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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父亲突遭工作变故，我们一家
人被迫离开县城，到黄河岸边的高庄、李村一带生活。

转眼到了 1966年夏天，12岁的我考完初中，上小学的
三弟和四弟也都放了假。我们兄弟三人商量着去李村公
社找父亲。一是很久没有见到他了；二是长期吃地瓜萝卜
野菜，想找到父亲看能否吃上一顿好一些的饭菜，解解馋。

报请母亲同意后，我们兄弟三人便连蹦带跳地向三十
多里外的李村公社方向跑去。大约中午 11时许，我们一路
询问、气喘吁吁地来到了李村公社大院。可找遍各个办公
室都没能见到父亲。经询问才知道，父亲一大早就去搞农
业生产调查。父亲的一位同事叮嘱我们不要乱跑，在父亲
的宿舍里等一下，并高兴地对我们说：“你们弟兄仨真有口
福，今天伙房正好改善生活，吃油炸带鱼。”我们一听高兴
得不得了，三弟四弟乐得累意全无，一蹦老高。忍不住向
我询问：“二哥，带鱼是啥鱼？肯定很好吃吧？！”。我也是第
一次听到这个鱼名，更没吃过、没见过。我笑着对他俩说：

“甭急，等会儿一吃就知道了。”
“铛……铛……铛！”还不到 12点，伙房的开饭铃就敲

响了。
“二哥，打铃了，开饭了！咱快去吃饭吧。”三弟四弟饥

饿难耐，目光都盯向我。
“咱大大还没回来，没有菜票馍票咋办呢？咱再等一

下吧。”我虽在劝慰着两个弟弟，可伙房那边飘过的饭菜香
味磁铁般地吸引着我们不由自主地向着伙房的方向凑过
去。

“刚打完铃，伙房卖饭的窗口前已经排起了长长的队
伍。”听一些人用筷子敲着碗议论说：“这带鱼可不贱，七八
毛钱一份。吃顿鱼，三天的菜金就没了。”

我一听，心里“咯噔”一下：“如果我们兄弟三人每人一
份，就是两块多。父亲九天的菜金也就没了，那他该怎么
办呢？”母亲经常告诉我们，父亲每个月工资 20多块钱，要
交给家里一多半，供我们娘几个生活开销。他自己仅留十
来块钱。父亲每一分钱都得精打细算，能省则省。父亲爱
抽烟，可他都是弄些廉价的烟叶揉碎用废纸卷烟抽。

“哎，这三个是安东（父亲的名字）的小孩。他下村还没
回来，你先给他弟兄仨每人打份鱼，让孩子们先吃着。待会
安东回来再付给你们票！”父亲的那位同事见我们仨犹犹豫
豫、羞羞答答地在伙房附近转悠，立即向伙房炊事员做了安
排。就在伙房的人员应声打算将香喷喷、黄鲜鲜的带鱼给我
们找碗盛上时，四弟已率先高兴地跑向伙房售饭窗口，尖起
脚来准备接鱼，我立即跑上前去拉住他，并向着伙房的炊事
人员急切地说：“叔叔，先不要鱼，还是等俺大大回来了一块
吃吧！”我边说边拉着两个弟弟快速离开了伙房。可四弟却
不干，带着哭腔想挣脱我的手，喊着要吃鱼。伙房的叔叔也
在呼喊我们：“甭走！甭走！你们弟兄仨先吃嘛，等你大大来
了，鱼就卖完了，你们谁也吃不上了！”

我听到这句话反而高兴起来，心里想：“鱼卖完好啊，
等父亲回来了，我们吃些便宜的菜，就能给他省下这些菜
票了。”

三弟毕竟比四弟大几岁，他看出我在故意拖延时间，
也积极劝慰四弟，并帮助我把他拉回宿舍继续等候父亲。

大约又过了将近 20分钟，父亲骑着车子，戴着草帽，一
身汗水，从村里赶回来了。见到我和弟弟又惊又喜地说：

“你仨咋来了？都放暑假了吧！正好，昨天伙房通知今天
要吃带鱼。因村子里有事，我回来晚了一些。咱快去伙
房，看还有没有鱼？”

父亲边说边大步流星向伙房奔去。我完全理解他想
让我们三张馋嘴能吃上鱼而不顾及自己日后生计的急迫
心情。父亲距伙房还有老远就喊上了：“喂喂喂，还有鱼
吗？”

“哎呀，老陈，鱼早就卖完了，想吃鱼早来哎！”炊事员
边准备收摊边遗憾地告诉父亲。

父亲一听说鱼卖完了，很是扫兴。转过身来就对我吵
上了：“二，刚才咋不带你弟弟来伙房先吃鱼？我回来给他
们菜票就是了，非等我干啥！”我虽然低头不语，但心里很
高兴。

父亲边责备我边走进伙房，买了四份白菜粉条，一共
才六毛钱，还不及一份鱼的价钱。父亲又为我们每人买了
两个白馍，见三个儿子狼吞虎咽地吃起来，才松了口气。

饭后，两个弟弟到街上去玩了，宿舍里只剩我和父
亲。我颇有些委屈地对他说：“大大，按说我们是能吃上鱼
的，可我是故意拖延时间，为了给你省下点菜票。”停顿了一
会儿，我又若有所思说：“大大，伙房今天吃鱼你是事先知道
的。我发现公社上的人为吃鱼早早就排起了长队，只有你和
很少的几个人在鱼卖完之后才赶过来吃饭。我想，你应该是
以村上的工作忙为理由，故意错过吃鱼时间的吧？”

父亲深情地望着我，久久没有说话。我看到，他的两
眼已经蓄满了泪花。

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压力没有了，心情也闲散了许
多。早晨洗脸也不那么紧张了，镜子里看看自己的容颜
突然发现霜染了双鬓，心情不免有些怅然。岁月真是无
情啊。走到母亲的房间，她已坐在藤椅上喝茶了，早起、
静养、喝茶，这也是她多年的习惯了。也许是平时的疏
忽，亦或是匆忙地赶于上班，真的没有仔细端详过母亲的
变化。这时静心地打量她老人家，猛然觉得她苍老了，我
的心一紧，有油然落泪的感觉，仿佛往事都涌现了出来，
桩桩件件历历在目。

有关童年印象颇为深刻，那个年代是物资匮乏的年
代，生活困难是普遍现象。小孩能上学读书也是家长极大
的奢望，能供我们读书母亲也是费尽了心血。我们家离学
校比较远，母亲就骑一辆破旧的自行车接送我。无论刮风
下雨还是骄阳霜雪，都是她陪送我家与学校的路程。记得
有个星期天，由于第二天不用上课，母亲就推着自行车我
走着，在一个小桥头我们停下来歇息，她语重心长地问我：
儿啊，你长大了想做什么呢？我稍加思索回答：我想当一
名造福人类的科学家，当一名巡视领空的英雄飞行员，也
想当一名保家卫国的解放军。母亲摸摸我的头舒心地笑
了，兴许在她的心里得到了一份满意的答案吧。

后来我考上了大学，毕业后成了一名人民警察。母
亲也特别高兴，上班后第一个星期天还特地为我做了一
桌庆贺宴。那天的菜很丰盛，在我的印象里也算是高等
级的家宴了，至今我仍记忆犹新。

由于工作性质的原因，我陪母亲的时间越来越少
了。随着岁月的流逝，母亲渐渐地变老了，但她的内心世
界依然充满阳光。有一天，母亲说她想去老年大学学画
画。能充实老人的精神生活我当然赞成，随即给她报了
名。从此，除了遛弯锻炼，她就在她的画室里精心绘描。
没想到老人有超凡的丹青天赋，几年下来，她的画赢得了
众多画家的赞誉。无论是花鸟还是兰草或者人物，都栩
栩如生、灵动传神。我有时候工作累了，拖着疲惫的身子
回家，进入她的画室一番浏览，便陶醉在美的享受中。由
此，对母亲的高品质生活也感到了坦然与欣慰。

岁月是无情的，一切光鲜都会被剥去光泽。就像我
的母亲拉扯我们长大成人，从一个光鲜靓丽少妇变成一
个尝尽生活辛酸的中年女性，再到一个老态龙钟的银发
老人，这其中的苦辣变故历程是难以表达的。作为孩子
的我只能用时间去弥补时光，只能用孝爱去换取缺失。
有时候我只能对自己说，母亲您给了我生命，那么我也只
能用生命来回敬您，让您在孩子的生命中找回轻盈步履、
汲取健康的余生。

母亲啊，在您睡熟的时刻我就坐在您身边，我已默默
地告诉了您：假如您是荷花，我会是鱼儿，嬉戏在您身旁；
假如您是画笔，我就是颜料，让您尽情地挥洒。每天的朝
阳出来我会牵着您的手，一起走过林荫道，在溪水边坐下
来，我会唱着《世上只有妈妈好》，看夕阳缓缓而下，听鸟
归巢叽叽喳喳温情的呼唤。能看夕阳落下才有明天朝阳
的升起，所以我们一起永远看夕阳。

2021年，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全国人民在
祖国温暖的怀抱里重温党史、发自肺腑地唱起一支支党的
赞歌。

7月 20日，郑州千年不遇的特大暴雨让这个“九州之
中，十省通衢”的中原古城在瞬息之间成为一片汪洋大海，
灾情顷刻牵动全国人民的心。“准备好了吗，士兵兄弟们，
当那一天真的来临……”。这里，虽没有国与国战争中血
与火的惨烈悲壮，但却同样有着人与自然抗争中血与水
的惊心动魄！当这一天真的来临时，巨野党员老兵抢险
救援突击队,这群“脱下军装还是兵”的热血男儿，紧急集
合，连夜赶往郑州，为了祖国和人民的利益赴汤蹈火，在
所不惜。

10月初,一部反映抗美援朝题材的战争电影《长津湖》,
以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和气吞山河的震撼画面，让观众好
评如潮，成为中国影史票房榜冠军,并实现了票房与口碑齐
飞。透过银幕，我们在雪与火的极端环境中，在血与火的
残酷鏖战中，看到了我们“最可爱的人”英勇不屈、无私无
畏的血性和精神，深刻感悟到了“为什么战旗美如画”的革
命英雄主义情怀。

10月 16日，“神舟十三号”飞船成功发射，翟志刚、王亚
平、叶光富三人乘船开启 6个月的太空生活，我国太空探测
迎来“探日时代”。超越梦想一起飞，追梦不止要靠谁？一
代代航天人的接续奋斗，正在推动中国航天拥抱更广阔的
星辰大海！“神舟十三号”成功发射和在轨飞行试验顺利开
展，标志着中国航天又一次创造了天地往返新传奇的完美
开篇。“航天之梦”是中华民族复兴梦浓墨重彩的骄傲展
现，折射出中华民族这艘巨轮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下，刺破苍穹志凌云，扬帆启航惊世界。我们唱着“东方
红”，扬眉吐气有话向天说，我们讲着“神舟十三”的故事，太
空有我不寂寞。卫星的腾空，飞船的飞驰，使强大的中国
不再满足于“坐地日行八万里”的节奏，与时俱进的航天科
技，使优秀的中华儿女去“巡天遥看一千河”！我们是纤纤
秀竹，终于结束了尖尖嫩笋的时代；我们是巍巍猛虎，彻底
告别了柔弱如猫的岁月！

即将走过的 2021年,既有全国上下庆祝建党百年华诞
的波澜壮阔，也有部分地区抗击疫情灾情的风暴雨雪；既
有航天神话的气昂九霄，也有不忘初心的历史诉说。有真
情，有挫折，有温暖，有欢乐！但这一切都将永远汇入历史
及美好的明天，必将催促我们奋发有为去开拓！“两个一百
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让我们继续共同唱响梦圆
神州的“同一首歌”！

儿时多梦，梦在远方……
孩提时候，有着很多很多的梦想，那时候，胸怀如蓝天一样

高远，如大海一样广阔；那时候，梦想也一如鲜花般娇艳，云朵
般悠然……

因为有着梦想，心永远是明澈、活力奔放的，一路走来，我
始终保持着追逐的姿态。只是，年少的我，只顾一路奔跑，梦又
太遥远，我看不清它的方向。懵懂中，梦想的小花，朵朵凋零。
青春的季节里，我又有了新的梦想，且更为精彩、更为绚烂，她
璀璨如烟花，清新如雨后彩虹。这也让我有了更为明确的信
念：梦想虽远，但就在前方！为此，我不敢放慢脚步，我以更加
坚强的姿态，去追逐我的梦想。

岁月流转。等到真正长大了，才渐渐明白成长的无奈，才
明白世事浮华如过眼烟云，一切梦想都是虚幻的、缥缈的！我
开始认真思索生命的真实，那些玫瑰色的梦又渐去渐远，一点
点飘离、一点点游走、一点点暗淡，直至消失在苍茫的心之夜
空。而终不肯幻灭的那一丝亮光，仍指引着我前行的路，让我
再也无暇顾及周遭的风景，再也没有了多余的牵绊……

那一丝亮光，便是翰墨之香。
从那时起，我便握紧了手中的画笔。画花与草的世界，画

鸟儿、鱼儿的天堂；画风和雨的低语、画云和水的眷恋；画土地、
树木的呼吸，画山川、河流的思念……我不停地挥舞着手中的
笔，只为不甘沉寂的灵魂找一个喷涌的出口，让那时时激荡灵
魂的情感得以无所顾忌、酣畅淋漓地宣泄……

我梦想着用我的笔去描绘我的生活、我的朋友和我身边的
人生百态；梦想着用我的笔去主宰我的思绪、我的情感、我的精
神家园；梦想着终有一天，我能用属于自己的独特符号去构建
一方永远富丽、高贵的精神大厦，去向这个世界证明：我，曾经
来过……为了这个梦想，我付出了很多、失去了很多，但也得到
了来自内心深处的充实与快乐！我以为，梦想与我越来越近
了！我已经嗅到了她的气息，我就要抓住她的衣裙，这让我更
加痴迷、更加执着！为了她，我将永不停息追逐的脚步！

直到我终于发现，我的所识、所爱……我所有的努力，都
只囿于一个渺小的“我”中，我思、我忧、我梦、我恋、我的悲喜人
生，这一切都走不出那个小小的“我”字。才蓦然明白，我的梦
想并没有实现！梦想，她还只停留在原地，一个是开始也是结
束的地方。只有将这种情感融入对俗世人生的探询中去；对传
统文化的传承中去；对万事万物的悲悯中去；甚至于对人类的
大美、大爱的情怀中去……梦想，或许才能就在咫尺、就在眼
前、就在触手可及处……

于是，我告诉自己，放弃一切虚幻和自私吧！只有胸怀
澄澈、志存高远，才能把握真实！从此，我的笔担上了社会的
责任，我也更加明确了绘画的责任。为了这个责任，我愿倾注
全部力量。在别人轻摇香扇、夏夜乘凉的时候；在别人花前月
下、轻歌曼舞的时候；在别人灯红酒绿、杯盏交错的时候；在别
人手捧香茗、避风驱寒的时候……我告诉自己，这一切，都与
我无关……

我要和梦想随行，一生追逐翰墨香……

有种声音，
听到了便萦绕耳畔。
有种眼神，
感到了便魂系梦牵。

有种笑容，
看到了便定格眼前。
有种朋友，
遇到了便心心相连。

岁月如梭，
沧海桑田。
改变的是整个世界，
不变的是
你的声音，
你的眼神，
你的笑颜，
以 及 彼 此 的 牵 挂 和

期盼。

相守

时光如梭，
如梦如烟，
弹指已是数十年。
人生不易，
世事变迁，
痴情相守何羡仙？

年过半百，
华发已斑，
易变的是容貌，
不变的是挂牵。
激情燃烧的岁月，
渐去渐远，
相望相守的执着，
愈久弥坚。

三张馋嘴
□ 陈 奇

陪母亲看夕阳
□ 孙红星

“家乡菏泽要通高铁了”，喜讯传来，令
我这位在外地工作了几十年的菏泽人兴奋
不已。久久期盼，梦圆今朝，家乡大踏步地
迈入了高铁时代，融入了领先潮流。

12月 26日，菏泽开通高铁的当天下午，
我专门从济南登上首次发往菏泽的 G6973
次高铁列车，第一时间体验了乘高铁回家乡
的味道，成为我人生中值得珍存的一次高铁
纪念之旅。

冬至时节，寒潮席卷齐鲁大地，站台上
北风凛冽，登上列车，顿时温暖如春，一扫
寒冬之感。环顾车厢，整洁干净，井然有
序，电子屏幕上滚动提示着注意事项、防疫
规定、列车速度、车厢温度、前方到达车站
等信息，较之过去的“绿皮车”有天壤之
别。不一会儿，笑容满面的“高姐”双手捧
着“鲁南高铁开通纪念册”赠送给每位旅

客。当她得知我是菏泽人时，马上用亲切
的话语对我说：欢迎您乘坐高铁回家乡！
一句话，满腔情，怎不令人感动……

列车从济南站开出，沐浴着冬日的晚
霞，飞驰在京沪高铁线上，三十多分钟，就
到达“东方圣城”曲阜。我不由低头沉思：
高铁时代不愧为高速节奏啊！“至圣先师”
若有所知，一定会为这个时代所感叹的！

离开曲阜，列车踏上了新开通的鲁南
高铁曲庄线，走济宁，过嘉祥，越巨野，奔菏
泽，一路向西，风驰电掣。

鲁南高铁又称日兰高铁，是山东南部从
黄海之滨的日照到鲁西南菏泽的快速大通
道，曲阜至庄寨段，全长 199千米，是山东三
横五纵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八
横八纵高铁网不可或缺的区域连接线。
2019初开工建设，不到三年时间，提前竣工

通车，这是新时代的建设速度，这是菏泽人的
盛世福音。

不一会儿，列车进入菏泽境内。凭
窗 眺 望 ，田 野 里 绿 油 油 的 麦 苗 长 势 喜
人，铁路两旁林立的高楼和厂房一闪而
过，列车驶过之地，处处展现着欣欣向荣
的景象。

车轮飞驰，思绪万千，多少往事涌心
头。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我应征入伍到
渤海深处的海岛服役。记得第一次回乡
探亲，区区 600 千米的路程，等车换车，在
路上要折腾两天多，十天的假期往返路途
就要占去一半的时间。八十年代初，我调
到了原济南军区机关工作，从省城回家虽
说路途近了，但那时家乡既不通火车，也
无高速公路，回家坐客车仍需八九个小
时。往事悠悠，历历在目，那时候，回家的

路是那么难走，回家的车是那么难熬。如
今，高铁通了，那一切，都成了永远的记
忆。据有关消息，2022 年元旦之后，高铁
路网再次调图，进出菏泽的高铁将达 23
对之多。届时，一小时进省城，两小时到
京都，三小时抵胶东半岛的最东端，八小
时可通达全国各主要城市。历史上一向
交通落后闭塞的菏泽，将迎来一个出行便
捷、安全舒适的新时代。

傍晚时分，列车广播里传来甜美的
声 音 ：各 位 旅 客 ，本 次 列 车 的 终 点 站 菏
泽东站就要到了……低头看表，从济南
到菏泽，仅仅用了一个半小时。抬头眺
望 ，灯 火 辉 煌 的 菏 泽 东 站 映 入 眼 帘 ，它
是家乡的一座崭新地标，矗立在古老的
菏泽大地，仿佛告诉人们：高铁时代，梦
圆今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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