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菊香如故
■郑晓红

母亲的针线笸箩
■崔学政 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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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冬】

冬季来临，飞雪飘落大江
南北。雪，作为一种自然物象，
风韵与品格被人们所喜爱并
颂扬。它是水的另一种形态，
具有水的滋润万物的特性，却
又不像水那样，只往低处流。
它既飘洒山岗，也飞落沟壑。
雪之韵，万般风情，曼妙迷醉。

——童如珍

【雪之韵】
初冬的韵味，在一片片巴

掌大火红色枫叶上渲染，在一
枚枚如扇子的金黄色银杏叶
上闪耀，在一条条缓缓流淌
的小河中吟唱……初冬的韵
味，值得好好欣赏，细细品
味。沉浸在初冬的韵味里，就
犹如饮了一杯上等的酒，那滋
味儿——醇厚而悠长。

——刘代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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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火人间

【老柿子】

老柿子静静地挂在枝
头，冬日的寒风不停地吹
着它。它依然挂在那里，没
有坠落。一阵又一阵寒风
吹过，它随风飘摇，一切
都是那样从容。它被秋天
遗忘，在寒风里，像是一团
火，把萧瑟而灰暗的冬天
点缀得无比生动而妩媚。

——王吴军

雾真大，整个世界蒙上了一层灰色。推开家
门，客厅盛开的菊花让人眼前一亮。我径直过去俯
身轻抚它，那淡淡的清香，让我不禁想起了那个冬
天。

那日格外阴冷，表大伯却蹬了十多里地的三
轮车来送菊花。五彩缤纷的菊花煞是好看，给屋
子增添了勃勃生气。父亲说：“这么冷还来送花。”
大伯说：“菊花开得正好，今年我多栽了几个品种，
给喜欢的亲戚朋友分分。”

大伯性情质朴、淡泊名利，用“人淡如菊”来形
容再合适不过。他教书几十年，退休后除了看书、
练书法外，最大的兴趣就是种花了。大伯家西跨院
的大棚里，即使在冬天，也总能看到花影簇簇。光
菊花就有 100多盆，种类繁多，五颜六色，每一棵
都十分水灵。我不禁感叹大伯侍弄它们得有多辛
苦，但他却沉醉在养花人独有的乐趣之中。

大伯说，原本他拉了8盆不同品种的菊花，可
半路上遇到一个环卫工人，直夸花美，想买一盆。
听大伯说不卖，便遗憾地说：“我母亲最喜欢菊花，
可我总没空去买。看您的花这么水灵，就特想买一
盆，贵点也行。”大伯一听，爽快应允：“这样啊，那
你拿一盆吧，尽管挑。”那人感激得想要付钱，可大
伯坚持不收。

我随口问道：“给的什么颜色的？”大伯说：“中
间是灰色，外面略带粉红色。”我下意识地问：“不
会是上次那个新品种吧？尺把高，只有两棵？”大伯
说：“对，就是它。”我说：“那颜色多稀有啊，随便给
一盆不就行了吗？”大伯笑了：“我分栽了几盆，只
是株还小呢。你要喜欢，回头我把家里那棵送你。”
我连忙婉拒，大伯又说：“我见她孝顺，而且她不拣
最鲜艳的，而是挑了一盆最小但颜色不常见的，可
见是个爱花、懂花的人。遇到会赏之人，再好的花
给着也不心疼啊。”

大伯说：“花再美，也只开一时。有的人或许只
在它开得最旺盛时欣赏，日子久了，恐怕就会任其
凋谢。而真正懂花的人则会精心照料，想办法延长
它的寿命,体会个中乐趣。正如人的一生中，会遇
到形形色色的人。但真能遇到懂自己的人，也着实
不容易。一旦遇到，一定要好好珍惜，不要等失去
才空留遗憾。”

后来，大伯在菊花盛开的时节去世了。他的一
生热诚而淡然，如菊般明朗盛开、悄然离去，留下
一世的泠泠香气。

空气中传来幽香阵阵，在盛开的菊簇间，我仿
佛又看到大伯弯腰侍弄花的身影，似乎从未离开。

花开诗旅

田野的虫鸣

在月夜里分外动听

我聆听着

月光触摸窗棂的声音入梦

月光喂饱了乡村的夜

我无数次跑到院子里

跑到村外

跑到寂寥的田野边缘

和月光近距离接触

离开家乡的前夜

我打开我身体

像收纳行李一样

尽可能地装纳家乡的月光

我相信家乡的月光

能在我未来的日子里

像父母种植的粮食一样

滋养我的肠胃

温暖我未卜的前途

月光
■尚庆海

同学聚会
■高立树

远在外地工作和生活的同学回
家探亲，提议搞一次同学聚会，大家
欣然应允。

包房中，早来的同学三三两两坐
在一起，有说有笑。突然，响起“咚咚”
的敲门声，门被轻轻推开一道缝隙。
小林探头向里张望，扫视过一遍既熟
悉又陌生的身影和面孔后，便闪身挤
了进来，略带生怯和欣喜地与同学们
一一握手寒暄。

有的同学的名字因为时间久远
已经记不清楚，想了半天终于恍然想
起。于是，彼此“啪”地拍一下对方肩
膀，立刻熟悉起来，笑声弥漫在整个
房间。

人员到齐，同学们依次落座，聚
会正式开始。男女同学分桌而坐，男
生们谈笑风生，无论谈及曾经的校园
生活还是如今的工作，最后都在一杯
杯酒中幻化成对过往的留恋和对未
来的期待。女生们喝着饮料，聊着各
自的生活，以及老公和孩子。

当年，最爱笑的高燕向邻桌的男
生们投去几缕目光，毫不避讳地说，

张岩经过时光的洗礼依然那么的帅
气。一桌女生便哄然而笑。邻桌的张
岩不明就里，却极其配合地举起酒杯
非常绅士地一饮而尽，一如高中时的
洒脱，仿佛岁月不曾从其身边流过。

喝着喝着，聊着聊着，久别的生
疏渐渐淡去，取而代之的是曾经的熟
稔。

席间得知，有的同学在公司任会
计主管，有的同学凭着一技之长做了
老板，有的同学则在政府部门谋得一
席之地……每个人都在快乐地忙碌
着、努力着、奋斗着。谈及曾经高中三
年的读书时光，空气中弥漫着怀旧的
味道。

窗外，匆匆而过的人流和繁忙的
车流意味着别离。同学们一个个地开
始离场，包房中的人越来越少，声音
越来越稀，原本热闹的房间渐渐地安
静下来。

一次同学聚会，让我们重温了旧
日时光，菁菁校园承载着的那段青春
岁月，在每个人心中变得愈发清晰和
明朗。

人生百味

母亲的衣柜里有一个针线笸箩，
已经跟随母亲多年。里面盛着各色小
线轴、缠着黑白线的线板、大小不一的
缝衣针，还有顶针儿、剪刀、木尺和各
色的纽扣。

晚辈们偶有谁的纽扣松了、电动
车挡风的线缝儿开了等，母亲总是笑
容可掬地奔向她的针线笸箩。

母亲已经 85岁高龄。近几年，她
的眼睛花得厉害，就是戴上老花镜也
起不了太大作用。做这些简单的针线
活，她只凭自己的经验和手感，缝出的
针脚依然均匀、细密而瓷实。

母亲的针线庇护、温暖着我们兄
妹四人长大成人。我们的孩子们的棉
衣、鞋子，母亲也总是亲自动手。母亲
总是说：“自个儿做的棉衣比买的可
身、暖和，自个儿做的鞋子比买的舒
适，而且不磨脚。”

无论单衣、棉衣，母亲不仅会缝，
还会裁。做棉衣前，母亲先用尺子仔细
地量体，成衣后要试穿，不合适的地方

进行收放调整，最后的成衣合身得体。
有时，母亲也把旧衣料进行翻改，做出
的衣服也像新的一样平整。

母亲会做各式的鞋：婴幼儿的软
底小鞋、虎头鞋，儿童的割花鞋，成年
人的方口鞋以及棉靴。母亲只要看到
外面有新样式，就能自己比划着剪出
鞋样儿。

她做的鞋，远观周正匀称，近看鞋
面顺畅，针脚均匀含而不露，鞋底、鞋
帮尺寸吻合，且连接处自然结实。母亲
做的鞋，都是根据孩子们的脚型、肥
瘦量身定做，不仅穿上舒适，还特别跟
脚。如果有点小误差，母亲就会往鞋里
打鞋楦时，用增减木楔或碎布的办法
矫正过来。

母亲的一手好针线在四邻八舍小
有名气，常有邻里的婶子、大娘来找母
亲讨鞋样或求指导，母亲总是乐此不
疲，全力以赴。

后来，我们兄妹相继成家，有了孩
子，母亲又为孙辈们做起了针线活。外

人看到孩子们穿着平整、漂亮的手工
鞋，一准说这鞋做得真好，接着就问是
谁做的，最后就是羡慕地啧啧称赞。

让人称赞的针线活，不仅体现着
母亲的心灵手巧，更多的是那艰苦岁
月里母亲巨大而艰辛的付出。

我们兄弟仨相继出生在上个世纪
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针线活是母亲
抽时间做的。一年中，春夏秋三季，母
亲都要下地劳动。即使下地，她也会捎
上鞋底，利用中间休息时纳鞋底。母亲
顾不上白天下地的劳累，晚上回家还
继续做针线活。尤其冬季夜长的时候，
小煤油灯旁，母亲或纺线穗，或缝制衣
服……常常熬到深夜。

母亲用针线缝连着一家人的温暖，
缝连着过往岁月里的艰辛与美好……
这一切，都盛在母亲的针线笸箩里。

岁月沧桑，记忆不老，慈母之恩，
何以为报？唯愿陪伴耄耋之年的母亲，
多享些新时代富足生活的幸福，慢慢
老……

人生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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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老酒收藏协会 走进沧州 因此广告覆盖沧州市全区，有需上门请提前预约
免费上门收购

活动日期：11月20日至11月30日 活动地址：沧州市浮阳南大道宏泰大酒店9楼9013室
乘车路线：1路、138路、29路、158路、T29路（眼科医院站下车） 联系电话：张经理 13024511618 田经理 18556811191

本公司收购1953-2021年新老茅台五粮液酒及2000年以前各地方老酒十七大名酒以及53度优质白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