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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师傅，您真的很厉害呢！存了那么
多的钱。”

从我记事起，村里人就一直这样赞扬
我父亲。刘师傅这个称谓，是村里人对父
亲的尊称。父亲是木匠，手艺非常好，他经
常利用空闲时间出去接“副业”，三天两头
地到村民家里做家具、修房子，自然会挣到
一些工钱。在那个缺衣少食的年代，父亲
属于先富裕起来的那一部分人。听说，父
亲把钱都存到了银行，变成了储蓄单，珍藏
在一口木箱里面。那口木箱是父亲亲手制
作的，就放在他睡觉的那张床下面，古色古
香，上面有一把大铜锁锁着。我们谁也没
有打开过。

“你们要好好读书，我不差那几个钱，供
得起你们。你们读到哪，我供到哪。”父亲每
次都底气十足地告诫我们。久而久之，我们
都深信，那口木箱里面千真万确地收藏着父
亲的“储蓄单”。

他养育了我们四兄妹。在农村，四个孩

子读书的负担不可谓不重，和我们同龄的孩
子，好多小学都没有毕业就早早地走上了社
会。但父亲却不这样认为，他一直坚持要我
们读书。

也许是望子成龙心切，父亲对我的要求
格外严厉。读高二那年，我不幸染上了麻
疹，发烧长达半个月，休学在家又喝了半个
月的中药，落下一个多月的课程，怕学习跟
不上，遂萌生了辍学的念头，就偷偷地躲在
表姐家里玩了半个月，回家却谎称在学校读
书。不料被父亲知道真相了，他暴跳如雷，
一气之下，一仰脖子，一口气灌下一瓶白酒，
拿着斧头要砸掉床底那口大木箱，恶狠狠地
说：“你不读书才好，你又不是为我读的，我
再也用不着那些储蓄单了，都拿来买酒喝！”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父亲对我发怒。

母亲急忙上前劝阻，父亲这才收起斧
头。我垂头不语，父亲起身把斧头捡起来，
像个孩子似的号啕大哭道：“我还是那句话，
只要你愿意读书，你读到哪里，我砸锅卖铁

也要供你读书，更何况我还有储蓄单！”
我没有辍学，不仅读完高中，还考上了

大学，成为全村第一个大学生。弟妹们也坚
持完成学业，一个也没有落下。

前年的一个冬天，父亲永远地离开了我
们。

回到老家处理完父亲的后事，我们四兄
妹聚在一起，回忆往事。那个大木箱再次被
提起，我们小心翼翼地打开它。眼前的景象
让我们惊呆了，储蓄单不见了，取而代之的
是我们四姊妹的奖状、成绩单和好几个日记
本。

翻开其中一本日记，上面工工整整地写
道：“刘应鸿（红），长子，乳名雪松……”里面
还有一首父亲写的诗《雪夜生子》：瑞气祥光
紫云腾，秀丽山川柳丝青。翠竹一枝报春
早，松柏雪中顶风立。雪夜飞花遍地银，红
云一朵下天门。寒梅飘香别有韵，神童降世
定乾坤。

看完所有的日记，我们被深深触动。那

些日记里满载着父亲的父爱和祝福，他希望
我们成长、成才，他的期望和祝福一直伴随
着我们。我们深感父亲的伟大和无私，也更
加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幸福。

如今，我们四兄妹都已成家立业，过上
了各自的生活。但我们始终记得父亲的教
诲和期望，那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和源泉。我
们会继续努力，不辜负父亲的期望，让他的
爱在我们身上延续下去。当我们回顾成长
的足迹时，我想起了林则徐的名言：“子孙若
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则损其志；子
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增其
过。”我意识到，与其将财富留给无能的子
女，不如用心教育他们，将他们培养成创造
财富的人。

如今，我珍藏着那口古老的木箱，它在
我的卧室中，永远不会被丢弃。因为木箱里
装的不只是财富，更是父亲对我们的爱。这

“储蓄单”不仅代表着父亲的良苦用心，更体
现了父亲对儿女的深深关爱。

□钱春华

夏日的阳光，催开了紫薇的花蕾，先是
一小朵，二三朵，从那葳蕤树丛间亮一下行
人的眼。过了一两天，我站在穿城而过的
主干道一座楼宇的四楼看下去，发现处在
一个拐弯路口的它居然“爆棚”了，变成了
一个直径约五六米的圆锥形花团，就像一
把花伞突然撑开了，就像一条蓬蓬裙被风
鼓起来了，粉紫的一大团。居高临下看去，
不只是赏心悦目，还令人思考。她是如何
在万紫千红的春天隐藏颜色，顿悟摩崖，又
是如何在夏季的某个黎明扬鞭催马，捧给
世人一路繁华？

南国的夏天，高温酷暑没有过渡的序
曲，就像一张弓，说拉满就拉满了。炎热之
下，树上的鸟儿不爱叫了，行人退避三舍，
走在马路上，也是尽量做好防护，面罩、冰
丝袖，帽子、遮阳伞，用来抵抗强烈的紫外
线。汗流浃背之下，紫薇花适时从马路边、
拐角处、公园里，纷纷亮出了自己的圆锥形
花团，仿佛在安抚世人不要急躁。花团看
似温婉无骨，却在强力宣告这个夏季的花
事主题：紫薇花开了！

紫薇花，高不过数尺，花的颜色却各不
相同，有淡紫、粉紫、粉红、玫红、浅蓝等，都
是公主风系列的浪漫色彩。它的花期很
长，自夏初开到秋末，从一朵开到满树繁
花，持续开放的时间约有半年之久，因此，
它又叫“百日红”。

前人曾将紫薇、茶花、六月雪等十八种
花誉为“十八学士”，紫薇花居首。唐白居
易有诗云：“丝纶阁下文书静，钟鼓楼中刻
漏长。独坐黄昏谁是伴？紫薇花对紫薇
郎。”因此，紫薇花一度被视为宫廷花。实
际上，它的生命力很顽强，无论生长在哪
里，都能从容淡定地按时开花。就是头天
晚上遇上电闪雷鸣，暴雨倾盆，次日早上去
看，紫薇花还是鲜花满头，像一个妙龄待嫁
新娘，稳重大方，芳华绝代。

俗语云，人生一世，要生如夏花之绚
烂，死如秋叶之静美。我想，这个夏花，应
当是单指紫薇花。它在万紫千红的春天，
选择了蛰伏，爆叶不爆花，在夏天才出道，
把丰盈清新的锦绣花团，抛给大地母亲，慰
问夏秋之季的劳动者。紫薇花，是春季开
花的逆行者，不将颜色托春风，它当了夏天
的忠实粉丝，赢得了比春花更长的花季。
它的美，不仅具有观赏作用，还净化了尘
世，因为它吸附粉尘、吸收二氧化硫的能力
比较强，是一种环保树，很适合在城市绿化
和工业区种植。

满城云锦落，花开如烟霞。炎炎夏日，
邂逅紫薇带来的浪漫，花满心时亦满楼，美
景宜人也醉心。

清代文学家袁枚的《随园食单》想来都
有耳闻，袁枚在他别致的随园，教人怎么做
菜，怎么评菜，有时还会边尝菜边唱颂诗
文，冶雅俗于一炉。而我母亲的“随园”食
单来得却很质朴，因为母亲常说“今天不知
吃什么，随便去后面园子摘点什么菜吃
了”，这就成了母亲的“随园”食单。

“随园”食单确实随缘。农村每家每户
院里大概都会有些空地，要么圈起来做个
花园，要么种菜，要么就随它去，长什么不
长什么听凭自然。我家后院就是这第三
种，似乎只长杂草，连野菜都不长。隔壁邻
居种了许多菜，吃不完，地里的菜，就让我
们这些邻居随便摘。母亲每次不知做什么
菜时，总会去邻居们的地里转一圈，看见什
么菜长得嫩，什么野菜刚出苗，什么应季的
菜才出第一茬，就掐什么菜回来。母亲最
喜欢掐刚出头的白菜，小白菜叶子水灵灵
的，一掐就出好多水。一棵白菜才两个巴
掌那么大，一般这种小白菜母亲会在阴凉
通风处放一个多星期，水分蒸发了些后，再

炒，真是香甜可口，新鲜的小白菜，反倒没
有那份甜蜜的滋味。不过，这种白菜也不
是每次都能遇见，去晚了，叶子就老了；去
早了，白菜还没成形。菜市场里的白菜，怎
么处理，也没有母亲掐的这种小白菜好吃，
所以，要吃上好滋味的菜，只能是碰上了，
就吃到了，随机性很大。

“随园”食单有时也不是很“随缘”。我
们一家最爱吃的野菜是蒲公英，可偏偏我
们这一片的园子都不长蒲公英。小姨家的
园子倒是经常有，于是母亲每次去小姨家
就会带好几袋蒲公英回来。母亲和小姨把
园子里的蒲公英掐干净后，母亲就会算着
日子，打个电话给小姨问蒲公英长出来没
有，要是刚长出来，小姨有空就会送过来。
刚长出来的蒲公英放点盐和姜丝，冲淡蒲
公英的苦味，炒出来清香脆爽。吃一口蒲
公英再夹一口饭，米饭的稻香和蒲公英的
青草香混在一起，实在美味。

“随园”食单每年都在增加新菜品。
地里的东西年年长得都不一样。邻居们

除了一两样经常种的菜，每年都会种新的
菜，各种各样的瓜，各种各样的豆，各种各
样的果子。多亏了这些可爱的邻居们，我
们家也常常吃到很多新鲜的果蔬。这两
年有邻居在后面养起了鸡鸭鹅这三样家
禽，家畜的粪便让土更肥了，长出来的野
菜也多了。我们旁边两家每餐有吃不完
的饭菜都会喂给这些小鸡小鸭小鹅们，它
们也越长越肥。长到一定时候，邻居就会
提一只肥鹅、老母鸡或者大鸭子给我们家
送来。有一段时间几乎一个月就收到三
四只母鸡，母亲炖好后，也总会盛几碗给
邻居送去。乡下农家自己养的土鸡确实
好吃，母鸡爆炒后，放入生姜炖一个小时，
出锅放点盐，味道特别鲜美，鸡汤也非常
甜。由于这些鸡经常到处在园子里跑，肉
质也很嫩。

母亲的“随园”食单虽不及袁枚的雅
致，却更显生活的本质，那就是在平凡岁月
里简单而质朴地生活，在日常的琐碎里平
静而悠闲地品咂一切。

母亲的“随园”食单
□刘平安

清和浅夏芳正茂
□汪小科

初夏迈着轻盈的步子走来了。清新的空气
里夹着些许燥热，把一个热情的季节悄悄带进
了大自然。

初夏的阳光明媚而不刺眼，柔和地洒满大
地，将更多的绿意唤醒。渐渐地，树叶翠绿起
来，青草碧绿起来，瓜果油绿起来……铺天盖地
鲜活的绿，构成了夏天的基色。此时，百花也开
得更盛。你瞧！丁香花、蔷薇花、月季花……竞
相绽放，以排山倒海之势，扮美了整个初夏。

随着阵阵暖风吹过，繁花落尽，满目苍翠。
湖中的水也暖了，泛舟湖上，可发现僻静的一角
鸳鸯戏水惹鱼藏，柔柳和风惬意浓。城中布谷
鸟的歌声空灵、悠远，惊醒了异乡游子的思乡
梦。即使听不到初夏乡间的蝉鸣鸟叫、蛙声阵
阵，他们也能躲进亭台楼阁，倾听那酣畅淋漓的
雨声，感受大自然的活力。待雨后初晴，再绕过
城市的霓虹，携着爽意走进万家灯火。乡里人
在去往田野的小路上，面前有一眼望不到边的
绿色铺展开去，那是长势喜人的各种庄稼，是农
家人的希望。还有那上山采蘑菇、挖野菜的，四
下里一片生机盎然。这即是初夏的烟火情趣。

初夏的小城，没有太多喧闹。鸟儿的清歌
把游子的思绪吹远拉长。除了听雨，人们还可
以在柳树下乘凉，折柳寄情，抚慰乡愁。不过，
当傍晚路过街边的河塘时，那醉人的晚霞和野
花的幽香就会将你重重包围，让你心旷神怡，忘
却愁绪。初夏的乡村，也没有太多嘈杂。你可
以躺在田间，闻着淡淡草香，任思绪飘游。也可
以漫步月下，任微风与溪流带走绵绵的遐思。
还可以驻足小桥边，和着轻风，向月光诉说心
事。此时，乡村的夜空也格外深邃，对着满天繁
星许个愿，便能卸下忧思。次日清晨再重新出
发，迎接新的生活。初夏，就是这样情思细腻、
浪漫深沉。

初夏，没有春生的喜悦，没有酷暑的炽烈，
没有金秋的绚丽，也没有寒冬的萧瑟，它清明宁
静、从容淡定、厚积薄发。这就如我们身在喧嚣
浮躁、变化万千的世界，学会安之若素、宁静致
远，方能活出自己的人生风采。

闲适，是每个人都渴望拥有的生活状
态。它并非指无所事事，而是指心态的宁
静与从容，是生活的诗意与韵味。正如古
人所言：“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
月。”在闲适的心境中，我们能够感受到生
活的美好，品味出人生的真谛。

闲适的生活状态，让我们有机会远离
尘嚣，静下心来品味生活的点滴。“掉落深
井，我大声呼喊，等待救援。天黑了，黯然
低头，发现水面满是闪烁的星光。我总在
最深的绝望里，遇到美丽的惊喜。”台湾画
家吉米在《希望井》中如是写道。生活中难
免有沉于深井时，被繁琐弄得焦头烂额。
然而，当我们放慢脚步，细细品味生活的每
一个瞬间，我们会发现，原来生活中充满了
诗意。无论是春天的花开、夏天的蝉鸣、秋
天的落叶，还是冬天的雪花，都是生活的馈
赠，都值得我们去珍惜和感慨。

闲适的生活状态，让我们有机会反思
自己，思考人生的意义。请看陶渊明，高山
之巅，他闲适自得，登高舒啸；清流之畔，他
心境旷达，醉卧赋诗；南山之下，他意趣恬
适，悠然采菊，他的诗意人生令人心灵净
化。而自得与闲适更铸就了苏轼一代文豪
的豪迈豁达，纵然是料峭春风吹拂，他依旧
是“一蓑烟雨任平生”。如今，在这个快节
奏的社会中，我们很容易迷失自己，不知道
自己真正追求的是什么。然而，如果我们
能像陶渊明、苏轼一样，让自己的心境闲适
下来，思考自己的内心世界，找到自己真正
想要的东西。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规划
自己的人生道路，追求自己的梦想和目标。

闲适的生活状态，还能让我们更好地
享受家庭、友情和爱情。在现代社会中，人
们常常被繁忙的工作和生活所困扰，疲惫
的身心急需找到一个宣泄的出口，而闲适

的生活状态正是这个出口。当我们的生活
变得闲适，我们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家人，分
享彼此的喜怒哀乐，让家庭成为我们心灵
的港湾。我们可以在周末陪家人一起去公
园散步、旅行，或者一起参加各种亲子活
动，增进亲子间的感情。这样的家庭生活，
让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与家人共度的时光。
同样，友情、爱情也需要闲适的心态才能享
受美好的人际情感。因此，在闲适的心境
中，我们能够与家人、朋友和爱人共度欢乐
时光，分享彼此的喜怒哀乐。这样的生活，
充满了温馨和幸福，让我们感受到生活的
美好和充实。

闲适是人生的诗意。在闲适的生活
中，我们能够品味生活的美好，思考人生的
意义，享受家庭、友情和爱情。让我们放慢
脚步，静下心来，感受生活的诗意和韵味，
让生命绽放出更加绚烂的光彩。

闲适，是人生的诗意
□黄金铎

今年 4 月初，故乡情——王三村 60 后
姐妹兄弟联谊会在乌兰察布宾馆成功举
办。我们在这里欢聚一堂，共同欢庆我们
这一代人离开家乡数十年后的首次聚会。
在这两天相聚的特殊日子里，我难以抑制
发自内心深处的激动、高兴和感慨。

我们这群60后的同乡，早已在繁忙的
生活中各自奔波，很少有机会聚在一起。
但这次的聚会，仿佛让我们回到了那个纯
真的少年时代，重温那些无忧无虑的日子。

报到那天，我们早早地来到了乌兰察布
宾馆。看到彼此熟悉而又略显陌生的脸庞，
心中涌起的情感难以言表。我们相互拥抱，
仿佛要将这么多年的思念都释放出来。

大家纷纷拿出手机，记录下这难得的
时刻。镜头前的我们，笑容灿烂，眼神中充
满了对过去的怀念和对未来的期待。晚宴
上我们又一起唱起了那些年代的老歌，歌
声和欢声笑语勾起了我们无尽的回忆。我
们跟着音乐摇摆身体，任记忆重回当年那
激情燃烧的岁月。

我们围坐在一起，分享彼此的生活经
历。有的讲述了自己的奋斗历程，有的分
享了自己家庭的幸福趣事，还有的聊起了
对未来的规划。我们倾听着彼此的故事，

享受着那份真挚的情感。这一刻，我们仿
佛不再是那些忙碌的花甲老人，而是一群
怀揣梦想、充满朝气的少年。

我们这一代60后，可以说是见证了国
家从贫穷走向富强的历程。在那个艰苦的
年代，我们憧憬未来，努力学习，希望用知
识改变自己的命运。我们曾在同样的时代
背景下离开家乡去奋斗拼搏，成为各自领
域的佼佼者。我们中有品学兼优走进高等
学府，而后学业有成奔赴社会各界的精英；
也有外出创业发展，拼搏在各行各业的前
沿，功成名就的游子；还有远嫁他乡，夫唱
妇随，用她们的智慧和美丽为远方的家园
增添光彩，打下一片天地的美女；更有那些
守望乡土朴实的乡亲们，他们用勤劳智慧
的双手，走现代科技农业的道路，取得了丰
硕的成果，谱写了丰收的篇章。今天，我们
从不同的地方相聚而来，正因为我们共同
的出席，让我感到特别的温暖和欣慰。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虽然我们这一
代人经历了无数的艰辛和挑战，但是我们
从未放弃过自己的梦想和追求。我们曾经
为了生活而奋斗，为了家庭而拼搏，为了国
家而奉献。我们曾经有过欢笑，有过泪水，
也有过迷茫和困惑，但是我们从未忘记过

自己的初心和使命。
我们在这里相聚，不仅仅是为了庆祝

我们的成长和成功，更是为了重温我们那
些难以忘怀的青春时光，在情感中重新拾
起那些曾经有过而今已逝去的美好年华。
我们的根永远深扎在乌兰察布这片土地
上，无论走到哪里，无论取得了多大成绩，
无论通过艰辛奋斗积累了多少财富，我们
都不会忘记自己的故乡和乡愁。

我们的父辈给我们留下了优良传统和
美好的风俗习惯，生咱养咱的王三村是个
互爱、互助、互敬，人气十足的村庄，民淳俗
厚，我们要把这风土人情和民俗文化传承
下去，让我们一起为故乡的发展和进步贡
献自己力所能及的力量。

聚会结束时，我们依依不舍地告别。
虽然相聚的时光短暂，但我们的心灵却得
到了极大的慰藉，我们能够在忙碌的生活
中找到这样一片宁静的港湾，让心灵得到
了满足和休憩。这次聚会让我们深刻体会
到了乡情、友情的可贵和岁月的峥嵘。我
们约定，无论未来走到哪里，都要保持联
系，共同关注、见证彼此的经历和变化。

我相信，这次聚会将成为我们一生中
非常难忘而美好的回忆！

扑克里的幸福
□付琳

父亲兴趣爱好很广泛，尤其爱收藏扑克，小
小的扑克是他探索生活乐趣的挚友，更是他记
录光阴流年的笔记。

2005年，父亲在九寨沟的纪念品商店第一
次见到了收藏扑克。父亲拿起这个看一看，又
仔细端详另一个，脚步再没有挪动。虽然价格
昂贵，父亲还是一狠心买下了几十副扑克。回
到家，第一件事就是跟我们分享他精挑细选的
宝贝：“猜猜我在景区发现了什么？是收藏扑
克，这可和平时的纸牌不一样呢……”父亲拆
开塑封膜展示着：“看，这张是五彩池，这是珍
宝滩瀑布，这副牌是大熊猫的。”跟随着父亲的
讲述，我们好像看到了翠海、叠瀑，穿过了彩
林、雪峰……父亲发现的“新大陆”为我们一家
人带来了生活乐趣。

后来，父亲在 2007 年加入了中国扑克协
会，还因此收获了一副特殊的扑克，是扑克协会
印制的《中国扑克藏家108将》。一次，父亲和
我聊起他的收藏，特地拿出这副牌，翻开第一张
大王递给我：“我被评为全国优秀收藏家时，是
这位李维刚大爷给我颁的奖。”父亲神采奕奕，
额头和嘴角两旁的皱纹里似乎蓄满了笑意。翻
到红桃7时，我看到牌面上有父亲的漫画头像
和名字，惊喜地念起简介来。父亲满脸喜悦，像
是灌了一瓶蜜，举手投足间都带上轻快的节
奏。此刻，扑克牌仿佛成了时光电影中的一帧
帧画面，每一张都记录着难忘的回忆。父亲的
沉醉好像在告诉我，生活的乐趣要去发现、去了
解，起初可能是无心插柳，待到柳树成荫，幸福
自然如泉涌一样。

亲戚朋友知道父亲痴迷扑克收藏，所以总
会在出差或旅行时给他带回各种各样的扑克。
有一次，父亲的同学给他带回一副苏州园林主
题的扑克。父亲很开心，还带着同学参观他的

“扑克展柜”。让父亲引以为傲的是他已经拥有
一万多副、四千多类扑克了。父亲打开柜子，取
出来之不易的宝贝，捧在手心，兴致勃勃地和同
学分享着收藏经历：“收藏这副牌花了我不少工
夫，光跑古玩市场就不下四五趟。摊主不卖，是
我用绝版扑克交换的。”父亲的扑克像是他记录
生活的日记，里面有秀丽的风景，深厚的友谊，
还有执着的付出，更有一颗善于发现生活乐趣
的心。

父亲的探索精神，许是一种天真的能力，与
扑克的邂逅，让他对生活的热忱得以安放，父亲
从此开怀、生动起来，而我们也因此变得蓬勃、
鲜活。

不知何时，你笔直的背
弓起了一座山。
我知道，那是生活的重压
让你崛起的坚强。
你的执着与不屈，
流淌着一条滚烫的河。

不知何时，你的脸颊
布满了皱纹。
我知道，那是岁月的风
冲刷的沟壑。
纵横的沟壑，蕴藏着
辛酸与苦涩，
也孕育了你一辈子的期盼与渴望。

不知何时，你的头发
被慢慢染白。
我知道，那是流年的霜
在渲染你的沧桑。
那白，凝重、深沉，
到处涂满了慈爱的光……

父亲的爱
□郭振亮

父亲的“储蓄单”
□刘应红

温暖而欣慰的欢聚
□张英

路口的紫薇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