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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手记

大千世界

人生感悟

园子
■谢素军

花开诗旅

为你写诗
■祝相宽

今天，我要蘸着初春的阳光
写一首诗，献给你，我的母亲
以及普天下创造春天的未来的母亲
今天，属于感恩和歌唱
今天，属于花朵属于你

母亲，今天是“三八节”
全称“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
一个动词，让这个节日闪闪发光
让我想起麦田里你手持镰刀擦汗的身影
想起你行走、劳作、安息的那片土地

我还要写下我乡下的姐姐
在贫寒的日子里种满了花朵
小院里盛开的向日葵照亮我童年的记忆
我必须写下任劳任怨的她
伴我走过五十年风雨长路的妻子

此刻，想起依然北漂的女儿
她上班经过的路旁正在生长新鲜的春意
今天，我要把祝福送给她和天下的女孩
记住这个节日里最耀眼的动词
每一条路，都通往梦想
每一天，都是灿烂的花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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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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草】
漫步在故乡的田野里，目

光所及之处皆是蓬勃的生机。
小草从沉睡中苏醒，倔强地顶
开。头顶的泥土，探出嫩绿的脑
袋，它们在微风中轻轻摇曳，看
似柔弱，却蕴含着无穷的力量。
让我不禁思索，生命的坚韧，往
往藏在那些毫不起眼的微小事
物之中。每一株小草都有着自
己的使命，无论生长环境多么
恶劣，都竭尽全力地生长，为大
地增添一抹绿意。

——包元安

春风送暖，气温升高。母亲
一直观察着天气的晴暖，多次
到野外查看是否有荠菜露头
了，随时准备采摘。开春了，母
亲挖荠菜、野韭菜，或采摘香椿
芽，然后通知儿女、亲友们，邀
请大家一起来架炉烤饼，品尝
头茬鲜嫩的春菜。家的味道多
种多样，开春一家人采野菜、架
炉、烙饼、卷饼、咬春，是我魂牵
梦绕的一种家乡情结。

——周国利

【春菜】
岁月悠悠，如同四季更迭，转

眼间，父母已从春天的生机勃勃
走到了秋天的沉稳与宁静。和很
多人的想法一样，曾经我觉得对
父母最好的爱就是给他们吃好
的、穿好的。但我慢慢发现，爱不
仅是物质上的供养，更重要的是
心灵的陪伴与情感的交流。晚年
如秋，作为子女，我们要用爱与耐
心，为父母的晚年生活编织一幅
幅温馨的画面，让他们感受到春
天的温暖与希望。

——谢琼梅

【晚年如秋】

扎根
■雷亚梅

寻春
■和智楣

早春的午后，阳光正好，我独自出
门寻春，不知不觉便踱步到重阳桥畔。
我缓步走到桥中央，展目四望，天蓝水
蓝，远山染绿，万物复苏。往日寒冬的
萧瑟已遥遥隐去，此刻新芽妍妍，等待
已久的春天如约抽枝发芽，展露出明
艳动人的笑颜。顷刻间，无边的春意温
暖地注入心底，涌动出春的绚烂。

于是，我不禁想起深冬里，我曾独
自到桥畔流连的那个黄昏。彼时正值
大寒，枯山瘦水，万物下沉，天地间一
片荒芜。即使生活的小镇地处南方，四
季温差不大，桥畔的山山水水也同样
历经着寒冬的洗礼。枯的枝，萎的花，
万物正面对着最为严峻的考验，安静
地与冬日的寒冷做着最后的抗衡。

如今，在春风的润泽中，万物再次
焕发出蓬勃的生机。重阳桥畔，春风轻
拂，裹挟着缕缕生机，掠过山间，吹过
枝头，朵朵繁花蓄势待放，一朵、两朵、
三朵……红的、紫的、黄的，全都孕育
着希望与梦想，热烈地见证着岁月的
更迭。

这样的美好，能够感染每一个人。
从冬的高冷到春的明媚，万物与严寒
凋零对峙后，所呈现出的那种坚韧的
倔强与韧性，那种不肯屈服和顽强拼
搏的风骨，常常给人带来一种劫后重

生，亦或是死灰复燃的强烈震撼。那种
积蓄的力量所迸发出的生命力，令人
折服，令人感叹。

这是四季风物的魅力。人间四季，
从冬到春，又从春到冬，由凋零走向新
生，又由蓬勃回到沉寂，生命在枯荣交
替中完成沉淀，在春冬往返中走向成
熟。人生同样如此，虽然会有寒冬，但
只要心怀对春天的期盼和向往，安静
地按照自己生长的节奏，坚定地行走
在自己的轨道里，便能迎来人生的春
天，再次寻找到温暖的力量。

又是一年春来到，早春寻春，春风
浩荡。这个午后，我独自伫立在春意缠
绵的重阳桥畔，一种久违的源自生命
的愉悦和欢欣，终于穿越了寒冬，抵达
我的心房。生活的酸甜苦辣，人生的悲
欣交集，全都在这一刻，浸润在春的喜
悦里。

事实上，当徐徐春风掠过脸庞，当
生命重新焕发出生机与希望，眼眸里
盛满春的色彩时，每个人的心房都会
变成一朵颤动的花蕾，在春风里，绽放
出无限缤纷的美好。

推开老旧的木门，吱呀一声，仿佛惊醒了沉睡
的园子。我站在门槛上，望着荒芜的园子，竟有些
恍惚。这园子是祖父留下的，他生前最爱在这里侍
弄花草。如今，园子依旧，人却已去。

园中的老梅树最先感知到温暖。光秃的枝干
上，不知何时冒出了点点嫩芽，像害羞的少女，悄悄
探出头来。记得祖父常说，梅花最知春，它能在寒冬
中绽放，也能在暖春里最先苏醒。我走近细看，那些
嫩芽上还沾着晨露，在阳光下闪烁着微光。

园子中央是一口老井，井台上爬满了青苔。井
水清澈见底，倒映着蓝天白云。我俯身望去，看见
自己的倒影，也看见倒影中摇曳的树影。这口井，
是祖父亲手挖的，他说井水甘甜，最适合浇花。如
今，井水依旧，却再无人来打水浇花了。

忽然，一阵清脆的鸟鸣打破了园子的宁静。抬
头望去，几只燕子正在屋檐下忙碌地筑巢。它们衔
来泥巴和草茎，一点一点地搭建新家。记得祖父常
说，燕子是春天的使者，它们来了，春天就真的来
了。看着这些忙碌的小生命，我不禁产生疑惑，它
们是不是知道，这座老屋已经很久没有主人了？

园子的一角，是一片竹林。风拂过，竹叶沙沙作
响，像是在低声诉说着什么。竹林深处，隐约可见几
株新生的竹笋，它们破土而出，倔强地向上生长。这
让我想起祖父的话，竹子看似柔弱，实则坚韧，它能
在地下蛰伏数年，只为等待破土而出的那一刻。

夕阳西下，园子笼罩在一片金色的光辉中。我
坐在老藤椅上，看着满园春色，心中涌起一种难以
言说的感动。这园子，承载着太多的回忆，每一株
花草、每一块青石，都仿佛在诉说着往事。祖父虽
然不在了，但他的气息似乎还留在这里，与这园子
融为一体。

夜幕降临，园子渐渐暗了下来。我轻轻关上园
门，却关不住满园春色。春意早已越过围墙，蔓延
到更远的地方。这园子，这春色，这生命，都在以自
己的方式延续着，生生不息。

走出园子，回头望去，月光下的老屋显得格外
静谧。我知道，明天太阳升起时，这园子又会焕发
出新的生机。

夜风微凉，我裹紧衣衫，却感到心中一片温
暖。这满园春色，不仅属于过去，更属于未来。它提
醒着我们，生命的美好，永远值得期待。

接女儿放学的路上，偶遇一方
小小的菜地。这块菜地隐蔽在学校
教室和外墙之间，长10余米，宽则
只能容得下一个成年人转身。在高
楼林立的城市，不知是哪位种菜达
人，佝着身子，把油菜、辣椒、小葱
种在了这方薄土上。

菜地虽小，菜却长得精神。辣
椒苗显然才刚扎稳根，风一吹，晃
动着嫩绿的叶子。小葱被掐过一茬
了，新出的葱苗，稚气未脱。油菜最
为惹眼，经过漫长的冬天，已经开
出了灿烂的黄花。三三两两的蜜蜂
围过来，悄无声息地采蜜。这些早
春的蜜蜂，像极了默默努力的学
子，勤奋且安静。

我凑过去，蹲下来，仔细观察
油菜花，新绽的花朵十分朗润。在
三角梅满街、紫荆花铺天盖地而来
的季节，这几棵油菜竟贴着墙壁，
在缝隙里开出了别样的风情，微风
一来，春姿摇曳。

几天后，早起晨跑，我突然想
起这块角落里的菜地，特意绕道去
看看。这一次，我远远看见一位老
人，正一手提着一桶水，一手用一
个红色塑料瓢往菜地浇水。那身
影，像极了我记忆中的外婆。

记忆中，每天清晨，无论刮风还
是下雨，外婆都要去菜地转转，扶一

扶被风吹倒了的稻草人，看一看菜
苗的长势，拔一拔地里的杂草，然后
才背着手慢慢悠悠地走回家。她也
不在意，任狗尾草上的露珠，弄湿了
裤脚。有一次外婆摔断了腿，在床上
躺了小半年，能拄着拐杖下地的第
一件事就是去菜地看看。外婆常说：

“去地里走一走，心里踏实呢。”
我走到老人的身旁，主动和他

聊起来。老人脸色红润，精气神十
足，两只眼睛炯炯有神。从聊天中
我得知这位老人是名乡村教师，退
休后随女儿在城里生活。老人的女
儿是这所学校的老师，他在学校附
近散步时，发现了这块小天地。于
是，在征求学校同意后，老人立马
把它开垦成了小菜地。他说：“可别
小瞧这块巴掌大的地方，有土的地
方就能生根，你看这些菜长得多
好，它们的根扎得深着呢。”

我望着地里的菜，它们在喝足
水后，精神更加饱满了。油菜花开得
更盛了，辣椒苗壮实多了，微风一
吹，已然稳稳当当了。是啊，如老人
所言，有土的地方就能生根。春天，
万物忙着向下扎根，忙着绽放生命。
有谁不爱那些努力生长的生命呢？

我们都看过繁花似锦的公园，
也别忘了身边的角落里，那里迎风
起舞的生命同样值得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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