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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房子
□时双庆

大学毕业后，从事文学专业的我选
择回到了家乡小城，被临时安排到县文
联。虽说事情繁琐，不过，是我喜欢的工
作，干起来得心应手。

自从有了落脚之地，老家的奶奶总
是打来电话，还嚷嚷着要来看我。奶奶都
已80岁高龄了，虽说耳不聋眼不花，腿脚
也挺灵便，但我总觉得把她接来不是一
件容易的事情。几十公里路程，远不说，
一路颠簸，不知道她能否吃得消。所以，
这事儿一拖再拖。

奶奶终究还是来了，父亲亲自把她送
来的。见到我的那天，她高兴得像个孩子。
我们做了一桌子好吃的，奶奶说：“吃啥都
中，只要啃得动，板凳腿儿都行，我不讲
究。”奶奶的幽默引得我们一屋子人大笑。

奶奶来我家的第二天，就说要去爬
山。我诚惶诚恐，问她要去哪里爬山。妻子
瞪了我一眼，笑笑：“还能是哪个山？城南
盘龙山！”我总算松了一口气。城南那座
山，我们这里俗称南山，不高，路也平坦，
关键是山南有条路，开车可以直达山顶。

周末，阳光甚好。孩子们不上课，我和
妻子正好休息，奶奶爬山的愿望终得实现。

山顶有座龙王庙，我想：像奶奶这般
年纪的人，都对龙王情有独钟，就撺掇着
她进去看看。没想到，奶奶一口回绝了：

“龙王有啥好看的？你们看这山南，视野多
开阔！”我们顺着她指的方向望去，远处，
山脉清晰可见，起起伏伏，白云轻飘飘的，
一不小心，就与远山来了个亲密接触。

“看，那里是不是凤头山？”奶奶说。
“凤头山在哪？”
“薄山林场呀！”
“薄山林场哪会看得到？”
“你这孩儿，咋会看不到哩？”
奶奶明显有些急了，我也不再说话。
更让我们不可思议的是，奶奶居然

说她还看到了一座小房子，红色的。她说
得像模像样，我们一个个把眼睛瞪得流

泪也没瞅见。
“明明有座小房子，你们就是看不

见！”奶奶带着唠叨和一丝遗憾跟着我们
下了山。

一晃，几个月过去了。
五一假期，县作协组织会员到薄山

林场进行采风活动，陪同我们一起前往
的还有县史志办的陈主任。

一路上，我们说说笑笑，不仅被林场
美丽的天然环境所吸引，还被陈主任的
渊博学识所折服。陈主任语言幽默，像讲
故事般数落着林场的历史，大到一座山，
一条河，小到一栋房子，一棵树。

不知不觉，跟着山风，我们就来到了
山顶。

山风清凉，带着丝丝草木的甜润味
道。一位女同志情不自禁，闭目养神中感
叹了一句：“哦，都不知道身在何处了！”陈
主任笑笑说：“这里呀，叫峰头山，咱们本
地人喜欢叫它凤头山……”陈主任娓娓道
来，他的科普无处不在，让人受益匪浅。

凤头山？我突然想起了奶奶的话。
可是，我找遍了角角落落，也没有发

现任何房子的痕迹。看来，奶奶的话，多
半是她老眼昏花的结果。

采风回去的路上，我和陈主任座挨座。
也许是好奇心作祟，也许是心有不

甘，我竟鬼使神差地向他打听起“红房
子”的事。

陈主任愣愣地看着我，足足有十几秒
钟。接着，他讲起了那段鲜为人知的旧事。

“这山上啊，以前是有座房子，住着
一位护林员。护林员叫什么，我记不清
了，只知道他是一位退伍军人。当时，很
多人不愿意到这荒郊野岭里来，只有他
主动请缨……”

“可是，后来啊，发生了一件事……”
陈主任讲讲停停，好像是在回忆，又好像
是不知道该怎么讲下去。

“山火，都怪那场山火！那天，发现火

情后，他第一时间报了火警，通知了森林
消防，本可以固守待援的，可是，情况危
急，他记得山上还有人，就拿着大喇叭一
路跑一路喊…….”

陈主任讲不下去了，车里很安静，只
有发动机不时发出呜呜的声音。

下车后，我没有直接回家，而是跟着
陈主任去了一趟县史志办。在县志上，我
不仅查到了那个护林员叫杨大志，还知
道了峰头山真的有一座小房子，红色的
小房子。不过，在杨大志的个人信息上，
我们一无所获。

老陈还说：“这事呀！林业局退休的
老局长最清楚，他们好像是战友。”

唯恐遗漏，我们又马不停蹄地奔向
老局长家。当我问起杨大志的情况时，80
多岁的老局长眉头紧紧地皱了一下，说：

“可惜了，都是那场大火……”我问起杨
大志的家庭和个人情况，老局长惋惜地
说：“杨大志啊，是个孤儿，可惜呀！年纪
轻轻的，连个后都没留，不过……”

“不过什么？”我连忙追问。
“听说他有个女朋友！”

“叫啥名知道不？”
“那谁知道呀？咱又不是搞地下工作的！”
我连忙笑笑，为自己的鲁莽向他道歉。
离开了老局长的家，陈主任带我去了

城南公墓，按照老局长的提示，我们找到
了杨大志的墓碑，还为他献上了一束花。

老陈突发奇想，说：“咱们兜兜转转
一大圈，还不如直接问问你奶她老人家
哩！”我淡淡一笑，说：“我奶啊，两个月
前，走了……”

后来，陪父亲爬山，我指着远处那片
山海说:“爸，看见了没？那儿真有个红房
子！”父亲说:“你这孩儿，咋和你奶一样，
神神叨叨哩……”

我没把我知道的故事告诉他，我知
道，说了他也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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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心观察周围的事物，用文字记录内心独特的感受。 ——许永强

时双庆

河南确山人，驻马店市作协会员，作
品见于《群言》《参花》《思维与智慧》《天
池小小说》等。

·语丝

新农村采风之曹鲁道村
□韩秀松

犁锄作笔写春秋，晴共耕织雨共舟。

千葚飘香萦麦野，一河泻玉到村头。

时风绿染富民榜，古道长接得月楼。

盛世推出新面貌，幸福日子乐无忧。

自嘲
□李长城

两鬓苍苍逸兴催，才描桃李又吟梅。

惜时不必费茶酒，得句还须勤作陪。

李长城

退休干部，诗词爱好
者。中华诗词学会会员，沧
州市作家协会会员。

韩秀松

网名寒江孤篷。中华
诗词学会会员，泊头市诗
词学会副会长、秘书长。

郊游
□孙中英

青郊三月好行吟，放目悠悠入景深。

乡柳绿飘风曲线，野花黄别地胸针。

偷春赏雁标新格，流水陪渠谒故林。

更喜烟光斜照里，一声浅唱未消沉。

孙中英

退休公务员，中华诗
词学会会员、河北省作家
协会会员。

春态
□张会芳

夭桃玉李竞纷纭，一望平田麦垅深。

偶遇寒潮穿晓圃，重看夜雪染春林。

青天会解东风意，綵笔能传客子心。

折柳闲裁长短笛，悠扬妙曲是乡音。

刘峰

中华诗词学会会员，
在《诗词报》《青年文学》
《东坡赤壁诗词》等刊物发
表作品六百余篇。

蛛网
□刘峰

腹有玄机自不同，一张罗网夺天工。

世间万物皆灵秀，莫以等闲看小虫。

张会芳

沧县人，爱好诗词，中
华诗词学会会员。

王亚中

笔名三月雪，河北省
作家协会会员，北京《中华
瑰宝》杂志总编辑助理兼
编辑部副主任。

东风吹遍绿枝垂，树袅轻烟掌上堆。

但喜莺飞声细细，堪怜水照影微微。

宜同草色开星眼，暗把鹅黄染黛眉。

道是折枝情最重，长堤别过梦相催。

过行别营大史桥见柳（新韵）

□王亚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