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间四月天】

我扑动翅膀，踮起脚
尖，与你在光与影的边缘蹁
跹起舞。是谁说过，你是爱、
是暖、是希望、是人间的四
月天。我也要说，你是春雨、
是秋风、是夏荫、是冬暖。你
是无处不在的，安放我灵魂
的家园。

——刘志敏

人的一生注定与疤
痕结缘。它也许是你身
体里的痛，或许是你身
上的伤疤，又或者是你
烙在时光深处的欢乐与
苦涩。疤痕可去，但记忆
不可除。

——梁艳

【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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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来信
■管笛琴

闲暇时整理衣服，在衣柜里看到
一个盒子，打开一看原来是母亲以前
写给我的信。我靠着床，慢慢重温起那
些母亲写给我的信。

母亲今年 80 岁了，他们那一代
人识字的女性不多，而母亲当年是
上过学的。只是因为后来外婆生了
一场大病，母亲又是家里的老大，所
以她不得不辍学了。不过，母亲能识
字写字。

母亲的书信里有很多简化字，比
如，她把书信的“信”，都写成“伩”；把建
设的“建”写成建字旁里面一个“占”。书
信里也有繁体字，比如把言字旁的字
的偏旁都写成“言”；把一个的“个”，左
边写上单人旁，右边写成“回”等。尽管
如此，我都能读得懂。

母亲写信的信纸也很特别。我仔
细看完母亲写给我的信，发现没有一
封信是用信纸写的。有的是用那时
候我们上学包书皮用的牛皮纸写
的，有的是用薄薄的、包点心的包装

纸写的，摸上去还有点油滑。有几行
钢笔字字迹有些粗，反面也可以清
晰看到信的内容。不过，母亲写信用
得最多的纸是家里兄妹作业本上的
纸。

那时，我已到新疆参加工作，母亲
来信总是先问我的情况，再把家里兄
妹们的情况分别说一遍，还有当时气
候怎么样，庄稼收成如何等。但大多是
对我的鼓励。比如，在1993年4月的一
封信中，母亲这样写道：“你刚工作各方
面都要用钱，我在信里给你夹了50元
钱，你可以改善一下生活。不要太苦着
自己了。”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现在我
早已不记得那50元钱干什么用了，但
肯定解决了生活上的不少问题。在
1995年2月的一封信中，母亲给予了
我很大的期望，她在信中写道：“来信得
知你已经满一年试用期，成为一名正
式老师。你一定要好好工作，别错过了
这么好的工作机会……”

我把读过的信摆在床上数了数，
有几封信没有信封，有几封信信封里
装了2封不同时间的来信，算起来一共
有34封。信里的内容句句真真切切，好
像母亲就坐在我对面跟我在拉家常。
书信到了1998年后就没有。我仔细回
想，那年秋季开学我从开发区学校调
到县小学执教，在县城安家落户。家里
装了电话，打电话方便，我们就再也不
写信了。

母亲每一封信的结尾，也很特别。
如果是春天写的信，结尾都是“春日平
安”；如果是冬日，都写着“路远天寒，
望女保重”。在这么简短的话语里，不
知道蕴藏了母亲多少对远方女儿的牵
挂。当时年轻，我并未认真领会，如今
细读越发感觉可贵，不由得更思念母
亲了。

今年暑假，我一定要回家看看，问
问母亲还记得当时写过的信吗？我想，
她一定会记得吧，儿女们的事，母亲从
来都不会忘。

人生感悟

我爱我家

生活手记

微写
作

“微写作”栏目短信平
台号码为15100868801。

倾听您的心声，期待
您的短信留言。

【紫藤萝】

一所干净的院落里，
美丽的紫藤萝花盛开，邀
上三五友人在花架下谈
天说地，浅酌轻饮。或者
听一曲轻柔舒缓的音乐
打发时间。这样的人生，
没有尘世的喧嚣，该是多
么惬意。

——李雪芹

试试看
■彭海玲

家门口的拉面馆
■张所海

花开诗旅

做一颗种子

把根深深扎在脚下的土地

在心里种下光

善良会发芽、长叶、开花

寻梦的翅膀注定飞翔

每个梦想都有一个方向

我憧憬希望，不管任何地方

总有一道光把我照亮

心里种下光
■许良才 搬到小区快10年了，妻子第一

次去外地学习，家里冷清了许多。才
3天，我就把她出发前做的几个菜
和包子全吃光了。下午采访完，我忙
着写稿子，到了晚上饿得不行了，只
好出门去买吃的。

小区门口好多饭店，海鲜店、火
锅店、土菜馆、烧烤店都非常火爆。
突然觉得这么多的饭店都不适合我
一个人去吃，这个时间了，打电话约
朋友又太晚。

走到一家拉面馆门前，我站在
门口犹豫着，只因我从小就不喜欢
吃面条。

我六七岁的时候还不太会用筷
子，吃面条时，总是夹不起来。我便
把筷子插在碗里，转圈拧面条，然后
两手握住筷子抬起面来，歪头去咬。
每次吃面，哥哥和二姐就笑话我，大
姐有意护着我，呵斥他俩。那时候，
我爱使性子，被笑话后，索性不吃饭
了，转身就走。后来，我干脆不吃面
条，省得被笑话。

肚子再次“咕咕”抗议了，我向
面馆里望去。八九张小桌子旁围满
了人。最里边的小桌旁，一个10岁
左右的小男孩和五六岁的妹妹正
在低头吃炒面。胖乎乎的小男孩
满脸大汗，小女孩扎着俩羊角辫，
抬头望向我。她眨了眨眼睛，好像
在跟我打招呼。

我在前台点了一份小碗牛肉
面，便转到角落那张空桌旁坐下。吃
面条的大多是附近工地上的建筑工

人，有的把安全帽放在脚底，有的撸
起袖子露出黢黑的小臂。各自操着
方言说说笑笑，好不热闹。

老板娘双手把面捧到我跟前，
她白皙的脸上堆着笑容，一双弯弯
的眼睛，透露着善意。

我慢条斯理地倒上醋，加了辣
椒油，用筷子搅动了几下，香味已
经飘散开来。几个吃完面的工人站
起身，打着饱嗝离开了。那个小男
孩也站起来，径直走向他们吃饭的
桌子。只见小男孩三下五除二地把
几个空碗摞在一起，麻利地把几个
小碟子放在碗里，双手端起来走进
了厨房。随后，他熟练地拿抹布擦
干净桌子，才回到座位上继续埋头
吃面。

我明白了，这兄妹俩是老板的
孩子。他们和父母一起经营这家小
店。

这碗面，我吃得很慢，直到所有
客人都走了，我还不舍得起身，静静
地望着小男孩收拾干净餐桌，摆整
齐凳子。兄妹俩吃完面，小男孩拿着
一张餐巾纸，给妹妹轻轻擦拭嘴角，
妹妹露出天真的笑容。

我一路回想着小时候，我们姐
弟四个一起玩耍的时光。刚到家，妻
子打来电话，问我吃饭没有。当听说
我在小区门口吃的拉面，她诧异了，
她知道我从小就不爱吃面。

我笑着说，等她学习回来，我们
一起去小区门口吃拉面。那里有家
的味道。

时常想起第一次走进小学课堂时的情景——那是在
父母连哄带骗的情况下，不情愿走进学校的。

“玲玲，我们去试试看，校园里是不是会有许多小
朋友和你玩呢？”

“玲玲，尽管大胆一点嘛，学校可比家里有趣得多
哦！”

诚然，父母的办法十分凑效。
进入学堂，交朋友时我也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一

开始，我很少说话，班里的同学都有各自的伙伴，没人想
和我一块玩。在老师的鼓励下，我鼓起勇气说出了：“你
好，咱们一块玩吧……”——我成功地走出了这一步。

正是由于第一次的尝试，我克服了自己的不足，也
结识了很多小伙伴。我的几位闺蜜，就是从小学开始，
关系一路“铁”过来的。

读书学习的时候，我也经常想起自己第一次拿笔
写下第一个字的情景。

“玲玲，试试看，也许你写的字会很好看呢！”
“试试看吧，下一个字肯定比上一个字写得好看得

多！”
我就是在父母这样一次又一次“试试看”的鼓励中

才练好写字的，也越来越喜欢练字。练得久了，我写字
也真像那么回事了。

“试试看”也让我收获了一些意外的惊喜。
“玲玲，林老师叫你去一趟办公室！”课间一位同学

对我说道。
“我怎么啦？是不是今天的作业错得太多了，还是

我上课又调皮了？”想到这些，我不自觉地紧张起来。
“唉，硬着头皮，姑且去试试看吧！”
当我蹑手蹑脚地走到办公室的门口时，一个熟悉

的声音传来。
“玲玲，你怎么才来？这回你的语文成绩可是年级

第一呢！名次也上升了不少，真棒！”
猛然间，我才回过神来，事先想的林老师要批评我

的场景也销声匿迹了。接着，一种久违的喜悦，占据了
我小小的心灵。拿着试卷，走出老师的办公室，我的心
里一阵明媚。

的确，就是这样一次又一次的“试试看”，让我体会到
一次勇敢的尝试会胜过自己百次的胡思乱想。

中学时期的征文比赛、大学时的奖学金的申请以
及毕业后的工作面试，我都同样怀着这样“试试看”的
态度，一路走得很顺利。

试试看，并不是站到海边，像一只企鹅那样等待着
机会的到来，而是要像海鸥一样，不停地高飞，不停地去
寻找方向与目标；试试看，并不是见到高山就叹为观止，
而是要带着一腔热血和毅力去攀登。因为多次的尝试，
会给你带来许多机遇。

人生是一场美妙的旅行。如若你问我，在这旅
途中保持不断前行的心态是什么，我会毫不犹豫
地回答——试试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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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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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松解决哺乳期奶少，堵奶，乳腺管
不通畅，清水奶，大小乳等问题。

地址：沧州市运河区锦绣天地底商 电话微信：18730726672 无痛催乳刘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