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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源于天河尖的东淠河，像一匹桀
骜不驯的野马在大别山北麓一路横冲
直闯，一头撞进了圣人山的怀抱，没了
那股原始野性，在这里形成了一个偌大
的温顺滩涂，于是在东淠河岸边就诞生
了一个兴盛的小镇，那便是下符桥。

下符桥位于霍山北部，据《史记·夏
本纪》记载，霍山最早称“英”，在夏朝初
建立，城址下埠口(今下符桥镇)，距今有
4200多年的历史，在1984年发掘的大
垄台 (今下符桥镇沈家畈村)古村落遗
址，及后来大小松墩遗址出土的大量陶
罐碎片、鬲足器具、陶匜残片上，至今还
残留着数千年的人间烟火。

商周时废“英”置“灊”，商代甲骨文
卜辞上云：“庚寅卜，在灊次贞：王臿林
方，亡灾。”大意是说，庚寅年，商王出征
林国(今江淮之间)，来到灊时算了一卦，
寻问此次出征能否成功，结果：顺利，没
有灾难。灊，就是今天的霍山，灊邑城址
就在下符桥。

灊邑是华夏最早的县邑之一，商周
时楚国在此设置县邑，完全因为灊是襟
江带淮、地控吴楚的战略要塞。《左传》
记载：“鲁昭公三十一年(公元前511年)
秋，吴人侵楚，伐夷，侵灊、六，楚沈尹戍
帅师救灊。吴师还，楚迁灊邑于南冈(今
霍山锥子山村邓家巷)。”说的是公元前
511年秋，吴国大举进攻楚国东方的灊、
六，楚国左司马沈尹戍亲率大军来救
灊，击退吴军后，又把灊邑的城址迁到
了更安全的地点：邓家巷。说明楚对霍
山战略地位的重视。

灊邑是吴楚之战的古战场，散落在
下符桥、圣人山、沈家畈一带的烽火台
(也称烟墩)遗址，掩映在青山绿水间，拔
开丛林，依稀可见暗淡的刀光剑影，可
闻远去的鼓角争鸣。

古人多是选择在倚山临水的地方
为聚落区，下埠口毗邻圣人山，靠近东
淠河，进可攻，退可守，土地肥沃，水运
繁华，下埠口是往来皖鄂间的主要码头
之一，因此自然形成了数个朝代县邑的
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到了隋开皇元年
(公元581年)更名为霍山，城址仍在下
埠口。
下埠口的繁华是从唐朝开始的，而

真正走向巅峰是在宋代。宋朝是个重文
轻武的朝代，宋词、宋瓷是宋代文化的
两大杰出代表。

在下埠口西北瓦屋院有一个窑宝
山，据光绪《霍山县志》记载，在宋神宗

熙宁年间(约1070年左右)，这里建了一
所大型民窑——— 窑宝山民窑(现为省保
单位)，占地面积达6000平方米，窑炉属
南方常见的“龙窑”型，从出土的大量生
活用品，如瓶、罐、钵、碗等和玩具饰品，
如狮、狗、龟、马俑等来看，全为黑釉陶
瓷器，产品精美，造型别致，工艺娴熟，
虽外表古朴粗犷、素面无纹，但俗而秀
雅、形象逼真，色泽明亮，釉层匀称，堪
称民窑中的精品。

宋瓷是宋朝身份的象征，它透视着
皇室的权威和审美的情趣，反映了当时
的文化地位和社会背景。我国古代审美
分皇室审美、文人审美和民间审美三个
层次，皇室审美强调的是顶级，因为它
垄断了一切资源；文人审美强调的是救
赎和哀伤，具有时代烙印，要么体现心
怀天下，要么表达壮志难酬；民间审美
则强调活泼自然，怎么舒服怎么来，实
用第一。
下埠口窑宝山民窑秉持了民间审

美风格，虽没有官窑“入窑一色，出窑万
彩”的高端迷人，但从审美角度来看，不
亚于“汝官哥钧定”的创意，尽显民间趣
味，一时间窑宝山民窑产品，凭藉着低
价实用及下埠口码头航运方便，运到苏
浙，运到湘鄂，走进寻常百姓家。千年窑
宝山，至今还飘荡着“雨过天青”的哀怨
瓷歌。
下埠口码头上连管家渡、千笠寺，

达湖北，下通韩摆渡、正阳关，抵淮河，
东淠河水运是当时最繁忙的路线之一。
帆楫林立，摇曳生姿，百货山集，绵亘数
里，市肆节比，热闹非凡。
到了北宋后期，因北方战事不断，

霍山县衙也沿河向南迁至兰家坟(今霍
山县城)，下埠口成了故埠，成了专业的
商业码头和县衙的外滩。

“大艑从东来，帆樯郁嵯峨”，来来
往往的商船，飘飘荡荡的白帆，熙熙攘
攘的人流，辉映于朝阳和晚霞之中，在
故埠形成了一道靓丽的风景，“霍山八
景”之“故埠帆联”成了文人骚客笔下的
长短句、水墨画。这一景致一直延续到
建国后横排头水利枢纽截断航运为止。

古代统治者都有在灾年更改地名
的习惯，就像皇帝更换年号一样。元至
大末年(1311年)一场大水让武宗皇帝惊
慌失措，把故埠改成了下符桥。据《六安
州志》记载，故埠镇位于东淠河与熊家
河交汇处，熊家河上架桥经常被山洪冲
垮。元至大二年(1310年)，富民洪氏在

此捡到一个狗头金，便以此金修造
了一座坚固的桥梁，因当时霍山地
界常有恶虎伤人事件发生，相传有
道士便在桥上粘贴“下符”，以防虎
患。按道家说法，“符”分“上符”与

“下符”，“上符”镇妖魔鬼怪，“下
符”治洪水猛兽，这就是下符桥的
来历。
下符桥是霍山的北大门，是六

安进入霍山的主道，原先的下符桥
已成交通瓶颈，明弘治十七年

(1504年)知县吴霖领旨重新建桥，新桥
宏伟，名曰：淮西第一桥。并在桥头铸一
铁牛，重千钧，用来镇桥，铁牛形象逼
真，如真牛大小，牛身刻满篆文；在桥另
一头秦冲石崖上刻有建桥经过，“秦冲
摩崖石刻”现为“市级文保”。石刻的上
方凹槽雕有一只栩栩如生的石猴，与铁
牛遥相呼应，相得益彰，桥上刻有“铁牛
卧桥观月；石猴临井看天”的对联，为下
符桥增添了景致。但见帆船画舫来回穿
梭，渔舟唱晚，商贾云集，一幅霍山版的

《清明上河图》铺成在游人的面前。可惜
的是1938年8月，日本鬼子来犯时，此桥
被国民党驻军炸塌了；千钧铁牛，1958
年被送到合肥钢铁厂炼成了铁块；凹槽
石猴，1968年秋被人整体凿下，消失得
无影无踪。历史不会凭空而去，遥远的
记忆变得苍白，唯有历史长河流淌着一
首充满愁怨的挽歌。

圣人山海拔只有198米，有道是“山
不在高，有仙则名”。圣人山，一个霸气
的名字，因医圣张仲景在此采药行医而
得名，也因此成为皖西名山。张仲景，建
安时期三神医、中华“四大名医”之一，
是一个名副其实关心百姓疾苦的好官。
圣人山上的草药大多入了医圣的经方，
造福桑梓。

圣人山是霍山县的西北屏障，也是
古灊邑的东南关隘。1938年8月28日，

这里爆发了著名的“秦冲阻击战”，日军
小野骑兵大队2000多人侵犯霍山，在圣
人山下的秦冲，霍山军民演绎了一场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的殊死反击
战，激战一天一夜，为县城百姓转移赢
得了时间，挫败了日军企图取道霍山参
加武汉会战的图谋，奏响了一曲抗战的
凯歌。
黑炭冲战斗是解放战争中一场微

不足道的战斗，然而却是中国革命史上
不可不说的一次战斗。1948年11月15
日，刘邓大军某部皖西独立旅的两个
营，由六安张家店经霍山去固始迎接几
百名南下干部和大批物资军费，在下符
桥黑炭冲遭遇敌46师两个团。面对敌强
我弱的态势，独立旅在当地群众的支持
下，经过七小时的浴血奋战，最终摆脱
了敌人的围追堵截，南下干部毫发无
损，物资军费安全送达，保证了解放区
的社会治理。“江山不负英雄泪，且把利
剑破长空”，107名战士在黎明的前夕血
洒黑炭冲，在东淠河上流淌着一曲悲壮
的骊歌。
抚今追昔，站在圣人山上，千年古

镇沧海桑田，尽收眼底。绿水环绕，莺歌
燕舞菜花黄；古树成荫，桃红李脆瓜果
香。这里的人们穷则思变，变则思勤，勤
则思远，让人羡慕下符桥的日新月异，
发展之快令人咂舌。说来也怪，这里于
1958年初曾一度叫火箭人民公社，由此
观之，还真不是空穴来风。

田畴边散落的白鹭，像一个个音
符，光缆上整齐的麻雀，像一排排线谱，
演绎着一个时代的交响。

明代诗人丁钺是这样描写古镇的：
贾子烟波下远舟，帆樯映日水边浮；西
风雁落霜华白，夹岸芦花动客秋。如今
看来却另有一番心得。

灊邑也好，故埠也罢，倶往矣，看安
居乐业，当数今朝。

千千年年古古镇镇万万年年歌歌
金从华

我们国家幅员辽阔，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民风
民俗，有的已经变成一种非物质文化传承。舒城的
碟子酒就是其中之一。

什么叫碟子酒呢？它是指流行于安徽舒城、肥
西等县城乡的一种宴席模式。每逢正月，或家有红
白喜事，主人招待客人早餐时，烹饪出的精美菜肴
全部用整齐划一的碟子盛装，做到色、香、味、器俱
佳，然后客人入席饮酒，这桌酒就叫碟子酒。
每年春节临近，舒城人就开始谋划节后要去

哪些亲戚家拜年。在亲戚家吃早饭喝碟子酒，是舒
城人正月拜年的常见选项。大家拎着鸡蛋糕、姜汁
糖、花生糖、芝麻糖等或买的或自家做的糕点和瓶
装酒等礼品，起早前往。亲戚家多早有准备，客人
一到，互致问候，先上茶，后上花生、瓜子、糕点、茶
叶蛋等小零食，边吃边聊，共叙亲情。
茶叙过后，开始喝碟子酒。碟子酒是早餐，不

算正餐，所以没有烧鸡烧鱼烧肉等大菜。相对于午
餐和晚餐，菜的品种和份量也少些，主要有卤猪
肝、猪舌、猪头皮、猪大肠，卤鸡蛋、卤干子、卤千张
卷，烀冻骨，蒸咸肉咸鸭咸肫，炒五香花生米，还有
酱油干凉拌胡萝卜丝等，家底殷实又能干的主妇
能做出十几个菜。

为准备正月拜年碟子酒，不少人家腊月初就
开始准备，初几腌咸货，将猪头皮、猪舌、猪大肠、
鸭、鹅洗净入盆，腌上十天后起卤晾晒。二十四掸
尘，擦洗大门过小年，二十七磨豆腐做干子，二十八起卤锅，二十九炸年货，做
糯米圆，三十上午大锅蒸咸货，用大面盆装好备用。正月里客人一到，主妇将
备好的菜切好装碟，置入蒸笼，放在土灶大锅上用柴火猛烧。不一会功夫，一
桌十几个碟子的农家土菜就热气腾腾地整齐上桌。

上世纪八十年代起，老百姓经济收入开始好转，正月拜年家庭经济条件
好的喝一元多一斤的瓶装粮食酒，差些的喝散装山芋干酒，八角一斤，因易上
头被戏称“八角铳子”。酒喝过，山区吃挂面和米面粑粑，圩区吃粉折子和米面
粑粑，上面放咸肉鸡蛋皮炸果子做的浇头。那炸果子是将腌制后的白干油锅
里煎炸，捞起沥干，做浇头时切成条放进汤里，金晃晃的，煞是好看。汤是用炖
鸡炖肉的高汤勾兑，起锅时放些青蒜或香葱，味极鲜美劲道。
喝酒时的座位是很有讲究的，不能乱坐。长辈坐八仙桌上沿，主宾坐一席

即长辈席左边第一座，次宾在二席(长辈席右边第一座)，次陪紧挨主宾坐下，
下沿坐晚辈或“酒司令”。有时主家会邀请一、二位能说会道又有一定酒量的
邻家作陪，以示对客人的尊重，这也是主人家建设睦邻友好邻家关系的重要
举措，不可小觑。
酒局一般由长辈主持，如长辈年迈，则有次陪代替。过去用小酒杯喝酒，

杯子不大，三、四杯才有一两酒。开席后，每人先喝三杯，即所谓的“三杯通大
道”。然后开始敬酒，先敬长辈，后敬平辈，最后晚辈。按此顺序，彼此互敬。这
些约定俗成的“一来一往”、有时还增加“一推一搡”敬酒程序完成后，就进入
喝酒自由活动阶段了。此时长辈往往借故离开，留下晚辈们开怀畅饮。大家无
拘无束，推杯换盏，谈笑风生。划拳、捣杠子，“感情深一口闷”，花言巧语后豪
言壮语，努力把客人灌醉。有时家庭主妇还上来参战，对客人重点“培养”，将
喝酒气氛推向高潮。在一句句祝福、一次次干杯中，加深了感情，浓厚了亲情，
昔日纵有不快和龃龉，也会在这一杯杯酒精的燃烧下烟消云散。血浓于水的
亲情、淳厚温馨的乡情，在这一片片欢歌笑语中浓缩升华、传递延续。

改革开放之初的舒城，风俗如旧，人们外出打工，回家过年，正月喝碟子
酒，年复一年，热闹轮回。然而，进入新世纪后，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人
口逐渐向经济发达地区转移，年轻一代纷纷走出家乡，到外地工作并安家落
户，成为故乡的过客。老人们围着孩子转，带孙子当保姆，回乡过年、走亲访友
的机会越来越少，即使是手足之情也难以见面，拜年喝碟子酒已成稀罕之事。
面对人口迁徙的大潮，传承已久的舒城碟子酒，还能一如既往地传递下去吗？
时代变迁的潮流，会湮灭这些寄托着我们的情感、凝聚着我们的亲情乡情友
情的文化传承吗？
碟子酒哟，那渐行渐远的乡

愁！可喜的是，碟子酒这一风俗已
经被列入舒城县非物质文化遗产
项目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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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的南疆黄河，它既不是邕江，也不
是位于花江，而是离边境不远、名不见经传
的广西宁明县峙 河。峙 河蜿蜒曲折、清
澈见底，河里鱼虾成群，沿河两岸绿树成
荫，河边山花烂漫，梯田层叠，好一幅南疆
美景。
为什么峙 河变成“黄河”了呢？时光

回转到1979年那个不寻常的初春。
那年的元月2日，我们从黄河之滨的中

原营房，乘两天两夜的闷罐车，到达广西扶
绥县渠黎公社渠旧大队安营扎寨，开展为
期一个半月的临战训练，在当地过的春节。
到2月15日部队就向宁明爱店边境一线机
动，师机关乘卡车跟进移至边境几公里处
开设指挥所。

2月17日凌晨6点40分，著名的自卫反
击作战正式打响，刹那间万炮齐鸣、地动山
摇、震耳欲聋，掩护我步兵分队越境攻击，
我师首战540高地和长条山，战至19日首战
告捷，完成第一阶段作战任务，全歼守敌。
休整数日后，2月26日我师向敌方纵深

攻击前进，翻越迷迈山、跨过奇穷河，肃清
外围残敌。配合兄弟部队打谅山，3月5日主
力攻占谅山后，我师奉命前出到奇穷河南
岸，建立防御阵地，阻击尾追之敌，掩护大

部队依次有序撤军。
由于天公不作美，开战第三天就下起

毛毛细雨，天气阴沉沉的，大雾蒙蒙，昼暖
夜寒温差大，细雨一直没完没了地下。整
个作战行动都是在阴雨连绵的天气笼罩下
进行的，广大官兵克服恶劣天气所带来的
重重困难，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的精神，英勇作战，歼灭敌人大量有生力
量，打出长条山攻坚战、班岗掏心战、
612高地守卫战等典型战例，取得很好战
绩，圆满完成上级赋予的作战任务，涌现
黄吴茶、丁化国、马国民等一大批英雄人
物。
在近一个月的作战过程中，指战员们

身穿雨衣、脚穿防刺鞋(战前特制的深腰
解放鞋，胶底子里边加了三层硬帆布垫，
用来防越方的竹尖桩，俗称钢板鞋)，携
带武器装备负重翻山越岭。敌境山区多岩

石溶洞，且崎岖不平，脚下红土壤粘性
大，雨后经过踩踏的道路特别泥泞，奇滑
无比。加上我们都穿的清一色防刺鞋，脚
板不能打弯，活像穿着木履走路，不知跌
过多少跤，恼怒时真想把鞋子扔掉光脚行
走。无奈为了防竹尖桩和陷阱(敌军阵地
前沿和隘口多布有用牛尿泡过的竹尖桩和
陷阱，因为牛尿泡过的竹尖桩刺破人体后
易染破伤风)，只得穿着这又笨又重的防
刺鞋。
官兵们浑身都沾着厚厚的红泥巴，特

别是基层连队官兵，大部分时间都呆在战
壕和猫耳洞里，半个月都难得洗个澡。衣
服更是湿了又干，干了又湿，都成了泥浆
服，又厚又硬，战友戏称为“将 (浆 )军
服”。我们这些师机关的小参谋要比连队
战士幸运些，有时还能吃上热饭和罐头，
偶尔还能弄点水洗个脸，但是衣服也都是

泥巴拉呼的，脏臭都得忍着！
3月12日，部队奉命撤回国内，师指

驻在离边境20多公里的峙 乡街道一所小
学校里，紧张的神经才得以松弛一下。宿
营后我们轮流出去洗理。当晚我邀了通信
科和军务科的几个小参谋，拎着换洗的小
包裹来到营地附近峙 河边。这没有硝烟
味的和平景象真好，望着清澈流淌的河
水，用手捧着先喝上几口，好像山泉水一
样醇美甘甜(在越境虽有河水因怕越军投
毒而不敢喝)。河里的鱼儿悠闲自在，扔
一个小石子，它们蜂拥而上，又一哄而
散，再投依然蜂拥而至，怡然自得。“沧
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
兮，可以濯我足”。我们尽情地在河里洗
刷了近40分钟，把清澈透明的峙 河活生
生地整成了南疆的黄河……

时光荏苒，转眼45年过去。江山几千
里，明月照今生。其间我曾两次去宁明烈士
陵园给战友扫墓，到当年出征地爱店边境
小镇界碑留影。路过峙 时重游这条魂牵
梦绕的南疆“黄河”，当年的情景又浮现在
眼前……深切感受到和平真好！

谨以此文抒发对那些长眠南疆战友的
缅怀之情、对和平的热爱之情。

从迎宾大道折向东，是通往我们公
司的淮西路。路两边的绿化树是相间而
植的合欢花树、桂花树及棕榈树。因为
这些树的存在，这条平淡的路，便多了
些风情，人行在其中，倍感惬意、舒适。
五月下旬起，合欢花相继开放，每次经
过，我都会做短暂停留，闻一闻花香，看
一看花的姿态。

那些盛开的合欢花，远远地就能看
见，粉红的，朦朦胧胧的，似轻雾，覆在
每一棵树的树顶。风起时，那“雾”聚散
离合，曼妙多姿，看得令人发呆、陶醉。
花香清幽，时有时无，用心去感受，甜而
不腻，淡而不寡，很有分寸，不会让人厌
倦。

其实，我对合欢花并不是一见倾
心，而是多次见到后，才开始慢慢去喜
欢。因为，它给我的感觉根本就不是花。
我对花的认知只停留在那种显而易见
的有瓣儿的花上，比如春天的桃花、夏
天的荷花、冬天的梅花等。即使，秋天的
菊花，尽管花瓣呈条形，我也能承认它
是花儿。而合欢花，我就是接受不了人
们把它叫“花”。因为，根本就寻不到它
一片一片的花瓣儿。它只不过是无数的
纤细的丝状物簇拥在一起，形成的像小
扇子一样的东西，或者说是小朋友踢的
毽子而己。但，无论我怎么固执，它就是
花儿。
实际上，也正是那些无数的细丝，

才撑起它的颜值来。它的美是不动声色
的，正是这种不动声色，才会让人好奇，
想去靠近，一探究竟。
合欢花，之前见得不多，现在，随着

城市绿化的发展，路旁、园子里多有种
植，所以也就不足为奇了。合欢花是被
人们喜欢的，古人有诗云:“叶似含羞
草，花如锦绣团。见之烦恼无，闻之沁心
脾。”这便是人们对合欢花极大的赞赏。

合欢花，这个名字是耐人寻味的，

充满了喜气。合欢，合欢，合家欢乐，念
着，念着，幸福就无处不在了、就上身
了。若在庭院中栽上一棵，年年岁岁，一
定会在心里、在眉眼间，生岀无穷的美
意来。
合欢花有解忧愁、消怒气的本事。

《本草纲目》里，就记载它有“安五脏”、
“和心志”的功效。魏晋时期的名士嵇康
也说过“合欢蠲忿，萱草忘忧”的言语。

且将记忆拉回到我五六岁的时候。
在我的家族里，我有个同门二娘，擅长
绣花、做绣花鞋。村里大姑娘、小媳妇，
凡是会绣花的，都是跟二娘学的。

二娘性格温和，说话时轻声慢语，
极少见她发火。她一闲下来就拿起鞋帮
子绣花，给自己绣，也给村上的孩子们
绣。二娘的着装从来都是一尘不变的大
襟褂、灯笼裤，裤脚用长长的黑布带紧
紧缠着。我喜欢看二娘绣花，她绣花时
的神情专注、安静，周围的一切，仿佛都

难以干扰到她。我喜欢这种样子，喜欢
这种超然的样子。

二娘低头绣花时，有时候嘴角会浮
现岀笑意来，这笑意，小时候的我不能
懂得。二娘绣的花样子里就有合欢花，
做的花鞋里就数合欢花的最多。至于为
什么，这也是小时候的我不能懂得的。
但，就是在那时，二娘教我认得的合欢
花。
我从没见过二伯。据说和二娘一起

生活的我的大哥是从我另一门大伯那
过继来的。这么说，二娘这一生就没生
过孩子。可是，二娘和二伯的故事是怎
样地叫人动容呢？记得，她家条几一侧
上方的墙上，挂着一块“光荣人家”的牌
匾。这块牌匾应该能说明二伯和二娘的
故事是怎样的吧？也能说明为什么二娘
在绣花时会笑、为什么绣的合欢花最多
了。
合欢花，是最深情的花。

阳春时节，新草疯长。要溢出眼的绿色，一片连着一片，仿佛没
有边界终点。云朵间徜徉的风筝，各式各样，争奇斗艳，拖着长长的
两道尾巴，在天蓝色的映衬下发出“呼呼”的声音，我顺着这声，侧
听风的来去，期盼一个好消息。

快十年了。十年前，我种下一个希望种子；十年后，我看见它逆
风生长。

一
你一定计算过从宿舍到图书馆的距离。不是以米数而是以时

间。我们的大学里有一条樱花大道。如果在平时，我与柚子一起下
楼，必经此路去图书馆，大约只需十分钟；如果是在樱花盛开的季
节，十分钟远远不够。趁此良辰美景，我们要避开前来赏樱的社会
人员，寻找一个最佳拍照地点。先盯住粉色最集中的地方来一张，
再放大或缩小镜头，瞄准细节来一张，还不够，换个方向，咔嚓一
声，把柚子的背影永远地留在手机里。柚子看时间不早，转过身来
催促我：别忘了你的目标！

我的目标？其实我不敢自信地不卑不亢地平静地说出来是什
么，只是柚子早已知道。我们已经不小，大三的时间大多用来挑选
考研目标院校。柚子知道我喜欢北京，所以当她听到我的目标时，
双眼闪烁着：“那你要努力，我们一起加油！”
我一直认为，越年轻的人越自由。因为年轻可以有更多选择，

可以大胆试错。
所以十年前，我种下一份希望；十年后，它不断地被打磨、被浇

灌，被反反复复的心情羁绊，最后变成了执念。
二

大四毕业，我俩考研失败。捧着两张毕业证书，心里不是滋味。
我们甚至不敢复盘，从而将这结果顺其自然地归因于一个“难”字。

“这就是很难，不可能实现的。”柚子的表情在我的脑海中已经
模糊，但我记得她当即决定放弃，不再提考研，转头就找工作去了。
我沉默。人心中的执念，是无法估量的火苗，看起来微小，却一

直在某个角落燃烧。几天后，我下定决心，要追随心中的火苗，去凿
一道光。所以大学毕业对于我而言，并不是句号，也不是终结。相
反，我在一次彻头彻尾的失败中，发现了自己真正的想要。心里那
个火苗，逆着风，淋着雨，也要燃烧。

三
如果一次失败不足以让人认清现实，那么就两次。电话那头，

柚子安慰我：“招生名额太少了，如果名额再多点，你一定会中。”
我云淡风轻地笑了笑：“没事。”
柚子考上了广东某地的教师编，不久后，她恋爱、结婚、生子。

而我的陪伴也就只是一通电话。我忍不住问：“今天的我们是否只
剩我自己？”

“我还是那个我，你也还是那个你。”
挫折不足以让人改变，但时间可以。时间久了，我便接受了。可

奇怪的是，那团火依旧燃烧着。我多次观察内心的想法，面对得不
到的结果，我不再哭闹了。也许，这也是一种成熟，接受自己的“办
不到”。许多个夜晚，我即使入梦，也没有一次是梦到自己考中的，
看来，我还是不够重视呵。考试仍在继续，考试内容每年都不同。这
么多年，我考下了金融类证书，也在别的考试中获得名次，我开始
怀疑，自己的执念是否还在，究竟是什么。

四
四月的皋城，大风飞扬。我透过五楼的窗户，看见楼下一棵小

树，在大风中几乎被吹倒，但每一次风弱了，它又直起了身躯。
我盯着看了好久，想起心里的那团火，正是这样。在失败后微

弱，在平静中复生。那究
竟是什么？我纠结的并
不是一场考试，而是多
年前对自己的期许。

有些希望，总要逆
着风，才能看到。

还有四十分钟就到十二点
了。我却坐在红色格子的地毯
上，背靠着沙发，看着书，舍不
得这么快与月色分开。

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别的大
人像我这样，喜欢席地而坐，喜
欢泥巴土，喜欢光着脚丫在办
公室走来走去，也喜欢随意躺
在任意的草地上，更喜欢在无
人的月光下，躺在大地上，仰望
星空，幻想发呆，思考遥远的未
来，回忆无边的过去，和享受宁
静的此刻。

今晚舍不得睡，这本书还
有几十页就看完了，这应该是
我看得最慢的一本书了，因为
我舍不得快速看完，我把它放
在车里，每次清晨散步之前看
一看，每次等孩子上课的时候
也看一看。对于巴菲特的投资
理念，我还没有类似的高度可

以领悟，可是他的人格魅力，却在一天一天地滋养
我。它不同于我床头的书，也不同于我书柜的书，它
仿佛是一种给予我灵魂共振的书，会让我在阅读的
时刻，瞬间忘却忧愁与苦恼，忘却欢乐和忐忑，变成
一个厚重平和的老人，慈祥、安静地读着每一个字、
每一个故事，和每一个巴菲特讲给听众的笑话，还
有他身上那份珍贵的纯粹和简单。

灯红酒绿繁花似锦的现实生活中，我们都好难
再遇到纯粹简单的人了。无论是学生，还是大人，他
们的眼神，满是忧郁，满是空洞，满是欲望，满是失
落，都好难再看到像天上的星星一样，闪着微光，又
直接照进你心灵的样子了。

所以啊，几十年的人生长河里，我们都在捕捉
很多转瞬即逝的瞬间，都在寻找让自己灵魂得以安
宁的状态。

我也有过很多浪漫主义和英雄情结，我幻想自
己成为一个很有力量的大人，可以拯救世界。而现
在，我满心都是拯救自己，喜欢自己，思考自己，然
后找到自己。

南疆的“黄河”
彭泽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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