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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樱（摄影）

倪修龙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 微信群成

了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它像

一座无形的桥梁， 连接着五湖四海的朋

友，也汇聚了各式各样的知识与经验。我

有幸成为这个大家庭的一员， 通过屏幕

与世界各地的朋友们交流，收获颇丰。

记得有一次， 群里讨论起了网络安

全的话题。一位从事 IT 行业的群友耐心

地为我们普及如何设置强密码、识别钓

鱼网站等知识。 他的话语中透露出专业

与热情，让我对网络世界有了更深的认

识。 从那以后，我上网时总是小心翼翼，

不再轻易点击不明链接，我的个人信息

也因此得到了更好的保护。

在另一个深夜， 一位作家朋友分享

了她的创作心得。 她说：“写作就像是在

黑暗中寻找光明。 ”这句话深深触动了

我。 我开始尝试记录生活中的点滴，无

论是阳光下的微笑还是雨中的泪滴，都

成为了我笔下的故事。 写作不再是负

担，而是成为了我表达情感的方式。

健康话题也是群里的热门之一。 一

位退休医生经常分享保健小贴士，比如

每天坚持走路半小时可以预防多种疾

病。 我开始按照他的建议行动起来，每

天清晨，公园里总能见到我的身影。 呼

吸着清新的空气， 感受着脚下的泥土，

我的身体逐渐变得更加健康。

最让我感动的是， 群里的朋友们都

非常宽容和善良。有一次，我在群里发错

了一条信息，本以为会受到责怪，没想到

大家却纷纷表示理解，并帮我纠正错误。

这种温暖的氛围让我感受到了家的温

馨，也学会了在生活中更加宽容待人。

生活中的新知识与经验也在不断涌

现。 比如，一位旅行爱好者分享了他在

西藏旅行的经历， 那里的风土人情、壮

丽景色让我心驰神往。 另一位美食家则

介绍了如何制作地道的四川火锅底料，

那香辣诱人的味道好像就在舌尖跳跃。

这些新鲜的体验让我的生活变得丰富

多彩。

在这个微信群里， 我还学到了许多

其他的知识。 比如如何理财规划，如何

教育孩子，甚至是如何种植花草。 每一

条信息都像是一颗种子，播撒在我的心

田，生根发芽，开出了五彩斑斓的花朵。

群聊中的知识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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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的人民公园里，我居然

看到了楼上的庄爷爷。 上次见庄

爷爷，是他一个人扶着楼梯把手

缓缓下楼，颤巍巍地像随时要跌

倒。 我刚想上去扶一把，就听到

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是他的儿子

跑了下来，边走边说，爸，你怎么

自个儿下来了，外面凉，要感冒

的。 庄爷爷愁眉苦脸的表情，带

着颤音说，没事，我想下来看看。

距离地面只有三五步远，庄爷爷

还是跟随着儿子一起上了楼。 我

朝他们轻轻点了下头。

那时冬天， 尽管没有风，还

是有些冷的。

现在，我看到庄爷爷脸上满

足的笑，整个人精神很好。 他坐

在一台轮椅上，头上是这片春天

的暖阳， 推轮椅的年轻姑娘，应

该是他的孙女。 有一年，我坐公

共汽车从市中心回小区，邻座是

个年轻女孩。 到了车站，年轻女

孩下车，我也下车。 年轻女孩进

小区，又进某个楼栋，再上楼。我

都一路跟随。 直到女孩继续上

楼，我在某一层停下。 这是个天

大的巧合。 后来听庄奶奶说，那

是她孙女，大学刚毕业，工作早

就找好了。 可优秀了。

算起来，这也有快十年了。

我和庄爷爷打招呼， 说，庄

爷爷，你好。 轮椅上的庄爷爷和

我笑笑，他的孙女也和我点了点

头，不知道还认得我吗？ 那次的

一面之缘。

我说，今天天气不错，陪庄

爷爷出来走走吗？

对， 爷爷在家里待着无聊，

非说要出来。

是的， 老人家天天在家待

着，可以理解想要出来的心情。

庄爷爷他们是边走边停，我

慢慢超过了他们。 这条红色步道

上，走路的人还真不少，各个年

龄段的都有， 呼哧呼哧地走起

路，这一刻连脸上身上的汗都是

欢欣鼓舞的。 有一个人，走路时

不小心撞到了对面走来的另一

个人， 要不是那个人反应快，差

点都被撞倒了。被撞的男人面色

都变了。这是两个看上去都不好

惹的男人。 我捏了把汗，不会打

起来吧？结果出乎意料。很快，被

撞的男人居然笑了，撞他的男人

也笑了，两个大男人在春风拂面

的步道上， 非常友好地握手，惺

惺相惜一般。

我又碰到了庄爷爷他们，静

静地站在正大门的花坛边。 那个

偌大的花坛，中间是一棵玉兰树，

正盛开着白色的花瓣， 空气中弥

漫着沁人的花香， 树下是好几个

不同品种， 同样花开正艳的小草

花，热烈着迎候这春天的来临。

在我不知不觉间走了好几

圈，好几次，都看到庄爷爷和他

的孙女还站在那里。 我在想，那

里有什么，这么吸引着他们迈不

开步？

终于，我再次上前，微笑着

和他们说话。 庄爷爷面色很红

润，是因为这春天的舒适吗？

他的孙女好像知道我想什

么，说，爷爷想在这里，多待一会

儿。 又说，爷爷年轻时是这个公

园的参与者，说他的肩膀就是那

时被压弯的……不过， 他很高

兴，引以为傲……

原来如此。

门口的一块黑色底座石板

上，篆刻着几行介绍文字：人民

公园， 原名扁担公园， 始建于

1960 年，由当时一批年轻人挑扁

担建起，总占地面积……

庄爷爷低沉又带着力量的

语调，说，那年，我 17 岁。

17 岁，那是和春天一样的年

纪呀！ 我仿佛看到了 17 岁的庄

爷爷， 正不惜力地在挥洒着汗

水， 扁担沉沉地压在双肩上，他

说，还可以加，再加一点吧。 抹了

一把额头的汗，快乐地笑着。

这时，一群五六岁的孩子由

几个年轻爸妈带着，高高兴兴地

从大门口踏进来，这个处处洋溢

着朝气的春天的美丽公园。

刊头书法 瑞丽

每到清明， 沉默的天空总

是被飘飞的小雨湿透， 天上与

人间共情。

母亲已离去 30 多年， 父亲

离去也有第 12 个年头。 这么多

年过去了， 我以为我已痊愈，不

再难过，可到了清明，心还是隐

隐作痛。 这种思念的痛，又不能

说出来，只能闷在心里，蓄积

成一池子水，满了，从眼眶溢

出来。思念的泪是成串的，串

成一个个湿漉漉的回忆，回

放脑海，滑过脸颊，滴在薄

衫，穿过肌肤，又渗入心底。

生命的豁口，一次又一次被

倾注而泻的泪雨，淹没……

清明是我每年的期盼。

只有我自己知道，沉睡在麦

田里的父亲母亲，会在这一天，

醒来，守望……

豫东的清明， 哀思笼罩着

整个田野。 每户人家都会准备

荤素贡品， 携妻带小赶去祖坟

祭祀。 很多人千里迢迢回到家

乡， 也是想赶在清明前夕祭祀

扫墓。 家乡有个风俗，叫“清明

烧前”，就是在清明节的前几日

给先人烧送纸钱。

天地共情， 清明其实不清

明。

惟有腾起的青烟与燃尽生

命的尘灰，才能让灵魂得以安慰。

那年清明，父亲带着我们姊

妹几个去祖坟烧纸，祭祀。 在爷

爷奶奶坟前，父亲让我们先跪下

扣头，他则以神圣的步骤开始摆

祭品，铺纸钱，念叨着祈祷着，火

最旺时，便燃起一串鞭炮，洒三

盅水酒，点三柱香插在坟土中。

父亲边烧纸钱边向我们讲

述祖辈上的那些陈年旧事，譬

如他是如何来到这个世上的，

如何读书求学， 如何走过乱世

浮生……年年讲、年年复，一遍

又一遍。 最后父亲会说：“人无

论走向哪里，都不能忘了根！ ”

麦田里的坟茔里， 葬着父

亲的父亲，爷爷的爷爷，我们素

未谋面。

梨花含泪，滴滴都是思

念。

父亲早已离世，我也离

开家乡很多年。在漫长的都

市生活中，我会经常在梦里

回到家乡和亲人中间，与他

们欢聚———还是那年那月，

他们未老，我还小，姊妹几

个围坐在小方桌粗茶淡饭

的时候……我也会经常从

梦里突然想来，恍如隔世，望着

窗外的晨光，搞不清楚自己究竟

在哪里？而枕边留下的那一片潮

湿和尚未风干的泪痕，又分明在

告诉我梦境中的真真切切。

哲学中有个著名原问题：

“我是谁， 从哪里来， 到哪里

去”。 我想，踏上故土，站在祖坟

前，三拜九叩，双手合十，献上

供品、点三柱香，感恩养育、追

忆美好、汇报当下、诉说别离、

送去哀思， 让阴阳两界的亲人

间情感渗透融入， 进行穿越时

空心灵对话的时刻， 才能找到

真正的答案。

清明节， 应该成为中国的

感恩节。

清明祭祖， 融入的是血脉

眷念，亦是感恩。 这一天，更是

告知天下：有人烟处，必有血脉

传承，生生不息，追远慎终。

认知了清明， 就懂得了人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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