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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笛的守护长笛的守护
□□刘宇翔刘宇翔

每个人都有一块梦的领地，并且比现实要旷
远辽阔得多。我的家乡地处京郊山区，改革开放
之前很封闭，脚步和目光均被折叠。童年和少年
时没有电视机，从课本、连环画、年画、铅笔盒、露
天电影里知道我们的国家很大，而且是多民族。
我最爱新疆维吾尔族姑娘的花裙子和她们婀娜
的舞姿。小学学了课文《库尔班·吐鲁木见到了毛
主席》，又看了影片《冰山上的来客》。经典的人
物、故事，还有那些至今使人心动不已的歌曲，无
疑给梦增添了丰厚的内容和色彩。于是，凡与新
疆有关的事，我都十分在意。如初中课文《哈密瓜
的故乡》，电影《天山上的红花》等等。甚至，“文
革”中在地里劳动，我也学着维吾尔族姑娘把棉
线方巾系在头上，呈现几分“阿依古丽”的韵味。

我爱新疆。这是梦中的远方，是超拔于现实
之上的浪漫与诗意。这份向往，成为我生命中的
美好追求，如一坛老酒，时间越长，就越加浓烈。

一

新世纪以来，北京开启了援疆大业，也为我
的梦想成真打开一扇希望之门。2014年，新疆暴
恐事件频发，在区建委工作的儿子毅然报名援
疆。作为母亲，担忧是必然的，但还是支持了儿子
的决定。

上天与缪斯同时惠顾，就在儿子去新疆的第
二年，北京作协邀我参加作家代表团，到和田进
行文化援疆。接到电话，心绪的潮水激情涌动，久
久不能平息。不仅是母子可以相逢，更是渴望抵
达梦中的远方。

2015年6月，怀揣已经成真的金色梦想，
我随北京作协驻会副主席王升山带队的首都作
家代表团，第一次来到新疆和田。陌生的吸引力
是巨大的。踏上这片土地，所有的感觉都是新奇
与美好。雕花的建筑，浓香的手把饭、烤肉和烤包
子，酥脆的烤馕，甜度极高的瓜果，绣花的四楞小
帽，还有潇洒的袷袢和鲜亮的艾特莱斯绸裙，更
有满大街的古兰丹姆、阿依古丽、卡拉和阿米尔，
当然，还有荒莽的沙漠，金色的胡杨，娇柔的红
柳，以及美如云霞、灿如梦幻的“沙漠之梅”——
沙拐枣花……温暖的幸福总在心中弥漫，然后是
不断的满足与收获。

我们的文化援疆工作，主要是采写援疆干
部、教师、医生的援疆报告文学，连同给和田的中
小学讲文学课。我先后采访了数十位援疆人员，
每个人的故事都各有精彩，都在自己这份特殊经
历的土壤之上开花结果。特别是那位四次援疆的
北京教师薛献军，她的一颗赤诚的爱心使许多维
吾尔族学生改变了命运，使那些家庭的未来走出
了荒漠，驶向绿洲。我将薛老师的故事写成报告
文学《四次援疆的“薛妈妈”》，在《北京日报》整版
刊发，被几十家网站转载。

除了采访北京来的援疆人，我更加渴望了解
和接触这里的少数民族朋友，因为，他们是这里
的主人，就像沙漠里的胡杨和红柳，是这里昂扬
的生命与风景。不仅是欣赏他（她）们别样的美
丽，更想走进他（她）们的内心。

二

我是幸运的。维吾尔族是新疆的主体民族，
更是和田的主要民族。我先后为和田五中、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十二师224团中学、和田浙江中
学、和田海淀小学等学校讲诗歌课程，用诗的语
言，结合自己的创作体会，为孩子们讲诗歌与创
作，告诉他们，诗歌是全人类的母性艺术，是各民
族心灵飞升的归属，并且查阅和讲解了和田维吾
尔族诗歌发展的历史和代表人物及代表作。有
时，一天讲两场，每场站两个小时，和同学们近距
离互动。课堂上，我尤其注意那些维吾尔族同学

的表情与反应，并由此看到他们的内心。一次，在
和田五中的课堂上，当我问到同学们都读过哪些
新诗的时候，一双黑亮的眼睛向我扫来。这是一
位满头鬈发、皮肤白皙的维吾尔族男孩儿，我的
目光和他相遇时，他郑重地举起了手。我走过去，
微笑着请他起立发言。男孩儿站起来，手里拿着
一张纸，仰起一张可爱的小脸儿问我：“老师，我
能朗诵一首诗吗？”我说：“可以。你想朗诵谁的
诗？”他说：“当代诗人——伊力夏提，就是我。”
于是，全班同学大笑。这个英俊的维吾尔族少年
却很严肃，认真朗诵了自己写的诗《冬天的大
雪》。我带头鼓掌，诗虽显稚嫩，却是南疆大地上
一粒诗的种子，令我欣慰和感动不已。我上前拥
抱了这位“当代诗人”，鼓励伊力夏提说：“只要你
热爱诗歌，坚持学习，将来一定会有一个诗意盎
然的人生！”伊力夏提十分激动，当即将诗一笔一
画抄下来送给我，我回赠了自己的诗集。

同年9月，应和田五中之邀，我随团第二次
来和田讲课。在和田五中为地区多所学校讲大课
时，桌椅不够用，两个班的学生席地而坐，有的干
脆站着听了两个小时。学生们细心听，认真记，一
下课，追着我提问和签字，还有的留下邮箱地址，
将诗歌习作发给我进行交流。能够在南疆这块土
地上播撒诗的种子，我倍感欣慰和荣幸。

三

一天，我们去了位于和田地区于田县的托格
日尕孜乡，参观库尔班·吐鲁木的故居。进村打听
道路，问到的一位维吾尔族老人，他不仅主动带
路，还自我介绍：“您知道当年毛主席送给库尔班
一台拖拉机吗？”不管知道与否，大家都说知道。
老人自豪地说：“我就是那个开拖拉机的人。”这
时，大家用崇敬的目光打量这位老人，争着上前
与他握手致意。路上，老人给我们讲拖拉机的故
事。库尔班老人见到毛主席，毛主席问他有什么
需要，库尔班说家乡需要一台拖拉机，毛主席听
成了“布拉吉”，于是，就送了库尔班10米黑色条
绒。库尔班自己做了一件条绒大衣，其余的分给
了乡亲们。后来，毛主席知道送错了，又送了一台
拖拉机。听完讲述，大家都笑了，却分明含着泪。
在故居的展览室，我们见到了库尔班老人的孙
子，并且在他的陪同下听讲解员介绍，库尔班从
沙漠里的野人，变成新中国的农民，过上了幸福
生活，日夜想骑着毛驴儿到北京看望和感谢毛主
席，一次已经出发，被县委书记追回。后来，老人
成为全国劳动模范和人大代表，到北京参加会
议，终于在中南海见到了毛主席。故事虽然不是
新的，但在老人的故居，在故事的原发地，我们受
到前所未有的感染。

这个真实而美丽的故事感动了几代人，成
为追梦的经典。那幅毛主席与库尔班握手的照
片，永载新中国记忆的苍穹，永载中华民族团
结的史册。

四

追梦的故事远没有结束。今天的新疆，北京
援疆干部帮助和田地区恰尔巴格乡古勒巴格村
106岁的维吾尔族老奶奶古莱外尔·麦麦提敏圆
梦京城，实现世纪梦想的动人故事，续写着圆梦
的崭新传奇。2016年5月，我第三次到和田，刚
结束了对十几位援疆人员的采访，指挥部宣传部
的张传武副部长找到我，问我能否到洛浦县恰尔

巴格乡古勒巴格村，采访106岁的古莱外尔·麦
麦提敏奶奶。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这是援疆指
挥部送给我的深入维吾尔族村庄的好机会，正求
之不得啊。在北京援疆指挥部刚给老奶奶家翻新
的院子里，我拉着老奶奶的手，在乡派翻译的帮
助下，听这位精灵般的老人讲她沧桑悠远的人
生，听她倾吐对共产党和新中国无限热爱的感恩
之情，也细致了解了北京援疆干部帮助这位百岁
老人圆梦京城、实现世纪梦想的传奇故事。

南疆很少下雪。公元1910年12月10日，清
王朝覆灭的前一年，茫茫雪野传来尖细的哭声，
从巴依老爷家的缫丝房里跑出来的母亲，没来得
及跑到家，一个女婴就在雪地里诞生了，这就是
古莱外尔。家里很穷，为吃饱肚子，7岁时，父母
送她到和田一家寺庙学经并干活。受不了主人的
奴役，她逃跑回家，和母亲一起纺线为生。

古莱外尔不满14岁就嫁人了。夫家仍旧穷，
第二个孩子还没出生，丈夫离开了人世。夜晚，她
眼望苍天，大放悲声。没有粮食，孩子饿得哇哇大
哭，她捡人家的桑果，塞到孩子嘴里充饥。最早生
下的两个孩子都饿死了。直到新疆和平解放，古
莱外尔有了土地，她又有了新的家庭，孩子们也
能上学了，特别是改革开放，党的惠民政策使她
家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2015年，她家已是四世同堂，现有的4个孩
子，两儿两女，加上孙子、孙女、外孙共15人，还
有5个重孙。已经成家的有8户，都被评为平安家
庭、模范户和七星级文明家庭。古莱外尔已是105
岁的老寿星了。老人虽没文化，却有梦。她知道库
尔班的故事，从心底里对库尔班大哥能到北京见
到毛主席羡慕不已。但她很清楚，这个梦就像天上
的星星和月亮，每天都能看得见，却总也摸不到。

2015年重阳节，指挥部领导慰问长寿老人，
第一站选在了古莱外尔奶奶家，古莱外尔奶奶非
常高兴。在北京来的援疆干部面前，奶奶道出了
她的苦难身世和多舛人生。听着这位百岁老人的
倾诉，几位援疆干部和奶奶一起流泪，一起欢欣，
内心很不平静。就在此时，奶奶终于说出了她内
心深藏多年的愿望：“没有共产党，没有毛主席，
没有新中国，就没有我的今天，我想到北京去，我
想看看天安门，看看毛主席，这是我今生最大的
愿望。”古莱外尔奶奶的话让在场的人为之震惊：
当年库尔班大叔进北京，也只有70多岁，古莱外
尔奶奶已经100多岁了啊，她的愿望能实现吗？

在北京支援和田指挥部和北京市委宣传部
的支持和协调下，北京电视台领导也听说了奶奶
的事，邀请古莱外尔奶奶到北京，参加北京台猴
年春晚的录制，并为老人量身定做一档节目。当
村干部把喜讯告诉古莱外尔时，老人激动得一夜
没睡。

为老人进京，指挥部做了周密安排，张传武、
翟涛两位援疆干部全程陪同，负责安排老人在北
京的生活起居和参观游览等全部活动。2016年
元月中旬，援疆干部大都回北京与家人团聚了，
张传武和翟涛还在和田，为老人进京忙碌着。

出发前一天，恰尔巴格乡召开了隆重的欢送
会，把戴着大红花的奶奶接到乡里，乡亲们都来
为她送行。县里帮奶奶和家人挑选了最漂亮的衣
服，特别是那方艳丽夺目的大花披肩。乡里村里帮
奶奶精心准备去北京的礼物。还有一份常人想不
到的礼物，是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深处的黄沙。出发
前的夜晚，奶奶对翟涛说出想法，指挥部的维吾尔

族司机艾海提师傅开车拉上翟涛，从大漠深处取
回了黄沙。奶奶对翟涛说，大漠代表新疆，黄沙代
表我们金子一样的心，我们必须带些到北京去。

锣鼓声中，古莱外尔奶奶进京代表队出发
了。和田地委委员、宣传部部长顾莹苏担任领队，
洛浦县妇联主席阿依努尔·阿布拉任副领队兼翻
译，成员除了老人的儿子、孙女，随队医生、记者，
还有一位是于田县委宣传部干部，辽宁舰的退役
女兵如克亚木·麦赛提地，她就是库尔班·吐鲁木
的曾孙女。

2016年1月16日下午，飞机从和田机场起
飞，载着一位世纪老人的梦，穿越八千里路云和
月，飞向首都北京。

北京日坛小学的孩子们给老奶奶送来联手
绘制的“祝寿图”，老奶奶高兴地送给孩子们大枣
和核桃，又把一瓶从塔克拉玛干沙漠采集的黄沙
捧给了没见过沙漠的孩子们。新疆是国内距离海
洋最远的地方。奶奶和孩子们一起来到了北京动
物园的海洋馆，她看到了蔚蓝的海水，看到海豚
和鲨鱼，兴奋地伸开双臂，嘴里喊着：“亚克西！亚
克西！”

当轮椅被推进北京电视台的春晚演播大厅，
奶奶站起来，像演技娴熟的明星，呈现“星”范儿。
她先将一顶维吾尔族小花帽戴在男主持人的头
上，又将家乡人民托她带来的核桃红枣送给节目
组，然后，迈着轻盈的步子走上舞台，和着欢快的
新疆乐曲翩翩起舞，台下掌声雷动。

1月19日清晨，古莱外尔老人终于来到了朝
思暮想的天安门广场。此时，她望着高高飘扬的
五星红旗，激动得泪流满面。来到毛主席纪念堂
前，刚进入北大厅，看到汉白玉雕成的毛主席坐
像，奶奶久久端详着微笑的毛主席，执意下来自己
走。百岁老人一步步走进瞻仰厅，走近毛主席。就
在大家陪奶奶离开瞻仰厅的时候，她突然止步返
回，又一次走到毛主席遗体前，用维吾尔语轻轻地
唱：“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听着古莱外尔奶奶的故事，我多次落泪，奶
奶用她苍老的手抚摸着我的脸。我仔细端详着这
位世纪老人，如同端详一株珍贵的古莲。奶奶热
情挽留我，要我在她家多住几天，并且指着院里
的一棵杏树说：“再过几天，杏子就熟了，闺女，你
可千万别走啊。”这时，我和奶奶紧紧拥在一起。

我想，一个梦想的实现，定会泛起涟漪，涌起
无数梦的浪花，汇成梦的海洋。我抓紧时间又一
次来到古勒巴格村，还是在奶奶家的院子里，与
维吾尔族村民座谈，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奶奶
听说我来，起大早给我买来糖果饮料，还有两大
盘甜甜的桑果。我和20多位淳朴的乡亲围坐在
一起畅谈。80岁的吐合提·提亚兹·麦土兹老爷
爷挪到我面前，认真地对我说：“看到北京援疆和
田指挥部给古莱外尔大姐家建的新房，我打心里
高兴。旧社会，我一天只吃一顿饭，把羊饲料掺在
粮食里吃，晚上，肚子胀得硬邦邦的。村里一个
14岁的男孩子就是因为吃羊饲料病死了。我们喝
的是臭水，住的是地窝子。是共产党和新中国让我
们翻了身，过上了天堂一样的日子。古莱外尔大姐
到北京去，我们都跟着骄傲。”怀里抱着孩子的阿
玛古丽亚圣大姐靠过来，对我说：“我和奶奶家是
多年的邻居，几代世交，家里的情况都知道。那
天，奶奶从北京回来，我看到她从北京带回来的五
星红旗，就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说着，阿玛
古丽亚圣大姐又哭了。大家一个个抢先发言，有时
还怕我听不懂，专门向翻译交代着。村里的干部们
说，奶奶从北京回来以后，整个村子都变了。环境
整洁了，村民对集体更加关心了，村干部的精神更
加振奋，决心一定不辜负党和国家的支援和期
望，带领村民走出一条充满阳光的致富路。

五

今年5月，我第四次到和田，结识了那位冬
夜拉着翟涛到沙漠里采集黄沙的维吾尔族司机
老艾。老艾叫艾海提，今年52岁，虽然并不老，却
是和田地委的老牌司机。老艾是土生土长的和田
人，父母都是维吾尔族。

老艾有一份特殊的经历，那就是从1999年，
援疆工作开始后，老艾就被地委分派给援疆领队
开车。近20年来，援疆干部换了一茬儿又一茬
儿，老艾却如家乡的昆仑巍然不动，方向盘稳稳
地一直握到现在。因为已经陪伴了7批北京援
友，人称指挥部里的“七朝元老”。

老艾是当地人，是和田通，他开车，不仅安全
准时无误地把援疆干部送到目的地，并主动介绍
当地情况。有时拉着领导下基层调研，他不仅是

司机兼向导，每当遇到语言不通，翻译人员不足，
领导一个眼神，他就会走上前去，准确流利地当
起翻译。

随着北京市援疆力度的不断加大，2010年
成立了北京驻和田的援疆指挥部，老艾又被派到
指挥部开车。10年来，北京援建的工程项目超过
500项，加上援建人员三年一换，有时领导到基
层看项目，下面的援友一时说不准项目的地点。
这时，领导就会说，问问老艾吧。老艾不仅能说清
项目的位置、还能把建设时间、投资和施工情况
说得一清二楚。因为老艾有个习惯，他不仅记清
道路，还特别注意记录施工牌，一来二去，他就成
了北京援建项目的活地图。他说，这几年，我跟着
领导跑遍和田一市三县的所有村庄，亲眼看到北
京支援和田的巨大力度，我们每个人都是国家支
援的受益者。老艾告诉我，过去到机场接人，机场
那点人几乎都认识，因为那时的和田是沙漠孤
岛，外人进不来，本地人出不去。现在可大不一样
了。援疆让和田名声远播，和田大枣过去卖不出
去，现在成了国内第一名牌。“京和”、“津和”、

“皖和”号分别开通了和田与北京、天津和安徽之
间的旅游专列，加上飞机与自驾游，多渠道打开
了和田通向外界的大门。

老艾兴奋地诉说着。“眼看着北京帮我们建
起了医院、学校、幼儿园、图书馆，给农民建起新
住房，孩子上学入托都免费，还管饭。援疆干部、教
师和医生抛家舍业，帮助我们发展经济，让我们过
上了做梦都不敢想的好日子。”这时，我看到老艾
的眼睛里闪着晶莹的泪光。他不好意思地看了我
一眼，接着说：“我从小就经常听爷爷和父母讲过
去的苦难，那时的和田是穷人的地狱。没有共产党
对和田的解放，没有国家对新疆的帮扶，就没有我
们今天的幸福。我们现在的生活就是天堂，没有比
现在更好的天堂！”老艾把这话说得斩钉截铁。

老艾说，我最爱听的一首歌就是“五十六个
民族，五十六支花，五十六个兄弟姐妹是一
家……”，他说，不论是我们的国家，还是我们的
地区，都是多民族融和的家园，各民族之间就要
像兄弟姐妹一样，团结一家亲。

老艾晃了一下自己的手机，感慨地说，我真
的不能忘记，近20年来，我接触了许多北京来的
汉族援疆干部，他们把我当成朋友和兄弟，至今
都有联系，让我非常感动。

前几天，老艾从手机微信里看到自己的小儿
子在大学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的大会上发言，
他激动地把爱人拉到身边一起看。老艾说，这些
年，我从汉族援疆干部、教师、医生的身上看到他
们对教育子女的重视，对我的触动很大。人家不
仅重视教育自己的子女，对我们和田少数民族的
孩子也是呕心沥血地爱护和培养。很多人还到村
里和学校认亲，从各方面帮助孩子们。这使我从
心底里认识到，孩子是国家、民族和家庭的未来，
必须把他们培养成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
律的接班人。老艾真是这样做的。他鼓励孩子从
小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鼓励他们走出和田，
去看外面的世界。他的大儿子在浙江上高中，又
在北京上大学，毕业后在乌鲁木齐工作，小儿子
在北京密云二中上内高班，又考上了江西南昌的
大学。老艾满脸自豪地告诉我，爱人在社区当书
记，两个儿子都是入党积极分子，他很骄傲。

和田地委对老艾的工作很认可，他每年都被
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和先进工作者，2014年，他被
任命为地委车队副队长，从那时起，他又多了一
项任务，就是给车队司机讲课。

老艾还告诉我，维吾尔族同胞看到他工作上
的成绩，高兴地打电话鼓励他：“兄弟，好好干吧，
你没给我们丢脸！”这时，老艾脸上的笑容如高原
的阳光，明丽而灿烂；又像昆仑山顶的白云，深邃
而悠远……

天下没有远方，人间都是故乡。
学建筑专业的儿子，在洛浦挂职，用文学之

笔写了一篇深情的《洛浦赋》，让我为之感动。第
三次从和田回京前的那个晚上，我们都醉了。午
夜，我听着手机里下载的，仍旧是原唱李世荣老
师演唱的《冰山上的来客》主题曲《高原之歌》，眼
泪如开化的雪水河。当即，写下一首诗：……我多
情的帕米尔/多情的昆仑/你的高原依然耸立/清
风在朗诵/冰川在流泪/明月在相思/雄鹰飞过雪
山/投下矫健的身影/都塔尔挂于心中的桂树/一
曲高原之歌/正从天籁 缓缓飘来/依旧是五十年
前的优美与高亢/当年的少女呵/多想是红山谷
中/那朵紫色的鸢尾花儿/或荣或枯/都在你的歌
声里……

天下没有远方天下没有远方
人间都是故乡人间都是故乡

□□马淑琴马淑琴

凝心聚力凝心聚力

脱贫攻坚脱贫攻坚

夜黑风高，他轻轻钻出房门，蹑手蹑脚取下他爸爸心爱
的长笛，然后悄悄地拨开门闩，像猫一样悄然无声地溜出小
屋，连狗都没有惊动。

没有月光，只有一片模糊的星光。他顺着小路进入了他
总是捡果子、采蘑菇的树林。他对这片树林很熟悉，他知道怎
么去那条十分危险的河。附近时不时传来野兽的吼叫，令人
毛骨悚然。他有点紧张，将随身携带的小刀掏出来，随时准备
应对突发情况。

要是在白天他才不害怕呢！太阳能给人壮胆。他还是第
一次在树林里走夜路，想不到白天迷人的树林，在夜晚会这
么恐怖。树上一只怪鸟发出婴儿般的哭啼声，风也是带着一
股使人心惊胆颤的阴气，夜晚的树林是野兽的世界。

他咬着牙继续前进。突然，漆黑的树丛中闪出一对绿莹
莹的眼睛，摇摇晃晃地朝他逼来。他急忙躲到一棵大树背后，
把刀子对着绿光，因为星光太暗，看不清那究竟是什么东西。
他吓得心怦怦乱跳，屏住呼吸，怕轻微的喘息声传过去，会招
来祸端。那对绿莹莹的眼睛越逼越近，他的心都快跳到嗓子
眼儿了，手也哆嗦得快抓不住刀了……谢天谢地，就当他快
要向那个东西刺去的时候，那个东西拐了个弯，消失在浓浓
的黑夜里，似乎是有人把它赶走了。

松了口气，他发现衣服已经湿透了。他有些退缩，但想到
那件事情，他又咬了咬牙，向那条河走去。总算到了，将父亲
最爱的长笛拿到手边，想扔又扔不下去，他久久地看着那长
笛，望了许久，最后他心一横，终于把长笛狠狠地摔入那条到
处是暗礁的河里。

他本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父亲非常喜欢吹笛子。父亲
花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做出了一把精美的长笛，父亲吹笛
子的技艺非常高超，村子里的人都夸他的长笛吹得悦耳动
听，他也非常喜欢听父亲吹长笛。他每天一学习完就经常恳
求父亲吹一段。“吹一段？”父亲总是这样似问非问，然后清晰
悦耳的笛声传出小屋，好像守护着他们一家。

可是一件突如其来的事打破了他们的幸福。事情很简
单：父亲像以往一样带着长笛出门赶集，又带着笛子回来，可
是在回来的那段路上笛子掉到了路中央，父亲冒着生命危
险，把笛子捡了回来——那笛子本是他的生日礼物。可就在
这时，一辆大卡车开了过来，速度很快地冲向他的父亲……
父亲少了一条腿，这给他们一家造成了沉重的打击。

抢救父亲几乎花光了所有的积蓄，他们一家过着艰苦的
生活。每个人都更忙了，他也每天要去树林里面找寻野果子，
能给家里换一些家用。得知事情的真相之后，他愤怒地把笛
子摔到地上：“我要笛子干嘛！你要冒着生命危险救笛子干
嘛？”父亲没说话，他只是默默地捡起了笛子……

父亲康复出院后，生活好像再一次平静了。但惟一不平静
的是他开始讨厌父亲吹笛子，他恨笛子，他讨厌笛声，他的父

亲的一条腿就是被笛子给毁了。父亲还是和以往一样总是吹
笛子，但他开始在几个不容易被发现的地方吹笛子。他一次又
一次地听到父亲在吹笛子，一次又一次地让父亲不要吹笛子
了，父亲也没说什么，每次都站了许久，然后默默地走了。

他扔掉笛子后，立即回到了那个小屋。天亮了，母亲正在
找笛子：“你知道你爸爸的笛子在哪吗？”“我……我……”他
支支吾吾地说不出话。他低下头，不敢看母亲，母亲似乎已经
知道结果了，她揪住他的耳朵：“你难道不知道你爸爸
是……”“不要吵了，丢了就丢了吧！以后也不要说那件事了，
都已经过去了。”父亲马上把他们支开。

后来他考上了大学，懂得了感恩。他感到十分后悔：要不
是父亲一瘸一拐的天天去集市，我哪来的钱读书呢？我怎么
能考上大学呢？

他买了一只和之前差不多的笛子，门一开，他就把笛子
递给父亲：“爸，之前其实是我把笛子扔了，对不起！我又买了
一支新的笛子，您看合适吗？”父亲反复摩挲着这支笛子，好
像在欣赏一幅杰作：“我早就知道了，要不是那个晚上我帮你
赶走野兽，你能到河边扔笛子吗？”“啊！那天您跟……”“过去
的事就让它过去吧！就不要再提这件事了。”“更何况你爸爸
的腿没有白摔。”母亲接过话。“啊！没白摔？”他又惊又喜，母
亲似是而非笑着说：“你爸爸在准备送你的笛子里藏着你不
知道的秘密，结果那天你不要那支笛子。”他惊讶了很久，最
后挤出一丝微笑：“吹一段！”“吹一段？”父亲似问非问。

一股优雅而又悦耳的声音传出小屋，守护他们，守护小
村庄，守护他的世界。

朗朗书声
引得诗情到碧霄
朝气蓬勃
却搏得忧虑至天涯
树下的徘徊
内心千万次的彷徨
星河的水
化作泪浇灌干涸心田
岂能不闻不问
在夜空下
我们披一身月光
揽一怀星辰
秉万家烛火
拿捏着一身傲骨
入尔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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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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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