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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化的心灵
                                                 ——为《缓步足音》序

文斌集结近年来发表于各报纸、杂志上的散文、随笔，准

备出版一本叫《缓步足音》的集子，邀我作序。利用闲暇时间

细细品读，甚感欣慰。通观这些随笔和杂感，生活气息和时代

气息较浓，或质朴，或纯真，或稚嫩，渗透着作者对生活点滴

的思考和内心情感的宣泄。温家宝总理勉励年轻人，我们的民

族应多些仰望天空的人。文斌算是这样的人，满怀理想，才情

深蕴于心，用童稚的心灵看待世间百态，用诗意的笔调描绘山

川风物，用感性的语言诉说人情世故，可嘉可赞。

文斌所学为路桥专业，多年来也一直从事工程技术管理

工作，但他文理兼修，齐头并进，业余时间写些文艺随笔，偶

尔见诸报端。一个工科出身的干部，有这样好的驾驭文字的能

力，并且一直坚持写作，难能可贵。文斌的精神应该鼓励和

提倡，从交通运输系统来说，这样的职工多多益善。业余时

间少些应酬，少些损害心智的活动，培养些健康的兴趣，多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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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树立行业良好风尚，弘扬时代新风，激励广大职工投身到

交通运输改革发展的时代潮流中去，这是我们乐见的，也是我

们期待的。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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喧嚣中的宁静
                                                

 杨云才

二十多年前的一天，在一帮文学爱好者的聚会上，身旁的

一张陌生面孔引起了我的注意：他小寸头，清瘦，憨厚质朴，

冲每一位浅浅微笑，他自我介绍他叫武文斌，路桥工程专业，

吴忠公路段技术员。与我的那些海阔天空的文友相比，他话语

不多，像个腼腆的小男孩，但当我们谈起北岛、舒婷等时他显

得异常兴奋，看得出他极度喜欢诗。在轻松的调侃中他话语渐

多，慢慢地我颠覆了对他起初的看法：他不是个木讷的工科

男，而是个十足的文学青年。

随后，我们成了好朋友，来往甚密。我们一起交流文学；

一起看黄河冰凌、黄河落日、大漠孤烟；一起登贺兰山、听风

雨声；一起感受西夏王陵的浑厚和苍凉；一起去西海固探寻漫

漫萧关的历史遗风；一起去中卫沙坡头体味悠远、清脆的驼

铃⋯⋯

一次，他带了他写的两首诗给我看，戏称是自己的习作。是

写大山深处的护路人的，空灵的意境，平实的诗风，流淌着他

序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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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悠悠，如今他已临不惑之年，令我欣喜的是他要出

散文集，当然，这也是我早就预料到的事。通读数篇，文思悠

悠，情真意切。

文集分四辑，第一辑《童年趣事》从故乡路起笔，这条

曾经陪他成长、带给他许多快乐时光、留下一串串脚印的小路

留给他许多温馨的回忆。路边的白杨、汩汩的渠水、飞舞的蜻

蜓，他向人们描绘出一幅幅童年的美好画面。接着，他渐次展

开自己有趣的童年故事，偷向日葵，在野沟里摸鱼，在细雨中

牧马⋯⋯这些美好的趣事仿佛就发生在昨天，将我带入了一段

难忘的青春岁月。第二辑《缓步足音》是游记散文，也是他浓

墨重彩的部分，他看山、看水、看风光，在山水中怡然自得。

在他眼里每一座山、每一条河流都有着生命，温暖而深情。第

三辑《闲言碎语》是生活随笔，看似平淡，实则蕴含着他对

人生的体味、沉思。既有对父爱的歌颂，又有对生命的实景写

生。《远失的空间》里他追忆了自己的父亲，讲述了父亲的点

滴之爱，文中描写自己的父亲在稻田埂上由于疲劳而睡着，读

后不禁为之流泪，为之感怀。只有懂得爱的人才写得出这样的

生活散文。此辑的最后一篇《在路上》，作者写道：“人生的

路很漫长，脚下的路在延伸，我的路还将继续。”寄予着他对

人生之路的不懈求索。这与文集首篇《故乡路》遥相呼应。第

四辑《边走边吟》选取了几首小诗，虽不出彩，稍显稚嫩，但

恰恰表达了他对世间一切美好东西的深深向往。

经得住岁月风雕雨琢的人，才能拥有这样一颗美好、稚嫩

的心！

在他的散文集《缓步足音》即将出版之际，作为好朋友，

我为他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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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春节，我与妻携六岁的儿子回中宁老家过年，顺便游

览了新建成的中鸣公路，顿觉城市与乡村间不再遥远，我儿时

的梦想终于实现了。

这条路西起中宁县城，东至鸣沙镇，全长约二十公里，是

家乡通向县城唯一的路。

从父辈们赶着黄牛上路耕地，到我背着书包去上学，这条

路留下一层层足迹，勾起我一串串回忆⋯⋯

听父亲讲，这条路自他记事就有，或许本没有路，走的

人多便踏出了这条路。在我记忆里，路两旁挺拔着白杨，风一

吹，沙沙作响，路坡脚有一道渠，水汩汩地流着，路上坑坑洼

洼，沙石料零零星星。孩提时代，常和伙伴们在路边玩耍，赛

跑、捉蜻蜓、爬树比赛。六岁那年，我随祖父坐毛驴车上县城

赶集，走了三个小时，睡了一觉还没到县城。那时，在我的意

识中，通向县城的路太遥远。

这条路是我求学的“航线”，从家至学校，从学校至家，

我默默地重复着这条路⋯⋯

那时候冬天很冷，西北风呼呼地吹，天空弥漫着沙尘，我

和几个小伙伴猫着腰，裹着衣服侧身前跑。回想起来，它对我

以后的人生有着多么重要的影响啊！20世纪80年代，政府对这

条路进行了修整，铺筑了沙砾，变得“洋气”了许多。此后，

一直沉寂着。期间，我听闻了很多由于恶劣的道路状况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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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事故。这条路何时能变成一条平展的大道成了我的一个

心愿。

1984年，我考上了西安公路学院路桥专业，与路结下了不

解之缘。父亲骑自行车送我到石空火车站上大学，坐在自行车

后，听着自行车碾过沙砾发出的嘈杂声，我悲凉极了。上火车

前，父亲语重心长地说：“要是家乡能铺上油路多好啊！”我

知道这话包含着憧憬，包含着期盼。

大学里，我做过无数次梦，梦见家乡的路变成了柏油路，

梦见家乡的路通了班车，梦见路两旁绿树成荫⋯⋯

工作后，我经常回家，乡路依然没有多大改观。司机抱怨

地说：“回你家真难！”连妻也嗔怪地说：“回你家真远！”

1998年，家乡的路在千呼万唤中开始了重修，从设计到通

车仅用了五个月。据说，公路路基是乡亲们人工背土垫起来

的，是乡亲们的汗水铸成的。几代人梦寐以求的愿望终于实

现了。

平展的大道展现在眼前，它昭示着家乡将大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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