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童年里很多事我都忘了，偏对拾
柴火忘不了，这记忆是温馨还是苦涩
呢，说不太清楚。

我是 20世纪 60年代初期生人，童
年正值“文革”，家家少穿缺吃，烧柴也
成了问题。放学到家，还没丢下书包，
娘就塞一块红薯给我，然后撵羊一样
说：拾柴火去。我很无奈地掂一把镰，
一只箩头，再拿一根绳子，正南下到
河滩，正北去到坡上，拾柴去了。

我对母亲有“意见”，哭鼻子说：拾
柴这活天生是我的？及至年稍长方才
明白：吃穿住行，吃第一，柴米油盐，柴
为首，没柴烧，那是一件很愁人的事。
自从先人们发明了火，人类不再吃生
食，柴就显得分外重要，缺一把火候，
烧不熟饭，那就吃不成。小小年纪，锄
地我没有锄把高，担水我拎不起水桶，
那些重活，是大哥二哥的，拾柴割草，
非我莫属。一不做作业，父母见我闲
着想看蚂蚁上树，不撵我撵谁？！

豫西这地方山多，多数的山，尤其
丘陵地就喊作坡。老家有两架坡，东
坡是石庙坡，石头多，北坡乃土坡，什
么杂树都长，不成材的歪脖子树尤多，
正是我们猎取的对象。冬天，穿着“刷
筒儿”棉袄棉裤，一路奔北坡去，风镰
刀似的，蛇一样从脖口往下拱，又从脚
踝处蹿出，把鼻涕拽大长。待到坡上，

猴子似的嗖嗖爬上树，一阵咔咔嚓嚓，
干树枝扳下一地，就浑身燥热，燥热得
敞开怀，袄成了“火龙”袄，直想脱掉。
看看柴不少了，约莫时候尚早，就邀一
块儿来的同伴，玩起“当枱”的游戏：画
一条界河，照准对方的“枱”狠命凿去，
凿过界算赢了。

树枝就是“枱”。
输得快没了，回家怎么向大人交

代？真是沮丧极了。
嗜赌是人的天性吗？！
硬柴耐燃经放，平时母亲舍不得

烧火用，留到三九天，拿屋隆火取暖。
老家虽离煤矿不太远，但煤价高，用煤
取暖，实在是奢望。

春天，草冒芽，我们去拾干牛粪。
烙饼一样的牛粪经了一冬的风干，轻
飘飘的，填入灶膛，风箱呼呼一拉，火
苗由红变蓝，格外催锅。风干的牛粪
少有气味，煮出的玉米糁粥格外香甜，
即便有些味道，闻习惯了也并不觉得
难闻。父亲是牛把式，一到冬天我就
跟了父亲住牛屋。爱屋及乌，大人小
孩对牛粪都不厌恶。

夏初，树木浸着汁液，万物茂盛，
无柴可拾，唯薅麦茬。大人们割麦时，
有一块沙土地，大人们常把麦茬留高
许多，为的就是让薅了当柴烧。趁着
大晌午，顶着老日头，母亲带了我们去

薅。一个麦天下来，家家门前小山一
样，麦茬堆一垛，比分到家的麦堆大了
去了。

年年复年年，这块沙土地被薅得
像犁翻过一样净光。我常想，可怜它
贫血却还这么无私。

眨眨眼，秋天来了，这可是个好
季节，可拾的柴火多了去了。田地
里，庄稼秆和蒿草一块疯长又一块老
死，任谁只要不讨懒，在地里走一遭
总有收获。地犁过后要耙，父亲威风
凛凛地站在耙上，在犁过的田地里保
持着平衡随意游走。到地头儿了，父
亲把两米来长的耙抬起来，用木榔头
使劲敲打几下，把耙钉下挂着的无数
杂草敲打下来。我乐颠颠赶快跑过
去拢在一起。半天能拢出好几捆。
这也是父亲当牛把式的一大好处，村
里有眼馋人，他也不能当意见提。

树叶散尽的时候，我们还会用竹
筢搂树叶和杂草。

那时节，乡村里静止的风景是大
槐树、老皂角树，变幻的风景是柴草
垛。家家门口，麦茬垛小下去，杂草
垛、秸秆垛又摞了起来。秸秆垛又有
玉米秆、芝麻秆、豆禾秆等。冬天则是
一堆又一堆的树枝。此消彼长，年年
如是。

我 15 岁前，家中七八口人挤在 3

间麦秸缮的房子里，房是年年小修，三
两年一大修；灶房两面露天，土锅台黑
灶，一尺八的锅顿顿添满锅的水。后
来，父亲东挪西借，盖起3间土打瓦房，
而灶房仍是麦草房。最愁人的是阴雨
天，柴火受潮，满灶房的烟散不出去，
母亲常常被熏得两眼流泪。诗人们说
的炊烟袅袅，这意境父母亲是体会不
出来的。

那个年代与环境，连日子过得也
是烟熏火燎的，这也是农家无可奈何
的事情。

鲁山城是农家孩子向往的遥远所
在。县城有粮食市儿、猪娃市儿、柴草
市儿……难得随父进趟城，不是来买，
专是来卖，卖过红薯，卖过绿豆，卖过
猪娃，卖过鸡子，卖过柴草。我卖的是
圪针和葛巴草。大晌午，卖那块儿八
角钱，连碗胡辣汤也舍不得买一碗喝。

如今常从昔日的柴草市儿过，一过，
就让我想起白居易《卖炭翁》这首诗。

10年前，农村已没人再烧柴了，改
作了烧煤，现在，煤也不让再烧了，做
饭改用了气或电，既干净又快捷，真是
想也不敢想。

却让我想起两句诗：一骑红尘妃
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今人之享受胜过古代皇帝嫔妃几
多倍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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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于聆听的人会最早感知到他
人的内心需求，更善解人意，值得信
赖，能迅速成为最受欢迎的倾吐对
象。善于聆听的人也会最早发现问
题，获得信息，抓住机会，成为最快
做出正确反应的那个人。很多人总
是在孜孜不倦地修炼谈话技巧，却
完全忽视了聆听的重要。与表达相
比，聆听才应该是身为社会人的最
基本技能。如果“听不见”“听不
懂”，又怎么能“说得是”“答得对”
呢！该书作者阿川佐和子曾是新闻
解说员、日本深入人心的谈话节目
主持人，20余年间，共与超过 1000
位知名人士对谈，练就丰富的“谈
话”经验，仅凭“聆听之道”，就能引

导谈话对象滔滔不绝，甚至说出隐
藏至深的真心话。

如果你希望成为一个善于谈话
的人，那就先做一个愿意聆听的
人。只要你静心聆听世界，世界也
会主动聆听你。该书分为“听”“观”

“说”三部分。阿川佐和子将自身经
历转化为有趣的文字，用数千个采
访实例论证了“滔滔不绝地说，不如
感同身受地听”这一不二法门。在
此基础上，从听对方说、表示同感、
找到疑问点、适当发问这四步开始，
带你逐个研习、领会35条超实用的
对话法则，“听”懂谈话对象的内心
需求，打开对方的心防，享受真正长
效、有效的谈话过程。

新书架

♣ 田 果

村庄一直在那儿，地球上的某个坐
标点，有时也在人的心里盘踞。一大片
土地，黄色接近红色的泥土任性铺排，围
着两三处比较聚集的房子，一条河蛇行
无顾。没有土地的地方不能叫村庄。没
有村庄的土地注定没有灵魂。土地围着
人转，人也围着土地转，这似乎是一个哲
学命题。这个村庄似乎凝结着高冷，似乎
也纠缠着一点媚俗；低迷时有点自卑，高
亢时又有点狂放。大多的时候，它沉默不
语。还有些时候，它喃喃自语，或者欲语
还休，呈现出一种渴望表达的样子，顾盼
生姿。村庄时常念叨，来不来的是你，等
不等的是我。我时常辜负它，在外游荡，
花儿一谢再谢，许久不归。这次回来，打
算多住些日子，陪陪独自在家的母亲。

睡了懒觉起床，母亲打了两个醪糟
蛋给我吃——香甜的米酒与鸡蛋，很有
营养的一种家庭早餐。她自己则热了
鸭汤和着剩米饭吃。母亲说她不喜欢
吃鸡蛋，家里鸡生的蛋太多了，有时姐
妹们还要分享许多。

一回到老家，城里三口之家的顶梁
柱，转瞬就成了小孩，一切听从母亲的
吩咐。母亲嘱咐我去地里拔莴笋，详细
地说明了哪块土地。我衔命而往，兴奋

莫名。诗人健如风说我是大地的小
孩。我很喜欢这个称呼。其实我很惭
愧，作为一个农村孩子，我与大地并不
亲近，有时漂浮晃荡，就像一阵风从大
地掠过，不改其色。

出门向右，走过堰塘小路，转过弯
就是一大片土地。土地肥沃。一小块
一小块齐整的庄稼地拼接着春天。大
地织锦，奉献着丰硕果实与斑斓色彩。
这是母亲和乡亲们写的散文，当然还有
小说、诗歌。我在田地里奔跑，并不急
着去拔莴苣。与大地的亲密需要时间，
也需要赤诚。无声润物，一些露珠在阳
光下闪闪发光，打湿了我的裤脚。母亲
种的莴苣隐藏在两行胡豆苗之间，闷声
不语，不停生长。有的已经开出了花，
老了。来回巡礼了两遍，我伸手拽了两

根长得乖的莴苣——乖很重要，颜值
高，受青睐。我抖掉根上的泥土，仔细
瞅瞅，心满意足地返回。我随意地走着，
走得很慢，让双脚在田野的土地上踩出
一些诗意。空旷的田野让人膨胀。我有
时幻想自己是一只雄鹰，在辽阔的天宇
翱翔或者巡逻，留下让目光追随的轨
迹。或者是一只自由行走的蚂蚁，微小
的身躯负载着思想的巨人，搜罗万象，在
无人企及的世界里随心所欲。

母亲递给我菜刀，削莴苣皮。她要
出去办事。我老老实实地坐在家门口
——像小时候一样的老老实实。但那时
是人未动心已远，总想着外面的世界更
精彩。现时也是身未动，却总想把飘在
远处的心拽回故乡。那把老菜刀已被岁
月磨得单薄了许多，我用它认真削着仍

散发着泥土味的莴苣皮。人收割庄稼，
跟时间收割生命有什么差别？人有疼痛
感，庄稼亦然，还有呐喊和抗争，只是人
听不懂，或听不见。

一些看不见的小蚊虫叮咬我，吸我
的血。挥舞一下，马上又围拢过来。寄
生也是一种本领，一种生活方式。满眼
的苍翠，满眼的灵动，总想主宰世界的人
类妄自尊大，也同样被植物、动物乃至这
个世界主宰，就像现在的我被自然围剿。

生命恒常，却不故我。父亲微笑地
望着我，这张照片成为他留给世界的最
后一抹温情，一如他 65 岁的生命岁
月。他从没在我的生活里远去。昨天
在他坟前点香时，小妹说，父亲生气训
人，总喜欢翘起嘴角。我猛然醒悟，我
何尝不是如此。基因潜滋暗长，血脉传
承使然。我惶恐不安，不敢言说长成自
己追求的理想，是否长成了父亲眼中期
冀的样子？

堂屋墙上的父亲再不会生气，总是
微笑，不语。

永不放弃生长的生命，就像庄稼一
样，直至毁灭。削好的莴苣绿中带青，
青中蕴玉，脆生生的质地。还有几片翠
色的叶子顶在头上，依然故我。

回望故乡

百姓记事 朝花夕拾

映日荷花别样红（国画） 宋 玲

♣ 袁占才

诗路放歌

烟熏火燎忆拾柴

七夕情歌
（组诗)

♣ 尚庆海

如果没有你
你是我的港口
靠近就再也不愿离开的码头
我只想把缆绳交付你的手里
抛锚在你的目光能及的水域

如果没有你
我的世界满眼荒凉
无处停泊

你的微笑
你的微笑
有一种魔力
让我的心变暖变柔
让我的疲惫一扫而光

我把你的微笑
做成帘子
挂在我的眼前

我的快乐就是想你
一想你
草都绿了
一想你
花都开了

一想你啊
我的心柔软得像浸满水的海绵
挤一下，滴下全是甜蜜的汁

爱都是对的
爱一个人
就是无休止重复着琐碎
把时间浪费到
没有浪费

爱，都是对的
欢喜都是对的
只要爱，都是对的

最浪漫的事
用一辈子
陪着你慢慢变老
牵着你的手
一直走，走到白发飘飘

经过的每个路口都画上符号
那是我们的爱情地图
蓦然回首，满脸褶子都含着笑

《与其夸夸其谈不如静心聆听》

沉默的村庄

表姐比我高两级，响当当的
学霸。她家的墙上贴满了奖状：
考试第一名、跑步第一名、唱歌
第一名、演讲第一名……似乎表
姐生下来就与第一名结了缘。

那 年 ，我 读 高 一 ，表 姐 高
考。高考前一天，我想提前感受
一下高考的气氛，便骑着自行车
去了姑姑家，本想和表姐说说话
就走，没想到被表姐挽留下，让
我住一宿。

那天，吃完晚饭，我和表姐
坐在她的卧室闲聊，待睡觉时我
怕和她挤在一张床上影响她休
息，便打算在沙发上对付一夜，
表姐不同意，执意要将我的枕头
抱到床上去，我和表姐夺枕头时
不小心打掉了她的眼镜，镜片碎
了一地。

我吓得站在原地不敢吱声，
我也是近视眼，我知道表姐离开
900多度的眼镜连路也看不清。
那时已经是晚上 9点多了，眼镜
店早都关门了，第二天表姐就得
高考，没了眼镜，她怎么考试，那
不急得发疯呀。但表姐并未我
预想的那样，她冷静地告诉我，
这事儿千万别告诉姑姑和姑父，
她让我将碎镜片打扫干净，第二
天让我用自行车带着她去考场，
路过眼镜店时再配一副眼镜。

第二天一早，我带着表姐直
奔眼镜店，但等到 8点眼镜店还
未开门，表姐怕耽误考试，对我
说，先考试，中午时再来配眼
镜。我摘下我的眼镜让表姐带，
可我的眼镜只有400度，表姐戴
着不合适。我着急得汗都出来
了，表姐说，没事，语文是她的强
项，闭着眼睛她也能考好，再说，
近视眼只是看不清又不是看不
见，顶多趴在试卷上答题，这样
精力更集中。

看着她乐观的样子，我的心
情才平稳一点。到了考场，表姐
让我先回家，不要在考场外等，
否则她会紧张，中午时她让同学
带着她去配眼镜。

那天回到家后，我没敢把打
碎眼镜的事情和任何人讲，这事
成了我和表姐之间的秘密。表
姐高考完等成绩的那段时间，我
比她还紧张，我害怕她爆冷考砸
了，我便成了第一号罪人。担心
的事情还是发生了，表姐以半分
之差与本科失之交臂，按她平时
的成绩考个重点大学是没问题
的，而她的语文考试果然因“闭
着眼”考得不如意。

我去向表姐请罪，她却笑呵
呵地告诉我，不是因为眼镜的原
因，半分之差也是差距，自己学
习还是有漏洞，不过没关系，幸
好差了半分，要是多考了半分，
她也只能选农林类专业，她的梦
想是医生，所以，她想复读明年
再考。

第二年表姐果然不负众望，
考上了梦想中的大学，毕业后又
继续读研，后来去了美国留学，
现在她已经是一名出色的内科
医生了。

20 年过后，每当和表姐提
起那年高考的“秘密”，她总是带
着感激的表情说，幸亏当年少考
了半分，否则哪有后来名牌大学
的我呀。

那年高考，表姐没有让我背
负“破坏高考”的负罪感，她虽然
没有延续第一名的神话，但她却
成为我一辈子崇拜的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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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书恩来到谷总办公室所在的楼
层，楼道管理员拦住他问找谁，他说
找谷总。又问他叫啥名字，他回答后
管理员就拿起电话，对秘书说有个叫
宋书恩的找谷总。电话里说了什么宋
书恩听不见，管理员放下电话对他
说：“让你过去，801房间。”

宋书恩说了声谢谢，朝着谷总的
办公室走去。他心里有点忐忑，谷总
找他究竟是福是祸，他没一点底。思
来想去，他都想不通集团老总怎么会
找他。

谷总刚从一个地级市的市长位
置调来。据说他本来要升任这个市
的书记，却因为官场的变幻莫测被
安排到现在的位置，从仕途走向来
说不算晋升。省委机关报的一把手
尽管也不错，但跟一个地市的一把
手相比，毕竟虚了不少。往常的惯
例，都是日报社的一把手下地市，很
少有地市一二把手来报社，尤其是年
富力强的干部。报社内部的舆论分
析，只有四十五六岁的谷总肯定不会
安分地待在报业集团，一有机会还会
重整旗鼓，下地市做个地方大员。

看起来有三十岁左右的
关秘书站在走廊上，他看见宋
书恩，马上迎过去，伸出右手，

很热情地跟他握手。而传说这位关秘书
是一向对老一以外的人很傲慢的。

关秘书面带笑容说：“宋主任，谷
总等了你一会儿了。”

宋书恩有点诚惶诚恐，说：“关秘
书，你还是叫我小宋吧，在你面前我
哪敢称主任啊。”

“ 主任就是主任嘛，我又没叫
错。”关秘书诚恳地说，“咱俩级别也
一样，都是正科，你还比我大两岁，是
我的老大哥啊。”

“不敢当不敢当，我一个招
聘人员，哪有什么级别，你才是
真正的正科。”

关秘书领着宋书恩来到谷总办
公室门口，尽管门敞开着，关秘书还
是敲了敲门，看见谷总抬起头，他快
步走到老板台前说：“谷总，晚报的宋
书恩主任来了。”

谷总把老板台上的一沓晚报往
前推了推，指了指他对面的椅子，对
宋书恩说：“坐，坐。”

关秘书给谷总的不锈钢茶杯添
了些水，又转身拿了一个一次性纸杯
给宋书恩倒上水，然后不声不响地退
出办公室。

“小宋啊，你这组写省会城市建
设的报道很有深度，做到了客观公
正，有理有据，分析透彻，确实为
政府决策提供了切实可行的资讯。
你是学城市建设的？”

谷总说着拿起桌上的报纸扬了
扬。宋书恩这才看清，那是刊发他
关于省会城市建设无序混乱的系列
报道的几期晚报，这也是他春节上
班后的第一个选题。宋书恩暗暗地
高兴，来之前的担心也随之消散，
顿时豁然开朗。谷总原来是看上了
自己的文章，这是难得的好事。

连连 载载
黑板有了，那就开学吧！

动员了村里所有的孩子，王二
小、田贵、石梁、精豆儿、水花、布袋、
黑，大家一齐坐在了村头的大树下。

大树上靠着一个凳子，凳子上放
着一张黑板。说是黑板，也不全黑，
板面上露出些浅浅淡淡的白痕。魏
翘梳了个漂亮的剪发，上穿浅灰色短
袖，下着深灰色肥裤，斜挎着一个蓝
色的布包，包面上绣了朵黄色的菊
花。满脸喜气，一身整洁。手拿着一
根去掉皮的荆条教鞭。她看着大家，
笑微微地说：“同学们，今天，我们狼
牙口村抗日小学就算正式开学了。
现在大家鼓掌，祝贺我们自己的抗日
小学！”魏翘说过，带头鼓起掌来。

孩子们显然还不适应，犹豫了一
下，“啊——”喊叫着跟老师鼓掌。

魏翘说：“从今天起，我们不再是
野孩子，我们是抗日小学的学生了。
我们是‘同学们’，而不再是‘孩子们’
了！为大家的‘同学们’一起鼓掌！”

同学们这次主动起来，拍疼了自
己的小手。

“上学第一件事，就是要有课
本。我们的课本，是我们边区政府自
己编写、自己印刷的课本，一打开，就
有一股清新的墨香扑鼻而来。那是

怎样的墨香啊同学们，既不像松树那
样香得湿，香得沉，香得朝下掉，也不
像芝麻油那样香得浓，香得艳，香得
结实。我们的课本是一股幽香，香得
薄，香得纯，香得飘，香得往上——
扬。总之嘛，是香得脱俗香得有品
位，闻一下你就永远不会再忘！”

“啊，老师，快点儿发课本吧！”孩
子们叫着。

“可是，对不起同学们，我们的课

本，现在还没有到！”老师说得不无遗憾。
“啊！”孩子们大声叹气。
魏翘接着往下说：“有课本，还有

作业本。我们的作业本，是我们边区
政府自己印刷的作业本，土红色的方
格，横着，一行十个。竖着，一行十五
个。一页纸正好是一百五十个格。
那些格格像什么呢？是一个一个的
小眼睛，你一打开本，它们就瞪着眼
看你。又像一个一个的小嘴巴，张开
了让你喂。你用什么喂那些一个一
个的小嘴巴呢？就用你的字。用你
写的一个一个的干净整洁的字！”

“老师，快给我们发作业本吧！”
孩子们又要求。

魏翘又轻叹了一口气，说：“对不
起同学们，我们的作业本，现在也没
有！”

“啊！”孩子们再表叹气。
“有课本，有作业本了，接下来还

该有什么呢？那就是铅笔。我们的
铅笔，也是我们边区的工厂自己制造
的。有红杆的，有蓝杆的，还有各种
各样的花杆的。它们像美丽的小精
灵，可以吐出来一个一个漂
亮的汉字。一支小小的铅
笔，就可以填满一个作业本
所有的格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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