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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是我的良师益友，有书相伴，芬芳一生。 ——刘彦云

琴台

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读者》
《意林》等杂志签约作家，出版个人文
集两部。

·语丝

舍得麻烦儿女
□琴台

吴雅丽

沧州市作协会员，曾在《山东文学》
《诗神》《沧州日报》《沧州晚报》等报刊
杂志发表文章100余篇。

静下心来 闻一闻时光的香气
□吴雅丽

昨天回老家，回来的路上，爱人和
我说：你还记得那个退休的老教师吗？
经常拿着十字绣的那个老太太？

我的眼前浮现出一个胖乎乎的阿
姨，经常和婆婆在一起晒太阳，花白的
头发，慈祥的面容：记得啊，咋了。

爱人说：她老头没了。
我：啊？多大年纪啊？
爱人：73岁。
我：73岁？年龄不大啊，生病去世的吗？
爱人叹息一声，道：老头病了，去医

院做检查，是脑瘤，回来之后，老头儿啥
都没说，到外面买了瓶百草枯，一饮而
尽，就这样死了。

我完全震惊了，这是为啥啊？！
爱人说，老头儿的意思很明白，得

了这样的病，一个是得花钱治疗，二来
呢，治怕是也治不好，早晚自己也得傻
了，还不如一了百了。

我太 震 惊 了 ，老 爷 子 的 这 个 想
法，貌似是为家庭和老伴儿考虑，但

是，他压根不知道自己的这个选择对
于儿女和老伴儿是怎样致命的打击
啊。

得了病，治病救不了命，那是命运
的安排，但儿女和老伴儿都会因为已经
尽了自己的最大努力而没有悔恨。更重
要的是，她们会在知道老头儿的病后，
更加珍惜和他在一起的每分每秒，无论
治疗时间长短，这都是一段带有温度的
值得一生安慰的日子。

当然，这段日子中可能会有各种
的麻烦和沉重，但这是一家人共同迎
接这个困难的临在时光啊。查出病，老
爷子做出这个决定，想到的可能都是
给儿女添的麻烦和要花的钱，却唯独
忘记了，不给儿女添麻烦、不花家里的
钱，从感情上儿女和老伴儿怎么过得
去呢。

小的时候父母养育我们，这是一种
恩情。老了，或者病了，父母能够“麻烦”
我们，这更是一种恩情。

可惜的是，这个知道自己病情后决
绝而去的老爷子，没有看到这一点。选
择了那样暴烈的方式，在内心深处他或
许觉得自己为了舐犊之情奉献了所有，
却不知，他的这份“爱”，会在儿女心上
插上怎样一把刀啊。

唉，祈愿天下的老人都健康吧。如
果实在不能健康，也请不要觉得这是给
儿女添麻烦。对于儿女来说，也许，他们
一直用一生的力量和爱攒足了劲儿要
好好地尽一份孝心呢。

对于成年儿女来说，父母的给予是
爱，父母的“麻烦”，更是另一种意义上
的深爱。

刘彦云

“知道一朵花为什么香吗？”
我笑着摇摇头。

“因为它在静悄悄地开放。”
朋友六岁的女儿，手里拿着一朵不

知名的野花，仰着明媚的笑脸和我对
话，那样子像极了一朵正在开放的花
朵，香气扑面而来。

静下心来，才不会错过花开，静下
心来，才会用美好感知世界。

下班的途中，路过一个蔬菜水果小
市场，在市场的一角，有一个卖菜的摊
位，蔬菜擦的鲜亮，捋的顺溜，又摆放的
整齐，看摊的是一个三十来岁的小妇
人，她穿着干净的纯棉罩衫，脸上始终
挂着怡人的微笑，嘴巴甜甜的，哥长姐
短的叫来叫去，高峰时，人们涌到她的
摊位前，不停的翻检着，她坐在一张小
方凳上，不疾不徐的应对着，眼角的余
光不时地扫扫身旁的空地，那里铺一张
红白相间、四米见方的小帆布，她一双
娇小的儿女光着小脚丫正在上面嬉戏
玩耍，夕阳下，落日的余晖温柔地洒下
来，映着她们红彤彤的脸庞。

偌大的小城，并没有他们的一席之
地，他们每天要往返三十里地，从他们
的脸上、笑容里并没有看到奔波之苦、
劳碌之累，他们热爱生活，心存向往，但
不急功近利。

“一边带孩子，一边做生意，不辛苦
吗？”我一边挑菜一边问。

“不辛苦！”她秒回。等挣钱了，我们
也在城里买套房，孩子就能在城里上小
学了，她满满的憧憬储存在蔬菜里，蔬
菜也是有了香味了。

路的拐角处，是一个修鞋的亭子，修
鞋的师傅一年四季穿着干净的白大褂，他
从十六岁就在这里修鞋，是个清爽的年轻
人，声音低而缓，语气笃定。二十年了，始
终保持着职业性招牌式的微笑，技术的娴
熟和完满已像陈年的酒香关不住了。

停下匆匆的脚步，欣赏一下街边炸
油条的老板娘，她烫着时尚的卷发，鬓
角别着一个大红的蝴蝶发卡，风吹过
来，她快乐的歌声随油香飘远，感染着
每一个在她身边经过的人。相隔不远，
卖凉皮的小帅哥穿一双旱冰鞋，他滑着
舞步把凉皮送到你的手里，在你惊异的
目光里他笑笑不好意思地说：热爱。

一股暖流在空气里流动，爱意在温
暖里留香。

小区的门口，坐着三五成群的老
人，他们高谈阔论，声音里充盈着时光
的厚重，皱纹里舒展着开阔和智慧，“想
当年”或许是他们对逝去的岁月最豪迈
的缅怀了，他们都在各自的世界里指点
江山，让所有的过往都在他们的唇齿间

留香。
约一约，你好久没有联系的好友，

还有一路相伴的挚友，喝一杯茶，品一
品生活的酸甜苦辣，让日子沉淀出一缕
氤氲的茶香，让烦恼的事云淡风轻，让
高兴的事锦上添花，使细水长流的友谊
而久远、而醇香、而绵长。

停下匆匆的脚步亲近自然，去斑驳
的老墙边守候，看燕子衔泥的勤劳，听
蚂蚁唱歌的快乐，和一棵老树坚守前行
的执着，让绵软的土地长出茁壮与挺
拔，开出芬芳和妍丽。

不心浮气躁，也不急功近利，且日
有笑声，夜有梦香。

不动声色的力量，才足以抵挡岁月
的风霜雪雨，所有的美，会徐徐升起在
生命的枝头。

起风了，关上门，下雨了，打一把伞，
如果晴天，就去暖阳下走走，读书、旅行、
探索、劳动、热爱，每寸光阴，都是芳华，
静下心来，就能闻到时光里的香味。

楼房与老屋
□李保林

楼房里养花草，只能放到阳台上，
本来面积就不大，它们一来凑热闹，把
整个阳台压得喘不过气来，养上几棵就
把有限的空间挤满，使它们蔫头垂耳，
苟延残喘。而老屋的小院，春天一到，鲜
花就可以绽放，草木郁郁葱葱，生机勃
勃，每天都能吮吸着甘甜的露水，沐浴
着温暖的阳光，茁壮成长，散发着沁人
心脾的芬芳。

楼房里你得忍受着：楼上高跟鞋
的敲打声，孩子们蹦蹦跳跳地震动，听
着刺耳的椅子挪动声。住楼房对门互
不相识，更谈不上走动，偶尔有人出于
礼貌和你打招呼，也不知道老哥姓甚
名谁，家住几楼。如果半年你不开门，
邻居们也没有人关注。而我的老屋，经
常有左邻右舍串门，谈天说地，畅谈人
生，兄弟爷们感情深厚，遇事都能跑前
跑后给予帮助。出门不用上锁，就有邻

居们替你照看。两天大门不开，就会引
起邻居的关切和询问。没有人声鼎沸
地喧闹，只有在夜里听到虫声鸟鸣，偶
尔有几声犬吠，也不会影响你酣然而
睡。起床不用定闹铃，辛勤的鸡鸣会把
你准时喊醒。

住楼房放车，你得四处寻找，弄不
好还被贴上小条条。高端的小鸟，每天
需要在高空中喂饱。老屋的小院，门前
有宽阔的大道，院内有足够的空间，让
交通工具能够自由自在地安好，解除一
天奔波的辛劳。

在楼房居住，上班打工，你得天天
在川流不息的人群里奔跑，听着南北
的语调，闻着汽车尾气的味道，看着红
黄绿的颜色，辨别着前进的方向。老
屋小院里，有我赖以生存的法宝：锄
头和铁锹。我用它，把金色的希望撒
到泥土里，有着衣食无忧的欢笑，其

乐融融。
高楼里只能透过防盗窗，才能看到

外面的喧嚣，眼里充斥着孤独和寂寥。
在老屋的小院门口，一把躺椅一把扇，
一壶茶水一本书，安恬地看到孩子们在
大街上欢蹦乱跳，享受着那甜甜的笑语
和亲切的问候。

老屋，我不愿意让镜头下的你变得
虚无，不愿意让你在诗句中变成残垣废
墟，我愿意在这里守护。我依然握紧手
中的铁锹，与花草、禾苗一样地执着，仰
着脸，倔强的展示着个性。

李保林

盐山县望树镇李振隆村农民，沧州
市作家协会会员，盐山县作家协会会员。

油菜花儿遍地黄
□刘彦云

又到清明节，田野里的油菜花遍地金黄，
这总让我怀念起一个人，她就是我的婆婆。记
得前年也是油菜花盛开的时候，我和婆婆还
曾一起在地里挖寻野菜。如今油菜花漫天遍
野，而我又去哪里寻找那慈爱的人呢？

婆婆是一个没有文化的人，大字不识得
一箩筐。但是她身上美好的品质却让她的亲
人们念念不忘。

婆婆勤劳。她住在平房里，经常在大铁
锅里蒸馒头，蒸包子。做好了就给我们几家
分分。我们经常劝她这么大年纪不要太辛
苦了，她总是说：“买的馒头不好吃，大铁锅
的饭菜香。你们住在楼上，小锅小灶地不方
便。”一锅锅面包似的馒头，带着铁锅里特
有的香气，被婆婆一兜兜分开。看着孩子们
吃，她总是发自内心的欢喜。这世界上也只
有母亲才有这样的情怀吧！只有奉献，从不
想索取。

婆婆是一个有远见的人。她虽然没有文
化，但是家里人都很尊重她的意见。记得大哥
和她商量去不去沧州工作的事情，婆婆说：

“当然要去，咱当官不是为了钱财，只是为了
让别人看得起咱。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
啊！”在婆婆的鼓励下，大哥选择了远方。

婆婆节俭朴实。她经常说：“宁可撇，也
不缺。”孩子们成家立业后，从不张口和我们
要钱。她不喜欢金银首饰，她总觉得那是一
些撑面子的装饰。她经常说，“过日子是过给
自己看的，显摆那个有什么用呢！真缺钱的
时候，这些首饰能当钱用吗？”她更不迷信，
对于求神拜仙的事情，她总觉得愚昧。她说
勤劳的人自己就是神仙，求神不如求己。不
劳动，天上能掉下来馅饼？

婆婆是一个宽容的人。我和婆婆在一起
的日子里，感到的是轻松自由。我从不担心
自己哪里做得不恰当，哪一句话说错了。我
们各自成家后，婆婆从不干涉孩子们的选
择，任我们自由发展各自的事业。即使我们
赔钱，她也从不埋怨，总是给予鼓励。婆婆不
知道什么叫做无为而治，可她却用自己的行
动诠释了老子的这一智慧。对孩子，最好的
教育就是：该放手时，要放手。

婆婆最大的缺点就是吸烟，几十年的
烟龄让她晚年患上了肺癌。当我们知道这
一噩耗的时候，心痛如绞。想方设法寻医求
药。我和丈夫尽量多陪伴她，陪她去戏园子
听戏，野地里挖野菜，田野里漫步。我私底
下对丈夫说：“自从知道婆婆得了这个病，
每次和婆婆在一起的时候，我心里就特别
难过，就像看见亲人，明明知道她要掉下深
渊，我们拼命地想拉住她的手，可是却拉不
住！绝望的感觉！”这种绝望也更让我们珍
惜和她在一起的每一天。

时光流转，冬去春来。我的婆婆，一个
朴实慈爱的农村妇女虽然离开了她深爱
的孩子们，但她身上那些美好的品质，高
贵的人格，就像这漫天遍野的油菜花，散
发着清香，永远开在我们的心里。

高级教师，创作并发表散文诗歌一百余
篇，《看戏》等三篇文章被评为河北省第二届
优秀网络文化“五个一”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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