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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晓炜

　　

　　下班回家途中，妻子打电话，让我去书店帮女儿买本

练习册。孩子的事，耽误不得，我调转车头欣然前往。

　　步入书店，一股书籍特有的油墨香，便开始在鼻尖萦

绕，好似一股清泉，直抵心灵，顿觉神清气爽。望着琳琅满

目的图书，我突然发觉已经很久没有逛书店和买书了，不

免有些怅然。

　　小时候，虽然没钱买书，但阻挡不了我对书的渴求。

那年随父亲交公粮，不经意间看到粮站旁新开了家书店，

那么多五彩缤纷的小人书，一下俘获了我的心。我贪婪地

看着书的封面，竟然有我心心念念的连环画《杨家将》，那

一刻，我恨不得把这些书全部抱回去。但是，这在当时无

疑是一个奢侈的愿望，因为家里穷得连我交学杂费都吃

力，何谈额外有钱买书呢。小人书太诱人了，回到家，我还

沉浸在穆桂英大破天门镇的情节里。我实在抵抗不住强

烈的诱惑，从父亲的口袋里偷了一块钱，趁放牛时，跑到

书店买了3本小人书。

　　正当我躲在河滩急不可待地翻看，不知道父亲如何

找到了偷钱的证据，狠狠地揍了我一顿。若不是母亲劝

解，恐怕连书也要被扔进河中。从那以后，我再没买过书，

但在心里，暗暗与父亲较起了劲，挣钱买书、买好多的书。

　　机会终于来了，那年冬天，老师说作文写不好，可以

多读读作文选，看别人是咋写的。而对于我来说，有本作

文选是关键。

　　放学后，我兴冲冲地准备向母亲提买书的事，但见卧

病在床的母亲愈加消瘦，我默默地走开了，委屈地蹲在墙

根抹眼泪。我正感到孤助无援时，忽然看到屋檐下挂着父

亲外出打工前用过的捕鱼抄网，顿时眼前一亮，赶紧取

下，迎着凛冽的寒风，跑向了河湾。

　　站在冰冷的河岸，我挥动着笨重的渔网，一次次于满

是浮冰的水中来回推拉。我的辛苦终有回报，捕获了几条

鲫鱼。

　　次日清晨，拎着活蹦乱跳的鱼儿，我怯生生地走进

鱼市。一位大爷见我冻得瑟瑟发抖，掂了掂鱼的重量，

慷慨地给了我一块二毛钱，把鱼买下了。我紧紧握着人

生“第一桶金”，别提多兴奋了，挣钱买书的愿望实

现啦。

　　从此，我捡鸭毛、拾麦穗、摸螺蛳，换来的钱不仅买了

《读者》《辽宁青年》《少男少女》等杂志，还拥有了路遥的

《人生》、金庸的《射雕英雄传》、琼瑶的《在水一方》，有钱

买书、攒钱买书，是我青春年少时的最爱。在买书读书的

过程中，使我对家乡的麦波稻浪，充满诗意般的幻想，更

对外面的世界充满无限向往与憧憬。以至于初中毕业后，

我就穿上军装，离开了家乡。

　　到了部队，每月三十五元的津贴，我除了买些生

活必需品，剩下的全部买了书。当战士那些年，我先后

买了《炮群》《芙蓉镇》《战争与和平》等，年年订阅《诗

刊》《散文诗》和《演讲与口才》，不论是抽屉，还是储物

柜，弥漫的满是书香。只要时间允许，我就如饥似渴地

贪婪阅读，不论训练多苦、工作多累，身心始终是愉

悦的。

　　转业到地方工作后，尤其这两年，我总是为工作忙碌

和家庭琐事干扰，加之受电子书和网购的影响，每月虽然

拿着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薪水，也发表过一些关于读书

生活的拙作，而到书店买书的次数，屈指可数，写作的话

题也大多涉及过往。

　　一次重逢，便是无声的承诺。如今，再次走入书店，

为了不给人生留下太多的遗憾，我决定从现在开始，重

燃那渐去逛书店买书的热情，让心仪之书不再从眼前

错过。

  （作者单位：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委政法委）

漫画/高岳

□　孙培用

　　

　　每次来到辽河大桥，都会把目光和想象投

向远方。从岸到岸，从时间到时间。

　　辽河绕来绕去，似一团怎么也绕不完的线，

在我们眼中，无头无尾。辽河大桥让我们截取其

中一点。

　　雄跨辽河之上。

　　辽河大桥，无言质朴地立于不可磨灭的存

在之中，倾听风雨过后的复生或坚强，倾听历史

的抑扬顿挫。

　　你想引吭高歌，并且决不会寂寞。

　　置身辽河大桥，抚摩其中我们从未读过的

内容。作为一种精彩的掌声或包含被河流和过

客所窥视。

　　感觉比汉字还持久的不仅是大桥的风骨，

还有真实的矗立和掷地有声前进的脚步。

　　作为河水的见证，早已习惯流淌着倾诉。

　　桥，在河流中，成为一条船，从黎明摆渡到

黄昏，又从星星的记忆中，返回现在的阳光

之下。

　　万丈光芒燃烧着辽河，所有华丽的颂词，黯

然失色。河水隐忍了喧哗和呐喊。

　　辽河边的匆匆过客在静默的辽河大桥眨眼

的瞬间，已换了无数次面容。

　　辽河大桥匍匐着，以母亲的谦卑，将道路背

负过去。如此渡过迷津，减少不必要的弯路。横

空出世之气概，一派巍峨壮观。双脚甚至腰身或

悬空或浸泡在激流中，终年终生也至终古。

　　大桥不会改变它所存在的形式，不会因为

外部条件而改变方向。不会像我，因为挫折和坎

坷而落泪。

　　辽河大桥作为一个永恒的听众和观众，最

熟悉的背后藏着最陌生的情节。如擦肩而过的

河水和火花闪灭的瞬间荣辱，让人们从高峰上

走下来，放弃所有的矜持，于平淡中忘却以往。

　　一切的自然景致，都是人的背景。一切人的

背景，都是通向神圣的天桥。

　　我心中最坚固的弧线，是辽河大桥画出来

的。世代的虹陨落了，辽河大桥用最朴素的笔

触，祭奠并复活它们。

　　我们在岁月中行走，大桥是一座恒久的界

碑，分割过去与未来、这里与那里、前方和远方。

　　远处，船驶过，鱼游过，石头滚过。这一切似

乎与大桥不相干扰。潮水从久远的源头，倾注过

来又呢喃而去。

　　而重要的是，人走过。不远处，是辽河大桥，

在辽河里托举着，风中坠落的虹。

　　在辽河大桥上驻足，只是人生最短暂的

片刻。

　　永远属于时间，时间无始无终，无始无终的

时间恰如这条永恒流动的辽河。

　　我们所投身的辽河，以及全部的体验，都在

这座辽河大桥上。或长久地飘荡于他人的心目

中，或只是一个无法忘记的瞬间。

　　而我们，也是这样在世事风雨中，承受一些

或轻或重的压力，一边谛听日夜流不断的心音，

一边等待那迟到的脚步。

　　

　　（作者单位：辽宁省盘锦市城管执法局）

辽河大桥

□　陈德亮

　　

　　人到中年，突然对过生日产生了兴趣。以

前，每逢孩子们过生日，我和妻子除了要为他们

张罗一桌丰富的佳肴外，还会像老顽童似的拍

着手边唱边跳地围着孩子转几圈儿，祝他们生

日快乐。每到此时，我们全家都会沉浸在这和睦

家庭的无比幸福之中。

　　然而现在，最使我感到温馨和欢乐的还要

数自己过生日了。因为每到这一天，我都会特意

把母亲请来，有母亲的“加盟”，那生日自然是锦

上添花，有滋有味了。

　　母亲十月怀胎才得以生下我们。要知道，我

们的出生之日也正是母亲的痛苦之时呀！若从

这一角度上去想，孩子生日的这天，真正辛苦的

应该是母亲，值得庆祝的也同样是母亲啊！是母

亲给我们生命并把我们抚养成人。所以，当今天

我们在欢度自己的生日时，又怎能忘记自己的

母亲呢？

　　与母亲同过生日，能使我们在欢乐中再添

几分舒心，在幸福中又加几分纯真。看着母亲和

我们一起说笑，一桌用餐，内心里总有着一种说

不出的踏实与满足，感觉到这才是真正地在过

生日。也只有在此时，我才会觉得句句话入耳，

道道菜味美，滴滴酒香浓，心情也变得格外舒畅

起来。

　　与老母亲同过生日，还能使我们彻底放松，

返老还童。尽管我们在孩子面前并不是那么拘

束、谨慎，但毕竟是长者，总得顾及点儿“尊严”。

可是在母亲面前，便可大胆地自由放松了，因为

在她老人家眼里，我们似乎永远都是小孩儿，似

乎永远都长不大，在她面前随意地说话，尽情地

撒娇，她也只是轻轻地拍你两下。有时候说上一

句俏皮话，竟逗得母亲笑出了眼泪。这就是天伦

之乐呀！这就是人间大爱呀！也每逢到此时，我

就索性依偎在母亲的身旁，闭上双眼，唱着儿

歌，任思绪又飞到那遥远的童年。

　　让母亲与我们一起过生日，这是我们做晚

辈的福气，也是我们的一片心意。你的生日快要

到了吗？那么，到时候别忘了你的母亲呢，也和

自己的母亲一起过个生日吧！

　　

(作者单位：河南省新乡市红旗区人民法院）

过生日

□　何俊

　　

　　一个莺飞草长的日子里，我回到了久违的故乡，入

夜，我来到了自己孩提时代和小伙伴们嬉闹的地方———

明塘湖。

　　明塘湖湖水清亮亮的，映出晃动的太阳，弯弯的月

亮，那湖底只怕还藏有水晶宫殿呢！

　　然而，我知道她掩藏有忧郁的梦：围湖造田那段

岁月，湖边尽是车痕、炮眼、人流；随后是牛儿喘着

粗气，采莲的幺妹失去明眸，田野失去光泽；在那挖

藕根、捉泥鳅的人流里，我看见了父亲的一副唏嘘的

泪脸……

　　别提那些悲哀的往事了吧！眼前的明塘湖不是睡在

酣梦里了吗？湖边的花儿在吮吸着露水，萤火虫提着灯笼

巡湖来了，除了湖中偶尔发出的“波刺”脆响，似乎一切都

笼罩在绿梦里了。

　　我拐进湖边茶馆，走进围坐在一起谈天说地的人群。

明亮的灯光下，牧鸭的赵大爹，边喝酒边告诉人们：他刚

从他的满伢子那里“考察”归来，说他满伢子职高一毕业，

就挑着一担行李来到乡砖厂，到砖厂勤学苦干，3年就当

上了轮窑车间主任。后来，乡政府租赁承包，他当上了厂

长，上任3年，一个小打小敲的厂产值就过了3千万元……

近两年，他自己也办起了拥有水面180多亩的立体养殖，

成为县内外有名的“渔老万”呢！

　　摆渡的吴爷爷接着说：“俺外甥女婿张四贵来了

信，说他成了‘炮兵司令’，今年百花炮厂扩大投资近

一千多万元的分厂又投产了，还要请俺去当‘管门将

军’哩……”

　　向来不爱显山露水的“豆腐佬”廖七老倌待吴爷爷说

完后，眨了眨眼睛说：“你们猜，俺这里的焦圻膏药这回销

到哪儿？”

　　“北京？”

　　“不是！”

　　“上海！”

　　“不是！”

　　“天津！”

　　“不是！”

　　“看你这个‘豆腐佬’把俺耍起玩。到底是哪儿？”

　　廖七老倌“吭吭吭”地干咳几声，待人们都注意他时，

才拿模拿样地说：“这个省优部优产品到处畅销。”

　　“这回到底销到哪？”赵大爹迫不及待了。

　　“这回销到了加拿大、马来西亚、新加坡！”廖七老倌

有些手舞足蹈了。“这些‘洋人’和我们签订合同后，直喊

OKOK呢……”

　　“嘻嘻嘻嘻！”柜台里坐着的老板娘，这时停止了算

账。她附和老人们说：“时来运也转，你们这些‘老麻拐’

﹙老人﹚都走‘南风运’（好运）了！”

　　啊，这不是昔日靠打三棒鼓混饭吃的“戏子”胡三

姐吗？家里原来穷得叮当响，男人常年在外面焦圻镇

码头上给人家当搬运工。可如今今非昔比呀！她成了

“明塘湖茶馆”的老板娘。仔细察看，老板娘穿着一套

笔挺的“忘不了”套装，脖子上还戴着一个金光闪闪的

项链……

　　哦，我那偏僻而又古老的故乡，你也走上了繁荣昌盛

的致富之路哩……

　　

　　（作者单位：湖南省安乡县人民法院）

小店夜话

□　邹文彬

　　

　　每年春末夏初时节，留存在我记忆里的那些栀子花，总会在眼

前浮现。

　　在我的故乡，村庄的荒山上、菜地旁、田埂边，那一丛丛、一簇

簇的栀子花静静地绽放。那些洁白芬芳的花，摇曳在枝头，不与百

花争艳，独自芬芳，既不妖娆，也不热烈。相比牡丹的富贵华丽，桃

花的灼灼芬华，兰花的淡雅幽香，栀子花平凡得就像一个村野女

子，朴实无华，毫不引人注目。

　　生于乡间的我，是在大山的襁褓里长大的，对每种植物乃至每

朵花都有着特殊的情感。“栀子比众木，人间诚未多。”我尤喜栀子

花，因为它不择土壤，就算是将它栽种在石山上，它也会努力穿透石

缝，将根深深扎进土壤，顽强生长。每每想起它一年一度花开花谢的

轮回，我总有一些莫名的感动和失落，难舍的是那些触动心弦的往

事。栀子花不但折射出我童年的艰辛，也带给我儿时的欢乐。

　　记得20世纪70年代，五六月间正是青黄不接时期，也是栀子花

盛开的季节，在我们村，年纪稍大一点的小孩都会拎个篮子到山上

采摘栀子花。栀子花采摘回家后，用温水淖一下，再撒上几粒米，就

可以用来煮粥吃了。那时，我一餐能吃上两三碗，但几天后就吃腻

了，一看见栀子花粥就反胃。村里有些女孩子把栀子花连梗带叶折

回家，插在墨水瓶中，栀子花几天都不会凋谢，满屋生香，煞是美

观，在贫困的日子里装饰了农村女孩的美梦。

　　栀子花全身都是宝，花既能观赏又能当菜吃，果实黄栀子又有

药用价值。每年六七月，黄栀子就开始成熟了，就像一个个小胖子

挂在树上。黄栀子成熟后，村里的供销社就会大量收购，视其质量

每斤可以卖到几分到一毛钱。我和村里的小伙伴放学之余，纷纷上

山去摘黄栀子，有时可以摘到十几斤，卖给供销社后高高兴兴地拿

钱回家交给父母，父母往往会夸奖几句，并返还一两毛钱让我自己

去买零食。

　　栀子花四季常绿，有着执着的信念，从冬季开始孕育花苞，一直

等到春末夏初才绽放花朵。虽然栀子花的花茎纤细，却能支撑很多的

花朵，面对狂风暴雨，它坚强不屈。栀子花的这些特质象征了政法干

警的优秀品质，无论是面对怎样的复杂环境，也不论遭遇多大的挫

折，他们都会勇敢机智地处置各类案事件，将所有的坎坷与艰辛当做

人生的历练，屹立在风雨中含笑前行，坚定地维护社会安全稳定。

　　或许，人的一生都应该像栀子花一样，不求绚丽夺目，不求出

类拔萃，只需静静绽放自己的精彩，尽己所能地将自己的人生尽情

演绎，锻造自己独特的风骨和人格魅力。

　　

　　(作者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委政法委）

栀子花开

□　张红

　　

　　温馨五月，暖意正浓。

　　伴随暖暖的阳光，“母亲节”再次到来。在这个

特殊节日里，程虎啸在信纸上郑重地写下：母亲，谢

谢您……

　　给母亲写信这个习惯，已经伴随他10多年。

　　程虎啸是安徽省芜湖市公安局镜湖分局滨江派

出所民警。他的母亲叫吴月琴，是一位退休小学

教师。

　　都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这话在他身上

得到了印证。

　　程虎啸的母亲是一位小学高级教师，父亲是一

名人民警察。父母从小就教育他要做一个正派、善

良、有担当、有责任的男子汉。程虎啸高中毕业后，考

取了吉林外国语大学。经过4年寒窗苦读，他拿着毕

业证书返回家乡芜湖市南陵县。当年，很多单位向他

伸出了橄榄枝。就在他选择职业时，母亲的一番话让

他坚定了人生的方向：“希望你像你爸那样成为一名

人民警察。好男儿就要有担当、有责任。”

　　在母亲的鼓励和期许下，程虎啸报考芜湖市公

安机关。一路过关斩将，如愿以偿。

　　成为一名人民警察后，母亲时常关注他的工作

和生活情况，用朴实的话语鼓励，给他动力和激情。

　　一次，程虎啸跟同事办理一起团伙流动赌博案

件。嫌疑人狡猾隐匿，侦查困难重重，半个月一无所

获，他打起了退堂鼓。

　　“男子汉怎能遇到困难就畏惧？什么事都会遇到

阻碍，只有闯过去，你就是大赢家。”母亲的话没有大

道理，却字字珠玑。程虎啸和同事排除困难，加大侦

查取证力度，终于将赌窝捣毁。

　　程虎啸因工作出色，获得个人嘉奖。母亲直夸：

“儿子，好样的！”

　　后来，程虎啸成了一名社区民警。家长里短、繁

杂琐事，让年轻的他有些不适应。母亲看出他的“畏

难”情绪，再次嘱咐他：“要像对待自己亲人那样宽厚

待人，认真处理事物。”

　　他记住了。也别说，此后再遇到警情，心情便不

再烦躁。

　　都说母子连心。的确，儿子不在身边，母亲无时

不在牵挂。同时，用爱给予儿子力量。

　　去年冬季，程虎啸患上甲状腺瘤，必须手术。为

了不让母亲担心，他没有告诉老人。然而，母亲似乎

有心灵感应。程虎啸手术那天，母亲忽然出现在他的

病床前。

　　“妈您怎么来了？我没事儿……”程虎啸的话还

未落音，母亲的眼泪唰地流了下来：“都做手术了，还

没事儿啊！放心，妈在你身边。”母亲说着，慈祥地摸

着他的脸。刹那间，母亲的温暖给了他战胜病魔的信

心和力量。

　　在程虎啸的人生中、工作中、生活中，时刻感受

到温暖的母爱。这份爱，让他欣慰而幸运。

　　如今在这个电脑、手机普及的年代，程虎啸仍然

保持着每年母亲节给妈妈写信的习惯。因为他觉得

这样才能真正表达对母亲的回报。

　　今年“母亲节”来临，程虎啸像往常一样，再次提

笔给母亲写信：感谢您养育之恩！感谢您给予我的支

持和鼓励！愿您幸福安康……

　　

　　（作者单位：安徽省芜湖市公安局镜湖分局）

母亲，谢谢您

□　刘兰根

　　

　　尽管家里有电饭锅，我做饭还是喜欢在燃气炉

上用铁锅做饭，把食材放进锅里后，我会搬一把小木

椅坐在炉前，看火苗的跳跃，听锅里“咕嘟咕嘟”的响

声，心境闲适而满足。

　　这情景多像小时候的我，守在灶膛的火前。那时

候的七八岁农村孩子哪个不会烧火做饭呢。小孩子

们对火似乎总是有着天生的兴趣，上小学后不久，我

们常在夏天玩一个游戏，放几根细鸡毛在院子里，找

一个放大镜，对着太阳照，有时候还真能用反射的光

把鸡毛烧焦，那时候放大镜是个稀罕物，谁家要是有

一个，那可神气的不行，小伙伴谁想要借来玩一会

儿，得央求人家好半天呢，没有放大镜的，干脆把梳

妆台上的小镜子拿出来照太阳，正午的太阳毒辣辣

的，谁也不怕晒、不怕热。

　　我见过妗子给舅舅拔火罐，舅舅腰痛得直哎哟，

只见妗子不慌不忙，点燃几张黑黄的纸，快燃尽时迅

速放入一个小口罐子内，然后，罐口朝下摁在舅舅的

腰上，我很好奇舅舅的腰有没有被火烧伤，但是我也

不敢去看。

　　我还见过农村的烧砖窑，垒起一个高而圆的大

砖窑，点上火，一层层码进砖坯，燃烧十天半月后就

能烧制成红色或蓝色的砖。

　　那时候的农村还没有打火机，家家烧火做饭用

的是火柴，称为“洋火”。爱抽烟的男人兜里天天揣着

洋火，洋火越用越少，走起路来哗哗直响。有调皮的

男孩子经常偷了家里做饭的洋火出来，把洋火竖放

到洋火盒的磷片上，用左手大拇指摁住，右手中指和

大拇指捏紧，然后冲着洋火棍的中间使劲一弹，迅速

点燃的洋火立马带着火苗飞出去好远，那男孩子便

在一群伙伴的惊叹声中洋洋得意好半天。常玩洋火

的男孩子免不了被老师训斥，被家长打骂，常常吓唬

小孩子们说玩火会尿炕。

　　小孩子们真正能敞开玩火，是在每年的正月十

二老鼠节晚上，在村外的空地里燃烧从各家敛来的

旧鞋，再放进木棍、柴草，火焰蹿起一人多高，持续一

两个小时，那是每年一度大人小孩都最向往的篝火。

　　火在历史上的军事作用非常大，既有“烽火戏诸

侯”的悲剧，又有火烧赤壁以及即墨之战的“火牛阵”

等经典故事。

　　传说中的凤凰涅槃，凤凰在火中重生并得到永生，

代表了一种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一种坚强的意志。

　　火，一直是人类精神的图腾。

　　从燧人氏的钻木取火，开启了华夏文明，今天的

火焰已被利用到了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

　　一位搞科研的朋友，他研究的是火的燃烧控制，

他常常在研发的火焰面前一坐就是几个小时甚至几

十个小时，刚硬的火焰在他的手中收放自如，蓝色火

焰代表着激情燃烧，红色火焰代表着能量释放。他们

才是真正的玩火人。

　　回到老家时，我的这位朋友常常会在院子里燃

烧一堆旧木头，坐在跳动的火焰旁。他说，他看到了

儿时自己对火焰的痴迷，也感受到了为燃烧研发而

跳动的火热内心。

　　（作者单位：河北省衡水市冀州区委政法委）

燃烧的火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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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文魁

　　

　　那一刻，我不忘司法行政干警身份，不惧额尔齐斯河水流湍急，只为救起落水儿童；

　　那一次，我被十几名手持凶器情绪失控的人围困在戈壁滩上，依然面不改色、心不动摇，

只为坚守心中法治信仰、保护委托人合法权益；

　　那一月，我酸甜苦辣备尝，冷雨寒风饱受，尽心竭力释法说理，只为化解一起矛盾纠纷；

　　那一季，我不畏献出个人生命，只为增强职工群众法治观念、争取人心。

　　白沙湖畔，得仁山下，锡伯渡口，飘过我的沙哑之音；

　　田间地头，大街小巷，房前屋后，留下我的疲惫之影。

　　我手擎法律援助之盾，为百姓撑起一片蓝天；

　　我点亮社区矫正之灯，为迷途人带来满径光明。

　　这一天，我收到职工群众送来的锦旗，只因不负人民；

　　这一年，我获得全国先进荣誉称号，只因不辱使命；

　　这一生，我愿意以法治之力守护人民、维护稳定；

　　这一世，我愿意为法治事业踵事增华、奋斗终身。

　　

　　（作者单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师司法局）

法治路上追梦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