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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01234 笔记

我是舞者我是舞者
刘雪飞

请不必问我的名字，倘若，非要留下一
个标记，舞者——便是最好的诠释。

我是舞者，在时光洪荒与天地辽阔中起
舞，在春花灿烂与秋叶静美中起舞。

舞出生命的律动，舞出内心的丰盈，舞
出言语无法表达的爱恋、抑或悲欢。

舞出浴火重生的凤凰涅槃，如烟往
事，绝尘而去，我迎着苍穹起舞，以柔美，
以力度。

舞出庄周梦蝶的物我两忘，不以物
喜，不以己悲，我面向大地倾诉，以沉默，
以孤独。

绝美的舞姿，是无声的言语，舒展灵动，
轻盈深情。红尘万丈，可有人懂？

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在这个纷繁
芜杂的尘世，许多事物随着时光流逝而悄然
改变，有的凋敝，有的萧条。然而，总有一些
事物不肯落入流俗，愈凉薄，愈惊艳——譬
如银杏，曾经青绿的叶片，到了秋季，便会金
黄灿烂。一枚枚单薄的银杏叶片，在深秋的
枝头绽放生命的华彩。

就让我在这金黄灿烂中尽情起舞吧！
舞出千姿百态，舞出万种风情，舞出内心的
激情，舞出生命的精彩。

就让我在生命的起起伏伏中回归自然
吧！随着舞姿翩跹，放下世事纷扰，回到万
物开始的地方——我心飞翔！

追逐在夕阳路上追逐在夕阳路上
刘美花

得到冯宝新成为省作协会员的消息，我内心静水
微澜，思及他埋藏了几十年的文学梦，忍不住想与他击
掌相庆。瞬间，眼前又浮现出那个胼手胝足、伏案苦读
的山村少年，还有那张略显苍白的圆脸。

冯宝新是我的中学同学，记忆中他学生时代不善
言谈，不喜交游，只顾埋头读书，是个很用功的男生。
当然，同学们皆知他是个文学青年，我至今清晰记得当
年老师拿他的作文当作范文来读的情形。

对于一个农村青年而言，生存的压力似乎比梦想
更来得真实，冯宝新并没有一头走上作家一途。1981
年参加工作后，他从事过十年的语文教学工作，算是跟
文字有关系。1991年初，被调到宣传部门，从事过新
闻宣传、文教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新闻与文学
自有分野，却同宗同源，在他看来，新闻与文学可以互
相镜鉴，他放下作家梦，扛起为一方水土进行新闻宣传
的使命。他用一篇篇报道、一组组新闻片说话，从
1987年被大众日报社评为“山东十佳业余记者”开始，
他屡屡被县级市政府记功表彰，共计获得市级以上新
闻奖近百个。2012年，他从自己的新闻报道中精选出
41万字，结集出版《汗水流过后是金秋》一书。2013
年开始，他先后到山东广电网络公司栖霞分公司和莱
州分公司工作，因工作成绩比较突出，《山东有线报》
（2016年1月5日）以一个半版面的篇幅，刊发了题为
《冯宝新的“三不怕”》典型报道……

过去所有的一切，都成了遥远的回忆，在风雨兼程
中，冯宝新不知不觉走到了退休的年龄。偶尔的相聚
中，他跟我说起他的焦虑、迷茫，他说想继续做点事情，
改变退休后枯燥单调的生活。我心里明白，一生从事
文字工作、爱好读书和写作的他，内心是不愿意面对老
去而赋闲的现实的。

莫道桑榆晚，冯宝新不甘虚度余生，他很快找到了
方向，应聘到一份党史地方志编修的差事。为了适应
这项工作，他苦学志书编修知识，全身心地投入，向老
史志专家求教，积极参加志书培训学习，较快进入角
色，并逐步喜欢上方志事业。在新的工作中，他对一些
出版的名镇村志还进行学习研究，起草了一些论文文
稿，一年半时间有9篇在中国作家网、山东党史网和
《山东史志》杂志上发表。

每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人生的辜负。冯宝
新不想辜负一分一秒的时光，可喜的是，他在编写志书
的过程中，又重新找回文学的灵感。他说诗是人的灵
魂伴侣，有诗结伴，远方的天地苍茫辽阔。花甲之年的
冯宝新追逐起年轻时的文学梦，他先后加入了几个本
地作家微信群，圈子氛围的熏染，带动着他的热情。他
读《世界名诗鉴赏大辞典》，读中外诗人专辑，学习诗歌
理论，他在微信里与我交流余光中、卞之琳的诗风，交
流读西川、海子诗歌的心得。

年龄总是不饶人，他累得住过院，还留下出虚汗、
心慌心悸的毛病，即使这样也笔耕不辍。我不断把自
己习得的中医养生心得告诉他，劝他一边修史一边创
作太辛苦，不要这么拼。他平静地说：“咱是从农村出
来的孩子，和农民比，写文章这点苦算得了什么？”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冯宝新取人之长，补己之
短，通过大量的练笔提高水平。他写诗歌，灵感来时，
想到好句，不管身在何处都赶紧掏出纸笔记下来。他
常对我说，好文章是改出来的，他要用心写，尽力去写
好。可见，怀着对文学的敬畏，他对自己要求有多严
格。

从政多年培养出来的视野，加上文字功底和热爱，
让冯宝新出手不凡。不到一年时间，他写作了218首
诗歌、20多篇散文，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发表在中国作
家网以及省市各级报刊上。他写的1.4万字的人物散
文《师表风骨》先是发表在中国作家网，又前后五易其
稿到七千字，在一级文学期刊发表。烟台日报社原总
编辑王永福先生看到了他发表在文学期刊的《师表风
骨》后，手写四千言的读后记《追忆安家正的非凡人
生》，对他给予很大鼓励和肯定。

梦想，追逐在夕阳路上，冯宝新收获了精神上的愉
悦，找到了新的人生坐标。他用行动证明了夕阳无限
好，余热仍可熠熠生辉。逐梦的路从来都是山高路远、
崎岖坎坷的，可我还是从心里祝福冯宝新，愿他的文学
之梦做得更旖旎，愿他到达更远的远方。

闪烁的闪烁的
时光挂历时光挂历
王珉

李宗盛深情演绎的《爱的代价》，总在
年终岁末让人感悟良多：“还记得年少时的
梦吗，像朵永远不凋零的花。”那些装帧精
美考究的挂历，正是年终岁末不凋零的花，
成为每个人记忆深处的纪念品。它们被牛
皮纸或报纸包裹住的圆轴，散发着幽幽的
墨香。里面隐藏着少年时的我们不曾见过
的风景，抑或工笔细作的花鸟仕女，抑或老
上海的收藏珍品“年历片”。

穿越时空，挂历是馈赠亲朋好友的新
年佳品。母亲喜欢在家中每个房间的墙壁
上都挂一本挂历，她会在每个月最后一天
撕去一页，让眼睛享用新的图案；那时，母
亲还喜欢遵从挂历的黄道吉日来选择今天
做什么事；用完的挂历母亲还用来给我包
书，或是剪贴制作贺卡，甚至成为我的“草
稿纸”……

如今，翻页的瞬间让我黯然，因为挂历
唯余薄薄几页，往事在夜凉如水的月光下
悄然蔓延。深情回眸那些尘封的情感，轻
轻扭动记忆的锁孔。儿时我喜欢挂历，查
阅日期全靠它，喜欢用手撕挂历的感觉，撕
去一页，一个月在心里仿佛消失一般。撕
去一本挂历，一年就辗转不再了。从前，还
是孩子的我，最盼挂历撕完，春节如约而
至，有新衣穿，有红包拿，有平时鲜少吃到
的各种山珍海味，有新年的殷切希望。欢
天喜地过大年，小小的心中，埋藏着快快长
大的希冀。哪像如今，面对远逝的日子，只
能慨叹光阴流逝。曾经在挂历前，遥想未
来，如今，年少时梦想的画面都已成真，却
已记不清当初想要的生活。

母亲曾把废旧的挂历纸，一张张贴在
墙上，用于粉饰祖屋暗淡斑驳的房间。也
曾被她一张张认真地裁剪好，做成了一本
本光洁的记账本。后来，生活水平提高，旧
挂历再也派不上用场，但我和母亲对挂历
依旧一往情深。我们迷恋的，不再是挂历
的图案，而是图下的文字，唐诗、宋词、养生
知识、生活小窍门抑或食谱……每日在撕
或看中，那些点点滴滴的知识，也有意无意
地陶冶情操。

我和挂历最深的情缘，在于唐诗宋词
挂历。在我拿到的瞬间，就暗暗发誓要跟
着挂历一天背一首，一年下来好像有了300
首的积累。而母亲和挂历的情缘，是依照
挂历上的食谱，做美食给我补身体。那年，
我蹚过高三“黑暗的河流”，食谱挂历功不
可没。

岁月总是匆匆，去年的挂历，已经像
翩跹的相思叶飘远。我们在欣赏冬日凋
零的落英，已然嗅到春的气息。一年365
天，都被双手撕得片甲不留。撕着撕着，
却撕出了内心的眷恋。时间的拐点，让人
们追索春节的距离。挂历让我们在忙碌
的生活中放缓脚步，去寻找往日最朴素、最
纯粹的幸福。

往事有痕
王耀

在岁月的河流中，是谁不经意间打翻了
时间的颜料盘，泼洒出一场人生的悲喜与冷
暖？这些被时光悄然雕琢的细微印记，描绘
着过往的鲜明脉络。“青毡剑履旧物，玉立侍
天颜。”那一段无忧无虑的岁月，被遗落在碧
海蓝天的故乡；那一处肆意的青春，被丢失
在咸风扑面的岛土；那些泥泞的赶赴，被留
存于时光的角落。

时间随着年龄的增长光速往前跑，回
忆的瞬间就像摄像机的闪光灯，在一刹那
就匆匆消失。幼时家中生意繁忙，父母对
我的陪伴甚少。我滑着父母送的蓝色滑板
车，飞奔在大街小巷，感动于落日在天际线
中吻着昏黄晚霞；从小伴我长大的轿车，带
我越过泥泞的草地，飞驰在广阔的公路和
灿烂的阳光下，带我去见识世界上很多美
好的风景……

往事是一个裂痕斑斑的老陶罐，盛放
着长大的无奈和不忍的逝去，一道道裂痕，
是时光里的掌纹。岁月悠悠，谁为过往的
烟云添上一抹斑驳？青春如歌，谁让那鲜
衣怒马的少年变得沧桑？曾经，谁是谁的
过客，谁又在谁的梦境里留下痕迹？我深
信，往事是有灵魂的，只是我们未曾细究与
凝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