台一角，拉着扣人心弦的二
胡。这里没有炫目的灯光背景，也没有迷幻的混响伴
乐，却是我们最为开心的地方。

汇演获得巨大成功，扣珍和洪林的爱情也渐入佳
境。看他俩有说有笑地走在村子的小路上，我们都很
是羡慕洪林。扣珍来到我们生产队里五六年了，早已
融入了乡间生活。有时村子里的婆娘们围在一起拉
呱，看到扣珍走过来，就要她即兴唱上一段样板戏，扣
珍也是张口就来“我家的表叔数也数不清……”大家听
了都很是开心，纷纷陶醉在扣珍绕梁的余音里。

不曾想，没过多久，就传来扣珍要回苏州的消息，
当时最伤感的就数洪林了。那天在村前的小河边，我
和小伙伴们真巧看到扣珍和洪林，他们正说话，扣珍摆
弄着辫子隐隐啜泣……那一刻，仿佛天上的星星都躲
到云层里了……

后来的日子里，我再也没看过家乡的样板戏，也
不知那美丽的苏州女孩如今是否还会再唱样板戏呢？

看

戏

□
林
黛

要做棉被了，母亲买了几床花被面。照
例是我们小时候用的那种被面，大红的底色
上，牡丹花一朵挨一朵地拥挤着，零星的绿
叶点缀其间，花团锦簇，富贵繁华。

说实话，以现在审美的眼光来看，花被
面实在是俗，但这花棉被给我的感觉却是温
暖和美好。

小时候，母亲常常会在过年之前做新
棉被。母亲将花被面轻轻一抖，花被面立即
铺了满炕。简陋的屋子里，因为那些大朵大
朵的牡丹花顿时光彩熠熠。母亲把粗糙的
手使劲搓几下，然后轻轻地摩挲着花被面，
她的眼睛里闪过喜悦的光，低头轻声说：

“多好看啊，看着就觉得这被子很是暖和。”
母亲那种安然又欢喜的神色，让我觉得这被
面是不同凡响的，它能带给终年劳作的母亲
带来安慰，似乎再多辛苦，只要有一床花被
面就足够了。

母亲哼着轻快的歌，在花被面上飞针走
线。屋外已经是万物凋敝之际，屋里却是大
朵的红牡丹翻滚如潮，一派花海荡漾的壮观
景象。花被面是最好的载体，让母亲的手艺
发挥得淋漓尽致。母亲平日经常用旧毛线
织手套，或者把旧衣服翻新改造。此刻花被
面在母亲手中就像是画家手中上好的宣纸、
雕刻家手中最合适的料材一般，不会辜负母
亲的手艺。母亲做的被子大方美观，针脚细
密均匀，颇具观赏性，常常引来婶子们的赞

叹。一床棉被做好了，母亲舍不得立即叠起
来，她会将花被面朝上，铺在炕上。我和妹
妹抢着躺到被子上，兴奋得大呼小叫，就像
躺到花海里一般。母亲嗔到：“快下来，别把
被子弄脏了！”妹妹扬着头说：“妈，晚上我盖
花被子睡觉，是不是会梦见花开了？”母亲笑
笑不语。

我第一次认识牡丹花，就是在花被面
上。花被面上的牡丹花，张扬热烈，花开富
贵。后来我读到唐诗：“唯有牡丹真国色，花
开时节动京城。”我的脑海中立即翻滚起记
忆中的花被面。倾国倾城的牡丹花，开到被
面上，一下子接了地气，多了温暖和喜庆。
花被面上的花，多是牡丹，当然还有别的花，
一律都是色彩艳丽到极致。再后来，我看到
有个艺人把花被面穿在身上展示风采，还因
此引发了人们的效仿。不过在我看来，花被
面只适合铺在床上，它带给人们一夜夜温暖
清香的梦。

花被面，是流年里暖色温馨的装点。我
之所以对花被面情有独钟，或许是因为它传
达出的美好的寓意，还有一份对未来的期
冀。单调的生活中，我们期待花开；贫瘠的
日子里，我们渴盼富贵。

如今，家家装潢都讲究格调，花被面
已经被很多人淘汰了。但是，我至今仍愿
留一床花被面，只为那一份俗世里的温暖
和欢喜。

花 被 面 ，暖 流 年
□ 马亚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