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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传顺

夏日的天空
当然，我们会仰望夏日的天空
像那些信奉农谚的人
捧读翻旧的土地，盘捻虔诚的汗珠

我们透过阳光栅栏，可以自由呼吸
我们有时也会被云影笼罩或淋湿
但不必悻悻懊丧，迷惑不已
要相信你介意的、不易消散的事物
往往于不介意的瞬间消散

视线的追逐未曾停歇
七零八落的很多回忆
老成梦乡的芦苇丛
见得星星在那里鸣叫，偶有两只跳出来
很可能是，青春的执着
做出的举动●●雾中之舟雾中之舟 李雁捷李雁捷 摄摄



□林钊勤

芒种辞
画上槐花，引来几只蜜蜂飞舞
再画上一地小麦，像多年前的母亲
教我们牙牙学语，练习多年
试图理解一颗种子的生活方式

向下扎根，在黑暗中汲取养分
花朵或果实向上
迎着阳光的颜色，从清晨到傍晚
经历露珠、阳光、晚霞、静夜
像极了我们的一生

在六月，草地上的细小植物已经参透
托举我，成为一粒种子
在母亲的唠叨中，经历阳光、雨水
生长，开花，结果

□王国苹

生命的暖

我见过阳光的力量
融化掉冬天厚厚积雪
泥土中拔出新芽
轻轻往地面上铺满一层鲜花

驱走暗夜和雾霾
送别一盏盏路边小橘灯
温柔捧起流浪猫狗
还有拾荒老人和卖早点的夫妻

一颗行走在暗夜里的心灵
被阳光一点点唤醒
接受鸟鸣，接受温暖
以及满世界葳蕤生香的花瓣
和所有新生

独自居住在幽林深谷
读懂了人生的哲理
细细品味孤独
给月亮和星空贴上标签

一首诗一杯茶
一只蝴蝶一缕清风
脚下踏着沟壑头顶披着云朵
多少人仰慕你的洒脱

一滴雨解救干涸
你开出一朵朵美丽花朵
所有人都会俯下身去
欣赏你的美貌，听你诉说

纵然有一天老去
我想你一定最是独特
优雅知性，名利也淡泊
最终落入泥土深处
傲骨配傲霜如何

（外一首）

一朵兰花

工作第一年去乡村玩，在弯弯曲曲的
小路上，我看到三三两两的孩子结伴回
家。男孩子时不时就哄堂大笑，奔跑追
逐，互不相让地我拍你一下，你拍我一下；
女孩子一路分享这一天的趣事，讨论得兴
高采烈，那笑声中都是甜味。孩子们清澈
明亮的眼神，灿烂的笑容真的是一大美
景。他们前前后后走在这小路上，欢声笑
语荡漾在小路上，可爱又有朝气。他们眼
神中流露的喜悦，快乐的身影，不断地冲
击着我的心田。

自由的样子，总是让人心情愉悦。楼
下阿姨救治了一只流浪猫，不久后我再次
见它在花园中溜达。它浑身光洁亮丽，正
旁若无人地舔舐自己的毛发。一阵风吹
过，花园中摇曳着花朵和绿叶，小猫明显
被吸引，急匆匆奔跑过去，对着不停摇动
的一朵花，圆鼓鼓的身体奔来跑去，忙个
不停。太阳越来越炙热，它也玩累了，于
是慢悠悠躲到一棵大树下，团成一团，眯
起眼睛就睡觉。那恣意、松弛的神情不容
任何人打扰。动物爱自由，是天性使然。
纵使有千般好，也没有办法抹杀那颗向往
自由的心。

初夏的午后，我总喜欢去湿地公园散
步。经过一片野地，星星点点的蓝白色小
花点缀其中，是那么清新。温润的空气
里，让人多了一些对生命的期待。没过几
天，这一片小花，犹如雨后春笋汹涌而出，
它们像夜空中的星星一样。微风吹过，绿
叶飘荡中，它们眨巴着眼睛，欢乐地跳舞，
给这渐次苏醒的广阔大地带来了一片生
气。过几天再去，花儿已谢，但这一片草
地，更像一片蓝白色的莫奈风景画。它们
自由吸取着养分，那么的水嫩，不停地蔓
延。这时，总有人特意弯下腰，仔细看下
这一片蓝色的海洋。这蓝色的小花自由
有序地开放，那毫无掩饰的美从不因为谁
而迟疑。

自由的快乐总是很简单，如一个孩
童，走在田间地头，可以笑，可以奔；如一
只小猫，恣意转悠在小小的花园中；如一
朵小花，率性绽放在宽阔的野地里。这些
平常而又自由的成长状态，就是这么美好
得让人心生感动。

自由成长
□龚俞




































































































































想写“母亲”是很多年来一直未曾停过的
情愫，总在琐屑生活的某个不经意间如海潮
一般汹涌而来，一浪一浪地冲击着你，撞击着
你，而后又静悄悄地化作一泓清潭，波光潋
滟，澄澈温润……终在这个春日，阳光不燥，
微风正好，小心翼翼地晾晒这星星点点掉落
人间尘埃里的母亲记忆，并郑重而虔诚地写
下：你好，母亲！

时光染指，岁月如流，一直以为当年那个
甩着两条大麻花辫子身体结实的农家主妇是
母亲一成不变的样子，何曾想过转眼回眸间母
亲已是古稀老人了，头发花白、眉眼生皱、颤颤
巍巍，唏嘘感慨百般滋味自是难以言说，一如
余华所言：曾经以为老去是很遥远的事情，突
然间发现，年轻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其实，年少时我是不大喜欢母亲的，对于
她生活种种的“迂”及“偏颇”还是心有芥蒂，
因此情感上略淡薄了些。

母亲出生于河北，后因家境拮据、养家谋
生，两岁时便随同家人投靠亲戚搬迁到了内
蒙一个偏远乡村，因此父亲常戏称母亲为“侉
子”的后代，实则母亲是一句“侉子”话都不会
说，地地道道的本地人，只是某些行为言辞像
极了是真正“侉子”的姥姥、姥爷，母亲每有固
执倔强之事总被父亲轻描淡写归结为遗传的
问题，便一笑而过，随她而去。

儿时的记忆中“侉子”似成了顽固不化、
执拗的代名词了，大约都是源于对母亲性格
的感官判定，现在想来用一个人来判断一类
人是毫无根据的。

母亲家里上上下下十几口人，姊妹兄弟
八人，母亲排行老二，平平淡淡，没有出奇之
处，既没有大姨清秀美丽的相貌，也无三姨敏
捷的思维、善辩的口才，更无五姨傲娇挺拔的
个子，在这样的大家庭中再不会灵活变通，

“直肠子一根”，不被重视无人问津自然是情
理之中的事。

小时候常听母亲说，姥姥家一年到头满眼
里都是干不完的活，“营生营生”似乎生了根，一
件接着一件，春夏秋冬四季相连，实则想想光家

中十几口人的一日三餐就够让人发愁的了。
当年还是不大年龄的母亲便早早成了这

个家中劳动的主力军，因此并未进过学校上
过一天学，终成了真正的“文盲”。以致后来
母亲嫁给父亲迁移户口时，把本身好端端的
姓“臧”，而被弄错“篡改”成“藏”，大抵是方言
里这两个字的发音可能差距不大，在母亲的
意识里，只觉名字不过一个人的代号而已，能
叫得通就行了，之后也就不了了之了，那时常
去慨叹母亲的“迂”不可及，连维护自己姓氏
的权利被人剥夺都无动于衷，难怪姥姥姥爷
没让她上过一天学，家里家外琐碎之活干个
遍，自己竟从未埋怨更未强烈地反对过，难得
的逆来顺受的“好脾气”，真是“哀其不幸，怒
其不争”，那时我一直都认为这是母亲没文
化、思想意识差的外在表现。

其实母亲天生并不愚钝，有耐心记忆力
也好，只是讷于言语表达。村中每有热闹之
事，姊妹们跑的跑、溜的溜都看热闹去了，留
下母亲在家中竟然手工磨土豆粉，一晚上竟
是一口袋的原材料，理由是怕挨姥爷的骂，脸
上挂不住，真是无法可想这是多么无聊和费
力气的活儿啊！

后来渐已长大的我常为母亲在姥姥家
受到的这些“不公正”待遇而愤愤不平，谴责
其懦弱胆小、有话不说，这是需要有多么强
大而懂事的理智来压抑自己的不甘与难过
啊！那时母亲总会淡然一笑，轻叹一声：没
办法，姊妹多，都走了谁干活？唉，憨厚老实
估计也是母亲一生改不了的性格本色了。

一向言听计从的母亲曾经也做过一次最
果断的决定，那便是自主选择了自己的婚姻，
嫁给了“孤儿寡母”家底单薄的父亲。母亲与
父亲并非风花雪月因浪漫的爱情而结合，完
全是媒妁之言，未曾见过几面，只觉父亲也善
良本分彼此合适，便不顾家人反对，终于真正
为自己的命运做了一次选择。斗转星移，几
十年的风雨时光父母相濡以沫，不离不弃，父
亲用踏踏实实的实际行动呵护了母亲大半辈
子，这样看来母亲还是很有些福气的。

其实对母亲情感的真正转变，重新审视，
已经是我成家立业已为人母之后了。

那年我生孩子，母亲放下家中一切零七
碎八，不辞辛苦没日没夜地伺候了我和我的
孩子两个多月，母亲说：怕你月子里落下毛
病。那应是我和母亲最近距离形影不离相处
的最长时日了，也是最贴心贴肺的暖心相处。

当母亲说要回去的时候，我有生以来第
一次衍生出一种莫名的如小孩般的依恋，看
着窗外母亲离去的身影，我平生第一次因离
开母亲而泪眼婆娑，那么深切地感到，其实这
么多年我与母亲的心灵距离从未走远，只是
我站在她有限的认知外，更多地用有色的眼
光无限放大她的“无知”和“狭隘”，让还年轻
的我更多了对母亲的不屑甚至是埋怨，让不
良的情绪加重了砝码，一如那些年母亲对我
读书的百般“阻挠”，对我疏于家务及地里农
活的唠叨与苛责，“重男轻女”泾渭分明的表
现……当爱与爱碰撞，当站到她生活的圈子
和阶层感同身受所有的鸡零狗碎，我终于理
解并释怀，母亲身为人妻人母的不易，而后把
那些曾因打碎一个碗、掉了一根针、抢了弟弟
的干粮等一系列挨骂挨打的琐碎之事，竟变
成了一种轻松而有趣的生命记忆！

“年少不解母亲意，读懂已是不惑年。”细
数母亲对我的好大约也是“大器晚成”，而且愈
来愈盛，甚或是“爱屋及乌”，后来她也更多了
对我的孩子及爱人的关心与惦念。

母亲确乎是老了，每次回去看她，我刚进
门她就给你大包小包已准备了一大堆我返程
带的东西，大多都是她认为我及我们喜欢的食
物，并一再唠唠叨叨说自己老了，记性差了，怕
我们走时忘记带……此时总不忘还要细细盘
点一番，生怕漏掉什么。其实所带之物不过是
最平常的食物而已，咸菜、山药鱼子、土豆、小
米之类农家物品，于我们而言其实是可有可无
之物，但每次母亲都是乐此不疲，我也就欣然
接受了。此时我总会忆起这样的话语：我原想
收获一缕春风，您却给了我整个春天；我不能
给你全世界，但我的世界可以全部给你……

这几年因母亲生了一场病，伤感落寞情
郁于中，我对母亲似乎更多了一些陪伴及情
感上的怜惜与心疼，一如我对自己孩子的呵
护一般，生怕其受一点点的委屈和伤害，或许
这也是多年前母亲对我一样的情愫，只可惜
那时我未真正体会得到。

母亲生病的一段时日里，她害怕见到比
自己年老但依然精神矍铄腿脚灵便的熟人，
更不愿拄着拐杖，在这个不大的镇子上在别
人的指指点点和一片唏嘘声中蹒跚而行，一
时间别人的健康莫名地在精神上折磨着她，
眼泪在忧郁的眉眼间是说来就来。

那几年我也是拒绝了大半的外出应酬，
不再处处惊喜、感慨随手拍照发个朋友圈，更
不愿去坐大半是老人的公交车，一如母亲般
想去隐藏自己，想用眼泪隐匿所有的苦痛与
无助。那时一想到母亲的眼泪，就有想写题
为《妈妈，别哭》之类文章的冲动，写写母亲因
我生孩子难产疼痛时，她甘愿为我承受这份
苦痛而簌簌掉下的眼泪；写写她想念我的孩
子而半夜里泪湿枕巾；写写一向坚强的她因
生病第一次在我面前放声嚎哭……但终究还
是未能舒展这段心结而止笔。

后来母亲的身体一天天地好起来了，她的
话语似乎分外地多了，甚至是碎碎念念，村里
东家的西家的认识的不认识的人和事，她都会
一股脑地告诉你，我就这样一边干着活一边有
一搭没一搭地应和着，配合着她的讲述，表示
对她讲话的重视。母亲每次看到我似很认真
地在听她讲话，就显出很开心的神色，我才知
道她的世界是孤单的，多么需要一个倾听者。
已快要半百的我还能延续这样的述说与倾听
谁说难道不是这凡尘人间一件幸福的事儿？

佛说，前世的五百次回眸换得今生的一
次擦肩而过。我想那人生所谓母子或母女一
场定是前世一生凝望、目送并终生祝福的缘
分，一定是的！感谢生命的岁月长河我与母
亲相遇，用一生凝重的笔触虔诚地写下：

你好，母亲！
母亲，你好！

你好，母亲
□葛利芳

傍晚到街角买东西，偶然抬头，看到
一对老夫妻站在一个零食摊前，老妇人正
用手指捻起一串小吃，仰起头往口中放，
头发花白的老先生笑眯眯地注视着老伴
儿，用手臂挽着她的臂弯，静静地等她慢
慢咀嚼，细细品味，目光中流泻着浓浓的
爱意。

夕阳如锦，微风轻拂，一切静谧而安
详，时光仿佛在此刻驻足。我远远地看
着，脸上浮起笑意，泪水湿了眼眶。寻常
巷陌，寻常夫妻，柴米油盐的烟火生活，互
相搀扶着经过风，淋过雨，由青丝走到白
发，这样家常的情感，常常让我感动得不
能自已。

去修鞋子。顺着指示箭头转过街角，
在一片高楼后阴暗的小储藏室里找到了修
鞋人。让我诧异的是，修鞋匠竟然是个打
扮时尚光鲜的女子。四十四五岁年纪，皮
肤白皙，淡黄色的卷发打理得很精致。她
边修鞋子边和几个男顾客开着无伤大雅的
玩笑，语言俏皮活泼又不失庄重，有一种历
经沧桑的豁达和从容。眼角淡淡的鱼尾纹
为她平添了一份成熟的韵味，偶尔抬头一
笑，很灿烂。说话的时候，善良的眼睛里闪
烁着快乐的光芒，令逼仄阴暗的小屋熠熠
生辉。

也许心境安然，岁月便静好。我不知
道是怎样的境遇让一个弱弱的女子做了
修鞋的行当，但是她把这样一份工作做得
如此优雅、闲适，让人顿感时光悠然，人生
美好。

下班路上，阴雨天的凉风让每个人都
缩紧了脖子，我亦裹紧了衣服，闷闷地低头
前行。这样的天气，这样清冷的黄昏，容易
让人想起生活的困苦，感觉了无生趣。突
然一阵高亢、辽阔的歌声带着寒风的呼啸
激越地敲击着耳鼓——是“凤凰传奇”的

《最炫民族风》，欢快的旋律让人为之一
振。回首望去，一辆满载废品的垃圾车缓
缓驶来，蹬三轮的中年男子蓬乱着头发，衣
襟敞开，一下一下拼命蹬着三轮。“凤凰传
奇”在他车把上破旧的黑皮包里唱出嘹亮
的歌声。男子和着音乐的节拍大声跟唱，
脸上是旁若无人的陶醉和满足。

我看得呆住了，“一路边走边唱才是最
自在”，是的，只要还能够歌唱，就是一种幸
福，只要还有勇气歌唱，这样的心灵又怎能
不幸福？

清晨，刚刚走到教室门口，就有小孩子
扑到怀里，因为奔跑头上还冒着腾腾的热
气。他仰起头，大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我，
胖乎乎的小脸上漾出深深的笑涡。我应
着，唤他进教室，他却不肯撒手，只管双手
环抱着我的腰，把我箍得紧紧的。就这样，
我小心挪动脚步，把他像个小袋鼠似的

“挂”到教室里去。这是个有自闭症的孩
子，也是平时得我关照呵护最多的孩子。
他笑着，我也笑着，心头充溢着爱和被爱的
喜悦。纯纯的信赖，创造出美好的境界。

生活的边边角角，不经意间总是会有
这样那样温馨的画面，动人的瞬间，让被岁
月的风沙磨砺得粗糙的心变得柔软，让布
满皱褶的心田吸饱爱的养分，重新舒展，开
出蓬勃美丽的花……

边边角角的爱
□陈桂珍

五六岁的时候，我曾看到一只燕子搬家
的过程，只见黑白相间的燕子朝屋檐翩然飞
去，黄豆大小的泥团被它牢牢衔在嘴里。临
近檐顶，燕子快速振动翅膀，头扬起后顺势将
泥团粘在上面，随后用嘴轻碰几下，待稳固后
又朝远处悠然飞去。大约十几分钟后，燕子
衔着泥又飞回来继续筑巢。一上午，燕子往
返十几次，却从不在屋檐多做停歇，直到第五
天，一个口小肚大泥纹规律的巢出现在屋檐
上，远远看去像半个可爱的葫芦贴在上面。
燕子一点点衔泥筑成的巢，犹如一道光，珍藏
在我记忆深处最明亮的地方。

前段时间去龙门石窟旅游时，我也同样
感受到了坚持的美好。那天，下了观光车一
路往前走，在登上两米多高的平台后，突然看

到一段又高又陡的台阶，此时的我眉头紧皱
心跳加速，但几分钟后还是踏上了第一个台
阶，只是没走几步，我就双腿打颤，走到一半
时脚腕一软差点摔倒。我站在原地深吸几口
气，汗水顺着脸颊流下来。望着剩余的台阶，
我攥紧拳头，缓缓抬起了脚。我上身前倾，每
走一步就直起身停几秒，到了最后的四五级
台阶，索性弯下腰，如同壁虎般手脚并用爬了
上去。待踉踉跄跄地站稳后，一抬头，就被眼
前的景象震撼了：碑刻人物面部的线条极为
细腻，动作表情惟妙惟肖；远山连绵起伏，环
抱着阳光下波光粼粼的伊河；河上的龙门大
桥宛若长虹，格外壮阔。回望处，看似难以攀
登的陡峭台阶，也终在自己一步步的坚持下，
成为了可能。

说起坚持的意义，作家余华的一次访谈
让我印象深刻。他讲起最初并不容易的写作
之路，白天坐在书桌前构思文章，晚上会坐在
台灯下一写几个小时。每完成一部作品，余
华就给多家报刊投稿。当收到第一封退稿信
时，余华次日便转投下一家。那段时间，他每
天都会收到退稿信，但收到之后只是笑笑，接
着便毫不犹豫继续投稿。在这样一次次退稿
又投稿的过程中，余华终于迎来了发表的机
会，逐渐成为知名作家。他用一次次的坚持，
让梦想之光照进了现实。

那些看似不容易的事情，恰恰是人生
难得的馈赠。它让我们长出厚实的铠甲，
收获着满满的成长，也成为了生活真正的
勇士。

坚持的馈赠
□董玲





小学的时候，有一天，老师为了让我们更
深入地了解蒲公英，特别为我们带来了一
朵。听着老师声情并茂地朗诵道：“飞呀，飞
呀，飞到哪儿，哪儿就是我的家。”我充满好奇
地问老师：“为什么蒲公英飞到哪里，哪里就
是它的家呢？”老师耐心地告诉我：“蒲公英的
种子就藏在它那白色的绒花里。当绒花被风
吹过后，它会四处飘散，而它的种子也会被带
到不同的地方。等到第二年，新的蒲公英又
会从这些种子中生长出来。”因为老师的话，
我每次看到蒲公英那毛茸茸的绒花时，总是
忍不住深吸一口气，用力地吹散它。看着光
秃秃的花茎，我总是自以为是地沉浸在帮助
它新生的喜悦中。

我读度阴山的《知行合一王阳明》，书中

王阳明在龙场悟道的经历令我印象深刻。
王阳明三十六岁时，被贬为贵州龙场驿驿
丞。他到达龙场驿时，太阳还未升起，空气
中充斥着植物腐烂的气息，森林里的雾气浓
密得让人看不清前路。按当时的律法，王阳
明是戴罪之身，不得居住在驿站，所以就在
驿站附近找了个山洞栖身。我难以想象曾
经养尊处优的王阳明，如何在这样恶劣的环
境下生存。

王阳明不仅生存下来了，还能自我调
节。他带着仆人开垦土地、种植食物，在山洞
旁搭建窝棚，还将自己居住的山洞和窝棚分
别取名为“玩意窝”“陋室轩”“君子亭”。他会
用大白话给仆人唱民歌，跳起最狂热的舞蹈，
以驱逐他们对现实的沮丧。他还会凭记忆诵

读理学经典，把自己从现实世界中拔出来沉
到思想世界中。我不禁佩服起王阳明的随遇
而安。他还为自己准备了一副棺材，说：“我
现在就听天由命吧。”王阳明在听天由命之
时，每天都会通过静坐的方式，审视自己，反
思过往。王阳明的“听天由命”，才是一种真
正的豁达和坚韧吧。在痛苦的路上徘徊了十
九年，终在人生最为痛苦的一瞬获知了答案，
悟出了心学之道。

王阳明传奇的经历，让我想到了那株蒲
公英。蒲公英被赋予“随遇而安”的寓意，看
似无奈的妥协，实则充满豁达与坚韧。它不
能选择何时飘散、何处落下，但却能用力地抓
住每一次生的希望，默默地积蓄力量，等到来
年春天破土重生。

蒲公英的成长
□蔡丽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