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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年，你的世界是不是发生了许多变化？新冠肺炎疫情改变了人们的生

活轨迹，但是却无法让青年停止成长，甚至让他们的青春绽放出另一种别样的

光芒。

欢迎把你的文学作品发给“五月”（v_zhou@sina.com）,与“五月”一起成长。

扫码可阅读《中国青年作家报》电子版、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创作频道，那里是一

片更大的文学花海。

漫画：程 璨

袁 伟 （27 岁，苗族）
扬州大学农学院硕士生

“ 诗 有 别 材 ， 非 关 书 也 ； 诗 有 别 趣 ，

非关理也”。这两年，日复一日地游走于

试 验 田 与 田 字 格 之 间 ， 我 才 渐 渐 懂 得 了

《沧 浪 诗 话》 里 严 羽 的 这 句 高 论 。 同 时 ，

我也更深刻体会到，实践对于认识的重要

性，真所谓“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

要躬行”。

读研，是我为自己争取的自由创作和

思考的时间，或者说是向未来预支的，因

而 格 外 珍 惜 。 白 天 ， 身 体 是 一 枚 旋 转 陀

螺 ， 在 课 堂 、 实 验 室 和 试 验 田 间 无 限 循

环。而夜晚，灵魂出窍，变成一个个文字

和标点，在田字格里手舞足蹈。

当然，白天和黑夜，是被我人为割裂

的 ， 白 天 的 事 与 晚 上 的 事 也 没 有 半 点 联

系。或许这就是，所谓的“非黑即白”。

直 到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突 发 ， 将 日 子 颠

倒、混淆，我才开始由胡思乱想，渐渐误

打误撞，进而大致明白了“白天”与“黑

夜”“试验田”与“田字格”间的对立统

一关系。

从疫情之初世界被强制按下暂停键，

到如今像被限速的 2G 网，生活一直没能

恢复到正常的状态。节奏一下子慢下来，

倒 让 人 觉 得 有 些 不 适 应 。 有 人 焦 虑 、 不

安、恐慌，感动、憧憬⋯⋯我知道，我也

是这许许多多的人中之一。

校园防控常态化，大学真正变成一座

围城。“外面的人想进来，里面的人想出

去”，这句话依然有被套用的价值，用以

表达一墙之隔的两种生活状态下的不同情

感 。 睡 觉 、 阅 读 、 打 球 、 刷 手 机 ⋯⋯ 起

初，我试图用这样的方式推翻“一寸光阴

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的“谬论”或

“悖论”，但很显然，我没能做到。不管如

何期盼和挥霍，时光仿佛都是远处的一座

大山，而一味望山，只会跑死马。

后来，我发现，只有在做实验和下田

的时候，时间才会溜得最快。我也更倾向

于用这样的方式排遣一些压抑的感觉。反

正时间是大把大把的，我不再为赶进度而

改进步骤。有时候我会花很多时间来清理

仪器，有时翻出说明书也能看上半天，有

时在田边一坐就是一下午⋯⋯刚开始，一

切都是漫无目的，只是为了消磨时光。久

而久之，我竟然喜欢上了这种方式，当我

沉浸在与试验田和实验仪器的“交流”中

时，我似乎察觉到了这些看似“冷冰冰”

和 “ 沉 默 不 语 ” 的 事 物 背 后 隐 藏 的 “ 温

情”和“智慧”。

我又是那么喜欢联想与想象的“脑洞

派”。于是就毫无理由地将电子天平与神

龟，人工气候箱与大自然，实验数据与嫁

妆等一切有可能发生新关联的东西联系起

来，写成自认为是诗的分行文字。日子在

这样的“游戏”中倒也变得有意思起来，

每天都试图在实验室或试验田里找到新的

感觉和关联。白天的劳作，不再是一种单

纯的体力活儿，而被我看成是类似于植物

的光合作用。我甚至发现白天做的事情越

多，思维越活跃，到了晚上，思考的就越

多，想要表达的也就更多。

这无疑给了我一个新的启示，将专业

学习与兴趣爱好结合起来，尝试一些新鲜

的 东 西 。 且 不 论 它 是 否 具 备 文 学 性 与 诗

性，至少能让人从疫情的阴云密布中看到

一些光亮，至少能让自己获得一点压抑之

外的释放和愉悦感，体验一把与众不同的

“苦中作乐”。

其实，“在田字格里耕种，在试验田

里写诗”，这并非故弄玄虚，而是来自我

对这两年学习生活的一种回溯。我所学的

农学专业，是对理论和实践都要求很高的

自然类学科，日常给我们授课的老师，没

有一个不是读万卷书，下万次田的。他们

把论文写在稿纸上，也写在大地上，他们

的肤色和老茧，就是理论与实践联合颁发

的一枚勋章。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们才是

这个时代最伟大的诗人，他们在试验田和

讲台上，播种下一茬儿又一茬儿春光，写下

一句又一句诗行⋯⋯而我做的，仅仅是让

自己凌空蹈虚的思想，稍微接一接地气。

忘 记 是 哪 个 作 家 曾 说 过 这 样 一 段

话 —— 成 熟 是 一 种 明 亮 而 不 刺 眼 的 光

辉，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音响，一种不需

要对别人察言观色的从容，一种终于停止

了向周围申诉求告的大气，一种不理会哄

闹的微笑，一种洗刷了偏激的淡漠，一种

无须声张的厚实，一种并不陡峭的高度。

这两年，我感觉到自己在努力地往这个方

向靠近，但还远远没有达到那种程度。或

许，成熟是一辈子的事情。

试验田与田字格

李悦洋 （28 岁）
北京大学神经生物学博士后

两年以前，也是岁末，我和朋友们举

起酒杯，一起庆祝 26 岁的到来。我们似

乎和 18 岁那年没什么两样，我们依旧会

期待周游世界，满怀热情。在我们面前，

未来正徐徐展开，尽管那时候深陷博士毕

业的迷茫，日日夜夜为科研废寝忘食，但

也依然坚信那只是黎明前的黑暗。我收藏

好了夏天去西雅图看望发小的航班线路，

期盼、憧憬着博士毕业的那天。

那时候每天鼓励指导我的老师仍然在

我 身 边 ， 每 天 从 容 微 笑 ， 对 科 研 充 满 热

忱。我们实验室的朋友们偶尔聚在一起，

深秋里一起在银杏树下合影。

后来新冠肺炎疫情来临，起初我们从

没有担心病毒，却每日忧心忡忡那些无人

看管的实验细胞和毫无进展的课题。直到

看到每日上涨的病例数，身边建起的隔离

区，才渐渐忧虑起每个人的命运。我的恋

人那时候与我相隔两地，他将手边所有的

防病毒口罩寄给我，而我又寄回他。后来

在疫情结束的短短一周里，我们突然决定

结婚并坚定走向了婚姻的殿堂。那时候的

我们，终于明白人类在命运面前的无助和

渺小，也终于看到人间的真情才是冲破命

运这藩篱的力量。

疫情结束我又回到了校园，也收到了

毕业延期的通知。我仍旧每日在课题和实

验 中 挣 扎 ， 未 来 又 似 乎 变 得 可 遇 而 不 可

求。我的老师每天鼓励我，同我一同憧憬

我那遥远的未来。那时我也未曾想过，就

在 那 些 时 日 ， 最 平 常 的 一 个 时 日 里 ，40
岁的老师突然一病不起。

毕业季的时候，我同千千万万的博士

生一样，骄傲地穿上那身红黑色的长袍。

我们哭着笑着，抛着手中的学位帽，仿佛

要将这 6 年间经历的一切抛诸天空。那些

长久以来的辛苦忍耐，终究化作了乌云背

后重生的天空。我将红色的毕业论文和一

大束向日葵送给老师，那时候我坚信他一

定能一切平安。

我拖着行李，离开了校园，就这样结

束了我 23 年的学生时代。

新学期的第一天，我接到了老师离世

的消息。实验楼前还挂着“欢迎新同学”

的红色条幅，我只觉得头重脚轻，所有的

一切都不再真实。我去殡仪馆送他，但最

终都没有勇气望向最后一眼。他在我心中

留下的最后一面，永远是他在办公桌旁，

微笑地鼓励我去应聘面试的样子，就像他

过去 6 年每一次的教导叮嘱一样。那天我

的心，随着那场简单的葬礼，支离破碎。

我们生命中重要的人们，我们过去那样依

靠着的人们，就像我的爷爷，我的老师，

最终连声告别也不曾留下，就倏忽间消逝

在风里。我那一刻才突然觉得，过去的一

段时日于我已经彻底终结，只是当时只道

是寻常。

后来我开始了全新的生活，幸福且安

宁。我慢慢开始知道生活的意义，开始将

玫瑰插在餐桌的花瓶里，开始在厨房为归

家的爱人准备一顿饭。我偶尔也会想起过

去的日子，那些身陷迷茫与困顿的时日，

也会时常想起我那老师，才突然觉得，原

来在那些昏暗中，我也曾拥有过光芒与温

柔。原来生与死从来不曾有明确的界限，

就像如今我看着照片中两年前银杏树下的

笑脸，真实且温暖。

26 岁 的 我 总 以 为 世 界 一 成 不 变 ， 我

们爱的人会永远停留在我们身边。这个世

界任由我们出发，闯荡，从不停歇。当疫

情席卷全球的时候，我的朋友问我是否觉

得这一年突然有些疯狂。那时候的我们才

知道，尽管我们手握一些科学的真理，甚

至解码了病毒的基因，但世界的未来仍如

同上帝掷出的骰子，变幻莫测。

28 岁 的 我 终 于 明 白 ， 在 这 些 变 幻 与

消逝中，唯有爱才能让过去变得珍贵且不

朽。我们日日夜夜追寻的，从来不是某个

成就，而是那些背后的岁月里，曾经温柔

了时光的善良，和无尽的爱意。

唯有爱才能让过去变得珍贵且不朽

仇士鹏 （23 岁）
河海大学水文水资源学院硕士生

这 两 年 ， 我 从 一 个 忙 着 上 课 、 备

考，过着制式生活的本科生变成了拥有

学术研究、处理项目等私人定制生活的

硕士生。最大的变化就是曾经可以肆意

挥霍的业余时间，从大浪里的沙变成了

黄金。

没时间写作，这是很多非文科专业

的文学爱好者总会遇见的问题。

我 曾 用 疯 狂 形 容 过 我 本 科 时 的 写

作 —— 就 像 是 一 支 笔 穿 上 我 的 鞋 子 行

走在人间。为了给老家报纸投稿，我把

市里的所有景点都走了个遍，从五星级

景区到不为人知的小公园，甚至是一条

只有老人能叫出它的诨名，地图上都无

法搜索到的河流。采风和写作成了大四

保研后的主旋律。每天大脑都会被腾出

一部分来思考，所见所闻能否以某种角

度写成 文 章 ， 或 是 能 否 提 炼 出 某 种 生

活 哲 学 。 印 象 最 深 的 是 有 一 周 ， 每 天

都 写 一 两 篇 文 章 ， 结 果 5 天 后 眼 睛 迎

风 流 泪 ， 僵 化 的 手 掌 弯 成 鼠 标 的 弧 度 ，

但 我 的 心 是 畅 快 的 ， 是 尽 情 释 放 后 的 酥

麻与绵软。

如今，出差、做项目与改报告让大脑

变成了老式的烧水壶，壶盖转着圈跳个不

停，生活则像是被爬山虎层层包裹的墙，

看不出本身的颜色和质地。写作，作为在

导师眼中一项不务正业的丧志玩物，转入

了地下。

写作成了见缝插针的活计。但一块岩

石，也正是因为夹缝中生出了一朵娇艳的

花，才有了下自成蹊的魅力。它从一条浩

浩荡荡的江河变成了支离破碎的溪流，成

了在泥缝间渗漏的地下水。我在等待程序

运行的时候写，在早上起床老师发来消息

前写，在把改好的项目发给老师后，用余

温尚存的夜色写，在地铁上写，在出差回

宾馆后，躺在酒店的床上用手机写。往往

是写下只言片语，最多是一个段落，然后

用多个日夜将它完成，删减增补后再串在

一起。它必然是少了“第一时间”所带来

的鲜活与绝对纯粹、真挚的抒情——拉长

了战线必会让人瞻前顾后，但也让观点有

了辩证、成熟和圆融的机会。穿越时间的

回眸，往往能在一颗心脏之外看见更辽阔

的山川。

我想我是要感谢夹缝的。相比于草地

上的种子，生活在夹缝里的种子更能知道

自己会迸发出怎样的热爱与冲劲，会怎样

执着地向往、虔诚地祈祷并最终竭尽全力

地投入春天。我也渐渐明白，文学可以是

一种职业，也可以不是，它更是一种生存

方式和生活状态。文学曾作为一道光照亮

了我陷在阴郁中的瞳孔，现在，我自己就

是光源，一个发光体。

生活的一切和一切的生活都可以成为

文 学 的 土 壤 。 它 未 必 需 要 古 色 古 香 的 书

桌、安静的窗子和完整的时间，限制了写

作时间的夹缝也可以成为写作的内容，即

便是常被批判的物欲和浮躁同样可以成为

文学的诞生地，只不过是用反省的目光去

观照而已。

在某种意义上，文学就是自己感动自

己，哪怕在旁人眼中你的行为莫名其妙、

奇奇怪怪，甚至是矫情、无病呻吟，但只

要对自己而言，那一刻的感动是真实的，

那么文学就是受孕的，是一颗能长出嫩芽

的种子。

在时间的缝隙里开花

范墩子 （29 岁）

两年前的暑期，我开始写长篇小说

《抒情时代》，这一动笔，便是近一年的时

光，其间有写得酣畅的时候，也有陷入黑

暗的瞬间，只有长时间沉浸在长篇写作

中，才懂得长篇写作的快乐和艰辛。年尾

时，新冠肺炎疫情突然暴发，令所有人都

感到不安，我停下写作，心情格外沉重，

甚至有点不知所措。这个时候，是阅读帮

了我一把，我重读了三本和疫情有关的

小说：《鼠疫》《霍乱时期的爱情》和《失明

症漫记》，调整了一阵子，重新回到了长

篇写作的节奏中。

两年来，我一边写作，一边耐心感

受着外界的变化，尽管在写这本长篇小

说之前，我已经准备了很多的素材，翻

阅了大量的资料，但在写作过程中，我

无法回避当下的变化，很多的情绪就被

很自然地带了进去。因而从这本书的整

体感觉来看，前半部分和后半部分的气息

是截然不同的，上半部分写于疫情前，那

会儿还常常去野外做田野考察，写后半部

分时，大门不出，被圈在家里，想法就有

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对近 30 年的时代

变迁有了新的认识。

《抒情时代》这本书我想从侧面反映近

30 年的时代变迁，书中的杨梅、杨大鹏两

人都是生在改革开放初期，从童年记事起，

他们便目睹了整个时代的巨大变迁和社会

的快速发展，从乡村到城市，从城市再回到

乡村，尽管他们的灵魂常常感到孤独，常常

感到茫然无助，但毫无疑问，他们是这个时

代的受益者。他们内心的每一丝变化，都和

这个时代的发展紧紧地联系着，时代的浪

潮无时无刻不在推动着他们向前走去。

写完《抒情时代》后，我的写作出现了

各种问题，进入了一个瓶颈期。解决的唯一

办法，在我看来，就需要去寻找新的写作资

源。这个时段，我偶然碰到了一本奇书：《何

正璜考古游记》。这本书是作者在民国期间

的考古纪实，大多写的是关中一代的历史

遗迹。我连着读了数遍，心想自己就生在关

中，周边到处都是唐代的陵墓，何不对大名

鼎鼎的唐十八陵做一番田野考察？

年初，我先后踏察了靖陵、建陵、昭

陵、乾陵、顺陵、兴宁陵、崇陵、贞陵、

庄陵、端陵、献陵等。顺陵和兴宁陵未算

在 唐 十 八 陵 中 ， 但 亦 颇 具 规 模 ， 特 点 显

著。行走在被灌木杂草覆盖的陵园里，野

风阵阵，鸟鸣不息，山腰紫霭缭绕，青烟

弥漫，青石耀目，不由萌发许多想法，便

拿起笔记录下来。游览唐陵，让我心境平

和，变得清醒，少了杂念和浮躁气。及至

将关中所有唐陵踏察完毕后，才对这块绵

延数百公里的土原有了新的认识。《唐陵

笔记》 目前已写了几万字，接下来，我还

会不断去考察，争取早日将这本书写完。

无论是 《抒情时代》，还是 《唐陵笔

记》，我都试图将当下的生活真实地融入

进 去 ， 做 一 个 真 实 的 记 录 者 ， 为 时 代 而

歌，更为时代真实地抒情。

为时代真实抒情

沈诗琦 （20 岁）
英国诺森比亚大学学生

雪落下枝头的窸窣声，像轻巧的裙摆

带着幽香翩然而过。月光如烂银，上自天

心，外自天边，尽是最亮的白，银白的雾

气界着雪的反光笔直地透过窗帘，在窗台

和 地 板 间 留 下 突 兀 的 折 角 ， 趴 在 我 的 耳

边，带来远方的消息，告诉下雪了，大雪

封山。

月光载着雪，来自很远，湖光山色，

林海雪原，一座山头连着一座山头，湖水

连着湖水，跨越大海，翻过平原。她们告

诉我，那条进村的路又被雪封锁了，她们

说，她们想我了。

可我和月光一样，和雪一样，走得太

远，远得没有尽头，走得太久，久得也没

有终点。初中离开她，我问妈妈为什么雪

不 是 持 久 的 固 态 ， 这 样 我 可 以 永 远 带 着

她。可是她 没 法 离 开 那 个 地 方 ， 只 能 身

后 默 默 注 视 着 我 远 去 ， 她 告 诉 我 保 重 ，

每 年 冬 天 她 都 会 回 来 看 我 。 一 年 又 一

年 ， 她 终 于 没 法 再 等 ， 只 能 自 己 历 经 万

水千山。

雪的反光氤氲过我的眼眶。

不要生气好不好？我说，应该挺庆幸

我走得早，年少无知，初生牛犊，愁是什

么？田园、草场、古老的建筑和房屋、语

言、面孔一样样叠在阡陌 小 道 、 亭 台 楼

阁 之 上 。 我 与 新 的 人 一 起 生 活 ， 与 新 的

人 一 起 的 生 长 ， 不 过 圣 诞 来 临 ， 街 上 响

起 歌 曲 ， 点 起 温 馨 的 灯 光 时 ， 我 会 悄 悄

问 她 ： 为 什 么 不 来 看 看 我 ？ 可 是 在 生 我

的气吗？

她在我身边呵气，我起了鸡皮疙瘩。

她说： 不 ， 我 从 未 生 气 ， 只 是 你 走 得 太

远 ， 我 担 心 我 再 也 不 和 你 在 同 一 个 世

界里。

几分天赋，几分勤勉，几分运气，我

在 一 些 方 面 有 了 成 绩 。 我 和 别 人 介 绍 起

她，介绍起她的魔力，什么叫大雪封山。

他们说：这里也一样。不，我摇摇头。不

是一样的雪，不是一样的山。我不知道你

和你那些兄弟姐妹有什么区别，也许更任

性一点，也许更孩子气一点。

雪 的 叹 息 在 耳 边 回 响 ， 我 一 遍 遍 想

起 儿 时 的 时 光 ， 母 亲 、 朋 友 、 打 雪 仗 、

堆雪人。

“你难道嫌我幼稚吗？”她问我，“所

以你离我而去。”

我忘记了为什么要选择那么一条路，

没 有 网 上 说 的 纸 醉 金 迷 ， 没 有 更 圆 的 月

亮，夜深人静时的灯红酒绿，只像回声一

样在耳边回响。我长大了，没有人陪我堆

雪人了，只是任其融化、消失，等太阳升

起，等天气回暖。

那大约是在很久以前吧。窗外映着朦

朦胧胧的雪，我在桌前写作业，陪我夜读

是 你 ， 听 我 挨 骂 是 你 。 别 人 说 你 是 安 静

的，可是我知道你不安分，在厚厚的白色

下，你也有或发出爆裂的声音，窸窣的啜

泣和清朗的笑。我借她的雪花往别人衣领

子里塞，他冻得嗷嗷大叫，我自然会被教

训 一 顿 。 我 被 嘱 咐 道 ， 少 看 点 雪 ， 雪 盲

呢。但你依然前来，只是远远地立着。

月光暗淡了，催促雪赶快离开。她恋

恋不舍地回头望我，问我什么时候回去。

我不知道。她来得太不小心，去得也是，

以至于在我枕边留下又湿又冷的印记，使

我打了寒战。

我从梦中惊醒，窗户似乎没有关紧，

风雪夹杂着，从缝里似有似无地吹进来。

我看了看时间，不过凌晨三点。重新打开

自动跳停的暖气，我回到床上。

房间里一片冰凉，是你来过了吗？

长相思

刘欢欢 （19 岁）
西南大学文学院学生

突 如 其 来 的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把 我 一

度 困 在 老 家 ， 从 去 年 新 春 到 五 月 桃 李

初现。

这是一段长时间的与世隔绝，这是一

段长时间的重返乡村。当我回看这段时

光，我发现重返乡村对我竟是如此重要。

我相信很多人和我一样，从农村的

某个角落一步步走向小镇中学，再步入

大城市的高等学府，与此同时也在一步

步远离生养我们的乡村，全新的环境充

斥着波涛汹涌的信息，几乎要把人逼到

悬崖上。我不止一次地思念家乡的稻香、

鸡鸣与飞鸟，可是我知道我不能回去，我

甚至明白，脑海中的家乡已成了一个乌

托邦，那里存放我焦躁不安的灵魂。

所以当疫情把众多人困在小小的盒

子——四四方方，逼仄狭小像牢笼的盒

子 里 时 ， 当 他 们 嚷 着 散 步 都 不 行 的 时

候，于我而言，是一趟难得的回家之旅。

我已经 7 年没有见过家乡的春天了。

我的记忆中有一树李花，在春风中簌簌下

落，花瓣洒满门前的小径。疫情让我重新

等 到 了 乡 村 的 春 天 ， 但 是 李 子 树 已 不 在

了。我仔细地看其他盛开的桃花、李花，

嫩黄色的花蕊上小虫爬来爬去，心被奇异

地填满了。在城市我只能勾勒“乡村”的

轮廓，回到这里才真正地触碰到它。

我在乡村的老房子里学画画，一画就

是几个小时，在那种专注的、去功利的时

间 中 ， 我 感 受 到 了 一 种 久 违 的 纯 粹 的 快

乐，仿佛重回童年。在城里人局限在卧室

与客厅间时，我还能在乡村的小路上来回

游荡，蹲下身子来仔细地看路边的淡蓝色

小花，在黄昏日落时分捕捉漫天橘色的浪

漫，在夜色初现时从地面往上看，狗尾巴

草在蓝色的夜空下随风晃荡。

我开始摸索各种各样的烹饪方法，更

多的不是烦恼，而是探索美食的愉悦，当

面糊在锅上与油相遇发出麦子的清香，我

感觉自己跨越了“食物”的概念，去到了

物的身边，有一瞬间，我确信自己触碰到

了麦子。如果不是疫情让我暂时把一切抛

开，我也许会认为这是无意义地消磨时间

和生命，然而正因如此，我向内打开了自

己，打开了生活，拥有了踏在地面上的真

实感。

我是幸运的，能够在家乡再次找到自

己 的 精 神 力 量 。 我 开 始 尝 试 重 新 触 碰 乡

村，开始关注乡村话题，参加学校的脱贫

认证评估活动和乡村振兴调研活动。乡村

振兴对于很多人而言只是一个政治口号，

但是当村书记满怀忧虑地凝视着土地说，

“我要搞农业现代化，我要让我的村民吃

得到粮食”时，我开始明白土地的重要，

乡村振兴也不仅仅是一句漂亮的口号。愈

是走近乡村，我就愈发惊奇，我们常常忽

略了乡村是那样地与每个中国人相联系，

不仅是在精神上，也在物质上。

有人说疫情是给人类的一场反思，于

我 而 言 ， 这 两 年 波 折 的 疫 情 让 我 重 返 乡

村、重看乡村、重思乡村，在城乡的罅隙

里，拥抱我来时的根。

在家乡再次找到自己的精神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