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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岁一清明。清明时节雨纷纷。
说来也怪，往往每年清明时，都

会飘起毛毛细雨。清明时节，思亲怀
古，缅怀追忆逝去的亲人。

打开记忆的闸门，一个又瘦又矮
的小脚老人，这就是我的奶奶。她离
开人世，快有二十年了。每年这个时
候，我都会记起她那安详的面容。虽

然，不能每年都到她坟上祭奠，但回
回是青灯一盏，菊花一朵，在心中祭
奠，寄托无限哀思。

记忆中的奶奶，心地善良，勤劳
能干，整天操持家务。我们家孩子
多，我上边两个姐姐，下面一个弟
弟。我虽然是家中第一个男孩，但父
母却对我没有过多的宠爱。

记忆中，我从小都是跟爷爷奶奶
吃住。从小，我就有尿床的毛病，和
奶奶睡一张床，基本上天天尿床。有
时候，一夜尿两次，我每次醒后，都很
恐慌，尤其冬天的夜晚，屋里没有炉
灶，很是清冷，但奶奶从没有对我发
过火，更没打过我。她只是默默地换
上干净的褥子，第二天，一起床，天气
晴朗，她就把晚上尿湿的褥子，倒上
沙土，然后晒到院子里的棉柴垛上。
傍晚，她又将褥子拍打干净，收回铺
上，温暖如新。天天如此，月复一月，
直到我上初中去了城里。

我记忆最深刻的是过年。每到
腊月二十七八，奶奶是家里最忙的
人。我在旁边，帮着向灶子里添些柴
火。大年二十七，开始蒸馒头。打花
糕、蒸枣卷。特别是花糕，花样多，好
看好吃。大年二十八，奶奶开始炸丸
子，有白面的、绿豆面的，还有藕盒、
焖子。绿豆丸子、藕盒，至今都是我

的最爱，每每去饭店吃饭，这两样菜
都是必点，可是再也吃不出奶奶做的
味道。大年二十九，奶奶开始煮肉，
煮熟后她总是先让我尝够。肉和海
带炖在一起，总也吃不够，以至于有
一年我吃伤了，好多年都滴肉不沾。
年货准备完毕，开始过春节。

后来，我去了城里上学，一直到
参加了工作，每到周末，我都会买上
好吃的，骑上自行车，花一个多小时
的时间去看望奶奶。每到周末的下
午三四点钟，在村西头，小河沟桥头
边，一个身体瘦小、佝偻的老人，翘首
西望，盼望着城里回来的孩子，有时
候等到日落西山。

有一天上午，老家来人捎信，说
奶奶不行了，我感觉很突然。我们赶
回时，没有片言，没有告别，没有侍
候，没有累赘，无声无息地，她就走
了。

现在开上了车，顺着新修的宽敞
大道，不到二十分钟，就能回到老
家。可是，我再也见不到那个翘首望
归的佝偻老人的身影。

清明时节雨纷纷。捧心香一瓣，
愿我的奶奶在那个世界里与世无争，
依旧善良，过得安好。

生者不忘，逝者长存，永远怀念
我的奶奶。

清明
◎ 言午

追念前贤默万言，踏青彩绚共迎欢。

百花竞绽连成片，千树争繁接境边。

气清唤，景明妍，群颜灿烂映蓝天。

众鹏不恋风光艳，振翅瀛寰赛领先。

清明的思念
◎ 熊轲

树影繁茂勾勒希望的痕迹，

在大地上渗透流光。

清明的雨追随来者的脚步，

被意绪层层包裹。

纸蝶纷然成思念，

在微风中盘旋。

一盅酒混融泥土与岁月，

成了心间的风尘。

两行清泪划过，

热了几分双眸。

野花留下颜色装饰人间，

却抵达不了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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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
刚

一眨眼，母亲远别已 6 年又 11 个
月了。

母亲，想您了，儿就拿出您的手
稿，边看边回味。手稿是母亲的心血，
上面不光有母亲的体温，还有母亲的
泪滴。隐隐见那几处凹凹凸凸的地
方，儿想起母亲的话，写一次哭一次。
那次，儿子听了，特别心疼，也很动情，
继而恍然：原来，信纸上的凹凸处，不
是“水渍”啊，是母亲流下的泪滴。

我最初见到母亲的信稿时，看到
那上面的几处凹凸处，觉得是母亲不
小心洒上水滴了。听到母亲一说，儿
才明白是咋回事。

母亲克服眼神儿不好、记忆力减

退等种种困难，将自己经历的那些
人、那些事，写出来。要我们不忘过
去的苦，珍惜今天的甜。2013年12月
6 日，您写了《四舅负伤》；2014 年 2 月
20 日，您写了《父亲的生意》；2014 年
3 月 29 日，您写了《地下党员老梁》；
2014 年 5 月 16 日，您写了《四八年四
月初八》，加上最初写的《鬼子来了》，
共5篇。

儿子把您写的文稿，略加梳理，投
给了“中国梦”主题征文组委会，获得
了三等奖。知道获奖的事儿后，儿子
甭提多开心了，逢人就想给人说道说
道，唯恐旁人不知道。那天，当儿把获
奖的证书和奖金交给您的时候，您脸

上的淡然和平静，让儿觉得自己非常
渺小。那奖金，您不要。您轻轻地说：

“以后改稿子，要对我说一声。”儿子一
愣。对了，有一处儿子改了，没提前征
求您的意见，改了以后，也没再给您吱
一声。

儿子慢慢意识到了，自己的这种
自以为是很可笑。母亲，每当想起自
己的疏忽给您带来的不快，儿子心里
就觉得悔恨不已。

我是略知码字的辛苦和费劲的，
尤其写的又是70多年前的事，对当时
已近耄耋之年的母亲来说，犹如蜀道
之难，母亲竟然做到了。我为母亲骄
傲，更为母亲自豪。

母亲，您是儿的镜子，当之无愧
的榜样，儿打心眼儿里，服气您，敬佩
您。

我感谢母亲，晚年拿起笔来，提携
了我一次。2016 年 4 月 26 日，我们的
家庭获得了第二届全国“书香之家”的
荣誉，母亲功不可没。

母亲的那十几页手稿，一直就放
在我电脑桌的抽屉里。手稿的泪痕
虽隐约不清，但它已刻在我的脑子
里。当我想念母亲时，就拿出母亲
的手稿来看，感觉母亲就在我的身
边。手稿上的每个字，就像母亲期
待的目光注视着我，我的身上便充
满了力量。

“春读书，兴味长，磨其砚，笔花
香。”在春季，风光旖旎，空气清新，正
是适合读书的时节。

清晨，暖和的阳光爬进阳台，和
煦的风儿流进窗户里，书架上的书籍
氤氲着淡淡的墨香。《在美好中睁开
眼睛》，这是多么诗意的题目啊！在
春光中睁开眼，眼神自然而然是明亮
的，神情自然而然是愉悦的，心情，无
可厚非，一定是灿烂的。文中，那个
关注你背影的人一定是这个世界上
深爱着你的人，让我不禁想到了朱自
清的《背影》，想到了永远把我当成长

不大的孩子来疼的父母；这本书让我
明白了，面对世事，走进死胡同时，不
妨及时换换思维，换个方向，命运亦
可转个弯儿，前路也能柳暗花明。捧
一本《人间草木》，在一菜一蔬、一草
一木中，寻得柴米油烟中的小欢喜。
书中一行行优美的文字宛如春天吐
艳的芬芳，我轻闻细嗅，回味其中的
万般美好，平静而欣喜。在春光如诗
如画的氛围中，我仿佛与书籍产生了
难以言喻的共鸣。

春天万物皆有灵性，在春天读书，
更能品味文字的灵性。在《归来》中，

我懂得了不要只为逝去的人生哀叹不
休；在《泥做的童年》中，扑面而来的是
泥土的芬芳，童年的味道……书能疗
愈，书能让人与自己和解。《生活能治
愈的，是愿意好起来的人》，这本书中
富含哲理的文字，温情的故事，让人如
沐春风，心境豁然开朗。句句玑珠，震
撼感人。合上书，我顿觉释怀了，获得
了新生。

在尘世里，书籍是心灵的世外桃
源。在这方净土中，它以礼相待。它
会让我修得一颗淡然沉静的心。当生
活的一地鸡毛让我疲惫不堪时，走进

励志书籍，书里总有心意相通的人物
故事让我感动，促我奋进；当我内心浮
躁困惑时，书可以及时拂去我内心的
尘埃。

好书如春雨，赐予读者智慧的甘
霖，润物细无声。在书中，你可观平湖
烟雨的朦胧别样美，可寻岁月山河的
温柔浪漫，亦可抚平心灵的层层褶皱。

“寸阴分阳须爱惜，休负春色与时
光。”春光正美，读书更好。让我们沐
浴在书香里，与春光共舞吧！

彩云常在有新天
◎ 庞洪锋

春光美 读书时
◎ 田雪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