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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身体越来越弱，全身上下时常

疼痛，尤其脚不能行走，偶尔走几步靠拐杖支撑。

婆婆生了四女三男， 那时靠公公不足一百元

的工资难以养活七个孩子。 婆婆不得不砍柴、挑

粪、种菜、养猪等，和男人一样干重体力活，因此落

下了病根。

婆婆是个十足的文盲，没进过学堂。但生活再

苦，却让七个小孩都上了学，研究生、大学生、最低

的也有高中毕业。 直到孩子们自己读不上去放弃

为止。

如今七个孩子已成家，生活条件都不错。婆婆

本该享清福， 可年轻时落下的病根， 尤其公公走

后，让她生活难以自理。 今年开始，按婆婆自己的

意愿，她由七个子女轮流赡养。

老公是名高中教师，平常晚上也要上课，我上

班也经常下乡，为了方便照顾婆婆，经兄弟姐妹商

量，暑假安排在我家。

放假前， 老公将一楼的房间打扫干净， 安装

了床头灯， 除买了婆婆需要的日常用品外， 还特

意购买了方便老人大小便的移动坐便凳。 我听说

婆婆要来了， 在网上每人购了一双防滑拖鞋， 这

可是极为重要的物品， 我们三个哪个不小心摔一

跤可都不是小事。 我兴冲冲提着拖鞋想在老公面

前邀功， 谁知， 老公扔下一句： “ 我早买好了，

这个我还会想不到！” 我还真没想到， 平常粗心

的老公变得细心了。

父亲听说我婆婆要来我家住， 一大早打来电

话：“ 你婆婆在家住，你可不能像平常一样乱跑，没

个数！”“ 我什么时候就乱跑了？”我很不高兴，勉强

听完父亲啰哩啰嗦一大堆话，扔下手机。躺在床上

想想也是，平常，夫妻俩早出晚归，各忙各的，家里

基本不开火，都在各自单位食堂解决，要么哪里有

饭局就往哪跑。

老公一大早将婆婆接来家中， 我抓紧时间把

办公室工作处理好，谢绝了朋友的饭局，提前了几

分钟下班，不能造成婆婆对我的误会，留下不好的

印象。

婆婆来了， 爱下厨的老公每天早早准备了早

餐：稀饭、鸡蛋还有小菜、花生米、霉豆腐等下稀饭

的菜， 还到街上买了包子。 几天下来早餐都是稀

饭，我看着不对劲，怎么能天天吃稀饭。 我跟婆婆

说：“ 明天我们吃糯米饭吧，我来烧，我烧的糯米饭

味道可好了。 ”婆婆听说明天换花样了，笑笑说：

“ 你会烧糯米饭啊？ 好呀！ ”说完我立即动手，将糯

米浸好，为明早做好准备。

婆婆吃着我做的糯米饭， 我问她：“ 味道怎么

样？”“ 好吃，不错，你挺厉害咯！”婆婆就是爱夸人。

老公却不冷不热地接了话：“ 我觉得一般般。”我狠

狠瞅了他一眼：“ 就你事多！ ”婆婆和老公都笑了。

晚饭后， 我和老公商量把在家呆了一天的婆

婆用轮椅推出去玩玩。这是婆婆最开心的时候，我

们扶着她在广场人少的地方走走，活动活动筋骨。

累了就推着她去看跳舞、听戏曲。有时推着她逛超

市。 虽然路途有些远，但三人都得到锻炼，还能购

物，两不误。

大热天，婆婆得洗澡，但行动不方便怎么办？

这个活自然落在我身上。婆婆刚来不好意思开口，

总说：“ 我随便抹下身子就是，反正没出汗。 ”我知

道她这是不习惯光着身子让儿媳妇帮忙。 在老公

的半逼和我的劝说下， 婆婆答应了。 我怕她难为

情，让她背对着我，帮她冲洗，好在婆婆只是脚不

便，手还能自理，我负责帮她搓背。婆婆说皮肤痒，

那是老年人皮肤干燥引起的。洗完澡，我给她全身

抹上润肤乳。第二天，婆婆跟我说，昨晚身上没痒，

睡得舒服。

我和婆婆都有便秘的习惯， 老公说：“ 老人家

只能吃稀饭，不能乱吃其他的。 ”我不赞同：“ 天天

稀饭，这不吃，那不吃，过得有意思么？ ”婆婆跟着

附和：“ 是呀！ 总要吃点别的， 吃一点点有什么关

系？ ”这天，朋友送来了麻子粿，我用油煎好，婆婆

闻着香味，问：“ 你又在烧什么？ 这么香？ ”其实，婆

婆早知道是麻子粿，她却故意这么问，肯定是想吃

了。 于是，我把麻子粿端在婆婆面前，跟她说：“ 趁

这会大毛（ 老公乳名）不在家，我俩每人吃一块哈，

回头他知道了肯定不许我们吃。 ”婆婆不屑地说：

“ 吃一块有什么关系！”谁知我俩各自吃了一块，还

觉得不过瘾，我又挑了一小块给婆婆。看着婆婆吃

得津津有味，我赶紧将盘收了，不能吃了。 这时老

公刚好进门。看着我俩偷乐又慌乱的样子，他怀疑

地问：“ 你们又乱吃什么了？”婆婆赶紧解释：“ 吃了

一小块麻子粿，不要紧个。 ”老公便不吭声。 事后，

我怕婆婆上火，又泡葛粉，又煮桃胶，还好我俩身

体都没出故障。婆婆说：“ 还是你懂得弄吃，大毛就

晓得这不能吃，那不能吃。 ”

婆婆在我家渐渐习惯，也知道我的脾性，每次

我问她想吃什么，她都会告诉我，我尽量满足婆婆

的要求， 没空买就交代老公。 但老人家总是想得

多，吃得少。 老公又批评我：“ 不能按老人家所想，

她跟小孩样，哪里知道什么能吃？ 什么不能吃？ ”

婆婆这两天坐在沙发上总抱着脚不停揉搓。

我问她怎么回事，她说脚趾头痛，不能下地。 我走

近瞧了瞧，婆婆的脚趾甲长了，看着有些变形。 我

找来趾甲剪，搬来小凳子，让婆婆的脚搁着，蹲下

开始帮她剪趾甲。怪不得婆婆喊脚痛，原来她的灰

趾甲都长进肉里了。剪趾甲还真是个技术活，我出

了一身汗，终于将婆婆一双脚趾甲修剪干净。婆婆

心疼地对我说：“ 你累了，赶紧坐下休息！ ”看着婆

婆对我的疼惜， 一种孩子被父母认可的满足感油

然而生。

老公个子不高， 我有时埋怨他：“ 你怎么这么

矮？”婆婆就会接话： “ 矮点怕什么？ 邓小平也不

高， 他还当国家领导人呢。” 老公一只眼弱视，

一只眼远视， 我打趣他： “ 原来你是个独眼龙，

当初被你骗了都不知道。” 婆婆赶紧说： “ 电视

里那个独眼龙还拿了金牌呢。” 老公有时不服气，

责怪我： “ 别的女人都喜欢干家务的， 你这女人

怎么这么懒？” 婆婆听了也会帮我说话： “ 云儿

很不错了， 上班又辛苦， 现在的年轻人都差不多

的， 还能像我们以前那样干苦力。” 婆婆总能找

到理由，把别人的长处嫁接到儿子儿媳身上，掩盖

我们的短处，让我们无话可说。

婆婆来了，习惯了早出晚归的我，一下班，就

想着赶紧回家，婆婆会在家等我一起吃饭；婆婆来

了，朋友们知道后，不必要的饭局、应酬也不再打

扰我们；婆婆来了，懒散的老公变得勤快了，拒绝

了麻将，也不曾见过醉醺醺的模样；婆婆来了，我

和老公彼此口中再没气话、 脏话， 更未发生过口

角，婆婆无形中成了我和老公的润滑油、调和剂。

都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现在我体会到，这个

宝对我们来说是何等的珍贵。 是她让我们原本冷

清的房子充满了生机； 是她让我家的冷锅冷灶燃

起了炊烟； 是她让我和老公懂得了对家的眷念与

牵挂。 愿婆婆身体健康，长命百岁，我们做儿女的

也享受不尽这家的味道，幸福的味道。

时近秋分， 站在旷野稻田深深凝望的

那一刻，能真切的感受到秋天的况味。在铅

山县英将乡， 那满眼的金黄色是乡村的重

要元素，象征着最丰满的季节来临了。秋色

有一种浩荡，像画家的大笔一挥而过，满村

便晕染开去了。 金色的稻穗随着柔和风在

不断翻滚，那饱满的颗粒，也会让人感受到

收获的满足，风里都是秋天的味道。即使坐

在行驶的车内，也能闻到醉人的稻香，这香

味足以浸染全身每一个细胞， 这是大自然

对生命的赏赐。

英将乡四面环山，山形极为优美，山峰

紧蹙，如同盛开的莲花，似有一种“ 庾公楼

外峰千朵”的佳境。 与盛夏午后急躁不安、

歇斯底里的蝉鸣不同， 秋虫的鸣叫显得比

较从容，和此时的天气一样，透着疏朗的惬

意。 小路旁，各种鲜花竞相开放，芬芳萦绕

不绝。世上最荣华的，不过是一种瑟缩在墙

角的小花在风中对着光颤颤开放的样子。

墙边上那一大簇薄荷长得蓬蓬勃勃， 叶子

褪去了柔嫩，却多了几分粗粝、劲道。 秋阳

照过来，绿色分明的叶脉，散发出迷人的香

气，忍不住驻足细嗅那清香的气息。 是啊，

在没有人留意到的地方， 总是会有一些朴

实却顽强的生命，就像小花、薄荷一样自生

自长，不计较周围环境的优劣，也不要求什

么，只是兀自野蛮生长着。

我们路遇一处屋檐下的风景。 在屋檐

下的阴凉处， 有三位八十多岁的老奶奶围

坐在一起相视闲聊， 这画面构成了一幅绝

妙的长寿图。她们个个精神矍铄，脸上少有

的皱纹难掩灿烂的笑容， 看上去比实际年

龄年轻许多。或许老人们在谈论家长里短，

说尽心头诚挚的话语， 不带任何应酬的味

道。她们是与自然相融的人，长年与山水厮

守，与山水交换默契的目光，多了些自然的

开阔。她们眼神依然明亮澄澈，你从中看不

到任何劳累和艰辛的烙印。她们日子安分，

勤劳努力，几十年来过着一眼到底的人生。

同时， 也是风雨岁月中渐次老去的妻子和

母亲。或许她们曾像燕子衔泥一样，一点一

点垒自己的家，从日常的生活中，提取所有

的温柔，悉数献给家人。从年复一年的岁月

里，养育出如此恬淡、娴静的内心。 天地有

大美，其实大美的不只是天地，还有那颗和

光同尘，道法自然的心。

这种自然、淳朴、善良的基因，从英将

乡祖辈上就传承了下来。 你可以从留桥村

的刘氏祠堂内找到印证。 刘氏祠堂大门的

两边写有一副对联，上联是：祖功宗德流芳

远，下联为：子孝孙贤世泽长。步入祠堂，我

们从墙上宣传栏的文字里，看到了铅山历

史名人刘子美拾金不昧的感人事迹。乾隆

七年（

1742

） ，村民刘子美大爷拾到一位余

姓商人遗落在凉亭内的包裹，包裹内有六

十两银子和一些账本文件，待失主回来寻

找时，刘大爷将包裹原封不动归还给了失

主。 为了表示感谢，余姓商人提议拿出一

半的银两赠送给刘大爷，但遭到婉拒。 刘

大爷不肯留下自己的地址姓名，只留下了

踉跄独行的背影，消失在长街瘦巷中。 几

天后，余姓商人经多方打听 ，找到了刘大

爷的住处。 当看到他家里一贫如洗时，再

次提出赠送之事，又被刘大爷拒收。 这些

拾到的银两，本可以缓解刘子美大爷往后

余生窘迫潦倒的生活， 但他却分文未取。

官府为了表彰推崇刘子美拾金不昧的精

神，给他送来匾额和锦旗，上面分别写上了

“ 安贫尚义”和“ 见利思义”四个字，并兴建

房屋一幢赠送给刘子美，取名为“ 官厅”。官

厅是一幢平房，坐落在风景秀丽的山脚下。

房屋由于年久失修， 破旧不堪， 已无法住

人。 但我们依然可以从木梁的雕刻中看到

不俗的工艺和荣光。 房屋的格局分上中下

三个部分，中间为天井区，并把上下区域分

开。上部分中间是厅堂，它的两边各有一间

房。 房间朝大门的木窗，都是镂空的花窗，

淡淡的原木色更显得精致雅观。 这种便于

采光而制造出来的天然图案， 从而引动人

的情感，使生活充满情调和韵致。这些都凝

固着先人的感情、审美、希望和追求，它流

淌在我们的血液里。

从古至今， 那些可以沉淀下来的人离

世之后，他们微观的人性会慢慢褪去，能够

永远留下的是他们的精神风骨和高尚的灵

魂。时间可以摧毁一切，时间也可以保留一

切。房子比人的寿命长，但在房子的存续时

光里， 它会让人们对自己的先人有一种喜

悦感和认同感，我们不仅要接受它，还要发

扬和继承这种美德， 并代代相传， 裨益后

人。 如今官厅依然在英将乡这片土地上讲

述着它的故事，并延续着一种精神承袭。那

些永恒的，也许不仅仅在于形式，更是记忆

和血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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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 婆 来 了

黄柳云

一段秋

刘琴

一直走下去

刘力

怀玉山的情怀

陈其和

在 心 里 告 别

宋亚萍

一个早上都很忙碌。

小华问我， 叫小翁来移电脑可以吗。 太可以

啦。 然后，办公室里三个人就开始忙碌起来。 搬电

脑、动抽屉、移台板。 掀开那些齐整的表象，暗处，

纸张、塑料袋、蟑螂屎与尘灰一起低伏，成为齐整

背后的所有暗物质，潜藏。

霞挪到我的位置，勇哥挪到霞的位置，而我的

位置呢，就此从这个空间消失。 铁打的位子，流水

的人。 流水的位子，铁打的人。 哪种说法都说得过

去，就看你从哪个角度去理解。

小翁将我的办公电脑几乎格式化了， 清除了

与我有关的所有痕迹，图片，音乐，文档，电脑像白

纸一样干干净净。 一张莲蓬屏保图是我留在这台

电脑的最后印记，也是唯一印记。 真好看呢，这莲

蓬图，我看了这么多年，从没有厌倦过。

一切，都安排得恰到好处。 昨天，将办公室午

休时用的被子洗好晒好存放好， 与折叠床一起堆

放进柜子里。 说不准呢，哪天哪刻，这些就可以让

下一位疲倦的同事获得一分抚慰。 烧水壶也留下

了。 感谢啊，这么多年持续涌现的一杯清茶，希望

它继续保持着沸腾与滚烫，去温暖更多的身与心。

小翁把电脑整理干净时， 我的心在那刻也就

空了，丝丝缕缕的忧伤就占据了我的心。霞说聚聚

吧，勇哥说聚聚吧，就在中午，好不好。 不好。 我坐

在临时的位置上， 像一个中途上车的人， 在这一

刻，显得突兀且多余。 所幸我的行李很少，唯余一

个茶杯，我是那个可以随时拎包走人的人。 不好，

才不要聚呢。我大声嚷嚷，嘻嘻哈哈。好吧，有一种

方式就是这样的，用若无其事遮掩确有其事。你总

是这样，你从来都是说一不二的，大家都要服从你

才好。 霞嘟嘟囔囔，表示不满。 千万不要啊，不要

聚，不要举杯，不要痛饮。肯定会哭红了眼睛，肯定

看起来很丑， 肯定大家都像一个最傻又最纯真的

笑话。 所以，我坚决不会给予大家这个机会。

此时，我的内心像什么呢。像纸包着一团火，

像火含着一块冰，像冰融着一滴泪。 我努力让自

己的声音听起来是正常的，让我的表情看起来是

正常的。 今天，十二号，蛮好，好日子，十二，是我

喜欢的数字，表示十二个月，表示朝朝暮暮，表示

岁岁年年，表示功德圆满。今天，是我彻底从这里

消失的最好时间了。 像水消融于水，像火消融于

火，像时光消融于时光。像我从未出现，像我从未

离开。

坐在那个临时的位子上，好几次，泪水已经满

出来了。还好，我又让浪潮平复了。十点五十分，看

起来，霞已经享受她角落的自在，勇哥也在适应新

位子的角度与视线，我呢，我不需要再作任何调整

了。 我这个拎包就走的人猛地站起身，我说，再见

啦，我说，霞你好过分，你都不把脑袋露出来看看

我。我不知道霞为什么一直像个抱鸡母一样，蹲在

那儿不肯露出脑袋。没准她在哭呢。我还是赶紧走

吧，万一她红着眼睛站起来，那真是一个没法一次

通过的肯定会卡壳的镜头啦。等电梯的时候，心里

暗暗祈求电梯速速抵达。 那一刻，有点恍惚，感觉

我就是几年前坐电梯匆匆走开的小黄。 不知道为

什么，小黄当年拎包离开的场景，多少年过去了，

一直那么深地印刻在我的脑海里。

我还是不算乖。之前搬那些书籍回家，飞飞的

车停靠在路边，飞飞说这么多东西呀，我的泪水就

不争气地涌出来了。 一个单位对一个人来说意味

着什么。是衣食父母呢，分量极重，发你工资，让你

风雨无忧。 更不要提，那间小小的办公室，还有几

个那么要好的兄弟姐妹。 我之前一直都觉得自己

越老心越冷了，泪点越来越高，一般的寻常景物很

难再撼动内心，泪水已变成一件稀缺物。 可是，在

特殊时期，在特定场景，也许真的就是一抬头，一

眼见下，一阵风吹来，眼眶就被泪水灌满。

第一次感觉四站公交车过远， 让我等过份的

久了。 泪水一次次漫出来再退回去，真是折磨啊。

终于上车，坐在后排位置上，要记住这个时刻的所

有风景呀，都是最后一次最后一站最后一眼。公交

车载着我离单位越来越远， 感觉自己成为一只风

筝，从此失去了一个目标。这一刻，有失衡的痛感。

感觉这时我终于可以放心大哭一场了。 并不是生

离，也不是死别，只是因为太纯真的喜爱留恋而号

啕。 哈哈哈，要不要这么傻啊。 而且，应景的是，乘

客们居然都陆陆续续下车了，空出一个偌大车厢，

容我自由发挥。这不是太应景又是什么。我掏出手

机抓拍此刻属于一个人的行程。其实，任何人的旅

程注定到了最后，都是一个人的行程。

到家，做饭。 喝了花蛤汤，吃了炒面、牛排，饱

了。 午休。

醒来。桌面的书本让我安心，手提电脑让我安

心，敲字让我安心。刚才敲字的时候还是又洒了几

滴清泪，但是，仿佛是完成了一个给自己的交代，

我现在的心情已大好。 感觉刚才那个一直愁兮兮

惨兮兮的人她并不是我， 她只是一个被自己灌醉

的人。

何其有幸， 得遇几位知己般的同仁。 何其有

幸，在前半生落幕时刻，有几颗真心作陪伴。 前途

何其灿灿，且一路高歌猛进，在微笑中与更多的渐

行渐近告别（ 离别是注定的） ，在泪水中与更多的

渐行渐远重逢（ 重逢也是注定的） 。

9

月，金秋送爽，丹桂飘香，我在怀玉山学习、

参观。革命先辈们在艰难困苦的年代，为了中华民

族的解放事业，抛头颅，洒热血，勇往直前，为祖国

的繁荣昌盛英勇献身， 不怕牺牲的大无畏革命精

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这是怀玉山的真

实写照。怀玉山是浙赣铁路沿线海拔最高、容量最

大、气候最凉爽的高山盆地，被誉为“ 是美丽的江

南高原”，是旅游度假避暑的胜地。 怀玉山有与江

南四大书院齐名的怀玉书院遗址， 有朱熹、 王安

石、王宗沐、赵佑等历代文人雅士留下的大量诗文

和摩崖石刻，文化底蕴丰富、积淀深厚。

1935

年初

方志敏、粟裕率北上抗日先遣队浴血奋战，方志敏

不幸被捕在怀玉山。 现在怀玉山是国家级森林公

园，国家

4A

级风景区。

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纪念碑， 生动

地反映了方志敏等人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

日先遣队，战斗于怀玉山区的英勇事迹。

1935

年

1

月，方志敏率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宣

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 推动全民族的抗日救

亡运动，策应中央主力红军战略大转移。中国工农

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 深入闽浙赣诸省国民党统

治地区，历时

6

个多月，行程

5000

余里，最后在怀

玉山遭遇国民党七倍于己的兵力围攻， 他们在弹

尽粮绝、冰天雪地里浴血奋战

20

多天，不畏困难，

不怕牺牲， 英勇善战， 近千名红军战士血沃怀玉

山。 为缅怀方志敏的不朽伟绩，高竹山建“ 方志敏

烈士纪念亭”，建“ 清贫碑”及“ 方志敏清贫事迹陈

列馆”，为全国青少年教育基地、全国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

清晨， 站在方志敏“ 清贫碑” 前， 凝视着方

志敏花岗岩头像， 思绪万千， 方志敏狱中遗著

《 清贫》 中写道： “ 我从事革命斗争， 已经十余

年了。 在这长期的奋斗中， 我一向是过着朴素的

生活， 从没有奢侈过。” “ 清贫， 洁白朴素的生

活， 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

这是方志敏清贫奋斗一生的真实写照， 也是他的

座右铭。 方志敏发行股票， 经营起了最富有的苏

区， 但自己却甘于清贫。 他被捕时， 国民党军队

两名士兵来搜他的身， 希望能够捞点油水， 没想

到他身上只有一支钢笔、 一块怀表， 国民党士兵

很失望。 没想到共产党军队中的高官与国民党军

队中的高官形成了很大的反差， 方志敏体现的是

革命家的智慧， 也体现了为国为民的无私境界。

纵观媒体曝光的反腐案例， 有些官员贪腐亿元、

几亿元、 几十亿元， 甚至更多的钱财， 用钱把政

治生态搞得乌烟瘴气， 用钱把人类道德推向深

渊， 用钱把社会风气带向怨声载道， 与方志敏的

清贫形成了天壤之别。 抬头远望， 阳光照耀， 重

峦叠嶂， 青山连绵， 彩云翻腾， 一幅秀美壮丽的

景色画卷。 方志敏花岗岩头像， 屹立在天地之

间， 方志敏精神与日月同辉， 永放光芒。

出生时，母亲没有奶水，嗷嗷待哺的我

差点夭折。幼时体质较弱，看着小伙伴撒欢

奔跑，心生羡慕。 母亲鼓励我出去玩，于是

疯着与伙伴们跑遍了乡间小山， 每天一身

泥水回家，她总是乐呵呵的。

父亲挪出床板，教我练乒乓球，母亲便

在晨曦中、黄昏里带着我走路跑步，即便下

雨也很少间断，渐渐地，我爱上了跑步，一

跑便是数十年。

学业繁忙，母亲总叮嘱，“ 身体不好，学

习的效果会大打折扣”，他们不断地为我调

整学习与跑步的时间。初中的校运会，我斗

胆报了三千米，虽然没得到名次，却在众人

的目光中跑完了全程， 身为老师的母亲把

挥汗如雨的我搂在了怀中。

带着考试的好成绩， 也带着跑步的好

习惯，我离开父母，上了寄宿制高中。 临行

前，父亲给我写了一行字：生命在于运动。

他告诉我，跑步是一种修行。

高中时，学校组织日日晨跑，不少同学

厌烦且想方设法逃避，我却情有独钟，天天

跟在体育委员后面，跑在方阵的前方，晨风

丝丝渗入身体细胞， 把混乱的思维洗涤得

一干二净。

一直跑进大学， 一直走在有风有花有

温情的路上。每次田径课，我不愿去短跑和

跳跃，总去中长跑。印象最深的是一次校运

会，系里恐影响总成绩，不让报名，我却固

执地争取，没想到上场有了活力，竟得了万

米第六，能量超越了自己的想象，第一次听

系领导说，这小伙子耐力强，底子不错。

参加工作后，我已经丢掉了体质差的

帽子，十几年风雨中的走与跑让我充满精

力于工作岗位。 大学任教时，我喜欢加入

学生们跑步的队伍 ， 也常在篮球场上驰

骋，在无数个挥洒汗水之后 ，换来的是朝

气蓬勃。

有了爱好，形成习惯便很难改变，几十

年中，我坚持跑步或走路上班。尽管比别人

花更多的时间却乐此不疲， 这份坚持给了

我体质、 毅力和坚韧， 也给了我不灭的心

火。看着游人蹒跚爬山旅游，我创造了跑步

登上九华山，半跑游历华山、泰山的个人记

录。有次集体登当时还没有索道的三清山，

登顶后听说有人山腰滞留， 我竟然下山又

搀又背地把同伴送上了山顶， 那一刻的自

豪无与伦比。 山高人为峰。 峰顶上，感觉生

命充满了挑战和无限的可能。

热爱步行，始于父母，源于自律，贵在

坚持。这种坚持给了我充沛的精力，在工作

中很少遇到疲惫， 以至于有人说我每天都

像服了兴奋剂。感谢走与跑的几十年，感谢

父亲给我的那几个字， 我在逝去时光中深

深地体会了“ 生命在于运动”的哲理。 道路

在脚下，世界在眼前。

咀嚼哲理，又给自己下了任务。报名半

程马拉松， 面对众人劝阻， 我笑着幽默地

说：试试，跑不动就得件衣服当逃兵。 便是

这个心态上场，自我鼓励，一路坚持下来，

拿到了六个完赛纪念牌。捏着牌子，感觉很

重很重，回味那二十公里中的每一段，感觉

很甜很甜，喜欢挥汗如雨的自己，那是毅力

的落地、心灵的升华。

终于到了不让报名长跑的年龄， 便回

味走过跑过的几十年， 很少吃药极少进医

院，这便是锻炼的收获。 从那句“ 发展体育

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广播语，到跑完“ 三

千米、一万米，跑完半程马拉松”的小目标，

从一个体弱儿童，不断地走啊跑啊，终于健

康地走进了花甲，虽再无跑步上山之勇，但

还有佐以回忆之资。 脚步不是丈量走过的

路，而是寻找更美的人生。

许多人问我及家人保持好身材的秘

诀，我们众口同声：一直走下去。

沉下心迈开腿，行动才不会被动。 热

爱徒步的人，不以山海为远 ，只以健步为

乐 ，以自然之道 ，养自然之身 ，奔赴健康

人生的驿站。 在人生旅途上奔跑，将流光

抛至身后 ，生活明朗 ，人生可爱 ，人间值

得，万物可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