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玉梅
画罢《春天》的最后一抹天空蓝，我

放下笔。为了这幅画，我已整整一星期多
未曾下楼。此时，浑身酸沉，起来走动，
我来到书房，慢慢地观看书架上的书，从
下到上，再从上往下细细地看，这一看，
自己先笑了。

我发现，自己竟被家中纸本的“花草
树木”环环包围，长长书单就像夏日的玫
瑰，朝我扑来。

有趣的是 《中国花馔 500 种》 这本
书，仅拿里面的花来说，就可以做出500
种中国鲜花美食。还有我手头最爱的《中
国花卉诗词全集》，四大卷花卉诗词，囊
括四海，贯穿古今。

我不由得想起一位老兄说过的一句
话：“什么样的人，做什么样的事儿。”爱
花草，就被花草召唤，就像爱牡丹的古人
常大用爱上葛巾那样，今生遇到所爱，就
被种花写花、爱树画树、研究花树的各方
神圣所吸引。书架变得壮观的同时，我方
知无论男女，还是中外，大多数人的内心
深处，都是爱花惜草的。

一抬头，看到叶永烈所著的 《胡乔
木》，胡乔木的右下方是村上春树的《海
边的卡夫卡》 和剧作家暗香的 《瓷惑》。
乔木、春树、梅花，构成一幅幅唯美的意
境画。人非草木，却又是草木。一个人，
是村上的春树，是高大的乔木，是雪夜的

暗香，多么伟岸挺拔或芳香四溢的名字。
是的，人怎么能离开自然呢？
这些年，因为我写花草树木、踏访花

草树木、描绘花草树木，朋友们给我起了
多种名号，这当然是调侃，不可认真。但
摆在我眼前的事实是，不止我对花草树木
痴爱至深，以上这些与花草树木密切相关
的中外诗人、作家、哲学家、植物学家
等，也是如此，他们像对待自己的挚爱那
样终生痴迷花草树木。

有时，我会想，在花草树木、飞鸟走
兽的心中，我们人类，跟它们也没有什么
两样吧？

我移步回到杂乱无章的画案前，错综
交叠、有开封没开封的各种鸟类画谱、香
谱、茶经等图书，占据了画案的半壁江
山。《救荒本草》《生长在时光柔波里的本
草》《东方草木之美》《洛阳牡丹甲天下》

《乐舞敦煌》《蓝印花布》《梅花喜神谱》
《花间一壶酒》……我打开一本宋代陈敬
的 《新纂香谱》，顿觉芳香扑鼻，青桂
香、叶子香、檀香，芳草、麝香草、怀梦
草等，这些以植物花草命名的香料多达八
十多种。

除了日常琐事和必理之事外，我十分
乐意沉浸在这花草树木的世界，心驰神游
而乐此不疲。

眼前的这幅《春天》，我已经时断时
续地画了十多天。有时候一天也画不出一

笔来，有时心中酝酿再三，却迟迟不愿下
笔，有时是不敢下笔。因为我心中所思所
想的，和手中的功夫还没有有机融合。比
如，我希望它悠远辽阔，但呈现出来的远
景却仅仅是起伏的山坡。

近几年来，我倾情于画蜀葵。当画过
各种蜀葵小品后，遵循书法老师余芳博士
说的笔笔都要有“内容”的章法，我的内
心开始酝酿繁复的生态画面。

这幅 《春天》，我希望像石涛那样，
通过绿植分野的水平轴线来区划天地间的
构图，不再画一幅幅单纯的花卉图案，而
是追求天地间秩序的壮阔。在这里，仅仅
是一步步探索留下的履痕，我所要表现的
还远远不够。我想要表达的，是像石涛在
一幅画的题跋中所言：“山水真趣须是入
野看山时，见他或真或幻，皆是我笔头灵
气。下手时他人寻起止不可得，此真大家
也，不必论古今矣。”

我希望画植物也要气象万千、亦真亦
幻，拓展其深层内涵，不仅呈现“伊甸
园”“桃花源”式的向往，还要有对意志
的礼赞、对凋残的生命解析、对种种践踏
的批判、对无知毁灭的警示等，并做出种
种努力和探索。

蜀葵有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它们不
卑不亢的生命气质，独树一帜。春末夏
初，它一个劲地往上长，霸气地散发出它
的精神气息。在大雨滂沱时，它硕大的叶

子上激起雨雾，小雨淅沥时它滴答着透明
的水珠子。它的花朵随着风摇花秆而律
动，就像一个个穿着花裙子的小姑娘在空
中跑过，美而不妖艳而不俗。它的花期从
五月开到八月，在漫长的夏日长风里次第
盛开，使观者的心情随风随花的悠然荡漾
而心清气爽，生出敬意。

去年，有一日，我来到一片夕阳下的
蜀葵花地里，高大的大白杨下，大片的蜀
葵花深情地目送着夕阳。我看到红色的霞
光投射在蜀葵花上，将一片花海染成绚烂
的巨幅画面。我和蜀葵、和周围的花鸟草
虫，共同经历了最华丽的落日。

蜀葵在中国已有 2200 年以上的栽培
史。据《蜀葵，走进西方人精神世界的中
国花卉》一文记述：蜀葵被誉为“丝路之
花”，是一带一路的见证者。自 8 世纪
起，蜀葵穿越千年、绵延万里的古老丝
路，通过北方、南方和海上三条丝绸之
路，被引种到日本、中亚、南亚、西亚、
北非、欧洲，一直以来，都深受人们喜
爱。

有人问我，你为什么总是画蜀葵花？
我说，蜀葵花是大地的金手指，它们

动一动就会吸引我的目光。
所以，在慢生活的节奏里，我特意

画了这幅名曰 《春天》 的蜀葵花，有感
于它的神清气爽，亭亭玉立，有着无限
生机。

草木之心

■■生活余香生活余香

■■岁月凝香岁月凝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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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文阁
有几声细语
像铆钉，楔进这夜的寂静
像小风，为田亩筹备花期
星光
长出了树的新枝
风拧开了万物的骨节
虫鸣闪烁其间，仿若戏剧
小确幸
是下坠的青枣，表达风
翅膀上的光
卧在叶藤之间，表达
未来繁密的花期
夜浅如雨，心有泥泞时
捡拾风穿过它留下的风花物语

山间

细风
在黛色的远山上
磨着自己
小鸟
衔来茎草
摩擦了山顶的云朵
一线水流
在峭壁上缠紧
像镜子，抛锚在时光里
半山坡
几间老屋
扯出了一缕炊烟

石络子

伏在一隅，一言不发

像一片发白的落叶
它用发冷的时光
使退却的往事纷纷雪崩
络子如梳
穿梭在谷场里画圆
捋过太多谷物的皮毛和风声
它的坚硬
使下坠的雨点开花
时光退却
我仿佛摸到它冰凉的脊背
与父亲微颤的叹息

荡漾

薄雾
以风的形状
长出一缕轻愁
缠绕密密匝匝的日子
花枝循着时令
攒够了光阴，把自己打开
那棵合欢树
给它洒二两露水
一夜间
就将淡红洇满整个枝头
制造浪漫
从树下经过的少女
羞赧，用了一季的时间
才按住
内心的荡漾和轻颤

花期（外三首）

■康 红
这天的天气真好，没出太

阳，夏风中略带几丝凉意。我驱
车回老家，见邻里乡亲还是儿时
的模样，三五成群地在树荫下乘
凉、谈笑，那种悠然自得，让我
瞬间对乡村的慢生活产生了无限
向往。

我走近乡亲，与朴实的乡亲
说话，仔细倾听他们的乡音；我
走进田野，想多驻足，看看青青
的庄稼有多繁茂喜人，看看空中
飞翔的小鸟有多可爱灵动……

这真是美好时刻。
田野里，早玉米已吐樱，可

煮着吃了，眼前也就浮现出地锅
焖煮玉米的情景，仿佛也闻到了
玉米散发出的阵阵清香。今年雨
水充裕，我拔起一棵花生，见籽
粒饱满，也可煮着吃了。

放眼望去，田间的每一株草
木都是那么茂密，富有生机。想
起儿时，在三伏天里，我和好朋

友一起挎着篮子，钻入一人多高
的玉米地里，用镰刀为猪羊割
草，这一割就是半天，浑身像洗
了桑拿似的，衣服被汗水全部浸
湿，劳动体验带给我莫大的欢
乐。这欢乐就像是从老井里打上
来的甘泉，带着辘轳的歌声。

我喜欢植物，喜欢那些从土
里长出的果实。在姑姑家，我看
到满院的石榴树、葡萄树、梨树
上果实硕大饱满，它们在微风里
含笑轻摇。

吃过晚饭，我回到自家老
宅，在布满记忆的老屋里小住，
可以更安静、更专心地阅读。时
不时地，我会想起梭罗书中的
话：时代的进步对于人类生存的
根本法则影响很小。

我深深认同，文明在改进我
们房屋的时候，并没有同样改进
居住在屋内的人。我们往往关心
的，是受人尊敬的人和事物。

夜里，我听到了更多虫鸣。

乡野抒怀

■郎纪山
农村人的宅院四周，总是长满了各种

各样的树。

桑树记忆

桑树，明朝李时珍称它为东方神树。
《诗经》里描写桑树的诗句很多，如《豳
风·七月》：蚕月条桑，取彼斧戕。以伐
远扬，猗彼女桑。七月鸣鵙，八月载绩。
载玄载黄，为公子裳。可以想见，在很早
很早以前，桑蚕的养殖就为先民的穿用提
供了物质来源。桑蚕耕耘，女织男耕，代
代相传，村里村外就广植桑树，加上桑树
质地坚韧绵软，是制作农具——杈的绝好
材料，所以，桑树的培植和利用，从一定
程度上推动了农耕文明的发展。

生于农村、长于农家的我，小时的记
忆中，留下了太多太多桑树的影像。

春末夏初，桑叶葳蕤，肥厚的叶片泛
着青绿的光。劳动之余，人们在长长的竹
竿上摽着镰刀削采桑叶，大抱大抱的桑叶
运到家中，平摊到地面上晾着，再一把一
把均匀地撒到养蚕的笸箩里。蚕声沙沙，
如春雨飘落，似鱼儿咂砸。一个多月后，
蚕“上山”结茧，白花花的一片。大人们
把蚕茧用剪子剪开，倒出蚕蛹，用油一
炸，成了餐桌上少有的美味；茧壳则被卖
到镇上供销社的收购部里。

夏日里，桑葚熟了，悬挂在枝头，很
是诱人。黑葚，紫如玛瑙；白葚，白如籽
玉。放学后，小伙伴们围聚在桑树底下，
男孩子脱掉鞋子，朝手心里吐一口唾沫，
束一束腰，猴儿一般爬上了树。一手抓牢
树枝，一手不断摘食，馋得树下的女孩子
们仰着脸，一个劲儿地喊：快摇下来！快
摇下来！男孩子伸舌头扮鬼脸儿，脚蹬手
摇，一时间，桑葚如雨下。不大一会儿，
小伙伴们的嘴上、脸上、手上都染成了紫
红色，个个像戏中的“花老包”，你指着
我，我指着你，笑得腰都直不起……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的一年夏天，镇
上供销社贴出告示：大量收购干桑籽，每
斤五元。这一消息传到村里，家家户户，
大人小孩便忙碌开来。一收工，大人们就
急急地吆喝家人：快！捡桑葚去！边说边
用棍子不停地击打桑树的枝条，熟透了的
桑葚如雨般从树上掉落下来。小孩子们人
小手快，鸡叨米似的，把落下来的桑葚捡
到筐子里。筐满了，抬到坑塘边，倒进竹

制的筛子中反复地揉搓，滤出果梗、果皮
儿，冲掉果浆，再用纱罗淘洗干净，取
出，晒干，很费事的。

桑籽小如虱子，黄若小米，偌大一筐
桑葚也难淘出一斤桑籽，堪比沙里淘金。
不过，那时的五元钱，也是很值钱的。

沙梨儿树

村西北角梁姓的荒宅上，有一棵果树
叫沙梨儿树。这棵树，碗口粗细，几十年
过去了，树仍是那般粗细，枝丫还是那般
稀疏，毫不见长，吃了铁似的。

春日里，粉的杏花、红的桃花、白的
梨花次第绽放，似画家的笔在乡间的杂树
间随意地涂抹。一下子，略显荒冷的村庄
便有了色彩，有了暖意，有了生机。

在高高低低的杂树丛中，沙梨儿树似
乎还沉睡在冬日长长的梦里，丝毫没有感
知到春日里的热闹。暮春时节，沙梨儿树
睁开了惺忪的睡眼，绽出了卷曲的嫩黄的
叶芽。一场春雨，叶芽渐渐地展开，渐渐
地变绿，叶柄处也慢慢地鼓出了绿豆大小
的苞蕾。

一夜熏风，沙梨儿树的苞蕾鼓胀，伸
展开了青白色的花瓣。数天后，一树青白
的碎花就散落在了枝头，夹杂在薄而小的
绿叶间。远远望去，很像一位年轻的新寡
的孀妇，令人顿生怜悯之心。

秋天，沙梨儿熟了，灰褐色，指肚大
小，被长长的果梗吊着、荡着。没有人去
采摘它，核大肉薄不说，还特沙特涩特
酸，咬上一口，酸得人直挤眼皱眉吸溜
嘴。多年来，沙梨儿就这样自生自落着。

不过，沙梨儿并非毫无用途。听老人
们说，谁家的小孩积食了，被大人哄着吃
上一颗，立马就好了，很有效的。

一日，村里来了几个买树的。梁家大
小子想卖掉它，要五十元，买树的只给二
十元，多一分都不掏。恰好村上一位退休
教师路过，说：给二十元？二百也不中吧！

那咋恁值钱？众人不解。
这树，可不是一般的树，刻木版画非

用这种木料不可。这种树的纹理不是竖的
也不是斜的，属乱丝儿，跟树的“五花
头”一样，木质也瓷实。像这么粗的树，
没有个百儿八十年就长不这么大，这可是
稀世之木！

众人一听，张开的嘴巴半天没有合
上。这棵树，至今还在那长着。

村里那些树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弘扬
爱国奋斗精神做出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学
习贯彻《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
精神，加深广大人民群众对爱国奋斗精神
的理解，增强对新时代党和国家奋斗目标
的思想认同、情感认同、价值认同，引导
广大人民群众在新时代自觉践行爱国奋斗
精神，中共漯河市委宣传部、漯河日报社
联合举办“弘扬爱国精神 凝聚奋进力
量”——漯河市学习贯彻《新时代爱国主
义教育实施纲要》主题征文活动。

■征文主题
弘扬爱国精神 凝聚奋进力量

■征文要求
1.稿件内容要紧扣“弘扬爱国精神

凝聚奋进力量”这一主题，以学习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深入学习贯彻《新时代爱国主义教
育实施纲要》，将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树
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主旋
律。征文选题要求，可以是深入学习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爱国奋斗精神重要指示
精神的学习体会、理论性文章；可以用
自己的亲身经历、切实感受，从不同角
度、不同侧面展现新时代的辉煌成就；
可以撰写身边积极践行爱国奋斗精神的

先进群体和个人，宣传他们关注国计民
生，立足岗位创新、岗位建功、岗位奉
献的爱国奋斗和勇攀高峰的精神；可以
撰写党员投身脱贫攻坚主战场、扎根人
民、奉献国家的先进事迹，体现广大党
员在家国情怀与个体使命的统一中传承
与践行爱国奋斗精神等。

2.字数要求：2000 字以内。文体不
限（诗歌除外），要求原创并未曾公开发
表 （包括自媒体），观点明确，主题突
出，逻辑清晰，语言流畅，文风朴实。

3.截稿日期：自征文启事刊出日起
至2020年10月31日止。

■评奖事宜
1.所有征文稿件以电子邮件的方式

进行投稿，来稿请注明“弘扬爱国精神
凝聚奋进力量”活动的征文字样，并附
作者姓名、单位、手机号等。投稿邮
箱：siying3366@163.com。征文过程中，
主办方会在《漯河日报》相关版面开辟
专栏选登优秀稿件。

2.征文截止后，主办方将组织专家
对征文进行评审，评出一等奖两名(奖金
各 500 元)、二等奖四名(奖金各 300 元)、
三等奖八名(奖金各100元)、优秀奖若干
名，并颁发奖金及荣誉证书。

弘扬爱国精神 凝聚奋进力量
——学习贯彻《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主题征文启事 ■特约撰稿人 杨丰收

慢慢地收拾充了一夜电的电
车时，三岁多的儿子站在了我身
后。这时，我惊喜地发现，有一
只小蜗牛正乖乖地趴在电线上。

我忙把儿子叫到它跟前。第
一次见蜗牛，他甚为好奇，眨了
眨明亮有神的眼睛，带着一脸疑惑
的表情问我：“爸爸，这是什么？”

“这是一只蜗牛。”我微笑
着给他解释。他目不转睛地看着
它，笑靥如花。

我轻轻地把小蜗牛拿下来，
慢慢放在儿子手中，边放边叮
嘱：“先拿好，不要弄伤它，一
会儿咱就把它放了。”

儿子点了点头，他小心翼翼

地拿着，像一位忠诚无比的小士
兵似的，站在那里。

收完线，我牵着儿子的手来
到顶层阁楼，让他亲手把小蜗牛
放在了养吊兰的盆里。儿子有些
不舍，见他犹豫，我灵机一动
说：“小蜗牛出来久了，它的妈
妈会担心的，如果咱们把它放
了，它很快就可以见到妈妈了。”

儿子乖乖地把蜗牛放进了花
盆，并喃喃自语：“小蜗牛，快
去找妈妈！”

那一刻，我知道，我将一粒
善良的种子播进了儿子稚嫩的心
田；我更希望，这粒种子会长成
一树绿荫，开出惊艳之花，结出
丰硕的果。

播种善良

■杨新伟
前几天，回家看望母亲，我

走到大门口喊了两声，没人答
应，心中不免疑惑。推开大门，
走到院里，才发现母亲正在屋里
看电视，不用猜，她肯定在看
戏。母亲这一辈子与戏有缘，爱
看戏、爱评戏，也爱用戏中的道
理教导我们。

很小时，我就知道戏中的一
些人物，当然是从母亲那里知道
的。四五岁时，母亲经常说我不
要和“淘气”一样，刚开始我不
知道其中的道理，长大后才明
白，“淘气”是曲剧 《柜中缘》
中的一个人物，憨直可爱，很讨
人喜欢，但不太通事理。跟着母
亲听《卷席筒》时，母亲总是拿
苍娃为例，教育我遇事要机智，
多想办法，要有一颗善心，不要
像苍娃的母亲那样，自私自利，
干些伤天害理的事，最终害人也
害己。

那时，生活水平普遍不高，
电视很少，母亲就只能通过收音
机听戏。每天晚上七点半，河南
台会播放戏曲节目，这个时间就
成了母亲雷打不动的听戏单元。
酷热的三伏天里，傍晚时分，劳
累一天的母亲，常常是边烙馍、
边听戏，二姐帮着烧鏊子翻馍。
只见母亲一边听着戏，一边拽
面、揉面、擀面，转瞬之间，一
张烙馍就做成了，一点也看不出
劳累的迹象。那时，我总问她，
怎么干一天活，也看不出她累
呢？母亲笑着说：“听着戏干
活，再累也不觉得累。”

天长日久，我跟着母亲听了
很多戏，知道了很多名家名段，
比如马金凤的 《对花枪》《花打
朝》《穆桂英挂帅》，常香玉的

《西厢记》《花木兰》，申凤梅的
《收姜维》《诸葛亮吊孝》。后
来，无论是上学，还是工作，只
要听到戏，我大都知道是谁唱
的、主要剧情是什么。这都是当
年跟着母亲听戏的收获。

当时在农村，除了用收音机
听戏以外，还可以到戏台前看

戏。我们村每逢农历三月二十
五、九月二十都要唱三天大戏，
这对母亲来讲，可是天大的好
事。但母亲那几天还要忙着买
菜、做饭、招待串门的亲戚，真
正看戏的时间并不多。一般来
说，三天的戏，母亲只能看一天
半。在这一天半里，母亲真比

“三夏”时节干活还忙，全家人
吃过饭，她匆匆忙忙刷过碗筷，
搬起凳子就往戏场跑，生怕耽误
了看戏时间。外村唱戏，我们家
不再招待客人，母亲就有充足的
时间来看戏了。她总是叫上一门
的婶婶、大娘同去看戏，走在路
上，大家说些家长里短，谈论戏
中的人物和精彩唱段，不断发出
会意的笑声。看戏，是母亲那一
代人最欢畅、最常见的娱乐方
式，是当时乡村人最丰厚的精神
食粮。

母亲不仅爱看戏，还爱用戏
中的道理教育我们，处理家事。
比如《七品芝麻官》中的县官唐
成，经历了十年寒窗苦读，坐热
了铁桌子、冷板凳，才有了科举
考试的一举成名。母亲就以此为
例，教育我和哥哥要好好读书，
不要怕学习中遇到的困难，要刻
苦学习，争取学出名堂。父亲当
年做事有些武断，不爱讲道理，
在厂里工作时遇到了一些麻烦。
母亲就给他讲《三哭殿》唐王的
故事，当时贵妃的父亲被人打
死，她悲愤交加，要求唐王为她
报仇。唐王了解了事情经过后，
知道贵妃之父仗势欺人，死有余
辜，但他没有武断从事，而是放
下皇帝架子，三番五次找贵妃谈
道理，最后取得她的谅解，使事
情得到圆满解决。这就启示人
们，在生活中，要以理服人。在
母亲的劝说下，父亲的处事方式
有了一些改变。

在母亲的心目中，戏曲不仅
是排忧解闷的娱乐方式，更是教
人如何处世的教科书。母亲念书
虽然不多，但她从戏剧中懂得了
很多道理，并和戏结下了不解之
缘。

母亲的戏缘

扇面 赵喜民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