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益广告公益广告

监利市融媒体中心监利市融媒体中心 宣宣

监利新闻 报料热线：0716-3289095 邮箱：556436@qq.com 03文学副刊文学副刊2025.7.4 星期五
美术编辑：万 彬

龙腾广场的夜生活
□ 常瑞安

在容城镇的版图上，龙腾广场宛如一颗璀璨的明
珠，镶嵌在城市与自然的交汇处。它的右边紧挨着滨
江公园，仿佛是大自然馈赠的绿色丝带；左边依偎着
天悦的居民区，那是人间烟火的温馨栖息地；前方则
遥望着长江江滩与湿地公园，承载着天地间的浩瀚与
灵动。

当白日的喧嚣渐渐褪去，夜幕如一块轻柔的黑纱，徐
徐降临在这座城市之上，龙腾广场便如同被施了魔法一
般，瞬间焕发出别样的生机与活力。此时，这里早已热闹
非凡，仿佛是一场盛大狂欢的开场。

广场上，十多支舞蹈队各自占据着一方天地，宛如
盛开在夜空中的多彩花朵。她们伴随着欢快的旋律翩
翩起舞，动作整齐划一，身姿轻盈曼妙。那灵动的舞
步，仿佛是在夜的舞台上书写着生活的美好诗篇。有
的队伍跳着优雅的交谊舞，男女舞伴之间默契配合，旋
转、移步，每一个动作都充满了浪漫的气息；有的则是
热情洋溢的广场舞，大妈们脸上洋溢着自信的笑容，活
力丝毫不输年轻人，她们用舞蹈诠释着对生活的热爱
与执着。音乐声此起彼伏，交织在一起，奏响了一曲夜
的乐章。

不远处，一支小型乐队开辟出了一块独特的场地，正
在举办一场别开生面的演唱会。主唱那深情的歌声，如
同夜空中飘荡的丝线，轻轻缠绕着每一位听众的心。吉
他的弦音清脆悦耳，贝斯的节奏沉稳有力，架子鼓的鼓
点激情澎湃，三者相互交融，营造出一种震撼人心的氛
围。周围围满了观众，他们或是跟着节奏轻轻摇摆身
体，或是轻声跟唱，沉浸在这美妙的音乐世界里。在这
个小小的舞台上，音乐仿佛有了灵魂，将人们心中的情感
一一唤醒。

而在广场的一角，一群跳街舞的小朋友吸引了众人
的目光。他们年纪虽小，却有着大大的能量。那酷炫的
动作，充满创意的编排，无不展现出青春的活力与朝气。
孩子们脸上洋溢着纯真的笑容，汗水在灯光的照耀下闪
烁着光芒，仿佛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星。他们用舞蹈诠释
着对梦想的追求，每一个跳跃、旋转都充满了无限的可
能，引得周围的观众阵阵喝彩。

广场上，除了这些精彩的表演，还有许多男女老少。
他们或是漫步在广场的小径上，悠然自得地欣赏着江
景。长江在夜色中宛如一条黑色的巨龙，静静地流淌着，
诉说着岁月的故事。江面上波光粼粼，那是月光与灯光
的交织，如梦如幻。有些人则坐在一旁的茶座上，喝着
夜茶，享受着这份宁静与惬意。茶香袅袅，在空气中弥
漫开来，与广场上的热闹氛围相得益彰。老人们聚在一
起，谈论着家长里短，回忆着往昔岁月；年轻人则分享着
工作与生活中的趣事，憧憬着美好未来；孩子们在人群
中嬉笑打闹，无忧无虑地奔跑着，为这个夜晚增添了一份
纯真与欢乐。

龙腾广场的夜生活，是一幅丰富多彩的画卷。在这
里，有舞蹈的灵动、音乐的激昂、青春的活力，也有江景的
宁静、茶香的悠然、人间的烟火。它见证着城市的繁华与
活力，承载着人们对生活的热爱与向往。在这个小小的
广场上，每一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每一个夜晚
都充满了无限的可能。它就像一个温暖的港湾，包容着
每个人的喜怒哀乐，让人们在忙碌的生活中，寻得了一片
属于自己的心灵净土。

初冬的热
□ 付玉成

刚刚立冬，有机会再次回到阔别的故乡，秋老虎虽
然已经过去，但季节仍然充满着夏的气息，初冬的正午
还是单衣单裳，太阳不甘心收取它的锋芒，照在头顶滋
滋冒汗，只是早晚略有凉意，也难怪，冬夏隔着秋，隔代
相对亲。

从南洋回来，一共经历四个温区，体验了不同的热
度，菲律宾的热是张扬的热，来得快去得也快，太阳光下
很热，树阴下就很凉，映衬的是吕宋特质。北京的热是干
热，恰似北方人的性格，直来直去，是从外到里的炽烤。
武汉的热则是闷骚型，像南方的少女，羞羞答答的，想要
从里到外的把你捂熟。故乡的热则是温柔的，像母亲一
样，贴心贴肺的，热在骨子里面。

四地的热差还在于，南洋是一抹的热，从早热到
晚，起床一身汗，睡觉还是一身汗，整天全身都是湿的；
北京的热是白天太阳晒，早晚干风吹，空气中夹杂的是
沙尘，晦晦的，涩涩的；只有武汉，潮潮的，润润的，从早
到晚是慢热慢凉，有初冬堪比春天美的婉约，若漫步在
公园，听小鸟唱曲，露滴湿鞋，会流年往返，这是南洋和
北京都没有的，南洋几乎没有鸟，北京的鸟很忙，只有
武汉，鸟和人一样，悠闲自在。武汉的夜间，那可不简
单，酒榭歌台，花花绿绿，各种商业活动，通宵不打烊，
凸显热力和张力。当然，北京和南洋也有不夜的商业，
但点点星星，有些高雅的让人不敢接近，有些低俗得让
人不想接近。

要说天气的热度，南洋是最高的，商业的热度则在
武汉，北京和故乡热在明面上，分寸把握得很好，有时
候想热不敢热，有时候不热但必须得热。在南洋做天
是放肆的，在北京做天是克制的，只有武汉随性的做着
天，天和人都很自然和放松。老家则单调了些，毕竟偏
远，除非武汉的天能够把老家带起来！当然，老家的热
是谁也替代不了的，那是心热，越是接近故乡，心就越
是赤热，它是心底自然泛起的温馨，像放电一样，从上
而下流遍全身，让人陶醉、眩晕，它热得忘乎所以，它热
得迷了归途。

初冬的热，既是燥热，也是慢热，它热出了情怀，热出
了梦想，它热得绿叶泛金光，它热得草木皆白头，它热得
来年春满地，它热得秋来果满仓！

在监利这片充满故事的土地上，有一处古
老的渡口，它静静地横卧在悠悠的河水之畔，
宛如一位沉默的守护者，见证了岁月的更迭与
无数悲欢离合的故事，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文化
底蕴，也流传着一些让人好奇的神秘传说。

这渡口名叫“望津渡”，据说早在几百年
前就已存在。那时的监利还是一片水乡泽
国，水路交通尤为重要，望津渡便是往来行
人、商贾渡河的必经之地。渡口两岸，垂柳依
依，细长的柳枝随风飘舞，仿佛在向每一个过
往的行人诉说着往昔故事。

老渡口边住着一位年逾古稀的摆渡人，
大家都亲切地称呼他为陈老爹。陈老爹打从
年轻时就接过了家族传承的船桨，在这渡口
上迎来送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那饱经
风霜的脸上刻满了岁月的痕迹，深邃的眼眸
里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往事。

在一个月色如水的夏夜，几个年轻人从
城里来到这古渡附近游玩，听闻了陈老爹知
晓许多关于渡口的老故事，便兴致勃勃地围
坐在陈老爹身边，央求他讲讲那些传说。陈
老爹吧嗒了一口旱烟，缓缓地吐出一圈烟雾，
陷入了回忆之中。

“这望津渡啊，可不只是个普通的渡河之
处，它背后有着一段离奇的故事呢。”陈老爹
的声音带着一丝沙哑，却更添了几分神秘的
氛围，让几个年轻人不由得竖起了耳朵。

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个年轻的渔夫，每
天都会撑着小船在渡口附近的水域打鱼。有一
天，天色渐晚，渔夫正准备收网回家，却突然看到

河面上泛起了一层奇异的雾气，雾气中隐隐约约
出现了一艘华丽的大船，船上灯火通明，还传来
阵阵欢声笑语。渔夫心生好奇，想着平日里从未
见过如此的大船，便划船靠近想看个究竟。

等他靠近那大船时，只见船上站着一群身
着古朴服饰的男女，精美绝伦，仿佛是从画里
走出来的一般。渔夫刚想开口打招呼，却发现
那些人似乎根本看不到他，依旧自顾自地在船
上嬉戏、饮酒作乐。渔夫心里有些害怕，但又
被眼前的景象吸引，忍不住登上了那艘大船。

上船后，渔夫感觉自己仿佛进入了另一
个世界，周围的一切都如梦如幻。那些人递
给他美酒佳肴，他稀里糊涂地就吃喝了起
来。可等他回过神来，想要下船离开时，却发
现怎么也找不到回去的路，大船像是被迷雾
笼罩，一直在河面上打转。

渔夫焦急万分，大声呼喊着救命，可回应
他的只有那虚无缥缈的笑声和风声。不知过
了多久，雾气突然散去，大船也消失得无影无
踪，渔夫发现自己竟身处一片陌生的水域，连
方向都辨不清。

渔夫在那片水域里划了很久很久，直到
精疲力竭，才终于看到了岸边的灯火，费了好
大的劲儿靠岸后，却发现已经回到了望津渡，
只是时间好像过去了很久很久，家里人都以
为他早已遭遇不测了呢。那以后，渔夫大病
一场，病好后也再也不敢在傍晚时分靠近那
片水域了，还时常告诫旁人，那河里的大船可
碰不得，那会把人带入无尽的迷途之中。

陈老爹讲完这个故事，几个年轻人面面相

觑，其中一个胆大的年轻人笑着说：“老爹，这
说不定就是以前的人编出来吓唬小孩子的故
事，哪有什么迷雾大船呢。”

陈老爹深深地看了他一眼，轻轻摇了摇头
说：“年轻人啊，这望津渡经历了这么多年的风风
雨雨，谁知道在那河水之下藏着多少秘密呢。”

年轻人听了，不以为然，等到夜深人静，
大家都各自散去休息后，他心里却对那故事
越发好奇起来。仗着自己胆子大，他偷偷又
来到了渡口边，想着去那河面上看看，是不是
真有什么异样。

当他站在岸边，朝着河面望去，平静的河
面在灯光的映照下泛着微光，起初并没有什么
异常。可就在他准备转身回去的时候，突然听
到一阵若有若无的丝竹之声，仿佛是从很遥远
的地方传来，又好像就在耳边。他心里“咯噔”
一下，但还是强忍着恐惧，再次看向河面。

这一回，他惊讶地看到，河面上真的渐渐
泛起了一层薄薄的雾气，雾气中似乎有个模
糊的影子在缓缓移动，那模样竟真的像一艘
大船的轮廓。年轻人吓得瞪大了眼睛，身体
不受控制地颤抖起来。

就在这时，一只手搭在了他的肩膀上，他
吓得差点叫出声来，回头一看，原来是陈老
爹。陈老爹一脸严肃地说：“我就知道你小子
好奇心重，不听劝，这渡口晚上可不太平，快
回去吧。”说着，便拉着年轻人往岸上走。

回到岸上后，年轻人的心跳还久久不能
平静，他结结巴巴地问陈老爹：“老爹，那真的
是那艘迷雾大船吗？”陈老爹叹了口气说：“不

管是不是，这都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故事，总归
是有些缘由的，咱对这渡口、对这片河水，得
怀有敬畏之心啊。”

从那以后，关于望津渡的传说在监利的
街巷闾里越传越广，每当有人经过这渡口时，
都会忍不住想起那个渔夫的遭遇，望向那悠
悠河水时，眼神里也多了几分敬畏与好奇。

其实啊，除了这传说，望津渡还有着许多饱
含人间烟火的故事。在过去的岁月里，每到逢
年过节，渡口就格外热闹，外出的游子们纷纷乘
船归来，踏上这片故土。渡口上，亲人相见的激
动呼喊声、久别重逢的欢笑声交织在一起，那是
一种浓浓的乡情，是对家乡深深的眷恋。

而这“望津渡”的名字，也有着它独特的
来历。据说曾经有一位监利的文人，在外漂
泊多年，历经坎坷，终于踏上了归乡之路。当
他所乘的船行至此处时，远远地看到了岸边
熟悉的景象，那熟悉的垂柳、那古朴的码头，
就像看到了家的方向，他激动得热泪盈眶，站
在船头久久凝望，心中感慨万千，便为这渡口
取名为“望津渡”，寓意着漂泊之人望向家乡
渡口的那份殷切期盼和深深的归属感。

如今，时代变迁，虽然有了更多现代化的
桥梁横跨在河面上，这古渡不再像从前那般繁
忙，但它依旧静静地守在那里，承载着监利人
的记忆与情感，那些神秘传说、那些人间故事，
都如同河面上的波光，在岁月的长河中闪烁着
独特的光芒，成为监利这片土地上不可磨灭的
文化印记，吸引着后人去回味，去感受这片土
地上那别具一格的韵味和深厚的历史底蕴。

古渡传说
□ 顾玉平

“鼓浪屿”这个响亮的名字走进我的心间
已很久，我一直未能亲眼目睹它那迷人的风
采，也没有去亲临感受同事们口中的“魅力厦
门”。那一年，儿子高考后，我和家人们就踏
上了开往厦门的动车。伴随着列车的呼叫，
我的耳畔仿佛传来了鼓浪屿海浪的喧嚣声。

还没来得及感受一下沿途风景，也没有时
间细数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差别，在高铁时代，
四个小时的车程一下就结束了。当我们踏上
厦门的土地时，不由得纵声高呼：“厦门，我们
来了”，开心的呼唤飘荡在厦门的上空。

第一站似乎是所有来厦门游人的共识——
访厦大，也就是厦门大学。在我的心中有个疑
虑，厦大又何以具有这么大的魅力？不怕高
温，不怕拥挤的游人证明了我心中的疑虑。
我私下里问过几个从天南海北来此游玩的旅
人，他们告诉我，厦门大学里四季如春，建筑
风格之多是国内其它大学无可比拟的，如果
想报考土木工程系，厦大必不可少。况且这
里还有中国当代顶尖级的学术专家如易中天
等，或许我们还能一睹他的尊容，但至少我们
可以借这里的气息给精神带来一点动力吧！
我心中的疑团随即迎刃而解。也正是这样，
我和妻也想让读高中的儿子感受一下厦大的
气息，才首选厦大为第一站的。

一排排高大雄伟的建筑群错落有致，绿
柳成荫的各种树木散发出青春的气息，让我
们的内心洋溢着无比的激情，同时又兼有一
种哲人般的雅思。每一座建筑都牵动着你的
心弦，让你的思绪在厦大各式风格的建筑上
自由飞翔；不同时代的建筑风格更是让你纵
横今古、飞越千年时空。我不断敲击着儿子

的心扉，想让他把这里的一切永远铭刻在心
中，努力地学习，争取早日考取大学，实现他
的心中梦想。

有人告诉我们，游厦大你不用两天的时
间，你根本看不到厦大的精髓和文化内涵。在
游人如织、摩肩接踵的人流拥挤中，加上酷暑，
让你无法静心的徜徉在厦大纵横的建筑群中
去感受和品味厦大的文化气息。于是，我们又
来到厦大隔壁的游览胜地——南普陀。

南普陀寺坐北朝南，依山面海而造，规模
宏大，气势庄严。我们一人只能领一柱青香，
在青烟袅袅中，拜祭祷告，祝愿我们合家安
康，祝妻工作顺心，祝儿子早日考上大学，学
有所成。在上百级的石阶上，每一级都留下
了我深深地祈祷和遥远的祝福。

和我们心有所同的表哥表嫂也带着他们
读大三的女儿还有父母出来见世面，我们在
厦大会合，在南普陀合影留恋。大家都一样
期待目睹鼓浪屿的风采。

第二天早晨，我们打的来到了厦鼓码头
国际邮轮中心。这里早就被闻名而来的游人
将整个大厅挤得水泄不通，可以想像大家对
鼓浪屿的期待之情。

也不知我们是第几轮，总之上了邮轮的人都
心中怀着莫名的兴奋和激动，都在用手机或相机
释放心中对大海的热情。一只只声声鸣叫的海
鸥似乎在欢迎着我们这些远道而来的游人，时而
俯冲，时而盘旋在邮轮周围，它们点缀了大海的
风景，我们也似乎闻到了鼓浪屿的气息。

不一会，轮船就停在了内厝澳码头，游人
们争先恐后的拥上岛，想去寻访“鼓浪石”和
郑成功的足迹。在船靠码头的一刹那，我叫

儿子帮我定格了一张与鼓浪屿码头的合影。
随后心中的激动让我们一起大声欢呼：“鼓浪
屿，我们来了！”

这是我们第一次登上岛屿，我说，这哪里
是岛屿？明明就是一块陆地。岛上有各式建
筑的民房，而实际是别墅，即使是一座民房，
都能感受到主人的富有。我和表哥开玩笑
道，这里听说是郑成功收复台湾时的前站，是
不是他们留下了大批的金银财宝，才致使这
个小小的岛屿都这么富裕，我们哈哈大笑。

难怪有人说鼓浪屿的人最闲适了，因为
这里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让这个小岛成了
休闲玩乐的佳所。每条小路都是干干净净的
柏油路，成荫的树木中鸟儿啾啾的鸣叫，各种
不知名的花儿沿路开放，一路花香，让你整个
身心都沉醉在这个没有工业污染的自然氛围
中。难怪多年以前来过鼓浪屿的人回去后对
它赞不绝口，也一直深深地吸引着我。

方圆几里的小岛上，散布着各个景点，有
音乐厅，这里汇集了闽南许多音乐人，他们作
出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歌，如《鼓浪屿之歌》《流
云》等；有林语堂故居，也许很多人知道学贯
中西的林语堂大师，但不知道他是鼓浪屿人；
有菽庄，还有日光岩，在高耸的岩上能望见台
湾海峡的金门岛，曾有许多思念台湾亲人的
人，常攀上日光岩去呼唤亲人。他们在岩上
却发现了冉冉升起的红日，于是看到了希
望。因此，日光岩就这样闻名于世。岛上有
巨大的郑成功石像，手扶剑鞘，眼望台湾方
向，大有不收复台湾誓不休的坚定。

带着这诸多的期待我们一路前行。在环
岛公路上，眼望一望无际蔚蓝的大海，两个小

侄儿欢呼雀跃地跑到海边要下海，我用手机
给他们留下了很多精彩的瞬间。在传说中的

“鼓浪石”前，大家争相排队合影，想把这块不
会说话的石头永远带回家。望着海边的城防
墙，我用眼睛在搜索，哪块石头是郑成功曾经
抚摸的石头呢？哪一个碉堡里曾经伫立过他
高大的身影？在这纵横交错的土地上哪方又
是郑成功曾经踩踏过的呢？当初为收复台
湾，他曾在这里苦心积虑，希望一举成功，我
伫立在海边的石栏上仿佛看到了他高大的背
影，在音乐隧道里我听到的不是“鼓浪屿之
声”，我听到的是民族英雄郑成功带着千军万
马冲向台湾的呐喊和他们胜利的欢呼……

一路遐思无穷，一路拍照留恋，在平静的
蔚蓝大海上，没有鼓浪屿的涛声，我依然能感
受它的魅力；听不到鼓浪屿的喧嚣，我却能想
象它的气势。遗憾的是：当我们穿过音乐隧
道时，郑成功那巨大的石像却是在我们的头
顶上。等我们仰望日光岩那雄伟和傲然挺立
的身姿时，却错过了和郑成功“谋面”的机
会。几门曾为收复台湾立下了功劳的大炮都
未能去抚摸一下，只能遥望叹息了。

为了照顾孩子们和老人们的感受，我们
去了岛上的美食街，那是有闽南和台湾的特
色吃食，只要肠胃功能好，就可以放开享用，
这里感受的闽南美食风味，一定会让人们永
远记住厦门鼓浪屿。

回程时，在一幅巨型鼓浪屿画上看到一
句话：魅力厦门。只因为在最美的年华，邂逅
了最美的风景，我在心中感叹：我很幸运，在
能够身体力行的时候看到了最美的风景——
鼓浪屿。

鼓浪屿之旅
□ 郑天红

腊月的寒风裹挟着咸湿的海水气息，我站
在东南沿海这座繁华城市的街头，望着橱窗里
红彤彤的窗花和灯笼，我仿佛看到了家乡的灯
火阑珊，听到了噼噼啪啪的烟花爆竹声，恍然
意识到又是一年春节将至。二十多年了，每到
这个时候，我的心就像被一根无形的线牵着，
腿被那远方的光不由自主招引驱使着，于是，
带着家人加入浩浩荡荡的春节返乡归途。

记得第一次踏上开往东南沿海的列车
时，我四十出头。那会儿家乡穷，听说东南方
遍地是黄金，我便携妻儿跟着村里的年轻人
一起出来闯荡。临行前，母亲做了好吃的为
我们饯行，父亲抽着旱烟，一声不吭地望着我
们，那眼神透着不舍，也透着叮咛和希冀。这
眼神成了我二十多年来的精神力量，每当要
趴下的时候，我就会想到这眼神，它震撼的足
以让我羞愧以至斗志昂扬。

头几年，春节回家是件大事。我总会提
前一个月就开始准备，给父母买新衣裳，买些
当地的土特产。那时候火车票难买，我常常
要排一整夜的队。车厢里挤得像沙丁鱼罐
头，连站的地方都没有，可一想到家里等着的

人，再苦也不觉得累。
父母在的时候，家里总是热闹的。母亲会

提前半个月就开始准备年货，打糍粑、腌腊肉
腊鱼、制作香肠、做丸子，厨房里总是飘着诱人
的香气。父亲则忙着打扫院子，贴上新的春
联。除夕夜，一家人围坐在桌子边，吃着热气
腾腾的年夜饭，听着外头此起彼伏的鞭炮声，
那种温暖，是任何山珍海味都比不上的。

后来父母相继离世，我回家的脚步却没有
停下。每年春节，我依然会挤上北上的列车，只
是目的地从温暖的家变成了冰冷的坟地。我会
带着纸钱、香烛，还有父母生前爱吃的点心，去
给他们上坟。跪在坟前，看着袅袅升起的青烟，
我总觉得他们还在，还在等着我回家过年。

记得有一年，我在外面的生意特别忙，想
着要不就不回去了。可到了腊月二十八，我
的心就像被猫抓似的难受。连夜买了站票，
站了近二十个小时才到家。当我跪在父母坟
前时，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那一刻，我明白
了，回家过年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这份牵
挂，这份念想。我牵挂着家乡田野上这一座
座埋葬逝去亲人的土堆子。

除了给父母上坟，我还要去给祖父母、曾祖
父母烧纸钱，这是我们后人们的一片心意。此
外，还要给土坟添几担土，这是为了土坟不因水
土流失而塌陷。我们家的祖坟在老屋后面几百
米远的田野上，这些年，我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腿
脚不如从前利索了，但春节前千里迢迢回家祭
祖，这条路我还要继续走下去，直到走不动，还
要带着我的子孙并告诫他们继续走下去。

我也深深眷念着兄弟姐妹和邻里乡亲，
他们多半也都老了。以前回家，大家还能凑
在一起喝点小酒，说说笑笑。现在见面，更多
的是互相叮嘱注意身体。看着他们花白的头
发，我常常会想起小时候，我们在除夕夜一起
围着火堆烤火守岁的情景，还有炎热的夏天
我们到门前的河里游泳和冬天在雪地里堆雪
人的童趣往事。那时候虽然穷，可大家在一
起，就是最大的幸福。大年初一，是新年的开
始，我早早起床，在家门口燃放迎新年的鞭炮
后，便带上子孙给兄弟姐妹、邻里乡亲登门拜
年，祝贺他们新的一年吉祥如意、风调雨顺、
五谷丰登。他们也来回拜，互道祝福，正月初
一的清晨，村庄里到处是祝福声声。

家乡的变化很大。以前泥泞的土路变成
了柏油马路，低矮的土坯房、茅草房变成了小
洋楼。可在我眼里，它还是那个生我养我的
地方。我会特意去小时候常玩的河边走走，
去村头的老槐树下坐坐。这些地方，承载着
我最珍贵的回忆。

这些年，我见过太多人为了生活奔波，渐
渐淡忘了回家的路。可对我来说，春节回家不
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本能。就像候鸟南飞，
就像落叶归根，这是一种刻在骨子里的执着。

在外面打拼的这些年，我经历过起起落
落，也见识过灯红酒绿。可每到春节，我的心
就会不由自主地飞回那个位于江汉平原的小
村庄。那里有我的根，有我的魂，有我此生最
深的牵挂。

火车依旧拥挤，路途依旧遥远，可我知道，
在那片熟悉的土地上，有我的亲人，他们或许
已经化作黄土，可他们的爱永远活在我的心
里。那里还有我喜欢的乡土气息，这就是为什
么，即使年过花甲，我依然要在春节这个特殊
的时刻，踏上归乡的路。归途虽然遥远，但那
一束束光照得我褪去疲惫，满身温暖。

归途的光
□ 秦本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