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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激动，东海的面孔有些涨红，细长的双目，
也变得愈加黑亮。

东海始终深爱着芳草，但有时他也恨她，恨她
的软弱和不争气。今天，芳草终于站了起来，她找
准了自己的位置，并不懈地努力着。从芳草略显疲
惫的脸上，东海找到了他曾寻找了无数次 ，

但每次都让他感到失望的那份难得的自信。
美丽、善良、聪慧而又充满了自信的芳草，让东

海在爱的同时，心中又添了份敬重。
芳草，你是好样的！是真金，总会有发光的时

日。
“芳草，你知道吗，盼着这一天，我已经是盼了

很久很久了。芳草，我没看错，我知道早晚有一天
你会站起来的，在自己选择的道路上，走自己应该
走的路。”

芳草心中不由一阵热辣辣的，一时间，千头万
绪涌上了心头。她不敢抬头去看东海，她怕自己
的泪会忍不住流下来。过了好一会，她才勉强控制
住自己的感情。为了缓和一下有些沉闷的气氛，芳
草半开玩笑地对着东海：“你这大忙人，咋有时间过
来的？”

“其实，我是来找秋兰婶子的。”东海故意轻描
淡写地说，“顺便过来参观一下老同学的加工厂，并

表示祝贺。”
正说着秋兰，秋兰恰好提了两壶刚开的水走进

来。东海和秋兰打过招呼后，便将从城里给她捎来
的口信转告了她：

“县法院的金院长，说要来看您。”
“金院长？哪个金院长？”
秋兰一时如坠雾中，想来想去想不起自己啥时

认识一个姓金的。
待东海把事情的前前后后说完，她才猛然记

起，二十几年前，在河边上她曾救起一个因病饿而
晕倒在水边的妇女，那女人怀中的孩子，不是因为
她抢救及时，早被河水冲走了。后来，那娘俩在她
家住了几天，直到恢复过来，才离开。走时，那妇女
千恩万谢，并代怀中的孩子跪下，认了秋兰为干娘。

那妇女是南边山里的，丈夫死了，在家过不下
去，便带了孩子，一边讨饭，一边找活干。

“蒲桥”是当时秋兰给那男孩起下的名字。后
来，历尽磨难的金蒲桥终于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南
京政法学院。遵照母亲的遗愿，几经周折，他终于
回到了黄河岸边的这个小县。

在从青岛至济南的火车上，蒲桥镇的于东海和
县法院的金蒲桥很偶然地走进了同一间包厢。

“真没想到，小蒲桥现如今出息了。他娘没白

流血流泪的。”秋兰长出一口气。
芳草的草编加工厂，速度极快地发展着。连芳

草也没想到会那么顺，两个月之后，就渐渐开始盈
利了。

可是，家里却越来越不平静。
在工厂忙完一天回到家，全福绝没有让她安静

的时候，不是吵就是骂。她同以往一样不搭腔 ，以
为他骂过一阵也就算了。可是不行，即使她不搭
腔，他也照样吵骂起来没完没了。芳草任由他去，
她觉得实在没兴趣也没必要跟他争长论短。愿吵
就吵吧，反正他有的是时间和精力。

随着业务量的逐渐增大，有意无意地，芳草在
厂里待的时间越来越长。这样，全福吵骂的级别，
便又升了一格。

架到了那个每年秋后用来做粉条的大铁锅上。
锅里的水早开了，白白的热气里，浓浓的秽臭味弥漫
开来。老人们站得远了些，孩子们却更紧地围拢过
去。

快吃晌午饭的时候，村口歪脖子柳叶树上那口
大钟，欢快地响起来。

敲完钟回来的老六，蹲在屋门口，做起阄。
直到全福爹老六的离职申请在春节即将到来

时正式批了下来，全福被纳入正式候选人之后，全

福的吵闹，才暂时停歇了下来。
随着新年的到来，苇子圈的大街小巷，到处充

盈着忙碌的气息。
整整一个冬天，滩里一朵雪花也没落，却是

冷得出奇，河里的冰厚得能跑拖拉机。夜里，冰
块碰撞的咔嚓声，比过年的鞭炮响得还要清脆嘹
亮。

在苇子圈，每个大年，分年前和年后，都有两
项不可缺少的内容。前几年一直是年前的杀猪分
肉和年后的请新媳妇串亲戚；近两年，年前的杀猪
分肉依然保留着，年后的活动，则改成了以闹秧歌
为主。新媳妇也请，但只是个形式。串亲戚的，则
越来越少。

每年杀猪都是抽签，谁抽着谁掌刀。今年掌刀
的活儿，落在了老棒身上。

猪是从集上买来的，联产承包这十来年，村里
每年买回几头猪来杀。老六曾说过，地咱是分了，
现如今家家也都不稀罕这点肉了，可这猪咱不能不
杀，这也是村干部的一份心意。

经过一个冬天的休养，老六看上去已差不多恢
复到了从前的模样，只是步态显出了些老迈的样
子，记性也有点不如从前。

（九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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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用强大的记忆光圈承载青春的酸甜苦辣，
聚焦每一个光怪陆离的场景，
分不清是想象还是现实。

时光被定格、重新定义，
在帧秒的累积中，
幻化成自我蜕变的电影放映。

成长的道路，
充满不安和迷茫，
抚慰躁动灵魂的，
永远不可能是纸醉金迷的阑珊灯火。

经历是把双刃剑，
惊艳了浮光岁月，
复杂了简单我们。

热情从未褪去，
甚至添了一份淡定、雅然。
主动张开双手微笑地温暖眼中的世界。

生命可以绚丽多姿，
也可以平淡无奇。
和每一个有趣的灵魂相遇，
我都感谢，
因为在路上，
因为还在路上，
因为要一直走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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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深独自一人
走在沉寂的暗处

风不约
从四面袭来
从八方涌来
我小心地躲着

此时此刻淡淡的月光
让我无路可退
自然 恬淡 清宁 幽静
闪着光亮
该是久别的故人
乘风而来 从容不迫

我激动了
忘乎所以
我痴呆了
忘言忘我

星星闪闪发光
像是盛开的天之花
安静 优美 洒脱 漂亮 淡定

这个人静的夜
这个忘我的夜
这个失眠的夜
一切与我无关
一切与我有关

有些不可言传
有些不可思议

有些急不可待
有些千载难逢

这是相逢却难得的冬夜
这是不可多得的夜
这是心仪已久的夜

人生苦短一生
能有几个怡心的夜
人生漫长
一生难得几个赏心的夜

独自的
在沉默清寂的夜
在意趣传神的夜
在微妙难言的夜

这是最美的纯碎的冬
这是最美的悠闲的冬
这是最美的自我的冬
这是最美的非凡的冬
这是最美的暖心的冬
暖着我冷漠冷淡
暖着我自言自语
暖着我且歌且行……

冬夜听雪
轻轻的 轻轻的
如仙女下凡
飘摇 轻巧

悠悠的 悠悠的
如丝如竹
静雅 清宁

淡淡的 淡淡的
如梵音
忘我 陶醉

在高山 在空谷
你自由自在
在高空 在旷野
你潇洒自如

如此精妙 如此纯粹
究竟为什么

你这样痴情
难道凡间
有你的牵挂

你这样纯情
难道凡间
有你的知音

失眠的我
听千年的心语

我好想
再等千年
了然
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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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的冬（外一首）

◎孙永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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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走在公园
我听到了一对情侣的对话
你就是最不讨人喜欢的人
女孩娇嗲的声音
在若有若无里
传至我的耳畔
男孩不示弱
既然不讨你喜欢
为何还要紧紧地跟随
我是你的空气是你的蓝天是你的生活
女孩心不甘情不愿地
用力捏男孩的手臂
却感觉不出一丝的力气与气愤
男孩一手臂把女孩拉入怀中
亲昵地交流着并不清晰的话语
此时公园里人来人往

二
夕阳落下
我看到了一对相互依偎散步的老人
一个说
这腿脚啊走快就是不行
只能慢慢再慢慢
一个说
谁让你逞能了
宽阔的路充裕的时间
自由随意些
一个说
老伴啊
多亏你的提醒
否则今天的药啊就真正忘记在了晚风里
一个说
你啊不比当年了
别总想着另外的事情
照顾好身体是当务之急
两位乘着悠闲之意的老人走远了
此时
风儿徐徐

带着和谐与温馨

年轻与年老
只要有另一半的陪伴
就会笑声不断
就会关怀无数
就会拉起生活的帆
珍爱吧
因为
你的另一半
是你心灵的依靠
是生活永远不可缺失的阳光

三
寂静的小路
唯有我的身影
晨风拂面
心平如镜
听着花开的声音
我脚步轻轻

草儿摇碎了晨辉的光芒
却惊飞了小鸟的翅膀
花围着我
草依着我
露水弄湿了我的衣裳

太阳的彩笔
涂红了半个天空
也隐去了那颗星星
晨曦中
我像一朵花
又像一棵草
我笑了
笑我花甲之躯
仍是一道
年轻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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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亲姊妹八个，她排行第二，一九五
一年出生。对于那个时代的贫穷我无法感
受，但从母亲的讲述中，我还是深深体会到母
亲小时候很不容易。母亲说，她八岁那年发
大水，大片的土地被淹没，地势高的地方长出
的野草成为幸存牲口竞争的口粮。她要放一
头牛，三只羊。牛会游泳，羊却不敢，母亲只
得一只只抱着游到对岸。有一次，她正抱着
一只羊往对岸游，一条水蛇嗖嗖地游过来，吓
得小小的她大声尖叫，却不敢松开怀抱中的
小羊。懂事的母亲深知贫困交加的家是不能
有一点损失的。水蛇远去，到岸后的母亲吓
得哆嗦不止，好久才哭出声来。夏日的中午，
浩渺的水面，空旷的原野上看不到一个人影，
瘦小的母亲该多么无助啊。每当回忆起母亲
讲过的这一幕，我的心如针扎般的痛。母亲
不仅要放牛羊，还要捎带着给猪挖野菜。哪
是捎带啊，年幼的她只有不停的忙活，才会勉
强挖满一筐。

因为孩子多，姥姥姥爷总是忙于填饱一
家老小的肚子。懂事的母亲又自觉承担起照
顾弟弟妹妹的责任：给尚在襁褓中的弟弟烫
沙土，哄淘气的妹妹睡觉……年幼的母亲就
是一只陀螺，从早忙到晚，晚上也不得闲。四
姨小时候特淘气，一放炕上就哭，非得晃悠着
才睡，害得我的母亲整宿整宿的晃悠她。现
在见到已做奶奶的四姨，母亲还笑着揶揄她
的淘气，四姨则格外疼爱我的母亲。

苦难岁月的孩子没有童年，懂事的母亲
更过早地饱尝到生活的艰辛。但母亲没有一
句抱怨，总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劳作着。再
大些，母亲又学会编柳条筐，用玉米皮编工艺
品，赚钱贴补家用。

母亲不仅勤快，也爱干净。个头矮小的
母亲总能把姥爷的粗布褂洗的干干净净，把
家收拾的整齐有序，让弟弟妹妹们体体面面
的出门。母亲曾无意间提到，“巩家的二丫
头”是村里人对她的称呼，谁家的孩子不听话
了，家长总是说，学学巩家二丫头。端庄、贤
淑、勤快，有长及腰间的大麻花辫子的母亲，
是姥姥姥爷的好帮手，更是他们的骄傲。

姥姥姥爷总觉得亏欠母亲太多，因此在
母亲24岁出嫁时，多给母亲两床棉被。母亲
似乎就是劳碌的命，嫁给父亲后，她又挑起家
庭的重担，照顾年迈的公婆，供年幼的小叔子
上学。

后来，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分到每
家每户，勤劳的母亲种出来的庄稼在我们村
是数一数二的。母亲虽然没上过一天学，但
很有经济头脑，她认为要想过上好日子，除了
省吃俭用还要找准挣钱的门路，我的家临街，
开个小卖部准挣钱。母亲说干就干，用卖一
头猪的钱做本，靠着自己的诚信，生意日益红
火，日子在母亲的精心打理下一天天好起来。

母亲是个善良的人。过路的人到我家，
本来是想买包饼干充饥，母亲会做些饭菜招
待，临走还会给人家罐上满满一壶水。母亲
总说出门在外不容易。遇见走街串巷的小
贩，母亲更是尽可能的照顾他们的生意。记
得有一年冬天，我周末回家，看到一盆碎豆
腐，问母亲怎么回事。母亲说：“一个十三四
岁的小姑娘卖豆腐，冻得握不住车把，摔坏豆
腐，担心回家遭训斥在街上哭，正被我遇见，
就买下了，反正一样可以吃。”母亲说的轻描
淡写，我却永远记在了心里。那时我正读初
中，同班的一个女生因家中姊妹多，生活贫
寒，还吃窝头，我假装自己喜欢吃窝头，拿我
的馒头和她换着吃，周围的伙伴在我的带动
下也争相换她的窝头。要不是前几天同学聚
会时她提起这件事，我也忘记了。

母亲是个乐观的人，对遭受的苦难，经受
的委屈只字不提，但别人对她的好却记一辈
子 。父亲脾气暴躁，奶奶性格怪戾，母亲在这
个家中遭受过多少委屈，她从未提起。母亲
四十岁时牙齿全部掉光，我再三追问，才知道
母亲生下我后，父亲远在东北谋生，奶奶不照

顾母亲，坐月子的母亲渴极了，掏出炕洞中的
生地瓜解渴，坏掉了牙齿。母亲落下了多种
疾病，本不想再要孩子，但家人封建思想严
重，只得又要了我弟弟，母亲的身体更虚弱，
但奶奶依然不照顾母亲。那时我已记事，几
乎是奄奄一息的母亲用游丝般的声音教我倒
水，点火做饭……我们母子三人相依为命，熬
过那段最艰难的岁月。不仅如此，奶奶还经
常找茬欺侮我们：嫌母亲给她熬的药苦，拿走
母亲种出的全部白菜，砸坏我们的水缸，用最
恶毒的话骂我们。分家时，把屋给了父亲的
哥哥和弟弟，没有我们的一个瓦片，我们哭着
搬进生产队废弃的牛棚……母亲只会忍气吞
声，我要反抗时，母亲总是无奈的说：“再不好
她也是长辈啊。”母亲一如既往的孝顺公婆，
供小叔子上学，后来给他娶媳妇。母亲的善
良、隐忍感动了村子里的人，他们总是力所能
及的帮助我们，而母亲知恩图报，记得别人对
我们的每一点好：小莲的奶奶抱过我了，锁头
的妈妈送给弟弟一双鞋了……因父亲排行第
二，村中的长辈都称呼母亲“老二家”。他们
常说，还有比“老二家”更能干、更孝顺的吗？
唉，这个瘦小的女人不容易啊！

有人说，人生是杯茶，会苦一阵子，但不
会苦一辈子。母亲却苦了近半辈子，我瘦小
的母亲经历那么多的磨难与苦痛，做儿女的
心好痛，好痛。随着我和弟弟相继成家，母亲
的心才放下。如今的母亲仍不肯歇息，喂羊
养牛，替弟弟分担家务，照顾我的侄子侄女，
我常劝她劳碌了大半辈子，该歇歇了。母亲
却说：“人只要能动弹就应该劳动，多干点活
累不着，只要咱一家人平平安安、健健康康、
和和睦睦的，我就很知足。”母亲，劳碌一生的
母亲、可亲可敬的母亲，唯愿您长寿、安康！

作者单位：索庙小学

我的母亲
◎李 云

公园拾趣
◎司文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