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驿动的心
□潘世伟

E-mail:yaoqin@pdtimes.com.cn 责任编辑/姚琴 美编/黄辰毅 2018.7.2 10

SUPPLEMENT东方明珠

对一个人来说，漫长而又短暂的一生，

总会有些亮点。

既然是亮点，就会焕发出光彩。那簇

光彩，不仅照亮人生的某段历程，而且会产

生不小的能量，支持你继续前行，跋涉于生

命征途。

就我而言，去年 66岁时的川藏行、青

藏行，就是这样不大不小的一个亮点。以

后的日子里，每每想起，总是不由为自己点

赞。不敢说，因此而豪情万丈，但豪情十

丈，还是有的。

不过，这次远足的成功，也带来了新的

困惑。那就是，我们要不要、敢不敢，再次

踏上类似的冒险旅程？

说是雄心不已也罢，说是贼心不死也

罢，总之，很想再做一次有难度的长途自驾

游。这个新的诱惑居然挥之不去。随着时

间的推移，这个念头越发强烈起来，变成了

一种念念不忘的渴望，并且，传染开来。不

仅我，而且同去川藏青的各位好友，都鬼使

神差般地憧憬起下一次的远行来了。

一颗颗驿动的心，搏动起来后，问题便

是，新的远行，将在何时，又去何方？

在遴选新的远行目标时，我和自驾游

的好友们患上了选择焦虑症。

去过了川藏和青藏，会变得挑剔起

来。因为，心气高了，眼界开了，感觉好

了。挑来挑去，这个一般，那个没劲，真是

难以形成一致意见。

2017年底，一条新的高速公路通车的

消息，不约而同地引起大家的关注。它的

编号是 G7，起点在北京，终点在乌鲁木

齐。正式大名叫“京新高速”，全长2580公

里。据说，这是亚洲投资最大的单体公路

建设项目，也是世界上最长的沙漠高速公

路。更夺人眼球的是，这条高速的中段，将

穿越 900多公里的无人区。因为，这片区

域横亘着巴丹吉林、腾格里、乌兰布和三大

沙漠。无人区的这个描述，自然让人心跳

加速。一时间，这条高速公路迅速成为网

红。不少“驴友”给它戴上了中国最美公路

的桂冠。我自然而然地关心起这条明星公

路来。

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那位自驾游组

织者，心照不宣地发来微信、打来电话，要

求我琢磨琢磨这个新目标。有意思的是，

其他好友也不约而同地念叨起G7高速来

了。因为大家知道，不是随便什么样的路，

都值得去行走的。

生活的常识告诉我们，心动是一回事，

行动又是一回事。从心动到行动，这个飞跃

需要反复酝酿。毕竟，京新高速全长近2600
公里，加上京沪高速1260公里，再加上走走

沿途一些地方，来回起码八九千公里。不

能不说是个宏大战略行动。这当然得培养

感情，培养决心。因而，只能让子弹飞一会

儿。于是，一月份过去了，二月份过去了，要

不要走走G7的子弹，继续在飞呀飞。

转眼之间，三月到了。再眨眨眼，三月

即将过去。恐怕是下决心的时候了。终

于，统一思想，达成共识：阳春四月走边陲，

出发时间敲定为4月19日。

此行，我们先北上，从上海直奔首都。

再西进，跋涉五千里，到达乌鲁木齐。然

后，拐头南下，翻越天山，扎营库尔勒。接

着东归，万里迢迢返回上海。粗略概算，全

部行程大约一万多公里。我们将再度领略

伟大祖国的美丽风光。

与去年川藏、青藏之旅相比，此次行动

人员有进有出。一些好友，因种种原因，无

法参加。另几位好友欣然加盟。人员调整

倒非难事，难就难在几位新队友均是上班

族。他们绞尽脑汁，使出浑身解数，凑足了

公休天数，但仍无法走完全程。因此，只能

迟到早退。

说来非常感人，去的时候，有的到济

南，有的到北京，汇合大部队。回来的时

候，有的在吐鲁番，有的到兰州，告别团

队。内部协调过程中，张三与李四，退休的

与在职的，年轻的与年长的，彼此之间，善

解人意，热诚相助。我们有力地展示了团

队牢固的凝聚力。

星期日，为了找一个线头绑东西，

打开了母亲房间里老式食品柜上的一

个黑黝釉箱子，虽然箱子没有上锁，但

上面的灰尘让我知道这木箱母亲是很

少打开的。我好奇地打开木箱，一些

旧衣服间有一个旧包袱，打开来看到

有几件我小时候的衣服，叠得整整齐

齐的。

里面有两件衣服我印象特别深。一

件是我七岁时穿过的线织老粗布冬衣，

那时做新衣服很难，为了让一件棉衣多

穿几年，就请裁缝做了一件又粗又长的

棉袄，我管这件棉衣叫“风雪衣”。因为

木质的织布机总是“叽吱叽吱”的响，所

以我们土家族人就称线织的老粗布叫

“加叽布”。母亲给我缝了一件“加叽布”

棉袄，衣兜是内外两层，五颗扣子，初穿

在身上，盖过膝盖长到脚跟，一走路就左

晃右晃的，感觉沉甸甸的。这件衣服我

从七岁一直穿到上初中一年级，直到后

来再也不能穿了，才恋恋不舍地让它退

役，成为“压箱底”的文物。另外一件是

单衣，是用酸草根捣成黄色水，将白色的

“加叽布”染成了黄色，这是八岁生日父

亲送我的生日礼物，斜兜上面有一个白

色的扣子作为装饰，前襟有两条浅白色

的蕾丝花边一直从上到下镶到衣兜处，

这件衣服是母亲送到裁缝店精心做的。

那是我在小时候读书时父亲送给我的惟

一的一件新衣。

后来，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有好几

次政府号召支援灾区，我回家让母亲把

我不穿的衣服整理一下捐献灾区，母亲

找出了几年来的毛衣、毛裤、冬衣、夏装，

但却留下了这两件衣服。她说：“这是那

段日子的见证，要留着做个纪念。”

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街头

出现了各种衣料和样式的服装，丝、毛、

麻、化纤，很多名字以前听都没听过。人

们的生活条件逐步改善，同时也注意起

穿着来了。我高中毕业参加工作，用自

己的工资买了第一件毛衣，是当时流行

的枣红色，心情可想而知。

“人靠衣裳马靠鞍”。现在，我们在

解决温饱后，往往把衣着放在首位，因为

衣着是人们展示自己的第一品牌。近几

年，人们的衣着变化很大，流行、时尚成

为年轻人的代名词。现在，走在大街上，

看到的不是过去灰色或草绿色的着装色

调，用五彩斑斓来形容人们的穿着毫不

过分。即使在冬季，穿着各种款式各种

颜色服装的人群也会让城市显得生机勃

勃。

转眼到了二十一世纪，人们不仅对

服装的质量、花色进行挑选，还要追求

品牌和时尚，体现个性与修养，服装业

也由此演变成了一个色彩斑斓的时尚

产业，人们通过穿着打扮来体现自身的

个体特性和魅力。所以，不得不说，我

童年时候的“加叽布”衣服真的是“文

物”了。

童年的“文物”
□葛白水

金
色
季
（
版
画
）

□

崔
艳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