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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

□ 巩本勇
湖水，那是湖的眼睛，明

亮而深邃。它静静地躺在那
里，宛如一颗镶嵌在绿色大地
上的宝石，独自闪耀着光芒。
这不仅仅是一汪水，它是马踏
湖的灵魂，是大自然赋予这片
湿地的独特魅力。

每当微风轻轻拂过，湖面
就会泛起层层涟漪，仿佛在诉
说着古老而神秘的故事。这
些故事，或许是关于湖的起
源，或许是关于这片湿地的历
史变迁。而我就静静地站在
湖边，聆听着这些故事，感受
着湖水的温柔与宁静。

马踏湖，一个充满生机与
活力的地方。它位于鱼龙湾
以北、华沟村以北、夏庄村以
西、荆家镇以东，这片土地既
有陆地的坚实，又有水乡的灵
动。这里是大自然的杰作，是
生命的乐园。

在这里，柳树依依，婀娜
多姿，为游人指明方向。微风
轻拂水面，带来阵阵清凉，夕
阳与冷雨交织成一幅如梦如
幻的美景。置身于这片湿地
之中，我感受到了自己与大自
然的和谐共鸣。野草恣意生
长，河流宛如温婉的少女，小
黄菊绽放出素雅的花朵，鸟儿
们衔来第一缕晨光……这一
切都让我陶醉其中，流连
忘返。

而在湖水中，那些自由自

在游弋的鱼儿更是让我心生
欢喜。它们不时跃出水面，打
出一个个亮闪闪的水花，仿佛
在向人们展示它们的家园。
这种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景象，
让人不禁对这片水域产生了
更多的敬意和喜爱。

我的皮肤被阳光晒得与
土地同色，我成为了这片湿地
的一部分。在这里，我感受到
了生命的脉动和自然的魅力。
每一条河流、每一座桥梁都在
诉说着属于它们的故事，而我
则用心聆听着这些故事，将它
们珍藏在心底。

马踏湖的辽阔景色令人
心旷神怡。桥身承载着游人
的欢笑与期待，它坚固地屹立
在水中，见证着这片湿地的岁
月变迁。虽然马踏湖的马已
被齐桓公或者齐景公骑走，但
野鸭的心事依然可以在水波
荡漾中散开。它们在这片湿
地上自由自在地生活着，成为
了这片湿地不可或缺的元素。
而在湖的深处，那些静静生长
的苇雀更是引人注目。它们
静立在芦穗之上，仿佛是在等
待着什么。它们的小巧身影
与芦苇的翠绿交织在一起，构
成了一幅和谐的自然画卷。
而当我们从另一个侧面去观
察，会发现这些苇雀的身体由
绿变黄，与夕阳的余晖融为一
体，仿佛在告诉我们，它们与
这片土地有着不可分割的

联系。
沿着湖边漫步，随手折下

几根芦穗，你会发现这并不需
要在意什么，因为这里的一切
都是如此自然、和谐。而当你
抬头望去，会看到倦鸟正归
巢，它们飞翔的身影与芦苇相
映成趣，仿佛在告诉我们这里
是它们的家。

夜晚的马踏湖更是别有
一番韵味。蛙鸣声此起彼伏，
像是在演奏一曲美妙的交响
乐。这些蛙鸣声在夜空中回
荡，碰响了长长的夜晚，也唤
醒了沉睡的大地。此时，星星
在天空中闪烁，仿佛在咀嚼和
吞咽着夜的宁静。

微风轻轻吹过，带来了虫
鸣和树枝的摇曳声。这些声
音和影像交织在一起，在这个
时刻，树枝仿佛伸出了枯手，
想要捕捉住这片刻的美好。
而微风则继续吹拂着，带走了
白天的喧嚣和疲惫，留下了夜
晚的寂然和安详。

在这片湿地上，我寻觅
着诗意，将叶与花融入诗篇，
用文字描绘出这片湿地的美
丽与宁静。我为这方安静的
水而爱上了整个湖，为这片
湿地而陶醉其中。我相信，
在未来的日子里，这片湿地
将会继续绽放它的美丽与魅
力，吸引着更多的人来到这
里，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和生命的韵律。

我为这方安静的水
而爱上了整个湖

我的小学

巩本忠 摄

□ 雨娃
母亲给我送来一捧青麦

穗，让我插在花瓶里当装饰品。
我将青麦穗分插在客厅的花瓶
和书房的笔筒里，房间瞬间有
了农家烟火气。青麦穗像花儿
一样散开，让我想起欧阳修的
诗：最爱垄头麦，迎风笑落红。
眼前这一抹田园小满景，让我
的心情瞬间美丽起来。

我在农村长大，那个年代，
整个春季地里没啥好吃的，就
盼着小满时节吃“三鲜”。小满
时，麦子进入成熟期，颗粒开始
饱满，母亲会割一捆麦穗，放进
锅里煮熟或放在火上烧熟，然
后将麦穗放在簸箕里用手搓。
母亲常年干农活，练就了“铁砂
掌”，搓起麦穗也不怕扎。用簸
箕搓好后，再用手将残存在麦
粒上的麦糠剥掉，青麦粒好吃，
但剥麦糠太费时费力，只有母
亲才有那个耐性。

小满时节，黄瓜也成熟了。
在那个极度缺少水果的年代，
黄瓜被我们当做水果吃。黄瓜
打开了夏天第一缕清凉，摘一
根顶花带刺的嫩黄瓜，在泉水
里洗一洗，一咬嘎嘣脆，清香又
爽口。

黄瓜、蒜薹和樱桃被称为
“小满三鲜”，但樱桃好吃树难
栽，我们那里不种樱桃树，又没
钱去集市上买樱桃，所以在家
乡小满只有“两鲜”，黄瓜和蒜

薹。但母亲会在小满这天煮一
锅青麦穗，凑齐“三鲜”，让我们
敞开肚子饱餐一顿，满足一下
寡淡多时的味蕾。

后来我家的日子越过越好，
樱桃也不再是稀罕物，其余的“两
鲜”更是餐桌上的寻常菜，至于青
麦穗，对舌尖的诱惑也不大了。

母亲有很多年不种麦子了，
家里就剩半亩地，母亲用来种菜。
去年，母亲逛商场看到门口摆了
金黄色的麦穗当装饰品，感觉新
鲜，也种了一垄麦子，小满时节
割一捧麦穗，送给我当花看。

母亲建议我在家用花盆种
庄稼，小麦、玉米、谷类和大豆，
按时令种在花盆里，播种、管
理、收割、收获，程序一样也不
少。母亲说，种地也是技术活
儿，得传承，让家里孩子都知道
庄稼如何种，了解从一粒种子
变成粮食要走多少辛苦路。

如今我已经开启我的“花
盆工程”，母亲也把菜地留出一
小块种庄稼。我有几十年不种
庄稼了，跟着母亲从头学，母亲
咋种我咋种。

其实，我心里明白，母亲是
见我天天守着电脑，生活太单
调，让我把庄稼当花种，是把田
园搬回家，让我那颗紧张的心
有所舒缓。还是母亲懂我，农
村长大的孩子，庄稼是最接地
气的风景，亦是唾手可得的“远
方”。

母亲的小满“清供”

□ 赵自力
在我的印象中，父亲除了

是侍弄庄稼的好手，还特别喜
欢“折腾”。

妻子喜欢兰花，可是每年
种的兰花都不开。我笑她把
花种成了草。父亲告诉我们，
山里的花就喜欢山上的土。
今年春，父亲叫我到车站接
他，说是给我们送兰花。我到
车站，见父亲坐在候车室的凳
子上，脚边放着两大桶兰花，
满满的都是土，看样子可不
轻。“咋挑这么多，桶又重，搭
车又不方便。”我有点嗔怪父
亲，父亲却一脸欣慰地说：“我
担心不开花，就连土带花送来
了。”也真亏了父亲，年纪一大
把了，挑着一担兰花晃晃荡荡

地坐车转车，真有点心疼。让
我们惊喜的是，那两桶兰花今
年就开花了，跟老家的兰花一
样，清香无比。

有一年我们回老家，父亲
买了两个热水瓶，妻子说那水
有股塑料味。我闻了一下，的
确有点，是塑料瓶盖的原因。
可是，附近的商店都没木塞
卖。父亲“折腾”起来，手工做
木塞，把木头一点点削成木
塞。看似简单，实则要格外用
心。父亲捏惯锄头的手，削起
木塞来有点费力。我们劝他
别削了，他说反正闲着没事。
两个木塞，父亲削了几天。它
们见证着父亲的“折腾”，那也
是爱的木塞。

孩子喜欢吃西瓜，父亲每

年都要种。为了种出更美味的
西瓜，俘获孩子的“芳心”，年过
七旬的父亲也是够拼的，又是
运土又是担粪，却乐此不疲。
然后是尝试用营养钵种，成天
鼓捣着怎么让瓜苗长得更好。
最近几年，父亲还琢磨西瓜嫁
接。父亲的西瓜越种越甜，个
头越来越大。一到成熟时，孩
子准嚷着回老家。全家人围
坐在一起，吃着甜津津的西
瓜，是父亲最高兴的时候。

电影《等风来》里有句台
词：“别瞎折腾了，生活不就是
一个七日接着另一个七日
吗？”但父亲为了我们，总是喜
欢“折腾”。我问他这样累吗？
父亲说，不累，只要你们高兴
就好。

爱不怕“折腾”

□ 赵国伟
父母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一

个偏僻的公社医院工作，我在
医院旁边的村里上的小学。

学校在小村中央，一幢古
旧的四合院内。院落不大，四
面各两间房，南北的房子要大
些，大门用厚厚的木板做成，门
口有很高的门槛，窗户是木头
格子的。院子中间安放一个水
泥做的乒乓球台，四角是用碎
砖头垒的支座，由于年久失修，
常见周围有散落下来的砖头
块，偶尔见老师用来打球，我们
却以爬上去玩抓石子的游戏为
乐，因此常被老师警告。

院落虽然有些破旧，但房
屋墙壁厚重，地基牢固，没有丝
毫变形，是那时候村里最宏伟
的建筑。

课桌用的是长木板，两端用
砖头垫起来，我们坐在自己带来
的小板凳上上课。教室里没有
电，遇到下雨或阴天的时候，大
家就簇拥在门口听老师讲故事。

老师们都很年轻，却可以
享受不用去田地里干农活的优
厚待遇。我对一位姓崔的老师
印象尤其深刻，因为她颇具感
染力的笑声那时每天在院落里
回荡，现在想来她应该是个热
心的人，也很喜欢在那里教课。
但有一次上数学课时，不知道
是没拿课本还是什么原因，她
把乘法口诀中的“七七四十九”
教成了“七七四十一”，以至于
学生们都私下偷着笑话她。后
来有一次，她赶集时见两个学
生爬到树上折树枝，怕出危险，
好心劝他们下来，谁知两个学
生不领情，在树上挤眉弄眼地
大喊“管不着，管不着，七七四

十一，七七四十一！”她一气之
下哭着跑回了家。

她一直教我们到二年级，
三年级开始，我们就搬到村里
新建的学校去了。新学校占地
10亩，四排教室，每排五间，都
是用石头垒成的新房子，教室
里通了电，安了玻璃门窗。

体育老师是县城来的。记
得他讲了一大通道理来向我们
说明体育运动与劳动的区别。
我在放学后是不太用干活的，
而大多数同学回家后还要到地
里帮忙劳作，就觉得在操场上
瞎跑，还不如到家里多干点活，
体育老师也非常无奈。有一位
女老师颇得村民的喜爱和称
赞，都夸她教书好，因为他们经
常听到她带领学生读书的声
音，大部分是这样的：“勤！勤！
勤奋的勤！畅！畅！畅想的
畅！”整齐嘹亮的声音透过学校
的围墙，传到田野，大家听到后
就停下手里的活，竖起大拇指。
我在新学校的学习成绩还算不
错，虽然很少考第一，但总在前
几名。有一次得了全级第一，
家里给我做了顿红烧肉。

在我的印象中，村民们对
医院的医生都很友善，记得他
们有时把萝卜和大白菜送到家
里来，父亲总是非常激动，拉着
他们的手送出好远。

我的课余生活基本都是与
同龄的伙伴在家附近玩，打弹
弓、滚铁环、抓坏蛋、藏猫等都
是我们常玩的游戏，常常到了
天黑也不回家，母亲就站在院
子里大喊。后来因为父亲的影
响，我学会了打乒乓球，并且进
步神速，很快医院的大人们就
很少有我的对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