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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文简浅显，做事诚平恒”，为文、行事一脉相承，悟其义，则得之矣。——孙明勇

·语丝

文字跳跃，记录着平凡生活中的
酸甜苦辣和喜怒哀乐。平凡的人生
需要记住的人和事太多、太杂，偶尔
翻出自己的随笔，记忆重新回到某个
幸福的瞬间，仿佛爱又一次被点燃，
那颗倍受鼓舞的心再次温暖起来。
都说80后爱怀旧，总是把小时候的经
历和画面反刍般咀嚼，一帧帧在脑海
里过电影，只是再也回不去了。那个

年代，车马慢，诗和远方都装在幼小
的心里，寄相思于鸿雁，展雄心于大
鹏，听着仗剑走天涯的歌曲，背着行
囊求知求学。半生已过，仍感觉自己
是个长不大的少年，回忆着、经历着，
寄托文字演绎心中的美好片段，记录
美好生活，把玩、回味、探讨、歌颂属
于我们的青春。

文字记录平凡人生
□宋亚南

■创作谈

红枣树
□宋亚南

宋亚南

爱好读书写字，80后作者，
在“今日献县”公众号发表随笔
散文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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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前，奶奶家有一棵红枣树。
这段时间儿时的回忆总是萦绕心

头：裹着红砖的土坯房、上着铆钉的黑漆
大门、夹道里的鸡窝、承载着家里主要劳
力的黄牛，最让我难忘的还是奶奶的红
枣树。已经记不起是什么年间栽下去的，
听奶奶说，从我一出生就有这棵树。枝叶
繁茂，硕果琳琅，风吹时，叶子沙沙作响，
香味四溢。它陪伴了我整个的童年和懵
懂的少年，爬树、挖坑、纳凉、摘果……

乍暖还寒时节，它总是被院子里的
积雪堆着，灰色的枝丫，残存的枯叶，偶
尔有一两颗未来得及掉落的红玛瑙，随
风摇晃，馋的孩子们拿起地上的土坷垃
用力地瞄准砸去。哐啷啷，你听吧，肯定
砸破了窗子的玻璃，亦或砸碎了矮房的
水苦瓦。在一阵嬉戏打闹声中，红枣树的
叶子吐出了嫩芽，嫩芽变成了绿叶，开出
了黄色的小花，一堆堆、一簇簇，惹得蜜
蜂成群结队吹响号角，嗡嗡地演奏着劳
动的乐章。如果这时候你调皮一些，爬上
枣树偷吃青色的果实，你要做好被“巴
虎”偷袭的准备，那滋味钻心地疼。而且
你的肠胃也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告诉你，
绿玛瑙不是好欺负的。低处的、不熟的枣
子，总会在刚刚泛起红晕时被我们清空，
有时候还会用来当做弹弓的子弹。听老
人言，七月十五枣红圈，八月十五枣落
竿。农历七月底，八月初，孩子们会央求
着大人找来竹竿，一阵枣雨过后，红色的
玛瑙铺满地面，捡一个，来不及清理上面
的泥土，就放到早已经张开的嘴巴里，真
甜真香。奶奶会拿着饽饽篮子捡拾地上
的红枣，晒到房顶，给我们做成枣糕和醉
枣，喷喷香。

红枣树不仅承载着儿时诸多美好的
回忆，它也见证了奶奶对孙儿纯粹的爱。
春季，二月春风似剪刀，焕发了褐色蓬松
的树枝，远观一团绿，近觅貌似无，朦朦
胧胧，接受着春风的洗礼。调皮的孩子把
绳子的一头拴在树干上，另一头攥在手
里，摇起来，跳起来，吵着、闹着、追着、跑
着，一天天，一年年，地上竟然踩出一条
圆弧形的小路，锃亮，像极了驴拉磨的圈
圈。鲁迅先生说：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
多了，也便成了路。每年这时，奶奶都会
用菜刀在红枣树靠近地面约莫一米的位
置划开一道口子，她说这叫给树“开家”，
是为了更好的结果子。夏季的雨如期而
至，满院子都被冲得沟沟壑壑，唯独红枣
树下的圆形“跑道”完好如初，幸运的还
有树下的狗儿，在红枣树的庇护下也免
于成为落汤狗。硕大的树冠遮挡了炎炎
烈日，留下斑驳的树荫，这也成为我们歇
晌的最佳圣地。爷爷搬出那张包浆的躺
椅，悠闲地挖上一勺旱烟，打开戏匣子，
嘴里哼着亘古不变、有调无词的京剧，晃
着头，享受着晌午短暂的惬意。枝叶繁茂
的红枣树随风摇曳，沙沙作响，和着爷爷
的鼾声，此起彼伏。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秋
季，文人墨客大放厥词的季节，咏物，寄

情。对于我来讲，是淳淳的爱意释放的时
节。2002年，我考上了县里的高中，离开
了红枣树，也离开了照顾我的奶奶。上车
前，奶奶手里抱着一瓶红枣，嘱托我馋了
累了就吃几颗，想家了就打个电话。泪眼
婆娑地奶奶用手使劲地攥着我的胳膊。
上课的日子虽然紧张，但每次拿出红枣
的瞬间，都觉得浑身充满了力量，脑子里
一遍遍播放着奶奶忙碌的身影。眼泪不
听使唤，流过脸颊。记得有一次，我正在
上英语课，班主任黄老师接到门卫室通
知，说门口有人找我。远远地，我一眼就
认出是奶奶来了，头上箍着围巾，手里提
着布袋，焦急地东张西望。一见到我就上
下打量，摸摸头，扥扥衣角，捏捏耳朵。又
把布袋往我手里塞，“里边是红枣和煮鸡
蛋，你吃”，奶奶的眼神盯在我手上，不再
言语。二十多里路，奶奶走了一上午，就
为了看我一眼，送点吃的。看着奶奶远去
的背影，我直直地站着，久久不动，心里
打翻了五味瓶子，酸楚，揪心。

记忆总是模糊的，但记忆又是那么
美好。记得二十年前，红枣树因为叔叔盖
房子被砍伐了。那一天，没风，天气却是
阴沉沉的，红枣树灰色的躯干被冷冰冰
的锯条来回磨搓着，我的心也随之揪扯。
轰地一声，我知道，我的红枣梦结束了；
我知道，我的红枣树终究成了记忆中的
故事。如今长大，每次回到老家，总会想
起记忆中红枣树的样子，也总是会记起
在树下嬉笑打闹的情景。每次回到老家，
仿佛又看到爷爷在红枣树下的躺椅上歇
晌，又能从爷爷手里夺过蒲扇和小人书，
惹得爷爷一顿“谩骂”。

红枣树承载着儿时的美好憧憬，鞭
策我茁壮成长、奋发向上。

深情厚谊满重阳
□吕景顺

九九重阳节，这一象征着长
长久久的重要传统节日，承载着
对老年人生命长久、健康长寿的
殷切祝愿。尽管今年的重阳节已
经过去多日，但沧州市作协给我
的那份温暖关爱和深情厚谊，依
然在我心间荡漾。

去年重阳节，为了表达对全
市 80周岁以上老作家的尊敬与敬
意，市作家协会主席苗笑阳亲自
率队进行了逐一走访慰问。在与
老作家们亲切交谈的同时，苗笑
阳还颁发了特别贡献荣誉证书，
这一举措深得老作家们及其家人
的热烈欢迎和高度评价。当时我
因病住院，苗笑阳、卢竞芳等特地
前来探望，那温馨的场景至今仍
历历在目。在今年的重阳节来临
之际，市作协再次开展了针对全
市 80 周岁以上老作家的慰问活
动。作为一名 91 周岁的市作协会
员，我有幸得到这两次慰问，深感
荣幸。

这次慰问活动充分展现了对
文化传承的尊重和对老一辈作家
的敬意。市作协一直以来都非常
重视对老作家的关怀，这不仅体
现在物质上的支持，更体现在精
神上的尊重和关心。市作协的慰
问活动不仅给老会员带来了物质
食粮，更带来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市作协为老会员赠送的《沧州文
学作品精选》都是沧州籍作家和
文学爱好者发表的优秀作品，入
选的每一位作家、诗人，都是当代
真正的歌者，他们代表着沧州市
整体文学创作水平和实力，彰显
了沧州市作家的深厚底蕴。认真
阅读之后受益匪浅，拓宽了视野，
丰富了知识储备，也为今后写作
水平的提高奠定了基础。通过这
两次慰问活动，我深刻感受到了
市作协对老一辈作家的敬意和尊
重，也让我更加坚定了对文学的
热爱和执着。

这次慰问活动也让我更加深
刻地认识到生命的可贵和珍惜。
市作协通过节日慰问这个纽带，
加强了与作家们的联系，密切了
关系，加深了感情，将作协与会员
凝聚在一起，形成一个整体，大家
共同为开创沧州文学新天地尽心
尽力。通过慰问活动，更使老会员
精神焕发，愿意继续发挥余热。80
多岁的老人，一般是耳聋眼花、记
忆力衰退、体质欠佳、懒于动笔
的。但在市作协领导的激励下，我
分别在《沧州日报》和《沧州晚报》
上发表了《在延续》和《随笔》两篇
文章。其他的老作家更是佳作不
断，如田松林老师一年里写出了

两篇 7000 字的文稿，赵振兴老师
手里还有三部书待出版，91 岁的
李泽有老师最近刚完成了一部 18
万字的抗日女英雄题材的小说，
吴占夫老师的《谢家坝是京杭大
运河的一朵花》获得了沧州市社
科联征文活动一等奖等等，老作
家们都在用实际行动继续发挥余
热。作为一名耄耋之年的老人，我
深刻体会到了生命的无常和宝
贵。而市作协的慰问活动，让我更
加明白了珍惜宝贵生命的每一个
时刻。

这次慰问活动也让我对人生
有了更多的感悟。接到市作协颁
发的特别贡献荣誉证书，我的内
心充满了成就感和荣誉感。在这
荣誉感的驱使下，我鼓励教育孩
子们要积极写作，传播正能量。家
人们也视我为榜样，繁忙工作之
余积极写作。我的儿子、孙辈作品
也屡见报端，文脉始终在我的家
庭里延续着。在接受慰问的过程
中，我不仅感受到了市作协的关
怀和支持，也与许多老作家交流
了人生经验和文学创作心得。这
些交流让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了
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也让我更加
坚定了对文学事业的追求和热
爱。

人虽耄耋，笔耕不辍。慰问走
访，情暖金秋。沧州市作协慰问老
作家的活动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从中我深切感受到了来自组织的
关怀和温暖，体会到了多年潜心
写作的价值感和方向感。我将继
续扎根生活汲取养分，扎根人民
潜心创作，为时代放歌，为人民抒
怀，为沧州文学事业发展贡献微
薄之力。

最后，让我以今年88岁的吴春
章老师专为慰问撰书的条幅作为
结束语吧！

重阳佳节喜洋洋，
树上喜鹊在欢唱。
作协光临来慰问，
一股热流暖心房。
带来祝福和鼓励，
一颗红心永向党。
老骥伏枥志千里，
余热生辉放光芒。
老翁挥笔写歌谣，
再创佳作报答党。

吕景顺

沧州作家协会会员，泊头市
委党校退休干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