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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铭记一朵花】
春天里的花，是花团锦

簇的，是铺天盖地的，是漫
山遍野的……而一朵花，是
难以引起人们的注意的。悬
崖上，开着一朵红彤彤的不
知名的花儿。它的根深深地
扎在崖壁的缝隙里，靠着微
薄的土壤和天赐的雨露生
根发芽，并绽放出绚烂的花
朵。在周遭裸露的岩石中，
它是独一无二的春色。

——孙克艳

【山村故居】

家中院庭，朴实清新，不
大不小的空间里，不知不觉
中院中生出一棵幼苗，渐渐
茁壮，竟长出一棵桃树来。春
日一到，阳光欢跳地来到我
家，这棵新树吮吸春天的雨
露，欢快地伸展清新的枝条，
向着温暖的天空欢笑。

——董国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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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手记

人生感悟

小儿不食三月鲫
■吴林溪

花开诗旅

我记得父亲和母亲
■吕游

我记得父亲，也记得母亲
记得诞生我的他们
一个成为我的天，一个成为我的地

我记得他们，记得
生命仅仅是那个扣件
我诞生，他们融化

他们消失了，我是什么

我的父亲母亲
他们在最高的蓝天之上
在最深的泥土之中
总会发芽的

星星
种子

静坐
■王永清

夕阳西下，我走在回家
的路上，春的味道似乎更加
浓郁了。家家户户的窗台
上，清晰可见一盆盆的绿，
清翠可人；亦有一盆盆原先
只敢躲在温暖室内的姹紫
嫣红，在晚风里轻摇着，仿
佛在呼应春的召唤。

——石艳艳

【觅春归】

春天，万物复苏。鱼儿从寒冰中醒来，在水
中快活地游来游去。阳光明媚的午后，钓友们提
着桶，拿着鱼竿，到河边享受美好的下午。

同事也是此中好手，但颇为有趣的是，他
只喜欢享受钓鱼的过程，并不爱吃鱼。下班碰
上，他不由分说，拿个厚厚的塑料袋从桶里捞了
两条鲫鱼，一并装了些河水送给我。

我欣喜地收下，心想爱吃鱼的儿子从未吃
过如此新鲜的野生鲫鱼，这下可有口福咯。

回到家，儿子看了看我手里拎着袋子，喊
道：“哇，妈妈，好大的鱼啊！我们要养鱼吗，要买
鱼缸吗，买个什么样的，能让我挑吗？”儿子眼巴
巴地瞅着两条在袋子里挣扎的鱼，很高兴自己
有了两个新玩伴。

“啊？”我一愣，惊讶于儿子奇怪的想法。
“不过，这鱼不大好看啊！”儿子挠挠头，“不

好看也没关系，来到我家就是我的朋友了。”
“傻儿子，想啥呢，这么大的鱼往哪养啊。

这是叔叔给的，一会儿我们炖汤喝。”我把鱼放
进洗菜池里，转头跟儿子说道，“呦，真肥，这么
大的肚子，肯定有不少鱼籽。”

儿子眨了眨眼睛，疑惑地问：“妈妈，什么
叫鱼籽，是鱼的孩子吗？”

“是啊，鱼籽营养可丰富了，里头都是蛋白
质。你现在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正好给你补补，
以后长得又健康又聪明。”我笑着撸起袖子，伸
手去抓鱼。

儿子久久没有回话，我扭头一看，儿子正
在扑簌簌落泪，赶紧蹲下来问：“咋了，儿子？”

“妈妈，我们能不吃它吗？太残忍了！她肚
子里还有那么多孩子，吃它太残忍了！要是别
人把咱俩吃掉，那多可怕啊！”儿子哭得更厉害
了，“我不要吃鱼，也不要喝汤，我以后只吃死
鱼！”

看儿子哭得上气不接下气，我一时愣住
了，自言自语道：“算了算了，不吃了。劝君莫食
三月鲫，万千鱼籽在腹中。”

儿子听见，立刻打开橱子挑挑拣拣，找了
个最大的盆子，要我把鱼放进盆里。我俩一起用
盆盛着鱼送进卫生间储水的小缸里。

“儿子，我们家太小了，鱼不应该困在小小
的水缸里，既然我们决定不吃它，不如明天我们
一起送它回家吧。”我说。

“好！”儿子擦干眼泪，趴在水缸边上看两
条鱼快活地游来游去。

第二天正好是周末，吃完早饭，儿子找了
一个小水桶，催我赶紧送鱼儿回家。

到了小河边，儿子执意不用我帮忙，自己
小心翼翼地把水和鱼倒进了河里。鱼儿摆摆尾
巴慢慢游走了，儿子摆摆手，大声喊：“再见，下
次不要被人抓到啦！”水声哗啦啦从远处传来，
像是对儿子的回应。

春天，万物复苏。我知道，儿子心里有一颗
叫“善良”的种子，也在向阳生长。

那湾 那柳
■崔治营

那湾在我老宅的西边，不过50米远。
那柳，在那湾的东岸边，毗邻大路。

那柳比我年长，我7岁时它已15岁。
那湾比那柳还要年长，爸爸说他记事时那
湾就静静地卧在那里。

那柳很小的时候，那湾里常年有水，
很清很清的水。春天的早晨，柳醒来了，清
新的空气包围着它，柔和的阳光沐浴着
它，甘甜的湾水滋润着它。它惬意极了，忘
情地舒展着腰肢，细长的叶儿水灵灵娇滴
滴的。

那湾被那柳的清纯吸引住了，它屏
住了呼吸。平静的水面立刻成了一面梳妆
镜，倒映进了那柳婀娜的身影。

夏天来了，中午的太阳坐在那柳头
顶做法。可是那柳丝亳不感觉热，它脚下
的根浸在那湾平坦深厚的怀抱里，浸得它
浑身淸淸爽爽的。

及至秋天，那湾的上空仿佛水洗了
一般，像蓝水晶上飞着几缕如梦似幻的云
朵。那柳看呆了，一动不动地如雕塑一般。
调皮的秋风不解那柳的芳心，冷不丁地闯
进了它的领域。于是，蓝水晶上的梦幻肥
皂泡消失了。那柳遗憾地摇了摇头，发出

“淅淅索索”的叹息。
秋天性子急，几场风就摘光了那柳

的叶子。冬天来了。
冬天是很漫长的，但是那柳不觉单

调，它的疏枝上经常有鸟儿落脚，大的有鹁
鸪、乌鸦，小的有麻雀、蓝背儿。鸟儿们不嫌
冷，在柳枝上唱歌、侃大山。那些鸟儿在它
眼里就成了别样花朵——会飞的花朵，会
唱歌的花朵。相比之下，那湾有些呆滞了，
寒冷凝住了它的呼吸，冰雪掩盖了它的芳
容，它只得像它怀中的鱼儿，沉沉地睡去。

春去冬来，寒暑变换。我8岁了，那柳
正值豆蔻芳华，那湾也风韵撩人。尤其是
夏天，湾里的水碧绿碧绿的，掬一捧在手，
又清冽得很。这么好的水谁不喜欢啊，于
是，盛夏的中午，那湾里就热闹起来了。我
和小伙伴儿们在湾边上“狗刨”，“狗刨”了
一些时日，居然学会了游泳。学会了游泳，
湾边的浅水对我们就没了诱惑力，白白胖
胖的强哥带头，岸边的那柳就成了我们新
的舞台。

那柳眉开眼笑地看着我们爬上它柔
韧的肩头，然后极其默契地配合着我们的
呼吸起伏身体。几个起伏后，强哥喊声“一
二，跳”，我们便如同炮弹一般“嗖嗖”地跳
进了那湾。随着“噗通、噗通”几声脆响，那
湾里溅起几朵巨大的水花。

男人们白天游够了，夜晚的那湾就
成了女人们的乐园。女人们不像男人那么
放肆和大胆，她们三五成群地蹲在那柳脚

下的浅水里说笑嬉戏。那柳困了，它梢上
的一弯新月也没了精神，揉揉惺忪的睡眼
钻进了一团如烟似雾的云层里。

那个快乐的夏天以后，东海的龙王
爷懒惰起来，接连几年大旱，那湾不由得
就憔悴了。水里的鱼也恐慌起来，乱窜乱
蹦。它们这一闹腾，那湾受不了了，湾底的
淤泥翻上来，水就黑了，鱼儿们更卖力地
逃窜，那水越发的黑。爸爸看到后喊：翻湾
了！强哥和很多人听到了，他们拿着罩篱、
水桶、洗衣盆等各式各样的工具跑到那柳
脚下，兴高采烈地逮起鱼来。

那柳眼睁睁看着一条条奄奄一息的
鲢鱼、鲫鱼、鲤鱼和草鱼离开病恹恹的那
湾，它心碎了，一片片眉毛一样的细叶儿
无力地耷拉下来。

再后来，那湾的水干了，一条鱼也没
有了。没了水的那湾了无生气，那柳也未
老先衰似的，整天无精打采。

乡村记事

平常，我喜欢坐在阳台上看书，
看窗外闲散的流云，写点小文章。夜
间，几盏小灯散发着朦胧柔和的光，
将阳台点缀得静谧温馨。我和爱人
静坐于阳台，或看书谈感悟，或探讨
知识、交流教学心得，任时间静静流
逝。

想起汪曾祺先生的《无事此静坐》
一文，文中提到他小时候读书的场景：
外祖父家房屋清爽，窗明几净。几棵梧
桐树下掩映着几间空房，正墙上挂一
条横幅，上书“无事此静坐”五个正楷
大字。小小年纪的他很欣赏这诗中意
境，常拿一本书，悄悄走进这房间，坐
下来看半天。也许他的博学睿智和骨
子中的恬静隐逸之气正是从这里开始
生长的。

其实，生活中的许多时光，都是可
以用来静坐的。闲暇时，我爱一个人爬
山，走累了就小坐一会儿。静坐于山
腰，吼两嗓子，眼前有鸟儿扑棱棱地惊
飞，头顶有洁白的浮云飘过。静坐于林

间溪畔，常有顿悟之感；静坐山中，俗
世喧嚣皆随风远去，心中蔓生出一种
安稳与宁静。

回到故乡，我静坐于沧桑的土墙
根下，像村中的老人一样，抱着茶壶晒
太阳。村庄多有槐树，它们比村庄里的
任何建筑都高大，风吹过，槐花飘零，
如吹落纷纷扬扬的往事。村中小巷深
幽，石板路面泛着青光，那上面，有浣
衣的农妇走过，有散学回来的稚子走
过，有扛着犁耙归来的耕夫走过。我静
坐于门前的石阶上，静坐于田野之上，
那份恬静悠然、古朴绵长。

身处闹市，在周末的午后，我小坐
于街头棋牌摊儿前，看双方惊心动魄
的棋局。在未曦初晓的早晨，我小坐于
巷子口，看老大爷用小推车拖来满车
的蔬菜，小推车一颠簸，整片叶子的水
珠就滚落了下来。

静坐并不是浪费时光，而是将身
心交付给自然，让自己慢下来，心境明
朗起来，生活也因此变得丰满而充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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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
高考

环境类，工程类，经济类，管理类，医学类，教育类等，专业全，
学校多，通过率高，不耽误工作，国家承认学历，学信网可查。
25岁以上有加分政策。电话微信：18713077691刘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