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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上个月初
朱迅采访了你
我在客厅的电视上
和你见面

110岁的精神
红光满面
如一颗老星星
在星空深处闪烁

我目不转睛
朱迅成了你面前的一朵花
而你
让我的整个客厅光芒四射

你那么达观
山川为你所有
江河为你不息
繁星挂满长空

你总是不停
手不停
脚步不停
思想不停

你那朱红色的毛线背心
就是你一生的颜色
当朱迅送了一个朱红色的春晚给你
正好与你的一生辉映

你笔下的苏东坡会哭吗
你还没有写完他
你自己却远离他而去
他定然会把酒问青天

你是阆中的荣誉市民
那一段嘉陵江
在呜咽
在咆哮

你那些甲骨文的笔记
纷纷为你的远离哭泣
它们舍不得你
舍不得你一辈子对它们的温习

你的眼睛有一些模糊
你的耳朵有一些遥远
你的世界却那样明亮
你的心愿却那样清楚

我把你的福字
挂在了我的心中
我把你对中国的祝福
让阳光带给全世界

上个月才和你见面
现在你居然走了
像一位智者远行
那样从容步履坚定

我在我的客厅布满白花
为你壮行
你的身影高出大楼
抵达苍穹
（作者系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荣昌
作家协会副主席）

我家那个“另一半”，舍不得扔掉家里的旧物。什么旧
衣物、旧家具、旧电器、旧零件，甚至孙女孙子的旧玩具，她
总是不允许丢弃，仿佛丢弃了这些旧物，真要她命一样。而
且，她宁愿舍得花很多力气，把该洗净的洗净，该归顺的归
顺，在阳台角角堆起，房间角角码起，纸箱子里装起，像祖传
宝贝、金子疙瘩似的。

看见老婆近乎迂腐、吝啬且有点不通情理的做法，我实
在看不过。劝她说，用过的、淘汰了的旧物留着干啥，脏兮
兮、乱糟糟的，这里堆一捆，那里码一坨，家里都像垃圾场
啦。老婆嘴一撇，头一扬，回敬道：“你管我的呢。”

某天，见老婆的思想工作做不通，我急了，气不打一处
来，抓起老婆还在整理的旧衣物，丢在过道的垃圾桶里。还
呵斥老婆说：“现在生活好了，买啥买不起嘛，非要留下这些
破烂儿，有碍居家观瞻嘛。你看看你，几年前的那些旧玩意
儿，你留下来有啥用场嘛。简直是死脑筋，不开窍。”

老婆被我一通急赤白脸地呵斥后，气得眼睛水打转转
儿，牙齿紧咬下嘴皮，一句话没说，没有理睬我。

我原以为老婆被我镇住了，待我在书房看书之后出来
一看，吔，老婆正把我扔在过道垃圾桶的衣物，在洗衣池一
件一件清洗，洗好的旧衣物挂满了整整一个生活阳台。

前些日子，隔壁邻居老张来敲门，问我老婆家里有没有
玻璃瓶。缘由是老张的孙娃子不到三岁，在家里突发奇想，
要把老张家里金鱼缸里的金鱼捉一条自己喂。老张左哄右
劝不奏效，家里也没有旧玻璃瓶，没办法，老张只好来邻居
家求助。老婆一边劝老张不着急，一边在整齐划一的旧物
包里，熟门熟路地找出大小不一的三个玻璃瓶，让老张挑
选。还别说，老张也不客气，全部拿走了，嘴里忙不迭说着：

“谢谢，谢谢，这下可救急啦!”老婆还一个劲儿地对邻居说：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都是旧的。”

这是第一次我对老婆的旧物不弃，有了亲眼看见、亲身

体会的认识。
之后不久，我们的孙女孙子来家里玩耍，一个五岁，一

个三岁。孙辈俩为了争抢一个玩具，闹得不可开交。小娃
娃一失手，玩具掉在地上，摔掉了电池的底座（卡座）。当奶
奶的一边安慰孙辈俩，一边在储存旧玩具零件的塑料桶中
翻找。不一会儿，老婆找到了一个沾满铜锈的底座（卡座），
又继续翻找，找到一小块“水磨砂纸”，细细地为孙辈俩轻擦
零件，便于让玩具通电。老婆这一系列的动作，既连贯又认
真。我在旁边边看边想：老婆不愿意丢弃的旧物，难道是传
说中的“百宝箱”吗？

那天上午，我和老婆在外面买菜刚回小区，就看见小
区业委会在进大门口的黑板上写出通知，各家各户家里面
有干净整洁的旧衣物，请捐献出来，放在“爱心志愿者”提
供的收纳箱里。

老婆一看见小区的通知，像吃了兴奋剂，一把把我拉
着往电梯口走，嘴里喃喃自语，又像是对我说，这下好了，
有用处了。我不知道老婆在说什么，总觉得她很激动。

刚跨进家门，老婆让我在家门口等着，她自己一个
人进家里，把她原来洗得干干净净、收拾得整整齐齐的
旧衣物“嘿咗嘿咗”搬出来，且像指挥官给士兵下达命令
一样说，“你不是嫌弃这些旧物件没有用处吗？今天让
你见识一次，陪我一起搬到楼下的‘爱心志愿者’收纳箱
里吧。”

此时此刻，我顿觉惭愧：我一个大老爷们，之前对老婆的
态度与观念，真的是大错特错啦。女人家，很顾家，没有女人
哪来家？哪怕她已经是奶奶级的，生活不愁，日子不焦，依然
没有忘记“旧物易主贵为宝”这份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

我跟在老婆身后抱着旧物，却怎么也没有赶上老婆的
脚步……
（作者系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重庆市金融作家协会会员）

我宁愿在沙漠行走，宁愿在珠峰攀登，也不愿意这些来
自深夜的潮汐，把我席卷，把我淹没。

我说的是夜里无休无止的梦。这些奇形怪状的梦，太
折磨人了。把我这些年做的梦剪辑出来，能上演多部电视
连续剧了。

我做得最多的梦，是演算数学题。大抵是这样的情景：
数学考试忘了带笔，焦急之中一道题也没做出来，或者做完
了题却全是错误，考试结果我是全班倒数第一，遭到讥笑的
场面，自惭形秽的样子。这些来自中年梦境里的数学考试，
与我初中时期就严重偏科带来的大脑刺激有关，没料到它
一直没放过我，常常溜到梦里来逼迫我、要挟我、挤压我。

初中时，我的语文成绩在全校出名，数学成绩一塌糊
涂。语文老师与我父亲多次商量，要把我认作干儿子，他常
常当着师生们把我亲热地搂抱在怀里。这似乎激起了数学
老师对我的反感。有一次在数学课堂上，数学老师冲下来，
把我偷看的小说书收缴，当着全班同学撕碎，她发怒了：“你
们看，这样的学生，这样的数学成绩，让他长大了去当作家
吧！”同学们哄笑了。教室里没地缝，但我滑向了凳子下
面。这一幕，我耿耿在心，一直难以磨灭。

有一年举行同学会，初中时期的老师也来了，他们大多
已经颤颤巍巍，白发苍苍，其中教我的一个语文老师已患老
年痴呆症。那天，我把自己刚出版的一本小书一一送给当
年的老师，但我没把小书送给前来参加聚会的数学老师。
同学会结束时，数学老师走到我面前，她轻声说：“我读过你
的文章，写得不错，你不要计较我当年对你的严厉啊。”我看
见她消瘦的脸上，密布着老年斑。我点点头。那一刻，我心
情复杂，不知是心里的坚冰消融，委屈释放，还是无法释
怀。半年后，我从微信朋友圈里得知这个数学老师患癌离
世的消息,同学们前往祭奠，约我同行。在她的灵堂，我鞠
躬悼念，我流泪了。但我自己懂得自己，那一刻的泪水，并
不全是为她隐入人世尘烟而流。

我以为我放过了自己。但紧张面对数学考试的梦，依
然没有停止。时间里的记忆啊，它是仁慈的长者，有时也是
如恶魔般手持镣铐地追逐。

我去找一个从事心理学研究的友人求教，对我这种梦
境进行解析。他说，你这是典型的焦虑情绪，在梦里得到演
绎。我说，我焦虑个啥啊，岁月静好，可以就着泡大蒜喝咖
啡。他说，你别瞒我了，你就是那种焦虑型人格的人。我无

法逃避他探照灯一样的眼睛。我承认我就是这种人。比如
我住在大楼里，突然心生恐惧，担心大楼会垮塌。我行走在
山坡上，担心泥石流呼啸而下。我和一个人拥抱，担心他突
然抽出一把寒光闪闪的刀来。

一个人童年的经历，就形成了这个人性格的胚胎。世
界始终在那里，等待我们重振旗鼓，等待我们欢愉欢欣。
但精神上的枷锁，有时真是难以解开，童年的苍穹覆盖了
一生。

有一天同友人谭大哥闲聊，他说自己也爱做梦。做得
最多的，是梦里父母在吵闹不休，在屋子里摔东西。谭大哥
说，小时候在家里，总是父母的争吵声，有时父母为一件小
事突然发怒，有一次，愤怒的母亲突然把家里刚买的一台黑
白电视机扔向了窗外，幸好楼下没人。一天晚上，童年的谭
大哥放学后，故意在路上磨磨蹭蹭拖得很晚才回家，在楼
下，他看见父亲双肩耸动，抱住一棵树在哭。童年的谭大哥
也一直没闹明白，父母为什么总是这么争吵，这么爱上火。
3年前的春天，谭大哥的父亲去世，母亲很快如缺水的植物
一样枯萎了，半年后，也离开了人世，气息奄奄的母亲给谭
大哥留下的遗言就是：“我去那边了，给你爸爸做饭去了。”
父母离世以后，感觉成了人世孤儿的谭大哥，在梦里梦见的
情景，依然是父母在跳起来对骂，跳起来要拼命。不过有一
天晚上的梦里，谭大哥梦见灯火通明的房间里，全家围坐
桌前，年轻的父亲给母亲碗里夹菜，母亲爱意盈盈地望着父
亲。谭大哥从梦里醒来，泪水涌出来。

我的这种多梦，或许遗传于母亲。母亲沉沉的大眼袋
里，来自于她整夜整夜的梦。母亲好多次劝我，好好睡觉
噢，不要胡思乱想。但母亲自己秉性难改，她多思、多疑、多
虑。

母亲很早就失去了父母，这一辈子，我没有见过外祖父
外祖母，这对我的人生来说是缺失的。我心里嗷嗷待哺。
去年清明节的晚上，我梦见一男一女向我扑过来要抱我，他
们先后叫出声，我是你外祖父，我是你外祖母啊。但梦里的
两个人，始终是面容模糊。一条川流不息的大河，它生命的
源头，到底在哪儿？

这些进入我梦境里的场景，我现在已不予抵挡了。梦
境里的经历，也构成了我人生的重量，它让我看到生命的繁
花盛开，也接受着万物凋零万物生长。这就是人生。

（作者系重庆市万州区五桥街道干部）

梦境访问
□李晓

我家不舍旧物的“另一半”
□黎强

能懂的诗

见面
——缅怀马识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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