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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秋雨，将天空洗出动人心魄的澄澈。风儿
轻拂，淡淡云影在湛蓝的天幕上游走，宛如仙女梦幻
的裙子。

西浴场到了。53 岁的云姐将我抱下月儿的汽
车，放到轮椅上。此处曾是 1990 年亚运会帆船赛的
举办地。海，还是那片海，我却被病魔折磨得四肢无
力，已多年没来这里。

涛声入耳，微咸的海风扑面而来。面前的一切
既熟悉又陌生。

碧海、金沙、蓝天、白云⋯⋯自然的馈赠已相当
丰厚，近年沿海滩又修建了数千米的木栈道及多个
主题公园。缤纷的花儿于阳光下擎着笑脸，在望天
上的流云，还是五彩的风筝？在芳草与绿树的掩映
间，一条骑行专道像蓝色的围巾，蜿蜒向远方。

老妈和月儿的儿子走在一旁，月儿和云姐轮番
推着轮椅，我们在木栈道上说笑着徜徉。

秋日的海滩，少了盛夏的喧嚣，安静且美好。海

水的波光一漾一漾，闪动着深情的眸。远方，船驶向
云际。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不仅作物与水果成熟，
鱼虾蟹们也肥美了。

走了好一阵，月儿和云姐低语几句，决心将我背
过沙滩，与大海零距离接触。

月儿腰椎有病，云姐前一天爬山也累坏了。我
不肯去，抓着轮椅的车圈抵抗，可终究拗不过她俩。
头发花白的云姐不顾膝关节疼痛，背起我，月儿抱着
轮椅，深一脚浅一脚地穿过沙滩。

我终于来到大海跟前，长发迎风而舞。
她们蹚着水，感觉不算凉，便脱去我的鞋袜，云

姐将轮椅推进浅水区。浪花调皮地舔着我的脚心，
柔柔的。我第一次下海时 17岁，穿一身蓝色的泳衣，
伏在气垫上，随海浪起浮，惊喜的，怯怯的⋯⋯

几 只 海 鸥 似 乎 在 为 我 欢 呼 ，挥 着 翅 膀 ，来 回
盘旋。

“小时候妈妈对我讲，大海就是我故乡⋯⋯”我

老妈情不自禁地高歌。虽已 72 岁，她的声音依然清
亮甜美，如同少女。

月儿六岁的儿子兴奋地褪去外裤，蹲在水中，用
心地堆沙堡。“我挖一个洞，待会儿涨潮了，会有小螃
蟹游进来么？”他咧嘴一笑，乳牙不全更显可爱。

螃蟹没游来，我们买了些新鲜的小鱼，重新回到
木栈道上。走着走着，空中忽然腾起彩色的礼花和
气球。原来，有对新人在浪漫的海边，牵手许下一生
的誓言⋯⋯

身处这片海岸边身处这片海岸边，，美景抵不过家人朋友开心的美景抵不过家人朋友开心的
笑容笑容。。有他们的陪伴有他们的陪伴，，才会在繁忙的生活中学会慢才会在繁忙的生活中学会慢
下来下来，，用轻松的心情感受美好的生活用轻松的心情感受美好的生活。。正如多年前多年前
曾看过的一部港片曾看过的一部港片 《《秋天的童话秋天的童话》，》，简单的故事既简单的故事既
温情又幽默温情又幽默。。就好像这样放慢脚步出行就好像这样放慢脚步出行，，顺从本心
生活，将时间浪费在美好的事物上，一个
个细节与小幸运，才构成了生活的
快乐快乐。。

舍不得我奔忙一天，饭都吃不到嘴，父母从苏州
搬来和我住，在家务活上帮衬我一把。

越是忙碌越想放松。每到双休，我们都带女儿
出去转转。女儿正长身体，充足的户外运动对她的
身心健康有好处。还有，就是我心底的忐忑，女儿受
我影响，近视度数较深。休息日，将她的视线从书本
转向大自然的花花草草，多少能得到一些调节。我
们关注的目光都在女儿身上。

平时上班，除了回家吃饭睡觉，父母看不到我
们。母亲负责买菜做饭，父亲负责打扫卫生。我们
什么时候到家，拖鞋拿到脚边，拿起筷子吃饭，吃完
碗一推，休息，连话都懒得说。我们是累，父母好似
积蓄了一肚子话要和我们说，看到我们疲倦的模样，
话到嘴边又咽下。

懂得他们无处释放的亲情，却实在累得不想说
话。每到双休，张罗带孩子出去走走，父母一趟趟从
五楼下来，吃的喝的往车上搬，小帐篷、餐布、充气
船，女儿的喜好都装在外公外婆的心里。车门快关
时，总能看见他们满眼的不舍。我感觉迟钝，觉得和

读大学时父母送我一样平常，还是老公心细，提醒
我，父母在家很孤独，下次一起出去啊。

心下一惊，父母既有亲近我们的情感需求，也有
在大自然中欣赏春色放飞心情的需求，我怎么忽略
了？怪不得每次回来，我们趣谈见闻感受，父母插不
上话，有些寡欢失落。

身边那些不是亲人的人，我小心地维护着，同
事、朋友、上下级等等的关系，越是留神越是常常不
经意间得罪。自认为生命里很重要的丈夫孩子，也
往往不买我的账，你说东他们说西。唯独对给予我
生命，视我为心肝的父母，可以无所顾忌。经历了很
多事情后，有一天终于明白，一个人可以在其他方面
失意失落，不能有子欲养而亲不在的遗憾。

好容易气温降下来了，秋高气爽，天蓝云白，真
舒服。眼下，我的头等大事就是带父母一起秋游。

说做就做。初秋时分，放眼望去，哪里都是一幅
画。一大早就兴奋得睡不着的父母，此刻静静地坐
在车后。父亲手里抓着保温水壶，怕孩子喝凉水肚
子疼，一定要带热的；母亲把女儿的毛背心覆在胸
口，怕丫头着凉。女儿和小时候的我一样，一不娇
气，二不领情，他们要拿着就拿着吧。走过一片白杨
树林，树龄不长，茂密，笔直，像列队欢迎的士兵，很
有气势。父亲的眼睛亮了，好似回到了他当兵的岁

月。大片的稻田，稻子扬花了，空气里有淡淡清香，
养眼喜人。绵延的葡萄架缓缓漫过山岗。老公把车
开得很慢，车载 CD 开到最轻柔，让父母好好看看郊
外的田野。母亲愉悦地说：“这农田沟渠齐整，电灌
水直送田头，比我们种地时快活多了。”父亲要车子
停一下，走到稻田里，搓一穗看看米粒，女儿睁大眼
睛，等待奇迹，终于在外公的手里看见了青色的米，
尝到了今年最早的稻穗滋味，喜不自胜。

郊外，秋游的人真多。风爽爽的，日头力道正
好，我们带父母在青山环绕的天然氧吧中呼吸自然
清新的空气，这样的温馨时候真奢侈啊。南瓜一个
个滚在地里，秋韭菜又勃发生机。还有芋头呢，一个
个鼓出了地面，叶子蓬蓬的，如荷叶般遮天蔽日，母
亲与之合影时，舍不得碰它。远处，一片秋豇豆已经
开花，白的如雪，紫的如霞。还有秋茄子，秋白菜，鲜
艳亮丽，母亲看傻了，欢喜地奔过去，外孙女都赶不
上她的脚步。父亲看见母亲的“癫狂”也笑了，举着
傻瓜相机跟在她们后面。

这个季节，本地最好的秋茶上市了，扬子江中
水，捺山顶上茶，名头由来已久。我们在半山茶园品
尝了新上市的秋茶。陪父母去山顶寺庙了烧了平安
香。看得出，父亲和母亲都很愉悦，一路上笑盈盈
的，我的心里也是难得的踏实。

相约在海边
□ 曲 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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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父母去秋游
□ 王 晓

一起出游，最美亲情线

国庆节普天同庆，七天长假更是让大家蠢蠢欲动，只有我
还是像往常一样安然。朋友们问：“好不容易有七天假，难道
还要当宅女？”呵，当然不，不过，我要走的是“亲情线”。

1 号至 3 号，我们要去婆婆家。婆婆家就在近郊，有着小
小的山坡，坡下有一片不大却茂密的树林，且空气新鲜。尽管
如此，我们却极少去，倒是婆婆每周会送一篮土鸡蛋来给儿子
吃，然后吃一顿饭或者住一宿，但却总说乡下生活不方便，不
愿意就少去！于是我们便顺水推舟，只享受不付出。其实我
们都知道，婆婆很想我们回家的，谁不愿享受天伦之乐，谁不
喜欢儿孙承欢膝下？

得知我们国庆要回去的消息，婆婆高兴得各家各户去搜
罗土产，尽等着我们回去吃，这倒叫我们惭愧。因为，我们距
离亲情其实只有一个小时的车程，可却很少去走一走。

4号至 6号，我们会去母亲家，掐指算来，已经有两年没回
家了。前年打算回家的时候，却临时下了暴雨，去年儿子却又
生病了，但每次的电话里，母亲的话永远是那一句：没关系，你
们过得好就行！这次无论如何也要回去，母亲给我们做的凉
拖鞋、棉拖鞋已经塞满了木箱。

拿起话筒，刚说起国庆放假的事，母亲便答：“如果有事不
能回来没关系，你们忙自己的，没病没疼的就好！”握着话筒，
我哽咽得说不出话来，姐姐说母亲经常想我想得睡不着觉，可
她对我却永远只有“理解”，没有“要求”。

7 号，要去看看姐姐。姐姐大我十岁，是长姐如母，我们
处世的观念不同，我们生活态度不一样，我们像是身处两个时
代的人。但是，姐姐却是我惟一能敞开心扉的人。我知道，无
论我对还是错，姐姐都会包容。

这个黄金周，与其辛苦地寻找旅游线路，不如走走“亲情
线”，这条线不拥挤不喧闹，这条线山清水秀景色怡人，这条线
能修复亲情，让爱重生！没有哪条旅游线路比“亲情线”更实
惠，更能涤荡心灵！

亲情，只有一小时车程
□ 王子华

这个黄金周，与其辛苦地寻找旅游线路，不如走走“亲情线”，这条线不拥挤不喧

闹，这条线山清水秀景色怡人，这条线能修复亲情，让爱在身边

放假了，我突然冒出一个想法，约在省城的老知青，一起
到我们当年下放的山村走走，过一个有特殊意义的假期。

当年英气勃发、满怀理想的小伙和大姑娘现在已年过半
百。重踏知青探访路，不由得生出诸多感叹，也充满了好奇和
想象。原来坐七八个小时的长途车才能到县城，现在乘动车
只需 40 几分钟。到县城，以前大队书记老赵的儿子，农大毕
业生，现在是“村官”的小赵来电说，转坐旅游车一个多小时可
直达村里。时光荏苒，岁月如梭。交通今非昔比，便捷舒适。

下车后，小赵书记在村口迎接我们。他推推眼镜说，以前
听父亲说过，猜测我就是当年的知青组长，曾带领一干人战天
斗地，吃过苦，流过汗，为改变山乡落后面貌做出过贡献。小
赵书记说，各位伯伯和阿姨先在“农家乐”安顿下来，随后他陪
我们游览故山故水，走访一些原来熟络但现在“失联”的农户
家庭，真实地感受老山村的变化。

原来那条进村的崎岖山路已找不到踪迹。实行“村村通”
工程后，早已修了一条干净整洁的水泥路，与国道相连。小赵
书记笑说，要致富，先修路。山里特产、大棚蔬菜要运出去，还
有进村的观光客，没有一条像样的村道咋行？

我们找到了以前住宿的“农科所”，那是当年村里最好的
建筑，红砖水泥搭建的大院子，现在已改成“村委会”。它在一
排排新建的高大气派的农家住宅中不是很显眼。小赵书记告
诉我，现在村里啥都有。小超市里提供诸如手机销售、安装宽
带、书屋、旅游接待、农机维修、科技指导、校车接送、医疗保健
等配套服务。在凤凰岭半山腰上，村里还自办了几个农副土
特产品加工厂，做自产的老米酒，对采摘下来的板栗、茶叶、桐
油、白果等进行分拣和包装，再通过新开通的老区特产网，销
往全国各地，甚至还出口。这些年村里还注意环境保护。农
户早就不上山砍柴了，烧水做饭用县城拖来的液化气，还有自
建的沼气池作补充。由于原生态，空气新鲜，青山绿水，在山
上建了颐养苑，每年来避暑猫冬的老人得预定才能住进去。

山清水秀，鸟鸣阳暖，景色宜人，农人闲适。好一派和谐
新农村的景象！由于村里种植经济林，发展副业，保护一方水
土不受污染，对村民来说，这山就成了“金山”。小赵书记毕竟
与上一辈不同，用科学发展观来经营现有的自然资源，使其发
挥出最大的优势，带领村民走上了一条别样的致富路，他们的
日子过得比我们当年富足、快乐、殷实。

最后，依我所愿，第二天我们回到了当年我代过课的公社
中学。那儿建了几幢新的教学楼，还有生活设施完善的学生
公寓。现在的孩子真是幸福，前人种树后人乘凉，一代会比一
代强。

寻找青春记忆

□ 刘 兵

看得出，父亲和母亲都很愉悦，一路上

笑盈盈的，我的心里也是难得的踏实

放假了，我约在省城的老知青，一起回到我们

当年下放的山村走走，过一个有特殊意义的假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