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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韵沙澧》文艺副刊是漯河文艺爱
好者的一个精神家园。本刊的宗旨是一如
既往地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多、更美的
精神食粮，为传播先进文化不遗余力，并
在这个过程中推出更多的新人新作，为我
市的文化建设备足后劲。因此，我们将对
那些有创作潜力的沙澧写手加大扶持力
度，对水平较高的作品将集束刊发；也会
不定期推出各类体裁、题材的专版，甚至
会推出个人专版，并为其举行作品研讨会
等。敬请关注。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
中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
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
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
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
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为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挖掘漯河民间艺术资源，丰富群
众精神文化生活，引导群众在文
化活动中主动参与，不断传承提
高，全面落实新时代漯河经济社
会发展工作布局，提升漯河文化
软实力，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
从本期起，《水韵沙澧》文艺副
刊将开设《街巷寻珍》专栏，以
“坚定文化自信 展示不凡成
就”为主导方向，以文学的笔法
去写一写民间手艺（人）、草根
绝活、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可以
是文化记忆，也可以是文化写
真，形式多样。欢迎关注，欢迎
投稿。
邮箱：siying3366@163.com

郑曾洋，郾城区商桥一中语文教师，
水韵沙澧读书会成员。最喜欢的一句话是

“捧着一颗心来”，最喜欢的生活状态是
“充实并快乐着”。爱生活，爱读书，作品
散见于《漯河日报》、《漯河晚报》等。

作者简介

■■文化漫笔文化漫笔
■孙幸福
潘清江是著名书法家已成为漯河人的共识，

但潘清江又是诗人恐怕知者甚少。“晴空一鹤排
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好诗需要厚重中透着轻
灵，好书法也需要厚重中蕴含轻灵，而诗词和书
法融会贯通、相得益彰，就造就了潘清江的人生。

每天早上看手机微信朋友圈，看到最早的多
是潘清江的“日课”，基本上是楷书、隶书、草
书、行书、篆书和甲骨六体书法以及临帖作品，
也有一些日课是他所书的自己的诗作。这些诗可
不是打油诗，而是诗意深刻，抒发情怀并且押
韵、合辙、对仗，颇有古诗之风。这些年各种报
刊上写潘清江的文章太多了，很难再出新意。俗
话说：诗言志。我试着从潘清江的诗中描绘出他
的人生历程和其毕生追求的书法艺术之路，其中
引用的，皆是潘清江的诗作。

“银光玉带映沙河，绿岸成荫满碧坡《游沙
河》。”潘清江是郾城沙河边的老户，生于斯，长
于斯，对沙河乃至对水都有深厚的感情。他喜欢
对人说：“我名字里三个字都带水，谁比我水
多！”而且，他把自己的工作室称为“三水堂”。
有一次我对他说，到外地就介绍是“漯河沙澧滨
潘清江”，八个字都带三点水，更牛！他欣然认
可。潘清江喜欢水不在表面，而是真心喜欢水的
韧劲和精神，滴水穿石见功夫，山中清泉，纵然
千折百回，终能通江达海。我觉得清江这个名字
很符合这种境界。

“农家长就痴情汉，有幸结交翰墨缘《学书
感言》。”潘清江祖辈农民，年轻时他也曾下过
地，各种农活农具都不陌生，从上小学起，他就
喜欢比照着书上印的楷体字临写，没有纸笔，粉
笔头、砖头块、小树枝都是他练字的“笔墨”。
即便条件如此艰苦，到小学三年级时，他写的大
字已传遍全校，成为师生的楷模。“文化大革
命”开始后，无论哪派组织都找潘清江用毛笔抄
写大字报。他虽不理解内容却乐意为之，那么多
的笔墨纸张供他免费使用，对他来说，那可是天
上掉下了练字的机会呀！

“钟情翰墨年时久，夏热冬寒不计秋 《杂
咏》。”十年动乱结束，潘清江也高中毕业了。因
为书法颇有名气，他被招到乡文化站，后又调至
县文化馆，开始了专职书法创作生涯。不管工作
多忙，他每天至少临帖习字两个小时，几十年

“伏案移灯闲读帖，寻求奥妙夜无眠《秋夜》”。
他用过的纸若是一张张叠起来，恐怕要高过几层
楼；画家梁军多次称赞：“潘老师是漯河书画界
最勤奋的人，他若不算，没有任何人敢说勤
奋。”他的学生和弟子钮伟涛、陈晓东都佩服地
说：“潘老师以他的勤奋为我们树起丰碑。”

“我书师法晋唐风，最爱张颠与素翁《学书
有感》。”潘清江心中的“圣人”是古代最有名的
狂草书法家张旭和怀素，所以，他的书风既沉稳
爽健，又飘逸华丽，纵横自如，酣畅淋漓。他追
求古风但绝不盲从，其《习楷有感》说：“魏晋
书法存柔刚，各有千秋各有长。步逐前贤出新
意，别开生面我独狂。”他的诗作有古代书法家
十咏和现代书法家十咏，以及汉碑十咏，他对这
些书法家都认真找出优点和长处，以便去学。咏
古代书法家智永他认为“八法精微入笔端”，钟

繇他认为“刚柔相济多丰润”，王铎他认为“跌
宕纵横气自华”；咏现代书法家白蕉他认为“铁
画银钩两晋风”，徐生翁他认为“古拙夸张书厚
重”，潘天寿他认为“苍古豪纵侧出锋”；咏礼器
碑他认为“两汉先开瘦劲风”，咏衡方碑他认为

“敦方折角不求工”。正是这般大处着眼小处着
手，正是这样诸家精品都学，而且兼修并蓄，所
以，虽然诸家笔意都有，但写出来的就是潘清江
的字。曾经有崇拜者特别喜欢潘清江的楷书，就
问要临谁的帖。潘清江幽默又自豪地告诉他：“全
国都找不到，只有我这有，我是把唐楷、魏楷、
隶书融合到了一起，形成了我自己的楷书风格。”

“搜碑选帖苦精研，日夜临摹似悟禅《临池
感言》。”1990年，潘清江成为中国书法家协会
会员，作品入选全国第四、第五、第六、第八、
第九届书法展，并入展第二届全国书法最高荣誉

“兰亭奖”创作奖。担任漯河市书法协会副主
席、秘书长，在书法成熟的黄金岁月，面对成群
结队的求字人，潘清江选择了闭门谢客。干啥去
了？他要静下心来，专心致志为家乡的许南阁祠
书写全文的《说文解字》碑林。《说文解字》是
世界上第一部大字典，更是漯河人的骄傲，为了
让先贤留下的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泽被后世，潘
清江应邀承担《说文解字》全文书丹的重托。这
可是133441 个字呀！潘清江按照藤花榭藏版逐
字书写，原文为篆书，释文为楷书，用了 1000
天时间于2003年3月28日书写完毕。郾城区领
导从巩义请来祖辈石刻的韩洲现父子5人，又用
两年半的时间，镌刻成每块长1.66米、宽0.66米
的282块石碑，立于郾城区许南阁祠院中。整个
碑林书体匀称严谨，结构方正，遒劲俊逸，稳妥
有势，是全国唯一一套记录整书的写刻作品，可
谓字字珠玑，通篇辉煌，不仅展现了许慎文化的
精髓，也是漯河城市名片中光辉灿烂的文化瑰
宝。在一次全国性的“许学”研讨会上，一个文
学大家感慨地说：“潘清江可能不是全国最著名的
书法家。但在书写《说文解字》碑林这件事上，
他抱着无私无欲的信念，忍受住孤独和寂寞，把
它当成庄严而神圣的事业，是真正可敬可赞的！”

“秋风落叶降霜寒，月暗临窗坐小轩 《秋
夜》。”潘清江认为：“艺道从来无捷径，归真字
外得真诠《临池感言》”。他从50年前开始，至
今坚持习字临帖，越临，越觉得意味无穷，“学
书哪怕鬓添丝，醉恋成迷莫笑痴。夜取新书闲浏
览，朝临旧帖细沉思《书痴》”。

就先天聪颖和后天勤奋而言，潘清江认为最
好是既有天资，又勤奋努力，所以有“神奇但应
心源出，半靠辛勤半颖资《夜起独思》”。对于
创作而言，需要灵感，所以他认为“灵犀每有神
奇梦，彩凤时多绰约姿《书痴》”。但要想创作
出精品，须得达到“精微只要真功下，点画仍需
费细敲《无题》”的境界。而且，只要达到这个
境界，就能实现“随心落笔风云散，妙意经营补
拙工，酣畅淋漓千百态，沉淫墨海写人生《学书
有感》”的境界。

“临池但得心有悟，破浪乘风荡艺舟《墨海
荡舟》。”在书法艺术的道路上，潘清江早已成为公
认的大家名家，但他书如其人，功力内敛而不张
扬，宽以待人极具亲和，上至古稀老人，下到刚启

蒙的学生，都愿意与他亲近，向他求教。而他也
实事求是，客观评论，助人为乐，诲人不倦。

中国有句古诗叫作“腹有诗书气自华”，对
于潘清江，笔者认为恰当不过。他不仅自己吟诗
作赋，还把如何作诗的资料送给自己的弟子，要
求学诗练字两手都要抓。他认为“每在书中求妙
理，常从象外得真诠。潜心修道磨穿砚，境界超
然气吞天 《学书感怀》 ”。一个不学无术的人，
字有可能写好看，但永远成不了一个书法大家。
潘清江自己也是“架上诗书时诵读，斋中笔砚苦
耘耕《学书感言》”。正因为诗书不离手，潘清
江笔下的作品才会具有中国文人的传统儒雅，怎
么看怎么好。我曾经问过他一个幼稚的问题：

“什么样的字才算好字？”潘清江回答：“专家认
为写得好，老百姓认为写得好看，才真正算是好
字！”或许，对于书法家来说，这样的话不符合
专家学者的胃口，不登大雅之堂，但这样的字绝
对有旺盛的生命力。

生于1956年的潘清江，最近写了 《人生感
言》 一诗：“坎坷人生六十秋，霜花两鬓半侵
头。光阴似箭催人老，岁月如梭逝水流。墨海放
舟追远梦，书斋纵笔尽忘休。千磨百折精诚在，
月砚耕耘做老牛。”正是因为“老牛已知夕阳
晚，不用扬鞭自奋蹄”，所以，潘清江“闭门临
池追汉晋，当窗试笔不思年《学书感言》”，坚
持“夜取新书闲浏览，朝临旧帖细沉思 《书
痴》”，成为今天的三更明月五更鸡，成为后生
小辈们努力学习的楷模。

曾有一日，我向潘清江老师求教诗词书法
时，忽然有个想法：潘清江的二儿子潘迎峰正在
北京中国画高研班跟着国画名家学画，深受老师
们喜爱。他年纪虽轻，其画已经入选全国画展，
待老潘的诗作多了，分别用六种书体写出来，小
潘也学业有成，给配上画，出一本父子合作、诗
画双绝的专著，岂不是文坛趣事一桩？潘清江深
以为然。让我们期待这一天。

■张翠华
中学时读《李愬雪夜入蔡州》，只觉得荡气回肠，随

着文中描写，无数次地想象着那个神秘的唐朝雪夜。直
到在漯河待了很多年，直到我关注唐朝宰相裴度在郾城
平淮西叛军，才猛然觉得，原来，那个一直铺展在记忆
幕布上的静谧却发生令人震惊事件的唐朝雪夜，与漯河
有着如此紧密的联系。对于唐朝那个雪夜，越发觉得神
秘而不同凡响。

《李愬雪夜入蔡州》 取之于司马光的 《资治通鉴》，
记述的是唐朝李愬雪夜袭取蔡州，擒获淮西叛军首领吴
元济之战。这次奇袭战十分成功，在历史上也赫赫有名。

李愬袭击蔡州的准确时间在元和十二年，即公元817
年的十月初十。“时大风雪，旌旗裂，人马冻死者相望。
天阴黑，自张柴村以东道路皆官军所未尝行，人人自以
为必死，然畏愬，莫敢违。夜半雪愈甚，行七十里，至
州城。”李愬命李佑等率训练有素的敢死队 3000 人为前
锋，自己与监军将3000人为中军，命李进城率3000人殿
后。军队的行动十分隐秘，除个别将领外，全军上下谁
也不知道行军的目的地和部队的任务。李愬只下令说向
东。东行30公里后，唐军在夜间抵达张柴村，乘守军不
备，全歼包括负责烽燧报警士卒在内的守军。“时大风
雪，旌旗裂，人马冻死者相望。”司马光以简洁之笔，给
我们描绘出了一千多年前唐朝那个雪夜的奇寒。

李愬雪夜入蔡州的出发地距漯河不远。一千多年前
的冬夜，唐朝大军冒着严寒，向着吴元济的治所悄悄进
发。我似乎看到了那雪夜行进的军队，嗅到了苍茫的夜
空中弥漫着的生与死的紧张气息。

那个雪夜，唐朝宰相裴度已经率军驻扎在郾城两个多
月，在这个大雪弥漫的夜晚，裴度一定是彻夜难眠的。事
前，李愬将袭击蔡州的计划告诉他，认为“蔡之精兵皆在
洄曲及四境距守，守州城者皆羸老之卒，可以乘虚直抵其
城”。裴度认为是个很好的计划，给予大力支持，正是裴
度指挥了这次奇袭。他一定久久地伫立窗前，望着漆黑夜
色中飘舞的雪花，既充满胜利的信心，又心系前方将士
的安危。来到郾城两个多月了，淮西叛军尚未平定，他
手抚宪宗出发时送给他的通天御带，想起临行前的铮
铮誓言，更对这场雪夜之战充满胜利的期盼。

这一个雪夜，能安然入眠的是吴元济叛军。吴无济
把大批的军力都布置在洄曲 （漯河） 一带，这样一个大
雪弥漫奇冷无比的夜晚，他怎么也不会想到，附近的李
愬大军正悄悄往蔡州进发——那踏在雪地上的脚步声，
成为他们的催眠曲。

李愬直接指挥了这个雪夜的战斗。李愬，字元直，
有谋略，擅长骑马射箭，其父是名将李晟。唐宪宗讨伐
吴元济，唐、邓节度使高霞寓失败以后，用袁滋代替他
做了统帅，没有取胜。李愬主动请求一试，宰相李逢吉
认为李愬可以任用，于是任命他担任隋、唐、邓节度使。

李愬雪夜入蔡州前，漯河一带早已陷入战乱，吴元
济将重兵驻扎在洄曲 （沙河和澧河相汇处的下游一带），
唐朝多次派兵平定，四年之间，没有取胜。物资转运使
人们疲惫不堪，百姓深受其害，有些百姓只好用驴来耕
种田地。宪宗以李愬为西路唐军统帅。元和十二年，讨
伐淮西的战事进入了关键的一年，宪宗决心集中力量，
先平定淮西。这时，北路李光颜率河阳、宣武、魏博、
河东、忠武诸镇唐军渡过溵水，进至郾城，击败淮西兵
三万，歼灭十之二三。郾城令董昌龄、守将邓怀金举城
降唐。吴元济得知郾城不守，十分恐慌，将亲兵及蔡州
守军全部调往北线，以增援董重质防守的洄曲。淮西军的
主力和精锐都被吸引到了北线。这就为西路唐军奇袭蔡州
创造了条件，也从中可以看出漯河与这次在历史上有名的
战役的关系是多么密切。这一年六月，吴元济见部下多降
唐，兵势不振，上表请罪，声称愿束身归朝。宪宗派中使
赐诏，允许免其死罪。但吴被其左右及大将董重质所挟
制，无法归朝。淮西已到了穷途末路、指日可下的地步。
七月，唐宪宗因对淮西用兵4年，馈运疲弊，民力困乏，
深以为患，遂任命主战最有力的裴度兼领彰义军节度使、
淮西宣慰招讨使，赴前线督战。

李塑雪夜入蔡州的幕后总指挥——唐朝宰相裴度，
是河东闻喜人。漯河人对裴度一定不会陌生，因为他来
漯河一带几个月时间，郾城的裴城村正是因为他在此筑
城而闻名。在唐代，裴度的名字完全可以与唐初的名相
魏征等人相提并论。其一生的最大功绩就是竭尽毕生精
力去一次次地削平藩镇割据势力，特别是在平定淮西藩
镇吴元济叛乱中，立场坚定，功绩卓著，使唐朝又一度
取得了统一，出现了元和中兴的政治局面。

正是这个雪夜的关键一战取得了胜利，才终于平定
了淮西。淮西平定后，各藩镇恐惧不安，朝廷又挟平定
淮西之声威，收复淄、青等十二州。藩镇割据的局面因
有所缓解。

唐朝那个雪夜，如此惊心动魄，它改写了唐朝的历
史，以其奇妙的雪光，永远辉映在历史的天空。

唐朝那个雪夜

■李 玲
郑曾洋的文章多来源于他读过的书。我

真正地读郑曾洋第一篇文章是《下雨天读书
天》：“听着雨声，享受自己那份独特的心
情，不带一丝忧愁，无关乎任何人，仅仅只
是平静而已。听着那上天赐予的声音，豪
情、潇洒、孤独地坠落，洗涤着这个世界，
洗涤着尘封的心灵。”这雨不管大小，无论疏
密，心灵是那么惬意、洒脱，有种“斜风细
雨不须归”的悠然，这种悠然，无关乎风
月，无关乎权贵，把苏轼的豪情和刘禹锡的
洒脱描写得淋漓尽致。与现代人的浮躁和骚
动不安形成鲜明对比，把一个喜欢书、爱书
之人耐得住寂寞的心理刻画得细致入微。正

是有了这种“不忘初心，方得始终”的精
神，他才能在文学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他把阅读作为一种习惯，古典诗词是他
的最爱，李白、王维、苏轼、辛弃疾、纳兰
容若等，《论语》、《左传》、《唐音英华》、《宋
词三百首》、《纳兰词》等，不知道被他翻过
多少遍。作为一名语文教师，与语文教学相
关的书是必读的。苏霍姆林斯基曾在他《给
教师的建议》中疾呼：“读书，读书，再读书
——教师的教育素养取决于此。要把读书当
作第一精神需要，当作饥饿者的食物。要有
读书的兴趣，要喜欢博览群书，要能在书本
面前静坐下来，深入地思考。”一个只教眼前
书而不广泛阅读的教师是不可思议的。我
想：作为郑曾洋老师的学生是幸福的，以他
的博古通今，他的语文课肯定是引经据典、
神采飞扬的，也难怪他网名叫“云飞扬”。

他的文章跟自己的学生、亲人息息相
关。《让我们慢慢来》，也有自己的彷徨，也
有自己的迷茫，但他始终相信每一个孩子都
有自己的闪光点，包括每一朵花的开放都有
自己的鲜艳夺目。所以不必着急，就让我们
慢慢来吧。“要及时看到学生身上闪现的火
花，要尽心呵护他们上进的愿望，和学生一
起迎接更好的自己。”真正做到了“捧着一颗
心来”。这些在他的《抱怨是心灵的癌症》和

《用心情写生活》里都有真情的告白和流露。
真正做到了让自己有光，向学生和周围的人
传递正能量。我想到了一个文友写下的话：
人的生命光辉在耀眼时候，那就照亮别人，
给亲人光和热；当人的生命光辉在黯淡时
候，那就把光芒留住，温暖自己。只要生命
之光没有熄灭，哪怕微弱到仅有一点火星，
只要生命的火焰还在跳动，其自身就会迸发
出巨大的能量，让生命的火焰继续熊熊燃
烧……

《父亲的小菜园》、《小巷》、《原来妈妈
也爱美》、《冬至的饺子》……一系列亲情文
章娓娓道来。他在每个周末都会陪伴有病的
父亲母亲。孝道是什么？就是你伴我成长，
我陪你慢慢变老。尤其是 《原来妈妈也爱
美》中，把这种亲情发挥了到极致，妈妈不
是嗔怪，而是赞赏自己的儿子，有这样的儿
子，她由衷的自豪！

他善于从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发现美。作
为生活在沙澧河边的人，桃红柳绿，银杏红
枫，疏影横斜，清风明月，沙澧河的粼粼金
波……都是他的题材。捡拾纸巾的顽童，送
硬币给老大娘的翩翩少女，还有夕阳下相互
搀扶的老夫妇，丁湾村的墙绘……都给人留
下了美好的印象，把漯河的美景和文明展现
给我们。美景中的人物永远是风景的灵魂！

《沙澧河畔枫叶红》、《沙河东流去》、《美好就
在我们身边》、《小商桥的年集》等，都是一
路风景一路歌。可见他在生活中，是个热爱
生活的人，追求美、善于发现美好的人，连
灵魂都闪耀着光芒。

乡愁是每个人骨子里固有的东西，郑曾
洋也是如此。他笔下的乡愁清新、明丽又让
人怀恋，就连麦收那么繁重的劳动他也能发
现美好。记忆中的爷爷奶奶，邻里之间，捋
槐花、捋榆钱、蒸构卟叽……都留下了不可
磨灭的印象，《又听布谷叫》、《老河》等乡愁
文章，像一曲又一曲的老歌，唱也唱不完，
说也说不尽！就像村头的颍河水那样，弯弯
曲曲地绕了一道道湾，把人生的多湾诉说。

作为一个九年级语文老师，郑曾洋的勤
奋更显难能可贵。一年多时间，他在媒体发
表六七十篇作品。

郑曾洋的小说不是太多，《郑重的房
子》、《接楼记》、《扶贫》等，通过一系列小
人物的刻画以及接地气的对话，弘扬了时代
正气，但小说的笔法还欠火候。另外，他的
作品有一定的局限性，笔下多是自己多病的
父母和邻里琐事，风景仅限于周边，平时的
喜怒哀乐也和自己的学生息息相关，生活的
圈子和视野不开阔。希望他能能够开阔视
野，眼界放宽，写出更优秀的作品！

捧着一颗心来——郑曾洋文学作品赏析

■郑曾洋
我有很多小喜欢。
我喜欢读书。只要一进入书的世界，便

物我两忘，享受墨香，不为升学，不为工
作，完全抛弃功利心，只为喜欢。这些书让
我的心灵沉静，让我的头脑充盈。

我喜欢打球。课余时间，我经常和同样
喜欢篮球的同事们一块打球。一次漂亮的抢
断快攻上篮、一次精彩的篮下勾手得分、一
次妙到毫巅的助攻、一次恰到好处的盖
帽……都让人觉得那是一种难以比拟的享受。

我喜欢跑步。过去我每天早上在学生早

操前就已经跑了大约5000米。近两年，随着
年龄的增长，我不那么疯跑了，一是跑步速
度慢了下来，二是跑步距离也减了下来，追
求的不再是必须跑得快、跑第一，而是跑步
后全身上下轻松愉悦。平时在学校操场跑道
上跑步，周末和假期里就在河堤上跑步，耳
边清风轻轻地吹，身边河水静静地流，一边
跑还可以一边享受沙河岸边清新的空气，优
美的风景。

我喜欢听歌，用音乐释放心情。每一首
音乐都代表一种心情、一个故事、一段感
情。音乐里面记录着过去的时光，曾经的心
情，珍藏着逝去的旋律，美好的、悲伤
的……清晨起床，一首班德瑞的《春野》，让
人来到了初春的小河边，雪融了，嫩绿的小
草在发芽，柳树的叶苞露出嫩黄，潺潺的流
水；细雨绵绵的黑夜，在 《雨的印记》 里，

柔柔雨丝，如丝滑落，雨不止，心乃静。疲
劳时，一首 《lake children》，竹林风过闻鸟
鸣，水流潺潺归桨声。慢哼轻吟船已近，斜
阳含情铺绯红。

我喜欢拍照，将美好的事物定格。我没
有高端的设备，也没有相关的专业知识，有
的是一部随身携带的手机和一双善于发现美
的眼睛。著名的雕塑家罗丹说：“这个世界缺
少的不是美，而是发现美的眼睛。”世界上总
有一些美好的事物，让人怦然心动，如桃红
柳绿、晓风残月、紫陌听雪、疏影横斜、暗
香浮动、月上柳梢、人约黄昏……不经意
间，平凡的日子被我过成了诗。

我喜欢旅游，喜欢陶醉于青山绿水间。
奔腾的江河，澎湃的大海，辽阔的草原，茂
密的森林，宁静的山村，繁华的都市……处
处都有迷人的景色，世界这么大，我多想都

去看看。我的家乡有沙澧河风景区、有许慎
文化园、有南街村、有小商桥……闲暇时约
几个朋友骑上单车，顺着河堤，春看红花绿
柳，秋赏银杏枫叶，一路风景一路歌。

我喜欢种菜，喜欢劳动后那种收获的喜
悦。我在学校住室的附近空地上，一铁锹一
铁锹地整出来一块小菜园。这片小菜园，曾
经土地贫瘠，杂草丛生，现在，一年四季都
绿意盎然。课余时间，放下书或者手头的作
业走到了菜园里，这里扯扯，那里翻翻，青
菜更绿，叶子更青，菜畦被拢得整齐干净，
摸摸韭菜，看看小葱，好像是逗弄自己辛苦
养育的孩子。这片小菜园，让我忘却尘世中
诸多烦恼，让我享受日常的情趣欢乐，感觉
生活是如此美好。

这些小喜欢，能让时光慢下来，来去的
时间罅隙里，我自有一份安然。

我的那些小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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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子豪
都说妈妈是孩子的保护伞，可我的妈妈不是，我也

从来没有感受到被呵护的幸福。从上小学开始，学校门
口都挤满了接送孩子上学的家长，但妈妈从来不接送
我，我一直都是独行侠。那件事，更是让我对妈妈不满。

那次数学考试，我错了几道题，老师在放学后把我
留下来改正，等我终于弄明白并改正后，天已经黑了。
这次妈妈一定会来接我了吧？我满怀期待地跑出学校。
校门口冷冷清清的，连一个人影也没有。冬天的风刮在
脸上像刀子割一样，我缩着脖子走在路灯下，一边走一
边气急败坏地踢着路上的小石子，由于使劲儿太大，一
块石子硌住了脚，疼得我眼泪在眼圈里直打转儿。

回到家里，我把书包往沙发上一扔，气呼呼地坐那
里大声地喊：“别的学生都有家长接送，就我没有。平时
没有也就算了，今天这么晚，你为什么不去接我？我是
不是你儿子？你爱不爱我？”我的眼泪忍不住流下来。

“看看，又哭了，你是男孩子，咋能这么爱哭呢？
你从小就胆子小，性格软弱，妈妈这样做是为了锻炼你
的胆量，还有独立做事的能力。”说着，她蹲下来要脱我
的鞋子：“过来，让妈看看，脚流血了没有？”“咦？你怎
么知道我脚受伤了？”我满脸疑惑。妈妈说：“看到你没
回来，我就到学校找，你出来后我一直悄悄跟着你呢。”

我恍然大悟，原来妈妈也爱我，只是，她的爱，是
藏在心底里的。

我的妈妈也爱我

潘清江书法作品

■■街巷寻珍街巷寻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