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文艺副刊2023年12月3日 星期日

副刊部主办 组版：李够梅 责编：李够梅 校对：孟柯妤 电子信箱：llrbfk@163.com

没有想到，那天下午的雨，会越下越大。

我们坐着大巴车，穿过弯弯曲曲的山道，穿过密

密茂茂的绿树,颠颠簸簸地来到那座小二层的白色小

楼前，下了车时，已经是下午五点多了。

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精神䦆铄地迎了上来，忙

和我们打招呼，在雨中把我们引进了一层的大屋里。

人们都叫他老高。我才知道他就是高华处，曾经是

2017 年脱贫攻坚“感动吕梁”的人物。我是第一次见

老高。如今已经是 74岁的老人了，身板硬朗，清清瘦

瘦，满面红光，十分健谈。他说，现在咱们所处的地

方，在地图上叫宋家沟，也叫冯家沟，用汽车上的导

航，导冯家沟，就能来到这里。过去这里是个三不管

地带，是一个乱石荒沟，有十里多长。是兴县两个乡

镇三个村子的交叉地带，属于蔡家崖乡碾子村和高家

山镇宋家山村、冯家沟村共有的地方。

我们都拥簇着他，欢笑着让他坐下，让他给我们

讲他治理荒山、植树造林的故事。他满脸通红，好像

有些羞涩，不好意思地笑着，说欢迎你们冒着雨来到

这里，其实我也没什么好讲的，就是做了一点栽树的

意思。我们都笑着鼓掌，说，老高您坐下讲，我们就是

想听你二十几年栽树的故事。老高这才坐下，在屋外

淅淅沥沥的雨声中，给我们讲起了他植树造林的故

事。

老高说，我们这里紧靠黄河，那黄河里的水，泥沙

很大，小时候，就听大人们说是“一碗水，半碗沙”，水

土流失很严重。我这人，年轻就爱种树，看见树种活

了就高兴。从年轻就有这个爱好，就像人们喜欢玩麻

将打扑克一样。我这人经历很复杂，1971年 4月，当时

20岁，就当了民兵连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被派到水

江头大队担任党支部书记。那时候，水江头村是兴县

出了名的“老大难”村，因为穷得没有出路，有几户人

家讨吃要饭流落到内蒙古。面对这个局面，我忧心忡

忡，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改变这个局面。我经过走

家进户，调查研究，深思熟虑后，决定种树。成立了一

个 25 人的造林专业队，又从外地聘请专业的技术人

员，常年住在村里，面对面做指导。经过 6年苦战，村

里修通了路，供上了电，全村 2100亩山坡地都栽上了

核桃树，人均用材林 2亩、核桃林 5亩、红枣林 2亩、水

果林 2亩、灌木林 2亩，实现了“村庄四旁树成网，荒山

秃岭穿绿装。白天高音喇叭响，晚上电灯亮堂堂。循

环公路通四方，干部群众喜洋洋。”后来，土地下户后，

乡镇书记见我在村里也没什么好营生干，就把我调到

乡里当了补贴干部，但还是农村户口。后来这个书记

到了县里当下领导，又把我调到县里的街道办负责卫

生清洁队。领导可能觉得我工作认真，又喜欢管树种

树，就把我调到了县林业局，我就一直干到了林业局

副局长。上世纪 90年代末，吕梁市号召“退耕还林”，

“治理荒山荒坡”。我当时已经 50岁。县里一般是超

过五十岁，就要下岗离职，让年轻人干。我就想去承

包 4800 亩的宋家沟，买“四荒”（荒山、荒沟、荒丘、荒

滩），植树造林。

我急忙问他，家里的人同意吗？大家也都息声静

气地望着他。

老高脸红红地笑着，说哪里能同意？老婆和亲戚

们都说我是发神经了，还说俺把你想的这事和村里人

说了，人们都说你是个傻瓜，说那些荒沟就是无底洞，

花多少钱也不顶事，看不见。好几天，老婆也不理我，

不给我做饭，说你喝西北风去吧。

我们哈哈大笑。他也嘿嘿嘿地笑着。老高说，

2000 年一开春，我就一个人，扛着工具，背着一捆行

李卷，来到宋家沟里的河滩里，搭了一个帐篷，挖了

一个坑坑吃水，支起一个小洋炉，做的吃饭，开始了

我的种树生活。就这样住了一年多，就在沟里盖了

一个小房子，继续种树。老婆说的对，真的是无底

洞，因为投入太多，又没有收入，就我的那点工资，仅

仅两年，我就欠下了十多万外债。为了清还施工队

和村里人的打工钱，我把大儿子准备结婚用的彩礼

钱挪用，把城里居住的房屋变卖。即使这样，我也没

有放弃，打坝、填土、修路、通电、育苗、植树，一年接

一年 ,我领着周边村里的三个没儿没女的五保户、五

个贫困户，一起干，就这样干了 23 年，到今年 10 月

份，就整整 23年了。原来这里就是乱石荒沟，整个沟

里没有一棵树，种上庄稼也长不成个样子，就是人们

放羊的地方。现在，4800 亩荒山荒沟全部绿化，种植

油松、侧柏等 34 种树，累计造林并管护 6200 亩，植树

10 万余株，栽核桃树 1 万株，培育优质红枣 1 万株，酸

枣接大枣 5千株 ,四旁植树 1万株，培育各种优质苗木

150亩，容器油松侧柏 100万苗。老高嘿嘿嘿地笑着，

说，北京和雄安新区选中了我种植的五米油松 300多

株。我坐的离老人最近，能看出来，他的脸上充满了

一种说不出的自豪。

坐在旁边离他不远的兴县县委宣传部武部长说，

老高不仅在这里植树造林，还在这里办了不少好事，

建成水井 10孔，100立方高位水池一座，基本农田 600
亩，水泥路 5 公里，田间道路 2 公里，架设高架线 3 公

里，建成九曲黄河阵、晋绥生态碑林、小型生态广场、

办公楼、弥陀寺院、健身场地、采摘园、120师学校校外

实践基地等等。

老高羞涩地摆摆手，说我这个人就是爱栽树，也

没有别的。栽了这么多树，我怕我离开人世后，着火

呀，人们砍树呀，破坏森林，我就想把文化的东西搞进

来，通过文化来教育人、感化人。武部长也同意我的

想法。我就找吕梁佛教协会，在这里修建了个弥陀寺

院。另一项就是黄河文化九曲碑林，纪念碑林，计划

立 360通，现在己经立了 88通，都是做出历史贡献、文

化成就的晋绥英雄人物，以及兴县籍人士，比如贺龙、

关向应、李井泉、续范亭等，比如孙嘉淦、张旺等，比如

牛友兰、刘少白、牛荫冠等，比如高如星、田东照、李万

林、贾宝执等。目的就是教育后一代，热爱家乡，热爱

自然，保护树林。另外，我还修了一个九曲黄河阵。

这是一个非遗文化，过去黄河两岸的人，正月里都要

游九曲黄河阵，祛除百病，一年通顺，吉祥如意。过去

建的不太好。去年武部长给我从省里争取了 20万元，

我重新整修，提高了水平，做了围墙，几个亭子，大门，

今年正月里来的人就很多。下一步还要增加灯光和

音响。总之，文化的东西，都是从保护树的目的出发

的，同时也传承了中华的优秀传统文化。我要努力把

九曲黄河阵和晋绥生态碑林搞成全吕梁、全山西的精

品，把乡村旅游发展起来。把这一切都做好，我的心

里就也安然了，息心了，我就到快乐地到那边的世界

去了。

大家都欢笑着鼓掌，纷纷说老人真会讲话。

老高羞涩地摇着头，说大概就是这些，我也就是

一个爱栽树，也没有做出什么值得夸赞的事。今天大

家冒着雨来到这里，真的就是一个缘份。我虽然文化

不是太高，但是，我知道宣传的力量很大。和各位比

起来，我真的不好意思说，我也是一个业余文学爱好

者，好多前年，我把我植树造林的生活，写成一篇文

章，叫《我的低碳生活》，参加了全国的征文大赛活动，

还得了个二等奖，得了奖金 2000块钱，还有一个数码

相框。

哎呀！呀哟！我们都热烈鼓掌，欢叫了起来,朝老

高竖起了大拇指，说你是一个老“文青”！

老高脸红彤彤地笑着说，不行，不行，业余文学爱

好者。他笑着说，那篇得奖的文章出来，我女儿在省

财经学院当老师，正好和我们县里郭颖书记的侄女在

一个办公室。她们看这个文章时，正好让郭颖书记的

老伴去看侄女时也看到了。老伴回家后就给他老汉

说，郭颖书记也就知道这件事了。结果，过了几天，郭

颖书记就到我这里走了一趟，看了半天，也没说个

甚。结果，到年底的时候，他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他

说,老高，我把全县的小流域治理工程都看完了，还是

数你付出大、做的好，政府帮助你一下，你打个报告，

给你点经费，支持你一下。我懵了，说打多少呢？他

说你说多少就多少。我说那就十来万吧？他睁大眼

睛说，噫？你修建个房子，改善一下居住条件，修得好

一点，给你 50万元。

啊呀！我们又欢叫了起来，说，好，好，这下可好

啦！

老高接着说，后来，他又碰上我了，问我，房子盖

的怎么样？我说盖好了。他又问，花了多少钱？我说

70 多万。他又说，你再打个报告，政府再支持你 10
万。你们看，这就是宣传的力量。我知道，你们这些

笔杆子没有权，但是，你们回去后用你们的笔杆子写

出文章，很快就会在那些报纸、杂志、微信上登了出

来，又是给我支持和鼓励。不过，我也年岁大了，干不

动了，宋家沟的这些资产，我是不会交给子女继承的，

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会以党费的形式，全部无偿交

给国家，让它为黄河、周边的老百姓发挥更大的效益。

我们都哈哈哈地大笑了，说老高真的是个明白

人。

老高羞涩地笑着说，你们冒着雨从大老远的地方

跑来看我，我真的是三生有幸。我本应该引上大家看

看我种的那些树，看看那些文化生态碑林，看看九曲

黄河阵，可惜外面的雨下得太大，天又黑了。我们还

是到前面的院子里吃晚饭吧。这里也没什么好吃的，

都是自家种下的绿色食品，毛豆、玉米、南瓜、豆角角，

自已喂的猪的猪肉，自己喂的鸡下的鸡蛋。

就这样，跟着老高走进山脚下树林里那个小院，

三眼窑洞，一间厦房。老高的老伴、儿子儿媳、大孙

子，还有附近村里的几个老汉，已忙碌着给我们做饭

上菜。窑洞对面的蓝色铝合金板大棚里，摆的三大

桌，和厦房里的一桌，整整四桌。大盘的连枝带叶的

毛毛豆，热气腾腾的玉米棒子、南瓜瓣瓣、土豆块儿,金
黄色的妙家鸡蛋，香喷喷的红烤肉、手抓排骨肉、肉丸

子，还有凉拌西红柿、地皮莱、皮冻，一会儿，又上来了

又喧又白的大馒头，大碗的大烩菜。一会儿，又端上

来了一瓶瓶沙棘汁和兴县自己生产的“品鉴”牌白

酒。这是我有生以来吃得最难忘的一顿饭。雨在上

面拍打着铝合金板棚顶，大珠小珠落玉盘，噼哩叭啦，

噼哩叭啦，给我们伴奏着音乐，我们却在下面吃得愉

快，吃得痛快，吃得豪放。有的桌子上，喝着酒，竟唱

起了民歌山曲……

老高这天晚上也喝得很高兴，举着酒杯过来和我

们一桌一桌敬酒，一个一个喝酒，我们也都祝老高身

体健康，事事如意。

天已经大黑了，吃完饭，我们都从院子里出来

了。老高穿着雨衣，站在小道上，和我们一个一个握

手告别。

雨，还在下着，唰唰唰的，淅淅沥沥，忽急忽慢，若

紧若缓，充满了不一样的深情厚意。

宋家沟的雨夜晚饭
□ 马明高

好大一场雪
（外一首）

□ 吕世豪

三三川川河河

这一生

头顶飘过许多场雪

有小雪 也有中雪大雪

那些雪都融化了

都化成了水 又结了冰

然后不见了踪影

搬出了记忆

唯独一场雪 堆积头顶

至今不见消融 逼迫着我

感受着冷 且刻骨铭心

好大一场雪

厚厚的 像一座山

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让我热泪盈眶 头脑清醒

并用牙 将那冷

紧紧咬在嘴上 不肯放松

秋风茅屋写意
满脸褶皱的瘦脸

是一座衰败不堪的茅屋

枯竭干涩的花发

遮盖着将倾的屋顶

屋子里透出一丝微光

昏暗的灯影下

常常会听到一位老翁

灵魂走动的声音

秋风瑟瑟

一把一把撕扯着乱发

涂抹出一幅

茅屋为秋风所破的

草堂背影

“随”，有随从，随和，追随之意。

宇宙寰球，大千世界，芸芸众生，

万事万物，谁个能离开“随”而独立存

在，孤立发展呢？

千球万星，随太阳而转动，昼夜不

息；千河万溪，随地势而涌动，流向东

方；千禾万苗，随节令而生长，春种秋

收……

男女相随，情投意合，缔结百年；

你我相随，志同道合，结为挚友；有识

之士，追随正义，功成名就……

正如《易经•随卦》曰：“随，元亨

利贞，无咎”，

短短六宇，既说明“随”必须具备

“元、亨、利、贞”四德，又说明必须持贞

以正，追随才能亨通、有利、无咎，高度

概括了“随”之要义。卦辞还说，“天下

随时，随之时义大矣哉！”天下万事万

物，无不在随时随地而动，无不在随循

自然变化规律、随循社会发展规律、随

循人生动态规律而动，其中所包含的

因时制宜的时代意义，多么深刻而宏

大啊！

战火纷飞年代，天下志士仁人，追

随正义，追随民主，追随光明，风云际

会于延安，跟随共产党几经征战，摧枯

拉朽，创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改革开放年代，国人追随真理，追

随创造，追随富强，一心一意谋发展，

同心同德搞建设，使田野披锦绣，矿山

绽金花，高楼拔地起，广运畅通达，几

经奋斗，开创了令世人瞩目的宏基伟

业。

随，必随时随地。时空各有利弊，

变幻莫测，唯有随利避害，随循规律，

方能因时因地而适者生存。

随，必随机随缘。机不待我，缘亦

难逢，擦肩而过，稍纵即逝。唯有顺应

时势，抓住机缘，方能因时因缘而发展

壮大。

随，必随我我随，随正随善。既要

让别人随从自己，自己又要随从众意，

唯有恪守正道，坚持正义，追随真善

美，方能我随而不失其正，随我而随有

所望。

人生，就是一个追随、随和的过

程。岁月，也在追随、随从中流逝。恰

如一朵花的开放，一树绿的展现，必伴

随阳光甘露、细雨和风一样，个人的成

长，事业的成功，美好的生活，和谐的

社会，也必在我随随我，随时随地，随

机随缘，随正随善中和谐构建。

朋友，随文诵读，随义深思，是也

不是！

第二十七章：求和

“函谷关已破，赢安阵亡。齐魏韩联

军在函谷关暂做休整，不日将挥军西下，

直逼咸阳。赢钜将军在桃林要寨集结布

防。”秦王看着几案上的军情通报，耳边听

着间谍的详细汇报，心中说不出的别扭。

这事怎么就搞成了这个样子？

开始的时候，他因为仰慕田文贤能

的名声，不远千里，请田文来做秦国的相

国。秦王不由地想起与田文初次见面的

情景，那时候，双方都非常高兴。秦王觉

得找到了真正的贤才，为大秦聘来了优

秀的总经理；田文认为能得秦王青睐，一

跃而为大秦相国，这是何等的荣耀和威

风。然而好景不长，短短一个多月后，嬴

矩就来胡说八道。唉，其实也不能怪嬴

矩，他不过是在替宣太后传声而已。太

后对田文如此敌视，找了那么多理由要

罢黜他。说到底，还是对我不放心啊！

想到这里，秦王咬了咬牙，心道：如

今，这大秦国，还不是我说了算！

秦王实际上非常清楚，当相国樗里疾

病逝之后，宣太后的意思是想让舅舅魏冉

当秦相。秦王虽然对魏冉也很信任，可是

魏冉现在已权高位重，再把相国的位置拿

走，那自己就完全成为空架子了。

秦王今年二十七岁，登上王位也有

八年了。这八年间，秦国国势蒸蒸日上，

军队四处征伐，疆域面积扩大了许多。

有此业绩，秦王对自己很满意，不敢说是

圣明，起码也够得上有为吧！

秦王早就觉得，不需要宣太后各种明

里暗里的指示。虽然她是母亲，但自己是

大秦之主！但现在细细想来，这八年间，

他做的所有重大决策，竟然全部都是在贯

彻宣太后的旨意。只是宣太后做法巧妙，

会让他以为是自己意志的体现。宣太后

不乐意的事情，自己做成过哪一件？

这八年，大秦的幕后老板是宣太后啊！

如果，我要强自收回王权……

唉，想啥呢？这王权是我想收就能

收回来的吗？

秦王非常相信，如果自己执意一意

孤行，这大秦的王，宣太后会毫不犹豫地

换一个人来当。

算了，算了。

这些事情以后再说，现在当务之急

是怎么应对齐魏韩联军。

秦王疲惫地闭上眼睛。

田文的能力和能量，委实可怖，大大

超出了秦昭王的意料。他不仅在半年

内，就说动齐王，联合魏韩，合纵攻秦；而

且，居然能在一个月内，攻破函谷关！

函谷关，可不是一般的关隘！那是

真正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要之所。

函谷设关几十年来，从来没有被外敌

攻破过，素来就是大秦的东方铁门户，无

论多少惊涛骇浪，函谷关始终岿然不动。

怎么现在，一个月就破了！？

秦王对函谷关有绝对的信心，所以，

才会下令魏冉伐楚。原本他设想，即便田

文合纵攻秦，也会被阻挡在函谷关前。有

函谷关在，十万秦军足够了。然而，函谷

关一破，这十万人，可就不够看了。

更要命的是，齐魏韩联军占据函谷，

进可长驱直入，杀奔咸阳；退可坚守函

谷，把大秦关入囚牢，为所欲为，始终将

大秦置于灭亡边缘。

函谷关，是大秦的命脉！

要是魏冉在就好了。秦昭王忽然很

后悔没有听从魏冉的建议。可是，这次，

为什么太后却什么都没有说呢？伐楚这

么大的事，魏冉不可能不去请示太后！

难道，太后在看我笑话？！

不不。秦王摇了摇头，心道：太后虽

擅权，对大秦的责任感却是非常重的，不

可能在这么重大的事情上意气用事。那

么，就只有一个可能，太后察觉了我的不

满 ，故 此 ，在 这 件 事 情 上 ，任 由 我 做 决

定。那么，以太后的眼光、格局和精明，

她当然对这种局面，会有预案。

想到这里，秦王站起身来，打断了间谍

的汇报，对身边的侍卫道：“去拜见太后。”

宣太后得到函谷关失陷的消息，要比

秦王早了那么一点点。如何处理当前的

境况，她心中计较已定，单等秦王来见。

秦王见了太后，循例问好之后，便说

到函谷关一事，道：“我刚愎自用，不听魏

冉，强令他出兵伐楚。不想，函谷关竟然

被田文攻破，咸阳危矣，大秦危矣！”

宣太后道：“魏冉老成持重，你是应该听

听他的话。不过，已经过去，就不提了。当务

之急是，目前的局势，你有何应对之策？”

秦王道：“现在能调动的军队全部前

往桃林要塞，协助防守。给魏冉发八百里

加急，令他尽快回军。同时，全国动员，十

六岁以上男丁，征集入伍，与敌血战。”

宣太后道：“魏冉在楚，他要撤军回

国，最快也得三个多月的时间。三个多

月，怕是有点来不及。齐魏韩联军二十五

万，又是齐国名将田章统帅，函谷关都被

攻破了，恐怕我秦军中没人能与他抗衡！”

秦王道：“提拔白起，如何？”

宣太后愕然道：“白起随魏冉伐楚，你不知

道？何况白起年轻，恐怕也不是田章的对手。”

秦王蓦然想起，那次白起追杀田文

回来，情绪有点不对。好像是请示过，说

要上战场杀敌立功。秦王当时还夸赞了

几句，让他回到军中。

秦王当时也没有当回事，现在事情

一忙，就把这事给忘了。

秦王再三思索，竟然还真找不出可

以抗衡田章的将领，最后，无奈道：“那就

让嬴矩为帅，统领大军，防卫咸阳吧！”

宣太后道：“目前，也只好如此。只

是，这是最后迫不得已的手段。现在，我

们要与三国求和。”

秦王道：“求和？”

宣太后道：“对。”

秦王道：“三国联军已经攻下函谷

关，咸阳无险可守。这等大好局势，田文

岂肯同意我们求和？”

宣太后道：“给予他们想要的，他们

会同意的！”

秦王道：“割地？”

宣太后道：“那些城池地盘，原本也是

属于他们的。现在无非是物归原主，也算

不上是割地。以函谷关为界，我们归还函

谷关之外原属于魏韩的所有土地。”

秦王沉吟道：“这等于是大秦几十年

的辛苦，全部付之东流了。”

宣太后道：“不过是暂时罢了。只要

过了眼前的难关，还给他们的土地，不用多

久，我们就会再拿回来。魏王、韩王得到土

地，一定会罢兵。这样联军三去其二。”

秦王道：“十万齐军，田章又是天下

名将。即便魏韩退兵，仅仅齐军一路，我

们也怕不是对手。”

宣太后道：“那我们就双管齐下，说

服齐王和田文，让他们退兵。”

秦王道：“齐王好说。只是。此次大

战，皆是因为田文心生怨恨，要报复我，

处心积虑挑起的。现在面临这样的大好

机会，他岂肯善罢干休？”

宣太后微微一笑，道：“此事，自有人

去做。” （待续）

“随”想漫说
□ 梁镇川

孟 尝 君
□ 李牧

突然的降温让这座热闹的城市一时

间失去了往日的欢欣，街上的行人越来

越少，凛冽的寒风像个恬不知耻的流氓，

直冲冲地往人的衣服里钻。我裹紧了身

上的衣服，这一刻，只想赶快回家，要是

能吃上母亲亲手做的一碗热汤面该多好

啊！那面条爽滑、劲道的口感，配上母亲

特制的爽脆腌萝卜，酸辣开胃，再喝上几

口浓郁鲜香的汤底，浑身都像打通了任

督二脉一样的舒适……

蓦地，我怔住了，胸口像是被一只无形

的手狠狠地攥住了心脏，疼得无法呼吸。

原来母亲已经离开我们整整一个月了！

今年的冬天比往年来得要早一些，母

亲趁着好天气，早早地便替我们把厚被子

拿出来晾晒。还细心地给我们铺好了床，

寒冷的冬夜有了母亲悉心的照料，阳光便

填满了整个房间，幸福开始有了具体的模

样。我向母亲撒娇，想吃鸡汤面了，妈妈

您明天可以给我做吗？母亲宠溺地刮着

我的鼻子笑着打趣说，小馋猫哎！

像是世界末日又似噩梦降临，我已经

分不清现实和虚幻。明明晚上临睡前还

在笑着打趣我是小馋猫的母亲，怎么第二

天早上就到天上去和神仙作伴了呢？母

亲一辈子都与人和善，家里吃不完的剩菜

剩饭她总会打包拿到路边去喂流浪的小

动物，隔壁无儿无女的王奶奶生病无人照

料时也是母亲去贴身照顾直到她好转起

来。善良的母亲却在睡梦中猝然离世了，

此前没有任何的征兆，走得还算安详。

整理母亲遗物的时候，发现一件旧衣

服的口袋里鼓鼓囊囊的，翻开一看，竟是厚

厚的一沓钱，里面还附了一张纸条，上面歪

歪斜斜地写着：兰姐儿给的零花钱，一共两

万零五百。我数了数，当真是分毫不差。

原来，我工作以后每次给母亲的零花钱她

都舍不得花掉，都给攒了起来。眼泪像是

洪水决堤泛滥成灾，说好了要带您一起去

看一看祖国的大好河山，母亲，您怎么就不

能等一等我呢？子欲孝时亲不待，趁父母

尚在人间，尽孝宜早不宜迟，珍惜眼前人，

谁也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会先来？要是

我能早点觉悟到这个道理该有多好！

“阿姨，您为什么哭呀？”一道稚嫩的

童声打断了我的哀思。我抬头，看见一

位可爱的小姑娘正眨巴着亮晶晶的眼眸

疑惑地看着我。

“阿姨想妈妈了。”

“那您的妈妈去哪里了呢？”

“离开这个世界了。”

“阿姨，不哭，我的奶奶也离开这个

世界了，妈妈说奶奶会在我们看不见的

地方守护着我们的。”说着，她从口袋里

掏出一块糖果，献宝一样塞到了我的手

上。“妈妈说，吃糖就不会难过了。”

像一阵春风拂过心头，心底最柔软

的地方绽放出朵朵的鲜花。我撕开糖

衣，把糖果放进嘴里，香甜的味道充满了

我的口腔，一点点地渗透在我的心间。

母亲，一定是您在冥冥之中护佑着我，指

引着这位可爱的小天使来到我的身边，

给我温暖和爱的力量吧！我摸了摸她圆

乎乎的脑袋，微笑着说：“谢谢你，糖真

甜，阿姨现在不难过啦！”

“妮妮，该跟妈妈回家啦！”不远处传

来了殷切的呼唤声。小姑娘朝我摆摆手

蹦蹦跳跳地走远了。

街边亮起了一盏盏暖橘色的路灯，

我朝着回家的方向迈开了脚步。耳边仿

佛又响起了母亲殷切的呼唤声：小馋猫，

快回家，妈妈做了你爱吃的鸡汤面。

李够梅李够梅 摄摄

天使降临
□ 陈惠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