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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思随笔

城市印象

■陈晓倩

清晨和城市一起醒来的，
还有人潮和车流。不管昨夜经
历了怎样的孤独与困苦，这座
城市还于你的都是新鲜的车水
马龙。每天上班，在匆匆忙忙
的时光里，我很少去想一座城
市带给自己的是什么？而是习
以为常并心安理得地享受着城
市给予我的温暖与包容。其
实，人心可以对很多外部枝节
设防，唯独对城，宜真诚相待、
毫无保留。

城市是有记忆的，你对她
好，她就会加倍地对你好。我
居住在素有“关外第一市”之称
的辽宁省葫芦岛市，此城依山
傍海，四季分明。地方志记载，
数万年前就有人类在这里生存
活动。葫芦岛是仰韶文化的发
源地之一，留下过秦皇汉武东
巡的足迹，也见证了魏武挥鞭
激情豪迈的燃情岁月。特别是
近代在这片土地上演的几部跌
宕起伏的大戏，更让一度寂寞
的辽西走廊开始活跃、开始编
织梦想。我敬重生活在这片土
地上的先人，正是因为他们的
辛勤付出，才奠定了这座城市
今天蓬勃发展的坚实基础。渤
海之滨厚重的山海文化，是葫
芦岛这座城市给予我们最好的
宝藏。

城市是有感情的，她知道
什么人值得珍惜，什么事值得
铭记。我国许多城市都有代表
性广场来纪念与之相关的重要
人和事，如山东青岛的五四广
场纪念澎湃的五四运动，江西
南昌的八一广场纪念伟大的南
昌起义，而我家乡葫芦岛的飞

天广场则是纪念神舟五号载人
航天飞船发射成功。我的家乡
也是航天英雄杨利伟的故乡。
2003年，杨利伟搭乘神舟遨游
太空，实现了中华民族的飞天
梦想。葫芦岛的居民们为之欢
欣雀跃，城市也见证着这份荣
耀，并将它深深镌刻在自己的
肌肤之上。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
展，城市虽然展现了新颜，但与
她有关的旧时记忆依旧在岁月
深处闪光。我在城里长大，亲
眼目睹着儿时成片的平房变成
楼群。以前那一条条长胡同，
人们从这头走到那头，相处的
都是“中国好邻居”。母亲说我
从小讲礼貌，从巷头的吴家到

巷尾的李家，看到谁都会主动
打招呼。那时候人的距离很
近，互相之间很和谐、坦荡——
大人们遇到事情互相商量、真
诚帮忙；小孩子们结伴儿一起
上学放学，有时放学回来有的
家长还没下班，大家就相约去
家中有人的伙伴那里写作业。

现在我的记忆常开小差，
可过去胡同里的一些人和事
儿，却让我无法忘记。在胡同
里，杨姨是最早戴红袖标的“大
妈侦查员”之一，每天都很负责
任地拿着小板凳坐在家门口。
常来胡同吆喝卖菜的、收废品
的人，她都如数家珍。我从外
面回来，只要看见她“镇守”在
胡同里就心安。大嗓门的李奶

奶为人直爽。有一年我得了很
重的病，毫不夸张地说，是处在
生死边缘。李奶奶知道了，一
大早就赶去医院看我，见到我
就激动地说：“醒了就没事儿
了！这孩子命大，以后有后
福！”我永远都记得李奶奶说话
时那双湿润泛红的眼睛。隔壁
的冯大爷家有几个年纪比我稍
长的哥哥和姐姐。我去他家就
如同到我自己家一样，非常熟
悉且踏实，几乎每天我都得进
屋转一圈。两家人也是不分彼
此，谁家有个大事小情，都会聚
在一起商量对策。冯大爷家是
最早一批搬离胡同的。他们搬
走之后，年少的我心里产生了
很大落差，空落落的感觉一直

延续了很多年，一直到这条胡
同再也不见。

时间是回不去了，那胡同
里的家长里短，却以一种新的
形式再度上演。有人说，现代
高楼让更多人聚在一起了，邻
里间却缺少了过去老街旧邻间
的温情和朴实。值很庆幸的是，
我现在居住的小区里依然有很
多友善的邻居。孩子年级尚小
时我要上班，只能请阿姨带孩
子，楼上的刘姐知道后说她有时
间，能帮我照看；8楼的大哥和
大嫂退休后，在近郊的亲戚家
里租了一块地种植瓜果蔬菜，
每有收获，都会送与我们分
享。我收到的不仅是礼物，更
是暖心的情谊。里仁为美，从
古至今传承着的中华美德，是
城市给予我们最丰盛的食粮。

城里的人想出去，城外的
人未必想进来。因为择业观及
人生追求的不同，一些外出求
学的孩子毕业后也纷纷在异地
安家落户，只有在过年过节的
时候像候鸟一样飞回来。故乡
城市一如他们的父母，有牵挂、
有思念、有祝福，并极力为他们
破解难题、保驾护航。无论在
哪个角度，你都能看到一座城
的胸怀与度量。

不过一年，城郊荒芜的土
地就有了新的地标；不过一年，
临街的店铺经营的品项已是包
罗万象；不过一年，这里的交通
要道，宽阔而通畅地伸往更多
远方，从高处俯瞰，就像城市的
一弯弯微笑。

我深深依恋着家乡城市葫
芦岛。我出生在这里，成长在
这里，奋斗在这里，困了累了也
睡在这里。

家乡葫芦岛的温与度家乡葫芦岛的温与度

■马亚伟

春天来临了，我每天都要
到郊外走一遭。天空湛蓝，大
地广阔，万物随着春天的鼓点
次第醒来。冰河开始融化，土
地开始松软，草儿开始萌发，虫
儿开始活跃，鸟儿开始鸣唱
……一切都像睡足了觉一样，
精神焕发，精力充沛。

生活中，我有用手机“随手
拍”的习惯，这些天已经拍下了
许多张靓照。有一个位置，是
城乡接合处，地势较高，视野
很好。游人登临其上，可以俯
瞰广袤的原野。我已经站在
那个位置拍了不少照片。我
把那些照片整理出来，在微信
朋友圈里发了“九宫格”，没想
到出现了非常神奇的效果

——那一组照片，就像是一幅
动态图，生动地展示了春天的
色彩变化过程。大自然在一
点点为春天着色，从一棵绿
草、一树新芽开始，绿色的版
图在一点点扩张。今天还是
莹莹点点的绿，两天之后绿色
已经晕染开来，就像是画家把
颜料在画布上洇开一样。如
今的田野，已经是绿意茸茸
的。绿还是浅浅的、淡淡的，
萌态可掬，惹人怜爱。

我想如果我是画家，一定
会用心为春天着色，把季节的
神奇和灵动展现出来。我把每
天与春天相遇的惊喜，用深深
浅浅的颜色来表达。我把春天
的每一个细微变化，用画笔勾
勒出来。我画一株草，画一棵
树，画一朵花，我的画随着春天

的逐渐推进而越发精彩缤纷。
不过我知道，再高明的画家也
比不上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不
经意间，一幅幅春天的图画就
出来了，每一幅都是无可匹敌
的珍品。

春天的画板之上，大自然
在精心构图、深情描摹、用心着
色。草的浅绿，柳的鹅黄，迎春
花的明黄，玉兰花的洁白，桃花
的浅红……大自然在一点点为
春天着色，五颜六色，万紫千
红。春天的列车一路向前，每
一站都是绚丽的风景。春天的
色彩一天比一天丰富，一天比
一天精彩。色彩，是一个温暖
的字眼。这个世界正是因为有
了色彩，才变得如此精彩纷呈；
因为有了色彩，我们人类才有
了缤纷绚丽的梦想。

我的母亲在院子里播下了
很多菜籽，春风吹过，春雨润
过，菜籽很快发芽了，长出了绿
茸茸的一层。那种新鲜的绿
色，真是太好看了，应该是哪位
仙女遗落的绿手帕吧，不然为
何如此明艳惹眼呢？我掐下一
根小葱，一股沾着春天的香气
扑面而来。小葱柔嫩极了，里
面含着泉眼一样，一掐水就出
来了。母亲笑着说，春天了，院
子里有了绿色，才像春天的样
子！我这才明白，母亲正是在
为春天着色。

邻居李姐开始在她的小院
里种花种草，月季、米兰、蜀葵、
水仙、朱槿花……李姐说起这
些花儿来如数家珍，并把它们
当成了春天来赴约的朋友。她
一边低头忙碌一边说：“天儿真

暖啊！过不了几天，我的小花
园就五彩缤纷了，到时候肯定
比画还美呢！”听完我笑了，李
姐也在为春天着色。

其实，我们都在为春天着
色。我的外甥女正上高三，她
对我说：“姨，我要在这个春
天拼一把。一年之计在于春
嘛，今年我一定能考上理想
的大学！”同学小吴是白衣天
使，她说：“春天到了，我要把
一年的计划好好制定一下。
新冠肺炎疫情再难缠，也不
能让它打乱我们奔向幸福的
步伐！”他们、你们、我们，都在
努力为春天着色，为新一年的
希望奠基。

草木生长，花开缤纷，春色
盎然。让我们跟万物一起，为
春天着色！

为春天着色为春天着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