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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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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长】

时间能过滤掉疼痛，
推着我们向前。那满塘的
荷花，今年开了，明年还会
再开。我们所需要做的就
是珍惜眼前，欣赏花的美
好。在成长的岁月里，发现
新的挑战，欣赏美丽的风
景，一路向前。

——和智楣

【绿色】

走进森林公园，满眼都
是绿色。在那一片深绿、墨
绿、碧绿、嫩绿重叠的山野
里，我在山风呼啸中看群树
摆动。那壮观的景色让人忘
却了许多纷扰和琐碎，有一
种“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
言”的欢愉。

——陈思

故乡是一幅美丽的画卷，
深深印在我的记忆之中。记得
儿时，我常常漫步在乡间的小
路上，看着蓝天白云，听着鸟鸣
虫唱，感受着大自然的馈赠。那
些日子，简单而纯粹，如同山间
的清泉，流淌在我的心田。每当
我想起故乡的日子，心中便充
满了温暖与感动。

——谢春芳

【故乡】

窝窝头
■管淑平

夏夜追凉
■卿闲

大千世界

夏天的乐趣是从傍晚六七点开
始的。火辣辣的太阳终于收起了锐利
的光芒，炽热的空气慢慢渗透出一丝
微微的凉气。

奶奶笑眯眯地摇着她的大蒲扇，
跟在我后面，扇来一阵温柔的凉风。
母亲早做好了晚饭，摆在了槐树下的
小木桌上。她坐在桌前，也拿着一个
大蒲扇。

大家吃过晚饭，母亲擦干净桌
子，父亲抱来泡在井水里的西瓜，凉
气沁人。后来，读到汪曾祺在《夏天》
中写的文字，“西瓜以绳络悬之井中，
下午剖食，一刀下去，咔嚓有声，凉气
四溢，连眼睛都是凉的”。我才知道这
种古老的追凉方式虽简单，却这样有
诗意。

这时候，天上已经闪烁着星星
了。院子东北角上的茉莉花幽静清
香，影影绰绰地映在地上。一家人捧
着凉凉甜甜的西瓜，边吃边聊着家
常。

我吃了一块，只听从胡同西口传
来一阵阵快乐的笑声，就再也坐不住
了，想着要出去追另一种热闹。

胡同西口有一棵古老的大柳树，
树冠粗壮、枝丫蓬勃、叶片浓密，那里
是邻居们纳凉的好地方。住在胡同里
的刘爷爷是镇中学的老教师，很有学
问。他年轻时走南闯北，有一肚子好
故事。小孩子都喜欢围着他，听他讲

故事。
父亲早看出了我的心思，一摆

手，让我赶快去。奶奶也说，去吧去
吧，别错过了精彩。

刘爷爷每天晚上只讲一个小时
的故事，像说书人一样，讲到精彩处，
总要戛然而止，郑重其事地以“请听
下回讲解”结束。我们总是意犹未尽，
热烈地讨论半天故事里的人物，才肯
散去。

有时天气闷热，院子里一丝风儿
都没有。我们用力摇着大蒲扇，依旧
热得睡不着觉。门响了，前面的邻居
大妈带着小女儿来邀我们去荷塘边
乘凉。

荷塘在胡同的东边，出了胡同往
东，不到百米。荷塘很大，一枝枝粉色
的花朵立于田田的荷叶之上，婉约沉
静之中有着一种洒脱。很多初次来我
们镇上的人，都惊叹这满塘荷花的辽
阔之美，而我们都看惯了，美也就变
得习以为常。

荷塘在盛夏暑热的那一段时光
里成了人们眼中的宝地。密密叠叠
的房屋院墙挡住了清凉的风，自家
院落里也越发地沉闷。荷塘边清凉
的水汽、幽幽的荷香，让人心旷神
怡，这里也就成了人们追凉的最佳
地方。

一群人嘻嘻哈哈、浩浩荡荡地出
发去追凉。父亲和母亲走在最后，他

们把撑着蚊帐的简易床也搬到了荷
塘边。家中有老人和孩子的人家大多
都会搬一张简易床过去，老人和孩子
坐累了可以躺一会儿，在蚊帐里也可
以避免蚊虫叮咬。

荷塘边凉快极了，我们便闹着不
愿回家，干脆就在荷塘边睡吧。带着
荷香的凉风惬意地轻拂着面颊，数着
天上的星星，夏天的夜晚短暂得像一
个美丽的梦。不过，才一翻身，就迎来
了新的一天。

窝窝头是我童年时常吃的一种食
物，一般是用黄面（黍子米磨成的粉）
做成的。刚开始，我并不习惯这种粗
粮，可又实在没其他东西吃，也就只好
接受了它。久而久之，窝窝头竟然成为
了一种味觉烙印。

记得每每春夏交替，长辈们就会
趁着天气晴好，把年前收获的黍子种
播种到地里。不久，黍子抽芽长叶，嫩
绿的叶片在阳光下闪着光泽。待到秋
风微凉时，黍子早已换上了金黄的衣
裳，穗子低垂，满载着丰收的希望。

那时，父母在外打拼，家里就只有
我和奶奶二人。为了及时收割黍子，只
要不下雨，我和奶奶就早早地背着背
篓、手持镰刀，去割黍子。

将黍子收回家后，奶奶就在院
子里忙碌起来。她将黍子一粒粒搓
下，去皮晒干，再用院里那盘上了年
岁的石磨细细研磨，磨成黄米面。在
艰苦的生活里，这细细碎碎的黄米
面，就是填饱肚子的粮食。后来，偶
然间读到“黍熟黄粱梦，花开锦绣
春”这样的诗句，心头似乎就有了一
种光亮，也就不再害怕那长长的、艰
苦的日子了。

按照家乡习俗，黄面窝窝头几乎
是逢年过节必不可少的食品。

有时，奶奶还会去镇上买些大枣
和豇豆回来，洗净煮熟，再将它们与黄
米面、白糖混合在一起，捏成一个个圆
锥形的窝窝头。

蒸黄面窝窝头时，奶奶总会用那
口大铁锅。灶膛里的火熊熊燃烧，锅里
的水咕嘟作响。我站在一旁，眼巴巴地
望着那渐渐升起的蒸气，心中充满了
期待。终于，当奶奶掀开锅盖的那一
刻，香气四溢，整个厨房都弥漫着香甜
味儿。

我迫不及待地从锅里拿起一个，
吹一下就往嘴里送去。咬上一口，那软
糯的口感、浓郁的香气让人忍不住再
吃一个。

那不起眼的黄面窝窝头，承载着
奶奶在农田里忙碌的种种辛劳，也记
录着奶奶对我的心疼和偏爱。

如今，我已长大成人，离家远行。
但儿时的清苦日子却似乎从未走远，
它静静地存放在记忆的某个地方，提
醒着我们，幸福来之不易。那时的我们
啃着窝窝头，却在清苦中锤炼了秉性
和骨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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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的旧电瓶车、摩托车、空调、电视机、电冰
箱、洗衣机卖不，旧书、旧报纸、硬板纸卖不，废铜
烂铁、饮料瓶卖不？”楼下收旧货的吆喝声穿过阳
台，飘进了我的耳朵。

我一骨碌从沙发上弹起来，跑到阳台上朝楼
下喊：“有，你等一下，我马上就下来！”不等他回
应，我马上拎了两塑料袋饮料瓶下楼。

收旧货的老汉是老面孔。他头戴一顶褪了色
的红帽子，帽子下面是一张黢黑的脸，脸上深深的
皱纹里嵌着世事沧桑，身上穿着一件蓝白相间的
中学生校服。

我把塑料袋递给他。他接过袋子，把饮料瓶
倒在地上，又一个一个捡起来。他拧开瓶盖，倒
掉瓶子里残余的剩水，清点了数量，装进一个白
色的蛇皮袋子里。老汉从校服口袋里摸出一个
掉了皮的钱夹子，掏出两张皱巴巴的零票子，递
给了我。

我犹豫了一下，接过他的钱。
这个收旧货的老汉我很熟悉，他每天蹬着一

辆三轮车在小区里转悠。除了收旧货，他还兼顾捡
废品。小区里的垃圾箱，每天都要被他翻好几遍。
之前我曾问过他，为什么总穿一件校服？他说，校
服是孙子的，现在孙子上大学穿不上了。扔了怪可
惜的，他就穿上了。反正孙子也看不见，丢不了他
的人。

老汉见我犹豫了一下，有些歉意地说：“饮料
瓶降价了，只值这点钱！”

“不，不，我不是嫌钱少，我是不理解你为什么
把瓶子里的水倒得那么干净。我听说这些瓶子卖
给旧货铺是称重量的。”我知道有些收旧货的人会
在收来的废纸上浇上水，以达到增加重量的目的。

“那不行，做人呢，要本本分分，做生意呢，要
清清爽爽，我习惯了！”老汉一脸认真地说。

我看了看老汉身后的三轮车。车厢用硬板纸
隔成了两个部分，一部分整齐地码着几个干净的
蛇皮袋，另一部分胡乱堆放着一些脏兮兮的蛇皮
袋。

老汉见我望向那些蛇皮袋，又说：“你看，那些
干净的蛇皮袋，里面装的都是我收来的旧货。那些
不干净的，装的就是我从垃圾箱里捡来的东西，等
会我回家了还要把它们整理好！”

“有必要分得那么清楚吗，都是旧货，不是都
要卖给旧货铺的吗？”我对老汉的细心并不理解。

“当然要分好啦。你的东西好，买家心里就会
喜欢！”老汉笑着说，脸上浮现出得意的神情，好像
连皱纹也变成了一朵花的样子。

看着老汉脸上的笑，我心里既有敬佩，又有苦
涩。老汉把装饮料瓶的蛇皮袋搬上车，坐在车座
上，摘下头上的帽子，扇起风来。他雪白的头发被
阳光镀上了一层金黄的颜色。

“我的瓶子卖完了，没什么东西卖了，您去别
处转转吧！”我以为老汉在等我。

他摇了摇头，笑着说：“我等在这里是因为刚
才有个人往垃圾箱里扔了件衣服，我正好捡起来
了。刚刚，我发现衣服口袋里还有50块钱，我在这
里等一会儿，没准儿一会儿就能看到她呢。”

收旧货的老汉
■彭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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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醉的荷花
■梅春

月色朦胧，湖面如镜，

微风轻拂，荷香四溢。

夜已深，星辰低垂，

一盏孤灯，照亮夜的寂静。

荷叶间，露珠闪烁，

似那醉人的酒滴，

滴落心头，泛起涟漪。

荷花轻舞，醉意朦胧，

在夜色中，更显婀娜。

那荷花，犹如仙子，

红衣翩翩，酒香弥漫。

她们轻倚绿叶，笑语盈盈，

醉了这湖光山色，

也醉了过客的心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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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各公司车险业务，人保，平安，太平洋，
中路，国任，紫金，华农，大家……兼办验车，24小
时道路救援，查勘定损，服务理赔一站式服务！

专 业 车 险
电话：138327388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