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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周晓枫《月亮上的环形山》做配乐朗
读，那么，要选一个什么样的曲子，才能配得上它
精妙的构思，纯净忧伤的文字，和悲悯的情怀
呢？有关月亮的曲子数不胜数，熟悉的流行音乐
是台湾玉女歌手孟庭苇的歌，那首《你看你看月
亮的脸》一曲难忘，被许多人翻唱，曾日夜飘荡在
大街小巷和卡拉OK的歌厅里：“圆圆的圆圆的月
亮的脸/扁扁的扁扁的岁月的书签……”飘逸柔
美的节拍，清亮细腻的行腔，情深得让人心痛。
设若以此为背景音乐，读这篇美文，不少段落还
真合适。最好能在黄昏以后，当市声零落，暮色
渐浓，清风吹过树影暗沉的原野，星月浅淡，远近
的灯盏次第亮起，人便气定神闲起来。此时听乐
读文，一行行文字与一组组音符交相辉映，熔铸起
美丽的意境，仿佛一朵朵双色花在月光的映照下，
缓缓打开它们硕大绝艳的花苞，丝蕊莹润纤长，
微微颤动着，罕有而决绝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散文开篇的视角是邻家小姑娘“我”梦幻般
的想象与幻境，“我”对往事和故人的回忆，源于
家中那个乳白色、半透明的有摩挲塔夫绸的细
碎声响的床罩。床罩的面料非同一般，那本是
降落伞的专用面料。而那个东西，原只属于蓝
天白云，却注定一生都在飘摇坠落，一如命运的
不可抗拒。作品用电影镜头的表达，以远景中
景和近景与特写，描绘出一个经典的很有质地
的悲剧性镜头：降落伞从天空落到地面，伞兵霍
叔叔的人生也由人间滑入炼狱。在这坠落的过
程中，这男人一直在竭力保持飞翔的姿态，想表
现得像自由的鸟儿。可是，一个在望不到尽头
的漆黑跑道上拼命奔跑的人，就是一只折断翅
膀失去羽毛以后，还要拼命挣扎的飞鸟吧，坠入
深渊的灵魂还能重返天空吗？

舒缓的节奏里，最初的咏叹之后，作品迅速
切换到对现实世界的描写。在男人坚实硬朗的
形象衬托下，舞蹈演员出身的外表柔弱娇美的
女主角出现了。相识相爱，婚姻孩子，和那些幸
福的人儿一样，生活本该也以与众人相似的幸
福按部就班地进行下去了吧，一如《安娜·卡列
尼娜》里那句著名的开篇词。但是且慢，别忘了
托翁的原文还有要命的下半句话。正如我们的
民谚所说，天有不测风云啊。是的，看起来应该
阳光灿烂的日子出现了非同寻常的阴霾：夫妻
俩生了一个女儿，画画。

可是，读者马上就知道了，并非所有的孩子
都是上天恩赐的礼物，给人们带来庸常而又甜
美的幸福；有时，那些小东西就是来让人心痛心
碎的。灾难总喜欢随机出现，从不跟人打招呼
的，不是吗？

比如画画。这是个只能一直躺在婴儿床里
的超巨蚕蛹，是个比傻子还傻的孩子。这无辜
又丑陋的怪胎，除了一根肥黑的辫子稍显正常
外，简直就是一个来自异界的异形异物。而身
为母亲的女演员，竟然利用一次公派出访的机
会，悄无声息地消失在异国他乡。是的，她潜逃
了，逃离了命运给她的特别安排，把不堪忍受的
一切留给了“我”称之为霍叔叔的男人。

其实这不幸早有预兆。从无言的女演员白
蜡烛上轻跳的火苗般寒凉入骨的微表情开始，
从那只被掏尽所有肉屑，堪比拆散的鸟骨的鸡
翅膀开始，“我”的眼睛已经洞察了一切。美丽

的沉默暗含残酷的隐喻，细致又斯文的吃相不
啻为一种优雅的谋杀。这字里行间的冷静与残
酷，真让人不寒而栗。

沉默的人生总有无法言喻的苦痛吧。站在
女演员的角度去想，她也很无辜，错不全在她
吧。“我”不知道那位跳芭蕾的漂亮女人是否得
到了自己想要的幸福，“我”也不知道被抛弃的
霍叔叔会怎么想。而“我”能看见的是，这个男
人默默地承担起了所有的一切——在画画的世
界里，只有他这位唯一的父亲；而他的生活完全
不能自理的女儿，正在等待一生的喂养。终身
需要躺在摇篮里的画画，以生理残疾的代价给
予了父亲终生不会背弃逃离的承诺。现在，他
是她的一切，而她也是他的一切。他做了她唯
一的守护神。在生活剥去了最初装饰它的幸福
花边之后，只给这父女俩留下了一撇一捺的互
相支撑，血缘亲情便是这笔画交织的节点。

世人都知道，其实很多时候，抛却痛苦也未
必能得到幸福。可是当痛苦被撕开里层的包膜，
露出它更狞厉的面目，已经深陷其中的人又该如
何承受它惨烈的折磨呢？在画画身上，你看不出
一个人的智商与其原始本能有什么关系。只在
生理层面还算活着的画画，只关注吃喝拉撒是否
得到舒适的满足。这个生存力超级强悍的怪物，
毫不掩饰她过人的生存本能。她就那样露骨地
毫不羞耻地甚至强硬霸道地以一个婴儿的方式
表达着自己的需求，永远不商量，也从来不等
待。虽然智商为零，但她本能地知道，自己所有
的要求都会得到最好最多的满足。这无休止的
勒索，只因为他和她血脉相连。有了这些对他来
说是残酷的关联，他连抗议一声也不能。事实就
是这样。这原本至弱至柔的生命，完全占据了他
的身心，成了对他最凶悍最恶毒的剥夺者和操控
者。看起来那样美好的至爱亲情，竟会如此惊
悚，怎不叫人捏把汗且揪着心？也让“我”这不谙
世事的旁观者亦情陷其中，不能自已了。

一个人，要怎样活着，才算有价值？而所谓的
生命，只有自觉地去承担起某种责任忍受痛苦，才
会有意义吗？不只是“我”，我们都看见了霍叔叔
是怎样对待自己和画画的。他苛待自己，常常仅
以豆瓣辣椒下馒头米饭，而喂给画画的却是珍稀
的别家孩子难得一尝滋味的水果罐头午餐肉麦乳
精；他每天晚上近乎自虐地长跑，汗如雨下，是怕
自己生病无法照顾画画……他当这个没有思维
的孩子是正常的，许多事情，超出了那个年月一
个正常孩子所能得到的待遇。他陪伴在她身边，
不仅照顾她的吃喝拉撒睡，为她准备生日礼物，
买玩具，掏耳朵，讲故事，还为她请了保姆；甚至，
在画画已经二十二岁的那年，他还要为明明这年
已成熟，却又如婴儿般需要成日躺在精心装饰得
花枝招展的竹车上的女人过儿童节！多么贪婪
的幸福！而霍叔叔似乎忘了，他就是做得再多再
好再无微不至，对方也不会有任何回应的。那么

他做的这一切，还有什么必要，有什么意义呢。
可是，这个叫霍叔叔的男人给女儿画画可真

好啊！好得让“我”这个正常长大的女子，也想伪
装成终身制得婴儿，好去享用画画一样的幸福。
众人眼里，这非常态的有如仪式般极其庄重认真

“好”，在当时那种物资匮乏的生活境况下，真是
让所有人都可望不可即。它已然超出常理，到了
虚幻的境地，是除了画画以外的其他所有的大人
孩子想都不要去想的。这“失真”的种种做派，
是要与残酷的现实相对抗吗？还是这个父亲意
欲以某种虚幻的精神力量，来超越眼前永远无
法摆脱的真实困境呢？而画画，这个没有正常
情感知觉的白痴，一个自然生命世界里的残次
品，凭什么就能心安理得地享用那些超乎寻常
的一切呢？这让现实生活中的正常人何以面对
他人，又何以自处呢？这便让人心底生出说不
清道不明的委屈来，颇觉受到了某种伤害。

自古以来，凡正常思维的人类社会成员皆
具不患贫穷而患不公的特质吧。这文字铸造的
手术刀，轻轻划开彼时彼处庸常状态的灵魂包
裹，也在有意无意之间，刺中了此时此刻的我们
竭力掩饰的那点隐秘心思。羡慕嫉妒之后，无
形的敌意潜滋暗长。人们恨这不公。仇恨累积
到一定程度，终将爆发。就有人要反击这优越
中隐形的伤害了。这种事情，过去有人做过，现
在有人正在做，以后还会有人继续做的吧。

在散文家描摹的那个世界，发起行动的却
是一群孩子。

无知无识的世界风平浪静，一如既往，有知
有感的世界在那只金黄的缓慢钟摆一样的美丽
月亮之下，正按照自己的规则运转。正如画画
的智商与其生存本能无关，在这些恶作剧的孩
子们身上，人性之恶与人的年纪大小好像也没
有什么关系。他们讥笑这无知无觉的废物，她
唯一一次被关注，仅仅是因为他们心血来潮地
拿她做了玩具。他们打雪仗，会有意无意地把
雪球打在她满是脂肪堆叠的脖子上……

不知是出于孩子的淘气，还是某人恶意而
为，终于，就在画画二十二岁的那个儿童节上，
趁着霍叔叔片刻离开，保姆又不在跟前的时间
档口，有人掀开了画画节日里特意被换上的新
裙子，将其私处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而此时车上的画画，却也只是在她漂亮装
饰的竹车里躺着，无知无觉地继续如一个肥硕
的蚕蛹般躺着。没有挣扎的意识，没有反抗的表
情，没有采取哪怕一点点行动，为自己遮一下羞
——她根本就如初生婴儿般没有任何羞耻的感觉
啊！虽然年纪形体已是个女人，可她的心智还是
婴儿，而且将一直停留在婴儿时期，至死方休……

俗话说树要皮，人要脸。但凡是个人，谁不
是打小就被进行这样的教育：相鼠有皮，人而无
仪；人而无仪，不死何为。“脸”是什么？“脸”是人
前的面子，是体面，是人后的名声，是羞耻心。

一个人倘若连“脸”都不要了，那也就没有什么
存活于世的价值了。

想她画画，好吃好喝被照顾被关爱，能要
的，想要的，多多地得到了，却恰恰是个不要脸
的人。自古以来，“名声”这个东西，总是对女人
还有更多更高的要求啊！而眼前的画画算什么
呢，是女孩？还是女人？不好判断。但无论其
年龄心智如何，她应该算在女性地行列里，这总
没错的。这是小孩子也能明确的划分。世俗眼
中，一个女性，与其这么没皮没脸地活着，不如
死了吧。死了还干净。

这六一节的恶行，是要反讽报复她长期以来
超常的“不当所得”，还是尽显她的痴呆无能，将其
所获所得的价值降为零，以此求得某种心理平
衡？或二者兼而有之？当时的情景让看起来一向
温和沉静严谨稳重的霍叔叔霎时变成了骂街泼
妇，找不到凶手的父亲口无遮拦声音嘶哑，暴怒抓
狂到几乎发疯失去理智的地步。他是她在这世上
唯一的依靠和依赖，更是最后的安全护卫者。他
就是他和她，是他俩。这邪行毫不留情地正在焚
毁这个男人一直以来坚持不懈坚忍不拔地为女
儿也为自己精心搭建起来的整个的精神堡垒。

是的。此举将画画无知无耻的丑陋曝光于
世人面前，彻底粉碎了这个孩子般女人莫名的
优越感，让霍叔叔一直以来的言行显得那么自
欺欺人。那一只或几双无形的手掀开了画画的
裙子，也像是不经意间撕开了圣人衣底的肌肤，
叫人看见那些隐藏在华服底下永不能愈合的且
已溃烂的伤口，看见那伤口里的脓和血。

这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红眼病妒忌心
了。它几乎算得上谋杀。

人性之恶，真是不分年纪和场合。
周晓枫笔锋之犀利，见血见骨。
儿童节过后，没有羞耻的画画继续着自己无

牵无挂无思无欲因而无忧无虑的日子，继续她的
吃喝拉撒和呼吸，所需的一切自会有人去承担承
受。这背负从来无人分担，无处可逃的父亲自甘
束缚继续当牛做马。“躺着喝血，这就是责任原本
的样子。”这付出上升到精神层面，便彰显出父爱
特别的伟大来，而这看起来光芒四射的伟大背
后，是无尽无望的坚持和坚守。看得见看不见的
折磨日积月累，日渐沉重，一如西西弗斯推石上
山，一如歌词所说“这样的生活锋利如刀”。是
的，他累，他苦，却只能咬着牙含着泪，不管一路
多少斑斑泪痕血迹，继续前行。极度的重压让他
也担忧自己，不知何时会崩溃于无形之中。

当“幸福”在无常的命运捉弄下脱离了正常
的轨道，不可阻滞地滑向它的背面，霍叔叔的生
活中不再有爱情，只剩男人骄傲的坚守，他是这
世界上最强大最成功的父亲，不是吗？面对命
运的捉弄，他愤怒，不甘，敢于以命相抵。他并
非一败涂地，也不会一无所有，因为他有这个叫
画画的孩子——让我们姑且这么仁慈地看待她

吧，她在无知无觉地占据他全部身心的同时，也
带给他完整痛苦的世界。他是心甘情愿地被她
绑架一生的啊！而他的爱，更像绝望的单恋。

如果有一天，没了霍叔叔，画画自然死路一
条。可没了画画会怎样？一个没有了女儿的霍
叔叔，将会有怎样的神情，是怎样的状态？

都不敢想。
这不禁让人联想到一些俗世女人。她的世

界便是她嫁的那个男人，她为他生儿育女操持
家务侍奉老人打点三亲四戚，让这男人得以全
力奔赴商海仕途；终于有一天，他们家大业大风
光无限，可她忽然发现这男人，她奉献一切而成
就的男人，不再对她这黄脸婆情有独钟，人家另
有所爱了。那些被称作二奶或小三小四的女人
正值青春风情万种，正可用来安抚他们对肉身
日渐衰弱的恐惧，台面上也更拿得出手啊——
于是这弃妇便崩溃了！心狠手辣运气好的终于
报仇雪恨，借老包的虎头铡直取那叛贼的狗命
（如今各级纪委收到的致命举报更多来自何方
呢）；心太软又不肯撒手的，大多成了怨妇泼妇
或维持会长，在漫漫长夜里咬牙切齿又无可奈
何地绝望郁闷纠结，地狱煎熬。从来不曾自我
修养建设的她们想不明白，自己的城池何以沦
陷，竟然日日枯朽破败到被人遗弃的地步了！

当女人失去自我的支撑，常难免天塌地陷
的人生悲剧。

男人呢？如果画画死在霍叔叔的前面，他的
世界也必将坍塌陷落，他的心，他的灵魂会被女
儿一同带走。那么这个男人想必是活不成了吧。

在人的生命历程中，有一种痛叫“生长痛”，
一般认为是因为儿童生长发育速度较快，骨骼
的增长与肌肉及肌腱的增长不同步而产生的生
理性疼痛。这种疼痛无需治疗，会随着年龄的
增长，疼痛发作次数会逐渐减少减轻，最后消
失。许多人心理上想必也经历过类似的疼痛，
幼稚的心灵难以承受自己耳闻目睹的世间种种
艰险困苦，心间充满悲情凄苦。在文中，旁观的
小女孩由天真的羡慕，到一点点窥破人生的真
相，无法也不能回避，不禁悲从中来。这心痛无
关自家血缘亲情。这对同类命运的深切感知，
是生命进程中我们不仅为自身，也为他人自觉
承载的重负。此情厚重深挚，悠远深广。佛语
有云：因为懂得，所以慈悲。就是了。作者笔下
的女孩对飞翔的所有凝望和向往，终与那折了
羽翼的男人无关，他的脊背已经弓到了地面脚
背上。在“我”对过去的回望和对未来的猜想
中，那些生命的情感的两极，越过漫长的时空，
终于相抵相拥，完成了一次轮回。

“圆圆的圆圆的月亮的脸/长长的长长的寂
寞海岸线……”抬头望月的人啊，大多只看见月
亮上面环形山重重暗影斑驳如水墨画卷，没有翅
膀的古人曾为此编排了各样优美的神话传说。
今天，早已在月亮上留下足迹的人类，又给它种
种人文诗意或科学严谨的命名。可有谁能体会，
当巨大的陨石一次次猛烈冲击月球时，它的身心
所承受的深重苦痛？你看，你看月亮的脸——
实在是因为不想让你看见我流泪的眼睛，所以
指给你看，说，你看，你看月亮的脸。天若有情
天亦老啊！从此以后，请别再铁石心肠地说，那
只是一块没有知觉的只会永远沉默的石头罢。

□ 四 月

还没抵达
我就听见他在打呵欠
露水和蜘蛛正在风上
越过芭茅草
越过野竹林
越过大地上大片相拥的荷
把叹息落在地上

我没有拾捡
任凭他们旋转、撕咬、翻腾
在地上滚来滚去
把一团团灰色的网
弄得漆黑

后来，他们就成了冰
落在厚厚的荷上
我不得不佩服这种黑——
他在我面前一晃
阳光、清风、明月
就不见了

拜读布谷夫的《红岩车魂赋》，深为三线建设前辈
们感动，眼眶无数次湿润。心里时常在感慨，到底是怎
样一种力量，让他们汇聚到不毛之地建设川汽厂呢？

时代在变迁，社会在发展。即使在今天，我们依然被
川汽精神所感动——这不仅是一段难以忘怀的历史，更
是一部浓缩了中国式奋斗与创新精神的史诗。川汽厂，
汇聚着每一滴为祖国奉献的丹心碧血，承载着无数拼搏
者的希冀和汗水，镌刻着每位追梦人的辛劳和智慧。

当年，国际关系纷繁复杂，祖国疆土四面受敌，面
对外患，中国人民不仅没有害怕、气馁、屈服，反倒激发
出人人内心深处对国家的忠诚和热爱，凝聚起团结的
力量和拼搏的精神，三线建设应运而生。川汽厂的发
展历程，不仅成为那个时期的见证，更是后世人对那些
拼搏者由衷敬意的根由。在荒凉偏僻的环境里，在贫
苦拮据的日子里，他们从零开始，白手起家，肩挑背扛，
与时间、环境抗争。他们因为有信仰而始终保持着革

命的乐观主义，他们的热血在沸腾，他们将自己的青
春、人生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他们相信，明日必将
灿烂，祖国的明天一定会更好。在艰辛的工作、生活
中，他们从为国争光的豪情里不断积蓄前行的力量。

这也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时代，一个随时接受命
运考验的时刻。从最初的艰辛到最后的成功，川汽厂的
峥嵘岁月，不仅仅是一家军工企业的发展史，更是中国
人坚韧不拔、勇攀高峰的新史诗。他们以曲尺圆规为
伴，扛起了时代的责任，战胜了一个又一个挑战。这种
精神不仅体现在技术创新上，更显现在创业者的艰辛付
出和拼搏奋发上。比如厉行节约，自制大梁辊压机，首
款车壳手工敲打无差错，使军民两用的红岩重卡的诞生
成为中国汽车工业的重要里程碑，不仅是个人和团队的
努力铸就的川汽奇迹，更是中国人民奋斗拼搏的象征，
同时是一场工业技术的突破，对国家安全和自主创新的
坚定信念，因而顺应了一个时代的呼唤，聚变为民族精

神的一幅缩影，“合体的人车叫车魂”。“红岩”本是一款
车的命名，从此成为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醒目标志和
精神符号，这样的精神值得我们永远缅怀和传承。

我尊崇的事业起步于川汽热土，接续至国良（电影
《英雄儿女》“王成”原型杨国良）故里。进入新时代，虽
早已不用“天作衣被地作席”的艰苦奋斗来建设家园，
但必须以三线建设前辈们和杨国良烈士等英雄们舍身
报国、克己奉公精神为榜样，激励和引领民众奋力投身
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为一名基层宣传工作者，我将
以前辈们为榜样，赓续红色的血脉，汲取奋进的力量，
以建设好群众的精神家园为事业，择一事，终一生。甘
于奉献，用一颗公心与人民群众共同走好新时代新长
征路，用心用情、千方百计讲好乡土红色往事和历史故
事，挖掘、传承、弘扬优秀文化，不忘本来、面向未来，推
动优秀传统文化创新性转化创造性发展，扎扎实实当
好传递中国精神的火炬手。

读完《红岩车魂赋》，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心像被撕裂
一样，空了一块地方，深深体会到现在幸福安逸的生活
是多么来之不易，融入了多少先辈的青春、汗水、热血。

三线建设是我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中西部地区
进行的一场以备战为指导思想，以交通、国防科技和基
础工业为主题的大规模基础建设，创造了不朽的工业奇
迹，孕育了伟大的“三线精神”，留下了丰富的工业遗产。

“祖国发号召，儿女心花放。四百万众，民族精英，
凤凰西飞，鸿鹄南翔。毅然放弃优越环境，挥泪告别温
馨港湾，或孤身往，或举家迁 ......”寥寥数语，精辟描述

出在国际形势动荡、内忧外患的特定历史时期，数百万
人响应国家号召，离别故土、义无反顾，来到巴岳山下、
龙水湖畔，甘于奉献的殷殷报国之情。

“......气吞山河，史无前例。关键技术被封锁，大
国工匠自攻破；披星戴月催人瘦，一副图纸万张多”，生
动再现了川汽人白手起家，用一双双智慧勤劳的双手，
在万般艰难的情况下，依然坚持攻破难关，“开天辟地、
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

“宁肯倒在机床旁，毋宁趟在病床上”让人仿佛看
见一个个工人师傅没日没夜守在机床旁研究打磨、潜

心研究、废寝忘食，一起抢时间、抓生产，想方设法推进
生产进度、提高产品质量，最后累到在机床旁才肯罢休
的奋斗图景、悲壮情形。

“红岩人归三线精神，合体的人车叫车魂……生生不
息，代代传承也！”让我自然而然联想到：“一切向前看，都不
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
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筚路蓝缕，先辈
们既然创造出如此辉煌的国产品牌和如此灿烂的报国精
神，我们应当接过他们交出的接力棒，忠实继承“三线精
神”并发扬光大，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努力奋斗！

入冬后的瓦屋山
天空飞过一只大鸟
抖落一些羽毛和种子
被一个夜晚收留
被一棵树接纳
让大地长满棉花

我在清晨准时醒来
在瓦屋山的半腰
推开一扇门
或者一扇窗
我的惊讶彻底暴露
那么大的雪
那么多白色羽毛
想吞没整个早晨
吞没所有的树
让它们变成白色磨菇

我已经跨出房门
在瓦屋山的这个早晨
在白雪覆盖的林海
只能摸索前行
想象一条路在延伸
想象一匹马在奔走
想象诗和远方
在目光所及之处
肯定有一个雪人
有奇妙的童话等着我

为什么眼里长满雪凇
为什么到处都是雾凇
在这个早晨
我要走出这片森林
穿过林海雪原
看到日出
看到朝霞满天

一挂冰瀑挡住去路
一挂冰帘就在眼前
我驻足沉思
被定格成一尊冰雕
坚硬和寒冷浸透全身

整整一个冬天过去
我还在瓦屋山
还在构想一条路
如何走出这间屋子
穿过白雪覆盖的森林
和春天站在一起
和阳光在一起
当春风吹来
白雪还在树荫下
还在草丛里徘徊
把自己当成最后的风景

瓦屋山赏雪
□ 何军林（重庆）

只有你铁枝催生
雪中放歌

积蓄一生的优雅
点燃玉润天姿

抱团绽放的从容
激荡高扬的灵魂

奔放的生命终将没忍住

喷香的嘴
寒地腊月蓬勃生春

我酷爱冬天

冬
清冷的雪
纯凉的风

扫尽 浮叶
镀亮挺枝

没了春的媚态
少了夏的狂热
慢慢将秋的愁苦
熬甜炖香

春

雪被下

你炸蕾的脆响
温暖芽心
震落寒霜

蓝天碧海
长出些星星点点
芳香的阳光
亲吻大地
唤醒一个个贪睡的孩子

古河套

水 流皱了的面额
默默的
永世不改

岸 山伸的手
瘦瘦的
挺苦

号子
古铜色如铅
撞不破世俗的偏见

岸边
芳草萋萋
芦苇荡荡

古传说新世语纷扬
迷死多少
醉倒多少

白 沙
卵 石
鱼 虾
和 人

日出

跳出东海
图腾于空
浩然之势
呼唤振奋

青春血昭示天下
冰霜能除
黑暗可驱
光明之爱
亘古如磐

你去了

你去了
伸一条路入天

你去了
弃一条船于海

你去了
日子是一瓶开盖的酒
越来越淡

腊梅绽放从容（组诗）

□ 廖凡（重庆）

在
风
上

□
红
线
女
（
重
庆
）

摄
影
：
周
宇

壮怀激烈的时代史诗传承中国精神
□ 陈佐燕（重庆）

在大树下乘凉的后人永远感恩栽树的前人
□ 周小玲（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