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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世间情为何物
■姚化勤

一

A 兄，在您的老同学、我的老伴离开我们半年后
的清明节，我收到了您的微信———劝我节哀，嘱我上
坟时代您祭奠师妹的亡魂。其言之诚恳、其意之殷切，
在当下人走茶凉的社会里，使我不能不心生感动。

记得 3 年前，您来京旅游，得知老同学患癌的消
息，立马改变行程，来医院探望。 虽然咱是初次相见，
但您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直觉告诉我，您是个
重感情的人。

在您的老同学被病魔夺走生命，我痛苦得欲哭无
泪、欲诉无言的时候，读到了您传来的祭文。 那是怎
样的一种痛彻肺腑的倾诉啊！曰：“呜呼！闻噩讯，失同
窗。 惊愕愕，如五雷轰顶；悲切切，似万箭穿胸。 天苍
苍，无以言表；地茫茫，难诉深情。 ”许是咱们心有灵
犀，开篇这椎心泣血的语言，句句道出了我想说而说
不出的心声，竟让我一时情绪失控，无法卒读了。

次日，心情平静后，再看您的文字，我看到的不再
是一味的悲痛，更有您描绘的老同学的少女形象，令
人油然想起曹子建笔下的洛神，未免过于夸张了。 然
而，却与我对老伴刚结婚时的印象大致相同，情人眼
里出西施吧。 同学情也好，夫妻情也罢，反正在我们
有情人的心目中，她够得上古人“窈窕淑女”的标准
了。于是，像蓦然饮下瓶柠檬汁，一种酸酸甜甜的感觉
直入脏腑，顷刻间稀释了我心中的“黄连苦”。

二

A 兄，之前从您老同学的口中得知你们曾经同窗
6 年，而您的成绩一直在班里名列前茅，因此我对您
仰慕已久。 走出校门后，您和老同学再没交往，我无
缘结识您。

读了您的祭文，我才豁然明白，您一直把老同学
珍藏在心中，以至于毕业 50 多年了，仍然能逼真地
写出她中学时的模样。 含而不露的感情，往往最情真
意深，一如窖藏的老酒，密封得越严越久，启封后越
醇香怡人。 我真被您文字中的情感陶醉了，禁不住想
问句醉话：您对老同学如此情深，怎么就没向她表白
呢？

我是凡夫俗子，老实讲，我最初迷上您老同学的
原因，恰恰是您形容的她那嫦娥般的姿容。 说来，今
天的人们断难相信，那时，我刚考上你们就读过的高
小， 才过了 13 岁生日， 您的老同学也仅 14 岁的年
龄。我们至多是情窦初开，哪懂得什么爱情！然而，那
年代，在我们那闭塞落后的乡村，我的婶母、她的表
姑竟然做月老，在我们之间牵起了红绳。 相亲那天，
她那高挑的个儿、红润的双颊，尤其那双水汪汪的大
眼，只朝我轻轻一瞟，便使我魂不守舍了。 继而自惭
形秽，深感自己配不上她，认为俺俩一准儿“没戏”。
谁知，我们不仅订了婚，还走进了婚姻的殿堂，厮守
终生。

三

和大多数男同胞一样，婚前我把长相漂亮当作择
偶标准，结了婚才醒悟———原来居家过日子，就是现
实的柴米油盐，妻子的勤劳、贤惠，才是生活的第一需
要。

您的老同学当然并非完美无缺，也有不尽如人意
的地方。 我们也发生过争执，可她从不伤害我的自尊
心，一旦见我真的发火了，往往自寻台阶，嘟囔一句：
耍什么牛脾气呢？ 然后默默转身离开。 不仅如此，那
时，我俩都被乡亲们推荐成了民办教师。 她知道我没
读过正规中学，只是小学毕业，很难胜任工作，就和父
母揽起了所有的家务，给我腾出时间读书学习。 由于
一家人的倾力支持， 我的教学能力才有了很大的提
高，后来还被聘为补贴远高于民办教师的代课教师。

让人喜出望外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省内的
师范类院校开始对民办教师定向招生。 只是我们县
近万名民办教师，计划招收的名额仅有百人，竞争的
激烈程度可想而知。 哪敢想，您那不显山露水的老同
学竟一试成功，被一所师范学校录取。 次年，我也如
愿以偿，考上了一所师范学院。

从此，我们家改变了命运。
从此，您眼中的天仙，成了我心里的福星。 我对

她刮目相看，愈加相信且依赖她了。

四

A 兄，您的老同学弥留之际，喃喃自语：“我……
活得值，很……很幸福。”这话，使我正哀痛不已的心，
得到了些许安慰。 仔细想想，此言应该是她对自己人
生的评价了。

其实，她为家人的生计操劳了一辈子。 早年既教
书又种责任田，常常起五更、搭黄昏地忙着挣钱，用以
贴补家用、供养孩子，自己则连件像样的衣服都舍不
得买。 晚年，可以享受退休的清闲了，却心甘情愿当
起了孩子家的保姆，照样终日忙忙碌碌，直到病倒，不
久撒手人寰。她却自以为“很幸福”。胸怀阳光的人，即
使乌云罩顶，也会觉得色彩斑斓吧。

您的老同学知道自己来日不多后，对我反复说的
话是：“老两口谁先走谁有福啊！ 我患病有你日夜陪
伴，能吃上孩子为咱订的‘金婚宴’，我知足了。 ”“没
了我，谁陪你打发黑夜呢？ 你还是再找个伴儿吧。 ”我
悲塞咽喉，沉默不语。

她走后，真有几个朋友张罗着为我介绍对象，我
一概婉言谢绝。 若问原因，那就只能是“曾经沧海难
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

如果灵魂有知，相信您的老同学一定会说：“我的
老伴虽然平凡，但他忠于感情，我很幸福。 ”若是明天
上坟时， 我再告诉她包括您在内的亲友对她都很怀
念，她必然要含笑九泉了。

A 兄，您以为呢？

故乡迷人的青纱帐
■昕昱

夕阳的余晖温柔地洒在青纱帐上， 金色与青绿相
融，宛如一幅温馨的画卷。

那是故乡特有的青纱帐，随着微风轻轻摇曳，仿佛
在述说一个个关于亲情的故事。 每当我踏入这片熟悉
的土地， 青纱帐便会在我的眼前浮现， 成为一道永恒
的风景 ， 牵引着我沉浸在那温暖而深沉的亲情回忆
中。

夏日的阳光在青纱帐上洒下斑驳的光影， 就像时
间在无情流逝中的剪影。 那时的我们， 在青纱帐中追
逐、欢笑，享受着夏日的美好。 而现在，我只能静静地站
在远处，用心感受那微风轻拂过青纱帐的触感，仿佛能
感受到当年的自己在风中奔跑时的轻快。

我走入这片玉米田，可以看到种植玉米的过程。 夏
天，农民在这片土地上播种玉米，一天天等待着种子发
芽。 天气炎热，玉米苗迅速长高，犹如一群害羞的少女，
羞答答地向着阳光伸展。 再后来，翠绿的叶子一天天茂
盛，郁郁葱葱。

我记得，在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里，青纱帐中总是
充满了欢声笑语。 夏夜，妈妈会带着我和哥哥在那里乘
凉，听姥姥姥爷讲述古老的传说，讲述关于这片土地的
故事。 夏夜的微风拂过，带走了一天的疲惫，也带来了
一份独有的宁静。 青纱帐在月光下泛着淡淡的蓝色，仿
佛它也在倾听着我们的欢声笑语， 见证着我们一家人
的快乐时光。

走在这片古老而又充满生机的土地上， 我的视线
不由得被翠绿的玉米田所吸引。 玉米仿佛在微风中低
语着古老的秘密， 以及隐藏在翠绿叶片下的故事和传
说。 站在这无垠的绿色海洋中，似乎可以听到玉米在窃
窃私语， 分享着它们从泥土中汲取的甘甜与生命的智
慧。

暑假，我再次回到故乡，青纱帐依旧。 只是，那些曾
经陪伴我成长的亲人已渐渐老去， 他们的笑容也在岁
月的冲刷下逐渐模糊。 但青纱帐依旧在那里，静静地等
待着下一代人的到来。

那天，姥姥带着弟弟在玉米田玩耍，弟弟好奇地摸
着那碧绿的叶子，叶子轻轻摇曳，仿佛在向我们招手。
一群蝴蝶翩翩起舞，像是精灵在空中跳着优美的舞蹈。
小小的蚂蚱跳跃到脚边，青蛙在水坑边呱呱叫着。 姥姥
笑着告诉我们，这些小动物都是玉米田的孩子，和它们
玩耍， 有一种难得的快乐。 姥姥轻轻地抚摸着弟弟的
头，脸上露出了慈祥的笑容。 我静静地站在一旁，看着
这一幕，心中涌起一股暖流。 恰在此时，一只蜻蜓落在
我的肩膀上，它的翅膀在夕阳下闪着微光。

那些温馨的时光仿佛一幅幅美丽的画卷， 展现在
我的眼前。 妈妈的笑声、姥爷的慈祥、姥姥的温柔，都仿
佛在这片青纱帐下凝固，成为永恒的记忆。 即便是他们
离我而去，即便是我已长大成人，青纱帐下那些美好的
时光，始终深深地刻在我的心中。

当我再次抬头看向那片青纱帐， 心中充满了对家
乡的眷恋和对亲人的思念。 青纱帐，仿佛成了我与家乡
之间最坚实的纽带， 让我时刻感受到家的温暖和亲人
的关怀。 在我心中，青纱帐永远是故乡最美的风景、最
温馨的家园。

在这个繁忙的世界里，或许我们已经遗忘了许多，
但家乡的青纱帐和那温馨的亲情，却永远不会被遗忘。
它们永远在我的心中，温暖着我、引导着我，让我明白，
无论走到哪里，亲情都是我最坚实的依靠。故乡迷人的
青纱帐，让我找到了家的方向，也找到了爱的力量。

遇周兴嗣雕像
■庞华

一座八米多高的雕像 矗立

在宁洛高速沈丘出口处

古陈郡项古老的大槐树旁

每年很多次经过这个地方

我总要与他隔着车窗相望

他总是静静地站立在那儿

倾听 远望

他在听

听中华槐园讲一夜白头的故事

听沙颍河水昼夜不息的吟唱

听千字文广场上的诵读琅琅

他在看

看家乡的春和景明

看家乡的万千气象

看家乡的诗和远方

周兴嗣雕像

一座一千个不重复不连贯的方块字建造的纪

念碑

人人间间真真情情

心心灵灵感感悟悟

乡乡土土人人情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