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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海一得 岁月回首

我的老家位于伊河龙门伊阙下游，村子坐落于河西岸。回
乡期间，我沿伊河堤顶路逆河而上，边行边欣赏伊阙下游河面旖
旎风光，不知不觉间龙门桥已近在咫尺。这座跨越伊河两岸的
石拱桥，曾经是伊河洛阳市区段唯一的大桥，接通龙门东山与西
山，让伊阙天堑变通途，承载了无数东、西过往的人马车辆。

伫立龙门桥下伊河岸仰望，我显得如此渺小。那恢宏大
气的三孔拱形石桥，如巨人跨步，前脚在河那边，后脚在河这
边，牵手东西两岸两山，让伊河隔绝的石雕石窟与香山白园靠
得更近了。

游览龙门石窟后，我拾级而上，迈步龙门桥，环顾四周，东山
峰峦叠翠，白云缭绕；西山石窟点点，数不胜数。伏牛巍巍，伊水
潺潺，白园幽幽……龙门桥与周围自然环境完美融合，可谓恰到
好处，巧夺天工。古朴典雅的龙门桥，不仅连通了伊阙，也与龙
门石窟融为一体，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优美
风景举世无双。

龙门桥建成于1962年。如此巨大的石拱桥，通体几乎无钢
筋水泥，全用预制长方体青石块砌成。抚摸着砌于桥墩上的青
石，手感坚硬，棱角分明，似乎触摸在当年建造龙门桥的工匠那
硬朗坚实的脊背上，我对那些大国工匠肃然起敬。

刚建成的龙门桥，主要功能是接通东、西河岸，方便两岸
人车通行。记得50年前，龙门桥东北不远处有座龙门煤矿，离
我们村仅一河之隔，可村里人每次去煤矿拉碎煤，都得绕到 4
公里外的龙门桥过河。每次随父亲去拉煤，走到龙门桥上，我
总倚栏北望，眼前伊河蜿蜒，缓缓向北流淌，在阳光的映照下，
宛如一条素绢飘带，伸向下游，直至消失于袅袅炊烟升起处。
她消失点的村寨，就是我出生并居住了十几年的村庄——八
里堂村。

从龙门煤矿返回时，装满黑煤的架子车死沉死沉，艰难地
爬行在龙门桥引桥坡上。坡陡路遥，我们稍有偷懒，车轱辘就
像“焊”在地上。父亲瞧我吃不消，便鼓励：“过了龙门桥一路
下坡，煤车就轻了，你跑不动了就坐到煤车上。”瞅瞅父亲满脸
拌着煤灰的汗水，我思忖：啥时候在村边的伊河上也修座像龙
门桥一样的桥，从河西连通河东该多好呀！再来拉煤就不用
绕道龙门桥了。

渐渐地，村边伊河经过治理改造，旧貌换了新颜。十多公里
伊河河道及两岸成为滨河游园，平湖廊道，水清草丰，禽鸟剧
增。伊阙下游架起了龙门北桥、希望桥、开拓桥等新桥。这些伊
河新桥，宛若龙门桥的子孙后辈，分担了龙门桥肩上的担子，连
通拉近了伊河两岸众多的社区村庄、企业学校、道路地块，让车
辆行人来往更方便、更快捷。

如今，经过改造“美容”的龙门桥，成为游人和游览车的专用
桥、观赏桥。这位德高望重、饱经风霜的“长辈桥”，年逾六旬，光
荣“退休”。卸下重负的龙门桥悠闲地端坐伊阙，以世界文化遗
产龙门石窟的见证者身份，每天迎送慕名而来的一批批游客，向
他们讲述龙门石窟昨天的故事。

重走龙门桥重走龙门桥

“时间过得真快啊！”
元旦假期，微信朋友圈里朋友们

纷纷感叹时光如流、岁月匆匆，让我颇
不宁静，不由得重新审视时间这个我
们最亲密、最忠诚的朋友来。

从我们呱呱坠地那刻起，时间就
开始“嘀嗒嘀嗒”地消失着，它不疾不
缓，不慌不忙，陪伴着我们慢慢长大、
变老。我们为什么会感觉时间过得特
快呢？

回望过去这一年，有些事，我想让
时间能够慢慢地走——

我曾想尽情地欣赏春花的美丽、
夏绿的浓郁、秋叶的多彩、冬雪的洁
白，但四季自有节律，因为我的疏忽便
错过不少美好时光；我想把父母的背
影刻在心里，还想让那亲切的唤儿声
常在耳边响起，但是岁月无情地在衰
减和模糊我们的记忆；去年的读书和
健身计划因自己的松懈未能完成，可
总埋怨时间的脚步急匆匆……

检索过去这一年，有些事，我想让
时间能够快快地跑——

俄乌战争尚未结束，巴以冲突战
火又起，有多少生命瞬间消失，有多少
人生活在恐怖和绝望之中。我想让时
间快点走，想让战争尽快结束，想让那

里的人们早日恢复安宁和幸福。
当甘肃突发地震的时候，我想说，

时间啊你快点走，让寒冬快快过去，让
春天的阳光早些温暖灾区。

去年，当阴雨和干旱肆虐，影响农
民收成的时候，我盼望着，时间啊你快
点走，让灾害戛然而止，让大地风调雨
顺，让农民收获丰收。

每每看到医院里的病人，我祈盼
着，时间啊你快点走，让病人即刻告
别病痛，让他们今天就能够在阳光下
奔跑。

难道时间是一根能伸能缩的橡皮
筋吗？不是的！不管我们的想法多么
美好、多么善良，一天 24 小时，一年
365天，无论谁，无论什么力量，都不能
让时间随着我们的意志增减半秒。

那么时间是一块僵硬冰冷的铁板
吗？不是的！我发现，时间竟然那么
地富有弹性、富有感情——

以前，我每天的时间分配成三大
块：工作、吃饭和休息。每天早上7点
半起床，一天的时间就够用了。去年，
练太极拳健身是我生活的新内容，每
天早上坚持5点钟准时起床。今昔相
比，我每天的有效时间不就多了两个
半小时吗？

前年，在我的生活遇到困难时，我
觉得运气太糟了，不服输的我，在困难
面前，不畏惧，不退缩，在搁笔多年后，
用写正能量的文章为精神赋能，当写
到100篇如同和生活大战100个回合
的时候，回首一看，几个困难被我悉数
打倒，踩在脚下，这不是每天捡拾零碎
时间的成果吗？这不是时间的积少成
多由量变而引发的质变吗？

茫茫人海，芸芸众生，每一天，每
一年，每一个人所拥有的时间是绝对
相同的，而现实是，时间给每一个人的
回报是不同的，何也？

我想起了以前家乡的勤人和懒
人，两家地块紧临，勤者不辞辛苦、起
早贪黑，不误农事、科学施肥，精耕细
作、田无杂草，庄稼茁壮成长；而懒者
热天怕热，冷天怕冷，夏秋季节，地里
荒草没膝，去旁边解手时，锄头倒在深
深的草丛中，回来后竟找不着了。试
想一下，他们的劳动收获能相同吗？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时间像一
望无际肥沃的田地，我们播种什么就
会收获什么。当前，刷抖音、看短视频
成为一种“时尚”，街头、车站、广场，到
处是低头族醉迷于手机视频，有多少
人晚上在床上，不知不觉刷到夜半三

更。我最近发现，一些质量很高的公
众号文章的阅读者寥寥，而一些普普
通通的短视频，点击量以千以万甚至
十万计，在短视频充斥人们大脑的情
况下，人们会不会在不知不觉中远离
哲人和智者的思想？长此以往，会不
会在得到短暂快乐后降低了认识思考
的能力而荒芜精神田地呢？

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画最新最
美的图画。如果我们把握好人生的每
个阶段，读书时发奋学习，工作时勤
勤恳恳，物质生活保持优裕，精神生
活丰富多彩，如果我们每一年，每一
月，每一天，都能把时间科学分配、合
理安排，经年累月，我们用劳动和智
慧不就可以描绘出一幅美丽壮阔的
人生画卷吗？

时间无亲，它不给任何人一丝偏
颇；时间无私，我们不用分文，就可以
拥有无限光阴；时间无价，千金难买寸
光阴；时间有情，它常常给勤者丰硕收
获，给智者慷慨回报。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从现在起，把
握好宝贵的每寸光阴，在时间的田地
里辛勤耕耘，在时间的白纸上精心作
画吧，莫让大好时光白白付之东流，否
则来年空悲切，悔之何及。

时 间 无 亲
□常顺卿

人物风貌

她是俺社区的文化专干，就是社
区里二级机构的文化负责人。

听她说话，总让人联想起钢刀
切菜，那叫一个脆。她的嗓门儿比
她个头大多了，别人总说她“小老婆
儿高腔”。她个头小，却不耽误办
事，是雷厉风行的那种。一个偶然
的机会，她发现了我这个有码字特
长的退休教师，就把我拉进她们的

志愿者队伍。
文化专干的事儿很多，社区的各

种宣传她都得管，防诈骗、消除火患、
卫生防疫、政策法规宣传、未成年人
教育，等等，都要准备宣传材料。她
带着她的工作小组，先是在居民区拉
条幅，再拿着宣传材料到居民区门
口，看见居民进进出出就把材料发给
人家。那时候，他们总被当成发小广

告的，受尽白眼。
这些还不算啥，最难的是搞活

动。每年的元宵节，前几天她就开始
忙了：联系社区的排鼓队、舞蹈队，让
大家准备节目；把节目交给我这个“秘
书”写串词。节日那天，她得提前把音
响准备好，再拉横幅。个头小是她的
短板，看着她踮脚、仰脸绑横幅的样
子，我都替她难受。

节目开演了，她忙着拍照片、拍
视频。节目结束了，她得忙着剪辑制
作短视频，把社区最好的一面展示给
大家。

端午节快到了，她早早地去市场
上买来糯米、粽叶、蜜枣，找来包粽子
高手，让社区的志愿者把煮熟的粽子
送给社区里的长寿老人；中秋节，她买
来月饼模具，让孩子们在动手制作的
同时享受传统节日带来的快乐；冬至
到了，她组织志愿者包饺子，和小区的
失独父母一起过节……

这不，腊八节前，她又开始忙着准
备材料熬腊八粥，要给社区的老人和
环卫工人送温暖……

文化专干很忙文化专干很忙
□张清贤

□王君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