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哥，还有啥？你再给我说一
个。”心明高兴了。

“摸摸这个，它叫狗儿秧。”大
强从篮里拿出一棵草。

“狗儿秧。”心明摸着，“它能
干啥呀哥？也有毒吗？”

“它没毒。‘狗儿秧，下锅香，
放点儿油，顺屁股眼子流。’”大强
又唱了一首歌谣。

心明咯咯地笑起来。
大强接着解释：“狗儿秧很好

吃，但是不能多吃。狗儿秧性凉，
香油也性凉，放在一起吃，就会拉
肚子。”

“啊，‘狗儿秧，下锅香，放点
儿油……’，嘻嘻嘻嘻。”心明开心
起来。

“还有吗哥？再给我说一个！”
大强又拿一棵草让妹妹摸：

“这是节节草。‘青竹竿，十八节，
光长杆，不长叶。’它没有叶子。
这也是一味药啊，可以治烧伤。”

“哥，你知道的真多！”
大强牵着心明来到了水边：

“不要动啊，这里有水。”
心明果然不动。
大强蹲下来洗手，几条小鱼

惊慌奔逃。“小鱼儿，小鱼儿！别

动妹妹，我给你捉几条小鱼！”大
强喊着就要去捉。

“哥，这里为啥有鱼？”
“河水流走了，小鱼贪玩儿没

跟着水走，就困在这水坑里了。”
心明仰起头问：“河水是鱼的

妈妈吗？”
大强敷衍她：“小孩儿喝妈妈

的奶水，小鱼儿喝河里的清水。
河水应该算鱼的妈妈吧！”

“是妈妈走了，它们没有跟上
呢，还是妈妈嫌弃它，故意把它丢下
的……”心明小嘴儿一撇，泪水下来
了，“小鱼儿的眼睛看得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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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兄妹俩河边薅草的时

候，瞎奶奶敲着马竿儿走进了村
主任刘永生的家。她想问一问县
里的民政局都管什么，她想问一
问民政局是不是可以收养心明。

刘主任说：“这民政局，说管
呢，它也管；说不管呢，它也不
管。咋这样说呢？因为民政局管
着福利院呢，这事最后得由福利
院决定。”

瞎奶奶本想给主任说说心明
的事，当她听了“也管也不管”的
复杂关系，忽然就多了心思。坐

了一会儿，老太太就又敲着马竿
儿回家了。

瞎奶奶的板凳还没有坐热，
背着草篮子的大强就扯着妹妹进
了院子。

“奶奶！”大强先喊了一声。
“奶奶，河里的水没了！”心明

也抢着报告。
“你们去河里了？大强，你可得

带好心明啊！可不敢去河里乱跑！”
奶奶拿着两个馍，“看”着两

个孩子问，“饥了吧？给馍！”
大强接了，转手递给妹妹。又

接了一个，自己趴上去咬了一口。
心明说：“哥，给咱的小羊起

个名字吧，这样，我们一叫，它们
就会答应了。”

大强笑了：“好，你来起吧！”
心明摸着身边的一只，说：

“它调皮吗？”
“它乖。那一只调皮！”大强

把另一只也捉过来让心明摸。
“这只两个耳朵的叫乖妮儿，

这只两个半耳朵的叫淘妮儿，淘
气的淘，好吗哥？”心明低头笑着。

“中中。乖妮儿，淘妮儿！这
名字好！”大强大声说。

“嘻嘻嘻嘻。”心明笑了，“它

为啥多长了半个耳朵呢？”
“老嫂子！在家吧？”范校长

的声音在院门外响起。真是教书
的，朗朗的声音充盈着院子。

“在呀，快进来吧！”奶奶应着
就往外走。

话音未落，范校长和高老师
走进了院子。大强外出薅草，等
于向天下人做了个回家的广告。

当范梅向校长报告大强回来的消
息时，范校长着实吃了一惊。以
他对大强的判断，这小子已经走
远，说不定真的快到了东莞呢！
校长不敢怠慢，立即带着班主任
老师赶了过来。

“大强，你啥时候回来的？”范
校长语气亲切，一脸笑意，像问候
一个久违的朋友。

“昨天。”大强有些紧张，也有
些敌意，他往后退了一步，准备着
如何应答校长的问题。他知道，
校长和老师是一事儿，对于他的
反抗他们绝不会善罢甘休。只
是，追到家里来批评，还是让他感
到吃惊和愤怒。

大强在瞬间完成了想法，反
正我不是学生了，啥样的校长也
休想管住我。想到这儿，他忽然
不怕了。

“这孩子不懂事，还不快给校
长搬个座儿去！”奶奶像看见了似
的。

只顾想事了，大强真的忘搬
凳子了。他含糊地应一声，急忙
给两位老师搬来凳子。

校长没坐，看着高老师给大
强介绍：“这是高老师。你们新

来的数学老师！”他把“数学”
两个字很强调。

“新来的？那林老师哪里去
了？”大强想问，话到嘴边又停
住了，他真的不知道他们来干什
么。大强看一眼高老师，高老师
也正笑微微地看他。他连忙低下
头，把凳子送到高老师身边：

“高老师，您坐！”
高老师说声“谢谢”，坐了下

来。校长也坐下了，校长没说“谢
谢”。

大强又搬了个凳子放在奶奶
身边，拉她坐下来。自己却不
坐，硬硬地站着，随时准备着反
击。妹妹胆怯地靠着他，头偎住
他的肩膀。

“这是心明吧？长得多好。
几岁了孩子？”校长的热情融化着
孩子的敌意。

“六岁了，属兔的。”心明声音
响亮。

“六岁了，该上学了！”校长
扭脸看着奶奶：“老嫂子，相信
你兄弟吧？”

“相信相信，你是校长，我
咋能不相信！”奶奶也笑着。

“我和高老师来，就是想给您

商量，请大强和心明上学的事。”
“好事。不用商量！一会儿

你就把他们都带走！”奶奶说
过，看着大强说，“还不快谢谢
范校长和高老师？”

“范校长，我没有偷林老师
的计算器！”大强想上学。大强
回到村里的第一感觉，就是背起
书包上学校。可是，他那样决绝
地得罪老师，那样高调地离开学
校，他知道，此生此世，再不会
有进校读书的机会了。当今天范
校长和高老师来家请他上学的时
候，他的眼睛立即红了，脱口说
出了这句话。

范校长说：“大强，我知道
你没有偷林老师的计算器。你要
是偷了，你就不会离开学校，也
不会那样愤怒地抗议老师‘不辨
真假，诬赖好人’了！”

“您这是真话？”
“是真话大强。我说的是真

话！”校长很动情。
大强站着，像个大人似的呜

呜地哭起来。
“哥，哥！”心明为

哥哥的委屈委屈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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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正午。阳光炽白，树影发黑。在原
煤炭工业部大楼东侧的花园里，一位看上去五
十来岁的中年男子正在花丛中锄草。他穿一件
半袖汗衫，敞着怀，头上戴一顶已经发黄的草
帽。他的裤腿向上绾着，绾得一只高一只低。
他没穿袜子，赤脚穿一双塑料凉鞋。无风，天
气很热，他锄一会儿，脑门儿上就出一层汗。
好在他左肩上搭有一条毛巾，为避免汗水流进
眼里，模糊了视线，每当额头上的汗水快要满
了，他就抽下毛巾擦一擦。擦完了汗，他塌下
腰接着锄草。

他的穿戴和干活儿的样子引起了我的注
意，我看着怎么觉得有点儿熟悉呢？每个地方
的人都有自己习惯性的穿戴，我老家的父兄们
夏天在地里干活时不就是这样的穿戴嘛！他手
中使用的锄板让我进一步认定，这位养花人就
是从我的家乡来的。我走过全国许多地方，知
道只有我们家乡的农人使用的锄板才这样宽、
这样长，而且有着独特的式样。于是我上前跟
他打招呼：“师傅，忙着呢！”大概由于机关工
作人员平日里很少跟他说话，见我跟他打招
呼，他有些出乎意料似的，对我笑了笑。我
问：“看样子，您是河南人吧？”他说：“戏哩戏
哩 （是的是的），您从哪儿看出来的？”我一听
他说话就乐了，说：“因为我老家也是河南的，
只有咱们那地方的人才用这样的锄。”他把锄板
看了看，停止了锄草，说：“那咱们是老乡。”
我跟他交谈了一会儿，得知他所在的县和我的
老家所在的县果然相距不远，都是在河南的南
部。知道了他是临时受雇于煤炭部机关绿化

队，在这里专事养花种草，每月的工资仅供维持
温饱。并知道了他使用的锄是他特意从老家带来
的。他姓宋，我叫他宋师傅。

我注意到，不管是在花园里锄草，还是为花儿
浇水，宋师傅都是在午休时间和机关工作人员下班
之后进行。若有人在花园里赏花儿，或在花园间的
一块空地上锻炼身体，宋师傅就不知躲到哪里去
了。宋师傅养花儿很上心，一到初冬，他就及时把
花儿的残枝剪去，从郊区拉来一些发酵过的农家
肥，厚厚地封在花根上。到春天再来看，宋师傅养
的月季花，花蕾格外多，每一枝都有十来头。花朵
格外大，每一朵都有一大捧。花色格外艳，照得人
两眼放光。宋师傅除了养月季花，还养有串红、大
丽花、菊花、美人蕉、兰花等多种花草。宋师傅像
农民伺候庄稼一样，把每样花草调养得都很有光彩。

宋师傅跟我熟了，一看见我，就喊我老乡。我
跟他开玩笑：“你不在家好好种庄稼，跑到这里养花
种草干什么！”宋师傅笑得很开心，说：“城里人喜
欢花儿嘛！”有一次，我指着他锄掉的野苋菜对他
说：“这种菜挺好吃的。”他说他知道。问我：“你吃
吗？”我说：“吃呀。”从此，宋师傅在花地里锄草时
就锄下留情，留下了野苋菜。我呢，中午临下班
时，便拐进花园里，掐一把野苋菜，回家下到面条
锅里吃。有那么两三年，我每年夏天都到宋师傅所
负责的花地里掐野苋菜吃。

宋师傅住在煤炭部家属区一间盛放工具的小屋
里，我曾到他住的小屋看过他。他的妻子也从老家
来了，妻子还带来了他的小孙子。看到他们祖孙其
乐融融的样子，我说他的小日子过得挺不错的。他
承认日子过得不错，笑着说：“人不管走到哪里，有

活儿干，有饭吃，有衣穿，就中了。”
这年冬天，下了一场雪，又下了一场雪，却

不见宋师傅把花儿的残枝剪去，更不见宋师傅像
往年那样早早地用农家肥把花根封起来。有的月
季花不畏严寒，还在枝头顽强地开着。积累的白
雪下面透出月季花的一点红，显得分外妖娆。可
是，一向很勤劳的宋师傅到哪里去了呢？

我碰到绿化队的人一问，才知道宋师傅去世
了，秋天就去世了，是突发心脏病夺去了他刚刚
五十多岁的生命。我马上赶到宋师傅曾住过的小
屋，见小屋的门上果然挂着一把铁锁。我站在小
屋门口，一时有些愣怔。宋师傅去世这么长时间
了，我怎么一点儿都不知道呢！我呀，我呀，难
道也变成一个冷漠的人了吗？

我知道，这多年来，我有不少老乡来北京打
工。不光是我的老乡，全国各地来北京打工的农
民更是数以百万计。他们在为北京的建设、发展
和美化默默地做着贡献。他们有的来了，有的走
了。有的献出了青春和汗水，还有的把生命永远
留在了这座城市。宋师傅就是把生命留在这座城
市的其中一位农民工。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只知
道他姓宋。

煤炭工业部被取消了，那座工字形大楼经过
重新装修后，大门口的牌子换成了国家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总局和国家煤矿安全生产监察局。大楼
东侧的那个花园没有了，地面被硬化处理成水泥
地之后，成了自行车棚和汽车通道。可我每次路
过那里，都不由自主地往那里看一看。我老是产
生幻觉，仿佛觉得那里仍是鲜花铺地，百花丛中
仍活动着宋师傅忙碌的身影。

花 工
♣ 刘庆邦

编者按：惊悉荥阳市公安局局长夏日
红因公殉职后，郑州诗词学会的诗人们纷
纷赋诗填词，悼念颂扬他公而忘私、事业
至上、诚心为民、疾恶如仇的人民公仆情
怀。本报今日选发几首诗词，以志怀念。

夏故逝岭翠，日出映山红。
——杨福平

赤日炎炎似火蒸，悲歌一曲降荥城。
英灵无愧职责在，民众怀思夏日红。

——胡卫星

守护平安赤子心，万民洒泪祭英魂。
未酬壮志身先去，自有豪情励后人。

——吴志诚

守望平安骋玉骢，钟灵河岳育英雄。
为除乡镇冬天冷，甘献华年夏日红。
事业论评多建树，家庭细数少殊功。
庄严金盾忠肝铸，却教商都抹泪瞳。

——吴海晶

噩耗如惊梦，微信恸群中。每获殊
荣夏日红，过劳凌晨殉职民悲痛。

打恶安民屡建功，柔情心奉，鞠躬尽
瘁品如泰山松。

——庄久昌

反盗除黑似飓风，为民侠骨伴柔情。
解难排忧当己任，奉真诚。

昨日尚谈新举措，今朝带病又出征。
百姓千声呼赤子，赞英雄。

——马美蛾

惩恶连擒戾虎，除霜几战寒冬，
为荥宇净暖阳红，一片丹心献奉。
壮志可羞燕雀，凌云正展鲲鹏，
英年瘁逝令心惊，民众泪篇敬颂。

——周建勋

惩恶亲民正世风，鞠躬尽瘁献真情。
英灵虽去英名在，一片丹心映日红。

——段安仁

警界精英夏日红，锄奸靖氛立殊功。
请缨守土呖心血，亮剑驱魔献赤诚。
天道失衡夺壮士，雄魂堪褒贯长虹。
结花执酒躬身拜，聊表吾侪哀悼情。

——宋德水

上至远古，下迄当今，为何史料中
记述的传说难寻证据？道家追寻飞升；
佛家追寻涅槃；现代科学开发时空穿梭
技术，然而有谁知道，人类真正超脱之
时，可看清世界的真相？洪水肆虐、夸
父追日、逐鹿之战……远古时代一次次
拯救世界的族群，如今何在？

秦国边塞，秦军遭遇诡异可怕的
魔物袭击，墨家弟子杨瑾凭借机关术大
破魔物军团，立下赫赫战功。秦皇招杨
瑾入朝，掌管十二金人铸造，与来自海
外，自称“宛渠人”的韩羽和法术通
神的方士徐福同朝为臣。就此，杨瑾
真正的命运之轮开始转动，将他拖进
一系列云波诡谲的事件中……魔物大

军进逼边关、咸阳惊现变异生物、铸
造场遭受神秘袭击，徐福和韩羽露出真
面目：法术通神的方士竟是妄图颠覆秦
国的异界来客；秦皇礼待的奇人也是随
天外飞船而落的非人类……隐藏在十
二金人背后的真相逐渐显露，秦国的
祸乱如何消弭？杨瑾从韩羽那里承袭
的考验究竟是什么？他如何面这场天
选？又有着怎样的属于自己的天命？

本书为科幻+历史的幻想题材小
说，以历史传中秦皇铸造十二金人和
在湖中遇到UFO的故事为主线，赋
予了这些传说新的内涵，可称为回归
华夏民族精神本源的现象级作品，极
具阅读价值。

新书架

《秦 墟》
♣马光磊

田间，新麦的甜香味儿随风飘浮时，街上开始了
麦黄杏的叫卖声，眼前不由浮现出那幅图景。

太阳悬挂在快落山位置了，两个七八岁的男孩
儿，站在自家院南的阶地上，张望着南北的村路。在
南边土坡头处，终于出现了两个不高的村妇身影，她
们肩上扁担咿呀着，都挑着两竹篮东西往北走来，两
个男孩儿连忙朝她们迎去。

两个男孩儿，一个是小时候的我，还有个是大我一岁
叫林的。两个挑担的村妇，是我俩的母亲了，担回的是麦
黄杏或五月仙桃，我们此时的心里已经兴高采烈了。

那会儿，农村日子苦寒，享受时鲜水果还是种奢
望。每当卖杏卖桃的小贩游村，小孩儿会跟随一群。
那种甘甜气息太好闻了，偶尔有人购买或者拿粮食
换，孩子们总是让眼睛享受一次观赏盛宴。我和林自
然也在其中。

我们村大，记得有一次，该到吃午饭的时候了，我
们一群孩子，还追着卖杏者的脚步，绕着村子转。林
的爹找到了我们，呵斥我们回家，还瞪着凶狠的眼睛，
数落我们真没有出息。

那天晚上，月亮照着古老的黑槐树、一搂多的楸
树，凉风习习吹着。两家的母亲坐在林家场里石凳
上，说着永远温情的话。我和林仍然无忧无虑地疯跑
着，利用麦秸垛、大槐树、楸树藏猫虎。累了，我们就
偎依到母亲旁边，听她们说日子上的事儿。

突然，我母亲说：“明年麦黄杏下来，咱们去孙家

湾担些吧？”林的妈说：“三十多里路，太远了，咱们哪
有工夫卖杏呀？”我母亲说：“不是卖，是给自家孩子吃
新鲜，看见孩子们跟着果挑跑，心里不是味儿！”“那多
破费，掌柜的怕不愿意吧？”她说的掌柜是林他爹，态
度向来有点凶的人。我母亲说：“好多天了，我有个想
法，应该让孩子们懂点脸面尊严了，做人要有志气！
跟着卖果子挑跑半个村，对孩子不好！”林他妈接了话
茬：“要这样说，我就当家，不能让孩子长大了不知道
脸是啥东西！”

两个母亲的一番话，我们似懂非懂听了，大我一
岁的林说：“那还老美哩，咱能吃麦黄杏了！”

从那天始，两个母亲常去地里刨药材，五加皮、地
骨皮、远志、防风……药材有的拧皮，有的晒干，摆齐
捆好，卖到供销社换成钱。她们就用卖药材的钱买麦
黄杏、买五月仙桃。

母亲担回的麦黄杏，鸡蛋大小，黄里泛点红，咬一
口便涌出甜香的汁水，从嘴到肠胃似被那美味儿给占
领了，不由感觉心旷神怡。而之后担回的五月仙桃，
也拳头大小，都歪着红嘴笑，咬进口里更是甜丝丝的
汁水奔涌。

长大后，我去过孙家湾，那村子属临县偃师，傍依
洛河，黑油油的洛河滩滋养了当地人，有能人种植了
一大片果园。再后来果园都变成庄稼地了。

有几年，麦黄杏或五月仙桃成熟，母亲她们就要
到孙家湾，担一回果子。还是五更天，她们带两个黄
面饼子出发了。到天快微黑儿时，才赶回家里。挑着
担子，来回六十多里路，腿都走得有点歪了。

孩子们享受着杏桃美味儿时，母亲每每看着，疲
劳的脸上总会带着满足的笑。也是从母亲担果子后，
我心里有点活动了，自己对自己说，一定要好好学习，
报答母亲，母亲太辛苦了！

记得一次傍晚，我们兄弟围着篮子，吃母亲刚担
到家的五月仙桃，父亲沉着脸说：“吃着好东西，要想
着你妈的不容易。十个瘦子九个贫，就怕瘦子没精
神！精神是啥东西？就是志气啊！”当时，我的头脑里
猛然一震，我明白自己想的和父亲说的融合了。

大学毕业工作后，每当新鲜水果下来，我都要先
给母亲买些，不只是表示自己孝顺老人，我也用这种
方式提醒自己，不辜负母亲对儿女的期望，要永远做
个有志气的人。

知味

♣ 古 野

麦黄杏和五月仙桃

名家新篇

高原母子（国画） 蔡卫星

人生讲义

1852年秋天，著名作家屠格
涅夫无意间捡到一本《现代人》杂
志。他随手翻了几页，被一篇题为
《童年》的小说吸引。作者是一个
初出茅庐的无名小辈，但他却十分
欣赏。屠格涅夫四处打听作者，几
经周折，找到了作者的姑母，表达
了他对作者的赏识与肯定。姑母
写信告诉侄儿：“你的第一篇小说
引起了名人的注意，大作家屠格涅
夫说你如果能继续写下去，前途不
可限量！”作者收到姑母的信后，一
下子点燃了心中的火焰，有了自信
和动力，一发而不可收地写了下
去，终成世界级大文豪，他就是列
夫·托尔斯泰。这就是赏识的力
量，赏识能给人自信，鼓励其成才
成业成功。

赏识还能给人提供强大精神
动力，使其砥砺前行，创造不凡业
绩。1849年，林则徐途经长沙，指
名要见隐逸在家读书的左宗棠。
一番交谈后，林则徐被左宗棠的学
识志向所折服，将他在新疆整理的
资料和绘制的地图全部交给左宗
棠，说：“将来东南洋夷，能御之者
或有人：西定新疆，舍君莫属。以
吾数年心血，献给足下，或许将来
治疆用得着。”临别，林则徐还写了
一副对联相赠：“苟利国家生死以，
岂因祸福避趋之。”回福建后，林则
徐又向咸丰皇帝推荐左宗棠为“绝
世奇才”“非凡之才”。林则徐的赏
识，使左宗棠信心大增，主动出山
入仕，屡立奇功，一展抱负，后来，
左宗棠收复新疆，带的就是林则徐
绘制的地图。

赏识还可帮助人才脱颖而
出，是人才一飞冲天的推进器。欧
阳修是苏轼童稚时的偶像，读其
文，诵其诗，想见其为人，私以为
师。欧阳修对他也极为赏识。《河
南邵士闻见录》载：“欧阳公谓梅圣
俞云：‘读苏轼书，不觉汗出，快
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
也。’”欧阳修看到比他小30岁的
苏轼后来居上，没一点嫉妒之心，
反而加以扶持，积极向朝廷推荐。
他逢人便讲：“只消待以时日，苏轼
的文章将独步天下。”东坡对于能
受到欧阳修的赏识，念念不忘，引
以为荣，每每提醒自己不能辜负老
师赏识，刻苦读书，勤奋创作，终成
一代文化巨人。

赏识甚至能转变一个人的生
活方向，引导其走上正确轨道。台
湾作家林清玄做记者时，曾报道过
一个小偷作案手法非常细腻、巧
妙。文章的最后，他情不自禁感
叹：“像心思如此细密、手法那么灵
巧、风格这样独特的小偷，做任何
一行都会有成就的吧！”林清玄不
曾想到，他20年前无心写下的这
几句话，竟影响到了一个青年的一
生。如今，当年的小偷已经是台湾
几家酒店的大老板了！在一次邂
逅中，这位老板诚挚地对林清玄
说：“您写的那篇特稿，对我触动很
大，我想，既然我有这样的能力，为
什么不能做正当的事呢？”从此，他
脱胎换骨，重新做人。

伏尔泰说：“人性中有一种共
同心理，就是对于被人赏识的渴
望。”同样，善于赏识人也是一种宝
贵美德，一种睿智表现。赏识与被
赏识，是一种互动的力量，可以相
得益彰。赏识能给人自信，给人动
力，给人勇气，给人鞭策。一个欣
赏，或许会挖掘出一个人的潜能；
一句赞扬，说不定就会改变一个人
的命运；一个肯定，可能会激励出
一个天才出世。

赏识的力量
♣ 陈鲁民

仰俯洞壑谷（国画） 孙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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