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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负遇见
刘云燕

时光清浅，不负遇见。
我喜欢与书相遇。余秋雨先生在谈及

阅读时说：“只有书籍，能把辽阔的时间浇灌
给你，能把一切高贵生命早已飘散的信号传
递给你，能把无数的智慧和美好对比着愚昧
和丑陋一起呈现给你。区区五尺之躯，短短
几十年光阴，居然能尺寸驰骋古今，经天纬
地，这种奇迹的产生，至少有一半要归功于
阅读。”

读《中国最美的小镇》，书中不仅有江南
的小镇，如乌镇、西塘、同里，介绍着那里的
小桥、流水、人家。也有充满民族风情的小
镇，亦如凤凰，大理和丽江。我迷恋在书中
介绍的风景里，似乎自己也徜徉在“上关风，
下关花，苍山雪，洱海月”的大理，似乎也游
走在沱江畔的吊脚桥旁。作者说：“人生那
么长，我们急什么？走得太快，总会不经意
错过人生的风景。心慢下来，到远方去。在
慢的日色、慢的时光里，发现更多人生乐
趣。”

我喜欢就这样静静地与书相遇，彼此欢
喜。在书中，我游历着美丽的山水，亦感悟
着生命的真谛。每每在低沉时，读到暖心的
文字；每每在迷失时，从书籍中汲取力量，我
都想：感谢这份相遇，让我更加坚定而美好。

我喜欢与风景不期而遇。遥远的川西，
是我一生牵挂的地方。当你行走在川西时，
不知名的湖泊总在你峰回路转之间，远方雪
山连绵，而山上跳跃着一丛丛，一簇簇鲜红
若火，或是灿烂如金的草丛，仿佛是一个个
金银缀子，镶嵌在群山上，云朵温柔地飘逸
着。远处的雪山，用一丝孤傲的表情，凝望
着秋的风景，热情与冰冷，水波与雪山，就这
样相守着相伴着。

牛儿三五成群的在草原上，宛若闲庭信
步，它们低着头，轻轻地踱步，牦牛脖子上的
铜铃铛就“叮当叮当”地响个不停，初冬的草
原已经不再葱茏，变成了毛茸茸的金黄，与
牧场的木屋相辉映，每到夕阳西下，木屋飘
出袅袅炊烟，宛若田园牧歌的图画。看到这
样的场面，我总会泪流满面，内心中最柔软
的部分被牵动，让人欢喜得落下泪来。

生命中，我还会和不同的人相遇。当经
历了悲喜，才更加珍惜“人生若只如初见”的
美。你曾微笑着走向我，我们曾共同拥有了
那么多快乐的时光。即使渐行渐远，也没有
遗憾。生命的一程，感谢曾经有你。记得我
曾对你笑着说：“以后我遇到不开心的事，或
者难过的时候，我会想想你给我的爱，我就
会好起来。”你很认真地答：“不要不开心，好
好爱自己。”我记住了你的话，无论经历怎样
的岁月，我都会告诉自己，爱自己，让自己快
乐，是最重要的事儿。有人说，“希望有一
天，我们都不会后悔曾经出现在彼此的生命
里，不管怎样还是谢谢你，从我的全世界路
过，情出自愿，事过无悔，不谈亏欠，不负遇
见。”

生命如水，坚定也从容。我们与物相
对，相看两不厌；我们与风景相对，感受磅礴
与壮美；我们与人相遇，珍惜那份发自内心
的欣赏也感动。那么，时光清浅处，皆是如
珍珠般的美好了……

炊烟是家的方向，是归途的信
号。它不急不缓，从容不迫地从每
一户人家的屋顶升起，仿佛是母亲
温柔的手，轻轻召唤着在外劳作或
嬉戏的孩子们回家。那升腾的烟
雾，带着柴火的香气，米饭的甘甜，
还有各式各样的菜肴味道，交织成
一种难以言喻的家的味道，让人的
心不由自主地向着那个方向靠近，
即便是在最寒冷的日子里，也能感
受到一股暖流从心底升起。

随着日头渐高，炊烟也变得愈
发浓郁起来，它们或直或曲，或聚
或散，随风起舞，变幻莫测。这时，
整个村庄都沉浸在一股淡淡的饭
菜香里，那是家的味道，是母亲的
味道，简单却直击心灵。孩子们被
这香气牵引，纷纷奔向家的方向。
那里有热腾腾的饭菜，有等待他们
归来的笑脸，每一缕炊烟背后，都
是一个温暖的家，是母亲在灶台前
忙碌的身影，是父亲归家的脚步
声，是孩子们围坐桌旁等待晚餐的
欢声笑语。

午后，炊烟渐渐稀疏，偶尔一
两缕，像是迟到的信使，缓缓升腾，
讲述着午后的宁静与闲适。老人
们坐在门槛上，抽着旱烟，望着远
处袅袅升起的炊烟，眼神里满是岁
月的沉淀和对过往时光的怀念。
他们或许在想，这炊烟就是生活的
模样，平凡、琐碎，却又充满了温情
和希望。

傍晚时分，当夕阳将天边染成
橘红，炊烟再次密集起来，它们似
乎比早晨更加热烈，更加急切，像
是在诉说着一天的忙碌与收获。
这时，家家户户开始准备晚餐，炊
烟中夹杂着各种食材的香味，交织

成一首首生活的交响乐。人们围
坐在一起，分享着一天的见闻，笑
声、谈话声，与炊烟一同升腾，构成
了乡村夜晚最温馨的画面。

夜幕降临，炊烟终于缓缓散
去，留下一片宁静与祥和。星空
下，村庄恢复了它的宁静，只有偶
尔传来的几声狗吠和远处的蛙
鸣。而炊烟，虽然看不见了，但它
的气息，它的温度，却深深烙印在
每个人的心中，成为一种难以割舍
的情愫，一种对家的深深依恋。

有时候，我会站在村头的小桥
上，静静地凝视着那些随风飘散的
炊烟，那些炊烟，像是连接过去与
未来的桥梁，让我仿佛能穿越时
空，看到祖辈们在这片土地上辛勤
耕耘的身影，听到他们简单而质朴
的笑声。那一刻，我仿佛也融入了
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成
为炊烟故事中的一部分。

炊烟，一种情感的寄托。对于
远离家乡的游子而言，那一抹淡淡
的炊烟，就是心中最深的牵挂，是
梦里无数次回望的故乡。每当夜
深人静，万籁俱寂之时，心中那份
对家的思念便如潮水般涌来，而那
一缕缕炊烟，便成了心灵最温暖的
慰藉，那是对家的无限思念。无论
走得多远，都有一个地方，永远为
我们点亮着归途的灯。

炊烟，是家的方向，是乡村的
灵魂，是岁月的歌谣。它以一种最
朴素无华的方式，讲述着家的故
事，让每一个在这片土地上生活过
的人，都能从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
份宁静与温暖。在每一个远离家
乡的人心中，那抹炊烟，永远是最
温柔的牵挂，最温暖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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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方便孩子上学，我们搬进
了这个老旧小区。从车库上楼，有
七八级台阶，台阶尽头是一段小
路，连接电梯厅。小区初建时许是
疏忽了，台阶和小路处均未设灯。
入秋之后，天黑得早，每每走这几
步路，我都如履薄冰。

一天，我下班回家，发现原本漆
黑一片的台阶，竟被一楼住户窗口透
出的灯光照亮了。我很是惊喜，踩着
楼梯往回走的脚步，都变得坚实。我
估摸着，这间房按户型看应该是杂物
间，许是业主刚巧在收拾东西。

未曾想，之后我夜归的每一
天，这盏灯都是亮着的。我心中疑
惑，直到一位略相熟的邻居告诉
我：这是孙阿姨家，她眼睛不好，不
常出门。孙阿姨听说楼道黑，不好
走，所以每到天黑，就会把这盏灯
点上，方便大家上台阶。

点亮一盏灯，原本是个简单的
举动，却让人与人之间多了一分温
情，为世界增添了一份美好。我心
中泛起暖意，眼前蓦然浮现出照亮
我的另一盏灯。

十六年前的大年二十九下午，
父亲带着我开车从省城回老家过
年。一路上，天阴沉沉的，时不时
飘过雪花，有时又夹着雨，父亲开
得很慢。途经一处，是乡道，弯道
多，路面窄。车子东一摇，西一晃，
父亲极力控制，车子还是一阵漂
移，右侧前轮陷入了田埂旁的狭窄
小渠，动弹不得。

此时天已全黑，四周寂静无
人，离家还有四五十公里的路程。
父亲拨通了救援电话，却被告知，
天气恶劣事故多发，救援队伍暂时
赶不过来。我和父亲茫然地站在
车边，如同身处冰窖。

突然，蒙蒙夜色中闪现出一道
亮光，照得我和父亲心里豁然一
亮。透过光束，我们看到，一行人
正艰难又快速地往我们这边走！

原来是在附近做活的村民，夜
归路上听到动静，过来了解情况。
他们围着车仔细讨论了一番，便利
落地躬下身去，双手用力托住底
盘。领头的那人大声喊着口号，其
他人紧跟着节奏，用力往上抬，将
车轮一点一点地挪出小渠。在光
晕下，我看见了他们紧紧咬住的牙
关和额头暴起的青筋。

我和父亲本以为山穷水尽，此
时却是柳暗花明。我激动地热泪
直流，父亲双唇颤动着，想说什么，
却又没发出声音。父亲把钱包里
所有的钱都掏了出来，塞到村民手
中，他们却笑着摆了摆手。村民们
费了不少力气，额上渗着密密的汗
珠，笑起来，黝黑的皮肤里泛着红，
像新翻开的泥土，质朴、鲜活。

我和父亲郑重地道过谢，然后
开车离去。后视镜里，那束光离我
们越来越远，渐渐模糊，但是，它好
像一直照亮了我们回家的路。

如果善良会被照亮，愿我们都
是那个点灯的人。

做
个
点
灯
人

王
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