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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刘小会老师的相识，源于共同的文
学爱好。她，文采出众，新闻报道、散文、报告
文学皆能驾驭自如。她，出生于麟游，而我则
在麟游工作了二十多年，我们又都是宝鸡交
通系统的职工，因此多了一份亲近。

刘小会老师惠赠的散文集《春去春又来》
搁在我书架上有些日子了，我是个懒散的人，
一直读读停停。直到清明节小长假，我终于
静下心来，一口气读完了这本书。

捧起这本散文集的第一眼我就被封面吸
引，一位扎着马尾辫、上身穿翠绿碎花裙的少
女静静凝望着远山，这山是秦岭，或许是生她
养育她的麟游山，她的身影宛如春姑娘，给人
无限遐想。书名“春去春又来”寓意深远，既
指四季轮回，也象征生命的循环与重生，更隐
喻作者在疫情过后，让前半生的荣誉“归零”，
重新出发。

这本书凝聚了刘小会老师十多年笔耕的
心血，约31万字，分为三辑。捧读这本书，我
不禁被她质朴而深情的文字深深打动。她的
文字如同清泉般流淌，细腻而真挚，可以用

“以小见大、细节感人、生活气息浓郁、接地
气”来概括。

饱含真情 书写故乡风采

作者的笔下，故乡的每一寸土地都充满

了温情。《我热恋的小村》用质朴的语言描绘
了她出生地的点点滴滴，从迷人的风光到热
闹的生活，从赶集到上学，都承载着她对家乡
的眷恋。《云端孤途 丈八小镇》宛如一幅山水
画卷，将被誉为麟游“云端小镇”的丈八的自
然风光与文化底蕴完美融合。文中不仅展现
了丈八镇的壮美，更通过“丈八爷”的传说、文
化墙的彩绘以及农耕文化的传承，展现了乡
村文化的深厚底蕴与乡村振兴的丰硕成果。
《麟游血条面》是写舌尖上的麟游味蕾；《忙
毕》将农村夏收后的悠闲日子描绘得活灵活
现，让我感受到了乡村生活的烟火气。这些
文章充满了浓浓的乡愁和对家乡的热爱。

细腻笔触 勾勒温暖亲情

《母亲的妊娠纹》《姑姑》《婆婆》《父亲》等
亲情散文犹如一幅幅温情的画卷，缓缓地展
开。作者用细腻的笔触，描绘了与母亲、姑姑
等亲人之间的点点滴滴，让读者仿佛置身其
中，感受到那份真挚的情感。《母亲的妊娠纹》
通过母亲的妊娠纹，展现了母亲在孕育生命
过程中经历的痛苦与付出，以及她对子女无
私的爱。作者将母亲在生育、养育孩子过程
中的种种经历娓娓道来，语言质朴却饱含深
情，通篇没有华丽的辞藻，却能直击人心。《春
去春又来》通过回忆与母亲的两次分离，展现

了母爱的坚韧与亲情的温暖，文字中既有童
年的懵懂，也有成长后的深刻感悟。这些散
文是对亲情的礼赞，展现了亲情的伟大。

书写时代楷模 讴歌责任担当精神

第二辑人物通讯篇章，结构严谨，条例清
晰，事迹典型，生动感人。作者通过扎实的采
访，深入挖掘身边时代楷模的先进事迹，深情
地讴歌了他们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奉献精
神。《一个老兵的难忘记忆》描绘了郑仰秦在
战场上的英勇和转业后的坚守，体现了革命
精神的传承。《云端小镇致富路》则展现了姚
红星带领村民发展中药材产业，实现脱贫致
富的故事，是对乡村振兴的赞歌。《宝鸡有个

“民企纪委”》则讲述了冯西见在路桥私企建
立纪检委，积极参与社会帮教活动，体现了路
桥人的责任与担当。这些报告文学通过讲述
不同先进人物的故事，生动展现了主人公的
奋斗精神与责任担当。

平民视角 记录防疫历程

第三辑《防疫日记》源自作者在2020年
宝鸡疫情期间的亲身经历。那段居家防疫的
日子里，她坚持每天写日记，记录封城之下的
真实日常。从街头巷尾的寂静到小区邻里间

互帮互助的温暖，从对未知的不安到内心的
自我调适，日记里满是她的所见所闻、所思所
感，是那段特殊时期珍贵的记忆。它不仅具
有文学性，也具有史料价值，是对那个特殊时
期的真实记录。合上书本，窗外的春意正
浓。刘小会用文字将时光定格，让我们看见
四季轮回中，那些被岁月沉淀的深情，永远是
最动人的风景。她的《春去春又来》为我们描
绘了一幅幅生动的生活画卷，更是一曲献给
故乡与时代的深情赞歌。

（作者供职于宝鸡交通执法支队）

冬日，漫步在故乡的小路上，脚
下厚厚的积雪发出“咯吱咯吱”的久
违声响，仿佛是延着时间的脚步，追
忆诉说着村庄的过往与现在。

故乡的冬天，不仅是寒冷与冰
雪的世界，还蕴藏着浓浓温暖的生
活气息。在农村，冬日的暖阳下，鸡
鸣狗吠间，老人们坐在向阳避风的
墙角处，嗮着太阳，愜意至极，聊着
家常，脸上洋溢着满足的、幸福的笑
容，那是对生活的热爱，对这片厚重
土地的深切之情。孩子们则在雪地
里尽情地玩耍戏闹，堆雪人，打雪
仗，欢声笑语久久回荡在整个村
庄。一个个形象可爱的雪人，如同
孩子们心中的童话世界，充满了无
限的想象和创造力，童趣盈盈。房
屋里，热气腾腾的灶火台，正煮着一
锅夹带蒜苗、香菜、菠菜气息的，几
乎全村庄的人都能闻到的香喷喷的
糁糁面，那是许久许久的家的味道，
是冬天里心最温暖的慰藉。

故乡的冬天，一个令人向往的
地方，充满着温暖、欢乐、笑语、烟
火，生活气息浓郁的地方。

向往着故乡，还得回到现实中
的家乡。

无论是老村还是现在的新村，
皆被冰冷的白雪覆盖，路上积雪无
人清扫，已分辨不清路边道沿，全村
上下静得可怕，清冷清冷，只有一只
老鸦偶尔哀鸣，给寂廖凝固的空气
增添了几分苍凉。人呢，全部不见
了？走进一户唯一虚掩着门的家
里，一位胡须头发花白颤巍巍的老
者正在吃力地清扫院内积雪。见人
进来，忙让到屋内，房内湿冷，唯有
冒着热气的水杯显示着一丝丝暖
意。聊会得知，全村在册55户200
多口人，常住却只有8户10个老人，
其余全部到县城或外地去，年轻人
打工谋生，中年人环卫扫地或保安
看门，老年人接送看护孩子。

告别大爷，望着眼前的情境，满
脸疑惑，心情如这冰冷的空气。脑
海带着一串串问号，拖着沉重的步
子，又踏着发出“咯吱咯吱”声响的
冰雪，往“回”走着。

（作者供职于蓝田县交通局）

西湖游
文 / 王 锦

作为一个北方人，打心底就对秀美的
江南水乡有着好奇和向往。避开了节假
日期间的人山人海，于一个闲暇的四月天
携着家人抵达杭州西湖，在一片柳枝翠
剪、烟波浩渺里去欣赏，去感受江南水乡
独有的韵味。

“天下西湖三十六，其中最美是杭
州。”。一句民间俗语，表达出了人们对于
杭州西湖的普遍赞誉。杭州西湖是一颗
镶嵌在江南大地上的明珠，尤其是春天
的西湖，风景如梦如幻，韵致宛如佳人，
和那杯中的龙井茶一样，明艳而又含
蓄，以最温婉的姿态，展露出不同于其
他地方的魅力。

文以景盛，景美入文。从古至今，关
于西湖的诗词歌赋数不胜数，“未能抛得
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在这一片空
灵深邃的水波中，文人妙笔生花，一句句，
一篇篇都成了西湖美景的众多诠释。

春风徐徐，阳光和煦，西湖犹如一块
巨大的碧绿的翡翠在微风中摇曳着身姿，
湖面泛起层层涟漪，波光粼粼，宛如数量
极多的钻石倾洒入湖一般闪闪烁烁。一
对对鸳鸯游曳在水中央，逍遥闲适；湖边
树上的小松鼠一个个精神抖擞，它们忽而
追逐、忽而停歇，那扫帚似的尾巴翘在树
梢，极尽呆萌可爱。

乘船畅游在西湖，微风拂面，带着湖
边的花香沁入鼻腔。耳边偶尔传来阵阵
鸟鸣震荡着水波，周围显得愈加空灵。当
然，西湖断桥的魅力在于被赋予了传奇的
色彩，舟行西湖，白娘子和许仙的爱情故
事赋予了这方湖泊另外一种氛围。还记
得小时候的我在电视机前聚精会神看《新
白娘子传奇》时的情景，如今来到了断桥，
电视剧里的场景和眼前的精致合二为一，
心中不禁一阵激动。

船行至湖心，不远处就是极负盛名的
三谭印月。这是西湖最大的岛屿，远远
望去，湖面上三座塔石矗立在水中，倒
影澄明，在如镜的湖面上相映成趣，如
梦如幻，仿佛一副流动的水墨画一般，
极具审美魅力。

系舟登岸，漫步在小瀛洲曲折的堤桥
上，湖边的垂柳新芽柔嫩，在微风中轻轻
拂出一抹春意。西湖的风和柳相得益彰，
柳丝垂入湖面，泛起层层涟漪，风拂柳枝
与碧水，缠绵悱恻，翩翩起舞，此情此景，
似乎与湖面诉说这春天的情话。

放眼望去，目光所及大片大片盛开桃
花，红的似火、白的似雪，挨挨挤挤的挂满
枝头。每一朵桃花都尽情舒展着自己，散
发出阵阵甜香。俯身看，湖水碧绿清澈，
水里的小鱼欢快的在水里嬉戏。孩子按
捺不住喂鱼的快乐，便在不远的小店里
买了一份鱼食和爸爸一起坐在岸边喂
起来鱼，鱼食入湖，鱼儿争先恐后聚拢
了过来，水面顿时翻腾起银浪，孩子欢
快的笑了，一家人一起的幸福在这一刻
被具象化，脱去繁忙劳累，我的心情也
随之变得温柔和缓。

乘船入湖，湖尽登岸，一家人就这样
悠闲地漫步在风景如画的西湖边上。孩
子和爸爸在前玩闹嬉戏，身后的我微笑着
跟随，幸福简简单单，但又无比的美好。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
宜”。欣赏着这四月天里西湖的气象万
千，感受着人生幸福的感悟，这一场愉快
的旅行终以孩子的深睡而结束。但是，旅
行却并未真正结束，智者乐水，生机勃勃、
温婉秀丽的西湖以其千姿百态和深藏的
哲思永存心里，适当的时候再迸发出来，
和那些千百年来的篇章一样，时时刻刻带
给我启发和感悟。

（作者供职于西禹分公司）

前天回家看到地头种植的苜蓿，我顺便
撅了几把，瞬时勾起了童年的回忆……

苜蓿是多年生宿根植物，丛生为主，叶
茎均可食用，多适应北方旱塬地带种植。上
世纪七八十年代，苜蓿主要是生产队骡、马、
牛、驴等牲口耐以生存的精料，也是我们农
家春季的主要菜蔬，也是主食，因而“偷苜
蓿”也是我们的童年趣事。

我们生产队在距我们村庄最远的北面
地里种有一大片苜蓿。每年阳春三月，苜蓿
一露头，生产队长为防止村民偷摘，就在地
中间搭建窝棚，派一名年长者看守。

下午放学后，我们这些年纪相仿的家门
户族兄弟就成群结队，手提竹笼，不约而同

向北面苜蓿地出发，去“偷”苜蓿。一到地
头，我们就蜂拥而至撅苜蓿。这时，看苜蓿
的老汉手持木棍，一边赶，一边骂。

我们一看人来了，就和老汉打起了游击
战。老汉追到东头，我们就跑到西头。老汉
追到西头，我们又跑到东头。来来回回，你
追我赶。最后实在不行，我们这些小伙伴就
将来人分成两伙，与老汉展开拉锯战，东头
一半人，西头一半人，老汉撵到西头，东头人
撅；老汉撵到东头，西头人再撅。老汉一直
撵到天黑，跑得人困马乏也没有办法。

我们一伙一边又说又笑，一边哼着儿
歌，提着“偷”来的苜蓿满载而归。

（作者供职于两亭超限运输检测站）

坐在窗前静静地望着远方，河山却
不在眼中，思绪随着这阵阵晚风回到了
儿时的故乡。

暮色中炊烟在村庄上缓缓地飘荡，
“啪嗒！啪嗒！”的风箱从每一个柴门中
传出，就像一首交响乐，上架前的鸡，家
门口的狗也在叫着。孩子们在街道上
跳来窜去尽情地游戏，大人们拖着疲惫
的双脚从暮色中慢慢回来了。俏皮的
月牙儿从东边的天空一点一点的升起
来了，天空渐渐黑了下来，人们终于进
入到一天中最放松的时候。

煤油灯依次亮了起来，人们端起碗
从那破旧的土坯房中走上大街，碗里都
是清一色的玉米稀饭，手里拿一两个玉
米面馒头，稀饭上再点缀一撮浆水菜，
饭的稀稠可能有差别，但内容绝对是一
致的。有的倚墙蹲下来，有的倚门蹲下
来，有的扯一把柴垫着坐下来，有的靠
着树蹲下来，这就开起了“老碗会”。会
议的内容无非是张家长，李家短，王家
添了丁，吴家娶了妻。偶尔周末有几个
文化人回村会带来些外面新鲜的话题，
或一些奇闻异事，或一些历史故事，大
家是很喜欢的，常常要到很晚才会散

去。也有一些白天干了重活的壮劳力
会早早睡去。然而这种氛围是令我非
常惬意的同时也非常怀念，大家通过交
流从这里了解了很多东西。

女人们晚上是很少出门的。因为
她们要在家里洗锅、洗碗、喂鸡、喂猪、
纺线、织布、纳鞋底。那微弱的灯光把
她们的身影拉的很大很大，仿佛是一
座座金刚神仙。她们勤劳的身影无
不展示着劳动人民朴实坚韧的美德，
她们的行为不但改变着生活同时也
影响着每一个孩子的成长，所以这几
代人为祖国的繁荣富强是做出了巨大
贡献的。

晚上也是孩子们完成作业的时
间。他们坐在煤油灯旁认真的完成着
自己的作业，因为那个时候的老师是极
其严厉的，他们对待教育的态度是极其
严谨的。有孩子如果没有完成作业，不
但要用板子狠狠地打手罚站，还要罚写
更多的作业，更严重的还要留校，不许
吃早饭。那个时候从来不会因为老师
打了孩子而被家长找后账的。当然那
个时候的家长对于知识的认知也是很
深刻的。他们或许也希望自己的孩子

能通过学习来改变自己的命运，改变整
个家庭状况。

大家在生活中相互帮忙，相互关
怀，给人一种其乐融融的感觉。

今天回来，还是那群大妈大叔们热
情的和我打招呼，仿佛许久未见的样
子。然而我是每一个礼拜都会回家看
我的父母，和他们在家里呆上一会。二
老都已过了古稀之年，但仍坚持每日劳
作。这就是我和他们之间最大的分歧，
我希望他们歇下来和我住在一起，然而
他们总觉得自己还有余热要发挥。我
心疼他们的身体，他们却担心儿孙的生
活。两代人都没错，但是却因为爱而产
生了矛盾，现在想来却是我强加给他们
一道枷锁。以后多关注老人，但是不要
限制老人的生活，这也许就是我们做儿
女该做的。村里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了，
只留下一群佝偻着身影的老年人。孩
子们几乎是不会回来了，他们在外面艰
辛的为自己的生活奋斗打拼着，为了博
取更多的精彩，为了给自己的儿女创造
更好的生活环境。未来也许只有这一
排排楼房陪着他们吧。

（作者供职于鄠邑收费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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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笔绘春景 深情染流年
—— 读刘小会散文集《春去春又来》有感文 / 祁军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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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苜蓿 文 / 李明让

遥远的故乡 文 / 何欢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