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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 事 峥 嵘 ，呼 啸 而 过 ；欢 悲
乐 愁 ，瞬 息 而 变 。 在 无 数 等 不
及、思不尽、虑不周的现实困境
中保持仰望与期盼并不是一件
说到便能做好的事情。

每一段路，都是无尽生命中
的故事与回忆。相遇和离开，错
过又重逢，如此往复循环，舟行
水迹过无痕也好，坚归山重抵心
音也罢，都应该在每一次回首时
真诚的道谢。不是得到便是学
到，若再去抱怨蹉跎了岁月只不
过是再一次吃浪费时光的亏罢
了。

有人给过我们风雨，有人予
过我们光亮；有人在花好月圆时
添花着锦，有人在天涯断肠处抽
身离去。说世事看穿、人情翻覆
还为时尚早，只说是每一份领悟
与感慨都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是
真实想法。

只 在 你 需 要 时 追 赶 风 尘 而

来，在你不再那么需要时追随星
光隐去。从来不喜欢让别人为
难，也看得懂在任何时刻里个人
感情里信任和坚定从来不应该
成为与现实际遇相抗衡的砝码
或剑器。不愿意被任何人绑架
的 人 ，又 何
必、怎会试图
去绑架别人？

没 有 那
么无坚不摧、
无所不能，但
也 没 有 那 么
多愁善感，脆
弱 不 堪 。 这
个 不 完 美 的
我 才 是 最 完
整的我。

我 既 然 接 受 着 这 么 一 个 自
己，也就代表着我接受了我过去
所有的过往，现在所有的现状以
及未来所有的未知。那么，我也

会 接 受 着 每 一 个 人 的 到 来 、离
开、舍弃与怀念。

北 国 的 冬 天 总 是 会 在 某 一
场雪后突袭而来。当然了，这雪
本 来 也 可 以 当 作 是 一 种 预 兆 。
自然是会变冷。

所以，每
一 个 阶 段 都
属正常，也都
是 正 确 的 。
如 果 说 对 自
己 还 有 什 么
具体要求，我
唯 独 希 望 任
何 时 刻 都 可
以 真 的 做 到
随机应变、因

时制宜。
气 温 骤 降 ，羽 绒 服 加 身 ，这

种穿行漫越的时光，值得被珍视
也可以留待回想。

（作者单位：镇城底矿）

你——明祥——我的朋友和兄长，
就这样无情地离开了我们，在你尚未年
老的时候。而我们——你的朋友、文友
们是多么地痛惜啊！

还 是 在《支 部 建 设》时 ，你 就 曾 病
倒。后来几经反复，被病痛折磨。坚强
的你与病魔顽强抗争、勇敢搏斗，一次
次被击倒，又一次次站起。而这一次，
你却没有能够再站立起来……

在 西 山 师 专 上 学 的 时 候 ，我 就 为
《西山矿报》投送诗稿，于是你我便相识
相知、成为文友。我还创办了《仲夏》民
刊 ，编 辑 、刻 版 、油 印 、装 订 独 自 承 担 。
你因此推荐我进《矿工文艺》编委，却因
为有人反对学生入编委只好作罢,枉费
了你的一片好意。

1970 年代后期到 1980 年代中期，那
是一个精神振奋、创作活跃的时期。正
是这个时期，你主持着《西山矿报》文艺
副刊的编辑工作。你精心编辑、团结文
友，《矿报》的副刊诗意浓浓、红红火火。
1986 年，你还在副刊举办同题诗征文，
我们这些文学青年积极响应、纷纷应征。

在《矿报》时，你既是记者、又是编
辑，既编副刊、也出作品。你是西山矿
务局文学创作的领军人物。你创作、发
表了许多诗歌、小说、报告文学，在《中
国煤炭报》副刊头条发表的小说《山月》

《风景线》分别获得了中国煤矿文化宣
传基金会和中国煤炭报社举办的“新人
写写新人文艺作品征文”“在改革大潮
中文艺作品征文”双奖。报告文学《矿
山恋情》还获得全国煤矿优秀文学作品
奖 。 这 些 ，都 为 西 山 矿 务 局 赢 得 了 荣
誉 ，我 们 —— 你 的 文 友 们 真 为 你 高 兴
啊。

那时，矿务局建有文学创作组，每
月举行文学笔会。我们和我们的朋友
们，交流报告文学阅读心得，探讨诗歌、
小 说 创 作 技 巧 。 我 们 读 李 延 国 、梁 晓
声、刘索拉、傅天琳，读《胡杨泪》《强国
梦》《雄性的太阳》《我的遥远的清平湾》
……一次次的胸怀激荡，一次次的热血

沸腾！那时，你三十几岁，我二十多岁。
那是一个青葱的岁月，那是我们的青春
年华啊。

你约我写电影评论，以充实《矿报》
副刊版面。我却因不想尝试而迟迟未
动笔。而当有天晚上，我独自一人在矿
党委会议室看电
视 ，看 到 了 电 影

《黄土地》——那
唯 美 的 摄 影 、那
民俗与新思想的
冲撞——让我感
动 ，给 我 一 种 艺
术 的 震 撼 ，于 是
我为《矿报》写下
了 第 一 篇 影 评 。
此 后 ，我 就 走 上
了影视评论这条

“ 斜 路 ”，许 多 的
影（视）评见诸报
刊 。 而 且 ，如 时
间 允 许 ，我 还 为
给《矿 报》的 影

（视）评自配题图、插图，这让老兄你很
是愉悦。说实话，写影（视）评确实影响
诗歌等创作，但也取得了一点成绩。后
来我相继在《人
民日报》发表了
四篇（首）诗文，
副 刊 的 三 篇

（首）中，就有两
篇电视评论，其
中《解不开的黄
土情结》还成为
那 次 中 宣 部 文
艺局、人民日报
文艺部“1994 年
度‘五个一工程
’获奖作品选评
征文”的九篇获
奖作品之一。

配 合 《 矿
报》，与 编 辑 合

作，我与你最佳、最为默契。我想，你的
最 佳 合 作 伙 伴 也 会 是 我 。 我 为 你 、为

《矿报》画题图、画刊头，写诗、写影（视）
评、写诗词欣赏。我写作，从“卷面”上
说，有一种为编辑着想的自觉。有我这
样的作者，有我这样的兄弟，你定然是

非 常 的 省 心 和
惬意啊。

那 年 报 社
让你编头版，你
推 荐 并 经 领 导
批准调我到《矿
报》编 辑 副 刊 ，
那 时 我 还 在 老
家 帮 助 家 里 收
获 小 麦 。 回 矿
后 接 到 两 个 消
息 —— 一 个 是
调我去矿报，一
个 是 调 我 去 局
党 校 。 一 边 是
你 —— 我 的 朋
友兼兄长，一边

是党校校长——我的老师兼长辈。我
有点为难，辜负了你俩的欣赏和好意，
两边都放弃了。我想，你对此肯定是有

“意见”的。就像两年前矿党委书记和
我谈话准备提拔我为党委组织部副部
长 而 我 却 谢 绝 一 样 —— 你 定 然 不 快 。
很抱歉、很对不起。人往高处走，水往
低处流。而我，就是这样的水，就是这
样地让你们失望啊。

调入《支部建设》杂志和迁居城里
后，你依然约发我的诗歌、散文，但地理
上的距离让我们很少见面。而每当见面
却总会长谈——即便在车站相遇，我们
谈时政、聊文学，一聊就是一两个小时。

你长期关注着我的写作。我在《山
西日报》《中国煤炭报》发表作品，你为我
高兴；我在《人民日报》发表作品并获奖，
你更是祝贺和鼓励。你为我鼓劲、给我
推力，让我在文学的道路上奋力前行。

你本该能够创作出更多的优秀作
品的。而可恶的病魔却折磨着你的身
体、损耗着你的才华，让一棵文学之树
颓然倒下。时间会流逝，而记忆不灭。
有些事、有些人会深入骨髓，忘也忘不
掉的。我和我们的文友们会记着你，依
然会忆念你的诗歌、小说、报告文学，忆
念你的《山月》《风景线》《矿山恋情》，忆
念和你一起创作、奋斗的温馨时光……

（作者单位：退休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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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丽斌

读读

书书

谢夏雨

那些和你在一起的温馨时光

沁园春·赞马兰

盛世中华，励精图强，月耀马兰。举镰斧披荆，嘉

兴船上，薪火相传，旗帜领航。锐意团结，和谐进取，党

驾东风继远航。新时代，看万马奔腾，国富民强。

吕梁铿锵儿女，举旗定向与梦同扬。再凝心聚力，

农牧工商，尽抒远景，矿业辉煌。汾河之滨，吕梁东翼，

璀璨党旗名四方。新风潮，乘长风破浪，再谱新章。

（作者单位：马兰矿）

随感
何 薇

八月长安，原
名刘婉荟，毕业于
北 京 大 学 光 华 管
理学院，中国内地
女作家。

八 月 长 安 的
文笔清新、爽朗又
非 常 细 腻 。 2009
年 出 版 第 一 本 长
篇 青 春 小 说《 你
好，旧时光》，此后
又 推 出《暗 恋·橘
生 淮 南》《最 好 的
我 们》《时 间 的 女
儿》等 作 品 ，备 受
80、90后欢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