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两人约定，分头讨饭，吃饱了
再回来。

吃饱的大强发现了桃花。他
发现每朵桃花都是五瓣。他发现
每片雪花都是六瓣。

吃饱的武僧发现了心明。他
发现心明是个瞎子。他发现偌大
的广场上只有一个小人儿是多么
令人奇怪。

“大强，我们去哪儿？”
“武僧，你知道公主吗？”
“公主？嗨，公主谁不知道，

不就是皇帝的妹妹吗？俺老师最
爱当公主了。可是，”武僧学着老
师的口吻，“‘本公主’不好惹知道
不知道？”

武僧的老师姓殷，解老板的
小儿子解宝嫌武僧挡了他的路，
一膝盖将武僧顶倒在地。武僧爬
起来争斗，被解宝的弟儿们一顿
好揍。武僧找殷老师评理，她却
不能主持公道，逼得武僧离开家
寻找少林寺。

大强说：“现在，心明就是公主。”
“心明是公主？就这个瞎女孩

儿就是公主？嘿嘿，公主，可是……”
还没等到天色黑尽，心明就

真的成了公主——

他们在昨夜冒着热气的窨井
盖上再一次搭起房子，这次房子
的墙壁用的是电冰箱的纸板，又
高又大，上边又加盖了一个屋顶，
为了好看，还伸出一个长长的屋
檐。铺在井盖上的材料也变成了
泡沫塑料，坐上去松软暖和。房
刚盖好，三个混混儿又过来了。

“嗬，小东西学精了！给爷搭
了这么好个宫殿！”这是个瘦家
伙，头发锈在了一起，听他说话的
口气和另外两人对他的讨好来判
断，应该是头儿。

“检查检查！”另一个矮个儿
说着，伸头就要进屋。

“不行！”大强伸手挡住，“这
是我们盖的！”

“知道是你们盖的，可这是我
们的地盘！”第三个家伙嗓子尖
细，猛一听像个女孩儿。

大强正要争辩，瘦子腿绊在
下，肩膀在上，猛地一扛，大强一
个腚蹲儿坐在了地上。三个家伙
哈哈地笑起来。

大强爬起来，对着瘦子的鼻
子就是一拳。一定是瘦子被昨晚
和今天的两场胜利冲昏了头脑，
根本没想到大强会反击。“哎哟”

一声，瘦子脸开了花，立即变成了
印象派的图画。

“敢打我们！”小个子一声喊，
“打！”

尖嗓子挥拳就上。
瘦子抹一把脸：“往死里打！”
大强后退一步，喊了声：“为

了公主！武僧快打！”
“为了公主！”武僧喊一声，迎

住小个子。
三个混混儿都是经常打架的

主儿，一个扫堂腿，武僧就被小个
子放倒在地。尖嗓子对着武僧的
头伸脚就跺。大强冲上去猛地一
推，尖嗓子连退几步，被瘦子伸手
扶住。武僧挣扎着要起，小个子
扑上去死按。

“再上！”瘦子已经醒过劲来，
抹一把鼻子，和尖嗓子一起上来。

大 强 晃 着 拳 头 ，对 瘦 子 示
威。瘦子喊了句什么，尖嗓子立
即弯腰伸头，像斗架的公鸡似的
盯着大强。瘦子则悄悄绕到了大
强身后。瘦子又喊一句，尖嗓子
猛地冲来，紧急中大强又是一拳，
尖嗓子惨叫一声，倒在地上。

尖嗓子倒在地上，却死抱住
大强的腿不肯放松。大强趁势用

膝盖跪住尖嗓子，半蹲着迎战瘦
子。瘦子后退了几步，冲过来对
大强飞身猛踹。

大强脸被踢中，立时模糊了
双眼。“怎么样？服气吗？”瘦子虚
张声势。

大强不吭，更有力地压住尖
嗓子。

瘦子又退几步，再一次冲向

大强。这一次他没能成功，被大
强捉住了一只脚，猛一拧掀翻在
地。三个人在地上滚着，扯着，骂
着，瘦子咬伤了大强的胳膊，大强
掐伤了瘦子的鼻子。

“你们等着！”瘦子终于爬起
来，抹一把脸上的血。

“等着瞧！”尖嗓子尖着嗓子
喊，他也是鼻子受伤，血和鼻涕一
起外淌。

武僧和小个子势均力敌，互
有彼此，小个子咬伤了武僧的手，
武僧跺伤了小个子的脚。

看着一走一拐的小个子和两
个不时抹鼻子的家伙狼狈离去，
大强和武僧禁不住哈哈大笑。

“打架真好！”武僧说。
“打胜真好！”大强纠正他。
“是！打胜了伤口也不觉得

疼！”武僧说过，使劲吹了吹被咬
伤的手。

3
纸板屋真的暖和，地下的热

气很给力，一秒钟也不曾中断。
不时有水泡的声音被热气带出
来，像是婴儿熟睡时轻轻的鼻
息。心明坐着，左边的手被大强
牵着，右边的手被武僧牵着。摸

摸大强的肿脸，她问：“疼吗？”大强
摇头说：“不疼。”摸摸武僧的伤手，
她问：“疼吗？”武僧得意地一笑：

“不疼。”心明嘴一撇：“我不当公主
了！我不要你们为公主打架！”

“不行！”武僧说，“你不当公
主，我们咋能当皇上？”

大强无声地笑了。
心明说：“我不要你们受伤！”
武僧说：“打坏蛋受伤光荣。

我将来要是当了武功盖世的英雄，
看看这世界上谁还敢欺负好人！”

心明笑了，紧拉住武僧的手。
“我瞌睡了！”武僧抱住肩膀，头

往下一扎，轻轻的鼾声就起来了。
大强睡不着。大强不止一次

听奶奶说过，他有一个妹妹叫心
明，落地儿就是个瞎妮儿。医生
说是遗传病，爸爸和妈妈就离了
婚。大强判给了爸爸，妹妹判给
了妈妈。他比妹妹大五岁，他今
年十一，妹妹不就是六岁吗？他
不敢确定心明是不是他妹妹，世
界这么大，重名的人多了。他决
定趁武僧睡着的时候问问心明。

大强说：“心明，你有哥吗？”
心明说：“有。”
大强一喜，忙问：“你哥叫啥？”

心明说：“叫强大。”
大强说：“你哥在哪儿？你见

过吗？”
心明摇头。
大强说：“你姓啥？”心明说：

“姓戚。”
“你爸爸叫啥，知道吗？”
心明想了想：“我爸爸叫范大梁。”
大强又是一喜：“你妈妈叫啥，

是不是叫戚荣花？”
心明摇头：“不，妈妈叫戚花荣。”
大强拉住心明的双手：“你爸

爸妈妈是不是离了婚？”心明使劲
地点着头，无声地哭起来。

大强也哭了，他急迫地说：
“心明，我是你哥哥，你是我妹
妹。我不叫强大，我叫大强。咱
爸不叫范大梁，叫范有梁。咱妈
也不叫戚花荣，她叫戚荣花。爸
妈离婚的时候你才一岁，能记住
咱家这么多的信息，你真的很了
不起！你听说过奶奶吗？”

心明兴奋起来：“听说过。”
“你听说过奶奶的眼睛吗？”
心明摇头：“没听说过。”
大强说：“我告诉你，

咱奶奶的眼睛啥也看不
见，但她心里啥都明白。”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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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花

不细心的人是不会注意到麦花的，那花像
个言语颇少，穿着朴素的乡下小媳妇，身子一
闪就不见了。

花碎，味淡，挂在麦颖上，风一摇就落
了。在田里拔草时沾了一手一臂的麦花，痒痒
的，用口轻轻一吹就飞了，不知道飞到哪里去
了？她太细碎了，一飞就没了踪影，黄土地是
她的家，她准是回家了。

麦花无香，她把香悄悄地藏在了麦仁里，
当饥饿的人咬一口馒头，啖一口面条时，那种
幸福和满足感就是弥漫在心间的麦花飘香。

只有务实的农人才能听见麦花炸开的声
音，才知道麦花的痛疼和快乐，当一颗麦粒逃
离了农人粗糙的手掌潜入泥土，麦的梦里就氤
氲着一团一团开花的憧憬，为此她节节拔起步
步高升，在春寒的料峭里，她不低头；在炎夏
的烈日里，她不屈腰。她知道，秀出一星花，
就能结出一粒果。

麦花知道，为她消耗一生的人，绝不是为
了赏艳品姿，世界上有许多嗷嗷待哺的生命，
正等待着用她的果实喂养，所以，麦花总是匆
匆地绽开，忙忙地凋落。她把更多的时间和更
多的营养留给了麦粒，让她更饱满一点更充实
一点，但麦的身上还是裂开了一个口，像人无
法填充的欲沟，像人难以启齿的贪求。

这个世界有牡丹一样张扬妩媚的人，也有
麦花一样朴素务实的人，各人自有所爱，我爱
麦花。

豆花

豆花是农田里最风骚，最煽情的一种花。
豆花一开，各种知名的不知名的蜂啊蝶啊等

飞虫都纠集在豆花的海洋里，展示它的丰采和艳
姿。那些精致的蝴蝶，纤秀的豆娘，贪色的小蜂
给豆田营造出一种暄腾和热闹的氛围，像飞虫们
的时装表演。

蝴蝶的纠集与豆花的艳丽有关，豆花的颜色有
粉红的，淡粉的，紫色的，素白的，花瓣楚楚可
爱，上面有近似于人体某些器官的花纹理。花开的
汪洋恣肆，像一群怀春的小媳妇，毫无掩饰地张扬
着成熟的青春。花，指甲盖大小，成蛱蝶状，微风
一吹，花也招摇叶也招摇，贪婪的小蜜蜂一头扎进
花蕊里，半天不肯出来。喜欢嫉妒的蝴蝶，飞来飞
去，试图力压群芳，而豆花无语，豆花在阳光里默
默地灿烂着静静地孕育着。

豆花，渐次绽放，在那段宣泄青春的时段里。
不细心去看，是不会发现哪朵花萎了，而事实上，
每个生命的绽放都有它无法抗拒的时限。早开的花
朵，自然会早早地凋落，无须伤情于花的凋落，花
败了自然有花败了的理由。豆花一败，花蕊里就长
出一芽嫩绿的豆荚，豆荚在阳光的温暖和雨露的滋
润中迅速膨发，花败就是这样的充满理由。

原来豆花也是一个充满慈爱的母亲，她把孩子
包在一个绿色的襁褓里，把自己埋葬在泥淖中。豆
花在激情的释放过程中完成了豆的传承，豆花在浪
漫地绽放中，圆满了生命的真谛。每朵花只有一次
绽放的机会，她尽情地风骚一回也无伤大雅。

许多年不种豆了，乡村里少了一种风景。而现

代城市的夏季，招摇花枝的女人们，又让我想起
了一汪如碧的豆田，和姹紫嫣红的豆花。

荞麦花

麦一收，复种就开始了，复种的品种很多，
唯荞麦花最美。

荞麦引自外地，嫁到我们这边来也不陌生，
叶绿花粉，艳艳地闹出一个喜人的秋天。

荞麦花花苞如小豆，说开就商量好了似的一
起炸开，粉嘟嘟地艳如桃花，成片成片的荞麦田
连在一起就像给黄土地穿了一件粉红的套裙，让
农田地变得风姿诱人。

粉色是浪漫的颜色，尤其是大块的，弥盖视
野的那种粉，会让人联想到诸如爱情等等与爱有
关的场景和回忆，这种桃粉色的梦会让人兴奋地
躁热和眼迸金光。

荞麦花开得一塌糊涂时，队里的女人们一边
拔草，一边唱着古老的情歌。脸粉一阵，红一
阵，想着各自的心思。荞麦花开的时候，该是野
到外面的男人回家的时候了，以秋收为由来看看
婆姨和孩子，看看浪漫了田野的荞麦花。

其实秋收无须男人帮忙也可以，女人起早贪
黑地干几天，活也就完了，所有的相思和相恋都
是这粉红的荞麦花勾起的。

荞麦花色艳香淡，果实是三菱、锤形，皮深棕
光润，碾了皮，面有多种食法，其味自不及麦稻之
类，然自有她自己独特的风味。荞粉绝好吃，佐以
青蒜、辣椒油、香醋是消夏的好食品。荞麦皮可以
做枕头芯，经久耐用，枝秆可以做牲畜饲料。

田野里的花书人书话

鸡头菜汤和剩馍
♣ 纪广洋

知味

♣ 唐仪天

我刚记事的时候，家里很穷，连蔬菜都很少能
吃上。院里一口大缸腌满了胡萝卜、青萝卜以及
黄瓜纽、小野瓜什么的，成了我家一年四季的主
要菜肴。吃上一顿蔬菜，就算改善一次生活。每
当有蔬菜时，母亲总是劝说着、催促着让我多吃
点再多吃点儿，恐怕她的孩子吃不足似的。后来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终于发现——母亲怎么不吃
菜？怎么光蘸菜汤呢？当我似乎有所觉悟地要
求她和我们一起吃菜时，她满脸笑容地对我说：

“娘从小就不爱吃菜，就喜欢吃菜汤。”
再后来，我还发现一个情况——父亲总是捡

剩馍吃。有时，甚至把剩馍和新蒸的馍分开放，恐
怕我拿错了似的。我偷偷啃过那些用地瓜面、高
粱面、玉米面做成的剩馍，一咬一个牙印，又干又
硬。有几次，我递给父亲暄腾腾的新馍，他总是满
脸笑容地说：“大人就爱吃剩馍，剩馍筋道有嚼头。”

那时，只有到了年关，我家才能吃上一两顿
鱼肉。而且，鱼是父亲在夏天的坑塘里逮的，用
盐腌了放到过年的时候再吃；鸡是母亲在春天时
特意买的公鸡，喂到年底再杀。就是这个时候，
鱼和肉也基本上没有父亲母亲的份儿，全让我和
奶奶包了。况且，奶奶只吃鸡头。我分明看到母
亲把鸡肉盛到奶奶的碗里，并小声劝说着什么。
可是，奶奶总是那句话：“我从来不吃鸡肉的，鸡头
上的肉不腻，吃点儿还行。”就这样，别管过去几
天，奶奶碗里的那几块鸡肉还会原封不动地拨到
我的小碗里来。有一次，为了几块鸡肉，奶奶竟
和我母亲吵了起来，她老人家气愤地嚷道：“人家
不吃就是不吃！你能怎么着？”

记得我当时还有些生母亲的气呢——奶奶不
爱吃鸡肉你管得着吗？我还不爱吃咸菜疙瘩哩。

我完全明白过来这一切，是在奶奶因病卧床
不起且双目失明之后。有一天，姑姑来看病中的
奶奶，买来两只烧鸡。当我在另一间屋子里刚吃
了两口，忽然想起奶奶爱吃鸡头来，便拧下鸡头给
奶奶送去。当我走到奶奶居室的窗前时，听到我
母亲、我姑姑正一起劝说着奶奶：“您快点吃吧，有
他的，买来两只，大夏天的，又不能放，他一个小孩
子，那一只他也吃不了……”我听到这里，赶紧跑
到奶奶床前，对奶奶说：“你吃吧，我有，你摸摸这个
鸡头……”奶奶真的伸手摸了摸我手里的鸡头，然
后就大口大口地吃起那些已经撕好的鸡肉来，没
想到她老人家一气吃了大半个烧鸡。母亲看我手
里仍握着个鸡头，就对我姑姑说：“你看到了吧？这
是来给他奶奶送鸡头的，平时咱娘不舍得吃鸡肉，
全省给他吃了，小孩子就当真了，以为咱娘真的不
爱吃鸡肉呢……”说着说着，我母亲就流下了眼
泪。姑姑和奶奶也都默默地流起泪来。

那一刻，我似乎一下子长大了许多。领悟到
长辈们之所以“爱吃”菜汤、剩馍、鸡头的片片苦心！

春韵（国画） 张海疆

一只俏皮机智、特立独行
又粗心大意的小兔哥，一只凡事
较真，仗义执行又胆小幽默的小
刺猬，他们一起——好奇又心怀
忐忑地拆开巨形包裹，迎接一位
远道而来的怪朋友，他们一起
——谨慎又提心吊胆地粘贴着摔
碎的瓷茶壶碎片，侥幸度过危
机，他们一起——智慧又优雅地
处理了一起小兔哥的“肇事事
故”，从此世界和平,是的，这就
是好朋友！可以分担、可以分
享、可以分工、可以分歧！

这套儿童成长绘本的作者
詹·卡莱·艾恩是挪威儿童作

家、艺术家、插画家。1984年
挪威国家文化部Best book最
佳图书奖的获得者。他是挪威
国家“文化书包”协会会长。
他举办过很多的展览，作品多
被国家美术馆收藏。40年以
来，艾恩的工作室一直在1743
年建造的老房子里，他平时做
蚀刻画和平板画，也用丙烯颜
料和水彩作画，但是只限于手
绘，从不用电脑作画，他曾为
100多册图书绘制插图。

无论去哪里，他都带着画
板，因为他相信自己随时都能
有画画的灵感。

李暄诗集《人之风景》，是一部独
特的中华人物诗志，数百位耳熟能详
的历史人物，在美轮美奂的现代诗歌
中，故友一样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
他们仍然有血有肉，有说有笑，有悲
有喜，有歌有叹，怎能不令人惊喜异
常，感慨万千。

一大半是李白带来的/十年客
梁园 低头思故乡/六十度的高傲被
杜甫高适架上岸/踏上汴河就呕吐
出郁积心中的月亮/溅起满城灯火/
流成大片小片湖泊流向大街小巷/
流出柳暗花明鸟语花香——《李白
的开封》

唐天宝三年（744）初夏，李白
在京城长安遭忌，东行至洛阳，与
小他 11 岁的杜甫相遇，二人相携
来至开封，和浪迹于此的高适结
识。三位诗人畅游汴州，慷慨怀
古，饮酒论诗，传为美谈。一次三
人吹台相聚，赋诗抒怀，李白即兴
在墙壁挥毫写下《梁园吟》，便有了
宗小姐千金买壁之佳话。高适趁
机进言，请李白续弦，还自请前往
宗府做媒。最后李宗二人喜结良
缘，宗氏成了李白第四任妻子。李
白也就在开封住了下来，这一住就
是十年。李白一共活了 61 岁，在
开封住了十年，期间出游三年，可
见开封在李白生活中有着极其重
要的位置。

1200多年后，诗人李暄重温李
白在开封的故事，有了这首《李白的
开封》。现今诗人，以新诗写诗仙李
白，无疑面临极大挑战。李白许多代
表作都写到月亮，月亮是李白诗作的
核心意象，也是中国古诗的核心意
象，更是中国乡愁诗的核心意象，且
李白在开封，浪迹异乡，乡愁肯定是
他的主要心病之一，李暄从月光写
起，一下就抓住了李白在开封最敏感
的神经，且以此为主线轻而易举就串
起了李白在开封的所有经历和故事，
可谓妙之又妙。

我敢说春江水暖/知道最早的
是你的毛笔/这里律诗的上游/乐府
和赋的草色青翠/而敢于曲水流殇/
我听到你喝了酒的毛笔/发出了嘎
嘎嘎天籁般的鸣叫/从你的鹅池/饱
吸了中国最浓黑的夜——《王羲之
的毛笔》

王羲之，是中国行书第一人。
书法家的命根子，肯定是毛笔。诗
写王羲之这样的书法家，抓住他的
毛笔写，无疑就是抓住了主人公的
命根子。

诗人在选取写作切入点时，
没有从记载的史实或重大事件入
手，而是从人物的特点或自己的
兴奋点入手，小路快跑或曲径通
幽，这就避免了诗的散文化或史
料化即非诗化倾向，把咏史诗当
成现代诗写，我史合一，我史相
应，诗的气息尤其是人的生命气
息，就会瞬间消除古代与现代的
阅读隔膜。“饱吸了中国最浓黑的
夜”，仿佛神来之笔。

和小说、戏剧等其他文学体裁
比较，诗歌写人物的难度更大。因为
小说可以通过故事情节的展开、心理
活动的描绘或者通过对话来揭示人
物的性格，而诗歌的篇幅短小，只能
用“借一斑略知全豹，传一目尽见精
神”的极为凝练的艺术手法，塑造人
物形象。换句话说，诗歌只能捕捉一
个动作，一个神态或描写一个细节，
一个侧面，写出人物的性格特征、思
想品德及精神风貌。

李暄用诗人的妙笔，让我们领
略了诗歌的精妙。感叹，品味，然后
沉醉吧。

新书架

《两个好朋友》
♣马永祥

歌者（油画） 龚立新

自从有了自己的小家庭，做了母亲，随着年纪
增长，愈加感受到家风是个无价之宝。上有长辈
们的关心教导，下有孩子们的学习效仿，作为家庭
中承上启下的纽带，我和爱人承载着整个家庭家
风的传递。记忆中家人们相处的一幅幅画面，是
一份份“润物细无声”却又直达心底的感动，更是
无时无刻不在开启的家庭正能量。

孝顺长辈，言传身教——在我们家，体现最
明显的是一个“孝”字。我爱人的奶奶九十多
了，近几年身体一直不太好，生活上需要更多
的关心和照顾。爸爸每顿饭都要先看哪些饭
菜有营养好消化，先给奶奶盛好，端到桌前。
奶奶糊涂了，有时候知道自己吃，有时候不会
吃，爸爸就一勺一勺地喂，等奶奶吃好了自己
才吃饭。每天晚上，爸爸还要端一盆热水给奶
奶洗脚，每当这个时候，我爱人都会带着我的
两个儿子一起主动帮忙，两个儿子把稚嫩的小
手伸进水里，把奶奶的脚揉一揉，奶奶满脸都
是慈爱的幸福。我们很少刻意地教孩子要孝
顺，但在这种耳濡目染的环境中，“孝”已经成
为孩子们自然而然的一种生活习惯，他们经常
会主动关心长辈，看到我们下班回来疲惫的样
子，大儿子会过来给我们按摩，小嘴巴还甜甜
地说“爸爸妈妈辛苦了！”一岁半的小儿子看着
哥哥这样做，慢慢地也学出了“门道”，当那热
乎乎的稍显笨拙的小手力度不均地敲打在背
上的时候，所有的疲惫烦恼都会烟消云散，取

而代之的是无限的甜蜜和幸福。
辛勤工作，一丝不苟——我们的爸爸妈妈靠

自己刻苦努力成为上世纪 70年代为数不多的大
学生，他们非常珍惜并热爱自己的工作。尤其是
妈妈，年轻时为了赶写材料经常熬夜，结果把眼
睛累坏了，视力受到严重影响，但这并没有成为
她对工作松懈的借口。从我们刚结婚，就每年要
给她买好多放大镜，因为她的视力一年不如一
年，而且因为视力不好放大镜总是找不到，就断
断续续买了几十把，有便携使用的，有带灯光的，
有大号方便阅读的……记得无数个夜晚，妈妈总
是戴着眼镜，拿着放大镜对着文字材料认真研
读，废寝忘食。因为工作单位很远，离家五十多
公里，妈妈每天早上六点半就出门上班了。印象
中她从未请过假，无论风霜雪雨都坚持着。妈妈
手持放大镜全神贯注在台灯下学习的画面，和每
天天不亮就静悄悄离家而出的身影，是我脑海中
最为深刻的印记，都说婆媳不好相处，但在我心

目中，她就是我的榜样和楷模，是我敬佩不已的
妈妈。

家训传承，家风永续——在我和我爱人的工
作日志本首页，是爸爸送给我们的三句话——

“真材实料饱有底气，积极向上充满生气，正直
无私富有正气”，我们俩视其为“家训”，是我们
家正能量家风的精华。自打手机微信兴起后，
爸爸也毫不落伍，很快就学会了使用，而且还建
立了一个家庭微信群，大家庭的所有长辈小辈
亲人们都成了群中一员，爸爸每当看到充满正
能量的文章，都会发到群里跟我们一起分享。
记得有次爸爸在群里不经意发了一条“失去金
钱的人损失甚少，失去健康的人损失极多，失去
勇气的人失去一切”的微信，我当时正处于承受
巨大工作压力的时候，这短短的一句话让我感
受到了巨大的鼓励而重拾信心，突然间有了种

“举重若轻”的动力。
家，简单的一个字，能引起无数人的情感共

鸣，因为家是每一个人最初的记忆，也是我们最
终的归宿。莫尔说为了寻找想要的东西，我们走
遍全世界，回到家，找到了。这就是我的家，是千
百万家庭中平凡的一家，却是我们每个家庭成员
心目中独一无二“向上、向善”的正能量源泉。这
些潜移默化无处不在的正能量像一个巨大的磁
场一样，时刻感召着我们，成为我们安身立命、修
身立德的精神起点。

万家灯火

♣ 黄敏珠

家风永续正能量

诗人的妙笔
♣ 李 霞

人与自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