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 佳
在一个鹅毛大雪的夜晚，

我给孩子辅导完功课，突然饥
肠辘辘，便独自前往家门前的
小面馆吃面。

小店不大，昏黄的灯光下
人影稀疏。“来碗烩面。”我对
老板说。老板应和一声便转身
进了厨房。

热气腾腾的烩面端上桌，
鸡肉韭黄铺在烩面上，垂涎三
尺的汤汁挑引着我的食欲，我
快速拿起筷子挑起面往嘴里
送，寒意瞬间被温暖代替，飘
香的味道在全身蔓延开来，直
到把最后一点儿汤汁一饮而
尽。

记得孩提时，最难忘的就是妈妈做的烩面。每当我放
学回家，匆匆把书包往沙发上一扔，就迫不及待地奔进厨
房，每每看见妈妈在煤火旁用拇指按住面片的两端，然后
两只手掌左右抻拉，接着上下晃动，最后将面片横着撕成
约 3 厘米宽的面条下锅，我便催促着妈妈赶紧把饭做好，
有时也会埋怨她做饭太慢，但妈妈从无怨言，依然把烩面

做的有滋有味，然后盛好端到我的面前，关切地看着我大
口大口吃的样子。当时，我觉得是那么理所当然。

过了几年，我上了大学，每当火车渐渐开动的时候，
妈妈久久地站在站台上目送我。当时自己只想挣脱家的束
缚，远离妈妈的唠叨，殊不知自己带走的却是妈妈对孩子
深深的牵挂与思念，还有自己对家乡味道的怀念。

后来我成长了，再读到“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时，才突然明白妈妈对儿女的付出是那么的从不求回报，
就如我每次舟车劳顿的回到家里，妈妈依然不善言辞，只
是默默地起身走进厨房，为我做着爱吃的烩面，依然是满
满的一大碗，里面盛满了妈妈对孩子
的爱与问候。

礼记中有一句“日月无私照”，
当我为人母时，才真正了解
当妈的心，妈妈做的菜是最
好吃的菜，妈妈用
心煮出来的饭菜，
带着任何人都模仿
和破译不出的亲
情密码——那是
世界上最神奇的
美味佳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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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锐

一
惰性一旦在体内滋长，激情与性灵便会随之悄然衰

竭。
不知从何时起，身体就像上紧了发条的时钟，一刻

不休地重复着单调庸常的生活。抬头凝望窗外，满目的
法国梧桐恍惚间已从葱茏的碧绿蜕变为干燥的枯黄，挂
着少许褐色的圆球，任凭冬风无情地吹打，倔强地在枝
头摇曳，这是秋季留赠给冬天最可心的礼物。

冬阳依旧明洁灿艳，自然的美景却悄无声息地隐
匿。街上行走的人个个步履匆匆，貌似优雅的体态覆盖
不住内在的焦虑，这似乎是现代人普遍拥有的妆容。如
同表象安逸的生活遮掩着内心无尽的不安和叩问，欲望
调配着灵魂，利益撞击着心门，那无形的愿景缔结成一
种膨胀的气场。

二
冬日的萧条，掩盖了诸多世事的美好。善意的目光

无法抑制对美的渴望，漫步街头，举目搜寻最美的风景。

同住一个小区的大嫂，失业在家却要供应在外求学
的儿子。每天在上下班的高峰，她便推出烤制鸡蛋卷的
烤箱，在小区不远处的十字路口摆摊，斜撑一把褪色的
大伞挡住刺骨的北风，为了不影响过往的行人，她每次
都刻意地把三轮车往路边的高台上安放。忙活一阵子之
后，就把双手揣进袖口，面带微笑，静静地等候前来买
鸡蛋卷的客人。我也是常常光顾她摊位的顾客之一，看
着她被北风吹皲裂了的面颊和双手，油然就心生一种同
情，可每次走近她，看着呈现在她脸上的那种坦然平静
的笑容，对她的怜惜刹那间就变成一种尊重，那温和的
神情久久地定格在我的心里，成了一幅挥之不去的风景。

上班路上开有一家别具风味的餐馆，生意的兴隆也
随之带来遍地的垃圾。一位身着橘黄色工装的大妈是负
责这块区域的清洁工。看着她岁岁年年兢兢业业地清扫
着食客随手而扔的纸屑，苍老的容颜满含慈爱和包容。
冬风恣意地吹乱她刚刚扫拢在一起的树叶，她麻利地用
扫帚捂挡，那娴熟的动作是岁月对她美化生活无言的褒
奖。一位吃过早点的女士走过，把手中的废纸悄悄地丢
尽大妈手持的小簸箕里，两人会心地一笑，那短暂的一
瞬牢牢驻扎在我柔软的内心。

走过那个不知何故把交通站台撤走了的交通岗，突
然间发现十字路口的四个角都站有臂戴红袖章手持小红
旗的陌生人，原来这些都是义务协助交警维护交通秩序
的志愿者。看他们笑容可掬地规劝欲违规闯红灯的行
人，冰冷的空气中似乎弥漫着浓浓的春意……

三
“由于粗鄙和丑陋对视线的遮挡，对注意力的劫

持，我们正逐渐丧失对美的发现和表述。我们从不缺乏
思想的榜样，但少有生活的榜样，纯真意义上的生活，
摆脱羁绊和干扰的生活，聚精会神、全心全意的生活。”
是啊，当我们离开母体，身心就飘然地坠落繁杂的浊
世。在人世间懵懵懂懂地走一遭，再想回归婴儿的纯
洁，修复千疮百孔的灵魂终是奢望。几乎每个人都在欲
望的牵引下机械地挣扎，但于内心对生活中“真”、

“善”、“美”本质的追问和探寻更是难以却步。
经营一份淡泊的心情，趁冬阳尚暖，取一本书细细

品读，丰子恺先生的画作缓入视野，明朗、简朴、恬
静、雅趣、温馨与和美悄悄然浸润着心境，这是生活本
真的韵味。那闲适的姿态、仁爱的感召、温暖的情怀和
博远的思想从每一丝墨液里溢出，缀满阳光的味道，这
才是超越凡俗之上的生命！先生用自身生命真切的体
悟，写下一行行唯美润贴的文字安抚那些哀怨愁苦的世
人——不是世界选择了你，而是你选择了世界。既然无
处可躲，不如傻乐；既然无处可逃，不如喜悦；既然没
有净土，不如静心；既然没有如愿，不如释然。

快乐的根基就是做真实的自己，放慢疾奔的脚步，
让失重的躯体与疲顿的灵魂同步，让思想在历练中成
熟，保持一颗澄明善良的童心，做一个真正的生活者，
用心享受生命行程中每一份真情和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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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大讲堂·沙澧讲堂
活动预告

■■诗风词韵诗风词韵

曲艺是中华民族各种“说唱艺术”的统称，它是由民
间口头文学和歌唱艺术经过长期发展演变形成的一种独特
的艺术形式。它以带有表演动作的说唱来叙述故事、塑造
人物、表达思想感情、反映社会生活。近年来，我市的文
艺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许多曲艺界的艺术家长期活跃在
活动一线，为市民奉上了一道道精神的大餐。但在欣赏的
同时，很多市民却不清楚曲艺的来历、曲艺知识都包括哪
些、如何欣赏曲艺、曲艺的现状等。现在，福利来了！

2018年5月12日下午3点整，新闻大厦漯河日报社三
楼多功能会议室，由漯河市社科联和漯河日报社联合举办
的“中原大讲堂·沙澧讲堂”，邀请我市曲艺界老艺术家、
中国曲艺家协会会员、漯河市曲艺家协会名誉主席乔聚坤
先生以《曲艺杂谈》为主题，带我们领略曲艺之美，感受
他的曲艺人生，并聆听他的文学创作之路。讲座过程中，
还有我市“清河社”演员们的精彩表演、现场抽奖等。

全公益，全免费，欢迎参加。同时欢迎团体报名及商
家合作。

报名微信：siying_289169909
报名电话：13783065109 报名QQ：289169909

个人简介

■■沙澧写手沙澧写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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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会对那些有创作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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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锐，女，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漯河市作家协
会副秘书长，漯河市评论家协会会员。现就职于漯河
市郾城区教科体局。业余时间喜欢阅读与写作，作品
散见于多家报刊。2008年出版散文专著 《心灵的舞
蹈》，2018年出版散文集《流年》。

■安小悠

一

我对木棉的第一印象，始于舒婷的 《致橡树》，中有一
句：“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
起。”潜意识里，我觉得木棉当有“灼灼其华”之美，然并不
知其为何物。直到去年春深，我在深圳邂逅木棉，正值花期，
一树的花朵，开得惊心动魄，我在树下凝思，竟想不出一句话
来描述我那时的心境。

木棉别称尤多，“红棉”、“英雄树”、“攀枝花”、“斑芝
棉”皆是，属落叶高大乔木，树高可达二三十米，其最早以树
的意义出现在葛洪的《西京杂记》，南越王赵佗向汉帝进贡一
物，“高一丈二许，一本三柯，至夜光景欲燃”，即木棉树。

木棉三月花开，满树皆花，不见一片绿叶，棕褐色的主干
向天空延伸，每一主枝上逸出三五枝杈，每一枝杈上又托举出
数朵红花，并不显稠密或稀疏，花开刚刚好。在晴朗时，他是
清代陈恭尹《木棉花歌》中的“浓须大面好英雄，壮气高冠何
落落”，是舒婷的“花开灼灼，热血沸腾的戎兵征将”，更是一
树燃烧的火焰。在微雨里，他将一切收敛，周身设下结界，用
雨雾织就一个潮湿的梦境。而花落之时，又恍若让人听闻那一
声“沉重的叹息”。

木棉多入诗、入画。历代文人墨客皆咏之，岭南画派多以
木棉入画。宋代杨万里“却是南中春色别，满城都是木棉
花”，一句道尽木棉花开情状。清代屈大均作“十丈珊瑚是木
棉，花开红比朝霞鲜，天南树树皆烽火，不及攀枝花可怜”，
更将南国红棉闹春的绚烂景色跃然笔端。一棵老树，数朵红
花，中有白蝶款款，翩跹于春光花色之中，真让人心驰神往。

二

一夜之间，楼下的两棵玉兰便全开了。远望满树繁花，静
远雅致，是披雪的琼林。如果说南方的木棉是英雄，那北方的
玉兰一定是小女子，她温婉静谧，自九重碧霄而下，白纱霓
裳，浅笑盈然，“我知姑射真仙子，天谴霓裳试羽衣”，恍若白
云，又如轻雾。

《长物志》云：玉兰，宜种厅事前。对列数株，花时如玉
圃琼林，最称绝胜。玉兰初始花发在惊蛰，盛开时，花瓣展开，
形如莲。且花坐枝条末端，故王维称其为：木末芙蓉花。其花期不
逾十天，常为步履匆匆者忽略，故李渔由衷感慨：此花一开，
大家便要急急玩赏，玩得一日是一日，赏得一时是一时。

于是这几日，我得了闲便去细赏。花是全开的，少见花
蕾、半开的或将凋的，树下也未见落花，我有时站着，有时坐
在树下的长凳上，那些白色的花，花瓣厚实，故生出质感和力
量。天空是一块硕大的布，将玉兰印染其上。我在树下待久
了，会情不自禁地掉进席慕蓉的诗里，把木兰看成油桐，“阳
光下慎重地开满了花，朵朵都是我前世的盼望”……

木兰分紫木兰、白木兰，或紫或白，都是春天里的一树花
开，都有让人怦然心动的明艳。其中紫木兰又称辛夷，活脱脱
一个容貌绝佳的古典女子，风姿翩然于浅浅春风中。辛夷我也
喜欢，但白玉兰尤爱。清人朱廷钟的词甚合我心：“刻玉玲
珑，吹兰芬馥，搓酥滴份丰姿。缟衣霜袂，赛过紫辛夷。”

春天气候宜人，这个时令，无论南北，千花万花都在静静
地开放，不止木棉，不止玉兰，还有桃李杏樱，春梅海棠等，
空气里便满是花的芬芳。尤其在夜里，风变得很轻，怕把花香
吹散了似的，我坐在窗前，桌上是一张白纸，此刻我什么也不
想做，只想用清风蘸着花香，写尽所有的花开。

南木棉 北玉兰

郾城历史文化底蕴深厚，为深入挖掘郾城独特的文化
亮点，坚定文化自信，助力城市“创文”，打造书香郾
城，提升全民文明素质，贯彻落实郾城区委1351 工作布
局，在开启新时代漯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中
作出新的贡献，近日，郾城区委宣传部、郾城区文联携手
漯河日报社，共同在 《漯河日报·水韵沙澧》 版面开设
《“话”说郾城》文化专栏。现面向广大市民，征集与郾
城历史、文化、人物等相关的稿件。

一、征集时间：即日起至2018年5月底为征集阶段。
二、稿件刊登：征集稿件经统一整理后，由专人进行

把关，经讨论、审核、商榷后，在本报所开专栏择优刊
登，并支付稿酬。

三、投稿邮箱：siying3366@163.com
咨询电话：13783065109 联系人：陈编辑

《“话”说郾城》
征稿启事

■李 季
我和李锐生活在同一座城市，我们所在的城市有条静

静流淌的河。它日夜东流，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承载着
一代又一代人的悲欢和梦想、回忆和向往，生生不息，也
永不停留。李锐最近新出了一本散文集，叫《流年》。《流
年》这个书名就包含着对似水年华的挽留，也包含着这个
似水女子那一次又一次深情的回眸。

也许是从事过很多年幼教的原因，李锐爱孩子，也把
那些可爱的花花草草当成孩子来爱。院子里的白玉兰，开
满花的桃园，郁郁葱葱的月季，都让她一再驻足，赞叹不
已。她爱的不只是花草，还有河湾里的阳光，那只叫“黑

帅”的斗鸡，甚至翩然飘落的黄叶。她笔下的风景都很平
凡，但她说“时光若水，平凡即大美”，我们都是这平凡
的世界上最平凡的人，做大事固然很好，但能把平凡的生
活过出诗一样的味道，这更让我欣赏、感佩。脱离柴米油
盐，谁也活不下去，但只为柴米油盐而奔忙未免太俗，生
活需要文字和梦想。

身为一位母亲，李锐对外地一儿一女的牵挂无时无
刻不在，李锐有一部分散文写的就是对孩子的爱和惦
念。孩子的每一步成长，都离不开父母的心血，孩子的
每一点进步，都让父母欣喜无比。但长大就意味着分
开，龙应台在 《目送》 里写道：“所谓父女母子一场，
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
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
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
你：不必追。”一声“不必追”包含着多少离情别绪，
不必追，也无法追，追上之后，还是别离。李锐的这些
篇章里，流露着深深的母爱，让人感动，也让人忧伤。
还有纪念姥姥及其他亲友的篇章，读来让人悲不能已。
曾经在我们的生命中以最亲密的方式存在过的人，再也
看不到了，怎能不让人低回黯然、伤心难禁？李锐用

“流年”来做自己的书名，她想留住的不只是不复重回
的时光，更是时光中那些点点点滴滴的爱恋和依依不舍
的亲情。

李锐是才女，这从她的文字中能看出来，她评论书
画、影视剧、世界名著，都有难得的真知灼见，篇篇都有
耐人寻味之处。她评 《肖申克的救赎》、评 《妈阁是座
城》、评《芳华》，都有自己独特的见解。

李锐非常勤奋，已出版过两本散文集，她的文字如春
日的花，饱含着女性特有的清新与妩媚，也饱含着缠缠绵
绵的温情。不过，在我看来，她的个别文章过于平淡了，
有些近似白开水，固然可以解渴，却没有可以回味之处。
文似看山喜不平，文章和诗歌一样，也是讲究起承转合
的，这个“转”很重要，文章要出彩，必须要有波折，甚
至一波三折。

李锐的文字不是洪钟大吕，而是一首首优美的小夜
曲，所以她的文字弥漫着优美的宁静气息，如沉淀着一片
片茶叶的茶水，有些微的苦涩，有些微的回甘，让人沉
思，令人回味。她的文字如春天里无声的呼唤，虽流年不
再，但那时的花香、那时的月光、点点点滴滴的悲喜早已
融入我们的生命里，不可分割，永远相随。

似水流年似水情——李锐散文印象

■穆 丹
母亲的书柜是什么时候存在的，我并不知道。在我出

生之前，或者更早，在母亲还是一位青葱少女的时候，她
一定就梦想着有自己的书柜了。我之所以这么认为，是因
为母亲有些书比我的年龄还要大，它们激励着母亲从怀揣
梦想的乡村女孩跃升为大学生，见证了母亲青春激扬的大
学时代，也陪伴母亲在狭小廉价的出租屋里度过了窘迫的
艰难时光。如今，它们静静地伫立在沉淀着岁月悠香的书
柜里，将那些与母亲同甘共苦的记忆酝酿成泛黄的书页，
诉说着奋斗的艰辛与荣光。

外公外婆都是大字不识一个的农民，他们有着普通农
民的勤劳与质朴，又有着不同于那个时代农民的远见，他
们鼓励自己的儿女们通过读书改变命运。每天放学归来，
割草喂了羊和兔子，母亲就可以在煤油灯下看会儿书，书
通常是借来的，书页被翻得皱皱巴巴，却让人手不释卷。
煤油灯明明灭灭地闪烁，夜风险些将它吹散，星星点点的
火光足以照亮大千世界，也足以燃烧起母亲热烈的希冀。
若说幸运有命运眷顾的成分，那么母亲是幸运的，有远见
卓识的父母，又恰巧赶上了高考恢复。更多时候，幸运是
天道酬勤的必然，正如母亲考上了如今被誉为国家“211”

工程的重点大学，这背后的坚持与付出，
也只有被母亲纤弱的手指翻动过的书页知
道。

20世纪80年代，从未出过县城的母亲
背着外婆为她准备的咸菜，只身一人来到

繁华的大都市，开启了她求学的新征程。师范院
校、中文系，这是母亲的选择，中文专业是兴趣
使然，师范院校的生活补贴可以缓解家里的负
担。这是母亲买书较多的一段时期，家里存的人

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过的四大名著、部分外国名著以及文学
理论方面的书籍，都是当年母亲用节省下的生活费买来
的。翻看母亲大学时的照片，一米六多的身高，体重只有
九十斤，衣着俭朴的她和同学们站在一起显得有些土气，
但母亲的脸上却分明有着自信而坚定的神采。那个年代的
书正像那个时期的母亲，没有花哨的包装，素色的封页上
印着书名和作者，简洁坦荡、掷地有声，没有哪个名人为
它写序，也无须明星们的联袂推荐，你只需翻开它，感受
那白纸黑字带给你的力量。

大学毕业，母亲来到离家乡二百多公里的城市工作和
生活。她有了家，却没有属于她的房子，更没有属于她的
书柜。我们一家三口租住在四十平方米的房间里，母亲的
那些书在何处存放，我不得而知，至今也没有追问，如今
它们依然保存完好，书页平整从容，似乎那几年的磨砺只
是书页中某个轻描淡写的篇章。那段时间，生活虽然捉襟
见肘，母亲仍能从牙缝中挤出买书的钱，她买的书不多，
但足以撑起她面对困境的勇气。书柜上的 《毛泽东诗词
选》就是购买于那个时期，竖排版、繁体字、七块一毛五
的定价都是那个时代的印记。如今我翻看着它，想象着当
年的母亲是以何种心情阅读这些文字，在结束了一天的劳
作后，在狭小局促的出租屋里，她疲乏的双眼与那些激昂
澎湃的诗句碰撞出怎样的华彩？她瘦弱的身躯是如何在书
中汲取革命者的坚韧和希望？

我上小学的时候，家里已经有书柜了，不仅有书柜，
还有专门的书桌和书房。这是生活给予奋斗者应有的犒
赏。母亲常在书房里看书、做笔记，渐渐的，我也学着她

的模样读起书来。我最早读的是连环画版的《西游记》，厚
厚的一本，插图配上简单的文字，虽然很多字我不认识，
但因为看过电视剧，还是能够顺着剧情读下去。童年的时
光总是漫长，很快我就把这本书读完了，而阅读的乐趣才
刚刚开始，何况守着母亲书柜中浩瀚的宝藏，每一本书都
是等待开启的宝箱。我看到了 《西厢记》 这个书名，和

《西游记》仅一字之差，或许它们之间有某种关联吧。打开
书页，却是满眼看不懂的句子，我向母亲求教，母亲说这
不是我现在该看的书。那我该看什么书？母亲似乎也意识
到了这个问题，为了我，她把书柜腾出几层，隔段时间，
会添置一些新书，带拼音的《安徒生童话》、《伊索寓言》，
白话演绎的《二十五史故事》等，它们装点着我童年多彩
瑰丽的梦。

在我成长的每个阶段，母亲会适时地给我买书，她很
少教导我做人做事的道理，那些书就是她的“代言人”。小
学时，母亲为我买过冰心的《繁星春水》，从那里我看到了
纯真美好的世界；初中时，母亲曾推荐我读《欧也妮•葛
朗台》培养我正确的金钱观；高中时，母亲拿出书柜中的

《红岩》，那些曾激励她的文字在我心里迸发出鲜活的力
量。受母亲的影响，大学时，我也读了中文专业，母亲当
年买的文学评论书籍和她保存的教材是我拓展专业知识的
好帮手。后来，我有了自己的工资收入，也经常购置图
书，母亲很少干涉我，只是在必要时给我一些建议。有段
时间我酷爱张爱玲的文字，沉溺在内心狭小的漩涡里，母
亲提醒我要读一些历史书籍扩展眼界和胸襟。恋爱的年
纪，母亲推荐给我路遥的 《人生》，让我明白选择的重要
性。母亲的书和她的爱陪伴着我，从懵懂的童年一路走到
现在。

这些年，母亲的书柜陪她品尝生活的苦涩与甘甜，也
丰沛着我的生命，不断增多的书籍使它不堪重负地弯了
腰，书架也有了岁月婆娑的霉斑。终于不再为生活的拮据
操劳，母亲选购了新的书柜，整理书柜花费了她两个月的
时间，那些经年窖藏的书籍散发着回忆的馨香，母亲摩挲
着它们，用当年在煤油灯下翻动书页的手掌，那里有时间
无法撼动的温柔力量，有沉沉岁暮中我永恒的眷恋与怀想。

柜柜

母母
亲亲的的

书书

■孙亚洁
天蓝得如此清澈、透明
如同这颗，紧贴在我额头上的小行星
大地，是春天的孩子
它每一次细小的欣喜和战栗
都令春风频频折腰
河流，用日月星辰洗澡。一切都美得刚刚好
这如此美丽的时光里，不能没有你。你总是站在
花草之上。站在果树的枝头
站在群山之巅。站在我掌心里晶莹剔透的诗句里
站在世界的中心，陪我虚度生命的绚丽和无意义
我也不是总要想念着你，我只是无比贪恋我想你时
你的样子，我的样子，尘世在你我的周围婆娑的样子
我只是无力将自己，从你绵长的视线里，片刻抽离

无 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