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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浩初识小王，在十几年前。两

人参加省公司的业务培训，住一个房间，

李文浩已是下属 A 市公司的部门经理，

小王还是省公司的“大头兵”一个。小王

整天嘴甜手勤，李经理长李经理短的，不

仅讨教业务，更主要的是问如何竞聘当

经理。李文浩觉得小王谦虚上进，就毫

无保留地悉数教授。

之后不久，小王如愿竞聘当上经理，

打电话给李文浩表示感谢：“浩哥，多亏

了你的指导，我才在面试中脱颖而出。

下次你来省城，我们聚聚。”李文浩说：

“我没帮什么忙，这是你努力的结果。你

以后来A市，也一定要找我。”从此，两人

关系更近了一层，李文浩每次去省城，基

本都要和小王小酌两杯；小王到A市，李

文浩也会一尽地主之谊。

又过了两年，小王当上了省公司的

总经理助理，李文浩从内心为这位小兄

弟感到高兴，并开玩笑道：“今后咱俩聚

的话，你当总助的可得多请客。”可渐渐

地，李文浩去省城见到小王的机会越来

越少，不是小王应酬多就是出差忙。就

算小王来A市，也基本不跟李文浩聚。

有次，李文浩听说小王带队来A市公

司调研，终于约到小王一行吃夜宵。“小

王，最近在忙什么？”李文浩随口问。“已

经很久没人叫我小王了，听起来蛮亲切

的。”小王意味深长地看着下属说。李文

浩立刻回过神来，忙改口说：“王总，好久

不见……”酒过三巡，小王摆摆手让下属

先撤，然后对李文浩说：“你当经理十来年

了，得想办法往上走，要不要我跟你们赵

总说说？”李文浩心里有些不舒服，脱口

道：“我的事不劳烦王总费心，一切顺其自

然。你也要一步步走稳一点才好。”

自从这次相聚后，李文浩似乎愈加

看不懂小王，两人之间慢慢产生了隔阂，

友情也随之变淡。李文浩仍然原地踏

步，小王却继续青云直上，很快晋升为省

公司副总。

某日，小王又率工作组到 A 市公司

检查指导工作，并主动与李文浩握手打

招呼，但小王的手只轻轻搭到李文浩的

手后就立即放开，让李文浩感到小王热

情背后的虚假客套。在随后的情况汇报

会上，小王不时打断赵总的汇报，指出A
市公司工作中的不足，并对李文浩说：

“文浩，你也是资深经理了，这些问题虽

然不大，但作为我们国企，更要吸取教

训，你赶紧会后写个整改报告给我……”

李文浩埋头认真记录，但所记的每个字，

好似一根根钢针刺进他的心头。

李文浩本以为，他与小王各自的生

活就像两条平行线，再无任何交集。可

没过多久，小王出事了，因行贿受贿锒铛

入狱。李文浩心一软，还是去了监狱看

小王，并劝慰说：“你要好好改造，家里有

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跟我讲。”小王叹

息道：“没想到在这里跟浩哥相聚，早知

如此，当初真该听哥的一句劝，不该急功

近利啊！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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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志强

瓦屋山瓦屋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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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晓红郭晓红

静享春光静享春光

春风轻拂着三月的色彩

阳光也变得热情起来

泼洒了一地笑声

为远去的岁月送行

春天站在季节的高岗

尽显着月份的生动

风儿谛听着

花瓣开放的笑声

落红旋转随风飘舞

敲打着农人窗棂

柔美着一个季节的情绪

春雨染绿了

花花草草的梦想

那些尘封记忆

冻僵的思想

复活在一场如酥的春雨里

公园里的草坪

铺满了欢声笑语

天空中的纸鸢

牵着欢乐的目光在飞

草坪上是孩子

牵着春天在跑

呀

不知是谁吹响了一支柳笛

吹醉了季节

溧阳西北，有奇峰一座。山形独

特，其状若屋，故名瓦屋山。

唐天宝年间，流落江南的诗人李

白游历溧阳，把酒临风，远眺瓦屋山，

挥笔而作《游溧阳北湖亭望瓦屋山怀

古赠同旅》。时值安史之乱，山河破

碎，诗人颠沛流离，壮志难酬，心情不

免郁郁。遥对满山秀色，却是无意登

临，亦无心细细描述，只是笔尖轻抖：

朝登北湖亭，遥望瓦屋山。虽寥寥数

字，却使这座名不见经传的小山笼上

了一层淡淡的诗意，萦绕千年而不散。

循诗仙踪迹而至的，是明代戏剧家汤

显祖。“瓦屋如云春作花。”汤显祖游瓦

屋山，当在春光明媚之季，其笔端热烈

而轻快，充溢着盎然生机。

眷恋瓦屋山的，还有清初溧阳籍

状元马世俊。“北湖亭望处，此日尚浮

云。瓦屋成高筑，平岚净远氛。”凭借

一首《望瓦屋山怀芮岩尹》，这位江南

才子让家乡小山在当时的京城名声大

振。烽火岁月，陈毅元帅率部挥戈江

南，建新四军江南指挥部于瓦屋山南

麓水西村。运筹帷幄之际，一代儒帅

虽未曾以文字吟咏，却执剑为笔，在瓦

屋山下谱就了一曲抗日救亡的激昂诗

篇。而瓦屋山，也因之融入了一股壮

怀激烈之气。受先贤的感召，在春暖

花开时节，入山一游。

车近竹箦，远远望去，但见一山静

静耸峙于碧空之下。山不甚高，隐隐有

岚气氤氲，顶部平展似屋脊，两端突起

似飞檐，宛若天成巨屋——这便是瓦屋

山了。山下，金黄的油菜花成片地向远

方铺展，稀疏的村庄随意散落其间。陌

上桑树、竹外桃花、悠然踱步的老牛、荷

锄而出的乡民……俱是不错的景致，心

醉之余，令人忽生误入桃源之感。这样

一路行来，不觉已临山脚，于是弃车登

山。沿着山路曲折而上，唯见万木吐

翠。高大粗壮的红松、虬曲多姿的山

柳、花枝招展的野蔷薇、纷乱交错的铁

蒺藜……知名的不知名的草木，挨挨挤

挤、千姿百态，纷纷扑面而来。穿行于

疏枝密叶间，似觉空气亦是绿的。遥想

当年，这深深浅浅的一山绿色，定也凝

入了诗仙、剧圣、才子、儒帅的心灵吧？

密林深处传来一阵清脆的鸟鸣，

时而来自树梢、时而来自草丛，时而婉

转、时而急促，深得天地之韵律，使山

中更显幽静。许是鸟鸣所惊，脚下突

地窜过一只松鼠，令人先是一惊，继而

一喜——山中野趣，非刻意雕琢的人

造园林所能比拟。

愈往上行，春意愈浓。沿途杂花生

树、彩蝶纷飞，皆使人目眩神迷。至半

山，偶遇清泉一泓，水声潺潺、清澈明

净，流过暗红的砂石，流过苍翠的苔藓，

向坡下缠绕而去。掬一捧于手，晶莹剔

透。数缕阳光从繁茂的枝叶间投下，闪

起粼粼波光。忽就忆起了明代文学家

袁宏道《满井游记》中的名句：晶晶然如

镜之新开，而冷光之乍出于匣也。一阵

轻风吹过，那波光便跳跃起来。风中含

着一种气息，草木的气息？野花的气

息？泥土的气息？沁人心脾。

不知转了几道弯、越了几道坡，终

抵山顶。绕过一堵爬满青藤的崖壁，眼

前便闪出一座寺院来。深山藏古寺，隐

于这瓦屋之巅的，即是江南名刹宝藏

寺。殿内雕梁画栋、宝相庄严。郁郁黄

花，莫非般若；青青翠竹，尽证菩提。当

焚香缭绕中响起声声梵音时，纷扰的心

情便被抚慰平展，而清净顿起。

步出寺门，山风习习，松涛阵阵。

俯瞰山下，茫茫苍苍，气象万千。长空

一碧如洗，原野繁花似锦，无限春光尽

收眼底。俯仰之间，身心亦变得纯净

而悠然。

极目骋怀，天清地明。

□□ 魏益君魏益君

三 月三 月

茶山远眺 孙艳/摄

午后，湛蓝的天空中洒下些雨

水，试图安抚住纷飞的尘埃。动作

细腻无声，轻盈如蝶。之后，阳光普

照大地，一切显得静谧、悠然。一切

在静默中变幻。

站在庭院里，阵阵梨花香迎面

扑来，夹杂着湿润的泥土气息。淡

淡的香味，充盈在鼻端，犹遇故人般

欢喜。

将视线投移出去，望向窗外山

坡的脊梁。野草迎风摇曳，抒写着

长长的信笺，是寄给春天的消息。

羊群正在下坡，左顾右盼摇摆着肢

体，闲闲地挪动脚步。身后的一串

串脚印，采集着诗经的韵脚，串连成

摇佩叮当作响。

农人捋着手中的长鞭，轰赶着

走偏路途的羊羔。这一幕像极了一

幅题为悠闲的绘画。此刻，能清晰

感觉到自己内在的欢喜正在生长。

这大自然赋予的欢喜，要尽情地

享受。

落日的余光往上攀爬，似一个

攀岩者，试图以最迅速的动作悄悄

爬上山顶。山坡半腰失去光泽，暗

沉逐渐袭来。鸟雀开始归巢。声声

鸟鸣点缀其间，黯然失色的山腰，顿

时有了鸣唱的悦耳驻足。

余晖落幕，羊群回家以后，山坡

也一样是静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