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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边的守候总是那么动人，或

翘首企盼，或依依惜别。门边这个

狭小的视角一下子变成艺术的镜

头，充满了真情，长满了故事。美

好、不舍、依恋、盼望、喜悦、伤感在

门边缓缓流淌。

小时候，喜欢站在外婆家的门

边，眼巴巴地看着外面。市日的清

晨，街上的自行车“叮铃铃”地响着

铃穿行而过，菜篮子在自行车上摇

晃。外公也骑自行车，带回油条或

生煎包。我接过外公带回来的还冒

着热气的早点，美滋滋地享受着清

晨的美味。

一些家庭主妇拎着满篮子的菜

回来，步履轻快，笑容盈盈，与过往

的邻人打着招呼。经过外婆家的时

候，停了下来，歇歇脚，闲聊几句，

而我一声声“阿姨”甜甜地叫着她

们。她们欢喜，也一个劲儿地夸我：

“这外甥女啊，嘴真甜，今后本事大

哩！”然后忙不迭地从菜篮子里翻出

一个苹果或一块糕点递给我。

中午时分，我常常会在门边望着

对面的茶山。杏花雨里，小姨和一些

采茶女正在采茶，花花绿绿的雨衣，

像彩蝶一样缓缓飞在烟雨墨色的茶

山里，我寻找着小姨的身影，看她们

下山，远远地呼喊她，跑过去迎接。小

姨总会从山上给我带回来一束娇艳

的杜娟花，或者带回一把野葱。

我喜欢在落日的黄昏，站在外

婆家的后门，看着远方。夕阳的余

光，将后门照得柔和温暖，墙上的

太阳花在夕阳下显得安静祥和。看

着余晖慢慢被夜幕吞没，倦鸟归

林，远山苍茫，心头突然万分眷恋，

就想紧紧抓住最后一丝光亮，也突

然想念爸爸妈妈，泪流满面。有人

喊我，是大阿姨回来了，我喜出望

外，乐颠颠地跑去迎接。那时没有

手机、电话，来来往往都满是惊喜。

大阿姨在市里上班，她带回来巧克

力、指甲油、白纸，还有城里的故

事，城里的气息。

周日的清晨，我早早起床，守在

门边，因为父亲会来接我。我在门边

盼呀盼，看路人纷纷经过，听到一辆

摩托车的声音，以为是父亲，结果不

是，未免有点小失落。直到日头高

照，我嘟着嘴嚷道：“爸爸怎么还不

来接我？”外婆安慰道：“快了，说过

会儿来接你的。”眼看要到中午了，

又听到远处传来摩托车的声响，越

来越近了，是父亲，我欢呼雀跃地喊

着，父亲说半路爆胎了，所以迟到

了。我急匆匆地爬上后座，回头，外

婆在门边向我们挥手告别。

长大后，我外出求学，记得我

读大学那一年，要背井离乡，离开

亲爱的爷爷奶奶，要前往南京了。

南京对于奶奶来说是多么遥远的

地方。告别的那一天，年迈的奶奶

拄着拐杖站在门边，一脸不舍，耳

边都是絮絮叨叨的话，叮嘱我照顾

好自己。我一步一回头，她久久地

站在门边，望着，望着……

我知道奶奶年已古稀，不知明

天将会怎样，那次惜别，让我感伤。

云烟聚聚散散，人生迎来送往，门

边故事，令人动容。难怪古人道：

“何处合成愁？离人心上秋。”

一扇门，把世界分成两半。门

里的世界很小，门外的世界很大。

一条线，连着门里门外，连着

的，是思念。

在去单位的路边，经常会看

见一位老者，每天摆几副棋盘供

象棋爱好者博弈。源于对象棋的

爱好，每天下班经过此地，我总

会观望一阵。我除了懂得“观棋

者不语”之外，还悟出了一个道

理：“静之棋——必须遵守棋道，

动之棋——人生也得遵守行事做

人的规矩。”人生如棋，这么想

来，下棋与人生大径相同。

有一天，我正在观棋，旁边一

桌的动棋者与观棋者吵了起来，

因是观棋者不遵守棋德，帮另一

个动棋者指指点点。不过，这事

儿平息起来也快。俗话说“观棋

不语真君子”。看来，除了下棋者

需按棋道走之外，观棋者也必须

沉得住气。就如现今为人处事一

样，不该讲的不讲，不该问的不

问，不该做的不做。别人的事，听

之，而不议论；记之，而不传播；

观之，而不近观。

人到中年，回过头来想一想，

这人生还真如一盘棋，绝大部分

人都只是棋子。有时候下棋者因

布局需要，把你安放到某个位置

或岗位上，去做叶子或花，为他最

上层的根系服务，直到在自己的

位置和岗位上为全盘棋之胜负拼

尽杀绝，才算完成人生的使命。

想到这里，我相信多数人都

有这样的心路历程：年轻时在

校读书，到后来进入单位上班，

开始许多人都有满腔热情和远

大的志向，可不少人走着走着，

就感到人生的疲惫，日子如同

江水，畅流而过，有时回头，连

一点足迹也寻不着……但是，

即使这样，一切还得如同江水

一样，只有往前流淌，而不能向

后退缩。这亦如棋中兵、卒这些

角色，在棋道中只进不退，跑累

了，可横盘休息，休息好了，还得

继续前行。所以行事做人，更多

的时候我们得把自己放在一个

“兵”的位置上，才能领悟棋道的

内涵。当然，不能因为在前进中

披荆斩棘就要求下棋者将你升

任到车马炮这等“耀眼”位置

上，要想换角色，那又是另一棋

局中的事了。

做人行事亦如这棋局中的

角色，不管你是一个兵或卒，还

是车马炮等角色，每个角色都有

自己的使命，行走时得找准自己

的位置，才能走好自己人生的每

一步，才能在步伐中发挥自己的

潜能。

人生如棋，走对了路，就赢

了；走错了路，就输了。人生如

棋，没有真正的赢，也没有彻底

的输，生命的最终结局都一样。

所以人不管充当哪颗棋子与角

色，都要有自己的活法，如江水

勇往直前，如雄鹰搏击长空，如

兵卒只进不退。

夏夜繁星点点，蛙鸣阵阵，流萤

飞舞，夜色因点点流萤的游移，变得

富有诗意。满天萤光，发出柔和而明

亮的光,让人有着欣喜和愉悦之感，

对生活充满了希望和憧憬。

萤火虫是一种很小的昆虫，红

红的头，一对黑色的翅膀，黄褐色的

身体，腹部末端有一发光器官。萤火

虫真正的生命只有几天，从幼虫成

长为成虫需要五十多天，而它却为

了那仅有的几天，要经过六次的蜕

变才可以进入蛹阶段。绽放这短暂

的生命，照耀了最明亮的夏夜。

萤火虫是夏夜里最闪耀的风

景。家乡老宅前有一个池塘，夏日

的夜晚，池塘成了萤火虫的天地，

黑色的夜幕下，萤火虫飞来舞去，

犹如满天的星星撒落人间。萤火虫

数量之多，让人眼花缭乱。清朝诗

人何绍基在《慈仁寺荷花池》一诗

中云：“想见夜深人散后，满湖荧火

比星多。”在水面上飞来飞去的萤

火虫的荧光映入水中，比星星还要

多，诗中的意境，何其美妙。

萤火虫从草丛里飞出来，忽上

忽下，忽明忽暗，一闪一闪地飞旋

着。我悄悄接近它们，用玻璃瓶把

它们一只只收拢起来，整个玻璃瓶

就会闪闪发光，眼前亮光一片，人

萤共舞，营造出了一份美妙的意

境。追赶那草丛里美丽的“亮点”，

把捉来的这些“亮点”关进蚊帐内，

荧光一闪一闪的，在一片“光亮”中

很快便会进入梦乡。当我们漂泊异

乡，在陌生的地方孤枕难眠，看到

夜空里那点点的流萤，心中便会多

了几许乡愁。

夏夜如梦，萤火虫，是草丛里飞

来的精灵。夏夜看萤，给人一种明洁

的心境，点点光亮洗涤着夏的炎热，

给人快慰，让人惬意。萤是坠落的流

星，夏夜流萤飞舞，给夜色带来了缤

纷的动感，让心情豁然开朗。流萤，

是快乐的舞者，是光明的使者，诠释

着生命的美好和灿烂。萤火虫点点

晶莹，在夏夜的梦里细语，带来了一

片清凉。夏夜流萤，发出的闪闪亮

光，可以驱散寂寞和沉闷。

萤火虫是有灵性的。宋人周紫

芝的《秋晚》有诗句：“微萤不自知

时晚，犹抱余光照水飞。”夜空中，

萤火虫就像一盏盏小灯笼，点点光

亮可以启迪心智。骆宾王在《萤火

赋》中，赞美萤火虫道：“类君子之

有道，入暗室而不欺。”意为明人不

做暗事，君子之风要光明磊落，堂

堂正正。萤火虫生于腐草，可它却

追逐光明。《晋书·车胤传》中记载：

“车胤恭勤不倦，博学多通，家贫不

常得油，夏月则练囊盛数十萤火以

照书，以夜继日焉。”囊萤读书，人

们把书房叫作“萤窗”，隐喻苦读。

萤火虫用生命点燃光明，把光亮奉

献给了人间。

夏夜流萤，装点着我的夏梦，

把回家的路照亮，为我指引着前进

的方向，并在我的心灵深处点亮了

一盏灯。

闲暇时，我总喜欢翻看上中师

时的那本毕业纪念册，因为毕业纪

念册上那一行行泛黄的文字不仅

记录着我人生中最难忘的青春时

光，更珍藏着我和昔日同窗最真最

纯的情谊。

毕业纪念册的首页是我同桌

丽丽写下的几行娟秀小字：“同桌

的你哦，到了明天，我的眼里终于

可以不再只有你了，你安安静静地

待在我的心里吧，甭发芽哈，不然

我的心会被你戳伤的！”每每看到

这几句赠言，我就会想起那首歌

《我的眼里只有你》，想起丽丽。丽

丽是我中师三年的同桌且睡上下

铺，同吃同睡同学习，散步逛街手

牵手，可谓天天形影不离。有时她

回老家会捎家乡的苹果、酸枣给我

吃，我则带些花生、麻花让她品尝。

我们说话也超级默契，但偶尔也会

为一道数学题的解法而争得面红

耳赤。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我们俩

因一件道听途说的小事而发生误

会，我两天没有理她，即便有好几

次我能感受到她的目光停留在我

身上很久很久，我都没有抬头。第

三天恰好是周末，寝室里的红红和

翠翠一大早去市里了，睡在下铺已

经醒来却喜欢赖床的我，先是听到

上铺丽丽的辗转反侧声，继而是起

身穿衣、踩着我的床沿下床的声

音。我扭过头去，半闭着眼睛，佯装

睡觉，但我能感觉到丽丽就站在我

的床前看着我。

“你温柔的甜美，好象鸟儿天上

飞，只因为，我和你相爱相拥相依

偎。你的眼，我的泪，就算痛苦也珍

贵……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只有

你让我无法忘记……”是丽丽在轻

轻地唱给我听？再也忍不住，我扭头

坐起，与她正望着我的红肿的眼睛

对视。我们和好如初，这首歌成了我

们最喜欢听也最喜欢哼唱的歌，友

情也从此根植在了我们心底。

由于当时通信不够发达，也没

有手机、电话，加上她家住在一个交

通极为闭塞的山村，我给她写了几

封信都石沉大海。从此我们失去了

联系。但每当看到这本毕业纪念册，

我就会想起那段再也回不去的青春

时光，想起同窗好友的歌声，心里便

倍感温暖，如那个七月的阳光。

◎春天里的款曲

阳光是朴素的，

她让每一个细小的叶片，

平等地温暖。

风不需要鼓噪，它冷暖自知。

起风了，一定是它有话要说。

雨在来的路上，

他知道自己贵如油的诗和远方，

必须不停地奔走和选择，

并且，在最需要的地方驻足和释怀。

铜钱草淡定在貌似富贵的名字里，

除了静静的绿，便是悄悄的黄了。

角堇花开得别有用心，

每一束花都长在欣赏的目光之下。

玫瑰和月季不分彼此，

既模棱两可，又混淆视听。

芫荽从寒冬里缓过神来，

诱惑着人们的味蕾……

的确，春天是一个适合抒情的季节。

随便的一处蜗居，足以让心饱满。

随便的一句问候，都与春天有关，

都是心的出发。

◎谷雨絮语

借助雨棚、树叶，

小区里的雨弄出了不小的动静。

嗒嗒嗒地不绝于耳，

嗒嗒嗒地不辞辛劳。

这雨，是应谷之约而来的。

远方广袤的田野，

终于耐心地等到了暮春，

等到了心旌摇动的滋润。

踩着春的尾巴，

这雨下得既“绅士”，又“战士”，

像摸透了大地和庄稼的心思——

她没有瞧看天空灰蒙蒙的脸色，

也没有让风虚张声势，到处乱跑。

大地上该开的花还在次第开放，

雨中的花像极了沐浴中的女子。

蓬勃的植物，轻松褪掉身上的蒙尘，

愈发苍翠欲滴。

行驶在路上的车辆，

一改平日里的张扬、喧嚣和浮躁，

平心静气地享受这大自然难得的恩赐。

在谷雨时节，下雨是大概率事件——

下是常态，不下是例外。

雨，把准了时度效。

把准了时度效的这场叫“谷雨”的雨，

确实感动了我。

而且，它触发的另一场雨

在内心激起了更大的涟漪：

此刻，我正一步步被领回到

勤耕不辍的父母身边，

被领回到纯真无邪的童年时光，

被领回到与花草树木、

庄稼相依为命的田园生活……

我和谷雨，都在回家。

◎春草之下

以最早、最快的姿态长出来。

为的是，

适时给大地盖一床或厚或薄的被子。

用淡淡的体温温暖大地，

感召大地用浓浓的体温温暖人类。

而人类，

却吝惜用自己的体温

去温暖长期以来饱受轻贱的草。

草之于人，无言。人之于草，无颜。

因此，人——最终归宿于草下。

◎花，非花

挺过了整整一个花季，

几近枯萎，却还在坚守。

欣赏的目光越来越少，

她一再蜷缩，退让，躲闪，

仿佛随时都会从枝头上坠落，

甚或，从不屑一顾的目光中滑落。

风，一阵紧似一阵，像是催命。

而此刻，感觉：

她比我淡定，纯净……

门边风景
朱莉静（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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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里的流连
（四章）
黎均平（四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