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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驿站

父亲做我的“拐杖”
■黄振东

我是一名人民警察，从 1998
年入警到现在，已经整整 24 年。
24年的警察生涯，我兢兢业业，登
上“中国好人榜”，获得个人二等功
一次、个人三等功三次等荣誉。

2016年国庆节期间，到单位加
班的我突发脑出血，手术后捡回一
条命，但留下右手右脚瘫痪的后
遗症。脑出血到现在已经6年半，
除了到医院的日子，我每天都在
家里做康复训练，因为一边瘫痪，
痉挛很厉害，拿拐杖又走不了，需
要有人搀扶着走。为此，父亲辞
掉了会计师的工作，做我的专属

“拐杖”。
每天晨曦或夕阳西下，在小

区石板路上，总会看到一位白发
苍苍的老人搀扶着一个一瘸一拐
的儿子在学走路，他们的背影成
为小区的一道“风景线”。

有一次，我跟父亲在小区的
路上行走，由于刚下过雨，地上比
较滑，我一不小心摔倒在地。父亲
为保护我，把我从地上拽起来，因
体力不支，他也倒地了，我再次倒
地身体重重地压在他的身上，他膝
盖着地，因为是夏天裤子很薄磨破
了，膝盖也磕破皮了，鲜血流出来，

但他一声都不哼。
父亲扶我慢慢地从地上爬起

来，在地板上坐好。我望着天空，
思绪万千。父亲对我说：“你看天
这么好，让我们高歌一曲，唱《爱
拼才会赢》好不好啊？”我泪流满
面。

每天晚上要上厕所，我都要
打他的电话，有时候凌晨两三点
了，他起床后就睡不着了，严重失
眠，可是他从来没有半句怨言。

父亲不像母亲那样细心，也不
善于表露自己的情感，却用肩膀默
默撑起了这个家。对父爱的理解，
只有亲身去品味，才能体验其中的
甜蜜。有人说，母爱是世上最伟大
的爱，但我觉得父爱同母爱一样，
那么平凡，如丝丝春雨，润物细无
声。

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这么一
个男人，严谨认真、不苟言笑，可能
你与他话不投机，沟通也很少。你
时常和他斗，无数次想要脱离他的
管教，想要和他抵抗一切。这，就
是父亲，他们忙于工作、不擅表达，
然而，最终我们会发现，我们如此
深爱着对方。

父爱无言，却如山。

灯下漫笔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
上头。”这一脍炙人口的诗句，出自南
宋著名诗人杨万里的笔下。杨万里一
生著述颇丰，作诗逾两万首，传世四千
余首，语言清新淡雅，令人回味无穷。

在中国古典诗词中，写夏天的诗
人及作品不胜枚举，杨万里笔下的夏
天，别具一格、妙趣横生，可以说是诗
词世界中一道亮丽的风景。

在杨万里的眼里，初夏似一泓清
泉。他在《小池》这首诗中描绘了一
个幽静、清新的夏日小池景象，呈现
出最灵动、最美好的样子，让人仿佛
置身小池边的静谧世界。

杨万里夏日喜欢午睡，经常赋诗
纪念。初夏午睡起，蝉鸣声声如同一
首欢快的交响乐，将夏天点缀成难忘
的记忆，成为浓郁乡愁的承载物。

他在《闲居初夏午睡起》一诗中
写道：“梅子留酸软齿牙，芭蕉分绿与
窗纱。日长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

柳花。”整首诗通过简洁明了的语言
和质朴自然的形象，表现出诗人洒脱
随意、自在自得的生活态度。

在《闲居初夏午睡起·其二》一诗
中，诗人描述了一个安静、清新的午
后场景：“松阴一架半弓苔，偶欲看书
又懒开。戏掬清泉洒蕉叶，儿童误认
雨声来。”诗人想看书，却太懒了，转
而选择了午睡。他没有任何烦恼，只
是享受一刻的休闲时光。

杨万里以他独特的“闲适”诗风，
将夏日闲适的气氛和大自然的神秘
之美融为一体，让人们回归到简单而
美好的时刻，让炎热的夏天变得美好
而自由。

夏夜酷热难耐，杨万里就跑去竹
林纳凉。他在《夏夜追凉》中写道：

“夜热依然午热同，开门小立月明
中。竹深树密虫鸣处，时有微凉不是
风。”整首诗充满清新的气息，展现出
夏季的自然美，也传达了人们对凉爽
的渴望。

夏夜乘凉，是一种美妙的人生况
味。杨万里的时代没有风扇空调，或
栖于树荫下，或倚靠在水畔亭旁，避
暑的方式完全是自然的。诗人感怀
于大自然赋予自己的清凉世界，于
是，便有许多脍炙人口的避暑佳作流
传下来。

夏天是一个火热蓬勃的季节，充
满着热情和活力。在杨万里的诗中，
充满生命的活力和生活的烟火气，将
夏的宁静与和谐深刻地表达出来，展
示了夏的“时令美”。

杨万里的诗作，
像夏日夜晚的微风
一样，带来了凉意
与清新，也带来了
思考与回味，让我
越发用心地品味
夏季的美好，感受
大自然的魅力，真正
融入这个美丽的季节，
享受夏的瑰美。

■斤三金

杨万里的夏天

在老家，到了晒麦子时，预示
着紧张的夏收工作就快结束了。

经过繁忙的割麦、碾场、扬场
等工序之后，家家户户都把新麦
子摊开在打麦场里，或圆或方，或
大或小，紧紧挨着又相互补充，远
看如铺展开的金色地毯，煞是好
看。此时的庄户人沉浸在丰收的
喜悦中，脸上堆满幸福。

那时的麦子金贵，晾晒前夜
要打开广播，收听天气预报。大
清早，待红彤彤的太阳爬上山头，
庄户人扛着长扫帚，把打麦场的
角角落落都清扫一遍，随后手搭
凉棚眯眼瞧着升上来的太阳，再
仰脸看看万里无云的蓝天，这才
放心地进屋把堆在角落的粮袋子
一袋一袋往外扛。

在打麦场的空地上，庄户人
不紧不慢地解开袋口，随后提着
袋子另一端，慢慢拖动，袋子里面
的新麦子瞬间涌了出来。等所有
粮袋里的麦子全部倒完，庄户人
就开始光着脚在麦堆里走动，把
大的麦堆踢散，再拿着木耙子拉
或推。

木耙子是专门晾晒粮食的工
具，耙齿都是长方形齿尖圆滑的
木齿，这样搅动地上的粮食时，不
容易刮伤泥地面。成堆的麦子需
要先分散开，再用木耙子慢慢推
开，直到把麦子摊开在打麦场上，
庄户人这才丢了木耙子，转身回
屋去忙别的事情，看场从来都是
孩子们的任务。孩子们也准备好
了，早就搬出椅子和板凳在树荫
里，边写作业边照看场里的麦子。

中午的太阳仿佛着了火，空
气烤化了似的在眼前流动。孩子
们写一会儿作业，就要站起身，拿
起木耙子，转着圈搅动麦子，把下
层的麦粒翻上来，最好让每一颗
新麦子都享受到阳光的眷顾。烈
日炎炎，不一会儿，汗水就顺着孩
子晒得通红的脸颊流下来。

看场的另一个任务，就是驱
赶麻雀和家禽。成群的麻雀“潜
伏”在树荫里或麦垛上，在孩子低
头写作业时，神不知鬼不觉地落
在打麦场上，等孩子发觉了，拿起
笤帚跑过来，它们仿佛一张灰色
的大网呼的一声挂了起来。看到
有几只鸡脑袋一顿一顿地走过
来，只需大着嗓子高呼一声，就可
以把鸡群吓走了。也有胆肥的，
急急地跑来啄几口，于是孩子捡
起土坷垃掷过去，那只芦花鸡便
扑棱着翅膀“咯咯咯”地叫着，惊
慌地飞到墙垛上去。

如果是连续的好天气，晚上
麦子就不用揽回家，只需拢成一
堆，用塑料布盖住，方便次日继续
晾晒。吃过晚饭，庄户人便抱着
凉席、薄被子和枕头，来到麦堆旁
铺展开，准备晚上看场。

夏日的夜晚，凉风习习，看场
的大人三五成群聚在一块聊天，
孩子们穿梭在麦垛间、麦堆间捉
迷藏，欢快的笑声伴着麦香在空
旷的打麦场上飘来荡去。

蓝蓝的夜空繁星点点，场边
的梧桐树上知了不知疲倦地唱着
歌，那是多么惬意的乡村夏夜呀。

乡村夏夜
■魏青锋六月的阳光格外热辣，潇洒的风

催促着万山苍翠欲滴，敦促着万物走
向生命的壮硕，葱茏的绿格外耀眼。

下班回家的路上，途经一池碧荷，
层层叠叠的绿意治愈心灵，荷花摇曳，
眉目传情，暗香幽幽，缕缕芳香在鼻腔
里轻捻时光的梦，阳光照射下的水波
光粼粼，此景激起我心中一片涟漪。

我停下脚步驻足欣赏，指尖轻抚风
中摇曳的荷叶，像触碰散落的一缕光阴，
不禁感慨良深。一种亲切而温暖的情愫
油然而生，撩拨我的心弦，让本已平静的
心思潮涌动。想必家乡那一弯月牙般的
荷塘早已袅袅生姿、热闹非凡。

听奶奶讲，当年条件艰苦，种庄稼
靠天吃饭。为了突破灌溉障碍，村民
们在坡上开凿水渠，在旱地旁挖了一
个不深不浅的池塘。到插秧时节将河
里的水抽上水渠，河水一路欢腾奔涌，
流向池塘蓄满水，最后逐级流向水田，
灌溉问题得到解决。

光秃秃的池塘显得没有美感，村
民们就自发去集市上买来莲藕种。此
后，螃蟹、小虾、小鱼、黄鳝、泥鳅、田螺

等都在这里安营扎寨了，这里也成了
鸭子、鹅的天堂。

池塘瞬间充满活力，嫩黄的藕芽
冲出水面，在六月已散开片片错落有
致的荷叶，漂浮水面，绿出境界，绚出
诗意。含苞待放的荷花如出水芙蓉，
盛开的粉色荷花轻盈飘逸、灵动仙
气。一幅浑然天成的水墨画生动传
神，令人叹为观止。

这池塘便成了荷塘，在六月酝酿
一场惊喜，也成了我童年幸福的源
泉。六月荷花开满塘时，父亲会带我
们去荷塘寻找美食。父亲说：“水里有
蚂蟥，还有蛇，你们就在岸边等。”父亲
不说假话。有一天我路过荷塘，恰好
看到一条青蛇箭一般跃入荷塘。

于是我和姐姐老老实实地待在荷
塘边。父亲则一脚浅、一脚深地进入
荷塘采藕带。只见父亲弓着背侧着
身，将右手伸入水下，停留几秒，站起
身时，一根浅黄嫩白的藕带就出水
了。父亲顺带将藕带在水里来回晃动
清洗掉带出的泥，将其扔在荷叶上。

荷塘边的柳树上鸟儿在歌唱，蝉
儿声声“知了”，高低错落，此起彼伏，
穿透力极强。我跟姐姐不想闲着，开
始搜寻。我蹲在荷塘边上，轻轻掀开

浮于水面的荷叶。没想到还真被我发
现荷叶下面的秘密，好几个大田螺吸
附于荷叶背面。

我提着桶，掀开荷塘边上的荷叶，
捡起一个个硕大的田螺。不一会儿，
我跟姐姐捡了大半桶田螺。父亲也抱
着采摘的藕带走向荷塘的岸边，里面
还有两根新鲜的莲藕。

每次跟父亲来荷塘都有意想不到
的惊喜，有时摸鱼，偶尔抓黄鳝、捉螃
蟹，也会在秋季一池败荷时采摘莲蓬、
挖藕。但我最喜欢六月荷花开满塘的
时候，一切都是生机勃勃、振奋人心的
样子。

此时，六月像荷塘一样将青春的
朝气蓬勃、风华正茂展现得淋漓尽致；
将莘莘学子送上考场奋笔疾书，让青
春砥砺前行的模样镌刻在时光的年轮
里。青春正像荷塘里的莲藕一般向下
扎根，像向上生长、含苞待放的荷花一
样纯粹，绽放时惊艳四座、超凡脱俗。

再回首，童年已留在了小时候，但
生命不息、奋斗不止。人生就该青春
激昂，那么，生命的能量会增长，磁场
会变强，另一个更好的自己会执笔书
写青春的华章，如六月荷花开满塘那
般美好，惊艳时光。

荷花满塘 ■漆艳林

随笔小札

像李清照那样爱书
■于永海

我国古代，能以诗词文采名扬
天下的女子不多，有着“千古第一
才女”美誉的李清照绝对是其中的
佼佼者，而她能取得如此成就，与
她的爱书如命是分不开的。

李清照出身书香门第，其父亲
李格非是北宋著名文学家，藏书极
为丰富。李清照自幼酷爱读书，当
同龄人还忙着放风筝、捉蝴蝶时，
她已经沉浸在浩瀚书海中不能自
拔。

虽然家中藏书甚多，但依然满
足不了她对书的渴望，这一点，从
她“典衣买书”的故事中可见一
斑。有一次，在一个小书摊上，李
清照发现了一本《古金石考》，这本
书她苦寻已久。当她得知这本书
要五十两银子时，她跟摊主说了声

“稍等片刻”，便跑进旁边的当铺里
——为了买这本书，她当掉了姨妈
送给她的新衣服。

18岁时，李清照与赵明诚结
婚。平时，夫妇二人节衣缩食，而
遇到好书时，即使砸锅卖铁、典当
衣物，也要收入自家的藏书楼——
归来堂。很快，夫妻二人的藏书便

让归来堂不堪重负，他们只得在青
州新建书室10余间。

为了保持书的整洁并便于保
管，他们把藏书编目后锁进书柜。
金兵南侵之时，夫妇二人为了避
难，不得不在极度无奈中将大印
本、无款识、普通版本等书籍舍下，
但即便如此仍然装满了15大车，
其藏书之多可想而知。

李清照爱书不仅表现在买书、
藏书上，她对读书的兴趣更是几近
痴狂。“余性偶强记，每饭罢，坐归
来堂烹茶，指堆积书史，言某事在
某书某卷第几页第几行，以中否角
胜负，为饮茶先后。”从中可见其对
所藏之书的精深研究。

爱书如命的李清照将婉约风
格推至巅峰，成为“词家一大宗”，
同时，她又以笔力横放、铺叙浑成
的豪放风格在宋代词坛上独树一
帜，对辛弃疾、陆游及后辈词人都
有着极大影响。

像李清照那样爱书吧，遇而
读、读而珍、珍而藏，将每一本爱书
都视若珍宝，你我不负书，书自然
不负你我。

人间万象

卖瓜翁
■赵秀坡

夏夜，近十时，我和爱人、女儿
散步后回家。行至街道拐角一处
昏黄的路灯下，一辆破旧的农用三
轮车映入我的眼帘，车上铺的稻草
上散落着四五个圆滚滚的西瓜。
三轮车旁是一位满脸褶皱的老伯，
正眼巴巴地望着我们。

于是，我驻足问道：“西瓜多少
钱一斤？”“就剩下这几个了，全要
的话五角一斤，白天卖一元一斤
呢。”老伯忙不迭地回答，并补充
道：“沙瓤，甜得很。”

“全买了要怎么拿回家啊？
这儿离咱小区还那么远，而且家
里还有几个西瓜呢。”爱人不想买
剩下的西瓜。老伯生怕我们走
了，急忙说：“我开车帮你们送过
去。”我不顾爱人的劝阻，执意全
要了。老伯赶紧拿起袋子装起西
瓜来。

在装瓜、称重的过程中，我和
老伯攀谈起来。老伯说今年种了
二亩地的西瓜，收成喜人。为了多
卖些钱，他每天天没亮就拉着一车

西瓜来到县城售卖，一天就吃两个
烧饼垫垫肚子，连一碗面都舍不得
买。

“老伯，怎么就你自己来卖瓜
啊？”我有些不解地问。“甭提了！”
老伯叹口气说：“两个儿子都在外
地打工，只有过节才回来。老伴在
家看着孙子……”

蓦然，少年时和父亲卖西瓜
的情景浮现在我的脑海。架子车
上装满了西瓜，父亲身体用力向
前倾，我在后面弓着腰使劲推，从
乡下一步一步地走到遥远的县
城。在大街上、胡同里，父亲扯着
嗓子吆喝着，汗水浸透了他的衣
衫。有时，还得帮顾客把西瓜扛
到楼上去，父亲弯下腰，让我把装
满西瓜的袋子放在他的肩上，然
后一咬牙站起来，踉踉跄跄地往
前走……

老伯把瓜送到小区门口后，
又帮我把瓜抬到我们单元楼下才
走。

夏夜的风拂过脸庞，真凉爽。

人生感悟

临窗而坐，是一件非常有情趣的
事情。那扇窗口，仿佛是我的“心
窗”，窗外自然的景色，是一幅动人的
立体三维画，呈现出的美景令人愉
悦，令人陶醉。

还记得买新房子的时候，面对众
多楼盘，我们曾犹豫不决。当我和爱
人偶然走进一座花园房的十八层后，
不约而同地冲到落地窗前极目远眺：
小区包围在一片绿野之中，绿树成荫、
花草繁茂，远望公路四通八达，通往市
郊的路上山峦起伏，群山深邃厚重。

好美啊，我迫不及待地向爱人描
述起想象中冬日的动人景象：白雪皑
皑，肃静幽居，暖阳穿窗，伊人览胜！
随后，我们毫不犹豫地定了此房。

装修的时候，我什么要求都没
有，只要把客厅的落地窗前设计成一
小块休闲区，秋千吊椅，茶几杯盏，佛
肚竹悄然陪伴，一切都为“临窗览胜”

而设计。如今它成为我工作之余排
解压力的好去处，我常常手捧一杯清
茶，呆呆地坐在窗前，或者倚窗而立
静默不语。

单位办公室在四楼，不高不低，
虽然没有十八层的开阔视野，但是也
小有怡情之处。站在窗前，能清楚地
看清院子大花坛里的各色花卉。花
坛近观很大，可是在办公室望下去，
仿佛一个放大的盆景，精致典雅，花
匠师傅是费了不少心思的。

二十多棵银杏树绕院子一周，素
秋之际金黄的落叶撒满地，一派落寞
与繁华交织着，美极了。还有那卵石
铺就的小路通向院子深处的喷水池，
有点“曲径通幽”的意味。即使严冬
来临，也总有鲜花开放，那是我最敬
重的蜡梅和冬菊，当然更少不了常青
的松柏。在繁忙的工作之余，窗前的
片刻时光，总让我神清气爽，疲惫感

走了八分。
每天的班车，必经过一个广场，

从窗外望出去，晨练的人打破了清晨
的肃穆，热热闹闹地拉开了新一天的
序幕。在临近那片荷塘之际，我提早
打开车窗，一股清幽之气冲入心扉。
值得一提的是，如果恰逢阴雨天，荷
塘水面之上便笼罩着一层烟雾，如梦
似幻，司机仿佛也被迷住了，不知不
觉放慢了车速。

万物静观皆自得。坐视窗前，人
间佳画尽收眼底，观四季变化，感受
大自然的博大和神奇。桃红柳绿秋
叶黄，万物的美妙都“映射”在窗前，
望不尽的景致，看不够的风情，道不
尽的人生。

常于窗前凝思，窗子再大，望到
的景致再美，也不如打开“心窗”，即
使身处陋室只有小小的一扇窗，只要
心里没有“雾霾”，所遇便皆是风景。

■青 衫

临窗览胜

散文园地

乡愁记忆

莲花

玉立池塘伴绿茵，芰盘承露任昏晨。
醉风摇萼群蜓戏，一缕荷香四野新。

青蛙

参差水草动清波，深夜塘沿任放歌。
借息残垣篱荫下，纵横郊野护青禾。

蝉

炎日长空展翅游，鸣花噪柳几时休。
高枝绿荫稳身宿，逃雀避莺无担忧。

蝴蝶

薄翅轻妆染媚黄，寻花觅草沐骄阳。
摇姿沾粉吻香味，起舞翩翩入蕊房。

萤火虫

宵行集结羽衣轻，闪熠流光雾里莹。
身陷网中无所惧，坚心不熄到黎明。

诗词雅韵

夏五首
■郑国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