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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袄漫话
□张文泽/画 冷冰/文

砌书匠
书多知房少
砌墙围屋忙
平常小手艺
日久成工匠

平衡
白天替换黑夜
生活男女搭配
都是自然法则
偏颇容易残废

文字暖心
忽然就到霜降
加穿秋裤还凉
写点暖心文字
不让秋天悲伤

因爱而乐
偶尔羡慕人家
琼浆玉液玩狎
安于因爱而乐
用心一壶好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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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电影

昨晚思维的电光石火在脑海奔突
冲杀， 心慌意乱， 一种熟悉的无助感
深深浮上心头， 恐慌， 恐慌， 辗转，
难眠。

一语成谶。 短暂的慌乱后立刻进
入条理清晰的理性中。

“无法前进， 无法后退， 绝对的
正面突破 ， 要么我破碎 ， 要么你破
碎 。” 困境面前 ， 热播韩剧 《迷雾 》
里的这句话蔓延到心头。

于是像以往无数次那样， 强装镇
定， 正面迎击。

最难， 莫过于心魔。
我对着镜子， 告诉自己笑一笑。
“你看， 我怀孕了！” 隔着微信，

似乎都能感受到姐妹影的兴奋。
“喔， 太好了， 看来年底你就当

妈妈了！” 我努力感受她的喜悦。
幸福美满的婚姻， 千呼万唤终于

盼来的宝宝， 春意融融。
“ 喔 ， 好 想 知 道 是 男 孩 还 是

女 孩？”
“嗯， 都还好， 男孩说明妈妈强

大？ 女孩是爸爸聪明？ 总之， 物竞天
择， 优则生存？”

嘻嘻哈哈闲聊半天， 我内心的阴
郁慢慢消散， 是的， 假装快乐也是一
件美好的事。

“愿宝宝安康， 幸福长长久久”。
“宝宝咋样 ？” 想起同样怀孕的

艳， 于是拨通了电话。
“6个月了， 好好的呢。 你什么时

候过来 ， 我给你做饭 。” 电话那头 ，
不过半年时间， 艳的母性情怀突然像
春日暖阳， 我在感慨中有些沉迷。

爱像放风筝， 慢慢放开， 慢慢聚
拢， 该招摇时招摇， 该徜徉时徜徉，
有闲适 ， 有隐痛 ， 照样像绽放的蓝
天， 舒展的春风， 天的懒， 风的媚，
云的绵。

绵延慵懒中 ， 加上那一点点风
情， 恰似北京春的味道。

窗外有艳阳， 假装还有春风， 于
是焕焕然穿上红衣， 萧萧然走在阳光
下， 低头， 衣上腊梅散着温润的光，
还是有隐痛， 有心魔， 但是， 不妨碍
红衣热烈的美。

母亲和妹妹已在路上， 等着烤炉
如约而到， 到那时， 红衣， 围炉， 吃
烤肉， 喝清酒。

可是不胜酒力欸。
呵呵 。 人生的幸福往往就是这

样 万事俱备只 欠 东 风 ， 心 有 余 而
力不逮。

可是， 有红衣， 有春日， 有亲，
有肉， 有酒香， 心还有余， 或足矣。

随笔 红 衣 □余翠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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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五一， 有幸回到了阔别30年
的故乡———红旗村， 更有幸的是， 居
然在村子里看上了一场露天电影， 电
影的名字叫 《红海行动》。

露天电影，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不
仅是个美好的名词， 还是具有无限想
象力与诱惑力的乐园。 在那充满了诗
情画意的场景里， 我们与星星， 与月
亮， 与树木， 与河流， 与庄稼， 与小
鸟， 与风， 与雪一起观看———对童年
的我来说是似懂非懂的故事。

小时候， 精神生活十分单调， 天
天读几本学校发的课本， 课本两只角
都读起了卷儿， 可以吹喇叭了。 经济
条件稍好的家庭， 父母会买几本小人
书供孩子阅读， 除此之外， 就是踮起
脚跟盼望看露天电影。

看露天电影也不是说放就放的，
是公社放映队挨村轮流播放。 据说，
哪个村给钱或者管饭 ， 放映队就去
放 ， 当时我们村很贫穷也很少放电
影。 所以， 每每听说哪个村里要演电
影， 快乐的心情不亚于过年。

一次我随哥哥去十公里之外的五
道沟村看电影， 当时我十岁左右的样
子 。 电影放映完 ， 已经是夜深人静
了， 困得我打不起精神来。 在返回的
路上， 借着月光看见哪里有光亮就朝
哪里走， 迷迷糊糊不知不觉走进大水

泡里， 多亏哥哥手疾眼快把我拽了上
来，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还有一次， 下午放学后我没有回
家， 直接随着一大帮同学来到了秦家
屯看电影。 得知屯子要放电影， 街坊
四邻的小伙伴们欢呼雀跃、 奔走相告
着， 生产队也会及早收工， 让大家早
点回家做饭吃饭。 吃过饭， 小伙伴们
把家里的小板凳、 马扎、 木墩等放在
放映机附近的正前方， 给家里大人占
座， 那是大家公认的最好的地方。

随着夜幕降临， 家长的到来， 大
家盼望着电影早点儿开演……放映员
开始试光， 不论大人还是小孩， 大家
都会不约而同地开始把大小不一的手
举过头顶， 伸到镜头前的光柱里， 然
后摆出各种造型， 小白兔、 小狗、 小
鸡、 小鸭等等小动物的光影在银幕上
展现， 大家感受着这短暂的自己创造
出来的光与影的魅力， 激动不已。 当
银幕上出现一个大大的 “静” 字后，
现场立刻变得鸦雀无声， 电影开演了
……当换片时， 人群中又骚动起来，
说笑声、 叫喊声、 小孩的哭叫声和撒
尿声、 凳子和椅子的碰撞声， 响成一
片， 交织在一起， 演奏着乡村露天影
院大合唱。 换片毕了， 银幕上又重新
出现画面， 现场又恢复了平静， 看到
精彩或紧张处， 小孩都屏息凝视， 眼

睛一眨不眨的， 瞪着圆圆的。 大家伙
儿鸦雀无声， 静得可以听到彼此的心
跳声和呼吸声。 有的电影在播放恋人
们亲热时， 淘气的孩子会抓起一把土
朝银幕抛过去， 然后一哄而散， 消失
在看电影的人群中……

直到银幕上打出 “剧终” 两字，
现场再次喧闹起来， 孩子们意犹未尽
地伸着懒腰 ， 打着呵欠 ， 吆喝着同
伴、 叫喊着爸妈。 外村的村民大声呼
唤着走散的孩子的名字， 这儿呼， 那
儿应， 一呼一应， 找到了， 有时相互
埋怨几句， 然后拿着手电筒向各个路
口 “打道回府”。 一时间， 手电光交
织在一块， 像一条火龙一样， 把村外
照得如同白昼一般。 一路上， 我和小
伙伴们像小鸟一样叽叽喳喳 ， 你一
言， 我一语， 谈论并争论着电影里的
情节和人物。 说到动情处， 我们之间
便会自动地分成了两组， 一路打打杀
杀地回家。 眨眼工夫， 微弱的手电光
消失在苍茫的夜色中……

露天电影让那时人们的精神生活
得到了很多享受且具有教育意义， 是
那个物质和精神生活都很匮乏的年代
的最高奖赏。 露天电影虽已远离了我
们的生活， 却给我们这代人留下了深
刻印象， 变成了内心深处一种美好的
记忆！

散文

□布日古德

老妈不过母亲节

一

老妈属于泥土
泥土上的老妈不过母亲节
五月， 正是插秧的时候
老妈， 在稻田里
为秋天的收获和喜悦

二

老妈属于大山
大山里的老妈不过母亲节
五月， 正是达子香火火的

时候
老妈， 在大山里
为春天的新家和喜悦忙着

嫁妆

三

老妈属于儿女
儿女的老妈不过母亲节
五月的老妈体谅城里的 ，

乡下的儿女
老妈， 在灯下熬白了头发
月圆月缺， 年复一年， 儿

女情长

四

老妈， 不过母亲节
母亲节， 再远的路程
我也要回家啊———
为老妈挠一挠后背
为老妈烙几张糖饼
为老妈炖一盆鸡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