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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意盎然

朝花夕拾
诗风词韵

闲情偶记

馨香一瓣

生
活
随
笔

不论是工作之余，还是闲时宅家，我最

喜欢做的，就是捧书翻看。至于书本的风

格，也并没有特别讲究，只要是书，都可以翻

翻读读。让宝贵的时间，静静地从纸张、从

文字、从思想的缝隙中，缓缓流淌过去。

生活在节奏匆匆的现代社会，读书，能

够很好地给积压在我们心头的那些压力一

个出口。工作中，我们为生存而忙忙碌碌，

下班时，做回真实的一面，读书，学习，丰盈

和提升自己。

诚然，那些能够让自己慢慢成长的日

子，也正是读书。

小时候的我生活在农村，学校是在另外

一个村子，通常我们得早早地起来，洗漱，就

餐，然后翻山越岭前往村校上学。那时的书

本，我们都格外珍惜，用废旧的报纸做书皮，

这样，一学期下来，我们的课本的封面仍旧

是崭新的。至于课本的笔记，当然是不能懈

怠的，我们歪歪斜斜的字迹，密密麻麻地写

在墨黑色的课文的空白与边缘。学完一学

期的课程，再结合自己的笔记翻翻看看，那

种亲切、熟悉的感觉，由内而外，一气呵成。

至于课文中的经典名篇，合上书本，回想着

自己的笔记，便能够轻车熟路般地完整背

诵，相比于死记硬背，我觉得这方法记得更

牢固，因为，文字从我们的笔尖流过了心间，

是真正地用心在读书。

生活在农村，日子是很单调的，但是，读

书却给我们的童年印上了斑斓的色彩。小学

时代，除学校发的课本外，陪伴了我很长时间

的书籍就是小人书。书籍不大，巴掌大小。

但是，文字却很密，我依稀记不清读了多少

本。不过，小人书收纳的内容其实也不离经

典，比如《千字文》《论语》《唐诗三百首》等都

有相应的小人书。可能就是这种潜移默化地

阅读，那些名言警句、哲理情思，越记越牢。

初中时，班里同学喜欢看小说，于是，自

己也“跟风”似的阅读小说。但是，自己读着

读着就傻眼了，有的情节离谱，有的不符合

历史常识，有的辞藻华丽而空洞，也不知是

自己太笨，还是同学们太聪敏，总之自己是

读不懂，于是，就只好远离了小说。后来，同

学们的那些小说被老师发现而没收，从老师

口中得知那是言情小说。如今想来，自己读

不懂也无可厚非了，因为，本就不是这个年

龄段应该阅读的书籍。

初中时的我，虽不喜欢小说，但是对散文

却极其钟爱。父母那时关心我的读书生活，

就给我订购了很多杂志，像《思维与智慧》《经

典阅读》《意林》《哲思》等都是我中学时最喜

欢的读物。课余时间，我翻读着母亲订阅的

杂志，欣喜若狂，如痴如醉。这些杂志收纳的

文章，尽管不能跟“大部头”似的小说相比，但

却另有天地。有的文字，以细腻见长，从始至

终，给人以亲切；有的文字，朴素而真挚，读到

了最后，竟然热泪盈眶；有的文字，开始平淡

不惊，但久而久之，却如同哲思般的在心头浮

现，耐人寻味。于是，我在课堂老师们的教学

领读、课外杂志的助攻的情况下，语文成绩也

渐渐提高，也不害怕写作时腹中空空如也。

高中时，我最喜欢的就是摘抄并背诵古

诗词。从分到文科班时，我摘抄本中的古诗

就一天天地多了起来。起先，是课本中的一

些古诗，自己一字一句地抄录，抄完后，再朗

读几遍，一学期下来，竟然也能够把一些篇

幅较长的古文娴熟背诵与掌握。后来，我认

识到自己要学习的诗文还有很多，于是，在

确保课程完全掌握的前提下，向着课外拓

展。不论是诗词内容，文化常识，还是作者

背景与生平事迹，都仔细摘抄，阅读。后来，

高二时，班主任老师让我参加市里举行的征

文比赛，竟出奇地获奖。

上了大学，独处的日子多了。这时的

我，慢慢体会到只有读书才是对自己的生命

尊重与负责。每天的课外活动，我总是待在

图书馆里，看书，学习，或者整理笔记，每一

天都很充实。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毕业后，置

身于社会的围城，我更懂得读书并不仅限于

课堂，更在生活的日夜之间，读书，是生活乃

至生命的一部分。当然，成年后的读书，既

在于自身的主动，又在于自律和坚持。于

是，码在我床头的书籍与稿纸，就这样一天

天地多了起来……

在我记忆中，总有一个温暖的声音在回

荡。那是母亲的歌声，婉转而悠扬。每当我

沉浸在这美妙的旋律中，我的心灵便被无尽

的感动所触动。

“月光光，秀才郎，骑白马，过莲塘……”

这首《月光光》客家童谣，是我从小到大经常

听到母亲吟唱的。焖热的夏夜，母亲抱着我

乘凉时会教我唱这首童谣；陪伴我入睡前也

会轻轻吟唱这首童谣......母亲对我的爱像这

童谣一样在我身边萦绕。

小时候，我总是喜欢躺在母亲的怀里，静

静地聆听她的歌声。那时的我还不懂什么是

音乐，但我知道，母亲的歌声是我生活中最美

好的陪伴。她用那温柔而坚定的声音为我唱

着童年的歌谣，那些简单而真挚的歌词，如同

一颗颗珍珠般镶嵌在我的记忆里。

我记得有一次，我生病了，高烧不退。母

亲整夜守在我的床前，不停地给我擦拭额头

上的汗水，轻声地安慰着我。她的手指柔软

而温暖，仿佛有魔力一般，能够驱散我内心的

恐惧和不安。在她的呵护下，我渐渐地入睡

了。梦中，我听到了母亲的歌声，它像一股清

泉，流淌在我心间，让我感到无比的宁静和舒

适。当我醒来时，烧已经退了，母亲依然守在

我的身边，微笑着对我说：“宝宝，你没事了。”

那一刻，我感受到了母爱的伟大和无私。

随着岁月的流逝，我渐渐长大成人。离

开了家乡，追寻自己的梦想。每当我感到孤

独和迷茫的时候，我总会想起母亲的歌声。

它是我心灵的寄托，是我坚持不懈的动力。

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和挫折，我都相信母亲

的歌声会给我力量和勇气。

如今，我已经成为了一名母亲。当我抱

着自己的孩子时，我想起了自己的母亲。她

的爱是如此伟大而无私，她用自己的生命之

光照亮了我的人生之路。我也希望我的歌声

能够像母亲的一样，给予孩子温暖和力量。

时光在指尖流淌，而母爱如歌。那是一

曲温柔的旋律，每个音符都包含着母亲深深

的爱意。

在我迎来人生的风雨时，母亲的歌声成

为我内心最坚定的信仰。她教会我坚韧不

拔，她教会我懂得感恩，她教会我如何用爱来

包容世界的酸甜苦辣。

母爱如歌，在生活琐事中弹奏出动人的

旋律。她教会我，生命不仅是动听的歌谣，而

且是一首五线谱，需要用起伏的音符一句一

句去谱写。

回首走过的岁月，母爱的旋律仍然在耳

畔回响。她的童谣如同一支穿越时光的乐

章，唱响着她对儿女的深深爱意。

母爱如歌，它是一种无私的奉献和付

出。它不需要华丽的辞藻和繁复的表达方

式，只需要一颗真挚的心和一份深深的情

感。母亲的歌声是我生命中最美的旋律，不

时地让我感受到了爱的力量和温暖。

母爱如歌，绵长而深情。

青杨，这极普通的树，如故乡的邻居，随

时出现在小河边、水塘边、菜园边。它不择

地势，只需一缕阳光、一滴雨水，便能扎根生

长，奉献出一片浓荫。它无需刻意的照顾，

却总能以最坚韧的生命力，在每一个季节

里，给人带来惊喜。

在四季的轮回里，青杨林成了我童年的

乐园。那片我深爱的青杨林，它不仅给了我

夏日的阴凉、秋日的金黄，更有那冬日里雪

花纷飞的浪漫和春天嫩绿的新生。

每当春天来临，我放学后总爱到林子里

转转。在薄凉的微风中，青杨树的枝丫上迫

不及待地冒出了嫩芽。再过几天一瞧，芽儿

已经变成了鹅黄色的新叶，甚是可爱。它们

都在较着劲儿长，像初生的婴儿，一天一个

样儿，怎么看都看不够。

夏天，青杨林是村里孩子们嬉戏的乐

园。绿油油茂密的枝叶铺展开来，显出一派

蓬蓬勃勃的气象。孩子们躺在树下的草地

上打滚，在树林子里捉迷藏，好不快活。树

下热闹，树上也是。一群群小麻雀在树枝间

蹦来跳去，叽叽喳喳叫个不停。天气炎热的

时候，知了们也加入了欢唱的队伍。要是夜

晚经过，还能听到蛐蛐儿此起彼伏的叫声。

萤火虫有时也会出来翩跹起舞，天上繁星点

点，青杨树的叶子在夜风里沙沙地响。

入了秋，一场又一场秋雨、一阵又一阵

秋风，来了又走了，青杨树上的叶子稀稀落

落地掉下来，不多久，草

地上就铺了厚厚的一层

金黄色，踩上去，软软的，

像地毯。村里人家做饭

多半会用杨树叶引火，叶

子干了，手脚勤快的媳妇

们取了耙子，背了背篓，

呼呼呼地把叶子扒在一起，垒得多了，压进

背篓里，为了多背点，忙活惯了的她们索性

跳进背篓，上下蹦跳几下，压得实实地。待

跳出来，再扒拉一些，背篓装满了，她们弯

腰，把篓子背上肩，拾着耙子，心满意足地回

家了。

冬天来临，树上的叶子悉数掉了，只剩

下光秃秃的枝枝丫丫。一夜之间，树林的草

地上覆了一层厚厚的雪。孩子们结伴去雪

地里打滚、打雪仗，玩得不亦乐乎。偶有调

皮的男孩子生了坏心思，趁着树下站着人，

冷不丁地猛踹一脚树，枝丫上的雪花俯冲下

来，树下孩子的头上、眉毛上霎时间落满了

雪花，其他孩子见了，一起起哄，喊他“白眉

大侠”。中招的孩子也不恼，晃了晃脑袋，又

加入玩闹的队伍中去了。玩着玩着，有人看

到远处有麻雀在雪地里找食物，便和大家一

商量，去逗弄一下麻雀。大家悄悄地走到离

麻雀很近的地方，齐声呼喊，麻雀“嗖”地一

下飞上枝头。孩子们的笑声在杨树林里回

荡，为冬日萧索的风景平添了几分生机和

趣味。

树林的边上是镇中学，很多住校生晚上

放学都会来树林里，有的三五好友拿着零食

席地而坐，聊天嬉戏。有的拿了书，找个僻

静的地儿，背靠着一棵青杨树，认真地或读

或背。因为离家近，我倒不曾有过这样的

体会。

树林里的快乐数不胜数，像青杨树上的

叶子那样多。叶子一片一片地落完，村子里

的孩子们换了一茬又一茬，那些或美好或有

趣的故事就留在逝去的岁月里了。

因为不知何时，村子里兴起了打工潮，

外出回家的人们也开始懂得投资房产会賺

钱，树林很快被夷为平地，取而代之的是一

幢幢拔地而起的楼房，白墙、红瓦、明亮的窗

子，在阳光的反射下，却显得及其刺目。

每次返乡，走过一排排崭新的楼房，我

都会想起那片青杨树林，想起树林里的欢笑

声。想着想着，不免泫然。那片青杨林的四

季美景，和细细碎碎的童年往事，此生都只

能在无尽的惆怅中追寻了。

我家客厅柜子上常年摆放着

一本日历，爸妈每天都要翻看它，

年复一年日复一日。

在我的儿时记忆里，从前我家

还用过挂在墙上的日历，老人们管

它叫“月份牌”，每天清晨起床后我

最喜欢抢着去撕日历，因为撕完一

本我就长大了一岁。后来，爸妈为

方便在日历上记事就改用台历了，

日子就这样在一掀一翻中悄然溜

走。每逢岁末，旧台历完成了当年

的使命，爸爸都会取来线绳穿过它

的孔洞将其扎好，偶尔也会拿出来

翻看。家中的台历一般会储存一

至两年，之后才当作废品处理掉。

在那个没有手机的年代，台历

的作用可真不小，爸妈常用它给彼

此留言，诸如“我去买菜，一会儿回

来”或者“今天加班，不用等我吃

饭”，寥寥几笔，言简意赅。除了留

言，台历还兼具提醒功能。每到月

初爸妈都会提前查一下这个月份

有哪些重要的日子，家人的生日是

必须要做标记的，那些做好标记的

日历还会被折起一角，以示提醒，

每一道折痕里都蕴藏着一份牵

挂。有时，爸爸还会在台历的空白

处随手记一些小偏方，或者生活小

窍门，等时间空下来再誊抄到本子

上。

后来爸妈有了手机，一通电话

就能解决很多问题，重要的事情可

以设置提醒闹钟，可是他们有时还

会在台历上留言，用折痕定义那些

特殊的日子。

有一次，朋友送给我一本装帧非常精致的台历，我便打算将它

摆在家中让爸妈使用，可是爸爸翻看后却拒绝了，仍要去买一本一

日一翻的台历，当时我还嫌他老古董，不能接受新鲜事物。后来，我

在妈妈口中了解到了事情的真相，因为这个台历每隔两天才翻一

页，厚度只有老台历的一半，爸爸怎么看都觉得像是时间被抽走了

一半。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才渐渐明白，时间于老人而言是最珍贵

的，他们珍惜与家人在一起的每分每秒。人在年轻时拥有大把时

光，所以总嫌时间过得慢。可是一旦上了年纪就特别怕时间过得太

快，宁愿被时间遗忘也不想匆匆而过。在老人眼中，拥有的时光就

像掬在手里的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在指缝间流逝却无可奈何，

正因如此，爸爸才会在意台历的厚薄，台历中藏着他对时光的眷恋。

眼看着台历的左边一摞日渐增厚，好像在提醒我一年即将过

去。我也想好了，明年我要与爸妈一起在台历上标记那些重要的日

子，陪他们细数生活的美好，留下时光的折痕，珍惜我们共同拥有的

每一天。

岁月悄然流转，恰似一江春水，

每一刻光阴，都是花开的序曲。

在这无垠的时光里，

我用心将岁月开成花。

每一瓣花瓣，都是过往的回忆，

在风中轻轻摇曳，绽放着淡淡的香。

那些欢笑与泪水，悲喜与离合，

都融入这花海，成为最璀璨的色彩。

岁月的花，不问春秋，只盛开于心间，

它不畏风霜，不惧时光的侵蚀。

在每个黎明和黄昏，它静静地绽放，

照亮了生命的每一个角落。

在这花开的盛景中，

我听见时间的脚步，轻轻地，

在每一片花瓣上跳跃，留下深深的痕迹。

那是岁月赠予的礼物，也是生活的证明。

在这绚烂的花海中，我学会了珍惜，

每一次花开，都是生命的赞歌。

我愿在这花开花落中，悠然前行，

感受岁月的温柔，体验生活的精彩。

从长夜里赶来的风声

并不想另起一段

继续说着冗长的故事

唯有小雪，不爱出声

悄悄制造一点缓慢

农舍的灯光像一束火焰

故意与窗外的寒意对比

当屋门发出响声

当柴火升起细长的形状

乡村的清晨开始了灵动

漫漫人生书相伴
□管淑平

青 杨 林 的 四 季 乐 章
□卜昌梅

将岁月开成花
□谢春芳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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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里是初冬的味道
(外一首）

□李继红

超过万字的长篇

在绚烂后收笔

北风转换另一种思路

抒写几句浅冬

让即将到来的漫漫严寒

衔接，递进

轻雾，仿若它的语气

树渐瘦，河渐浅

就像它精炼的绝句

线条微妙

素描他的内敛和自由

隐喻它的深沉和宽阔

而风，又加大了抒情的成份

梅香 阿明 作

母 爱 如 歌
□黄莹

乡村清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