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址/宁波市宁东路901号 广告部电话/87348429 发行咨询电话/87685669 87682340 定价/每月30元 零售/每份1元 邮发代号/31—84
印刷/宁波报业印刷发展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素豪律师事务所罗杰律师、胡力明律师 地址/宁波市高新区扬帆路999弄研发园B区1幢8楼 电话/87298700 宁报集团职业道德投诉/87654321

三江月

A162023年11月22日 星期三 责编/李菁 审读/刘云祥 美编/许明 照排/张婧

总
第7

2
4
2

期

配
图

汤
青

投
稿
邮
箱
：e

s
s
a
y@

c
n
n
b
.c
o
m
.c
n

我喜欢唱歌。上些天，我参加了社
区唱歌比赛。有一位大叔看上去瘦瘦
的，也不高，但当他一开口唱出“滚滚长
江东逝水”时，一种豪迈的气质立刻发
光，让我惊叹、折服。还有一位70后的
气质高雅女子，唱了一首《五星红旗》，
我认为她完全可以媲美春晚舞台。轮
到我了，我真的有点发怵，因为比赛是
用卡拉ok的形式，可我前一天才匆匆
练了三遍。

我唱的是一首短歌《踏浪》：“小小
的一片云呀，慢慢的走过来，请你吗歇
歇脚啊暂时停下来……”我看着屏幕里
有红字出现了，就开始唱，这是前一天
老师教的注意事项，我记住了。但我一
紧张把话筒拿反了，老师只得上来给我
纠正。我没注意到话筒拿正了，声音会
很大，还是兴高采烈地大声唱着。下面
开始有听者给我打拍子，我唱得轻松愉
快、酣畅淋漓、无拘无束，打拍子的人越
来越多，现场的气氛一片欢乐，而我也
开心得全身每一个细胞在跳舞。等我
唱完，屏幕上还有红字出来，我唱得太
快了，把唱歌当成赶路了，出丑。可惊
喜的是，我居然得了一个奖！比赛中比
我唱得好的人比比皆是，但老师却把包
含爱的荣誉给了初次登台的我，这是莫
大的鼓励啊！那真是一个由唱歌引发
的快乐下午。

我是一直喜欢唱歌的，在青春洋溢
的学生时代，每次联谊会我都上场，尽
情地唱，快乐地唱，把气氛唱得热气腾
腾的。我们唱着“再过二十年我们重相
会，伟大的祖国该有多么美……”的歌
曲，努力学习，吸取知识。在工作岗位
上，我唱着“幸福在辛勤的工作中，幸福
在艰苦的劳动里……”不断攻坚克难，取
得成绩。歌声让我们忘记疲倦，歌声给
我们力量，歌声是我们的好朋友。

在孩子很小的时候，我用甜美的声
音唱摇篮曲，哄他进入甜美的梦乡。他
稍大一点，我用清亮的音色唱儿童歌
曲，让孩子听了或眼眸晶亮，或手舞足
蹈。养育孩子的光阴里，总有歌声相

伴。孩子进入青春迷茫期，我给他写
信，里面也有许多歌词，这些歌词里有
人生哲理，也有满满的母爱。

最难熬的是伤病交加的时光，身上
绑着重重的牵引架，一个姿势一月半，
吃喝拉撒不能动，瘫痪的危险若隐若
现。面对医师怜悯的目光、家人痛苦的
泪水，一个个无眠的漫漫长夜，我默默
地唱着歌，《下定决心》《女排之歌》《让
我们荡起双桨》《太阳岛上》《青年圆舞
曲》《南屏晚钟》，唱我能唱的所有的歌，
流着泪唱，默默地唱，用歌声对抗断骨
之痛，用歌声迎接每一个新鲜的太阳。
终于有一天，医师告诉我，我的伤情有
了大大的好转，而且骨折对位正，假以
时日，我还是能够走路，不会瘫痪！那
天，我喜泪纵横，高歌一曲《小茉莉》。
我无忧无虑地大声唱着，让医护也听得
热泪盈眶。

居家的日子里，我拿着抹布唱歌给
桌椅板凳听，让它们桌净几明；我唱歌
给鱼肉豆菜听，味美色香的菜肴就是回
报；我唱歌给书柜听，几千本书让我神
采飞扬；我唱歌给花儿听，花儿让我的
家四季如春。在陪伴父母的病床前，我
用唱歌给他们助眠，就像我小时候病了
在爸爸的怀抱里安然入睡。在老年大
学的教室、在朋友聚会的厅堂、在写作
的书桌前，在一切可以唱歌的场合，我
都喜欢唱歌。我像勤劳的小蜜蜂，边干
活边唱歌，干活不累了。

我不识简谱，更不识五线谱；我五音
不全，不会跟节拍，也不去歌厅卡拉
OK。二阳后，嗓音不清亮了，但这并没
有让我失去一颗爱唱歌的心。我从歌声
里吸取力量，去疗病养心，去拥抱五彩缤
纷的生活，去对抗生活的重重阴霾，去迎
接新生的太阳，看阳光普及大地。我把
快乐带给自己，带给家人，带给朋友。唱
歌如同我的日常，让我在阳光明媚的日
子里活得像个小孩，也让我在风霜严寒
里做个大人。愿我拥有和生活博弈的能
力和胆量，一路披荆斩棘，永远有歌声伴
我走春秋。

歌声伴我走歌声伴我走
□冯秋玲 老家的平房顶上，放养了一

盆仙人掌，几十枚叶片把瓦盆挤
了个满满当当。根部的叶片灰
白，中间的叶片青红，只有顶部少
数几枚叶片看起来略微正常，是
绿植的绿。仙人掌扎根的土壤已
经板结，它安身立命的破瓦盆根
本存不住墒。如今这副营养不良
的模样，最大可能就是因为缺水。

母亲看我对着这盆仙人掌发
呆，轻声说，还是你小时候养的那
盆。如果是那盆的话，大约有三
十年了吧！

记得当初拿回来时，是青绿
色的两枚叶片。我吵着要养，母
亲坚决反对，这东西一身刺，没个
花香，结不了果子，养它有什么
用。可架不住我一个劲烦她，最
终，她不耐烦地找了个破碗盆给
我，要养的话，拿到平房顶上。我
往瓦盆里装满了土，小心翼翼地
把两枚叶片插到泥土上，舀了一
瓢井水浇上去。结果，水漏了一
大半出来，还真是个破碗盆。

头几天感觉新鲜，经常上来
看它，看它有没有长出新的叶
子。时间长了，新鲜感过了，看它
一直没什么动静，就懒得管了。
有一天再看到它时，已经裂变出
七八枚叶片。这东西生命力是真
强，也就当初种下它时浇过几次
水，后面再也没管过它。任它风
吹、日晒、雨淋，它在这个破瓦盆
里，把生命延续、壮大起来。

那两枚叶片是我从发小家拿
回来的。他家的泥巴墙上全是仙
人掌。农村人为了防止别人扒墙
头，墙头上要么放玻璃碴子，要么
种满仙人掌。玻璃碴子多用于砖
墙，仙人掌占据了土墙。

泥土掺和麦秸、麦糠搅拌成
泥，砌成一堵墙，可以几年，甚至
几十年不倒。墙头上栽上几片仙
人掌，逐渐裂变出一大片，很快就
布满墙头。仙人掌的寿命与土墙

绑缚在一起，土墙不倒，它会长
存。

发小的名字里带了个“磊”
字，用他爹的话说，希望他的命像
石头一样硬，做人则光明磊落。
发小一条腿残疾，走路一瘸一拐，
像点豆子一样。读小学时，许多
同学模仿他走路，气得他想打人，
可又追不上人家。我很同情他，
鼓励他做个像张海迪那样身残志
坚的人。一来二去，两个人成了
要好的朋友。放学、放假时常在
一起写作业、玩耍。

如今，发小家的土院墙早已
不在，曾经满墙的仙人掌也不见
了踪迹。倒是我那盆被遗忘的仙
人掌，一直活到了今天。

发小拖着残腿一路走来十分
不易，三十来岁才娶上一个拄双
拐的媳妇。这个年岁在农村基本
是剩男了，许多人卡在这个年龄，
注定要打一辈子光棍。如今，媳
妇是娶回来了，可双腿残疾，照顾
好自己已属不易，怎么照顾到家
庭？村里许多人感叹，这一家人
的日子可怎么过啊！话传到发小
的父亲这里，他很坦然，慢慢熬
吧，日子不都是熬过来的嘛。

娶了媳妇，有了孩子之后，发
小更忙了。他四处打工，做过木
工，干过装修，进过鞋厂、电子
厂。哪里有活，能多挣一点，他就
去哪儿。省内、省外，他四处奔
波，就为了养活老婆、孩子，担起
做丈夫、父亲的责任。他也算是
拼了。村里照顾他，给他吃过几
年低保，可不能吃一辈子。日子
要过好，还得靠自己的双手去争
取。人离不开物质，就像仙人掌
离不开土壤。

感觉发小的日子就像我家那
盆仙人掌，生在破瓦盆里，存不住
墒，没有足够的水分、养料供他吸
收、成长。可他还是熬过来了，有
了自己的家庭，有了老婆、孩子。
日子虽然不富裕，可家里不乏欢
声笑语。他的日子看起来是贫瘠
的，却又是富足的。他继承了父
亲的乐观，面对苦日子没有悲观、
哀叹，他始终相信，日子会一点
点、一天天好起来的。

□贾明明秋秋春春
仙仙人人掌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