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
孩子被绑了肉票，现在又成

了这个样子，周亭兰忧心如焚。可
就在这个时候，康家又出事情了。

俗话说，好事不出门，坏事传
千里。康家奶奶们很快就知道悔
文被绑的消息了。她们先是有些
担忧，继而很快就有人想到了家
产。是呀，她一个寡妇，又是掌家
的，万一撕了票，孩子回不来，那
家产会落到谁手里呢？况且，镇上
又有些风言风语，说她开店，很有
些不清不白呢。

于是，几个奶奶聚在一起，七
嘴八舌地议论起来。三奶奶说：头
前她做了一个梦，很怪的一个梦。
就请十字街的卦人算了。先生说，
这一卦很不好，破财。

四奶奶说：就是，我说呢，最
近眼皮老跳。怕是不好。

二奶奶说：悔文叫人绑了票，
这不就是破财吗？破财消灾，也对。

三奶奶说：算卦的可不是这
么说的。先生说，今年是凶杀聚
会，大耗。你听听，这不是一般的
破财。

四奶奶说：可不。我说句不中
听的话。她是掌柜的，钱多钱少，

咱就像是在鼓里蒙着，啥也不知
道。再说了，开店的银子是大家凑
的，那会儿说是入了大账，三年归
还。这都几年了？都五六年了，她
也不说还。这贱人有心思。

三奶奶说：是有心思。老掌柜
又不在家，咱不能不防啊。

二奶奶想想，说：不会吧？家
里、地里、店里不全靠她吗？

四奶奶截过话头说：嫂子，你
可别这样说。靠她？万一，她要是
把咱给骗了呢。你想想，这一段，
自从带走了悔文，她回来过几回？

三奶奶说：就是。人心隔肚
皮。有人说，她跟那仓署的官爷有
染……

二奶奶一惊：真的？不会吧。
四奶奶说：这可难说。
三奶奶说：反正是路话，镇上

都这么传。有的话，说得更难听，
我都不好意思张嘴说，说那悔文，
都、都不一定是……

二奶奶说：别说了，这话我不
爱听。

四奶奶说：那就把她叫回来，
试试她？

三奶奶说：试试她，看她跟咱
一心不一心。

二奶奶说：咋试？
四奶奶说：那还不好说？就问

她，生意这么好，入伙的钱，啥时
归还？这可是她说的。

三奶奶说：我还有个法儿。他
二叔不是没成亲吗？让她跟老二算
了。她要是不愿，那就是不一心！

四奶奶说：这好。这好。
于是，几个老妯娌一商量，就

打发人把周亭兰叫了回来。
周亭兰一进门，就觉得有些

蹊跷。四奶奶正站在门口迎她呢，
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四奶奶手里
摇着一把蒲扇，眉眼儿都笑着说：
兰儿回来了？看把你忙的。

周亭兰说：四娘，叫我回来，
有事吗？

四奶奶笑着说：去二奶奶房
里吧。是有些事，想跟你商量。

待到了二奶奶的东厢房，只
见二奶奶、三奶奶都在椅子上坐
着，还有一把椅子，那不用说，是四
奶奶的座了，留给她的是一张春
凳，这很有点三堂会审的意思了。

周亭兰先是给三位长辈请了
个安，尔后，她大大方方地在那张
春凳上坐了下来。

众人都望着二奶奶，希望她

先说，大奶奶不在了，她就是名义
上的大媳妇。二奶奶说：这几天，
我一直揪着心呢，悔文赎回来了？

周亭兰说：回来了。
四奶奶忍不住，问：要了多少

赎银？
周亭兰不动声色地说：一千

两。

四奶奶说：要这么多？柜上都
支空了吧？

二奶奶说：论说，只要孩子平
平安安的，花些钱就花些钱吧。只
是，你一个女人家，在外支撑这么
一大摊子，也不是长法。

四奶奶又抢着说：就是呀。这
柜上的钱，也是各房伙着出的。那
会儿，你不也说过，伙用三年，三
年后归还……是不是？

周亭兰听了这些话，顿时就
明白了。于是，她说：看来，奶奶们
有些不放心，我去把账本拿来吧？

二奶奶说：不用吧。
三奶奶也说：不忙，不忙。
四奶奶接着说：慢着。你二娘

有个想法，也是替你想的。先给你
透一下，听听你的意思。说着，四
奶奶看了二奶奶一眼，说：二嫂，
你就说了吧。

二奶奶看了看四奶奶，又看
了三奶奶，都在给她使眼色呢。只
好说：说来，都是命。咏凡走了这
么长时间了，真是苦了你了。兰
儿，你看咏仁咋样？一家子，也是
忠厚人，要不，你就随了他吧，也
有个照应。你看那事，多吓人哪。

三奶奶接过话头，说：是啊，

这都是为你考虑的。街面上，有些
传言，嘁嘁喳喳的，有说东有说
西。时间长了，脸上也不好看。你
说呢？

四奶奶一拍脑门说：吔，我怎
么没想到？这多好啊，都是一家
人。择个日子，就办了吧？

周亭兰听了，久久不语。过了
片刻，她说：我知道，奶奶们都是好
意。奶奶们的好意，我心领了。不
过，悔文还小，等他长大些再说吧。

二奶奶看看三奶奶，三奶奶
看看四奶奶，她们就这么相互看
着。屋里的空气闷了一会儿，三奶
奶说：兰儿，看来你是不愿了？

周亭兰不语。
三奶奶又说：你知道街面上

的传言吗？要是哪啥，康家丢不起
这人。你可知道，早年，咱河洛镇
有一个女人骑了木驴。你知道为
啥吗？一个字：贱。

周亭兰仍不语。
三奶奶说：这可都是为你好。
终于，周亭兰说：既然奶奶们

有这个意思，容我想想。
四奶奶说：这就对了。兰儿是

明白事理的。一家人，亲上加亲，
多好。

二奶奶说：也没人逼你。就是
看你家里家外的不容易，才……

三奶奶说：给你三天时间，想
好了，就回喳喳话。其实，大麦二
麦，是一样的。

周亭兰虽然表面上应承了。
可当天下午，周亭兰就吩咐人套
车到县城里去了。

镇上离县城并不远，也就是
十几里路，等到了县城，拐过十字
街口，在县衙后边的文庙里，周亭
兰找到了当县学先生的康秀才。

在文庙的一个侧殿里，康秀
才手里举着一盏老鳖灯，正在找
一卷书。他回过身来，有点诧异地
说：你咋来了？

周亭兰笑着说：爷爷，我来看
看你呀。

康秀才说：你咋知道我在这儿？
周亭兰说：我要是连这一点都

做不到，还能做您老的孙媳妇吗？
康秀才笑着说：我说呢，铺子

里老给我送小炒肉，是你安排的
吧？我原以为是知县大人做的好
事呢。说着，他摇了摇头，叹一声，
说：我出来做这个县学，
本心是自罚……家里怎
么样？ 21

连连 载载

ZHENGZHOU DAILY 32020年8月23日 星期日 责编 陈泽来 校对 孙明梅 电话 56568162 E－mail:zzrbzf@163.com 郑 风

收到刘芳老师的作品集《青藤阁
散记》，我瞬间找到了久违的感觉：浓
郁深挚的情感，优美细腻的文字，清
丽平和的表达，这就是我心中完美的
散文模样。《春城花雨》里，春风拂面,
春水淙淙,春光四泽的春城，让我们
沉浸与陶醉，尽享盎然的生命之美。
我不由得想起刘芳老师当年名动一
时的作品《九·二三的太阳》，那是篇
气势恢宏、精微传神的作品，当年多
少人从中感受到崇高的震撼，而今温
润澄明、安静祥和的文章气韵，依旧
撼心砺志。

品读老师的作品，一下子把我带
回到 40 多年前的初中课堂。那时
候，刘老师每周一都会在黑板的右上
方写上“每周一诗”，“半亩方塘一鉴
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
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小荷才露尖
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日复一
日的滋养浸润，仿佛微星灯火透过窄
窄的门缝，慢慢地开启了文学殿堂之
门，让我们这群懵懂无知的少年从这
里出发，开始触摸文学的温度，感受
文字的张力，感知经典与人文修养的
血脉相连。

在《青藤阁散记》师友篇《老师，
学生向您致敬》中，刘芳老师深情讲
述她与河大老师因苏轼研讨会而结
缘深厚，而我们与刘芳老师关于苏轼

的故事同样源远流长。当年的那些
同学，现在耳熟能详烂熟于心的“回
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
晴”“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人间
有味是清欢”“试问岭南应不好？却
道：吾心安处是故乡”等苏轼的诗词，
都是当年从刘芳老师那里学到并记
忆至今的。当然刘芳老师传承给我
们的不仅仅是苏轼“文章妙天下”，更
是苏轼“忠义贯日月”，心达境安、淡
泊清爽的人格力量。当年对苏轼的
诗词包括老师的阐释，我们的理解估
计都仅仅停留在字面之义，但在我们
的成长历程中不时重温回望时发现，
老师那谆谆教诲和良苦用心，饱含着
浓浓的化不开的拳拳深情和殷殷期
盼，让我们受益终生。

上初中时，刘老师成立了文学
社，课余时间会搞些活动。有一天刘
老师说，香山上的百年砖塔值得一
看，就带我们去了。那是我第一次去
香山，也是平生第一次看古迹，那一
年大概十四岁。没有丝毫的审美意
识，看山就是山，看白塔就是白塔，承
载社会历史文化的断碑残碣，在我眼
里就是一堆石碑。什么意境、气象，
什么历史、宗教、文化气息，于无知的
我全然一头雾水。在一个残破的石
碑前，刘芳老师一字一句把碑文念给
我们，碑文的内容我一点都记不清

了，但老师仔细端详、辨认碑上残文
的神情和我们拿着小本本一字一句
认真记录的情景，几十年来时不时地
在我脑海里闪回，依稀如昨。当我读
到《青藤阁散记》履痕篇中的《香山，
不解之缘》时，我才如梦初醒，恍然大
悟：原来当年我们用小本本一字一句
记下来的竟然是北宋书法名家蔡京
所书的《观音正果史话碑》碑文，讲述
的是妙善公主舍身救父的故事。

刘芳老师这篇文章里写到的人
和事，在我心灵的版图上是那样的亲
切难忘、影响深远，而我却笔力不逮，
至今都难以用文字准确表达内心的
震颤与感动，而刘芳老师却能以敏锐
的审美感知，从寻常的景象中发现不
同寻常的美，发现蕴藏在美下面本质
性的东西，并用自己的方式解读与诠
释，细密的观察、丰富的想象、精准的
表达，带领我们“从生存的诗意”走向

“诗意的生存”。我想，刘芳老师就是
传说中具有文学慧根的人，而平庸如
吾辈只能感慨忧伤。

近代大学问家王国维说：散文易
学难工。花枝招展的作品不少，动人
心魄的精品不多。品读刘芳老师的
作品，如同聆听一位饱经沧桑的智者
平静随和的倾诉，需要我们静下心
来，慢慢去听，慢慢去品。

刘芳老师最打动我的是《亲情

篇》中的系列作品：《父女行》《纺车档
案》《花季留影》《菜园青青》《一颗魔
豆》等。《纺车档案》刻画了月光下一
个慈祥、端庄、娴静、优雅的老奶奶盘
腿坐在蒲团上辛勤劳作的剪影，展现
出豫北农村婆媳三代人的生活沧桑
以及亲人间勤劳善良、相互扶持相依
为命的浓浓亲情。《花季留影》叙写饱
尝人世辛酸、花季凋零、前程尽毁的
大姐的悲惨命运，字里行间充满镂心
铭骨的疼痛与惋惜。《菜园青青》写姥
爷在菜园种菜的种种喜乐悲欢。《一
颗魔豆》尽数小女成长过程中一次次
的精彩蜕变，“吾家有女初长成”的为
母喜悦与自豪跃然纸上。

刘芳老师的这些作品，朴实真
挚，情理兼备，细中见大，境界高远。
她的作品善于抓住客观形象与自己
心灵相契合的瞬间，特意将打动自己
的那一部分加以突出描写，用一连串
的生活画面、一组生活细节或某一种
思想串联起来，形成主客体完美融
合，从司空见惯的事物中升华出人生
感慨，在作品中凝聚并昭示深沉的人
生情致。

刘芳老师以其捕捉生活的独特
视角和表现生活的苍劲笔力，为我们
打造了一篇篇充满哲思、内涵丰富、
蕴括万千的精品力作，让人一书在
握，久久不忍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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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职员律子温柔漂亮，刚进
公司便成为男士们追求的对象。只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一切都变了
呢？她记得真也的手指在她身上点
燃的火花，记得他们无言却亲密的
瞬间……而此刻，抱着“琉璃棺”的
律子都不在乎了，这里是她和真也
的孩子，是他们爱的结晶。而真也，
她的真也，现在在做什么呢？

爱是理解与救赎，欲是摧毁与
绝望。《琉璃棺》包含 5 个独立短
篇。渡边淳一用一贯的真实犀利
与真挚细腻，勾勒出现代女性的情
感特质。渡边淳一的情爱小说屡
被改编成影视作品，其中最为著名

的《失乐园》，早已成为日本情感电
影的全球代表作之一，被各国影迷
列入不容错过的佳作影单。《失乐
园》中的女主人公松原凛子更成为
展现女性复杂情感的模板之一。
《琉璃棺》同样作为渡边淳一的女
性主题力作，也同样保持了心理深
度与视野广度，展现女性情感特
质，或特殊时期的情感跌宕。将身
处时代激变中的女性内心百味及
男女情感的最高境界融入到每个
故事之中。全书不仅表达了渡边
淳一对女性爱与欲、痛与痒的总结
和理解，还将其中的美感描绘得淋
漓尽致。

新书架

♣ 郑世凤

《琉璃棺》：女性布满荆棘的觉醒之路

回老家陪伴老母亲，微信里月
说：咱们抽时间找彩玩去吧？月长年
在老家专职内勤，任劳任怨伺候着一
大家子。彩以前是校花，人到中年皮
肤依然白净，身材匀称，办事干练。
我们三个是初中同学，毕业后各自有
不同的人生轨迹，一年也见不了几
面，每次见面也都是心血来潮，不问
什么原因，不用刻意准备，从懵懂少
年到年过半百，一直如此。

葡萄园就在老家，已经第六届葡
萄节了，我才第一次踏进这座园子。
彩曾是本地领袖级人物，介绍起这座
园子来如数家珍。园子主人十年前
做手机、家电生意，人到中年，开始喜
欢起田园生活，天南海北请教各路高
手，又适逢党的政策好，从省里请来
专家，说干就干，没几年，便把这座二
百多亩的葡萄园经营得有声有色。

俗话说，葡萄好吃藤难栽。近十年
如一日的付出，从弱不禁风的幼苗到长
成健壮结实的褐色藤条，个中辛苦，只
有园子主人和工人们最清楚。近一米
深、一米宽的条条沟坎里，蓬松肥沃的
牛羊鸡等有机肥是葡萄经年不衰的动

力源。从铺设滴灌管道到张起塑料大
棚，再到各种立柱、横梁、铁丝、小棍、布
条，然后浇水、捉虫、人工除草、打条、掐
须、套袋、采摘、挑选……防雨防虫防旱
防涝，一切都以绿色无污染为前提，慢
长势、低产量换来客户的安心放心舒
心。谁说商业背景下只有急功近利？
生态可以循环，万物皆可。

一直以为，葡萄是要喷波尔多液
的，吃了这么久的葡萄，第一次明白
了藤好叶好葡萄不用喷药也好的道
理。设想，某个夏日清晨，草叶上还
挂着露珠，弥漫青草香中，竹制藤椅
里，捧一本汪曾祺先生的文集，就读
那篇《葡萄月令》吧。果园四季的美
与先生诗意淡泊、疏密有致的文字交
织在一起，仿佛一幅美妙田园画。如

果汪先生知道老家葡萄种植没有冬
藏、春醒的流程，也没有反复喷药打
药的环节，是不是会流露出欣羡的神
情？听园子主人说，他们的葡萄全年
使用农家肥、绿肥、有益菌肥等，院内
散养的鸡鸭鹅与葡萄的生长互为补
充，与一般化肥农药培育出来的葡萄
相比，口感甜滑、有嚼劲，果实捏起来
弹性好不易破，易存放，营养自然也
有天壤之别。

这是一片新兴的土地，水泥立柱
周围葡萄藤蔓葳蕤、茂盛，葡萄架下
青草如茵。碧绿草丛中，鸡鸭鹅们在
恣意、快活地捉虫吃。林语堂在《眷
恋我的童年》中这样写道：“童年，我
对于荏苒的光阴常起一种流连眷恋
的感觉，结果常令我自觉地和故意地

一心想念着有些特殊甜美的时光。”
此刻，我们徜徉在这座充满生机的园
子中，阵阵微风袭来，顿觉心旷神
怡。曾经的倒流时光与眼前的不惑
中年叠加一起，往事历历，越过红尘
岁月，回望少年最初的纯真，内心感
觉仿若头顶的蓝天白云,飘逸静美。

曾置身于黄河岸边的有机葡萄
园中，也曾走进城市近郊的生态葡萄
园，与眼前的葡萄园相比，那种感觉
好像隔了一层面纱，少了几分亲切。
因为家乡水土的滋润，这里的一草一
木与遥远的儿时记忆相应和，不由人
生出隔世之慨。友情深深深几许，时
光匆匆何所惧？最纯粹的友谊是平
淡生活的润滑剂，是身边青葱宽厚葡
萄叶下的金手指葡萄——口感甜滑、
有嚼劲、弹性刚刚好；是绿玛瑙般的
阳光玫瑰葡萄，触鼻处，味蕾随之苏
醒；是拥有健康黑肤色的美女夏黑葡
萄，皮厚、无籽，一口下去嘎嘣溜脆；
是黄澄澄、饱满浓郁的散发茉莉香味
的醉金香葡萄，气息迷人……

这才是真正的夏日时光吧？沉
醉不归，沉醉不归，沉醉不归否？

书人书话

♣ 张秋玲

青藤阁遐思

葡萄熟了
♣ 殷亚平

人生讲义

小时候入了秋，总盼着母亲说，秋凉了，
该贴秋瞟了。母亲集市上转一圈儿，买来几
根大骨头，大骨头便宜又有营养，骨头汤用来
炖冬瓜，剩下的大骨头我们兄妹一人一块
啃。大骨头不好啃，如何调整牙齿方向也啃
不干净，那时恨不得自己长出一副獠牙，把骨
头嚼碎将肉剔除来才痛快。

大骨头便宜，母亲也不舍得经常买，一个
秋天能吃一两次就不错了。后胡同的丁香家
经常啃骨头，我从她后窗户走过时，听她和她
哥哥聊天：“这块骨头太硬了，不好啃，我啃不
动。”她哥回答：“越不好啃越要啃，我一晚上
不睡觉也要啃下这块硬骨头。”

回家和母亲闹，吵着也要啃大骨头，母亲
纳闷：“丁香家里比我们家还穷，她妈跟我讲，一
年都没给孩子们买肉吃了。”母亲不信我说的
话，我便拉来丁香问，丁香笑着说，秋凉了，正是
学习的好时节，她和她哥将学习比作啃秋，容
易做的题称作“啃瓜”，稍微有点难度的称作“啃
老玉米”，难解的题她称作“啃骨头”，她哥学习
有韧劲儿，不把题搞懂了，他睡不着觉。

一个炎热的暑假过后，秋天开学了，不冷
不热，正适合学习，丁香兄妹每晚都在“啃
秋”。我特别喜欢丁香说的这个“啃”字，“啃
秋”一般指啃西瓜、啃玉米、啃红薯、啃骨头，
秋天丰收了，有条件“啃”，犒劳一下自己的胃
也是人之常情。但啃课本却将“啃秋”啃出了
新高度，知识入肚，消化吸收了，便在身体里
积累了金灿灿的未来，可比实物有营养多了。

认识一位大姐，五十岁那年单位破产，她
重新背起书包去了职业学校学习理发，别人
都笑话她，人过三十不学艺，你都半百了还学
手艺，肯定学不会的。大姐说：“别人学三个
月出徒，我学一年还能学不会呀，反正职业学
校学不会免费再学，学校都不怕，我怕啥。”

大姐在职业学校待了一年半，手艺终于
学到手了。她在小区里租了店铺，开了间小发
廊，因价格便宜，态度又好，吸引了不少老年顾
客和小孩子。如今大姐的理发店开了八年了，
生意一直不错。大姐说，择一店终老是她少年
时的梦想，年轻时被单位禁锢着，没胆量辞职
单干。后来终于熬到单位破产了，不勇敢往前
走不行了，便逼自己一把，没承想还真成功了。

五十岁是人生的初秋时节，这个年龄正
是人生阅历和经验都非常成熟的时期，下决
心做事情反而更有优势成功。

初秋是一个收获的季节，比瓜果飘香更
让人艳羡的是懂得刻苦学习，把梦想种子根
植心中努力耕耘、敢啃硬骨头的人，他们美了
自己美了秋。

敢啃硬骨头
♣ 马海霞

人与自然

神秘的香花子
♣ 贾国勇

从故乡搬迁到郑州已经有十年
时间。每每到了夏天，总感觉少了点
儿什么东西，却又一时想不起来。前
天，外孙女汲依依的胳膊被蚊子咬了
一口，叮咬处很快就肿起了一个包。
尽管到药店拿了宝宝止痒类的药水
来抹，却没有神仙一把抓的效果，汲
依 依 还 是 不 停 地 伸 手 去 抓 挠 患
处。看着汲依依不舒服的样子，就
想起了我小时候止痒用的香花子。

说到香花子，如今居住在城市
里的年轻人很少有记忆了。对我
来说，却是那样的深刻。童年的夏
夜，每当被蚊子叮咬了，母亲就会
掐一片香花子的叶子揉出汁，轻轻
地涂在被蚊子叮咬处，没有多久，
那种痒不可耐的感觉便消失了，代
替以清凉爽快。美美地睡上一夜，
第二天就会发现涂抹了香花子叶
汁的创口愈合得非常完美，没有一
点儿发炎的症状。

因为有这样神奇的作用，家家
户户都种植有香花子。

这是一种适应力非常强的植
物。只要有土壤、湿润的空气，无论
在房前屋后，或是墙角的破瓦盆子
里，撒一把香花子的种子，没有多久
就会有嫩嫩的小芽破土而出，捧出两
片儿笑脸般的叶子。当夏天来了，蚊
子渐渐地走进人们的生活，香花子也
逐渐葳蕤，肥厚的叶子蕴涵着饱满的
水分，等待着人们掐来使用。这是个
幽灵般的植物，平日里很不出众，只
是拼了命地旺长，也没有人注意到她
的存在。当孩子被蚊子叮咬了，家长
才想起来种植的香花子：“快，去掐点
香花子，给孩子擦擦！”

对研究植物的专家来说，香花
子无疑是一种神秘的存在，却没有
人说得清她的来历。有一段时间，
人们把香花子和薄荷相提并论，统
称为“十香菜”，还有农民因为种香
花子供应市场发了财。时间长了，
人们才发现薄荷与香花子是两回
事儿，乍看相似，细分则有天壤之
别了。也有人言之凿凿地说香花
子学名为罗勒，也可以叫九层塔，
其实这是不对的。罗勒叶缘是锯
齿状的，叶片下有层绒绒的毛，并
且，罗勒的花朵是粉红色的，而香
花子的花则是白色的。在我们的
生活中可以发现，罗勒、薄荷、荆芥
叶、香花子叶出奇地相似，并且都
散发着芬芳。不过罗勒、薄荷、荆
芥叶是锯齿样的边，叶中心非常平
滑，背部还有细细的绒毛；香花子
叶子中间有着微微的凸突，无论是
背部还是叶子正面皆没有绒毛。
尽管有不同之处，这香花子和罗
勒、薄荷、荆芥还是有一定“亲缘”
关系的，不然哪来这么多的相似？

如同有矛就有盾的道理一样，
天下万物是按着“一物降一物”来
排序的。香花子就是专为蚊子而
生的，当蚊子幼虫孑孓在水中浮游
的时候，香花子开始蓬蓬勃勃地生
长，和蚊子还是两不相干的事物；
当蚊子开始肆虐的时候，香花子就
隆重登场了。除了可擦拭蚊子的
叮咬之处止痒止痛处，香花子的芬
芳也是抵御蚊子进攻的武器。童
年夏天的夜晚，我特别喜爱掂一张
凉席到户外睡觉，为避蚊子的叮
咬，就掐了几枝香花子放在枕边，
在品味着香花子的芬芳入睡的同
时，蚊子也退避三舍，再也不会打
扰我的美梦了。秋天到了，蚊子逐
渐退出舞台，香花子也要开花结果
了。香花子的花朵儿不大，细细碎
碎的，就像白色的米粒，一朵朵地
附着在长长的聚伞状的花管上，尽
管有蜂儿跑来采蜜，却因为花儿太
小而遗憾地离去。

处暑处暑（（国画国画）） 范怀珍范怀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