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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读荷花
远离红尘
远离尘世的纷扰和喧嚣
寻一份清幽之处
沉下去在一株荷的脉络里
寻觅禅意的美学
池塘里的荷花
用最清新的姿态
绽放最美的容颜
向灵魂深处慢慢渗透
盛夏的酷热
被一把把荷叶伞
呈现出丝丝舒心的凉爽
品读荷花
与先贤面对面交谈
产生思想的共鸣
从诗经到乐府
从唐诗到宋词
此时的荷花
是彼时的荷花
彼时的荷花
是此时的荷花
年年盛开的荷花
是心灵皈依故乡的灯盏
把至纯 至真 至善
融入大美大爱的境界

品读荷花
（外一首）

■ 路雨

盛夏已过，但阳光依旧灼亮、刺
目。我沿着河边向东走，脚下是缓缓
流淌的河水，映着天上的白云，偶有
一条小鱼跃出水面，漾起一圈圈细小
的涟漪。

我走得并不快，甚至还悠闲地吹
着口哨。我要去采蒲棒，并早就想好
了，要采一大把，比昨天大军手中的那
两根还要粗、长，他若是跟我要的话，
我也坚决不给，并趁其不备，也要用蒲
棒在他头上敲一下，不，是两下……这
样想着，我得意地笑了，并不自觉加快
了脚步。

此前，我已经打听好了，沿小河
往东走约3公里，有一大片芦苇荡，那
些修长、饱满的蒲棒就挺立其中，像
传说中的美人，在水一方，摇曳生姿。

小河两边长满了各种各样的
树。粗大的柳树披拂着柔软的枝条，
筛下一片绿荫，堤坝内侧陡坡上是一
排排整齐的棉槐，外侧是槐树、榆树

混生的林带，无数的蝉栖身其中，蝉
声如雨。放眼望去，到处是疯长的野
草，各色野花点缀其间，构成了一幅
色彩斑斓的图画……小小的我淹没
在这幅画中，是其中最灵动的一笔，
带着梦想上路，简单而快乐。

下午两三点钟，阳光直射水面，
晃得我有些晕眩。脸上的汗水一颗
颗往下滴，胳膊也晒得发红。这时，
前面出现了一座水泥桥，横跨在宽
阔的河面上，我知道这就是“285”
桥，很怪的一个名字。我奔过去，在
桥洞里歇息了一会儿，然后，沿着桥
头青石砌成的斜坡爬上桥，踩着晒
得有些发烫的桥面走到桥中央，趴
下，看下面缓缓流动的河水。我看
到一群群小鱼在水中游来游去，悠
然自得。我捡来一些小石子，用力
往下扔，一阵阵水花飞溅后，鱼群不
见了，抬头东望，朦朦胧胧一片，不
知道还有多远。

从桥上下来，水面开阔了不少，
走在浅滩上，脚陷进去很深。我脱下
凉鞋，提在手上，赤足前行。走着走
着，眼前出现了一条水渠，连接着右
岸的一座水泵房。我惊喜地发现了
一条拴在水泥柱上的铁皮船。四周
无人，我目测了一下，见水并不深，就
蹚着水过去，吃力地爬了上去。那是
我第一次登上真船，感到既新奇又兴
奋。玩了一会儿，担心被人发现，就
恋恋不舍地下来，继续赶路。

我没有刻意去想那心心念念的
蒲棒何时出现，只是悠闲地走自己的
路，顺便欣赏沿途风景。我遇到过好
几群野鸭子，脖子上有一圈绿毛，在
水中觅食、嬉戏，直到我走近了，才扑
棱棱飞走；还看到一条红色的鱼，打
一个旋儿，瞬间不见了；还有一条花
花绿绿的蛇，在水草间缓缓蠕动，吓
我一跳……

我走啊走，不知过了多长时间，

向东望去，还是白茫茫一片。抬头
看看天，日已西斜，有风掠过脸面，
凉凉的，挟带着河水的腥气。我停
住脚步，只觉口渴难耐，嗓子眼儿像
要冒出烟来。我使劲咽了几口唾
沬，找到一处干净的沙滩，挖了一个
坑，很快便渗出了水，起初是浑浊
的，不一会儿，就变得清澈、透明
了。我趴下身子，美美地喝了个饱，
那种甘甜、清冽的滋味，从此就在记
忆中萦绕不去……

那天，我没有采到蒲棒，连一根
蒲棒的影子也没见到。后来我才知
道，河中是没有蒲棒的，蒲棒生长在
小河左岸几百米外的一个大池塘中。

走在回家的路上，尽管两手空
空，疲惫不堪，但我的心中并没有多
少遗憾。因为，那是我平生第一次，
一个人走了那么远的路，看到了那么
多美丽的景致。

那年，我6岁。

梦想中的蒲棒
■ 周衍会

我刚下课，门房的叔叔敲敲教室门，说门外有
人找。

大门外，我看到的是一个胖墩墩的女子。走
近，我惊呼：原来是你呀！对面站着的是我师范的
一个同学。那个窈窕女孩终被岁月这把无情刀雕
刻得面目全非了。

我请她到宿舍，好奇地问她怎么找到我的。
她说多亏那本同学录，通讯录里有我家的座机号，
她打电话问到了我上班的地方。她边说边从包里
掏出了同学录，一页一页翻着，翻到我写的那页，
她说她永远记着同学们去她家让她填同学录的情
景。说着，她泪流满面，我靠近她，搂搂她的肩，安
慰道：一切都过去了，都好起来了。

临毕业的那年，我们面临巨大的就业压力。
我的这位同学学习特别刻苦，成绩优异。她一直
说自己要参加高考，而且机会只有一次。有天早
上，我们去上课时，发现她的座位空着。班主任让
我去宿舍找一下。我进了宿舍，宿舍里静悄悄的，
往高低床的上铺一看，她正蒙着被子在睡觉，我一
边叫她，一边去掀被子，而她却把自己裹得严严实
实的。我问她是不是不舒服，她不吱声，我伸手想
探进被子里摸摸她的头，看是否发烧了，她把被子
攥得紧紧的……

我叫来了班主任，任凭老师怎么问，怎么劝，
她都不肯从被子里出来。老师问同宿舍的同学她
近期有什么反常行为，同学们都说她除了学习就
是学习，不怎么和同学交往。有同学说她最聊得
来的只有我一个。

最后宿舍里只留下了我和她，我爬上她的床
铺，挤坐在她的身边，好久都没说话。后来我说：
你这样，作为你的好朋友，我很心疼。我拽下了她
的被子，她的被子是湿的，枕头是湿的，全是泪水
和汗水。

老师专程去了她家，了解了她家的情况，她父
亲在她5岁时离家出走，她母亲一人带着3个孩
子。她家家境很差，她是全家的希望，而这压力终
究压垮了她，最终被确诊为精神疾病。

她离校那天，两眼无神，一句话也不说。我们
都十分自责，懊悔平时没多关心她。

时光匆匆，到了毕业季。同学们商量去看看
她，于是派了班长和另外3名同学，集体准备了礼
物。我特意买了一本同学录，让同学们签上了对
她的祝福，托班长送给她。班长回来后，同学们纷
纷围上去，打开的同学录里却没有她娟秀的字
迹。她病得很厉害，同学们又自发捐了款。

岁月流逝，青春不再。再次相见，我们都已不
是当年。同学说药物使身体臃肿起来，都不敢见
老同学了。她说着，脸上有了笑容。

我没告诉她，她是我在师范最要好的朋友。
因为她，我不让家人换座机号，我找过她多次，周
围人说她母亲改嫁到外地了……

那本同学录里记载着光阴的故事，流淌着浓
浓的同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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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母亲尚在，父亲身体还很

硬朗，儿女们各奔东西，老屋突然静了

下来。母亲佝偻着身子，喜欢坐在屋

里缝花，庭院里洒满阳光，日子悠闲而

温暖。父亲则喜欢到村头老人集聚

地，开始海阔天空地闲谈，口若悬河，

红光满面。日子一下子轻松了，生活

变成了打发时间。虽然他们打发时间

的方式不同，心里却时时有着共同的

期待。他们盼望着，盼望着节假日的

到来，盼望着儿女们突然出现在大门

前。

后来，母亲走了，老屋里只剩下了

父亲，孤孤单单，我回去的日子更多

了，心酸的时候也更多了。父亲耳聋，

听不到电话，每次回去之前给他打电

话，三次五次，没人接听，也只得直接

买了东西回去。吃的东西大多是半成

品，因为父亲不会做饭，在母亲活着的

时候，他过惯了饭来张口的日子，如今

虽然勉强学会了做饭，复杂的饭菜也

还是做不来，给他塞了满满一冰箱食

物，算着可以吃上一周，也就放心了。

每次我走到门前，看到父亲弯着腰身

在屋里坐着，孤单无助的背影，心中总

会一阵发酸。父亲一眼看到我，一阵

愕然。我知道，父亲是盼着儿女来的，

但是个性太强的父亲又不愿和儿女同

住，我想他选择独自生活应该是有自

己的道理的。这个世上，也许只有母

亲可以容忍他倔强的脾气，和那一张

絮絮叨叨的嘴。他用所有的孤单来怀

念母亲，也许只有这些日子，他才真正

体会到，母亲才是这个世界上对他最

好的人。

父亲步履蹒跚，不能送我到大路

上，但是每次都要送我出门。父亲直

了直腰身，还想像年轻的时候一样，迈

步走出去，却只能无奈地把手放在裤

兜里，用以支撑身体，缓步走出来，就

站在门前看我离开。我三步两回头，

告诉他：“回去吧，过几天我又来了。”

他不搭理，只是静静地看着我。走到

小路拐角处，我忍不住又回头，看到了

父亲伸长了脖子，依然站在那儿，看不

清面部的表情，却看得到满头的白

发。我急忙拐过墙角，匆匆抹把眼泪。

如今，父亲也走了，心里突然空落

落的，老屋便成了唯一的念想。想去

看，却不敢去看；不敢去看，却又想去

看。还是走了进去，满目苍夷，一片凄

凉。小屋里乱糟糟的，床头摆着一堆

衣物，还有父亲生前看的书，我从烂纸

堆里找到了几本《红旗》杂志，一本诗

集，还有父亲的两本笔记，带回家吧，

算是继承了父亲的一点遗产，留个纪

念吧。走出去，还想回头看看老屋，想

象着这里曾经的温馨与快乐，这里曾

经也是炊烟缭绕、笑语喧哗。那时候

父母都还很年轻，他们带着我们兄妹在

这里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有哭

有笑，有打有闹，有悲喜，有恩怨，那时，

家是温馨的，到处洋溢着勃勃生机……

别了，我的老屋，我的家。

别
了
，
老
屋

■
韩
英

一个下雨天，我在小区楼下的面

馆吃面。门口走进来一位老妪，穿着

环卫工的荧光橘红色制服，头戴橘红

色的帽子，脚穿解放鞋，没有穿雨衣，

身上的衣服被雨水打湿了。她穿得不

厚，单薄消瘦的身体在瑟瑟发抖。她

似乎是初次来这家面馆，对环境并不

熟悉，缓慢走进来，环顾四周，看着墙

上的面食图片和价目表，犹犹豫豫地

走到收银台前，怯怯地问道：“你这面

咋卖？”

收银员是一位年轻的回族姑娘，戴

着绿色盖头，大大的眼睛，俊俏的模样，

说：“牛肉汤面一碗十块。”老妪迟疑了

一下，缓缓转过身，刚走了两步，又回转

身，结结巴巴地问道：“你这……一碗牛

肉汤面能……能便宜不？”

年轻姑娘又一次笑了笑，说道：

“我们这里不讲价。”

老妪低下头，难为情地笑了笑，转

身向门口走去。

“姨，您等一下。”说话间，从厨房

里走出来一位三十多岁的回族女子，

戴着黑色盖头，也是大眼睛，五官清

秀，只是面皮略显紫红。我常来吃面，

认识她，应该是店里的老板娘。她走

上前，拉了一把老妪的胳膊，笑着说：

“姨，您这么大年纪，出门工作多辛

苦。您吃面，我不要钱。”

老妪惊讶地看了看老板娘，还是

摇摇头，说：“我不是要饭的。”

这下，老板娘倒不好意思了，原本

紫红的脸色更深了，忙致歉道：“姨，对

不起了，那给您优惠，一碗牛肉汤面五

块钱，行吗？”

老妪依旧摇摇头说：“五块钱太便

宜，你就亏本了，你看八块行不？”

“能行，能行。”

老妪笑了，跟随老板娘来到收银

台，右手解开上衣胸前纽扣，伸进里面

的口袋，摸摸索索地掏出来一个折叠

得整整齐齐的黑色塑料袋子。打开

后，拿出一张折叠成四方块的卫生纸，

再打开，取出一沓小面额的钞票，抽出

四张钞票，一张五元面额的，三张一元

面额的，又数了一遍，递给老板娘。

老妪皮肤粗糙，眼角的鱼尾纹深

如沟壑，横在眼睛两侧，额头上皱纹密

布，写满了岁月的沧桑与生活的艰

辛。老妪很快吃完面，站起身要走。

这时，那位老板娘走过来说：“姨呀！

啥时候想吃面了就来，对您永远是一

碗面八块钱。”老妪点着头，连声说

“好”，乐呵呵地走了。

吃完饭，我走出面馆。虽然街上

的风雨更大了，但是，我心里暖暖的。

你我皆良善，多么美好的人世间呀！

一
碗
牛
肉
面

■
金
林

浅浅秋意

枝头的蝉
喊破了嗓子
已不再轻浮狂躁
秋虫唧唧
躲入暮色
从瓦罐里跳出的蛐蛐
弹奏着动人的小夜曲
伫立在山坡上的花椒树
点燃了满树的红灯笼
提前释放出了秋天的信息
南方的稻菽抽穗扬花
吐露唇齿间的清香
柔软薄凉之风
蝉翼般轻薄
从祖母的蒲扇中摇出
轻摇在岁月的枝头
瑟瑟索索
穿过村头厚密的玉米林
蜻蜓点水般
与溽热轻轻一吻
就取而代之
试图颠覆一个节令
然伏之未尽 热之未消
秋仍粘贴在夏的边缘

编者按

物载人情，其思悠悠。未寻得梦想
中的蒲棒，却收获了童年远足的快乐；一
本同学录，成为连接多年未见故友的桥
梁；如今冷清的老屋，却承载着父母俱在
时家的温馨……离别是人生常态，谁也
无法避免，但我们却可以寄情于物，借事
物来唤起情感，以我手写我见，我情赋所
思，所思融所闻，让情、物、思、我交融。
情本而物辅，寄之而长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