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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丰通讯

净肠河畔花枝艳，冬色岸边未觉寒。

季节轮回多雅趣，人生无处不清欢。

冬阳寻芳
★姚庆河

经常在网络上看到有关一些老人的负面报道，诸如公交车上年轻人不给让

座就言语辱骂甚至老拳相向、老人困于电梯被解救后暴打施救者、广场舞大妈严

重扰民等等。就忍不住想，当我老了，我会做一个怎样的老人？我该做一个怎样

的老人？

当我老了，一定要比今天的我更加自尊自重。年老，不是必然得到别人尊敬

的理由，它只是你的生命走向衰老的表征。中华民族有尊老敬老的传统，这是我

们民族的文明礼仪，但它并不是法定的责任和义务，决不能成为我们为老不尊的

借口。身为老者，自尊自重方可赢得他人的尊重。

当我老了，一定要比今天的我更具包容心。生命在岁月中流逝，思想却在岁

月中积淀，又因积淀变得丰富而深邃。年老的我理应比年轻的我更能理解这世

间的各种人和事，因而也应更具包容心。要知道，包容错误，接纳异己，是一种多

么难得的雅量！而具备这种雅量的老人才会赢得别人的敬重。

当我老了，一定要比今天的我更能悦纳自己。宽容别人，也要悦纳自己。年

轻时候的我是不懂这个道理的，经常因为自己的错误而惩罚自己，结果弄得自己

痛苦不已。事后想想，实在不值得，正所谓“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人孰无过？过

而能改，善莫大焉！悦纳自己，就是给自己一个出口，一个机会，它能帮助你正视

自己，接受自己的不完美。

当我老了，一定要比今天的我更有智慧。在人世间闯荡了几十年，什么样的

人没见过，什么样的事没经过，什么样的苦没受过，什么样的福没享过？此生因

成功而积累的经验、因失败而得到的教训，到年老的时候都将变成生活的智慧，

使你在面对任何纷繁复杂的事情时都能够游刃有余地加以解决。

当我老了，一定要比今天的我更懂得珍惜。珍惜生命，珍惜健康，珍惜亲情，

珍惜友情，珍惜我所拥有的一切。年轻时的我不甚懂得珍惜，总觉得日子还长，

机会有的是，可当时间从生命中一点点流逝，才惊觉一切都来不及了！因此，在

我生命的余年，一定要更加珍惜我所拥有的一切。每一个醒来的黎明，每一天升

起的太阳，每一缕清新的空气……都值得珍视。

当我老了 ★高英

一块砖，砌下去之前

托在手心，总要掂量掂量

抛转几个来回。砖有几斤几两

泥刀还能不清楚？习惯了

就像自个的娃，总爱摸摸瞅瞅

一辈子也看不够似的

吊线砣实沉，把日子绷得紧

砣尖闪着金属的冷光，垂向土地

决定了一把泥刀的命运

顺着吊线的指引，砖头嚼着汗渍

吞咽着水泥钢筋

踩着粗糙的掌纹，一层一层

攀上高高的脚手架

一把泥刀，在异乡翻耕、播种

让城市开花，长成花园

却不能除却

家乡庄稼地里的杂草

和心头疯长的乡愁

建筑工人
★李民强

华清池畔水无声，犹记当年起谏兵。

莫道风云曾一瞬，是非自有后人评。

双十二有怀
★阿卫国

琼英伴国香，片片落庭堂。

问君花来处，九霄瑶台上。

本是仙宫花，愿分人间赏。

仙宫花
★何玉浩

金陵倭寇狰，蹂躏炭生灵。

烧舍掠财物，杀娘刺腹婴。

刀割人脑袋，血染石头城。

勿忘国家恨，团结灭日瀛。

国家公祭日感怀
★李剑友

小时候，我家住

在一座三进三出的

院落里，那是原来村

上地主的房子，地基

用一块块长方形的

青石板砌成，四面墙

里生外熟，房顶五脊

六兽，堂屋门前还用

青砖铺有半尺高的

月台。房坡上的青

瓦已经斑驳陆离，生

长着高矮不一的青

苔，月台的角落里长

有薄薄的一层绿色

苔藓，颜色有深有

浅，看上去年纪相当

大了。

听老人讲，土改

时政府分配住进来

有八九户人家，我们

家分的是两间不太

结实的西厢房，住进

去没有几年，就在一

次大雨中倒塌了，幸

亏全家人跑进对面

的两间东厢房里，才

躲过一劫。东厢房

是分给五叔的房子，

他在外读书一直未

归，就把房子借给我

们住了十几年。

后来，随着姊妹几个慢慢长高，两间小厢

房里挤不下了，父亲就找生产队划了一块宅

基地，央亲托友，东挪西借，并请村上人帮忙，

用了一年多时间盖起三间柴瓦房，也有了我

记忆里的第一次搬家。

盖房子落下了一屁股债务，使本来贫穷

的家里雪上加霜，只能一天吃三顿红薯饭。

临近春节，村里很多人家开始割肉买菜准备

年货了，我们家依旧静悄悄，哪有钱置办年货

呀。还是善良的姑父冒雪送来几十斤白玉

米，姐姐连夜拉到磨坊磨成面粉，过年才吃了

几天假冒的白面馍。第二年春天的日子更难

过，家里连果腹的红薯也吃完了，父亲只好借

钱买回几十斤价格便宜的红薯干，那是被雨

水淋过的，吃到嘴里又苦又涩。就是这些发

霉的红薯干，让我们度过了青黄不接的日子。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我已经到县城工

作，住在单位宿舍，结婚之后把老家的东西简

单收拾一下，有了我成家后的第一次搬家。

当时楼上住了几个结了婚的年轻人，宿

舍楼的铁丝绳上经常搭有成排的小孩儿尿

布。那个年代还没有尿不湿，尿布都是废物

利用，把废旧的衣服、床单、被面等洗干净，剪

裁好，既柔软又吸水还环保。远远看过去，搭

在铁丝绳上的尿布花花绿绿，五颜六色，充满

了生活气息。可时间长了就有人提出，院里

晾晒小孩尿布有碍观瞻，单位就要求已婚职

工全部搬出去住。

搬到哪里呢？一位热心的同事看我愁眉

不展，就帮忙介绍一家单位的家属楼，已经交

工大半年，我去看房时楼上楼下都住进去人

了。那时候房价比现在低多了，但我一个月

的工资也只能买一平米多一点，靠工资生活

的人根本买不起。人家拿出两套房子让我

选，一套是三楼，另一套是顶层的五楼，价格

相差两千元，我和妻子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五

楼。回到家把老底儿拿出来，也只有区区几

百元，还不足1.2万元房款的零头。

为了买房，我在寒冷的冬天骑着自行车

四处借钱，说尽了好话。现在回头想这件事

儿，一个刚上班的年轻人，自己没有积蓄，别

人也看不到希望，借给你钱得需要多大的勇

气呀！包括当时有钱的亲朋和同事，敢赌的

没有几个。非常感激孟叔、宽哥、国彬等大胆

伸出援手，才解了我的燃眉之急，让我从内心

里感激一辈子。同时，我也不怨恨任何一个

不借给我钱的人，因为那是人的正常思维，一

般人都会那么做。

进入腊月，终于交齐了房款，拿到了钥

匙，简单收拾之后，赶在春节前搬到了属于自

己的家。房子虽然是顶层，面积也只有九十

平，还是水泥地面，好在是一套三居室，麻雀

虽小五脏俱全，有厨房和卫生间。

一年时间飞逝而过，房子便宜的缺点也

暴露无遗，具体说就是冬不保暖夏不保凉。

那时候的楼顶保温层效果比较差，夏天的太

阳好像能把楼顶晒透，一到晚上热烘烘的，

尽管头顶上的吊扇呼呼旋转，温度还比楼下

高出好几度。冬天的房顶也好像也被冰雪

包裹一样，不防寒不保温，屋里生着煤火炉

也感觉不到温暖，温度又比楼下低了好几

度。从那时起，我又冒出了换房的想法。幸

亏妻子那几年起早贪黑做生意，攒了一点

钱，后来在马路对面买了一套四楼的房子，

才圆了我的美梦。

这套房子设计比较合理，30平米的客厅

方方正正，主卧和厨房都比较大，10 平米的

大阳台。经过简单装修以后，又购买了家具，

客厅放置了几盆绿植，完全是一副旧貌换新

颜的感觉，心旷神怡。按照当时的想法，这辈

子就住在这里，不再搬家了。只是天不遂人

愿，随着我工作的调动，这套房子没住几年就

换了主人。

搬到豫西后，头几年蜗居在单位的一套

一居室里。客厅用隔挡隔出里外间，里面放

了一张小床，外面放简易的沙发茶几，厨房

和卫生间也小巧玲珑，整体设计十分紧凑，

三口之家足矣。最让人喜欢的是这里昼夜

供应热水，一年四季洗澡方便，冬天刷锅洗

碗也不冻手。

那几年，家里最怕来客人。坐在沙发上

显得拥挤，加两把凳子吧，没有地方放，站着

又不是待客之道，有几次弄得十分尴尬。有

一年听说朋友要卖他的一套两居室，我就近

水楼台买下来，办好手续，退了公房搬进新

家，一下子柳暗花明又一村。这套房子位置

优越，交通便利，超市、银行近在咫尺，让我相

当惬意。

舒心的日子过得飞快，转眼间，孩子已经

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看着个头比我还高的

儿子，忽然感到又该换房了。

那一阵子，我和妻子一到周末就挤公交

车看房，把市区当时的楼盘看了个遍，最后在

一个栽种花草树木比较多的小区买了现房。

小区绿树掩映，小桥流水，曲径通幽，四排楼

房依地势而建，从北到南错落有致，楼距适

中，采光充分。前两年，老家的亲戚过来小住

几日，乐呵呵地对我说，你住这二楼不赖，跟

咱农村的宅子差不多，坐在屋里就能看见院

里长的树，也能看见院里开的花。亲戚的看

法也正是当初我买房的初衷，这里虽处钢筋

水泥铸就的城市，生态环境却似遥远的故乡

一般。

一晃十几个年头过去了，小区里的树木

已经枝繁叶茂，差不多有三层楼那么高，不管

是坐在沙发上还是躺在床上，或是在厨房和

卫生间，都能看到窗子外面的青枝绿叶，似锦

繁花。春天来了，百花盛开，万紫千红；夏天

到了，垂柳依依，绿树荫浓；到了深秋时节，银

杏树下总是落满厚厚的叶子，黄澄澄金灿灿，

常常引人驻足拍照。美中不足的是，已经长

高了的树木开始遮挡阳光，在白天的很多时

候客厅还要开灯。但我依旧喜欢这里，喜欢

呼吸这里醇厚的农村味道。

回首我经历过的几次搬家，每一次都有

不一样的感觉，每一次都留下了一串足迹。

记得有个朋友告诉我，每次搬家，都是对美好

生活的期盼，都是一种心灵的慰藉。我也这

么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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