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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鹿奉俊
15年前，母亲过70岁生日

时，对我的妻子说：“我攒了大
半辈子的钱，你看看有多少？”
话毕，母亲从一个旧木柜的顶
层，取出了一个用麻线捆得结
结实实的小包。妻子打开一
看，是一沓存折，数了数共有
23张。这是母亲从我结婚那
年开始一点点积攒的，少的一
张存折仅有300元，最多的一
张是1000元。一张一张地加
起来，23张存折总计9300元。
这些钱母亲攒了整整25年，是
从牙缝里硬生生地抠出来的。
在她心目中，装得全是儿女，唯
独没有她自己。

母亲吃苦耐劳、勤俭持家，
每年一开春，她就到堰头山坡
上掀蝎子，卖给小卖部。她掰
下香椿芽不舍得吃，全部拿到
集上卖掉换成钱。夏初小黄杏
熟了，她把黄杏摘到提篮里挎
回家，将杏皮扒下来晒干，卖给
收购站，再把杏核一个个地砸
开，将杏仁晾干卖给中药店。
她还到山上用铁锨铲黄芩和半
夏等中药卖给代销店。到了秋
后，她又到自留山上去摘软枣
和柿子，并将柿子刮成柿饼卖
给收购站。家中养着10多只
鸡，父母总是不舍得吃一个鸡
蛋，攒到二三十个，全部卖掉换
成钱。就这样，一点一滴地攒

上一年，然后把这些抠出来的
小钱，一分不剩地全部存到银
行里。

听大奶奶说，有一回我母
亲去村南土崖下摘酸枣，她用
绑着铁钩子的三米长竹竿，勾
住酸枣枝子一个劲地晃来晃
去，瞬间一大批酸枣连同土坷
垃一起朝母亲砸来，幸好母亲
躲在一个窝穴处，才躲过了一
劫。多险啊！

还有一次，母亲到南坡爬
上杏树踩着树杈去晃杏，不慎
从树上滑跌下来，脚踝崴伤了。
她忍着疼痛，挎着半提篮杏，一
瘸一拐地往家赶，刚进家门，袜
子就全被血染红了。

母亲上山掀蝎子，不慎被
蝎子蜇了，手指肿得发紫，痛得
母亲满眼流泪，她依然一声不
吭地咬着牙给我们做饭……

这就是我的母亲，当我看
到这些变了色的存折时，心如
刀割一般。这哪是存折，分明
就是母亲的汗、母亲的泪、母亲
的血、慈母的情……这就是我
辛苦善良的母亲。

岁月沧桑，母亲当年黑亮
的发髻已变白，母亲真的老了，
但在我的眼里，母亲却是一棵
顽强傲立的大树，生活的枝枝
叶叶从未将她压倒，她始终葱
郁，在我心中缔结着累累硕果，
弥漫着甜蜜芳香。

母亲的23张存折

家乡的打碗花

一枚杏子慰相思
□ 窗外风

麦收时节，同满坡金黄的
小 麦 一 起 成熟的，还有麦
黄杏。麦黄杏，顾名思义，麦
收时节才有的杏。五月微醺
的天气，吹来和煦的风，麦黄
杏成熟了，金灿灿挂在树上，
任凭绿叶怎样纷披，都遮不住
颗颗金黄耀人眼。抬眼望，远
处的土地上麦浪翻滚成一片
金黄的云，而身边，麦黄杏已
经成熟，颗颗都有小婴儿的拳
头大小。微风拂过脸颊，心中
一阵满足。诗里说：榴花开正
红，杏子熟已赤。真好。

古人赞扬杏花的诗词很
多，比如“杏花春雨江南”，比
如“红杏枝头春意闹”，比如

“一汀烟雨杏花寒”。每一首
读来都美不胜收、赏心悦目。
当然，还有一首“满园春色关
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其

实，杏花还有一个及第花的意
义。科举乡试虽在八月桂花
盛开的时候，但是更高一级的
会试在二月，早春二月杏花
开，所以古代读书人的砚台上
都会刻有杏林春燕的字样。

“道是春风及第花”，同花香一
起飘散在空气中的，都是殷殷
的期盼。

待到五月，杏花在时光里
历练变成杏子。麦黄杏成熟，
想必及第的喜讯早已传来，心
情如金黄的杏子一般明亮。

每年到了麦黄杏成熟的
时节，老公三天两头往家买
杏子，往往是家里的还没吃
完，又兴致勃勃地提着一袋
子金黄的杏子进门。我说为
什么买得这么勤，他说麦黄
杏好吃呀，又甜又糯。

老公下班回家的路上，
一位老人蹲在路边，面前两

大筐又大又黄的杏。远远地
看到老人和他的杏，老公停
下车，买上一袋子，顺便家长
里短地唠几句嗑，从而知道
老人家里种了很多杏树，成
熟时节树上的麦黄杏怎样吃
都吃不完。

麦黄杏大量上市的时节，
随处都能见到卖杏的人。杏
子那么便宜，几块钱就能买一
大袋。我们从上市开始吃，一
直吃到杏尾巴梢儿，还要四处
搜寻，万一还有人卖呢，万一
有 晚 熟 的 杏呢，总之不能
错过。

刚买回来的杏，有点硬、
有点酸，卖杏的人说，杏子要
在家里放几天才好吃，毕竟熟
透的杏在市场上流通不易保
存。胖胖的杏，泛着金黄的光
泽，放在瓷盆里，也不洗，就那
么放着，看得人直咽口水。也

许一夜过后，就有迫不及待成
熟的。熟透的杏，是真甜啊，
又糯又甜，不再有一点点的酸
味儿，这就是成熟的魅力吧。

曾被一棵路边的杏树惊
艳到。那么一棵孤独的杏树，
数不清的金黄色的杏子挂在
枝头，地上落了好些熟透的麦
黄杏，惊讶、感叹都被咽下。
此刻，任何话语都是多余的，
唯有从地上捡起一枚杏子，轻
轻剥皮，送到唇边，甘甜的杏
肉和汁液就那么进入嘴里沿
着食道而下，此刻，没有什么
比一枚熟透的杏子更让人满
足的了。若有相思，此刻也化
作漫天的星星一样的麦黄杏，
消散在甘甜里。

如果一枚麦黄杏不能慰
藉相思，那就来两枚，实在不
行，那就来一堆，让你一次吃
个够。

夜来香

□ 陈振林
一座大寺院里，有个十多

岁的小和尚跟着师父修行。小
和尚聪明有悟性，是师兄弟中
最显眼的一个。

但师父却看出小和尚心浮
气躁、唯我独尊且骄傲自满的
心迹。一次修行后，师父交给
小和尚一盆含苞待放的夜来
香，说：“你值更时看看它，看它
是怎样生长的。”

第二天清早，小和尚叫住
了师父说：“师父，您给我的夜
来香真是奇妙。在夜间，它散
发出阵阵清香；而到了白天，它
似乎收敛了自己的清香，只是
独自绽放着……”

“那……它有没有吵着你
啊？”师父笑着问。“没有啊。”小
和尚说：“它开放时虽然清香四
溢，却是一声不响。”“哦，原来
是这样啊。”师父意味深长地
说：“我以为它散发清香时会吵
闹一番哩。”小和尚的脸顿时红
了，连连说道：“弟子知错，弟子
知错……”

生活中的你和我，有时就
是这样的“小和尚”，有了一点
长处，取得一些成绩，得到一丝
进步，就沾沾自喜，炫耀张扬，
骄傲自满。不如，我们接过“师
父”的那盆夜来香，种植在自己
心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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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谦
我我与与爱爱人人出出门门散散步步，，又又见见

到到了了盛盛开开的的打打碗碗花花。。初初春春时时
节节，，打打碗碗花花破破土土而而出出，，地地上上的的茎茎
为为蔓蔓状状，，或或贴贴着着地地面面匍匍匐匐前前进进，，
或或缠缠绕绕着着附附着着物物向向上上爬爬行行。。它它
们们一一丛丛丛丛、、一一片片片片匍匍匐匐在在黑黑色色
的的土土地地上上，，开开着着粉粉
色色、、紫紫色色、、白白
色色 如如 同同
小小 喇喇
叭叭
一一

样样的的花花儿儿，，艳艳丽丽缠缠绵绵，，煞煞是是
好好看看。。

在在鲁鲁中中地地区区我我的的农农村村老老
家家，，打打碗碗花花是是最最常常见见的的野野生生花花
草草。。在在我我们们那那儿儿，，打打碗碗花花又又叫叫
小小旋旋花花。。草草丛丛中中、、小小河河旁旁、、庄庄稼稼
地地里里几几乎乎都都有有它它的的身身影影。。

记记得得上上世世纪纪7700年年代代末末期期，，
我我在在村村里里上上小小学学时时，，盛盛

夏夏时时节节每每天天放放学学后后
跟跟着着哥哥哥哥姐姐姐姐到到
广广阔阔的的田田野野中中
挖挖野野菜菜、、打打猪猪
草草，，打打碗碗花花便便

是是 最最
常常

见见的的野野菜菜之之一一。。由由于于它它匍匍匐匐在在
地地面面上上，，一一大大片片一一大大片片满满地地都都
是是，，我我们们不不长长时时间间便便能能挖挖到到一一
提提篮篮。。当当我我们们唱唱着着欢欢快快的的歌歌将将
打打碗碗花花带带回回家家中中，，倒倒在在猪猪圈圈里里
的的时时候候，，那那头头小小黑黑猪猪总总是是急急匆匆
匆匆赶赶来来，，不不一一会会儿儿工工夫夫，，连连花花带带
叶叶全全部部咀咀嚼嚼着着下下肚肚了了。。那那份份狼狼
吞吞虎虎咽咽的的贪贪婪婪与与享享受受，，让让人人看看
后后忍忍不不住住笑笑出出声声来来。。

那那时时，，我我们们在在田田野野打打猪猪草草
时时也也会会偶偶尔尔浪浪漫漫一一下下。。我我会会采采
摘摘一一些些打打碗碗花花，，把把长长长长的的藤藤蔓蔓
拢拢在在手手中中，，如如同同编编草草帽帽一一样样编编
织织在在一一起起，，戴戴到到头头上上并并摆摆出出几几
个个造造型型，，引引来来大大家家的的阵阵阵阵哄哄笑笑。。
有有时时姐姐姐姐会会把把刚刚刚刚盛盛开开的的打打碗碗
花花摘摘下下来来插插在在头头发发上上，，显显得得愈愈
发发漂漂亮亮。。

但但奶奶奶奶讲讲的的打打碗碗花花的的故故
事事，，让让我我一一度度担担惊惊受受怕怕了了很很长长
时时间间。。她她说说，，相相传谁家孩子采

了打碗花，拿在手中玩耍，吃饭
时必定会打破自家的一个碗。
为此，我吃饭的时候变得异常
小心。在那个物质极为匮乏的
年代，一个碗对农村家庭来说
可不是一件小事。

在那个没有解决温饱的年
代，母亲曾把我们挖来的打碗
花的根茎用清水洗净切成小
段，与玉米面搅拌，放点葱花、
油、盐摊成饼，吃起来又香
又甜。

从早春到初冬，田野里几
乎都有打碗花的身影。由于它
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很强的攀
援能力，时常与庄稼争夺养料，
一度被农民当成杂草清除掉。
尽管如此，打碗花还是在偏僻
的田野努力生长着，平凡却不
失风骨，坚韧不拔，顽强向上，
给人以生命的感悟与生活的
思考。

苦菜花有感

□ 张坤清

早春苗出场，
夏茂小花黄。
地接子孙吉，
风来街院扬。
清温亦凉血，
止痢是良方。
奉献全身宝，
名声万古香。

喜诗敲句

□ 孟广善

自幼寒窗倾文坛，
酷爱磨砺结情缘。
小学范文展省城，
蝇头秀楷惹人眼。
桑榆暮景夕阳度，
喜诗敲句夜更半。
吟咏草木百花香，
心愿情浓盈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