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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
小朋友望着天空发呆，问

他想什么，他说“想飞”。
为什么想飞，因为人不能

飞。前辈大作家徐志摩说：
“是人没有不想飞的。”人总想
冲过自己的局限，在童话故事
里面，国王还想做乞丐呢。印
度大作家泰戈尔认为不止是
人，“鸟儿希望它是一朵云，云
儿希望它是一只鸟”。人不是
鸟，诗人徐志摩曾经觉得他是
一只鸟，他写过一篇文章，题
目就是“想飞”：“背上的小翅
膀骨上就仿佛豁出了一锉锉
铁刷似的羽毛，摇起来呼呼响
的，只一摆就冲出了书房门，
钻入了玳瑁镶边的白云里玩
儿去，……风拦不住云挡不住
的飞，一翅膀就跳过一座山
头，影子下来遮得阴二十亩稻
田 的 飞 ，…… 飞 上 天 空 去 浮
着，看地球这弹丸在大空里滚
着，从陆地看到海，从海再看
回 陆 地 。 凌 空 去 看 一 个 明
白。”

这种化身为鸟的能力叫
“想象”，有一个小朋友说：“如
果我们都是鸟，过马路可以不
用斑马线，每天飞过去上学，
教室里的书桌都改成架子，我
们站在架子上听课，音乐课唱
歌不需要风琴伴奏，体育课没
有球赛。”有一个小朋友说：

“如果有翅膀，我仍然希望是
人，不希望是鸟，做了鸟，家里
不能养猫，我爱猫。”一个小朋
友说：“我希望有一个工厂能
替我装上翅膀，我走路去，飞
回来。不必再走捷径，可以绕
个弯看邻家的屋顶花园。”你
看，人有了想象力，说话就可
爱，写文章也不愁没有材料。

语文课本有一课“女娲造
人”。人从哪儿来？中国人说
是女娲造出来。女娲从哪里
来？从黄河里面爬上来，她喜

欢陆地，不想回去。这么可爱
的黄土地，怎么没有主人？她
希望陆上也像水中有那么多
生物。她的手很巧，文言文的
说法，她“技痒”，用黄河的水，
河岸的土，捏制泥人，太阳晒
干了，就是活人。她的心思也
很巧，想出一个省事的办法，
造男人，造女人，让男女结合，
生儿育女，自己繁殖。你怎么
知道女娲造人？从古到今有
这个传说。传说，上一代告诉
下一代。最早最早，第一代的
那个人，他又是怎么知道的？
啊，最早的那几代人，后世给
他们叫初民，有学问的人说，
女娲造人是他们的想象，初民
有丰富的想象力。各民族都
以自己为中心，想象民族的来
源。

语文课本还有一课，讲到
盘古开天辟地。也是传说，天
和地本来黏在一起，像蛋白和
蛋黄一样，盘古是个大力士，在
里面睡着了。你如果问他盘古
怎么会睡在里面？他说这不稀
奇，每个鸡蛋里面都有一只小
鸡睡在里面。有一天这位大力
士醒了，他拿起斧头来砍，在天
地中间砍出一个“人”的世界，
斧头从哪儿来？他拔下一颗牙
齿变出来。他砍下来的垃圾往
哪里放？他手起斧落，垃圾随
着消失，只见天离地越来越
高。凭着想象，一切不成问题，
这个过程叫做合理化，你自然
有故事可讲，有材料可写。

盘古大力士运斧如飞，一
直砍到天离地如此之高，东离
西如此之远。他一面工作，一
面身体也随着增长，长成一根
擎天柱，天不会塌下来。由开
天辟地到顶天立地，天地间有
这么多空气，有这么多阳光，
有这么多动物植物，这才能养
活这么多人口，古人称之为祖

宗基业，今人称之为生存空
间。各民族历代都有大英雄
拓展生存空间，保卫生存空
间，让人能活下去，能活得有
尊严，盘古是这一类英雄人物
的代表，你可以说并没有这个
人，也可以说的确有这个人。

课文还介绍了另一个英雄
人物，传说他叫后羿，月里的嫦
娥本来是他的太太。那时天上
有十个太阳，天气太热，庄稼不
能生长，人活不下去，于是后羿
用他射死了无数毒禽猛兽的弓
箭，射死了九个太阳，只留一
个。太阳的尸体落在地上，形
状好像是黑色的鸟，因此太阳
也叫金乌。后世有学问的人
说，天上可能同时出现好几个
太阳，气象学家称之为“幻日”，
九个太阳的传说应该是初民看
见了幻日，产生射日的想象。
你看，想象力使单调枯燥的远
古时代如此热闹，令人悠然神
往。

女娲造人，盘古开天，后
羿射日，三个故事编进语文课
本，并不是教你相信确有其
事，而是用祖先的想象启发我
们的想象力。博物馆里，初民
留下的一片破铜烂铁，在岩石
上刻的几根线条，都是无价之
宝，何况这是他们的精神活
动，文化遗产。这份遗产到了
作文的课堂上，看你怎样继
承，怎样使用。

有了想象力，“想飞”是小
事，不难。工厂替你装翅膀，
你不怕绕路，替你的汽车装翅
膀，你不怕塞车，想飞的人太
多，说不定有空中巴士，空中
有交通警察，画空中斑马线。
如果人人能飞，那又一定许多
人不想飞，懒得飞。你也只需
要每天在空中飞一飞，每次十
分钟，十分钟后，从空中落地，
回到你的书桌旁边。

小时候，在我们乡下看一场
电影，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那时很少有电影院，即便是县
城，往往也就是那么一家，而且
相当的简陋。大概是上世纪七
八十年代，公社成立了下乡电影
队，看电影的欢喜之时多了一
些，每逢隆重一些的节假日，或
者谁家有什么大好事，都会请电
影队来放电影。那时候，一听说
有电影看，也不管看什么电影，
我们就已经高兴得几天睡不好
觉，天天盼着放电影的日子快些
到来。

印象中，我们反反复复看的
也就是那几部影片，《小兵张嘎》
《地道战》《南征北战》等，还有
“样板戏”《红灯记》《沙家浜》
等，当然，也有一些国外引进的
影片《卖花姑娘》《第八个铜像》
等。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乐在其
中，甚至还“不厌百回看”。现在
想起来，这些影片留给我的印象
蛮深刻的，许多情节我估计一辈
子也忘不了。这些电影上的有
些插曲，甚至电影中的某些京剧
唱腔，我至今还能像模像样地哼
出几句来。

当时，如果电影队在自己村
放电影，我们就感觉方便很多
了。太阳还没下山，电影队刚刚
在禾坪上扯起露天布幕，我们就
开始从家里搬出凳子，抢占位
置。大大小小、高高低低的农家
凳子椅子，摆好后就以为万事大
吉了。实际上，有时会碰到前面
的凳子高一些，或者看电影的人
个子高一些，挡住了视线，这样
的事情常有发生，令人懊恼不
已。于是，我们这些孩子们也管
不了那么多，干脆就站在凳子
上，引来后面村民的责骂。但
是，大家都见惯不惯了，最后，更
后面的观众，往往都是伸长了脖
子站着看，少有叫累的。

至于到其他村去看电影，那
就不容易了。当然，知道其他村
有电影看，我们便提前作好准
备。比如，提前帮家里喂鸡喂
猪，在家里提前做饭吃晚饭，等
等。那时候，乡下大大小小的路
挺难走的，常常要走田埂小道，
或者穿越山间小道。也不知道
要走多远，拿上手电筒就跟着识
路的大一点的小朋友出发了。
有一次，天下着小雨，有点冷，天
色也格外黑，根本没有路灯，我
们用手电筒照着路，深一脚浅一
脚地小跑过去。摔倒了，爬起来

又走。我的一个小伙伴扭伤了
脚，又踏进了水田，我们把他拉
上来，安慰了几句，就继续赶路，
生怕错过精彩的电影镜头。可
是，等我们赶到放电影的村里
时，电影已经放了一大半……

去邻村看电影，我们从不怕
累。当然，当时无所谓的事，如
今想起来还有点后怕。比如，我
们临近的有个村，村里的大狗，
特别的凶恶。还没进入村里，远
远地就可以听到狗吠声，在四周
静谧的夜色中，听起来似乎特别
大声，特别可怕。难道是“初生
牛犊不怕虎”？急切地想看电影
的愿望，驱散了内心的恐惧，勇
敢地穿过了大狗的“封锁线”。
有一件事，想起来至今觉得可怕
又可笑。那一天晚上，我们在邻
村刚刚看完电影《白毛女》，回家
路上，还在谈论着那些惊悚的一
幕幕，特别是“白毛仙姑”的情
节。这时候，我们的确有点恐慌
了。就在急急地往家赶的时候，
猛然发现后面有一个人正在追
赶我们。月色下，回头一看，长
发、白衣，还是个女人。我们看
不清是谁，实际上也顾不上看清
是谁了，只觉得是不是电影中的

“白毛仙姑”从银幕上下来了。
前面的小朋友大叫一声：“赶快
跑！”于是，我们便赶紧拔腿跑呀
跑呀。后来，实在跑不动了，白
衣女人追了上来，我们一看才知
道，白衣女孩其实是我们村的一
个初中女生……

当然，到邻村去看电影，也
并不是你想看就有的看的。有
时候，为了能看上一场心仪的电
影，还得绞尽脑汁。记得有一
次，听说一间学校晚上要放电影
《沙家浜》。我们到了学校门口，
才发现要凭票进场。我们实在
没钱买票，又不甘心白来一趟。
于是，一群小伙伴便翻后墙进
去，谁知刚从墙上跳下来时，守
门的老人发现情况异常，跑了过
来，吓得我们赶紧躲进墙角的草
丛中。我们连气也不敢喘，伏在
草丛中等待老人离去。谁知老
大爷还是很负责任的，守着后墙
很久都没有走开。等到老人走
开时，电影也快散场了。电影没
有看成，倒是在草丛中被蚊叮虫
咬了一个晚上……

时光易逝，岁月不居。这些
年少时代一段段被窖藏的往事，
或浓烈，或清淡，或香甜，或酸涩
……

元旦，牛年将至，应邀到锵
哥（陈永锵）工作室吹牛。锵
哥 2021 年的第一幅作品就是
一头比牛还牛的蜗牛。他说
蜗牛也是牛，而且自负又有担
当，“路漫漫其修远兮”，永不
息肩。他曾开玩笑地告诫年
轻女孩，拍拖要找只“蜗牛”，
因为蜗牛样子很斯文，不骄
傲，具有坚韧的意志，而且“居

者有其屋”。据了解，蜗牛还
具有惊人的生存能力，对冷、
热、饥饿、干旱有很强的忍耐
性，繁殖力旺盛。

锵哥今年元旦的这幅蜗
牛作品虽寥寥数笔，但概括而
又传神，墨彩浓淡错落，笔触
皴写兼顾，生动地表现出蜗牛
螺旋形贝壳的厚重与匍匐前
进身躯的柔韧。一般人只看

到蜗牛有两只触角，其他画家
也常常只画一对触角，但锵哥
笔下的蜗牛却是两对触角四
顾张望，蜿蜒蠕动，昂首挺胸，
形态趣致。事实上，蜗牛的触
角就是两对四只的。陈永锵
先生笔下的小动物不仅准确
生动，而且常拟人化，赋予哲
思妙想，寄托作者自身的思想
感情与人生思考。别人看到

的螃蟹是横行霸道，他看到的
却是礼貌作揖，不正面冲撞；
别人看到蚂蚁的弱小，他却看
到了蚂蚁的自强不息……锵
哥观察力的细致准确与想象
力的丰富多维，发现了许多别
人看不到的东西，表达了一种
让人豁然开朗或会心一笑的
释怀。

锵哥的日常状态要么在画
画，要么在思考，他说人生的
过程就是思考的过程，也是体
验的过程，而不应是概念化
的。他的作品体现的就是他
的体验、感悟与价值观。为此
他特别钟爱苏轼的一首诗：人
生到处知何似，应是飞鸿踏雪
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
复计东西……

除了画画外，锵哥还喜欢
看书，看到他喜欢或有触动的
文字总是欣喜地记录下来，反
复咀嚼诠释；锵哥也喜欢与朋
友聊天，他说喜欢的朋友并不
是想见就随时能见的，见到了
就要开心地聊，聊得开心；喝
酒也一样，开心就喝，喝得开
心；生活就是要随缘放旷，做
快乐的自己，过积极的人生，
作品也应如是。

“中庭地白树栖鸦，冷露无
声湿桂花。今夜月明人尽望，不
知秋思落谁家。”

古往今来，谁不曾举头望
月，谁不曾对月欣然或怅然？尽
管，如今月球已不再神秘，我仍
然喜欢仰望天穹，特别是皓月当
空的时候，在思接千载中总会想
起苏轼和他的那一轮明月。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
经照古人。”天空中的这轮明月，
就是曾经照耀苏轼的那一轮明
月吗？我仿佛看见皎洁的月光
下，一袭青衫的大学士“把盏凄
然北望”，仰问“明月几时有”“中
秋谁与共孤光”。

浮游在五光十色的大都市，
风里雨里跌打滚爬，一路走来，
爱过伤过痛过，世事洞明，“横看
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这时候，再品读苏轼的词章，或
婉约或豪放，领略其情怀和智
慧，才知道先要读懂苏轼的人生
和人格魅力，才能深入灵魂真正

品味苏轼的大情怀、大智慧。
苏轼历经宋朝仁宗、英宗、

神宗、哲宗四朝，曾官至翰林学
士。“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敢
于直谏，不屑钻营。在湖州任
上，他因“乌台诗案”获罪入狱，
此后多次被贬。贬谪路遥遥，跋
涉劳顿。然而，艰难困苦并没有
销蚀他的为民之心，每到一处，
勤政为民，清正廉洁，造福一
方。他说：“天下之患，最不可为
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
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则
恐至于不可救。”他倡导“三养”：

“安分以养福，宽胃以养气，省费
以养财。”在常州，他用最后的积
蓄买了一所房屋，正要搬迁时无
意听到老妇哭诉祖传的房屋是
孙子瞒着她卖的，当即焚烧了房
契把房屋还给了老妇。他努力
压减行政开支，用节省的费用为
杭州人民疏浚西湖，灌溉良田，
构筑长堤。他与夫人把上赐的
黄金和金饰献出，以改造西湖，
建东新、西新二桥，造福民众，惠
泽后世……如水的月光下，他款

款走来。
千年前，苏轼贬逐惠州期

间，途经广州，游览白云山，辞谢
蒲涧寺德信长老的好意，独自沿
着蒲涧赏流泉山色，且行且唱：

“不用山僧导我前，自寻云外出
山泉……而今只有花含笑，笑道
秦皇欲学仙。”他发现广州饮水
时有咸味，便向当地官吏建议：
白云山蒲涧濂泉，可用大竹引水
入城内，再修石槽蓄水供村民饮
用。在白云山工作的那些年，我
一次次追寻他的踪迹，一次次在
蒲涧濂泉“东坡饮水”处的塑像
前仰望、静思。“爱民之深，忧民
之切”——正是他的拳拳为民之
心，才有今天的诸城超然楼、西
湖苏堤、惠州西湖、白云山东坡
引水；才有今天的东坡肉、东坡
肘子、东坡鱼……命途多舛没有
消磨他对生命灵慧的感悟，他仍
乐观豁达，超然物外。

初贬黄州，他苦中作乐：“雨
洗东坡月色清，市人行尽野人
行。莫嫌荦确坡头路，自爱铿然
曳杖声。”二贬惠州，他津津有味

啖荔：“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
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
辞长作岭南人。”三贬儋州，他深
入黎族村俗，体验“莫作天涯万
里客，溪边自有舞雩风”的欢
欣。在杭州，他沉醉西湖，“欲把
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他淡泊宁静，坦然从容，宠辱不
惊，千山万水，天涯海角，“此心
安处是我乡。”风雨阻归途，他却
一边坦然道：“莫听穿林打叶声，
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
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一边感悟：“回首向来萧瑟处，归
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
儋州。”年过花甲，饱经沧桑的苏
轼对自己的一生作了总结。他
是如此的坦然，如此的潇洒，却
又是如此的情深。苏轼与结发
之妻情深意笃，恩爱有加。婚后
十一年，发妻病逝，悲恸的他依
父亲言，“于汝母坟茔旁葬之”，
并在山头种植了三万株松树以
寄哀思。十年间，他魂牵梦萦，
梦见爱妻，情动于心，写下传颂

千古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
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
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
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
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
无言，惟有泪千行……”

苏轼不仅开创了“豪放派”
诗词的先河，我们今天常用的胸
有成竹、水落石出、雪泥鸿爪等
几十个成语皆源自其诗词，他主
张文章文道并重，文理自然，其
文纵横恣意、自然畅达，其书画
同样出类拔萃。他留下的历史
名篇，至今陶冶着世人的情操；
他留下的佳话，至今为世人津津
乐道；他留下的遗迹，至今为国
家、为地方创造着纯净的绿色
GDP。他是一个具有现代思想
的古代人，他的艺术成就让多少
后来人仰慕和追求！他为国为
民的情怀，该让多少现代人汗
颜！他，穿越千年时空，烛照古
今中外。

“ 但 愿 人 长 久 ，千 里 共 婵
娟。”潇洒、豪放的苏东坡，与明
月同在，与今人同在！

冬天里的适园，一点都不觉
得冷。庭院中的那棵柚子树上，
突然来了六只小鸟，并排地站在
一条横枝上，齐刷刷的一个仰首
远眺的姿势，正享受着蓝天筛下
来的冬阳。它们一点都不在乎
树底下，一片惊讶的表情和目光
……

“这是什么鸟？一、二、三
……刚好六只？六六大顺！天
下有这么巧的事？”

“今天适园真是贵客盈门，
家里来了六位朋友，树上也来了
六只不知名的小鸟，贵客中的贵
客，太有意思了！”

适园一下子热闹起来，如赶
春的节奏和旋律。

三年前，我在老家建了一幢
楼房，一般的农家房子，除了两层
半的主屋，还有一个庭院。院子
不大，几十米见方，但满院都是风
景：有葫芦状的水池。有太湖石
做的假山，有几棵龙眼树，最抢眼
的就是一排柚子树。这些绿色生
态，都是我九十岁高龄的父亲在
二十七年前种下的。我给这个庭
院起了个名字叫“适园”。

也许是我们村远离闹市，也
许是村周围的林地太过茂盛，也
许是生态环境保护起了作用，这
几年村里头的白头翁、斑鸠鸟、
夜鹤、猫头鹰等鸟类特别地多起
来。

我有时也觉得神奇，这些野
生的鸟，我在童年的时候，拿着
弹弓到处寻找，一天到晚都见不
到它们的踪影。现在倒好，都跑
到我家安营扎寨来了。

记得新楼刚入伙那年，有一
天早起，我母亲到柚子树下扫落
叶，突然发现一只幼鸟，躺在一
片柚子叶上，像一只小幼虫。母
亲赶紧捡起来，放在手心上，还
呼叫我大哥过来：“这是什么幼
鸟？从树上掉下来的！快把它
放回巢里去！”大哥赶过来，抬头
在浓密的柚子树上寻寻觅觅，终
于在树梢上发现了一个鸟巢。
用树枝筑的一个简陋的巢儿。

“是一个斑鸠窝！”大哥一眼就辨
出是一只斑鸠幼鸟。“爬上去，把
它放回去！快！”母亲担心，如果
是斑鸠鸟，是绝不允许人去靠近
它的窝的，一旦被它们闻出人味
来，斑鸠鸟肯定要搬家了。大哥
小心翼翼地爬上去，好不容易才
把小鸟放回原处。这正是从巢
里掉下来的幼鸟，巢里还有一只
一模一样的小鸟，孤零零地在里

面翻动着赤条条的小身子呢。
“幸亏发现及时，不然让土豆（母
亲养的一条小狗）撞上了，小鸟
就没命了！”母亲在一边庆幸不
已！

斑鸠鸟属田类鸟，野性且灵
敏，对人尤为警觉。有一回，我
和几位朋友坐在柚子树下，聊到
了头顶上一对刚学会飞的小斑
鸠。其中一位朋友说，斑鸠真好
看，比白鸽更俊灵，银灰色的羽
毛，滑溜溜的身段，若能捕捉下
来，放到鸟笼里饲养，观赏性极
强！另一位朋友干脆说，斑鸠的
肉特别鲜嫩可口，最上乘的野味
……说者无心，可是，蹲守在鸟
巢里的小斑鸠的母亲也许听进
去了。这一次调侃过后，斑鸠鸟
有半年不见踪迹。对此，母亲非
常责怪。老人家认为人不该有
这些非分之想。人有人话，鸟有
鸟语，不要以为鸟不懂人话就随
便乱说。我更感失落。这一对
斑鸠鸟，在柚子树上筑巢安家已
经两年多了，每一次都产两个
蛋，孵化两只小鸟，一雌一雄，已
经诞生了好几对可爱的小斑鸠
了。这可算是我家的一道奇观
了。听惯了“咕咕咕”悠扬的斑
鸠声，突然在某一个时间段听不
到了，反倒觉得，好像一个大家
庭，突然少了某个亲戚朋友，一
时变得毫无生气起来。

说来也奇怪，半年过后，在
我们淡去的记忆里，某一天，母
亲又在柚子树上发现了两只刚
学会扇动翅膀的小斑鸠。“斑鸠
回来了！”母亲双手合十，喃喃自
语。

如今，在这么冷的深冬腊月
里，柚子树上又突然冒出了这么
多的小鸟来。这群不请自来的

“不速之客”着实令大家愣然愕
然，母亲尤其激动，老花眼睁得
大大的：“这是斑鸠鸟吗？这不
是斑鸠鸟！斑鸠鸟没这么小！”
大家只会站在一旁拍照，指手画
脚地尽显好奇，却没人懂得，这
六只小可爱，是白头翁，还是“顶
鸡娘”（雷州话）。但有一点可以
肯定，它们的家就在适园里，就
在这棵柚子树上！

“生命旺盛的地方，肯定都
是风水宝地！”我很欣慰！有这
么一群通灵的小生命，选择了适
园。这不仅仅说明它们把我们
当作了朋友，而且，我们之间已
经有了一种默契，一种无声的互
相感激，一种美好的彼此馈赠。

家园秋趣图轴
（纸本设色）

□陈树人

想飞南丹山写意
（三章）

□蔡宗周

玻璃栈桥
两座高高的山峰间，横跨一

道醒目的玻璃栈桥。
不为山谷绿树而架，让人们

俯瞰紫云谷林木生长；不为山间
鸟雀而设，拨响南丹山绿色琴
弦。

只为空间的高度而建，只为
目光的远眺而筑，只为心跳的喜
欢而设，只为双腿的颤抖而铺。

当阳光穿透玻璃栈桥，可瞧
见桥的全方位景色，没有人间常
见的阴暗、遮蔽、伪装；当山风摇
动栈桥，能见证动荡中的胆量，
只有相信自己的人才能抵达彼
岸。

大地上的桥很多很多：铁索
桥、石拱桥、风雨桥……唯玻璃
栈桥仅仅供人们游乐休闲。

人生的桥也很多很多：名利
桥、友谊桥、连心桥……唯玻璃
栈桥上见情侣们紧紧把手相牵。

玻璃与栈桥的结合,是现代
思维与千年古道的结合,是现代
游乐激活沉默大山的发现。

南丹山的玻璃栈桥，吸引了
广佛同城的人们，架起了一座城
乡往来之桥，山区人民脱贫致富
之桥。

桥的功能，在这里被巅覆与
改写，有了新的含义!

桥的意义，在这里上升到一
个新的命题，新的空间！

山间飞索

我是一位白发溜索者，挤进
一群年轻飞索的朋友之间。

我来寻觅童年时的快乐，张
开臂膀且当翅膀飞翔；我来体会
青年时的速度，耳旁风声且作匆
匆岁月；我来回顾中年的冲刺，
远眺的目标就在眨动的眼前。

穿好防护衣，扎紧裤管，握
稳手中绳，只待松扣的一声命
令。

老夫聊发少年狂。在短短几
分钟，重温漫长而复杂的人生。

飞流直下，似嗖嗖离弦箭，
脚下的树在飞，草在飞，大地在
飞,短短几分钟，我随溜索穿越
在岁月间，仿佛回到了童年。

脚底生风，如嘶嘶脱缰之
马，身后山变小，溪变小，房屋变
小，短短几百米，我握缰绳飞驰
在苦乐人间，纯朴生活又回到原
点。

飞索，给人们新的体验和发
现：只有脚踏实地，心方安然。

玻璃滑梯

一条长长的淡蓝色玻璃滑
梯，静卧在大山绿色的怀抱里。

人们挤进儿童式的滑梯前，
像忘却年龄的孩子，听从工作人
员的指挥。

管理人员反复叮嘱：将裤腿
扎紧，将屁垫垫好。我看，只是
滑梯更长一些、角度更陡一些，
人们却像回到了童年。

管理人员像托管老师，边检
查装束边示范：莫将手脚伸出梯
外，双手扶紧梯沿，我看，只是速
度快一些、冲力大一些，人们却
像听从老师一样听从着调遣。

隔着时空七十年，再坐一次
滑滑梯，让我在溜滑的瞬间醒悟
到：人，本就是大山的儿子！大
自然，永远是人类的摇篮!人的一
切言行，都应受约束、守规矩,尤
其在大自然的面前。

□赵利平

□王鼎钧[美国]

适园贵客

乡村电影 □李剑平

□邓存波

苏东坡的那轮明月

锵哥的蜗牛

蜗
牛
（
国
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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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
永
锵

□朱东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