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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秀云

惜时

从我记事起，父亲就很珍惜时
间，他总把时间安排得满满当当，像
个不知疲倦的陀螺。白天，父亲要给
村里人看病。晚上，他要整理方子，
悉心熬药。忙完了这些，父亲就会把
自己关进书房里独处反思。到了每
晚十点，父亲还要翻看半小时左右的
书籍，然后才肯回屋休息。

父亲待人温和，唯独在浪费时间
这个问题上，脾气会突然变得很急
躁。我奶奶过八十大寿时，大姑为了
买蛋糕，来迟了一个小时。这可把父
亲气坏了，丝毫没给我大姑留面子，
当众批评她：“你都老大不小了，还没
个时间观念，连这事都能迟到，真是
太不像话了！让全家人等你开宴，你
真行……”

还有一回，我放学后没回家写作
业，先跑出去跟邻居小孩一起玩耍。
快晚上九点半了，我才回家趴在桌子
上补作业。父亲见状，直接夺走我的
作业本，冲着我大吼：“都几点了，你
才想起来写作业？以后你再敢浪费
时间玩，忘了先写作业，你干脆就别
念书了！”

父亲惜时，很有时间观念，他不
仅对外人如此，对自己的要求也特别
严苛。有一次，父亲约好中午十二点
半去给刘爷爷把脉开药。可父亲劳
累过度，在吃过午饭后，打了个盹。
再睁开眼睛时，已经是下午一点多
了。父亲对此非常自责，说什么都不
肯原谅自己睡过头的事，当晚他还罚
自己面壁思过。看到父亲对自己都

这么狠，我再也不敢任性浪费时间。
父亲惜时如命，在他的书桌上有

很多书签，上面手写着有关惜时的名
言警句。如陶渊明的“盛年不重来，
一日难再晨”，葛洪的“不饱食以终
日，不弃功于寸阴”，文嘉的“人生百
年几今日，今日不为真可惜”等。

我知道是这些话鼓舞了父亲，激
励他惜时如金。但对我而言，鼓舞我
珍惜时间的并不是名言警句，而是父
亲的那句大实话：“哪怕是活到一百
岁，一共又有多少天？如果你不珍惜
时间，让时间就这样溜走，这辈子就
算荒废了。”

没错，惜时是一种态度，它不仅
是对时间的尊重，更是对生活的热
爱，对人生的负责。

心灵驿站

■黄 成

少年π的记忆迷宫

一个人想要成为π要付出多少
努力？要将圆周率背诵到小数点后
的哪一位？自从立志成为π，那个少
年只读四种书：一本《圆周率百万位
表》，一本《记忆的迷宫》，一本《世间
名物大全》，一套《一千零一夜》。

这种阅读往往在交替中进行。
每当位数增加一千位，他都会犒劳一
下自己，因为这意味着他离成为π又
近了一小步。路途遥远，他需要激
励。

在成为π的奇幻旅程中，他在记
忆中为自己建造了一座巨大的迷宫，
迷宫中摆满了象征数字的各种名物，
他靠编织有关这些名物的故事来记
忆庞大的数字。有时他甚至会产生
一种错觉，世间的万物似乎就快被他
用完了，π实在是太庞大了，它会消
耗掉世间所有的一切，包括他的生
命。

当他试着对现有事物进行不同
组合创造出新的事物时，这一情况有
所缓解。为了记住更多的数字，他必
须先成为《一千零一夜》的现代作者，
甚至超越原作者，创造出一种永无止
境的像π一样没有结局的故事。

他明白，世界上很多人都在挑战
对π的记忆，十万位、百万位，都有人
挑战。但是，对于这些，他并不感到
压力，他觉得，他和其他人的最大区
别在于，只有他的目的在于成为π，
而不是通过记忆 π 来获得某种证
书。这一点很重要，成为 π和挑战
π，是两个概念。

他日夜编织着那些荒诞不经的
故事，迷宫中的万物都被赋予了生
命，当他经过这些名物，它们都会还
原成一个个数字向他致敬，他就像一
个君主，检阅着自己的军队，这支军
队，望不见首尾。

有时，他会想，如果π是一条贪
吃蛇，他会怂恿它吞吃自己的身体
（想找到它的尾巴太难了），让它缩成
一个球状物，在上面写下一个“π”
字，然后装进口袋，然而这个过程想
必也会是漫长的，因为，它实在是太
庞大了。

在记忆数字的过程中，他把数字
转化成名物，把名物编织成故事。然
后，再把故事解构为名物，把名物还
原为数字。刚开始，这个转化与解构
的过程是笨拙的，显得有些手忙脚
乱，但很快，他便掌握了其中的技巧。

现在，数字在他眼中是富有故事
性的，相反地，故事在他眼中变得枯
燥乏味，假如让他朗读一本故事书，
他会从中抖落一堆奇形怪状的事物，
继而是一堆毫无规律的数字。人们
看到他总会说：“还是给他一本电话
簿吧，那会更合适些。”

随笔小札

世界上的娱乐方式有
千千万万种，但我最钟情
于阅读。阅读带给我的不
仅是渊博的知识、能力的
提高，更主要的是改变了
我的性情、陶冶了我的情
操。是的，阅读的时光从
不会虚度，我因阅读而终
身受益。

多年前，我读《悲惨世
界》，冉·阿让的悲惨遭遇
令我心生同情，但他以怨
报德，偷了米里哀主教的
银器，又让我对他义愤填
膺。出乎我意料的是米里
哀主教最终宽宥了冉·阿
让，为了让他免于牢狱之
灾竟然向警察撒谎，我的
心被深深震撼了。瞬间，
爱像太阳的光辉洒满了我
的心房。

我终于懂得了，在这
世界上有这样一种人，他们的存在就
像一道明亮的光和一团燃烧的火焰，
带给世界以光明和温暖。从此，我下
定决心，在这人世间，做一个照亮他
人、给别人带来温暖的人，让这世间
的寒凉和冷漠少一些，更少一些……

阅读像春雨一样，无声地滋润着
我的心，让我干旱板结的心田渐渐柔
软，善良、宽容、悲悯像雨后春笋一
样，蓬蓬勃勃地生长了起来。难怪一
位作家这样说：“读书到最后，是为了
更宽容地理解这个世界有多复杂。”

我一直非常怀念在乡下教书的
那段时光。当空旷的校园里只有我
一人，独居陋室，点一盏昏黄的灯，孜
孜不倦，埋头阅读。当读累了，我就
会到校园里散步。皓月千里，天地静
谧。“时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
院锁清秋”这样的诗句会悄然浮上我
的心头。瞬间，一颗被俗世羁绊的心
被诗意填得满满的，变得澄澈轻盈，
一如眼前皎洁的月光，如一片温柔的
雪花。

当我返回室内读书，眼睛清亮，
像被清澈的山泉水洗涤过。我继续
读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小说里，孙
少平在工地上尚未完工的露天筒子
楼里，穿着破衣烂衫忍受着蚊虫的叮
咬，在蜡烛微弱的光下，如醉如痴地
读书。读到这里，我好像被一种奇异
的力量攫住了。一个贫苦出身的青
年，面对艰难困苦的生活，没有随波
逐流。相反，竭尽所能汲取力量，在
满地泥泞之中努力向上攀登，这是一
种多么坚韧不拔的意志，这是一种多
么高远阔达的胸怀。德国哲学家黑
格尔说：“一个深刻的灵魂，即使痛
苦，也是美的出处。”是的，孙少平尽
管衣着破烂，在我眼中他也是那样美
好，让我肃然起敬。他代表了人类最
高贵的品质，那就是自强不息，永远
向上向善，做自己命运的主人。

我暗暗勉励自己：一定要做一个
像孙少平那样的人，在逆境中永不屈
服、永不沉沦，永远保持积极乐观的
心态，把痛苦视为雕琢自我的方式和
锻造自己的必经之路。

也许多年的阅读并没有给我带
来所谓的“好处”，但无疑它滋养了我
的心灵，丰盈了我的大脑，重新塑造
了我的个性，让我摆脱了空虚无聊的
侵蚀，让我变得深刻而有趣，这一切
都是阅读所赐。

现代社会由于生活节奏加快，许
多人灵魂跟不上身体的步伐。我们
不妨爱上阅读，从书籍中获得灵魂成
长的养分，让身心得以安放。阅读的
时光从来不会虚度，它必将给予我们
丰厚的馈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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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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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卷有益

■蔡育姬

旅途札记

解忧山里行

从人流如织的水杉大道去
往龙潭瀑布，坐上景交车穿行
在山水缠绵的峡谷时，仿佛音
乐从欢快热情的民族歌曲切换
到舒缓柔美的班得瑞钢琴曲，
真是说不出的神清气爽。山风
清冽，拂面而来，忍不住贪婪地
深深吸了几口。“吸吧，免费
的。”邻座的文友打趣道。说的
也是，我愈加陶醉状，惹得大家
嬉笑。无拘无束的快乐，因了
无拘无束的山野。

下了景交车，还需步行一
小段，我和文友家的阳阳小朋
友在前方带路。跟着孩童，自己
似乎也轻快起来，带着笑意往前
冲。我们一前一后奔跑着，很快
就遥遥领先了。我们或驻足感
慨因阳光眷顾而绚烂如霞的红

叶，或欣赏因山石挽留而走走停
停的溪水。沿途水流或丰腴或
清瘦，皆是鲜活可爱的模样。在
山间奔跑的感觉好极了，颇有任
素汐《岁岁》歌中所唱的美好，

“那天夕阳透过枝桠扫射我，影
子重叠你追我赶笑声癫。”尽管
跑得气喘吁吁，我却感到无比
尽兴和松弛。

穿过一小段落叶遍地的小
竹林时，阳阳突然认真地对我
说：“昨天我已经把周末作文写
完了，可是我还想再写一篇。”

“好啊，想写就写呗！”主动要求
写游记，不简单啊！草木万物
让孩子有了表达的欲望，行走
与观察应是生命体验的最佳方
式，不经雕琢的自然果然是最
好的老师，诚如李白所言“大块

假我以文章”。
走过一座古朴的小桥，拍

了一张满意的秋叶图后，我突
然发现周围安静了下来。四下
张望，发现目光所及之处空无
一人。到龙潭瀑布有两条路可
行，我现在所走的是绝大部分
游人进山之道。山谷里天黑得
早，也黑得快，尤其是冬日，景
交车已不再送游客进来，而往
前去的人都选择溪流上方平坦
宽阔的水泥路返回。反其道而
行又耽于行行摄摄的我脱离了
团队，可是无意中却拥有了一
段静谧空灵的林间时光。

有些风景需要独处才可领
略，尽管形单影只却自在自
洽。我素来起早摸黑独行惯
了，竟无一丝怯意，倒有几缕惬

意。我索性下到溪畔的大石头
上坐下来。对面就是一道瀑布，
水势不大却曲折有致，宛若一位
妙龄少女袅袅娜娜娉婷而下。
上方一簇红叶，极其炫目，不亚
于丹枫，大约是乌桕吧。王端履
的《重论文斋笔录》一书中提到：

“江南临水多植乌桕，秋叶饱
霜。鲜红可爱。”此刻，山色寂
寥，这抹红色就愈加俏皮可人。

初冬的山峦深邃高远，恰
似一件古老的瓷器，散发幽幽
古意。几声鸟鸣挂在树梢，瞬
间却已下落不明。真是微妙的
寂静啊，恍若遁入一种虚空。
眼前只有水在流，花在笑。

“停下，这个瞬间！与其说
你美好，不如说你不可重复。”
布罗茨基出神入化的诗意在心

头荡漾。我无法让这不可重复
的美好瞬间停下，那就静静拥
有它吧。

坐上景交车时，山谷里已
是暮霭沉沉，空气略显凉寒。
我坐在和司机背向的最后一
排，景交车徐徐向前，天空似乎
越来越远，群山渐渐失去了轮
廓，所有的草木仿佛都在默默
向我告别。景交车转了个弯，
突然，一轮明月出现在高空，月
色凛冽，幽谷空旷，仿佛能听到
月光坠落峡谷的声音。山路蜿
蜒，我的视线随着山势旋转，随
着明月起伏，忽明忽暗。山里
的夜，简洁，宁静，空明。

逃离海边冬日北风的裹
挟，来到了山里，静享一片迷人
的解忧之境。

赶集
■张绍琴

小时候最幸福的事是拉
着母亲的手，去十里外的场镇
赶集。赶集本身是件值得高
兴的事，可以名正言顺地避开
割猪草、割牛草等劳动，隐隐
还有在热闹拥挤的集市上让
母亲给我买个气球或一颗糖
的希望。

那时，从家到场镇的空间
距离是我能看到的整个世
界。场镇上蜿蜒着唯一的一
条像问号一样的几百米长的
街道，街道的两边摆着各种摊
位。每次跟着母亲在集市上
挤来挤去，我总是紧紧拽着母
亲的手，生怕一不小心挤丢
了。然而，眼睛却变成了翅
膀，在人群的缝隙间轻盈地穿
梭飞翔，一会儿栖息在某个穿
着好看衣服的大人或小孩身
上，一会儿栖息在某个摊位
上。

特别是那些敞开的乌漆
漆的木门，门上有着厚厚的包
浆，门框和两侧的墙壁包裹在
热气腾腾的烟雾中。米粉、包
子、馒头的香味丝丝缕缕随着
烟雾一起飘出来，进入我的鼻
孔。那一扇扇门俨然成了我
眼中的天堂，遥不可及，而又
无比向往，令我迈不开脚步。
每当这时，母亲总会用力一
拽，我只好跟着母亲继续向前
挪动脚步。

后来我离家读书、工作，
在小城定居、生活。小城四通
八达延伸的公路每一段都比
乡里的街道更宽更长，到处都
是超市，各种店铺、菜市场。
每次回乡，匆匆而去，匆匆而
回，那点燃一根火柴可以走上
三个来回的乡场被我彻底抛
在身后。

前几天我们回乡吃酒席，
母亲说想去集市上买豌豆种，
说城里卖的没有乡下的好。

于是我跟着母亲，重温了一次
赶集的味道。街道还是同样
的街道，几十年的时光，没人
把问号拉直拉长。两旁的房
屋刷白了些，木门多数未变，
摊位依旧，赶集的多是中老年
人，明显不像小时候那样拥挤
了。

母亲疾步向前走着，不停
环顾两旁，看有没有她要的豌
豆种。我跟在母亲身后，眼睛
依然长着翅膀，到处打量，但
无论在哪儿稍作停留，总会迅
速回到母亲身上。走着走着，
我灵机一动，掏出手机，蓦地
叫了一声“妈”。母亲回头，我
一边说背挺直一点，一边迅速
按键拍照，将母亲和集市定格
下来。旁边一个女摊主年龄
比我大不了多少，盯着我们善
意地哈哈大笑，可能是笑我人
到中年犹未褪去的顽皮，又或
许是笑母亲“被捉弄”时呆愣
的样子。

终于看到专门卖种子的
摊位，母亲站定，询问品种，拿
起豌豆种仔细看了看，然后不
说话放下后继续往前走。我
问母亲：“豌豆种不都是一样
的吗？”母亲说：“这个看上去
不太好。”我心中暗想，这不大
的集市莫非还有别处在卖？
等会儿说不定得返回来买。
结果，走到集市的尽头，我竟
然看到还有两处卖豌豆种的
摊位，母亲对比了价格，在一
处摊位上满意地称了一斤。
虽然母亲已进城居住多年，但
她在赶集时仍然同年轻时一
样，不忘货比三家。

童年倏忽而过。一眨眼，
母亲已是耄耋之年。时光如
梭，我不知道余生还能陪母亲
赶几次集，但我能肯定的是，
每一次赶集都会在我脑海里
定格成一幅幸福的画面。

乡村纪事

棉手套
■赵雅静

小时候，每年冬天上学的
路上都格外冷，奶奶送我上
学，拉着我冻得通红的手，关
切地让我把手伸进她的口袋
里取暖。

奶奶握着我冰凉的手，不
禁心疼起来，对我说：“奶奶没
把你照顾好，大冷的天让你的
手这么冷。”回家后，奶奶马上
行动起来，她找出一块毛绒厚
布料，用剪刀认真地剪出一个
手套的形状。我摸了摸这块
布料，马上感觉到暖和不少。
那天，奶奶还量了我手的尺
寸，说要给我做一副暖和的棉
手套。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奶奶
坐在屋子里的小凳子上，弯着
腰认真地为我制作手套。她
的眼神专注而认真，仿佛这双
手套是她给我的最重要的礼
物。

五天后的一个清晨，奶奶
拿出一副崭新的棉手套递给
我。那是一副多么温暖的手
套啊！手套是柔软的布料，里
面则是密实的棉花，摸起来不
仅舒适暖和，更凝聚了奶奶无
尽的爱意。

我高兴地戴上这副手套，
手上立刻传来阵阵暖意。我
知道，这是奶奶为我精心制作
的。这副手套的尺寸还稍微
大了一点，奶奶说：“小孩的手
长得快，做大一点明年还能
戴。”奶奶看着我戴上新手套
的样子，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
容。

那一年冬天，我再也没有
感到寒冷。因为我有奶奶的
棉手套，有她深深的爱意和关
怀。这副手套陪伴我度过了
整个冬天，让我感受到无尽的

温暖和幸福。
那副棉手套，我戴了两

年，直到我的手再也戴不下，
看着结实的手套，我不禁有些
惋惜。奶奶看出了我的心思，
便说：“没关系，这副手套可以
给你弟弟戴。”弟弟接过手套，
高兴地戴在手上，乐得合不拢
嘴。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渐渐
长大，奶奶又给我做了几副棉
手套。那些棉手套，一如既往
地厚实温暖，每副手套上都绣
着我的名字。而我，也一如既
往地戴着它们走过冬天的小
路，走过雪后的清晨。每当我
戴上奶奶做的棉手套，我都能
感受到那份深深的爱意和关
怀。

岁月流转，那些温暖的棉
手套已经陪伴我们走过了许
多个冬天。每次戴上新的棉
手套，我都会想起奶奶熬夜为
我们做手套的情景。那双粗
糙却又充满爱意的双手，为
我们带来了温暖的童年。

后来奶奶老了，再也做不
动手套了，我也有了自己的工
作，每年回家过年，我都会给
奶奶买一副新手套或者一件
新衣服，奶奶总是高兴地对我
说：“小时候没白疼你！”

那些温暖的棉手套和奶
奶的关爱永远留在了我的心
里，每当冬天来临，我都会想
起那个温暖的身影，感恩那
段美好的时光。

或许，这就是亲情的力
量吧。在寒冷的冬天里，一
副棉手套、一份关爱足以温
暖我们的心灵，让我们在人
生的道路上永远感受到家的
温暖。

往事随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