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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江南·站中春（其一）

春三月，风暖柳丝绦。
收费亭旁红帜展，雷锋身影韵情飘。
善举暖心潮。
车来去，服务绽新娇。
指引迷途添意暖，帮扶困窘累尘消。
德耀路迢迢。

忆江南·站中春（其二）

三月里，站口聚春韶。
学范标兵姿飒爽，助人风尚韵千娇。
欢语漾周遭。
逢司乘，微笑把言交。
递水修车忙未歇，答疑解困不辞劳。
暖景绘今朝。

满江红·雷锋映站

春漾通衢，逢三月、旌旄烈烈。
回首处，伟人濡墨，九州腾热。
六十春秋光焰续，万千赤子丹忱切。
瞩望时，收费驿途旁，雷锋跃。

车潮涌，人无辍。
迎行客，倾欢悦。
解迷津困厄，暖言殷切。
递水扶轮驱旅惫，答疑指径祛惶慑。
瞻远景，德润漫征程，嘉名阔。

满江红·三月雷锋耀站衢

三月韶光，临收费、旆旌风猎。
凝睇处，英髦萃聚，誓词锵铁。
岗上丹忱驱惫懒，亭中煦笑融寒冽。
守初志、矢意效雷锋，情何烈。

迎行旅，援扶切；通壅滞，纾忧彻。
观修车援手，奉茶无辍。
善举遥驱千里道，仁风尽拂司乘惬。
期异日、勋绩勒口碑，荣光晔。

（作者供职于西安外环分公司）

第一次看许鞍华拍的《女人，四
十》，是二十岁出头的时候。印象中
只记得整部电影节奏平淡，充满了平
凡生活的鸡毛蒜皮，一边看一边心
想，啊，我以后千万不要变成这样的
女人。

今年站在四十岁的门槛上，想起
了这部《女人，四十》，心想不如再看
一遍。

电影的女主人公阿娥，四十岁，
住在香港一间普普通通的老旧楼宇
里，一头卷发，衣着靓丽时髦，热爱打
麻将，性格泼辣且能干。她生活的主
旋律是忙，忙，忙，要应对挑剔的上
司，还要照顾脾气古怪的退伍军人公
公、性格怯懦的丈夫以及正值青春叛
逆期的儿子。

虽然每天两点一线地奔忙于家
庭和公司之间，很难得到一丝喘息的
机会，但在待她如亲生女儿的婆婆的
帮衬下，阿娥勉强能维持工作和家庭
的平衡。但婆婆的突然离世，公公的
老年痴呆，让阿娥的生活陷入混乱。
公公频繁走失、在公共场所失禁，甚
至将垃圾当作晚餐。她不得不频繁
请假寻找公公。面对家庭的重担，阿
娥以市井智慧和黑色幽默应对困
境。她在卖鱼的摊子前耐心等待鱼
死，就因为死鱼比活鱼便宜许多，用
保鲜膜包裹公公的尿壶，以“老公外
遇”为借口逃避加班。

电影没有太过煽情的场面，没有
大起大落的剧情，却在一言一语，一
饭一食的日子里，一点一滴道尽了四
十岁女人的隐忍坚强。戏中的好些
细节都可以拎出来好好琢磨品味一

番。阿娥过生日，全家一起庆祝，一
开始她本来不想帮无理取闹的公公
换鞋，但是婆婆一来马上就转身说我
来我来；嘴里说工作忙才不去买米，
镜头一转还是一个人扛了几袋子促
销大米挤地铁回家；送公公白天去老
人康乐中心的位置紧张，本已不抱希
望，没想到已经离世的婆婆早就预
约，早已替老伴和儿女考虑周到；在
不得不送公公去老人院后回家的路
上，满心愧疚的她忍不住转头拍打老
公发泄情绪。

全片只有两个地方看到阿娥哭，
第一次是因为婆婆离世大哭，最疼她
的就是这个婆婆，没想到这么快就走
了。第二次是霞姨得知自己癌症晚
期同已老年痴呆的老伴做最后话别
的时候，阿娥偷偷在背后抹泪，暗下
决心要珍惜眼前人……

每一个场景里，阿娥都在忙忙碌
碌地张罗着，几乎没什么闲暇从容的
时候。在家狼狈，出门也狼狈。这又
何尝不是现实中的另外一个我？每
天脚步匆匆，掐着点接娃送娃，处理
工作琐事，买菜做饭收拾屋子，柴米
油盐精打细算，下班回到家还得辅
导孩子作业，被叛逆的大宝气到嚎
啕大哭，还有个幼子吃饭穿衣洗澡
样样离不开人。父母公婆已衰老，
一身慢性疾病，时不时地需要跑医
院，看病住院买药哪样都得操心。真
正地上有老下有小，不尴不尬，挤在
当中。

以前的我爱吃爱玩，但现在的我
常常在超市零食柜前，看着一整面的
高热量零食感慨，想吃，但是不敢

吃。想潇洒地来个说走就走的旅行，
但是小孩怎么办？带着孩子出去，那
还叫玩吗？那叫换个地方带娃。前
几年，还能时不时地跟几个女朋友约
会一下，逛逛街，做做指甲，聊聊天。
现在呢，生活已完全被凡尘琐事侵
占，自我极度压缩。几日前，跟女朋
友们微信聊天，才惊觉上次相聚已是
一年前了。

更崩溃的是，人到中年，还要面
对记忆力衰退、胶原蛋白飞速流失、
生活上捉襟见肘、工作也到了瓶颈期
的困境……明知已经到了生命的中
后期，很难再有未知的变数，只能一
条路走下去。若真有，也大约会是惊
吓多过惊喜。

当然，生活嘛，有苦也有乐。虽
然繁忙是阿娥生活的主旋律，但她的
生活也不乏忙里偷闲的欢喜。中秋
晚会上，和街坊们一起欢度佳节，和
老公共舞一曲欢快的《青春舞曲》。
接公公回家的路上，偶遇一树繁花飘
落，公公开心地说道：“下雪了！”阿娥
看着缓缓飘落的花瓣，也露出了欢欣
的笑容。周末，和亲朋一起去郊外挖
地种菜、野餐、打麻将……

这些小欢喜，四十岁的我也有。
忙里偷闲的散步晒太阳喝咖啡，一周
三次锻炼身体的挥汗如雨，积极主
动帮我干家务的贴心大宝，幼子熟
睡时甜美可爱的脸庞，朋友们隔三
差五的问候，每晚临睡前老公打好的
洗脚水……这些细碎的美好，爱的滋
养，就像夹杂在一地鸡毛生活中的如
雪花瓣，虽不能改变生活繁杂沉重的
原色，却能给内心带去一些温暖欢愉

的调剂。
人到四十，已走过生命的大半历

程，可经常想人生到底是怎么回事？
求学工作结婚生子衰老，就这么平平
凡凡走向生命的终点吗？影片里，患
有老年痴呆症的公公给了我答案。
在生命即将走到尽头时，他问阿娥：

“你知道人生是怎么一回事吗？”然后
他意味深长地说道：“人生……是很
过瘾的。”说完，自顾自地笑了起来。

怎么算过瘾呢？我给的答案是，
即便期待的一切都化为泡影，生活也
随之变得乱七八糟，但还是不缺乏继
续走下去的勇气，这就叫过瘾。就像
阿娥，就像数个无数个四十岁的我
们，每日穿梭于柴米油盐之中，面对
生活的挑战，打怪升级，遇到困难不
退缩不害怕，一个困难解决了，接着
解决另一个，坦然接受命运，不去过
多的抱怨，一步一个脚印走在人生路
程之上。也许我们失去了很多，但也
收获了很多，活得肆意坦荡，这样的
人生的确很过瘾。

“休涕泪，莫愁烦，人生如朝露，
何处无离散。君莫嗟，君莫叹，终有
日，春风吹度玉门关。”这是电影片
尾曲中的歌词，与所有四十岁的我
们共勉。

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邈
远的时间长河里，生命不过是沧海
一粟，我也不过是匆匆过客。而今
蹉跎已二十有余，岁月总是那样任
性而又决然。欲盖弥彰的少年时
光，模糊得愈来愈多，熠熠生辉的
眼中，光芒消失之迅猛，才隐隐发
觉，岁月不堪数，若别离，无归期。

新的一年又悄然启航，有太多
词可以来概括我这寥寥一生，每每
提笔，总是思绪万千，费尽21年学
成的知识，竟无一篇献给热烈的自
己。该如何来形容这一段岁月
呢？好像没有什么值得拿出来一
说的成就。18岁尚好，28岁且行，
38也许会更好。

回首彼岁流年，呱呱坠地时，
天并无异象，也未受命于天，幸得
父母庇佑，恩师教诲，无冻馁之
患、无奔走之劳、无求而不得。寒
窗数十载，喜事哀愁皆经历，遇坎
坷屡屡，于彷徨迷茫中，却从未言
放弃，仍立志求索，没有埋怨，亦
没有哀婉悲叹，只是略有惆怅凝
结心头。虽未学富五车，但爱文
墨；虽业不精，但德行尚在；虽愚
笨，但志存高远，从未随波逐流，虚
度光阴。

望周边同龄，事业有成，反观
吾身，流连于前日不可得之事，惊
厥于昨日已发生之事，彷徨于明日
未至之事，心有余悸，难有静心，一
直在熙来攘往的人群中寻找一种
满足，一种释然，一种随遇而安，但
世界太大，总有一些，我无法触
及。那个狂放不已的少年在生命
的轮转秩序中“被启动”了很多次，
她认为，只要沿途的一切都值得被
欣赏、被肯定、被赞誉，那努力触
摸、纵情体验便是“唯一”且“正确”
的选择。

这一年我26岁，在我这一生
的黄金时代，步入了社会这个大染

缸中。在这个高度功利化、一切都
要衡量是否值得的环境里，在精致
的利己主义甚嚣尘上的社会氛围
中，面对着精神内耗与焦虑，生活
的压力有形或无形地鞭笞着我的
肉体和灵魂。

在潺潺流水穿过一座座群山
后，我踏入到公路领域。这两年，
我于温室中怯怯地探出头颅，勇敢
发出属于自己的光亮。我用属于
自己的笔去记录生活的点点滴滴，
用自己的文字去评鉴我们面对世
间光怪陆离的奥妙与启示。我在
白纸上歌颂那些经过岁月的筛汰
而沉淀下来的关于“公路”的精神
与品格,我在大雪纷飞的公路环线
上拍下“公路人”生命的闪耀，我踏
实地记录着“公路与公路人”给这
个世界带来的每一次感触、每一道
欢喜、每一处震撼。

繁花一梦，山茶落尽。亲手雕
琢自己的过程很痛苦，余虽愚，但
应时刻洞悉自己的内心世界。终
其一生的开拓，仍可变为人事档案
里随时可被替换的几行宋体字。
生命的运转从未停滞，有太多的理
由让我们明白要学会如何更有意
义地生活。喧闹声在耳边缓缓地
淡下来，身边人的面孔也逐渐模
糊，我们那黄金一般却又不值一提
的莽撞青春，已经开始倒计时了
……,待到你填满了韶华，获得片
刻自由的时候，已经是夕阳在山，
人影散乱。

青年的肩膀上不只有清风和
明月，还有责任与担当。2025年，
请许自己一方“天地”，它有诗，也
有光，有莺歌，也有燕语。亲爱的
自己，请你铭记这份艰辛、这份信
念，不断前进，朝着属于自己的路，
风雨无阻地前行，去慢慢领略在时
光身翼下走过的春夏秋冬。

（作者供职于南郑公路段）

我爱家乡
的秦腔

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关中西府人。在这片古老而
广袤的土地上，集聚了各式各样代表地域特色的民俗文
化。但令我最爱的，还是秦腔。

“八百里秦川尘土飞扬，三千万儿女齐吼秦腔”。随
着锣鼓声响，表演就正式开始了，此时喧嚣的人群立刻
鸦雀无声，时间仿佛也静止了一样，观众们随着剧情时
而欢喜，时而伤悲。

秦腔表演有很多绝活，手绢功，板凳功，水袖功，以
及辫子功和舞台空翻等，最吸引人也是最危险的一项绝
活就是——吹火！为什么说它危险呢？因为你稍不留
神就会烧伤自己和其他演员。可是，如此的危险表演，
演员是如何做到的呢？原来，表演吹火的演员提前把松
香用纱布包成小包含在口中，等上台表演时，把松香吹
向火焰即可。

秦腔表演所使用的乐器也很多，例如鼓、板胡、胡
琴、大锣等等，也许这些乐器并不是特别好看，但是，它
们却与秦腔的粗犷、豪放是绝配。

台上的演员忘情的“吼叫”，文武乐队配合默契的演
奏，这振奋的声音响彻了天际。他们的表演引人入胜，
让人身临其境。他们如痴如醉的表演，让每一个观众都
能引起共鸣——这就是乡音！唢呐声、锣鼓声交织在一
起，演绎着热烈豪放，响彻在八百里秦川，这就是生命的
脉动。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秦人，秦腔，拉近了生在关
中的我和这古老关中戏曲的距离，更增加了我对秦腔的
喜爱。这也是我爱这家乡的原因之一吧！

（作者供职于两亭超限运输检测站)

正月十五闹元宵，社火是绝对的重头
戏。从南方气势磅礴的英歌舞，再到北方
粗犷豪迈的秧歌舞，这些具有地域文化特
色的传统年俗活动，在元宵节到来之际，为
老百姓献上了一场年味十足的视觉盛宴。

今年我们县城一共组织举办了两场社
火巡演活动，一场在正月初十，一场在正月
十五。

正月十五。吃完早饭，我就带着女儿
来到了中山街十字，心想着，来早一点，就
能占据一个好的观看位置。可令我没想
到的是，上午10点多钟的中山街十字，早
已被前来观看社火表演的观众围了个水
泄不通。

虽然距离社火表演正式开始还有一个
小时，但大家的热情却早已按捺不住了，男
女老少在街道四周挤得满满当当，摩肩接

踵、笑声四溢，感觉全县人民都聚集在了县
城中央，那火爆的人气，是平时任何时候都
无法看到的。我突然觉得，看人也是一种
风景，被热烈的人气包围更是一种享受。

谈笑间，锣鼓声已经响彻了旬邑县城
的上空。我对女儿说:“社火开始了，马上
就到我们这了。”女儿开心地点了点头。

不多时，三辆黑色引导车迎面驶来，后
面紧跟着的是“城关街道向全县人民拜年”
的大型贺词。打头的是秦兵俑方阵，精壮
的老秦人手持长矛，身穿铠甲，气势十足，
看的人热血沸腾。

紧接着，高跷队登场了。表演者们踩
着高高的木跷，却如履平地，做出各种惊险
又有趣的动作，他们绘着戏剧脸谱，一会儿
扮个丑角，一会儿又模仿古代的将相，引得
大家笑声不断。女儿看得目不转睛，时不

时问我：“他们会不会摔下来呀？”我笑着安
慰她：“他们可都是厉害的高手，不会摔下
来的。”

随后，一支舞龙队伍映入眼帘。那巨
龙浑身金黄，在阳光的照耀下泛着金色光
芒，龙珠在前灵活舞动，巨龙则紧紧跟随，
或盘旋、或翻腾，引得观众阵阵喝彩。女
儿兴奋地拍着手，大声喊着：“好漂亮的
龙！”紧接着，是一群身着鲜艳服饰的秧
歌队。他们迈着欢快的步伐，手中的彩
绸上下翻飞，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那富有节奏感的动作，感染着在场的每
一个人，许多观众也情不自禁地跟着节奏
晃动起来。

在众多表演队伍中，最有趣的是那充
满民俗风情的跑旱船。一艘装饰精美的

“旱船”在“波浪”中起伏，船中的“姑娘”眉

眼含笑，划船的“艄公”则幽默风趣，他们一
唱一和，配合默契，演绎着民间的故事，将
生活的百态展现得淋漓尽致。

女儿最喜欢的是各种扮相的玩偶，大
头娃娃、唐僧师徒、财神爷等许多中国神话
故事中的人物纷纷现身人间，他们一会儿
搞怪献技，一会儿与观众互动交流，惹得小
孩子们兴奋地尖叫。

社火表演在热烈的氛围中持续了许
久，结束后，人们还意犹未尽，不忍离去。
回家的路上，女儿还在兴奋地谈论着刚才
看到的精彩表演，而我也沉浸在那热闹喜
庆的氛围中。这场社火表演，不仅是一场
视觉的盛宴，更是一次传统文化的传承与
延续，让我们在欢乐中感受到了浓浓的年
味和家乡的温暖。

（作者供职于咸铜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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