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 季
要爱就爱这，草木苍翠，阳光热烈
红蜻蜓展开透明的双翼
停驻在荷叶的叶尖上
要爱就爱这，莲花映日，临水照影
那流水不疾不徐
如每一个时日
吹着凉爽的风
要爱就爱这每一条路，爱路上奔跑的人
爱他们对生活常作光明想
暴雨过后有彩虹
日落之后有星辰
一树树紫薇，开得毫无倦意
苹果在枝头，悄悄红了脸

雨下了一整夜

雨下了一整夜
在久已无人的小院
树叶青翠逼眼
雨滴空阶，蛛网挂满雨珠
檐下，锄头锈蚀
燕子和麻雀，都不再飞来
雨下了一整夜
雨打在竹叶上的声音
要好多年，才能传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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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扇流萤三伏天，炎蒸如烈夜难眠。
大槐森森停幽鸟，高柳垂垂嘶乱蝉。
瓜果邀来儒客趣，田园忆却故人缘。
安心守得清风在，邪气无存胜八仙。

大暑
■兰志芳

湿热交蒸大暑天，云高气朗伴晨烟。
风清雨后经三伏，草盛园中叠一年。
补种时蔬田陌滑，耘除秽物匠心专。
凉茶漫咂流光送，夏去秋来任自然。

大暑
■朱永辉

■赵 娜
乡下奶奶的小院里搭有

一个南瓜架。盛夏时节，奶
奶种下的南瓜疯长。看着满
架充满生机的南瓜，让人充
满了向上的力量。

奶奶搭建的南瓜架非常
牢固，绿意盎然，南瓜藤上
下相连，浑然一体，院子在
不知不觉间多了几许清凉。

南瓜花盛开的时节，身
穿黄色衣衫的花儿鲜艳耀
眼，在碧绿南瓜叶的掩映下
就像出水芙蓉，引得蜂儿流
连、蝴蝶飞舞。每天早晨或
傍晚，勤劳的奶奶总喜欢站
在南瓜架下，抬头看那盛开
的南瓜花，看长得青翠欲滴
的小南瓜。南瓜东一个、西
一个，尽情吮吸着大地的养
分、沐浴着阳光茁壮成长。
南瓜犹如空中风铃，煞是好
看；又如一个个绿色灯笼，
点缀着小院。

日子一天天过去，可爱
的南瓜长得越来越大，有的
已从架子上的缝隙往下沉。
这时，奶奶便找来许多木
棍，将三根木棍相互交叉，
再用一根结实的绳子绑着，
形成三角形状——三角形具
有稳定性，托着下沉的南

瓜，这样南瓜就不会往下
掉。

夏日的太阳热情地洒下
光芒，厚重的南瓜悬挂着，
敦实、可爱。奶奶将枯燥乏
味的农活儿当成了艺术，舍
得下功夫，自然收获大。

藤上的南瓜一个个多得
数不清。奶奶看着这些宝贝
疙瘩，脸上挂满笑容，对我
们说：“用辛勤劳动换来的
甜蜜果实吃起来也会觉得分
外美味。其实种南瓜非常简
单，只要水肥充足，一定能
有好收成。”奶奶的这些话
一直影响着我，让我成为一
个热爱劳动的人。

可能是受奶奶的影响，
我们全家人都喜欢吃南瓜。
到了丰收的时候，奶奶还将
吃不完的南瓜切成薄片晒
干，精心做成点心招待客
人。每年她都给亲朋好友、
街坊邻居赠送南瓜和用南瓜
做成的点心。

奶奶用一颗感恩之心享
受着生活中的每一天，让南
瓜棚成了诗意的所在。感谢
奶奶，让我们在南瓜架下享
受着清凉和收获，也享受着
虽然平淡却无比幸福的生
活……

南瓜架下

■王晓燕
中午出门，阳光似蜂针

一样蜇人，在接近40摄氏
度的室外走一圈，感觉像上
了火焰山。一楼的栏杆上，
攀爬的丝瓜叶早就晒蔫了，
耷拉着脑袋。花草多是精神
不济，无力招架阳光的毒
辣，却又无处可逃。突然，
我的眼前闪过一丛亮眼的
红：是太阳花！真是勇士
啊。敢与烈日争锋的，竟是
这娇小的太阳花呀。

太阳花雅号松叶牡丹、
半支莲，午时开放，早晚闭
合，故又称午时花。给点儿
阳光就灿烂——我还是觉
得太阳花这个名字简单明
了。儿时我们也叫它洋马
齿苋，和野菜马齿苋相
似，但它的叶片呈针状。
太阳花细嫩的茎叶上顶着
一朵五瓣花，简简单单，
花 色 却 多 样 ： 白 、 黄 、
粉、紫红、雪青、深红，
星星点点，绚丽多姿。爱
美的女孩将那些绵绸般的
红色花瓣采摘，揉碎、捣
汁，涂抹在指甲上，非常
好看。在乡下，太阳花是
极常见的，常常是一蓬
蓬、一丛丛、一片片，花
盆里、墙头上、田埂边到
处都是。春天的时候，我
家小院的墙头上就冒出许

多太阳花的绿芽来，那是
旧年的花籽落在了墙泥中，
无须浇水施肥，它们就默默
地生长起来。日晒雨淋，向
阳盛开，一朵朵太阳花如蝴
蝶飞舞在小院，成为我童年
夏日里最美好的记忆。

如今，在城市里看到这
么一丛紫红的太阳花，除了
久违的亲切感，还从某种意
义上震撼了我——那么柔
软的花瓣竟丝毫不惧阳光
的灼热，开得那么舒展、
精神！娇小的身姿楚楚动
人，旗帜般的色彩纯正耀
眼。旁边高大的紫薇也身
披锦绣与之呼应。阳光有
多热烈，它开得就有多热
烈。自然界的花有千万
种，敢在这烈日的炙烤下
绽放的又有几朵呢？这小
小的太阳花，足以将我那
点害怕酷暑热浪的娇气羞
得无处遁形。同样感动我
的，还有那些在高温天气
中工作的人：穿街走巷的
快递员、坚守岗位的交警、
维修道路的建筑工人……白
花花的太阳下，他们的身影
亦如往常，传递着生活的火
热与安定。

每一棵植物的内心都蕴
藏着一道光。即使一朵小小
的太阳花，也尽情诠释了生
命的勇气和力量！

烈日下的太阳花烈日下的太阳花

■■徐晓霞徐晓霞
周末周末，，我在亲戚的邀请下回我在亲戚的邀请下回

乡看戏时乡看戏时，，适逢东边邻居家盖房适逢东边邻居家盖房
封顶封顶。。多年未见过乡人盖房的情多年未见过乡人盖房的情
景景，，我便驻足观看我便驻足观看。。只见几个师只见几个师
傅麻利地将管子里抽上来的水泥傅麻利地将管子里抽上来的水泥
浇筑在铺好的模板上再刮平浇筑在铺好的模板上再刮平。。我我
想想：：这样的房顶肯定更结实这样的房顶肯定更结实、、更更
光滑光滑。。上面倘若建上花房上面倘若建上花房、、茶茶
室室，，该是一番别样景致该是一番别样景致。。

回想起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回想起二十世纪七十年代，，
家乡的房顶大多是用煤渣和白灰家乡的房顶大多是用煤渣和白灰
搅在一起抹平的搅在一起抹平的。。夏日夏日，，人们睡人们睡

在还算平整的房顶上消暑在还算平整的房顶上消暑，，秋日秋日
庄稼收回就在房顶晒玉米庄稼收回就在房顶晒玉米。。那时那时
村子里的房顶挨家挨户连在一村子里的房顶挨家挨户连在一
起起，，高低错落高低错落，，若从远处若从远处、、高处高处
望去望去，，就像一块块灰色的毯子漂就像一块块灰色的毯子漂
浮于小河西畔浮于小河西畔。。傍晚时分傍晚时分，，房顶房顶
上不约而同升起袅袅炊烟上不约而同升起袅袅炊烟，，村子村子
里的人间烟火便映照在橘红色的里的人间烟火便映照在橘红色的
晚霞里晚霞里，，瞬间让我的童年生活变瞬间让我的童年生活变
成了一幅唯美的国画成了一幅唯美的国画。。

小时候小时候，，姥姥家的房顶像是姥姥家的房顶像是
我的游乐场我的游乐场，，记载了我的欢乐记载了我的欢乐，，
见证了我的成长见证了我的成长。。每每回味每每回味，，便便
有幸福涌上心头有幸福涌上心头。。那种纯朴那种纯朴、、简简
单单、、自在是独属于那个时代的自在是独属于那个时代的，，
也是我们这一代人最宝贵的经历也是我们这一代人最宝贵的经历
和财富和财富。。

那些年那些年，，村子里很少有人家村子里很少有人家
买得起风扇买得起风扇，，房顶便是孩子们夜房顶便是孩子们夜
间消暑的好地方间消暑的好地方。。晚饭过后晚饭过后，，小小
伙伴们便会借着月光伙伴们便会借着月光，，顺着木梯顺着木梯
爬上房顶爬上房顶，，一起对着浩瀚的天空一起对着浩瀚的天空
数星星数星星、、看月亮看月亮，，聊着属于童年聊着属于童年
的话题的话题。。有时有时，，我们会争论天上我们会争论天上
的星星到底有几颗的星星到底有几颗、、月宫里的嫦月宫里的嫦

娥晚上吃的什么饭娥晚上吃的什么饭。。有时一群孩有时一群孩
子会在房顶上打滚子会在房顶上打滚、、闹腾闹腾，，尽情尽情
享受童年的无忧无虑享受童年的无忧无虑。。

那时那时，，我们下午放学很早我们下午放学很早。。
回到家我便背着书包爬上房顶回到家我便背着书包爬上房顶，，
在天黑前将作业写完在天黑前将作业写完，，再背靠着再背靠着
烟囱将老师要求背诵的课文念上烟囱将老师要求背诵的课文念上
几遍几遍。。看到烟囱里有炊烟升起看到烟囱里有炊烟升起，，
我便顺着梯子下来回屋吃饭我便顺着梯子下来回屋吃饭。。

每至周末每至周末，，我常常一个人跃我常常一个人跃
过几家的房顶过几家的房顶，，立于村边最西面立于村边最西面
的一户人家的一户人家，，瞅着村边公路上的瞅着村边公路上的
车来车往车来车往，，希望可以看到在外工希望可以看到在外工
作的父母归来作的父母归来。。记得有一次记得有一次，，我我
竟真的看到母亲从一辆长途汽车竟真的看到母亲从一辆长途汽车
上下来上下来，，我高兴得又叫又蹦我高兴得又叫又蹦。。因因
为距离较远为距离较远，，母亲并未听到我的母亲并未听到我的
呼喊呼喊。。我急得转来转去我急得转来转去，，好想长好想长
出一双翅膀立即飞到母亲面前出一双翅膀立即飞到母亲面前。。
可看着如此高的房顶可看着如此高的房顶，，我又不敢我又不敢
往下跳往下跳。。这可如何是好这可如何是好？？正思忖正思忖
着着，，突然看见房子东边的巷子口突然看见房子东边的巷子口
有一棵枣树有一棵枣树，，凭着我经常上树的凭着我经常上树的
经验经验，，应该可以顺着这棵树跳下应该可以顺着这棵树跳下
去去。。

我环视一圈我环视一圈，，找准比较粗壮找准比较粗壮
的一个枝杈的一个枝杈，，一只脚先蹬上去一只脚先蹬上去，，
一只手再拽住一个枝条一只手再拽住一个枝条，，另一只另一只
手又拽了旁边的枝条手又拽了旁边的枝条，，顺势一顺势一
跃跃，，整个身子便稳稳地立在了这整个身子便稳稳地立在了这
个树杈上个树杈上，，然后抱着树干滑下然后抱着树干滑下
来来。。当我落地时当我落地时，，母亲正好走了母亲正好走了
过来过来。。看到有个孩子从树上落看到有个孩子从树上落
下下，，母亲吓得大叫一声母亲吓得大叫一声。。看清是看清是
我的时候我的时候，，她赶忙扔下手里的东她赶忙扔下手里的东
西西，，将我揽在怀里将我揽在怀里，，问我摔着没问我摔着没
有有。。我看着母亲摇摇头我看着母亲摇摇头，，幸福而幸福而
满足地笑了满足地笑了。。母亲用手戳了戳我母亲用手戳了戳我
的脑袋的脑袋，，说道说道：：““你个淘气鬼你个淘气鬼，，吓吓
死我了死我了。。””

记得有一年夏天记得有一年夏天，，大雨刚大雨刚
过过，，我与一个小伙伴在房顶上来我与一个小伙伴在房顶上来
回奔跑回奔跑，，边跑边大声邀请附近的边跑边大声邀请附近的
几个小朋友一起上来玩几个小朋友一起上来玩。。跑到我跑到我
大舅家的房顶时大舅家的房顶时，，大舅正在院子大舅正在院子
里给西红柿浇水里给西红柿浇水。。他看见我他看见我，，着着
急地叫喊急地叫喊：：““妮子妮子，，别跑了别跑了，，那个那个
厢房漏了厢房漏了，，小心掉下来小心掉下来。。””正说正说
着着，，我一脚踏掉一块房皮我一脚踏掉一块房皮，，便从便从
房顶摔了下来房顶摔了下来。。还好还好，，大舅厢房大舅厢房

里放着一些未烧完的柴火里放着一些未烧完的柴火，，落在落在
上面的我总算没有伤着上面的我总算没有伤着。。我惊魂我惊魂
未定地坐在地上未定地坐在地上，，大舅吓得脸色大舅吓得脸色
苍白苍白，，冲过来将我抱起冲过来将我抱起。。

童年有忆不完的趣事童年有忆不完的趣事、、道不道不
尽的话题尽的话题，，然而然而，，家乡那些灰色家乡那些灰色
的房顶的房顶、、袅袅的炊烟袅袅的炊烟、、茂盛的枣茂盛的枣
树树，，还有亲人们熟悉的面孔和声还有亲人们熟悉的面孔和声
音音，，都成为最宝贵的记忆都成为最宝贵的记忆，，永远永远
扎根于我的内心深处扎根于我的内心深处。。

房顶上的童年

■郎纪山
夏季正是秋作物管理的关键期。
首要的是除草灭荒，把秋苗子

从草里抢救出来，这是片刻不敢耽
搁的。有农谚说：“麦在种，秋在
锄。”意思是说，种麦讲究精耕细
作，秋庄稼收成的好坏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除草。锄得及时，一来不至
于让杂草把秋苗子“吃”掉；二来
可使土壤疏松、不板结，便于庄稼
苗扎根。“锄头上有粪，庄稼越锄越
嫩。”这句话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过去，老家广种玉米、大豆、
红薯、芝麻、绿豆、谷子、高粱
等。秋苗子“竖住桩 （定植） ”
后，人们便开始起早贪黑地锄地。
大坡地离家五六里远，人们步行扛
着锄头，提着盛稀米汤的罐子，摸
黑儿从家里走，到地里时天微明，
便开始锄地。人们常常是头也不
抬，丁字步，左右换姿势，一直锄
到地头儿才直起腰，擦一把汗、喘
一口气，接着拐回来锄第二趟、第
三趟……一直锄到晌午，才拖着一
身的疲惫往家里赶。

锄地也算是个技术活儿，俗话
说得好：“会锄一遍顶三遍，不会锄
三遍不顶一遍。”有经验的老农，一
锄套一锄，锄得深、锄得透，不留

“鱼脊梁骨”，锄过去脚印间隔有
序，杂草基本绝迹。不会锄的，脚
印散乱、深浅不一，“猫儿盖屎”一

般，三两天后，地里还是杂草丛
生，让人不忍直视。

锄地是很累人的，头顶烈日，
汗水顺着脊背往下流，一直流到脚
后跟，将衣服湿透。一天下来，人
们累得腰酸背疼，晚上躺下直哼
哼，全没有陶渊明笔下“晨兴理荒
秽，带月荷锄归”的闲适。

秋庄稼一般得锄上三遍，头遍
一锄挨一锄，行话叫“套锄”，费工
费时费力气。二遍用“拉锄”，顺着
地垄，搭锄二三尺远，锄二指来
深，比较省力。第三遍多用“横
锄”，主要剔除地垄里的杂草。地锄
过三遍，算“挂锄勾（把锄挂在梁
檩上，不再用）”了，农活儿也才
告一段落。

地锄完，紧接着要忙烟地里的
活儿。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烟叶
是我们这一带主要的经济作物，是
集体和农户主要的经济来源。农历
五六月间，老老少少从早到晚都围
着烟叶打转。整修炕房、去平顶山
拉煤、购置系烟的绳线等，烟田里
抹顶打烟叉、采收烟叶，系烟、装
炕、出炕，烟叶分拣等级、打包售
卖……一环套一环，人们常常忙得
顾不上吃饭。三伏天，烈日当空，
一丝风也没有，闷得憋气。但农人
还得到齐脖深的烟田里，或给烟叶
抹顶、打叉，或采收烟叶。采收烟
叶时，人们常常是一脸黑黄的烟

油，混着汗水将眼渍得难以睁开。
采下的烟叶用架子车拉到树荫下码
成堆后开始系烟，这通常是妇女的
活儿。烟叶系完了，便开始装炕。

“炕把”钻进炕里，攀爬到檩上，两
腿叉开，把系好的烟一杆一杆码
好。三四百杆烟装炕完毕，“炕把”
从炕房里出来，通身都是汗，就像
在水里刚出来。

一炕烟得烘烤五六天时间，每
个环节“烟把”都很是操心。温
度、湿度要严格把控，稍有疏忽，
烟片就会成为“桐叶（叶片颜色黑
青）”。最要紧的是放大火期间，稍
不留神，火道炸裂冒火或烟掉落砸
塌火道便会着火，炕房会瞬间化为
灰烬。

出炕多在天刚亮的时候，一来
天凉快，二来要趁潮气——酥焦的
叶片不至于破碎。等烟叶受潮变
软，人们再收拢装车运回家。中午
吃过饭，一家老小围坐在屋里或树
荫下分拣烟叶，然后打包成捆到烟
站售卖。如此忙碌一个多月才算完
结，其间的辛劳只有经历过的人才
深有体会。

眼下，种地已经机械化，农民
已基本上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脱
出来。即便如此，播种、施药灭
草、抗旱浇地仍很辛苦。由此可
以想见，当年的人们种地有多苦多
累。

夏日农事忙夏日农事忙
■柴奇伟
母亲姊妹五个。提起自

己的成长经历，母亲总会对
我说：“恁姥爷早早地离开
了。家里孩子多，为了让五
个孩子吃上饭，恁姥姥可没
少作难。”

因为家里穷，母亲没有
上过学，即使嫁给父亲后进
扫盲班学了一段时间，也没
有学到多少知识。可正是这
样目不识丁的母亲，硬是坚
持着把我们姊妹五个都送到
了学校上学。

听父亲说，生产队那会
儿，队里为了调动社员的劳
动积极性，经常组织开展劳
动竞赛。每次割麦比赛，母
亲总是得第一名。一提起割
麦比赛，母亲总会自豪地
说：“人家割一垄，我割两垄
还有歇哩空儿。”虽然母亲为
自己的劳动能力感到自豪，
但她从内心里看重有文化的
人。

小学毕业时，因为两分
之差，我没有考上乡中。后
来，母亲听说大姐的同学秀
琴在乡中当老师，就让父亲
去说情。父亲听完生气地
说：“要去你去，我不去，丢
不起那人。”“走，恁爹不去

咱去。”当天晚上，母亲就带
着我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大姐
同学家走去。回来的路上，
母亲意味深长地说：“恁大姐
和秀琴是同学。秀琴考上
了，当了老师。恁大姐贪
玩，不好好学习。现在你看
她俩谁生活得更好？”母亲虽
讲不出什么高深的道理，但
她总用生活中活生生的例子
教我上进。

那年，我考上了漯河师
范（委培生），需要交一笔对
我家来说算是高昂的学费。
父亲反对我上师范，说：“学
咱不上了，用这笔钱在家买
个拖拉机，靠种地也能生
活。”母亲听后生气地说：

“我没文化，下了一辈子憨
力。我可不想让孩子也下憨
力。”就这样，在母亲的坚持
下，我走进了师范的大门。
我能通过读书改变命运，拥
有现在的幸福生活，都是母
亲的功劳。

母亲不仅给了我健康的
身体，还给了我一个幸福的
家庭。虽说母亲已经离开了
我，但她勤劳善良、不怕困
难、重视教育的可贵精神深
深地影响着我，催我奋进、
让我自强。

母亲教我上进

■宋君芳
最近读了大米所写的

《小巷人家》，故事里的平常
人家、百姓生活引人共鸣。
尤其是经历过二十世纪八九
十年代生活的人会感同身
受。一方小院，袅袅炊烟，
几家人、两代人的故事娓娓
道来，引人入胜。

印象中，上小学时，我
家慢慢多了钟表、收音机、
电风扇等。马路对面的人家
先添置了电视机，全村的孩
子放学后就去他家围观。时
值播放《西游记》，吃饭时家
长再三呼唤也唤不回那些正
看得入神的人。很多时候，
一些孩子是被家长拎着耳朵
带回家的。后来家家户户都
有了电视机、自行车、缝纫
机等。身处改革的时代，幼
小的我却恍然未觉。

1995年上师范时，公用
电话遍地开花，BB机引领时
代潮流，“大哥大”在我的生
活中还很少见。1998年我参
加工作时，当时每月工资
290元左右。2002年，结婚
前，爱人用积攒了好久的
5000多元钱买到了心仪已久
的摩托车。又是积攒了好
久，他买到了第一部手机。
2005年左右，房价每平方米
400多元，对我们来说简直
是天价了。

现在，家用电器种类繁
多，让人眼花缭乱。一个月
的工资就可以买高档电器
了，手机基本上两三年就要
换新一次。小时候家里几乎
没有什么零食，总是在逢年
过节时才能吃上苹果和点
心。每每回忆童年，偷拿果
盒中的果子估计是很多同龄
人都干过的事。小时候家中
来客人，我们兄妹三个和妈
妈是从来不上桌吃饭的。而
现在，我的孩子从小吃穿不
愁，水果、糕点从来没有断
过，超市里各式各样的零食
琳琅满目。上中学时我的交
通工具就是自行车，上师范
时我才开始坐公交车。等到
孩子都好几岁了我才第一次
坐火车。而我的孩子，从小
出门就是私家车，远行时不
是坐动车就是乘飞机。

近两年，我感触很深的
是，国家在高速发展，交通
便利，生活环境有了极大改
善。无论哪一个乡村，都是
道路整洁，路旁树木葱绿、
鲜花盛开……我们每一个人
都身处时代的浪潮，在滚滚
洪流中不断向前。此刻，我
深刻地体会到，我们每一个
人的命运和国家的发展是息
息相关的。有国才有家。国
家发展得好，我们才能过得
好。

心怀感恩去生活

■刘 培
昨夜一阵小雨，早起天

气微凉，我决定出去走走。
看到道旁一个公益广告

牌上写着“运动能医假病，
醉酒不解真愁”时，我不由
得笑了。忙忙碌碌一个学
期，每天“早出不见日东
方，晚归常伴月西窗”，我哪
有时间运动呀！如今，终于
放暑假了，我也终于闲了些。

沿着幸福渠漫步，渠畔
树木葱茏，石榴树挂上了
果，让人的心也沉静下来。
河水清澈，犹如翠玉，一只
水鸟麻利地点过水面，水草在
河底招摇，水下的鱼儿在水草
间穿梭嬉戏，荷叶铺展开来，
朵朵荷花亭亭玉立，我不禁想
到了周敦颐的“亭亭净植，可
远观而不可亵玩焉”。

小径上、木桥边，有人
在散步，有人在慢跑，有人
在压腿。一老人推着轮椅上
的老伴儿，神色悠然。年轻
时，他们大概也很少享受过
如此的陪伴吧。还有一群打
太极的老人，动作轻缓、柔
绵连贯，配着舒缓的音乐，

身心愉悦。
经历了生活的忙碌和喧

嚣，我特别喜欢这种宁静的
时光。在这个快节奏的时
代，每个人为了生活整日都
在奔波忙碌，甚至有时候让
人疲惫不堪。偶尔卸下所有
的疲惫与伪装，为自己沏杯
清茶，静心欣赏身边的美
景，会有一种说不出的惬意。

周作人曾说过：“人生有
必要的忙，也有必要的闲。
只争朝夕的忙，是为了夕阳
看花的闲。”忙碌能证明我们
的价值，清闲是我们享受生
活的态度。我想：我们应该
在繁忙的时候尽力把事情做
好，累了就学会放松，用暂
时的休息获得心灵的宁静，
让生活张弛有度、劳逸结
合，这样的日子才会舒心自
在、有滋有味！

愿我们的余生既有忙碌
的资本，也有清闲的自由，
让岁月在忙碌和闲暇之间能
够自由切换，不过于忙碌让
自己疲惫，也不过于清闲让
自己颓废，有忙有闲，活出
最好的生活状态！

忙闲有度好状态

大暑暖风吹碧树，绿叶枝头
舞。阵阵雨声闻，润透人间，倾洗
征尘路。

喜观沃野田园趣，禾稻清芳
吐。盼五谷丰登，福瑞康安，乐享
红船渡。

醉花阴•大暑
■李耀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