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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村庄相望
绿色公路上
洒满幸福的阳光
枝头的桃李
炫耀着
丰收的喜悦
牵牛花的喇叭
宣告着盛世美颜
还有一只小小的蝌蚪
跳上荷叶与露珠合影
世界如此广大
山野孩子们的生活
不过就是一棒烤玉米的幸福
嗅着醉倒灵魂的香气
细数着一粒一粒珠玉般的念想
尖叫着在灶火旁把嘴巴涂抹得漆黑
……
这就是我
一个山野孩子曾经
最最喜欢的生活

记忆中有很多美食，最亲切，最熟悉的还是
青皮核桃。

小时候，奶奶家住在一个很小很小的村庄，
那里有皎洁的月光，有浪漫的山花，还有散发着
乡村味道的庄稼地。几户人家就那么零星分散
着，坡上坡下，既是邻居，也是亲戚。

那时，每到暑假，我们姐弟三人都会去奶奶
家住。村里到处是果树，花开时节，白色的梨
花，粉色的桃花，红色的杏花，将村子装扮的格
外的迷人。不过，最吸引我的还是高高大大的
核桃树了，春天的时候，树上会开满许多像毛毛
虫的花朵，一条一条，绿油油的垂挂在树枝上，
看着特别的可爱。这时，蜜蜂也会赶来采蜜，站
在核桃树下，会清晰地听见“嘤嘤嗡嗡”的声音，
感觉很是热闹。等到花落了之后，核桃的叶才
生长出来，用不了多久，就变成手掌那么大了，
颜色也由浅绿变为深绿，直到成为墨绿。

从核桃树结上果实的那一刻起，最令我心
动的便是那身穿“盔甲”的青皮核桃了。随着时
日的增加，青皮核桃越来越大，一颗颗挂在树
上，像绿色的灯笼煞是好看。这个时候，我总是

耐不住性子，总要让奶奶先敲几颗下来去尝个
鲜，可惜还不太成熟，吃在嘴里甜腻腻的，一点
也不好吃，只好扳着指头继续等待了。

白露前后，是收获核桃的最佳时间，此时的
核桃仁最为饱满，吃在嘴里也格外的香甜。只
可惜我一直没学会“开”核桃，眼瞅着想吃的不
行，却只能眼巴巴地等着大人们来帮忙，真是气
死人了。也有等不及的时候，便拿了菜刀对着
核桃“咔嚓”切下去，却因用力过猛，溅的满脸都
是核桃汁，却还是不管不顾一门心思研究着怎
么才能吃到核桃仁的问题。

记忆中还依稀记得捡核桃的情形。那时候
还小，看到大人们忙着捡核桃，便也跟在后面凑
热闹。只是要找到那些个青皮核桃，还真不是
件容易的事情，因为核桃树大多种植在田间地
头，坑坑洼洼的不大好找。用不了一会的功夫，
我们这些小孩子就没有耐心了，瞎乎在草丛里
放翻一通，便溜之大吉了。之后，我们会找一块
空地，把装在口袋里的青皮核桃都抖搂出来，这
时大家伙便有的忙了。可能是在农村长大的缘
故，我的那几个小伙伴都是“开”核桃的强手，看

着她们娴熟的手法，我这个“门外汉”真是羡慕
得不得了。想想当务之急，还是抓紧时间吃吧，
这门“技术”只能留到以后再学了。

捡完核桃之后，下一步就是去核桃皮了。
成熟的青皮核桃，身上的那层“盔甲”早已变得
松弛，用手轻轻一捏，整个壳就脱落了，圆滚滚
的核桃顷刻间就出现在了眼前。倘若青皮核桃
多的话，用这种方法就不大合适了，这时只需把
它们集中到一块，用一根棍子轻轻敲打，去皮的
问题便很快就解决了。在去皮的过程中，也是
会遇到很多麻烦的，比如核桃汁，若是染到手
上，衣服上的话，没有一两个月的时间，是很难
去掉的。

核桃，又称胡桃，称抗氧化之“王”。其核桃
仁含有锌、锰、铬等人体不可缺少的微量元素，具
有补气养血、润燥化痰、温肺润肠、散肿消毒等功
能。经常食用核桃，既能健身体，又能抗衰老。

每年青皮核桃成熟之际，我还是会品尝一
番的。轻轻剥掉最外层的皮，那白嫩嫩的核桃
仁，总会让我大饱口福，可爱的青皮核桃就这样
成为了我记忆中最好的朋友。

孔子在《论语·为政》中说道：
“四十不惑”，意思是说人到了四十
岁，由于经历了人生的风风雨雨，
对世事有了自己独立的判断，不再
容易被事物的外表所迷惑。人的
生命也会从波涛汹涌的喧闹中走
出来，逐渐进入静海深流的沉稳。

男女有别。男人的美在内在
的气质，女人的美在外在的风韵。
女人四十，青春已经散场，光洁的
皮肤，苗条的身材已然遁形，女人
如花的季节从此开始凋零，剩下的
就是在柴米油盐中煮泡，让美丽与
自信逐渐零落成泥。

其实，无论男女，生命的状态
不在于年龄而是人生态度。不同
的年龄阶段，有不同的生活景致。
我们走过浪漫的花季雨季，进入蓬
勃的夏季和丰收的秋季，慢慢不再
热衷于心潮澎湃的激情，更倾向于
理 性 的 思 考 和 脚 踏 实 地 的 前 行 。
其实四十岁的独特风景，是我们已
学会了安静，对生活和生命有了别
样的体悟：

四十岁，仿佛生活的面纱被轻
轻挑起，浪漫朦胧慢慢褪去，逐渐
露出生活本真的样子，懂得了对待
生活需要量力而行，尽力而为。

四十岁，我们不是不再热爱生
活 ，而 是 更 懂 得 生 活 需 要 坦 诚 面
对 ，不 再 对 自 己 做 好 高 骛 远 的 要
求，只埋头做力所能及的事。

四十岁的我们，能直面生活的
真实，即使在失败和残酷中，都能

跌倒爬起，保持向前的姿态 ，从不轻言放弃。
四十岁的我们，不是不再有理想，而是懂得了现实比理

想重要，不再追求虚无缥缈的未来，只想脚踏实地走好今天
的每一步。

四十岁以后，我们不是对自己喜欢的事不再执着，只是
更懂得了默默坚持静待花开，不愿意在挑肥拣瘦中虚度光
阴。

四十岁以后，我们懂得了要努力充实自己，认真对待工
作，不再去争高低长短；会珍惜每一份真情，感念每一个遇
见，但不去强求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四十岁以后，我们不是不再乐于助人，而是懂得了选择，
能坦然真实地面对内在的自我，敢于对违背自己本心的事说

“不”。
四十岁以后，我们不是不再与人为善，而是明白了善需

要相互理解，对于不知感恩和变本加厉的人，会敬而远之；对
于得寸进尺的要求，也不再打肿脸充胖子。

四十岁以后的我们，不是丧失了对弱者的同情，廉价的
同情没有意义，默默把别人的不幸经验变成自己的教训 。

四十岁以后，我们唯一可以和时间赛跑的，是抓紧修炼
我们的内在。不能再以外表的青春活力取胜，但我们拥有了
一颗淡定从容的心，练就了一种成熟优雅的气质。那些从生
活烟火中蒸腾出的睿智，才是中年最美的风景 。

人生四季，各有风采。年少时的青春勃发，在迈入四十
岁的门槛以后，积淀出厚积薄发的底气，这是生命最好的滋
养。如此，当我们回首往事时，可以悠然浅笑，展望前路时，
也能无惧无畏。

武立贵先生多年如一日笔耕不辍
的精神，在我认识他以前就曾佩服得五
体投地，脑海里总有个疑问，他也是个
普通人，哪里有那么多的精力和时间，
写出那么多的文字？比如他采访撰写
的关于家乡历史名人如冯济川、侯佑诚
等的事迹，有很长一段时间曾在《孝义
文艺》上期期刊载，那时他还在太钢上
班，我心里暗想，武立贵可真是个铁人，
若换成我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对
比之下让我这个蹉跎光阴不珍惜时间
的人自愧不如望尘莫及，并将他作为自
己学习的榜样，期望着有一天能有幸谋
面一见其人。

我与武立贵先生头一次见面是在
1993年春暖花开的季节，于尧都临汾市
召开的山西省冶金厅文联第六届笔会
上，他是太钢的代表，我是孝义铝矿的
代表，同属冶金系统，这就使我们俩更
加亲近一层。所以，我在报到后就按图
索骥到他的下榻处前去拜访，朴实和气
没有一点架子的他，在相互自我介绍之
后热情地与我唠了起来，尤其唠到他的
故乡孝义，便向我介绍起风光秀美资源
丰富历史渊源人杰地灵的孝义，为我能
有幸在这里工作生活感到高兴，并谆谆
教诲我一定要好好运用手中的笔，写出
更多更好的文字来，歌颂赞美这个让人
羡慕的第二故乡。

这时我忽然想到，我虽然已是省作
协会员，但多年来一直是孜孜不倦地专
写诗歌，对其他文体大多没有涉猎过，
比如最普通的散文对我来说就很陌生，
不知从何处下笔。武先生听了我的难
处，他就将自己写散文的体会细致入微
地讲给我听，说罢还从提包里翻出他最
近发表的散文《哦，故乡》的剪报给我，
我如获至宝，当即就迫不及待地读了起
来，这是一篇文笔流畅格调清新语言俏
丽抒情诗式的散文，它使我对武先生的
认识又近了一层，他不仅是勤奋多产的
诗人，更是天资聪颖才华横溢的散文

家，他的众多作品为家乡孝义市争了光
添了彩。

散会后我将这篇珍贵的文字带回
家，置于案头陪伴我的左右，反复阅读
消化吸收理解借鉴，成为我开始散文写
作不可多得的范文，也就是从那以后，
我才有了探索散文领域的勇气和信心，
并很快就见了成效，二十多年来先后有
几百篇非诗文字见诸报刊，对我来说也
算是一个不错的“转型”吧，在这里我要
对武先生由衷地说一声“谢谢”。

有了临汾的一面之交，我们俩的人
生之路上就是有了一个相交的点，之后
的联系虽然不多，但也时而有书来信
往。武先生是一个热情洋溢乐于助人
的人，记得那时候往报刊投稿只要在信
封上写清该报刊在邮局登记注册的邮
资总付编号，比如 001、008、013 等等，
但不是现在的邮政编码，就可以不贴邮
票，邮资由报刊社总付。我身在吕梁
的大山沟里，天地狭小，对外面的世界
孤陋寡闻知之甚少，为了投稿不付邮
资，我自然就想到了和蔼可亲在省城
大太原的武先生，就贸然地给他去信
求助，在忐忑不安的等待中，没过几天
他就给我回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并
寄来好几张复印的 16开邮资总付登记
号，将他搜集的全国各地的报刊邮资
总付编号统统寄来，让我兴奋不已，尤
其是他掌握的安全报刊，既有公开发
行的，也有内部出版的，堪称安全报刊
大全。对于这样的热心肠，我未敢偷
懒，当即麻利地给他写了感激不尽的
回信。

第二次与武立贵先生见面是在我
所供职的孝义铝矿，我已经从岗位上退
休几年了，一天的中午时分，我正在家
中侍候病中的老伴，忽然接到矿宣传科
打来的电话，说是我的朋友武立贵先生
想见一见我，我放下电话就直奔矿办公
楼。啊，多年不见老友重逢，自有一番
离情别绪感慨良多，话犹未尽，已到饭
时，家有病人不便，只好在矿里仅有的
一家简陋的小饭馆里，为朋友接风洗
尘，一壶老酒下肚，我俩的话题也在不
断地扩展，由文学创作唠到下海经商，
从修身养性进而到处世为人，从故乡的
今天展望到孝义的未来，越唠嗑儿越
多，内容广泛无所不包，真是集大千世
界于一桌，好不尽兴。

让我念念不忘的是立贵先生谈到
他自己写作的态度及其相关的处理方
式与他在实践中的身体力行，相比之下

自觉与其不在一个档次，他不但可以靠
写作养写作，得体的处理好业和余的关
系，而且还收入颇丰，从受邀担当山西
经济日报特聘记者到主持家乡黄文武
氏贺户，修成《武氏族谱》、《武氏族谱续
集》，到与村镇签约写村史镇史，先后成
书的有《东小景村志》、《东庄村志》、《任
氏族谱》、《王氏族谱》等，深受故乡人的
欢迎与爱戴。2010年退休后，武立贵正
式以自由职业撰稿人的身份，出入于省
城内外，完成许多让我望而生畏的大

“工程”。他的为文处世的信条是人随
社会潮流而动，文章随世事而作，在这
样的人生态度下，30年来他发表了 300
余 万 字 的 各 类 作 品 ，令 我 刮 目 相 看 。
那 次 在 与 武 先 生 握 别 祝 他 一 路 平 安
后，走在回家的路上我也曾心潮澎湃
跃跃欲试，暗想下一次重逢不要再让
武先生失望。然而时间一长，这股被
武先生激起的热情和动力却慢慢地冷
了下来弱了下来，我还是我，依然原地
打转转。

2011 年夏天，老伴病重住院期间，
立贵先生托人给我捎来几本他刚刚出
版的新书，由于当时时间仓促心不在
焉，不知信手放在哪里，待过后想起来
时，却无论如何也找不到这几本凝结武
先生多年心血的著作了，因为愧疚，也
没好意思同时也是没有机会跟武先生
一叙此憾事。只记得他赠我的新书不
是三本就是四本，有诗歌有散文有游
记，都是在各种报刊上发表过的精品之
作。匆匆翻阅后，当时还曾有这样的想
法，待时间充裕，一定仔细拜读，再写一
点祝贺赏析的文字，以不负朋友的期望
与厚爱。最近几年见武先生又在创作
之余又特别地关注起家乡的文化事业
来，除担任《孝义风采》杂志的编委，亲
自为刊物撰写文章，几乎在每一期上都
能读到他的作品，让我惊喜的是还有一
篇是写我的，写我俩的相识我俩的互动
我俩的友情，我为之兴奋为之鼓舞为之
感动。他还发起成立“孝义在并联谊
处”，还为人撰写碑文、诉状、家史等，还
参与了多种书籍的组稿编写工作，为家
乡的文化事业奔走呼号，不遗余力，可
见他的精力是多么旺盛充沛呀！相信，
在不久的未来，武先生必将取得更大的
成绩，有更大的建树。

这就是我眼中的武立贵先生，一个
与我有着二十几年交情的朋友，一个老
黄牛式的笔耕者，一个我所尊重和敬佩
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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