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十有感
□ 郭宗考

少年有志未曾酬，
风霜相逼催白头。
意志消磨尘埃定，
已知天命复何求。

人生难得贵适意，
莫让时光空自流。
闲邀同伴踏歌行，
且向三山神仙游。

幸 运 大 奖
□ 李学英

还没到年底， 顺利公司却提前一
个月举办了一场有史以来福利最为诱

人的联欢晚会。
“今晚， 主动上来唱第一首歌的

人， 将会得到由神秘人提供的神秘大
礼包！ ” 主持人话音刚落，员工们便哄
抬着， 将向来喜欢唱歌的宋向来推上
了舞台。

“接下来是传球节目。”主持人说，
“等一会儿我把球传下去， 音乐停时，
球还在谁的手里， 谁就能得到由神秘
人提供的神秘大礼包。 ”

音乐起，大家挨个传着球，当球落
在宋向来手里时，音乐声戛然而止，众

人便都吆喝着将他推上大舞台。
“今晚的压轴节目，将由我们的总

经理亲自来为大家抽奖。”主持人从后
台推出一个透明的玻璃箱子说，“咱们
顺利公司所有员工的名字都在里面，
一会儿抽到谁的名字， 谁便能得到神
秘人提供的 28888元的年终大奖！ 现
在，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总经理
上台抽奖！ ”

总经理笑着把手伸进箱子， 大幅
度地搅动了一阵后抽出一张， 朗声宣
布 ：“今晚的幸运星是我们的电工师
傅———宋向来！ ”

掌声、尖叫声、欢呼声顿时响彻了

整个会场。
新来的员工小许戳了戳身旁的林

大姐说：“大姐，你有没有觉得，今天晚
上 ， 这宋向来师傅幸运得有点儿邪
乎？ ”

“你可能不知道，宋师傅的老婆一
个月前查出患上乳腺癌。 大家本来给
他凑了手术费， 可他说大家都是打工
的， 挣点钱不容易， 说什么也不肯接
受。 所以，我们只好以公司的名义，与
神秘人一同合办了这场联欢晚会。 ”

小许听了， 感动得眼泛泪花说：
“那抽奖箱里的所有名字肯定都是宋
师傅了，大家肯定也都是神秘人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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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缸荷与一缸菱
□ 许冬林

从前，在院子里养了一缸荷花。 春三月，
荷钱出水，亭亭举起一个个卷轴，慢慢在日
子里摊开，成了小小的荷叶。 早早晚晚，我就
喜欢在那缸新荷边转悠。 忽一日，觉得应该
给这一缸荷请来一个邻居，不然显得太孤单
了。

我一直觉得，在植物的世界里，水生植
物是最有仙气的，如菱，如荷，如芦苇，如菖
蒲……

就想到了养一缸菱角。 生活在水乡，寻
菱不难，春末夏初，菱角秧浮出水面，密了，
会被农家扯上来，扎成一把，拎到菜市场卖。
那菱角秧的根下常常还悬着一个牵肠挂肚

的黑色老菱角。
我就买了一把菱角秧，又辗转寻来一口

大陶缸，填了土，灌满水，种上菱角，让它陪
在荷缸旁边，让荷与菱从此在对望中生长。

初夏的阳光无比明媚，特别有利于植物
生长。 荷缸里，荷叶一片片挺上来，仕女游春

一般，风起时，翠色罗裙飘扬。 菱缸里，菱角
的叶子渐渐就要铺满水面，它的叶子表面仿
佛滚了一层蜡，闪耀着光亮。

这是一对相宜的邻居，仿佛两个气息相
近的女子，彼此皆不寂寞。 下雨的时候，雨水
打在荷叶上，点点滴滴，泼泼洒洒，我仿佛听
到荷叶们在讲一个悠悠远远的故事，讲给菱
角听。 不起风也不下雨的时候，荷与菱就各
自静静生长着。 有时候，小蜻蜓从荷叶上飞
起，飞进了菱缸里，落在翘起的菱角叶上，仿
佛殷勤的信使。

夏末秋初，荷叶丛中一只只阁楼似的小
莲蓬躲躲闪闪。 摘莲蓬，剥莲子，给小儿吃，
自己也吃。 莲子清甜细嫩，仿佛初心。 菱缸
里，碎碎小小的白色菱花开过，粉红紫红的
大菱角也隐身不得了。 原来，荷与菱，都不曾
虚度光阴，都捧得出自己的果实。

既是风景，也实用，两缸植物，在彼此的
相伴里，让各自的生命呈现出最大的张力。

就这样， 两口最朴拙的大陶缸之间，我
的光阴，就像诗句里的江南，是莲也多，菱也
多，水也多。 当然，小心思也多。

常常会恍惚，是一缸菱陪了一缸荷？ 还
是一缸荷陪了一缸菱？ 是我陪着这两缸仙气
袅绕的水生植物？ 还是这两缸水生植物陪着
我度过了寂寞的光阴？

在看荷赏菱的时候， 我的内心是饱满
的，不觉得自己遥远，不觉得自己卑微，只觉
得生之无限美好。 这美好的感觉给人带来静
静的欢悦，让人在欢悦中不忧不惧地生长。

生命，许多时候需要一种对望，就像荷
与菱，就像我与两缸水生植物。 我们并不总
是孑然一身，我们需要有一个气息相近的生
命，不远不近，与自己默然对望，无须多言。
在这样的对望中，我们深深感受到自己正独
一无二地存在着，感受到时间的流动里充盈
着芳香和深远的情意。

有一年冬天，是深夜，我开车三个多小

时，穿过覆盖了深雪的柏油路回家。 那一天，
我和几个朋友在一起。 是那种气息相近的朋
友，他们为我接风洗尘。 窗外雪下得大了，路
上雪积得更深了，可我一点都不急。 我愿意
大雪封路，把朋友困守在一壶热气腾腾的茶
前。

在时间的无涯的水泊之上，我和我的朋
友，彻夜长谈。 我们是菱，是荷，是芦苇，是菖
蒲……我们默然对望，彼此珍重。 我们珍惜
一次偶然的小聚，即使大雪压境，也不愿意
轻易言散。

我大约是个两栖动物， 水生陆生都好。
有时候，我热爱我这种纯正的孤独，不愿意
被人打扰；有时候，我希望自己是一缸婆娑
葱翠的荷叶，身边有一缸默默无言的菱在陪
着。 在最热闹的场合，我是一座寂寞的岛屿，
独自怀拥万千孤独，只与头顶的星光相望。

在最孤独的光阴里，我努力长成一缸茂
盛的荷，静静地等待着、相信着……

→散 文

初秋的气息
□ 杜学峰

午后窗外的阳光火辣辣的，庭院里的向日葵宛如被梵
高的画笔泼墨一般，浓烈炫目，个性张扬。 向日葵在太阳的
直射下，高昂头颅，追随着自己的梦想。

轻掩纱缦，将酷热关在窗外。 一盏清茶，两只茶盅，兰
香淡淡，心静如水。 剪一段时光泊入心海，任往事消融；掬
一捧清风静置身畔，让曾经再现。 秋日，就这样徜徉在唐诗
的魂魄里，静守在宋词的韵律中。

一直以来都喜欢品味唐诗那陶醉心灵、 荡涤魂魄的
清雅， 喜欢柔婉简约、 绮丽圆润的宋词， 喜欢写清澈安
静的文字， 喜欢将凝重的岁月过得简单清新， 喜欢像孩
子般将唐诗宋词中的那一朵朵含露的花儿、 一枚枚青翠
的树叶、 一株株碧绿的小草揽于怀中， 与它们一起穿行
在书海中， 细细品味漂泊的滋味， 静听生命的呼吸， 感
受幸福的气息。

在这个初秋的午后， 在唐诗宋词中邂逅那些深深浅
浅的记忆， 可以说是一种奢侈的享受。 我常常想， 在当
今社会 ， 身边能有三五个可以在一起谈诗论文的朋友 ，
是上苍对我的怜爱。 这三五个朋友， 可以是平日里时常
聚在一起海阔天空谈天说地的， 可以是不常见面却彼此
牵挂的， 也可以是神交已久却未曾谋面的。 只要心心相
印、 息息相通， 无论是宋朝那个在窗下独酌、想着人比黄
花瘦的女词人， 还是那个难耐心中激愤，“小楼昨夜又东
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的李后主，都会为我们的灵魂找
到一块可以安放的处所。

苍绿的时光、寂静的古墨、消逝的历史虽薄凉难当，但
泛黄的书页上，还有余温从指尖轻轻滑过。 何时何地，我们
能忘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渊明？ 何时何地，我
们能忘了“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周敦颐？ 何时
何地，我们能忘了“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的陆游？

生活是一条温暖而躁动的河，生命是一次平淡而孤独
的旅行。 给心灵开扇窗，让心中的爱与暖慢慢汇聚，漫过忧
伤与不快；给自己留一点转身的空间，抛开繁杂与尘世、缱
绻与笔墨的幽香；给自己留一点梳理心绪的时间，闲时捧
一杯清茶，享受一份悠闲与惬意，让心静静地泊在那一片
澄明中，以一种简单的态度，活出一种独特的韵味。

岁月如水，无声无息地冲刷着年轮的河床，生命之歌
就像一条潺潺流淌的小溪，跌跌撞撞却一往无前。 行走在
五味杂陈的人世间，静谧之时大多是在和灵魂深处的另一
个自己对话。 不想让自己背负太多的纠结，那就把身心交
给纯净的大自然吧，让思维放牧于月光之下，静静地呼吸、
遐想、轻吟，轻轻地闭上双目，在风中忘我，翩然飞舞……

流光易逝，淡如烟云。 人生最朴实、最单纯、最平淡的
幸福，也最值得珍惜。 无论红尘怎样喧嚣，人生如何苦累，
请放慢脚步，审视自己，在人生的渡口，让我们和最好的自
己相遇。

溜 瓜 记
□ 文夫

农村流行一句话，生瓜梨枣，谁见谁咬。
也就是说，夏天地里树上长的瓜果，不经主
人同意或瞒着主人拿点吃点， 虽然不甚光
彩，但也不是多大的事儿，与偷是截然不同
的概念 ，因而对此行为 ，不叫偷 ，而是称为
溜。 一个“溜”字，显示了人们的宽容。 所以，
夏天一到，顽童们三五一伙，时不时地悄悄
去溜瓜果， 就成了贫困生活中的一件趣事。
当然，干这事的多是男孩。

酷暑时节， 坐在空调屋里烦闷无聊之
中，不由想起了幼时那次溜瓜的经历。

那时还兴生产队， 村里的地大多种庄
稼，只留一小块地种瓜。为防人们去溜瓜，瓜
地周围不种容易藏身的高粱玉米，多为红薯
萝卜一类低矮的作物，视线开阔，利于看护。
瓜地中央，常用苇席树枝搭起一个简陋的窝
棚，俗称瓜棚，让看瓜人用以防晒避雨。看瓜

人坐在棚内，可清楚望整个瓜地。 对这块
地，我们垂涎已久，白天常以割草为名，向瓜
地方向运动。 见有小孩来，看瓜人非常警觉，
不等我们走进瓜地，他就走出瓜棚，大声地
吆喝：“一边去，一边去，离远点儿。 ”几次尝
试不成，几个人有些泄气，又不甘心。 这时，
玩伴中的头领汤司令说，晚上去。 之所以叫
他汤司令， 是因为他比我们几个大两岁，胆
子也大， 长着一对深眼窝和两个大门牙，有
点像电影《地道战》中的伪军汤司令。 一说晚
上去溜瓜，几个人不由得又兴奋又紧张。 一
个平时就小胆的一听 ， 说话立马不连贯 ：
“那，那，那啥时候去？ ”汤司令瞪他一眼，豪
气地说：“喝罢汤来找我。 ”

晚饭后，夜色朦胧。 几个人凑到汤司令
家大门外，汤司令说声走，就领着我们到了
村头打麦场上。 然后，他爬到场边柳树上，折

下几条树枝，编成圆圈，让每个人戴到头上，
像那时电影里我军战士打仗的样子。 汤司令
看大家戴好， 说：“都跟着我， 谁也不许说
话。 ”这天晚上没有月亮，天上的星星一闪一
闪，像无数双眼睛，风吹得路边的高粱叶哗
啦啦响。 心里虽有些害怕，但又不敢吭声，只
好跟着他走。 快到时，汤司令向后一挥手，随
后弓下腰，放慢脚步。 几个人见了，也学他的
样子，悄悄向瓜地摸去。 夏天的夜并不很黑，
去得又早，看瓜人正坐在瓜棚外乘凉，见有
几个人影，猛喝一声：“干什么的？ ”这一喊不
要紧，先是那个胆小的扭头撒腿就跑，他一
带头，其他人也跟着往回跑。 快到村口时，汤
司令说：“刚才去得早了，等一会儿再去。 到
时谁也不能乱动，特别是你。 ”说罢，他用手
指指开始先跑的那个。

心里想着吃瓜的事， 也顾不上瞌睡，几

个人就坐在打麦场上等啊等。 不知过了多
久，困意终于袭来的时候，汤司令催大家快
起来。 大家揉揉迷迷糊糊的眼，站起来跟着
他走。快到瓜地时，汤司令说：“趴下。 ”然后，
他向前爬去，就如电影里解放军匍匐着摸向
敌人阵地一般。 爬到了瓜地边，先停下静静
观望， 仍像解放军在敌人阵地前潜伏一样。
爬的时候不觉怎样，这时一停下就感到蚊叮
虫咬得厉害，又疼又痒，只好咬牙坚持。 等了
一会儿，见瓜棚里没动静，汤司令抬起右手
往前一挥，几个人继续爬。 爬着爬着，手就碰
到了圆乎乎的东西———瓜。 也不管熟不熟，
先摘下来再说。 手小瓜大，多了也拿不走，又
怕时间长了被发现，因此赶快摘两三个扭头
就往回爬。 待爬到离开瓜地一段距离，两只
手托着瓜慢悠悠地站起来，然后抱在胸前紧
紧搂着，恐怕掉到地下摔烂了。 好不容易一
步一晃地走到村口，恰巧碰到正寻找我们的
大人，被狠狠训斥一通，各自赶紧回家睡觉。

第二天早上起来，见手上腿上起了几个
红肿的包，还有几条长短不一的血印子。 这
时也不顾身上的疼啊痒啊，找到夜里没顾上
吃的瓜一尝，真苦！ 苦得上下嘴唇直打哆嗦。
哎哟，娘哎，好不容易溜来的瓜却是个生瓜。
从那之后，再也不跟人去溜瓜了。

甜掉牙的记忆
□ 雷斌

现在的年轻父母，总是叮嘱孩子少吃甜食，担心坏了牙
齿。 而我小时候没有这种禁忌。 相反，甜食是我童年最渴盼
的美食。

小时候最盼过年，也盼家里来客人。
客人来，不会空手进门。少则一把糖块，多则一袋糕点，

都是甜食。过年的麻叶、饼干、玉兰片等，也无一例外都是甜
食。

秦湾的舅妈来了，穿着一件灰灰的对襟衫，一条深蓝又
略显泛白的粗布裤。 母亲见了，满脸喜悦，一边问长问短地
将舅妈迎进门。 我眼巴巴地瞅着舅妈从口袋里掏出一把糖
块放到堂屋的方桌上，却不敢贸然去拿。 母亲说过，客人带
来的礼品，是不能当着客人的面吃的。 母亲早已走近鸡窝，
捡起四个鸡蛋去给舅妈打鸡蛋茶了。

鸡蛋红糖茶，是我们老家待客的礼数。 鸡蛋，不能是两
个。因为，“二黄”是故乡骂人的话。四个荷包蛋，含有四季发
财的美意。

母亲煮好四个荷包蛋，放上两勺红糖，将满满的一碗鸡
蛋茶双手奉给舅妈。 然后， 母亲招手把我叫到厨房， 从锅
里盛出一碗水， 放一勺红糖， 叫我小心喝。 煮过荷包蛋的
水， 漂着薄薄的蛋花。 我美美地喝着， 那鸡蛋的香、 红糖
的甜， 真是沁人心脾。

堂屋里舅妈的一碗鸡蛋茶一定是吃不完的。 她总是在
动筷之前，将我喊到身边，将其中的一两个荷包蛋，拨拉到
我碗里。那荷包蛋，就像白色的荷花一样漂亮，中间的蛋黄，
是流淌着蜜汁的花蕊，好看又好吃。

方桌上的糖块，母亲收进了箱子里，留着以后走亲戚时
用。当然，母亲也会从中拿出一两颗糖块，放到我手上。我小
心地剥下那花花绿绿的糖纸，放进书里压平展了当书签。糖
块是从不咬碎了吃的，而是一直含在嘴里轻轻地吮，从傍晚
一直吮到夜浓。

要过年了，母亲最繁忙的是熬麦芽糖。
煮一大锅碎米糊，里面放进早早晒制好的麦芽。母亲在

灶膛添柴，在锅里翻搅。 差不多从天黑熬到午夜，母亲才将
熬好的碎米糊一瓢一瓢地舀进纱布袋， 放到一个担架似的
木架上，使劲地揉、挤、压，最终擂出大半盆的浆汁来。 将浆
汁回锅，继续熬制。 锅里沸腾的浆汁渐渐少了，颜色却由白
而赭，由赭而棕红了。

母亲熬糖，我就陪着熬夜，一直熬到那香香稠稠的糖稀
起锅了，我便用备好的竹签搅起一大坨来，又嗅又舔。 那香
香甜甜的滋味，没有语言可以形容。

母亲是我们村子里的熬糖高手。整个腊月，母亲不是去
东家帮着下麦芽， 就是去西家帮着看火候， 脚如风车转得
快，脸如膛火一样红。

母亲一生勤劳、友善。她用生命的苦汁熬制出的一坛坛
一罐罐蜜糖，香甜了我的味蕾，温暖了我的童年，成为滋养
我人生的重要养分。

强国论
□ 罗继生

人无信不威， 事无
信不道。 天之大轨束而
久，国之大民公则繁。 文
敛武惜！ 令行政通，正正
则拳。 无豺虎无觉于危，
有强敌更有动力。 态端
无事不公， 公利无所不
畅。 族雄威猛而震，强国
求索漫漫。

欲要强其国， 先要

强其人。 欲要强其人，先
要强其身。 欲要强其身，
先要强其志。 欲要强其
志，先要强其心。 欲要强
其心 ，先要空其脑 ， 浴
其身心之纯洁， 洗涤贪
欲之杂念， 唤起公益之
善心。 民公群正， 力齐
国之强也， 战之无不胜
也。

→长堤短歌

→漫步经心

→千 千 结

→袖珍小说

→流年光影

上学去 （摄影） 苗青

荷之韵 （摄影） 汤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