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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巷里的孩子们

亲情如灯

一寸思乡一寸愁

 








































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村
的一条巷子，巷子不宽，两个人并
排走都有点挤，但却很长，足足有
150 多米，走在巷子里，有种进入
一线天狭窄悠长的感觉。小巷虽
窄 ，但 丝 毫 不 影 响 巷 子 里 的 红 火
热闹、欢声笑语，这里，是我们每
日 的 出 行 之 路 ，更 是 我 们 孩 童 时
玩耍的阵地。

巷子两侧都是盖起几十年的
老 房 子 了 ，虽 然 房 屋 陈 旧 院 墙 低
矮，但没有一户不住着人，而且每
户 人 家 的 孩 子 都 特 别 多 ，即 便 最
少 的 也 有 三 个 ，因 为 家 家 户 户 孩
子 多 的 缘 故 ，使 得 小 巷 格 外 的 热
闹非凡。每天从鸡鸣开始小巷便
开 始 呈 现 出 一 幅 热 闹 景 象 ：早 早
起床的男孩子们自行组合开始玩
弹玻璃球、滚铁环、踢瓦片、打元
宝 等 活 动 ，赢 了 的 不 时 传 来 一 阵
阵欢呼雀跃的鼓掌声、叫喊声；和
男 孩 子 们 相 比 ，我 们 女 孩 子 们 也
毫 不 逊 色 ，三 五 人 一 组 聚 在 一 起
丢沙包、踢毽子、抓石子，我们还
为 每 项 游 戏 设 了 规 则 ，输 了 的 要
接 受 一 定 的 惩 罚 ，要 么 给 赢 家 拿
点 咸 菜 之 类 的 食 物 ，要 么 让 赢 家
打 几 下 掌 心 ，要 么 罚 多 踢 几 十 个
毽子，为了做个赢家，我们玩游戏
的 激 情 一 个 比 一 个 高 ，技 术 也 是
一个比一个强。

最让大人们揪心的是巷子里
几 个 特 调 皮 的 男 孩 子 ，他 们 会 趁
夜晚时分去掏鸟窝、捅马蜂窝、抓
蝎 子 ，结 果 不 是 被 马 蜂 扎 得 呀 呀
直叫就是一不小心从墙头上掉下
来 了 ，弄 得 大 人 们 看 见 他 们 就 头
疼 ，当 然 时 不 时 也 会 被 大 人 揪 住
狠狠揍上一顿。

男孩子们虽然调皮捣蛋让人
头疼，但却相当团结一致，一旦同
伴 们 被 其 他 街 道 的 小 朋 友 欺 负
了 ，其 余 的 都 会 结 伴 而 行 前 去 为
同 伴 报 仇 ，有 时 候 会 将 对 方 打 得
哇 哇 直 叫 ，甚 至 把 人 家 打 得 鼻 青
脸肿，为此，我们巷子里的孩子们
也成了村里有名的“赖孩子”。

“赖孩子”们本性其实都很善

良，只是打败了那些横行霸道、偷
鸡摸狗的坏孩子们才有了这个绰
号 ，但 在 巷 子 里 玩 耍 时 互 相 是 从
不 会 发 生 打 架 斗 殴 之 事 ，反 而 是
经常去做好人好事。

巷子左侧南边第二家住着一
位 70 多岁的老奶奶，因儿子早年
打 仗 时 不 幸 遇 难 ，两 个 姑 娘 也 远
嫁 他 乡 ，老 奶 奶 又 体 弱 多 病 ，为
此 ，我 们 这 帮 孩 子 们 分 组 天 天 去
老 奶 奶 家 给 她 提 水 、劈 柴 、倒 垃
圾、扫院子，老奶奶也视我们如亲
孙子一样，逢人就夸我们，一有好
吃的非要给我们分一些不行。

“快出来，今天咱们去村外挖
野菜去”，一听到堂哥的声音，刚吃
了半碗饭的我和弟弟迅速将剩下
的饭扒拉着吃完，放下碗撒野般跑
出院里，带上小铲子、挎上竹篮一
溜烟跑出院门。此时的巷子里早
已集合了十几个小伙伴，从七八岁
到十一二岁的孩子都有，都是各家
的 哥 哥 姐 姐 们 领 着 弟 弟 妹 妹 们 。
堂哥是我们的孩子王，是个相当负
责的好孩子，每次外出他会提前计
划，会精心地照顾每个出行的小伙
伴，所以大人们知道有堂哥领队出
行都不会反对。

三月的田间地头呈现出一派
生 机 勃 勃 的 景 象 ：各 种 野 花 野 草
在阳光的沐浴下
尽 情 地 生 长 着 ，
柳树在微风中挥
舞着枝条尽情地
展现着它们的舞
姿 ，紫 丁 香 散 发
着沁人心脾的香
味 ，整 个 春 景 让
人 顿 感 神 清 气
爽、心情舒畅。

列队出行的
我们在堂哥的教
导下开始认真地
寻 找 要 挖 的 野
菜 ：开 黄 色 花 的
是 蒲 公 英 、有 细
密白色绒毛的是
白 蒿 、叶 片 像 芭

蕉扇一样的是荠菜。大家拿着小
铲 子 边 挖 边 寻 找 着 下 一 个 目 标 ，
一 个 个 争 先 恐 后 只 怕 落 后 于 他
人 ，堂 哥 则 是 一 会 儿 叮 嘱 大 家 别
走远，一会儿再清点一下人数，一
会儿又帮那些年龄小的伙伴们挖
些野菜。大家把挖来的野菜卖给
村 里 的 保 健 站 ，将 卖 来 的 钱 交 给
大 人 ，余 下 的 一 些 钢 蹦 子 则 留 下
买 些 雪 糕 、糖 块 、点 心 之 类 的 食
物。每回吃着用自己劳动换来的
美 食 ，我 们 的 心 中 别 提 有 多 开 心
了。

在 堂 哥 的 带 领 下 ，我 们 从 春
天挖野菜到夏天捕蝉、捞鱼、捉蝌
蚪，从秋天摘酸枣到冬天溜冰、堆
雪人、打雪仗，每次结伴而行出去
大 伙 不 但 学 会 了 很 多 野 外 知 识 ，
更 通 过 遇 到 的 一 些 困 难 变 得 坚
强、勇敢、有爱心，懂得了人与人
之间一定要团结友爱才能战胜一
个个困难。

随 着 时 间 的 流 逝 ，我 们 渐 渐
长大，陆续离开了小巷，走向了更
广 阔 的 世 界 。 如 今 的 小 巷 ，虽 然
成为了一条仅有孤寡老人居住的
巷 子 ，但 小 巷 里 的 童 年 故 事 却 永
远 留 在 了 我 们 的 心 中 ，成 为 我 们
人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作者单位：西铭矿）

夜色屏蔽了所有喧嚣

唯有滔滔汾水

波动着绵绵思绪

煤油灯

点燃的渔火

早已贴上乡愁的标签

当老屋炊烟升起

似乎

还能听见

磨房里吆喝牲口的声音

记忆的小巷里

灌满

豆花的清香

今夜的梦

不知

可否回到故里

我的诗

却遗落在

铺满月光的土窑洞炕上

（作者单位：西曲矿）

我曾经读朱自清的《背影》而
深深感动，很长一段时间，我的脑
海中都会浮现出文章中的片段，有
时候，坐在父亲的电动车后座时，
看着父亲的背影，我的内心会产生
共鸣，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背上行囊，远赴他乡工作已有
十多年，每个星期总能接到三五次
父母打来的电话，“孩子，上班怎么
样？”父亲问，我说：“还行”；“吃得
好吗？”“今天让你同事给你捎了些
你爱吃的韭菜馅包子”母亲拿过父
亲的电话说，“不用”我笑了笑说，

“上班注意安全”父亲抢过电话强
调着……“知道啦”不等话说完，我
的眼泪已在眼眶里打转，家人的嘘
寒 问 暖 ，总 是 让 人 在 一 瞬 间 破 防

……而我却经常因为工作繁忙不
得不匆匆挂掉电话。

人间最美是故乡，故乡最暖是
亲情。每个月轮休回家时，穿行在
拥挤的人潮中，来到熟悉的公交站
台，焦急的一次次看着公交车驶来
的方向，在这车来人往的马路上，
看到骑着电动车，身形微胖，头发
花白的男子总是会想到年迈的父
亲，背影是那样的亲切……

每次从家回单位，母亲总是会
提前准备好一大包吃食，打开背包
一袋一袋的水果、腊肉、包子、鸡腿
…… 承 载 着 母 亲 的 爱 ，家 的 味 道
……

父亲的白发日渐增多，于是，
他渴望满头都是白发。说：如果是

那样，看起来干净。父亲本来就是
干净的。他的手一旦掠过，所有的
物品立马各就各位，都能最为恰到
好处的规整起来，一切都变得洁净
而有序。不自觉地我就想到了妙
手回春。这点与父亲相比，令我永
远汗颜，甘拜下风，尽管我有不服
气的习惯。

亲情如灯，时刻点燃着我，照
亮着我，温暖着我。让我在无常的
生活中，时刻感觉有颗执着而平常
的心，贯穿到底，无声无息，无怨无
悔，在平凡中无数次重复着简单而
又深沉的爱。于是父母的爱，在平
凡中无需任何武装地伟大起来。

我祈祷亲情之灯，永远生生不
熄！ （作者单位：斜沟煤矿）

 















































































推开这沉闷的窗
让月儿来偷偷地望一望
告别那昔日的过往
用铅笔为伤口化上浓妆
挥手告别那陈旧的时光
让回忆去一点点收藏
愿那留存的过往
都随时间去淡成平常

眺望那躲在屋角的月亮
虽然撑着温柔的脸庞
但那淡淡而幽柔的光
却难掩身上灰暗的伤
轻轻地关上窗
过往、忧伤，皆忘

（作者单位：屯兰矿）

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