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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县张官屯乡西王辛庄
村56岁的李大庆（右前），在
村里跳广场舞已有7年多的
时间。近日，他来到沧州市人
民公园为游人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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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大半辈子为了工作和
家庭忙碌，因此练就了一套早
起的真功夫。有多早？退休后，
我一般都在凌晨4点左右起床；
退休前，比这还要早一些。可
是，退休后，不再为工作奔波劳
碌，我又不会打麻将、跳广场
舞，又不爱逛街，且早起的习惯
已不可改变，那么，我是如何打
发每一天的呢？那就是读书。

读书，是我与生俱来的爱
好，也是熟人尽知的“顽疾”。退
休后的日子里，我除了更加用

心地调剂着全家人的一日三餐
之外，其余的时间，全都用来读
书。十几年来，在文友们的帮助
下，我除了读书，还陆陆续续发
表了百余篇文章，并给许多会
写书、能出书的朋友们校对书
稿数十本。从2019年开始，我还
参与了再版《四库全书》的校对
工作，至今，已经校对古籍几百
万字。这些工作，我大部分是在
住着院、输着液或喝着中药时
完成的。

记得有一次，因第二天要

去住院，我当天必须赶完别人
需要校对的书稿；记得还有一
次，出院的第二天，我就接下了
为他人校对书稿的任务；还记
得因忙着赶写一篇稿子，烧糊
了一锅菜……更有甚者，我还
曾为了帮朋友送文稿，骑着自
行车被飞驰的汽车挂倒。在这
十几年里，仅仅是为了使朋友
们的作品准确无误，我竟然将
三本《现代汉语词典》翻散了
架。听了我的故事，一位并不很
熟悉的开书店的女老板，竟毫

不犹豫地赠给我一本《现代汉
语词典》……

一位好朋友说我是“不要
命的大忙人”。同时还解释：

“‘大’是指心大，忘记了病痛；
‘忙’是指您忙得恨不得一天
能有 48个小时；‘人’是指宅心

‘人’（仁）厚。”他还夸我是个“难
得的大好人”——一是治病招
数好；二是精神不倒好；三是助
人为乐好。在此，我真诚地说一
句：“朋友，谢谢您。有您，真
好！”

春 天 又 到 了 ，柳 丝 轻
扬，桃花盛开，万物有了生
机。

那年，母亲在老屋前面
开垦了一片空地，种了一畦
韭菜。每年春天，新韭就蓬蓬
勃勃地长出来，吐着新绿。

小时候，日子苦，哪有什
么好吃的？母亲就用这些新
韭做成美味给我们吃。

“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
粱”，“春韭满园随意剪，腊醅
半瓮邀人酌”，古人给韭菜赋
予了诗意。母亲没读过诗，总
说：“春韭香，夏韭臭。”从母

亲的话语里，我早早地就闻
到春韭的香味了。

母亲用春韭作原料，费
尽心思为我们做饭菜，让我
们幼小的心灵里充满暖意。
母亲从沐浴着春阳的菜畦里
割来一把韭菜，在我和弟弟
眼前晃动几下，说：“今天做
酸辣韭菜炒鸡蛋喽！”

韭菜是自己种的，鸡蛋
是自家的鸡下的，心灵手巧
的母亲总是把这韭菜炒鸡蛋
做得味道极好。韭菜洗净，沥
干水分，切成段。水淀粉中加
入花椒粉、米醋和盐，调成汁

备用。鸡蛋打散后，炒熟，用
铲子在锅中切碎，盛出。然后
用辣椒面爆香油锅，加入韭
菜，迅速翻炒，再倒入调好的
汁，加入炒好的鸡蛋。母亲做
菜，我和弟弟在一边看得入
神，心里充满了期待。

母亲还买来香干，给我
们做韭菜炒香干。母亲做菜
的方法，我记得十分清楚：先
把胡萝卜洗净，切成丝，再将
韭菜切成段，把它们先后放
入葱姜末炝好的油锅里爆
炒，再加些调料，就成了。一
盘菜里，红、黄、绿都有，十分

诱人，看着就让人眼馋。母亲
做的菜总是好看又好吃。简
朴的菜肴里，透着她对我们
的呵护与疼爱。

春又到，我也在自家小
院里种了一畦韭菜。新韭绿
油油地长在春天里，和春日
的阳光说着心里话。

我把年迈的母亲接过
来，下厨给母亲做了一道春
韭炒鱿鱼。

母亲无私地爱护子女，
我们也用无私的爱回报母
亲。

哦，春韭！哦，母亲！

我的
“李焕英”

王俊喜

看见月亮，就想起了我的“李
焕英”。我的“李焕英”，我的娘，走
了已经15年了。

娘没上过学，就在扫盲班里
学过几个字。但娘很聪明，什么事
都看得开。

大哥在北京，嫂子也是北京
人，俩人都是搞地质的，经常去荒
郊野外，只能把孩子们放在老家，
让娘照看。我们姐妹的孩子们也
是娘帮忙看大的。我深知娘的不
易，只要看见她着急，我就会不顾
一切地帮她。娘的喜怒哀乐，时刻
影响着我。

有一次，爹病了，我和娘守着
爹，谁都没睡觉，说了一夜的话。
娘说，她生我的时候，我爹不在
家。我还没满月，爹就捎话儿回
来，叫娘去北京。那时候，没有汽
车，姥爷就让我们搭上了人家去
北京的马车。正是腊月里，怕我冻
着，娘就把我揣在怀里，再穿上一
件棉袄。“那棉袄，外面冻得硬梆
梆的。”娘一边说着，一边含着泪
笑。看着她那表情，我的心都在
疼。

娘干惯了活，总闲不住。80
岁那年的夏天，娘还去地里割草。
我听说之后，担心她中暑，便急匆
匆跑到地里。找到她之后，我忍不
住哭了。我对娘说：“这么热的天，
您咋这么傻呀……”我帮她割完
了草，她才舍得跟我回家。

那一年的腊月，娘走了，走得
那么突然。我贴着娘那慢慢变凉
的脸，泪水湿了我的脸，也湿了娘
的脸。我知道，娘再也不会给我擦
干眼泪了……我忘不了我的“李
焕英”，常常相见在梦里。

娘的生日和我的生日只差十
几天。这篇文章就是我在娘的生
日那天，写给九泉之下的她的。

父亲是个老书法迷。一
听我说想练毛笔字，他就把
我拉到书桌前，“横竖撇捺”
地一番讲解。

最后，他坚定地对我说：
“像你这样聪明的孩子，用上
一年时间，就可以练好毛笔
字。你跟我学，我手把手教，
你肯定能写好！”

“能写多好？”我笑着问。
“你想写多好呢？”父亲

摘下老花镜问我。
“起码要比你写得好！”
“那不行，那不行。”父亲

连连摇头，“我10岁就开始跟
着先生练字，到现在都几十年

了。你们年轻人啊，做事情总是
急功近利，还没开始就……”父
亲满腹诗书，一手钢笔字和毛
笔字让我望尘莫及。他一辈
子与庄稼打交道，却把我送
进大学。

跟他学毛笔字的几天里，
我悟出了一些为人处世的道
理。父亲首先是教我握笔。

好歹我也在三尺讲台上
站了近 20年，握笔是我生活
的一部分，应该没问题呀！父
亲却把砚台往宣纸上一放，
手握毛笔，要我效仿他的握
笔姿势，从每个手指的位置、
力度、形态，还有身体与宣纸

的距离，都严格要求。经过父
亲的多次纠正，我终于学会
了握笔。

他开始在宣纸上落笔，
教 我 写“ 一 ”。看 到 父 亲 的

“一”字厚重又寂静地躺在宣
纸上，我便迫不及待地落笔。
天啊！毛笔尖软软的，根本不
受控制。我将手指挪到毛笔
的根部，还是找不到着力点。
自己写的“一”字，像生病的
毛毛虫爬上宣纸。父亲看着
我，叹了一口气。

父亲并不同情我，他趁
机抽掉我手里的毛笔：“看
看，力度呢？还敢说自己会握

笔了？任何时候，突然抽你握
着的毛笔都抽不走，你才算
是掌握了握笔的要领和力
度。”

我尊敬父亲的严谨，也
尊敬他对我的耐心。每次我
写笔画“一”，他就边握着我
的手边大声喊：“这‘一’字
呀，就像人的肩膀。你看，我
们挑重担，是不是要用右肩？
右肩是不是要多出力？出力
是不是要稍微往上抬？”父亲
边指导边演示。看着父亲的
肩膀，我的视线模糊了。他的
肩膀清瘦，却格外平稳，就像
他多年来为这个家挑着重担

的姿势。
“好！”父亲看我屏住呼

吸完成的一行“一”字，声音
洪亮地赞叹，“不错，刚刚写
这些字时，你内心安静了，也
理解了‘一’字左低右高的书
写规律。按这个速度，不出一
年，你就可以超过为父。”

父亲在鼓励我练字。他
却不知道，余生，我想以他为
镜，好好做人。

起初，我学书法只是为
了打发业余时间。跟父亲学
写毛笔字后，我才读懂横、
竖、撇、捺存在的生命意义。

跟父亲学书法
刘双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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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暖五个月，温暖如春天，万盛老年公寓欢迎您！
★居住环境优美 ★护理服务细心
★饮食科学营养 ★文化活动丰富 招收自理、不自理老人 常年招聘

护理人员
咨询电话：总部3599799 18230174857 社区分院：8986089 182327185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