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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定一次
回归的飞行

□陈维宣

入春以来，荣昌举行了四次鸽赛。鸽赛以放鸽
地点命名，五四青年节这天举行的成县鸽赛，就是从
甘肃成县飞回荣昌本地，

赛鸽俱乐部有三个，沿滨河从老文化馆至警民
桥分布，鸽赛这天热闹非常。荣昌赛鸽俱乐部公路
边，停靠一辆集装箱汽车。车上有上千个装赛鸽的抽
屉。街边的张张茶桌坐满参赛的养鸽人。地上放着
的空鸽笼，还散发着鸽子的温度，如满含期盼的眼
睛。中间一张茶桌，收鸽、登记、核对、装鸽的管理人
员（也是赛鸽的主人）全神贯注地忙碌着。周围密密
地围着交鸽的参赛者。一位收鸽人员站在梯子上，把
一只只鸽子放入集装箱的抽屉里。

收鸽从中午到天黑全部收齐。放鸽车司机和
一名跟车员当晚由重庆荣昌区出发到成县共584空
距。相当于600多公里路程。经7个多小时跋涉，第
二天早上到达成县，开始放鸽。上万只鸽子飞出车
厢，遮蔽了一片天空。啪啪扇动的翅膀，掀起阵阵冷
风。如它们不同的命运。鸽影令人眼花缭乱。赛鸽
们在半空盘旋几圈后朝着来的方向竞相飞回。展示
一场蔚为壮观飞鸽场景。

这些奋勇当先的赛鸽，从出世注定有一次壮烈的
回归飞行。“养兵千日，用兵一时”都不足以为道。相信
听闻后，你一定有惊心动魄之感！它们的主人为此次鸽
赛先要准备好脚环，刚从蛋里孵出几天，就要把铁环戴
在雏鸽脚上，一直喂养到鸽子参赛。如此次的成县参赛
鸽，婴儿时期就定向培养了。比练童子功的幼儿还要令
人动容！这是“大赛鸽”。飞行了一次的鸽子，今后除了定
向培养的赛鸽外，还可以随时参赛，称为“点鸽”。每次赛

事都是赛鸽和点鸽同时进行，各记名次。
鸽们之所以奋力飞向家园的暖巢，是因为爱侣和儿女

的期盼。一次次回归的征途十分艰难。山高路远，云遮雾
罩。天晴落雨虽有天气预报可依，刮风打雷也存在很大变

数。中途还有天敌鹞子挡道袭击。鹞子是天空的小霸王，属
一种小个子鹰，最喜欢捕捉鸽子。就是笼里的鸽子有时也不
可幸免，被它叼走，何况飞在外面的鸽子呢？撞上鹞子的鸽子，
非死即伤。但赛鸽们都是不死必回归的勇士。抱定这种死士
精神飞行，何惧征途艰险！每次鸽赛，许多鸽子失踪，不少折羽
断骨。它们虽败犹荣。胜利者毕竟是少数。不仅靠实力，也要靠
运气。所以对于成败，在养鸽人心里也无所谓了。他们看轻得
失，喜欢鸽子。鸽赛是国家积极提倡的群众体育运动。它不像“买
马”等赌博活动，没有人为加注。凭回笼鸽脚环的先后确定名次。
得奖鸽的奖励是由脚环款中产生。

人类喜欢鸽子，大概源于诺亚方舟传说。又由于鸽子性格温
顺，小巧玲珑可爱。珠砂眼如天空深邃。羽毛色泽多彩。寄予了人
们对和平期盼和梦想的憧憬。可以说鸽子是养鸽人真善美和无畏
前行的缩影。出发时征鸽们挤在集装箱抽屉里，黑暗中紧紧相依，
一段艰苦历程，无怨无悔。为报主人养育之恩和家人的期盼。不计
征途艰险，但酬壮志凌云。

荣昌的养鸽人最早是退休人员，大龄居民，和少数农民爱好
者。后来又加入了不少的年轻人。大都很有文化修养。即使没有
什么文化修养的，一旦养上鸽子，潜移默化，长期熏陶，也会变得“文
化”起来。养鸽人居住顶楼。因为楼顶的坝子适合安放鸽棚和鸽子
升空归巢。身居高处，头顶蓝天白云。长此以往，胸怀也会变得高
远起来。拿他们的话说就是“站得高，看得远”。养鸽人视鸽比自
己重要。就说几位退休干部吧。他们把退休金大部分交给老伴，
剩余部分，几乎都用在养鸽上。买鸽粮和药物等。为养鸽子拿出
了对工作兢兢业业的干劲和热情。不辞辛苦，给“鸽们”喂食，打
扫卫生。治病防病。却感觉每天过得很快乐自在！他们十分庆
幸退休后找到养鸽这事儿。让时间放射出夕阳的霞彩。一旦鸽
子生病和有什么不测，他们会难过好久才得以恢复。前不久，有
几人的鸽子被盗。比剜去心头肉还难受！多亏派出所民警利用
监控，层层侦破，很快破了案，遗失的20多只赛鸽物归原主。

每次尘埃落定后，成功者主持饭局，
让鸽友们分享胜利的喜悦。同时

还写诗赞颂爱鸽的忠诚无畏
和凌云之志。曾是区人大

领导的龙银玖先生在一首
《临江仙，赛鸽夺冠有
感》中写道“细雨零星
秋雾淡，逐云忘命翱
飞 ，天 敌 袭 扰 运 悲
催。征程千里远，不
死必回归。一将功成
枯万骨，谁为壮士勒
碑？与鸽相伴寿灵归，
输赢何短暂，对酒胜夺

魁。”与其说写鸽，不如说
这就是养鸽人心灵悲壮豪迈

的真实写照。未得名次者，也
没有失落感。更多是关心流浪和失
踪的鸽子。愿它们被好心人遇见
收养或突破迷雾回家。不要遭受
任何不测！
(作者系重庆市诗词学会会员）

刘大爷的刘大爷的
““飞驰人生飞驰人生””

□李秀玲

“快来看今天的新闻啊！”
“六十七岁的刘大爷，驾车不慎，陷

入长江积水中……”
小外孙拿着手里的报纸，从客厅跑到厨

房，又跑到阳台上。
外公正站在阳台上浇花，听到后把水壶一

放，夺过报纸仔细看了看，哼哼说道：“我当时目测能过的，
谁知道呢？”

说完两手一摊，耍赖似的笑了起来。
厨房做饭的外婆,坐在沙发上玩手机的女儿，还有在看电视的大外

孙，全都忍俊不禁。
这事说来话长。
中秋节前夕，刘大爷开着他的车去李家沱办事。他知道长江巴滨路

上，有条支马路可以拐到江边，直接穿过去，能节约十多分钟的车程到李
家沱。这条路，他已经走得溜溜熟了。谁知，连着下了几天的暴雨，长江
涨了水，江水倒灌，把支马路的低洼处淹没了很长一段。

刘大爷把车子驶到支马路那里，目测了一下水的深度，觉得自己开
的是CRV，底盘高，能够过去，一踩油门，直接就往前开。开到中间，积水
太深，一会儿就漫到了座位处。他急忙把车子往后倒，可是水势卷涌太
快，浸没了发动机。

车子熄火了。刘大爷的车被困在水中了。
刘大爷脑子反应倒是挺快的，他迅速跳下车子，倒回巴滨路上，从桥

上绕路走到另一边的码头处，那儿有个河沙工地。他向在码头上歇凉休
息的工人们求助，工人非常热情，用工地上的车去拖他的车，众多工人吆
喝不断，同心协力地拉了好久。

但是，没有成功。
刘大爷只好拨打拖车服务热线求助。然后给他的女儿打了电话，让

女儿赶快开车到江边去拯救他车上的“宝贝”：月饼、新米、渔具……
宝贝装到女儿车上去了，又吹着闷热的河风等了好久，拖车才来，直

接把车拖到修理厂去了。
车子在修理厂修了两个月。准确地说，把各个部位的零件卸下来用

了一天，把零件晒干用了五十九天。
不知是哪位好事者，把这个消息爆料到了报社。随后，报纸上就有

了开头那篇豆腐干新闻。
从此，刘大爷就成了家里心知肚明的“名字”，只要一提起来，就“哦”的

一声，然后你看我，我看你，再看看刘大爷，会心一笑，都懂得其中的意思。
刘大爷学车学得晚，四十多岁才开始学，属于大器晚成那类人。之

前一直认为“会开车的人不如会坐车的人”，慢慢地，看着周围的同事、朋
友都会自己开车了，心里也按捺不住了，就让亲戚带着学。在七公里的
大工地土坝子里练了几圈，在南山的盘山公路上跑了几次，自我感觉还
行，几天过后就想上路了。

上了路后，他才知道现实比想象残酷，几次险象环生后，还是老老实
实报了名，去驾校培训，拿到了驾驶执照。

退休后，刘大爷买了一个车，从此开始了他的“飞驰人生”，什么是飞
驰？对于他而言，就是市区不超三十码，高速不超八十五码。

他的至理名言就是“我的车由我掌控，你们看不惯，随时可以超我。”
马路慢悠悠，山路悠悠慢。特别是转弯时速度直接降为10公里/每

小时，在后面车上遥遥看见他，双手牢牢握住方向盘，两眼直瞪瞪地看着
马路，眉毛一根一根都竖起来，嘴唇抿得紧紧的，整个人犹如战场上遇到
敌方战士似的高度戒备。

遇到两车相错时更是干脆停下不动，让对方的司机自己去看方向，
测两车之间的距离，调整车轮，等对方车子过了大半个车身，他才开始慢
腾腾地松刹车。

“不知者不罪，后动者无责。”他振振有词。
刘大爷开车还有个特点，就是老把马路当成自家的田坎道。偶尔车

上有人要下车，或者等人来拿东西，他直接在离路边人行道三分之一的
位置就大摇大摆地停下车，也不管后面的车子能不能过，堵住路口没有。

说过他很多次，他不理不睬，说得急了，又把他的至理名言拿出来说
一遍。

坐刘大爷的车，一定要有比常人更好的忍耐力。
从他家里到避暑的仙女山一般是三个多小时的车程，刘大爷一般是

上午十点出发，下午六点到仙女山的家。
理由太多了：这家的蜂蜜很好，要绕去买一瓶；那户农家的西红柿很

新鲜，晚上可以吃，要拐去拿几个。更有甚者，途中有朋友搭车，要去接；
或者要把亲戚顺便送到某地去。按照他的开车轨迹，基本上他是无法从
A地直接到达B地的，一般要经过C地、D地、E地、F地，最后才能到B
地。一车人都无精打采，唯独他，神采奕奕，毫不疲倦。

刘大爷的大外孙读初三了，家里人商量每天开车接送。刘大爷心疼
女儿和外孙，主动接过接送的大旗。

有天，刘大爷有事，安排孩子的爹去接，回来后，外孙一脸沉痛地对
他妈妈说：“妈，我一直以为从家里到学校很远，外公一般都开半个小时

以上，今天爸爸来接我，我才知
道，原来十分钟就到了！”
刘大爷在一旁听到了，呵呵一笑，

“外孙的安全第一嘛。”
隔上一段时间，刘大爷的车子就会送到

修理厂去。不是擦挂了，就是自己没看清路，
撞上护栏了。最开始一家人还担心不已，后
来见怪不怪，习以为常了。因为前面说过
了，他的车速很慢，所以也都是些小问题。

但还是不可避免地出现过几次紧急情
况。刘大爷单位组织退休干部去外地参观，
他把车子停在单位露天车库，就坐大巴车集
体去机场了。人都在过安检了，接到一个
电话，“刘老师，你好，我是××的保安，你
的车停在露天车场，没有熄火，车窗也是
开起的，现在雨下得很大，你赶紧过来
吧。”刘大爷急忙给家里人打电话，等家
里人赶去时，座位都被雨淋湿透了。

还有一次，周末在仙女山度假。
凌晨一点过，一家人睡得正香，急促
的敲门声把屋里的人全闹醒了，以
为出了什么大事。打开门，保安说：

“你好，××××××是你们的车
吗？我刚巡逻时发现车门没关，车
子没有熄火！”

大外孙心疼外公，揉着惺忪的
双眼，主动拿车钥匙去帮外公关车
门。第二天，出门游玩后回到小
区，停好车，大小外孙一起提醒外
公：“车门关好没？车子熄火没？”

刘大爷笑呵呵地直点头，连
夸两个外孙孝顺。回到家，一拍
脑袋，“糟了，我的手机放在车上
没拿。”

两个外孙齐齐翻个白眼，不
理他了。女儿和外孙一条心，也
不理他。

最后，还是女婿帮忙走了
一趟。

刘大爷一天开车到处跑，还是
有个优点，他算得上是一个活地图
了，哪里有近路，哪里不堵，哪里绕
过堵点，哪个僻静的山旮旯、乡村院
落有好吃的，他全部都知道。找不着
路，问他，准没错。想吃好吃的，问他，
包你满意。

不管家人怎么劝阻，刘大爷还是
每天开着他的车，东奔西走。女儿说过
他很多次，说快七十岁的人了，还是少
在外奔波吧，在家养养花、喝喝茶，不是
很好吗？刘大爷拍拍胸脯说道：“这就
是锻炼。”“不怕，我身体好，该休息
的时候我知道休息。”

好吧，退休后的老年生活多
姿多彩，自由自在。有人跳坝坝
舞，有人养花喂鸟，有人到处旅
行。刘大爷也算是选择了自己
喜欢的生活方式吧。开着车四
处转转，带上老伴到附近古镇走
一走，吃吃豆花饭，赶赶露天场，
或者会会老战友，一天的日子就
这么快快乐乐地过去了。

女儿看着刘大爷一天早出晚归，不
落屋，本来担心他的身体，但看他整天高
高兴兴的，既丰富了老年生活，又让头脑保持
思考与清醒，避免了老年痴呆，所以女儿也不反对，
只要他高兴就好。更何况，去农村时买个土鸡土鸭带回来给女儿补
身体，高山的苞谷是女婿的最爱，界石的鸡血李外孙很喜欢。吃人嘴
软，拿人手短，有这么多好吃的东西，就不去说刘大爷了吧！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