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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午后的阳光，刺眼热烈
忍不住拉开拉链，穿上卫衣
三九的天气，蒸腾着春日来信
梅花升起，青绿的麦苗高昂

关心的雪花、雪粒、雪球
推迟了归期，越过明朗的天空
继续封存在超高海拔的时间
等待合适的理由

把滚烫的茶水，与杯底分离
干热的河谷，也会聚集起

剥离坚硬贝壳灰头土脸的飞蛾
寻找蝴蝶，弯弯的彩虹

我不牵挂静静流淌的冰挂
我不停泊暗暗汹涌的湖泊
我不炫耀高高闪烁的光耀
我只注视
晶莹剔透的躯体
肆意伸展尽情舞蹈
白发苍莽的草丛
坚挺强硬的梧桐子
扬起劈波斩浪的船帆

此刻我关心什么
常俊杰（辉县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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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二年级的自然课上，年轻的
小蕾老师宣布：“这节课，我们学习制
作标本，请同学们把采集来的蝴蝶展
示出来，我检查一下。”

同学们迫不及待地打开课桌抽
屉，翻出文具盒，拿出蝴蝶，顿时，教室
里成了兴高采烈的海洋。

小蕾老师下了讲台，走到同学们
中间，挨个儿检查。

走到哪个同学面前，哪个同学展
示出来让老师检查一下。个别调皮的
同学还得意地把战利品举起来晃一
晃，然后又像珍藏宝贝似的赶紧用手
捂住，逗得其他同学哈哈大笑。

走到插班生阿朵面前，小蕾老师
停住了。

阿朵低着头，一副无精打采的模
样。当然，她没有像其他同学一样得
意地展示自己的作品。

“阿朵，你不舒服吗？”小蕾老师关
切地问。

“我没事，老师。”阿朵把头又低了
低，几乎藏在衣服的领子里。

“你采集的蝴蝶呢？”小蕾老师问。
“我没……没有，我怕……”阿朵

嗫嚅道。
“胆小鬼，连个蝴蝶都不敢捉。”不

知道班里哪个小调皮一起哄，教室里又
是一片哄笑。小蕾老师赶紧制止。

但闻听此言的阿朵却哭着跑出了
教室。

小蕾老师赶紧宣布：“先上会儿自
习。”然后追了出去。

小调皮咕哝道：“不就是一只蝴蝶
嘛，不就是一句玩笑嘛，何必……”

过了一会儿，小蕾老师回来了，阿
朵也回来了。

不但阿朵的眼角挂着泪珠，小蕾
老师的眼角也挂着泪珠，大家都惊讶
地张大了嘴巴。

小蕾老师先让阿朵回到座位，然
后很沉重地说：“同学们，我要告诉大
家，阿朵不是怕捉蝴蝶！”

同学们很纳闷：“那她说怕……
怕，到底怕什么呢？”

小蕾老师接着说：“阿朵说她原来
的学校有个漂亮的小伙伴，因为漂亮
活泼，大家都叫她蝴蝶。蝴蝶小朋友
平时尊敬师长，爱护同学，大家都很喜
欢她，但是……”

小蕾老师顿了顿，同学们都把耳
朵竖得更高了。

小 蕾 老 师 沉 痛 地 说 ：“ 那 次 地
震……当地震来临的一刹那，离教室
门口最近的蝴蝶不是以最快的速度跑
出教室，而是跑向教室里面，招呼同学
们撤离。因为她年龄在班里最大，甚
至在教室坍塌前还背出了几个同学，
其中就有阿朵，而蝴蝶……却永远留
在了坍塌的教室里……后来，阿朵一
看到蝴蝶，就想起了……”

小蕾老师哽咽了，班里的学生也
都跟着啜泣起来……

刚才开玩笑的小调皮也抽泣地
说：“阿朵，对不起，如果那时我在你身
边，我也做保护你的蝴蝶！”

不知道谁说了一声：“我们都把蝴
蝶放了吧，从书上我们也会知道怎么
做标本的！”

于是，一只只美丽的蝴蝶从同学们
手中翩翩飞走，飞向了教室外的花丛。

阳光照耀在蝴蝶的翅膀上，很美。

小小说小小说
美丽的蝴蝶

李汤波（郑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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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的玉带河，如一条飘带呵护着
古老而年轻的卫辉之城；流动的光影中，
折射出一位老骥伏枥者精神不老的人格
魅力。今年 95 岁的全国劳动模范牛全
富，其红色人生如同一部“纪录片”，被岁
月拷贝，在初心的荧幕上播放，分明是共
产党员用一腔热血擦亮的忠诚底色！

一
英雄模范不只是镌刻在石碑上的名

字，而是挺起民族脊梁的力量和坚守。
出生在1929年的牛全富，适逢风雨

飘摇的岁月，父亲希望国泰民安、人寿
年丰，全国都能富起来，所以给他起名
牛全富。牛全富14岁就参加了游击队、
武工队，1946年 5月加入太行七分区 51
团，由皮定均领导在辉县、林县、汲县山
区开展游击战争，拔掉临淇、塔岗、张
村、高庄等多处碉堡和敌伪据点，后积
极发动群众开展土地改革。同年冬天，
他随太行 48 团、51 团部分人员，在蔡金
生团长、陈国礼政委的带领下，编入八
路军129师386旅771团，转入冀鲁豫参
加解放战争。由于成绩突出，1949 年，
牛全富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二
1951 年，牛全富随铁道兵 5 师 6 团

入朝参战，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段可
歌可泣的悲壮史诗。

轻启这段尘封的记忆，时光聚焦定
格的画面：志愿军战士身着单薄的军
装，在枪林弹雨中穿梭。他们以无畏的
勇气、坚定的信念和崇高的牺牲精神，
在冰天雪地浴血奋战。

志愿军战士的每一次战斗、每一次
壮举，都如同激昂的音符，汇聚成一曲
震撼人心、流传千古、彰显民族气节与
伟大力量的华丽乐章。

牛全富所在的铁道兵团，临危受命，
出征朝鲜。作为一名铁道兵，他深知运
输是战争的血脉，保障运输与前线作战
同等重要。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
期间，所需军用物资和几十万大军的给
养，全部依赖国内供给。因此，保证铁路
和公路的畅通，把这些货物及时运往前
线，就成了十分重要而艰巨的任务。

1951年1月的朝鲜，白雪皑皑，是最
为寒冷的时期。没有给养，这场实力悬
殊的战争对于志愿军来说，更是困难重
重。美机的疯狂轰炸日夜不停，铁道兵
刚抢修完的铁路和桥梁瞬间又被炸
了。牛全富和战友们每天处在没日没
夜的抢修中。为了躲避美机轰炸，他们
每人身上背着一根枕木，飞机轰炸，就
直接蜷缩着身子，靠背上的枕木抵挡飞
起的弹片。

牛全富回忆，1952年，他和战友们全
力以赴保护清川江、大同江等重点大桥，
完成了第二、三便道的修建，减轻了道路
被炸掉的威胁。连队起初200多人，坚守
76个昼夜后，只剩下30多人。他们发扬
勇敢顽强、不怕牺牲的战斗精神，在朝鲜
战场创造了人在桥在的钢铁运输线，用
血肉之躯保证了志愿军的急需物资，为
抗美援朝的胜利立下了永不磨灭的丰功
伟绩。牛全富在这次大桥保卫战中英勇
负伤，左大腿被打穿，落下残疾，先后荣
立个人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一次。

三
由于铁路在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

安全中发挥了巨大作用，1953 年 9 月 9
日，铁道兵团和 6 个志愿军铁道工程师
统一编为解放军铁道兵，王震任司令员
兼政治委员。也就是从这一年起，
17400 余名铁道兵，开启了开发建设北
大荒的宏伟大业，在祖国的东北角建起
了一个响当当的铁道兵农垦局。

牛全富正是这铁道兵中的一员。
从枪林弹雨中走出来的战士，最懂得和
平年代的珍贵，他们发扬艰苦奋斗、为
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甘洒热血，奉献
青春，走上屯垦戍边的道路，书写了北
大荒历史上浓墨重彩的篇章。

忆当年，岁月蹉跎。这里人迹罕至，

泡沼棋布。北大荒地处高寒带，冬季长达
半年。冰天雪地，寒风刺骨，最低气温可
达零下三四十摄氏度。茫茫大草甸，荒
无人烟，野兽奔号。有人曾这样描述：

“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进铁锅里。”
1954年，牛全富从北京公安五处转

入建设兵团 43 团 850 四分厂，任连长、
分厂厂长。有一部 1961 年拍摄的电影

《北大荒人》真实再现了当年的艰苦场
景。那时几乎没有像样的道路，交通极
其不便，运输物资主要靠人背马驮。牛
全富和战士们在纪录片中有真实镜头
出现。推着大油桶的战士们脸上满是
泥浆，只有眼睛炯炯有神地注视着前
方，艰难地在齐腰深的沼泽地前行。有
的战士陷入泥沼，壮烈牺牲。

建厂之初，牛全富身先士卒，带领战
士一同踏雪看地点，搭建临时住所“马架
子”。“马架子”——顾名思义，是指形似
马鞍子，严格来说，这种临时性的建筑居
所不能称之为房子。它的特征是没有四
壁和窗户，只在正面开一扇门出入。

牛全富和战士们同吃用雪水做的大
碴子饭，就咸盐豆，夜里同住四处透风、
寒冷无比的“五风楼”。他们手握镐头，
肩拉犁耙，春种秋收，舍生忘死开垦，燃
烧着激情的岁月。牛全富同千千万万的
开拓者一道，在兴凯湖畔高举垦荒旗帜，
以血肉之躯挑战生存极限，以坚定的信
心、无私的奉献，冶炼出“艰苦创业、勇于
开拓、顾全大局、无私奉献”的北大荒精
神。由于踏实肯干，成绩突出，1957年，
牛全富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参加了首
届全国英模大会。1957年2月22日，他
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受到毛泽东主席、
周恩来总理和陈云、邓小平、彭德怀、邓
子恢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载誉而归的牛全富，更加谦虚谨慎，
不骄不躁，将此次表彰作为新起点，把荣
誉化作前进的动力，继续在自己的岗位
上拼搏奋斗，积极发挥模范带头作用。
正如他在日记中写的那样：“有了成绩归
功于党，归功于人民。当干部是为人民、
为党、为祖国而来的，不管任何工作，党
指到哪里就打到哪里，毫无怨言。”

在北大荒这片充满挑战的土地上，
牛全富和战友们用双手和汗水努力开
垦这片荒原，使之日益富饶美丽。然
而，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不期而至。

1969 年的一场森林大火，火势凶
猛，熊熊烈火如汹涌的浪潮，沿着草地、
灌木丛和树干奔腾而上。滚滚浓烟如
黑色的巨龙，刺鼻的气味弥漫在空气
中，令人呼吸困难。为了国家财产不受
损失，为了群众的安全，牛全富不顾个
人安危，带领全连战士投身到灭火抢险

中。经过几天几夜的奋战，大火终于被
扑灭。牛全富在这次大火中救人救战
马不计其数，其英勇事迹受到上级领导
的嘉奖，并谱成歌曲在当地传唱：

“说说咱的牛连长，扎根东北守边
疆。一颗红心齐向党，艰苦创业工作忙。
助人为乐有担当，甘洒热血图奋强。奉献
青春北大荒，榜样铸就北大仓。”

时光荏苒，流年似水。仰望苍穹，
我们能和老劳模的心灵相交，能感受到
一个老兵的坚守与奉献，那是奉献沉淀
后一抹最美的霞光！

四
上个世纪70年代，因为部队转入地

方，牛全富面临多个选择。因其隶属北
京公安五处，全家都可以成为北京户
口；他还可以分配到河南省郑州市管委
会。牛全富不愿居功自傲，毅然决然放
弃大城市的优越条件，选择回到条件艰
苦的家乡支援地方建设。从此，他把这
一段光辉的历史封存在小小的抽屉里，
积极投身到新的工作岗位中去。

1974 年，牛全富被分配到汲县（现
卫辉市）农机局任科长。工作伊始，百
废待兴，这里没有像样的工厂、学校、楼
房，只有几只搁浅在卫河边的铁皮船，
似乎在诉说着曾经的繁华。

为了家乡崛起，牛全富先后 3 次请
缨去东北买木材，跟车皮一走就是半个
月。他不断发扬劳模精神，风餐露宿，
啃的是干粮，喝的是面汤，靠着一股牛
劲、拼劲，源源不断地将木材从东北运
来，为加快城市建设作出新的贡献。

一次内蒙古之行，让牛全富至今回想
起来仍心有余悸。当年，汲县的驻军急需
几十匹马。得到这一任务，牛全富凸显了
军人特有的品质。在最苦、最累、最难的
工作面前，他从不低头、勇往直前。简陋
的蒙古包昼夜温差大，加之食不果腹，牛
全富的身体瘦掉十几斤，得了胃病，曾经
受伤的腿越发痛得厉害。他虽有在部队
骑马的经历，但蒙古马更加烈性，不好驯
服。牛全富带着马匹白天辗转前行，夜宿
马店、车站，一路艰辛，难以言表。良驹难
觅，呵护有加；唯恐丢失，使命在肩。

从内蒙古一回来，牛全富就病倒
了。由于长期缺乏营养，加之在外奔波
劳碌，他的后脖子上长了一个碗口大的
痈疮。在豫北医专刚刚做完手术，牛全
富就带着包扎的纱布，不顾家人的反
对，又回到了工作岗位。

在北大荒的岁月，牛全富练就了树
木嫁接的本领。他发现家乡的荒山乱
石滩无人触及，就开荒植树，热情帮助
山区群众嫁接果木。多年来，他植树数
百棵，使山区群众增加了收入。每到秋

季，山区群众纷纷下山，送来果品感谢
他。他总是一句话：“为人民服务是我
应该做的。”后来他发现羊圈村有几户
贫困户，就用自己的2000元为贫困户购
买10只山羊，帮助他们尽早脱贫致富。

1989年，退休后的牛全富在山上和
自己的房前屋后开垦荒地，种上蔬菜供
群众和四邻享用。到了寒冬腊月，牛全
富总是步履蹒跚地走到菜市场，看到上
了岁数的老人在卖菜，他就买下一车车
的白菜、萝卜，并把这些蔬菜送到群众家
里。这种善举，他一坚守就是数十年。

五
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

夫。一心扑在工作上的牛全富，不苟言
笑，看似对家人漠不关心，实则不然。铁
骨铮铮的男子汉也有柔情似水的一面。
1986年，牛全富的妻子去世，留下几个孩
子。他既当爹又当妈，培养出懂事孝顺
的子女。儿女秉承良好的军人家风，严
以律己，艰苦朴素；勇于拼搏，甘于奉献，
在各自的岗位上均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34年前的一个傍晚，一阵急促的电
话铃声响起。牛全富赶忙抓起电话，对
方告知某医院有个弃婴，呱呱坠地，无
人认领。老乡深知牛全富心地善良，故
找他商量此事。牛全富沉思了片刻，很
快作出一个大胆的决定，收养弃婴。

当时妻子刚刚去世，尚未退休的牛
全富瞒着孩子们，把弃婴放到农村的妹
妹家。他自己节衣缩食，省吃俭用，每月
出资买奶粉以及生活用品。在牛全富的
关爱下，孩子慢慢长大。从上小学、中学
直至大学毕业，甚至为其找工作和谈婚
论嫁，牛全富全部操办。当年的弃婴，如
今已成为一名白衣天使。她心怀感念，
立志用自己的医术回报社会，救助那些
像她当年一样无助的小生命。

六
在漫长的征程中，牛全富始终坚持

理论学习，提高思想觉悟。他关注国际
局势，洞察力敏锐，尤其关心国家大事，
能如数家珍描述中国改革开放 46 载所
取得的成就。

一个人做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
子做好事。这是牛全富的口头禅。上世
纪90年代，他地处太行山麓的家乡羊圈
村由于交通不便，信息沟通成了困扰村
民的最头疼问题。牛全富率先给村里安
上一部电话，全村人只要有事，都可以过
来打电话，一个月的电话费达200多元。
有些邻居听说是他个人安装的电话，就
不好意思打电话了。牛全富逢人便说，
你们有事只管打，这是公用电话。一个

“公”字，彰显出牛全富这位共产党人的
本色。

卫辉市素有豫北水城之称，牛全富的
家就坐落在玉带河旁。他发现河边有漂
浮的塑料袋、棍棒、破旧的鞋子、衣物等，
影响河水的清澈与美观。为了解决这个
问题，牛全富特制了一个拐棍。平时走路
用，发现河中有杂物，就把拐棍反过来使
用。几十年来，他已用坏了十几根这样的

“拐棍”。时间长了，牛全富成为群众眼中
的“义务环保大使”。看到有些打捞上来
的鞋子还能穿，他就洗净自己穿，有时两
只鞋穿在脚上不是一对儿，有人笑他，他
却爽朗一笑说，艰苦朴素是共产党人的本
色，永远不能忘记！

2024 年 11 月，在家人陪同下，牛全
富来到卫辉化工有限公司红色党建馆，
面对入党誓词，他眼含热泪，再一次举起
了拳头庄严宣誓，心中的一腔热血，依旧
澎湃如江河，再次涨潮！

在加入中国共产党 75 年的漫长岁
月里，牛全富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
无上的地位，时刻想到自己是党的人，
坚定跟党走，做到活到老、学到老、改造
到老，秉持着共产党人的操行品德。

岁月在他坚毅的脸庞刻下深深的
沟壑，在这部漫长的时光“纪录片”中，
心怀大爱、无私奉献的牛全富，注定散
发出令人敬仰的光辉！

一个人的“纪录片”
——记95岁全国劳动模范牛全富

傅靖棽 余红北 傅世光（卫辉市）

岁月华章岁月华章

牛全富近影 作者供图

本报讯 近日，首届乔典运乡土文
学奖揭晓，我市作家赵文辉凭借短篇
小说《崖上》荣获短篇小说提名奖。《崖
上》原载《中国作家》2023年 5期，这也
是我市作家首次在《中国作家》杂志上
成功发表的作品。该作品同时被《小
说选刊》2023 年 7 期转载，并被《光明
日报》期刊看台重点推介。《崖上》获
奖，是我市文学领域的重要收获。

《崖上》描写了豫北一个千年古村
落，一段令人震撼的挂壁公路，演绎了
一曲太行山麓由农耕时代到数字信息
时代的浮沉之歌。三个发小，性情各
异，路途有别，在年已半百时，怎样面
对生长于斯的崖上，怎样在时代的冲
击与诱惑下跟上发展的步调，又能保

持如大山一样淳厚坦荡的性格？作者
用细致又质朴的语言耙子，搂取那些
闪光的细节，将其均匀地摊晒在阳光
下，诚挚而温暖地走进读者的内心。

据悉，乔典运乡土文学奖是为推动
我国乡土文学事业繁荣发展，2024年由
河南省文联、河南省作协与中共西峡县
委、西峡县人民政府联合设立的，面向
全国征稿。该奖项以西峡作家乔典运
命名，旨在奖励乡土题材小说创作，总
奖金 50 万元。根据《乔典运乡土文学
奖评奖方案》，河南省作家协会和散文
选刊杂志社组织开展了首届乔典运乡
土文学奖评奖工作，于 2024年 12月完
成终评，分别评出长、中、短篇小说奖1
部（篇），提名奖各5部（篇）。（文轩）

艺苑短波艺苑短波 赵文辉荣获首届乔典运乡土文学奖
短篇小说提名奖

家的味道，首先是母亲的味道。
那一餐一饭，有着时光的温度。长大
后脚步匆匆，离家越来越远，那简朴的
一粥一菜，却扎根在灵魂最深处。炒
芹菜的香味浓郁绵长，玉米粥的香甜
蕴藏在味蕾间。暮色里村庄上空升起
的袅袅炊烟，是儿时心灵的归属。那
个地方就是家！不管走到哪里，都是
我人生的起点，有着最初的记忆！

春节回到老家，每天在鸟叫声中醒
来。院子里有一棵高大的椿树，树上常
年有个大大的鸟窝。夏天，高大的树冠
洒下一院清凉；冬天，长长的枝头送来鸟
的鸣唱。每月上旬，一弯孤形的月亮就
开始在西边的天空出现。站在二楼的走
廊仰望那一弯新月，或疏或淡的星空，仿
佛回到了童年，盼着新衣过年的样子。
每年除夕的晚上，奶奶照例要我们抱一
抱椿树，尽管它粗大得一个人根本搂不
住：“椿树王，椿树王，你长粗，我长
（zhǎng）长(cháng)。我长长了穿衣裳，你
长粗了做大梁。”不管在童谣的祝福声中
有没有长高，但这棵树，家人从来都舍不
得用它做大梁。奶奶在世时常说，树上

的喜鹊是来报喜的，千万不能伤害它们。
远行的游子归家，年味就浓了。

除夕打扫厅堂，祖先轴供奉在我家，儿
时爷爷常说这是有讲究的，必须是长
房长孙才能供奉。除夕供奉上，大年
初一接受村里其他家族的跪拜，过了
小年才取下。爷爷念着轴上的名字，
告诉我人过世 3 年才能写在上面。哪
个是爷爷的爷爷，承自哪方血脉，他认
真地讲着祖先的故事，我懵懂地听着，
感觉那是一件很神圣的事。先祖自清
朝咸丰年间做好的祖先轴，由上至下
写着过世前辈的名字。摆好供品，看
父亲和叔叔们为祖先行礼，仿佛又看
到了儿时爷爷郑重的样子，鼻子不禁
一酸，落下两行清泪。我亲爱的爷爷，
终究变成了轴上的一个名字，再也不
会为我讲述关于根的故事了。

故乡是一杯薄酒，醉不了人，却会
让人上头。长大后的日子就像空中的
风筝，故乡如母亲一样在老家拽住线
头。那简朴的一餐一饭，带着灶间的
炊烟，映着母亲的白发，一直晃动在我
的梦里头。

亲情低诉亲情低诉
家的味道
王庆云（封丘县）

鸿雁捎书，竹简传情，这是古人传
递情谊的一种方式，留下了多少美好
的传说故事，到后来，社会进步了，有
了纸张出现，于是就有了书信。云中
谁寄锦书来。一封情真意切的书信，
引来无数刻骨铭心的情感。著名文学
家沈从文在信里写道：“我行过许多地
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
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
龄的人。”今天的年轻人，估计谁都没
有机会收到如此热烈的书信吧！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表达方式，从结
绳记事到电子邮件，科技的发展彻底
改变了人的生活；从征途漫漫无纸笔，
到鸿雁传书报平安；从车马电报书信
慢，到微信微博音频传，一切古老的方
式都完结了，视频将天南地北、海陆天
空都连接了起来。人与人的联系变得
高效便捷，笔墨纸砚终于被大家疏离
了。疏离的何止是笔墨纸砚呢？更是
纸上的山河与故乡，是苍茫人世间互
相安慰的灵魂和情谊。汉字的横竖撇
捺、勾弯点提，每一笔都是祖宗留下的

生命密码，那些暗藏在笔画中的山川
岁月、琐碎过往，都是历史时光的记
录，是我们民族发展过程中点点滴滴
聚集而成。

时常在敲打着键盘的时候，莫名其
妙怀念起往昔一笔一画认真写信的时
光。那还是我小的时候，地处穷乡僻
壤，没见过大场面，更没有多少朋友，
但是也写过几封信，比如给我的堂哥
写信，给我的远房叔叔写信，给我的大
伯写信。给我的堂哥写信，是因为他
父母离婚了，他去远方跟父亲生活。
他那离婚不离家的母亲经常找我传
话，我就在信里说这些事；给我的远房
叔叔写信，是因为他去当兵了，我们是
同学，他给我来了一封信，说到部队的
情况，我就给他回了一封信；给我的大

伯写信，是因为想求大伯给我找个工
作。那时我也才读小学，没有什么经
验，所有的信开头都是问候一下就开
始写这句话：见字如面！不知是谁教
的这句话，现在想来都好笑，无论跟
谁，都是见字如面！我也给一个陌生
人写过信。那年征兵，有个带兵的高
姓军官到我们村里来调查，队里的干
部让我陪着去当年填写征兵申请表的
人家里。完成任务后，姓高的军官就
走了，没想到那个军官回到部队后竟
然给我来了封信。信中除了表示感谢
之情外，别的也没说啥。使我好奇的
是，他在信里根本没说“见字如面”几
个字，那时我才知道，原来写信并不是
每次都要说“见字如面”的。

纸短情长，好多人都有恋爱写信的

机遇，情书也是很锻炼人的才华的。可
惜，我没有这种机会，我和我的老伴儿
几乎没有通过一封信，因为我们经常见
面，有什么话都当面锣对面鼓地敲打！
1983 年，我第一次出远门，到遥远的云
南开文学笔会，一去就是一个多月，很
想念他和孩子，就忍不住一天一封信地
写着，临近结束，竟然写了厚厚的一大
摞。回到家里，和老公说了这件事，他
大睁着牛眼。看着他惊讶的表情，我吓
得也没敢拿出来，偷偷地一把火烧了。
后来认识了个女文友叫王胜龙，散了笔
会后，给我写了封情深意长的信，那些
很腻的感情让我老公醋意大发。

见字如面，纸短情长，那是一个多么
美好的岁月，就算过去了好久好久，也不
会遗忘。见字如面，就算为了一个名字，
为了一段刻骨铭心的表白和嘱托，我们
也该铭记在心，那是我们的青春与爱，是
我们的沧桑岁月，是我们的血肉相连、母
语芬芳。纸上山河，人世苍茫，但愿我们
互相抚慰，永生守望。

见字如面，来日方长。

纸上山河
金萍（蚌埠市）

有感而发有感而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