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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家丰

障碍才是人生

天涯诗海

□□ 马海霞

超前“闭门羹”

蝶
之
婉
约

□
钱
续
坤

蝶恋花

翩翩起舞，蝴蝶从不

轻易地在绿叶上停驻。

她们顽强地飞行，只为鲜

花留下神往和思慕。

风 景 依 然 未 曾 谙

识。然而蝴蝶的追寻生

动了美丽的惊悸。杨柳

绽芽了，花儿吐蕊了，但

是一双高度近视的眼睛，

还在呆呆地痴望着远方。

远方，故乡不会将一

丝淡淡的愁绪羁留，更不

允许游子以低低的呜咽，

来寄托遥远的归思难收。

因此，即使花园的野

草行将没径，如水的妹妹

也要放牧她挥动的手帕，

为心上的人儿负载艰涩

而又辛苦的旅程。

但是，我们被故乡远

远地抛弃，远离了清明时

节和背倚柴门，却还不曾

剪断那一缕缠绵，而又断

肠的依恋呀！

这正如蝴蝶倾心着

繁花，我们健康的身躯也

为梦中的水土日渐憔悴

了……

白蝴蝶

从梦中抬起头来，在

更深的视镜里，阳光再也

无法掩饰两朵飘动的白

色的碎云。

那么，悠然地爬进半

掩的窗口。一缕柔和的

晨风吹进来，寒冷的日子

被一页页地掀起；那冻僵

的情感，也像深埋在地下

的种子，一粒粒地苏醒过

来。

而白蝴蝶依然在妩

媚地飞翔，她秀美而又具

有韧性的双翼，在抖动着

芬芳，抖动着一泓爱的潜

流，涌向各自久远的怀

想。

其实花香挡不住蝴

蝶的方向，纯洁锁不住爱

情的内涵。她们在春天

密 布 的 棋 局 里 窃 窃 私

语。她们一个叫祝，一个

叫梁，另外还有一个落寞

的歌者，在将白与情之间

的距离，反复地丈量……

枯叶蝶

秋暮林疏，树叶在一

片片地飘落。

轻盈的蝴蝶翩翩而

来。振动的翅膀，丰满了

黄昏的故事，却冲淡了金

黄的霞光。

平平然。默默然。

我凝视的眼睛没有做短

暂的停留。

看流云飞舞，观蝶魂

不散。枯叶的血脉蕴藏着

褐色的生机、细腻的情感。

她 们 一 朵 朵 地 飞

翔。她们走过碧绿的田

园，越过馨香的庭院，有

一方信念铸就的图腾，在

丛生的榛莽里穿行或者

弥漫。

没有歌唱。没有声

响。只有一道清亮的弧

线倏然划过，仿佛枯叶

如蝶，驮负着沉沉的追

想……

（
三

章
）

我有位族叔在机关单位工作，

1994年邻居孙叔家大萍大专毕业，

他想让我爸领着他去找这位族叔，

让他帮大萍找份工作。

晚上，我爸喊着我与孙叔父女

同去族叔家。

到了族叔家，说明来由后，族

叔黑着脸当场拒绝了。孙叔脸色

比哭还难看，我爸见状，豁出老脸，

让族叔再想想办法，若需要打点关

系，花点钱孙叔也愿意，但族叔也

没给我爸面子。

孙叔家日子过得很清贫，这次

送礼花了他大半个月的工资。送

了礼，没办成事儿，我妈后悔当时

没拦着孙叔，让他少买点东西，有

了眉目再答谢也不迟。但孙叔一

直懊悔，自己肯定送礼送少了，那

点东西，族叔根本没看上，然后又

说自己没本事，没能力给大萍找份

好工作。

送礼“后遗症”在两代人身上

截然不同。我见过孙叔送礼时局

促不安、低三下四的样子，这或许

也是我毕业后，我爸为了我的工作

到处求人的状态。从族叔家出来，

我就决定自己的工作自己找，绝不

让我爸去求人。大萍也悟到了这

点，她不想等统一分配工作了，想

去南方打拼，骗父母说同学在南

方就了业，厂子效益非常好，来信

告诉她，现在厂子里还缺人，让她

速去。

大萍走后第二天，族叔突然出

现在我家，他将孙叔送他的礼品带

回来了。

族叔说：“那天你们走后，我本

打算第二天将礼品送回，但单位有

急事，派我去外地出差。今天早上

刚到家，这些礼品我不能收。”

族叔让我爸把东西还给孙叔，

另外还掏出 200元，让我爸转交给

孙叔，算是他这个老乡的一点心意。

族叔临走时嘱咐我爸：“老乡们

空手上家里玩，我热情欢迎，若提礼

登门，我肯定黑脸。我当兵出身，又

是国家干部，从我这里找捷径、托关

系，是难为我，让我犯错误。”

幸亏族叔不热情，要是他热情

了，不仅逼不出大萍独闯江湖的勇

气，而且我毕业后肯定也想走“歪

门邪道”，“难为”我爸。我爸见我

有这想法，笑着说：“这次送礼，你

总算没白去。我早知道我兄弟不

会做违反原则的事情，但老孙非要

去，我只好陪他吃‘闭门羹’。”

我才明白，原来我爸早就了解

族叔的人品，他故意喊我去“见识”

送礼的难，就是想断了我毕业后让

他托关系找工作的念头。

□□ 葛 鑫

卖酒酿的老人

古城的一隅，隐匿着一条悠长

而古老的小巷。小巷两侧，斑驳的

青砖墙仿佛在诉说着岁月的沧桑。

每当晨曦初露，一缕阳光便悄然洒

落，为这静谧的小巷增添了几分生

机。在这条小巷的深处，飘荡着一

股淡淡的酒酿香气，那是从一位老

人的小摊上散发出来的。

老人姓甚名谁，街坊们似乎都

不甚清楚。他年逾古稀，身材瘦小，

但精神矍铄，一双细眯的眼睛里闪

烁着智慧的光芒。他的吆喝声虽不

洪亮，却带着一种特有的韵律，仿佛

能穿透时光的尘埃，将人们带回那

遥远的童年。

据说，老人从事酒酿制作已有

六十余载。他的手艺传承自祖辈，

经过数代人的精心打磨，已经达到

了炉火纯青的境地。每当春暖花开

之际，他便开始忙碌起来，挑选上好

的糯米，经过精心的淘洗、蒸煮、拌

酒曲，再置于特制的容器中保温发

酵。这整个过程需要严格控制温

度，稍有差池便会影响酒酿的口

感。然而，老人凭借多年的经验，总

是能准确地把握每一个细节，使得

他的酒酿在古城中独树一帜。

每天清晨，老人早早地起床，匆

匆吃过早饭，便推出那辆老旧的小

板车，开始了一天的忙碌。他的小

摊上摆放着各式各样的酒酿，有甜

的、有酸的，还有加了桂花的。那浓

郁的香气吸引着过往的行人驻足品

尝。老人总是微笑着招呼客人，耐

心地解答他们的疑问。他的声音虽

然不高，却充满了亲切和温暖。

时光荏苒，老人的身影在小巷

中来来回回地穿梭。他见证了这条

小巷的变迁，也见证了古城的发

展。从春天到冬天，从日出到日落，

他始终坚守着自己的小摊，为古城

的人们带来美味和欢乐。

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小巷里

的居民越来越少，老人的生意也逐

渐冷清起来。但他并没有因此放

弃，依然每天准时出现在小巷的尽

头。他说，这是他的根，也是他的

魂。只要还有一个人愿意品尝他的

酒酿，他就会一直坚持下去。

有一天，我再次路过那条小巷，

远远地就闻到了熟悉的酒酿香气。

我加快脚步走过去，只见老人依旧

坐在小板车旁，微笑着招呼客人。

我走近一看，发现他的脸上多了几

道皱纹，但那双细眯的眼睛依然炯

炯有神。我买了一碗酒酿，细细品

尝着那熟悉的味道。那一刻，我仿

佛又回到了童年时代，那无忧无虑、

纯真无邪的时光。

在与老人的交谈中，我得知他

已经年过八旬，但他依然精神矍铄，

对酒酿的热情不减当年。他说，他

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方式，每天与

小巷为伴，与酒酿为伍，虽然生活清

贫，但他却觉得充实而满足。

我离开小巷时，回头望了望老人

那瘦小的身影。他依然坐在小板车

旁，微笑着看着过往的行人。那一

刻，我深深地感觉老人就像小巷里的

那盏明灯，虽然微弱，却温暖明亮。

岁月如歌，时光荏苒。但无论

岁月如何变迁，那位卖酒酿的老人

的身影和酒酿的香气将永远留在我

的心中。

■■ 陈 赫

女 兵
（二首）

雪山为证

马蹄声逐个淹没在雪里

听不见回音

她们就一遍遍复习着

红装褪色为武装的样子

像冰的冷峻贴合上肌肤

唯有刀割般的阵痛

能与大地一起喊出

这些，十八岁的名字

白色的旷野

占据了整个眼眸

在高原之上，早就，习以为常

头疼与刺骨向来并行

不分昼夜，不分彼此

正如那些拉紧的手

一双又一双

围成了祖国的屏障

不离片刻，不离分毫

脚下。是深不可测的积聚

厚厚的棉衣里

她们已经裹紧地，忘了

什么是流光溢彩

而那些步子最为真实啊

——有人从冰面爬起

有人在缺氧中向前

有人翻越达坂之后

默默，记录下泪水的温度

却没有人选择退后，一尺

半分

可雪山曾见证啊……

当寒风中界碑又一次

被重新描绘、重新亲吻

宣誓的句子也重新响起：

——带吴钩，也有女儿身。

关山五十州，一州一木兰

铁甲长歌

海水打湿在甲板之上

只有瞬间的停留

便被灼热炙烤为虚无

像这驾驶舱内，五十多度的气温

无差别地攻击着沙滩、贝壳

和一身身亭亭玉立

一个个斗志昂扬

沙砾从眼中磨出泪水

汗水接续

两种极限相交于海训场

一朵朵玫瑰

却一定要在七月

绽放出铿锵

黏稠的风

伴着一层层褪掉的皮

日光大如斗时，她们脸上的坚毅

又加重了几分

铁甲在海上飞驰而过

暗潮涌动里——

限制路驾驶、战斗队形变换、突

击上陆

已化作身后的浪花

一朵朵，香味扑鼻，娇艳

欲滴成感动

七月盛夏，月光记录过

深海与浅海的差别

那是一条泛白的路

男兵走过……女兵有何不可？

那是喷水推进器射出的浪花

你们伸手触摸过

我们。也能握成动力

轰鸣声中

铁甲洪流一一开出了绚丽

多像是木兰，已经纵身上马

已经纵马，长歌

在我人生成长的道路上，军旅

生涯最让我刻骨铭心。虽然因为当

兵让我走上了一条充满艰辛和障碍

的人生路，但军人的气质和担当一

直伴随着我一生。

那时，身披戎装的我，训练场上

与战友在摸爬滚打中并肩作战，一

起携手前行越过艰难险阻。400米
障碍，更是心灵与意志的试炼场。

那片充满跨桩、壕沟、矮墙、跳台、独

木桥、高墙与低桩网的赛道，是青春

的烙印，是勇气与坚韧的熔炉。

“宁跑五公里，不跑四百米。”这

句在军营中流传的一句话，道出了

400米障碍的独特魅力与挑战。那短

短的距离，却蕴含着无尽的艰难与强

度，成为战士们心中的“魔鬼之跃”。

当我还是一名年轻的战士，老

班长的话语时常在耳畔回响：“如果

连这400米的苦累都无法承受，你又

如何能够坚守岗位，如何在战火中

挺身而出？”这些话，如同种子，深植

我心，随着岁月的流逝，生根发芽。

军旅生涯，是一场与400米障碍

不断较量的旅程。每一次踏上那片

充满障碍的战场，都是一次对自我

的挑战，一次对生命力的颂歌。

初次练习400米障碍，并不是一

场全程的冲刺，而是将每一个障碍

物化作独立的挑战，让我们逐一克

服，逐一征服。那是奔跑与跳跃的

艺术，是攀越与钻爬的哲学。

400米障碍赛道的起始，是 100
米的空跑，它宛如人生初期的序章，

既不宜急躁，也不宜缓慢。这是一

段需要智慧与节奏的奔跑，既是为

了保存体力，也是为了把握时机。

这不禁让我想起少年时代的奔跑，

那是一种无拘无束、潇洒自如的体

验，如同驰骋在一片广阔的平原，心

中充满了快乐与轻松。

这段奔跑，尽管看似简单，却并

非毫无意义。它是一场为人生热身

的前奏，是为后续挑战积累力量的

宝贵时刻。尽管短暂，尽管轻松，却

孕育着无限的幻想与憧憬，它带给

我们一种领略人生美好的快感。

中年回首，我更深刻地体会到，

这段初始的奔跑，其实是对人生的

一种隐喻。它告诫我们，在人生的

旅途中，若总是急于求成，争强好

胜，往往会在关键时刻力不从心，甚

至自食其果。真正的智慧，在于懂

得在何时蓄力，在何时发力。

踏入400米障碍的第二阶段，那

一系列的挑战—踩三步桩、跨方坑、

跃低墙、攀高板、跑独木桥、翻高墙、

穿过低桩网—如同青年时期初入社

会的我们，需要满怀自信，敢于拼

搏。在这个阶段，我们将障碍踩在

脚下，将困难抛在身后，以驾驭者的

姿态，带着几分轻蔑的心理，以及历

经挫折后的微小收获，去迎接每一

个迎面而来的挑战。

面对那些看似难以逾越的“高

墙”，我们无需恐惧，不必觉得它们

难以攀越。往往在不经意间，我们

会发现墙的另一面是无限的美好风

光，而翻过这道“墙”，并不需要太多

的力气，只需一颗坚定的心。

就像跑过“独木桥”，有时前方

的“路”只有一条，我们必须坚定不

移地向前迈进，才能抵达成功的彼

岸。在人生的旅途中，许多羁绊并

不总是来自障碍本身，而是源于我

们错误的超越方式，或是能力的不

足。然而，这决不能成为我们停步

的理由，我们必须勇敢地向前。

400米障碍的第三阶段，是对一

个人坚韧与意志的终极考验。这个

阶段，宛如步入壮年的人生，智慧与

成熟成为我们的标签，莽撞与冲动

日渐褪去。我们的眼界更加宽广，

心态更加端正，学会了谦虚，懂得了

低调行事的重要性。

在这个阶段，我们能够从容地

低头，屈尊从铁丝网下爬过，能够游

刃有余地从独木桥下钻过，也能够

骄傲地踏上人生的高台。我们学会

了忍受从“狗洞”里钻出的屈辱，从

“陷阱”中再度崛起的坚韧。我们知

道，如果不肯低下头，就会碰壁，就

会受伤。

登上“高板”，就如同我们的事

业和成就达到了一定的高峰。此

时，我们必须谨慎行事，以免从“高

板”上跌落，使事业遭受致命打击。

这是对耐力的考验，需要我们以一

种正确的心态去面对，不放弃，始终

瞄准最终的目标。

正是这个阶段，让我们深刻领

略了人生旅程的高低起伏，明白了

目标的清晰与重要。我们用言语和

行动承担责任，用坚韧和勇气迎接

挑战。当然，这个阶段的收获也是

最多的。

赛道仍在延伸，前方的路依旧

漫长，第四阶段的最后 100米冲刺，

才是真正考验我们的时候。此时的

我们，跨越了一个又一个障碍，身体

带着疲惫，甚至布满了伤痕。尽管

已经精疲力尽，但内心的信念仍在

燃烧，我们咬紧牙关，坚持着最后的

冲刺，向着胜利的终点迈进。那阵

热烈的掌声，就在前方等待着我们

的到来。

光阴似箭，我脱下军装离开部

队已经十多年，在新的工作岗位上

也遇到很多新的障碍，但总是保持

着一种奋进精神，也取得一点点成

绩，这得益于我曾是一名军人的那

种永不放弃、勇敢战胜层层障碍的

拼搏精神。

也许，障碍才是人生，人生路上

遇到障碍，不是选择避开它，而应该

勇敢地去战胜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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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记事

荷叶出水，仿佛是在一夜之间。

前些天，荷塘的水面还是空荡

荡的，只有不多的几片荷叶在随风

摇动，看着有些孤单。这才过了几

天的时间，荷叶已经遮住了荷塘的

水面，已是挤挤挨挨的热闹。一些

荷花的花苞，从碧绿的荷叶间探出

头来，粉红饱满，像是有满腹的心

事，或是话语，它们也在风中，也摇

动，只是幅度比荷叶要小些，如此就

有了静观的意味。此时，荷花的花

苞在静观什么呢？

我路过荷塘时，站在岸边看了

一会儿，终是不甚了了，在阵阵荷香

里离开了。

老家村庄的东面，有一片大

湖，湖里有大片的荷叶荷花。夏

夜乘凉，都在村庄的空敞处，

在晒场上、大树下、村道上摆

满了竹凉床和躺椅。若是刮

起东风，便有阵阵荷香从大湖方向

吹来。虞世南《咏风》里写的“动枝

生乱影，吹风送远香”，大概就是这

个样子吧。

我们都喜欢荷叶荷花。白天最

热的时候，我们钻进荷塘里，摘一片

大荷叶，倒扣在头上，当帽子戴。也

摘一两朵荷花，拿在手里，凑到鼻前

嗅嗅花香。年少时，对一枝荷花终

是缺少耐心，只过了一会儿，便将荷

花的花瓣一片片地摘下来，放在水

面上，用手轻轻地拂水，让它们像小

船一样飘来飘去。

摘去花瓣的荷花，露出里面金

黄色的花蕊，花蕊的中间已经有一

个小小的莲蓬头了，嫩黄色，可以看

见莲蓬头上尚未成形的莲子，很是

可爱。凑上去嗅嗅，有淡淡的莲香，

让人忍不住想咬一口。莲蓬成熟，

要到盛夏。

到了盛夏，我们多数时候是在

大湖的荷塘里度过的。我们还会和

之前一样摘荷叶，只是不摘荷花了，

而是开始摘莲蓬了。从莲蓬里的莲

子还未长好时就开始摘，直摘到立

秋前后。立秋后，天气凉了，家里人

就不让我们下水了。

新摘的莲蓬，赶紧剥出莲子来

吃。吃的第一个莲子，于鲜甜里，还

尝到一丝微微的苦味，那是碧绿的

莲心的苦。吃第二个莲子时，会剥

开莲子，取出里面翠绿的莲心，莲子

嫩嫩的鲜甜的味道就更加诱人了。

每次从大湖回来，都会摘一大捧莲

蓬回来，用上衣兜着，背着，像背一

个大包袱。背着一衣兜莲蓬，从大

湖走回家的那种幸福感，现在想起

来，依然能感受到。

金农在题为《荷塘忆旧》的画中

题词写道：“荷花开了，银塘悄悄。

新凉早，套翅蜻蜓多少？六六水窗

通，扇底微风。记得那人同坐，纤手

剥莲蓬。”我的印象里，好像没有纤

手剥莲蓬的感受，或许是因为当时

年少，或许是因为莲子的甜润，冲淡

了类似的记忆。可我还是会想起自

己暑假里摘莲蓬的日子，那样的时

光是单纯而幸福的。还是喜欢辛弃

疾在《清平乐·村居》里写的：“最喜

小儿亡赖，溪头卧剥莲蓬”，彼时的

我们，也是一个爱在溪头剥着莲蓬

的无赖小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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