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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你千年
让思念万千重
涌进这泓秋水
将月夜星湖灌满

这千顷绿漾拥抱
拥着山巅云霞
拥着山与云天一色
心 走过那荒野茫茫
弱水三千的一勺
艳影伴涛声
荡碎绮梦呓语

渔火轻轻倚窗
一叶孤舟泊岸
那风吟浅唱
只有我只有你
只有脸的绯红

摇荡在今夜的湖中

孤岛的荷

一截遗落的种子
在泥泞中沉浮
根扎进孤岛边缘
伴水而生的寂寞
隐在水云深处

鹭声孤鸥
幽啼潮起汐落
钓走的夕阳挂上塔尖
渔舟挽悠韵
穿越流年

难许芳心
我此生柔情
等你尖啄的吻

我家孩子的童年是在我任教
毕业班的时光里度过的。那时，
一个月才放一次大礼拜的假，加
之家里还有年届耄耋的公公婆婆
一起生活，想挤出闲暇来个走进
自然的亲子活动，是那样的可望
不可及。

所幸几十平米的教师宿舍有
个东南朝向的大阳台，一年四季，
笑迎阳光雨露，欣纳雨雪风霜。
为此，我们买了花盆，回老家挖了
许多肥沃的田泥，立意把阳台布
置成自然的模样，让孩子忘情投
入，轻松获取知识。

阳台花盆可让孩子在好奇中
轻轻松松地获得知识。“四方木，
四方丫，头结果，尾开花。”孩子读
幼儿园时向我询问这个谜语的谜
底，我告诉他是花生，他固执地
说，老师说过“麻屋子，红帐子，里

面裹着个白胖子”才是花生。为
使孩子获得感性常识，我给花盆
种上了花生，收获的那一刻，随着
一把把花生从花盆里连根拔出，
去掉花生的外壳和红衣，孩子高
兴得手舞足蹈，一遍遍吟诵验证
关于花生的这两个谜语。此后，
我家的阳台花盆四季常青，色彩
缤纷，食用的、药用的、观赏的随
意点缀，除旧播新，取之不尽，用
之不竭。看见姜、葱、蒜、番茄、辣
椒、韭菜，孩子会脱口而出：这是
调味食用的；蒲公英、鸡屎藤、马
齿苋、红鸡肠菜清热解毒，薄荷祛
风，雷公根祛水，鱼腥草治咳嗽，
仙人掌除毒消肿，芦荟美容涂烫
伤，这些是药用的……凡此种种，
孩子均可如数家珍。

阳台花盆还可让孩子在培植
中体会劳动的艰辛。替草莓、豆

角除虫，为空心菜、番薯捉蛆，给
花生、葛薯除草、培土……在悉心
劳作中，孩子体会了“谁知盘中
餐，粒粒皆辛苦”的深意，所以，捧
着从花盆里挖起而煨熟的两条番
薯，连皮也舍不得剥下就吃掉
了。最为有趣的是在阳台尽头的
花盆，可能是洗芝麻漏出来的种
子，两三株芝麻秆一天天疯长。
拔节开花的时候，我让孩子留心
观察，体悟“芝麻开花节节高”的
实况。果实成熟后，把那一株株
一米来长的芝麻秆剪下，剥下二
十几个芝麻苞子，掰开它们，端视
那一行行排得整整齐齐的芝麻
粒，对“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
籽”，孩子又有了新的体验……

用花盆将阳台布置成一方小
小的自然天地，一年四季，皆可收
获无尽的惊喜。

突然想起“过桥米线”来了。
当然，不是街头食肆上的那种。
而是蒙自土里土气“碗如盆大”的
那种，是让食客一踏进店内就能
感受到“过桥米线”大气场的那
种。

你知道吗？只有在蒙自下过
“米线馆”的人，才知道何为“过桥
米线”的气场。如果你说不就是
一 碗 米 线 吗 ，能 有 多 大 气 场 ？
嗬！那你得游云南，到蒙自，随意
找上那么一家有三五张八仙桌的
米线店。

当你看到食客们端着盆大的
碗，瞪大双眼找座时，你会豁然明
白，什么叫吃米线之大气场。掂
量掂量吧，一只脸盆大的碗，满盛
着温度极高的土鸡汤，在黄色鸡
油覆盖下，汤的温度被严密封锁
得不露声色。当你将薄片生牛肉
往碗里轻放时，碗里即刻会传出

“吱吱”的叫声。别惊慌，那是薄
牛肉被滚汤狠狠收拾后释放出的
欢乐声响。说时迟，那时快，请你
赶紧将各种配菜不客气地往碗里
倒，然后温柔地将米线在筷子的
护送下往汤里轻轻搅拌。趁此时

空闲，我得偷偷告诉你，蒙自米线
店里的米线是免费的，你大可放
开吃，不用客气，但加肉需另付
费。

在你屁股沾上板凳那刻，碗
里小黄牛肉和酸菜配料混合溢出
的香气开始往你鼻孔里钻，问何
感觉？哪是一个“爽”字了得？不
管三七二十一，先呷口汤，再夹块
烫熟牛肉放嘴里“嗒吧，嗒吧”一
咬，嗬！那香，那鲜，绝对让你情
不自禁发出“活着真好”的喟叹！

一方山水养一方人，蒙自百
姓平日里光临的老店，尽藏旧街
古巷，概不起眼。若无本地人引
荐，你对“过桥米线”这个江湖绝
对是云里雾里。在蒙自，米线条
条相似，肉菜搭配随意，正是“家
家米线相同，独特风味各异”。

记得是四年前初游蒙自，一
大清早，好友雁兄夫妇带我尝蒙
自本地最有特色的“过桥米线”。
据雁兄说，这一家，老板心明，商
不恋战。每天只售百碗，售完即
止。他家的汤，独特纯真。店之
命名，尤为令人捧腹，看之令人喷
饭。雁兄的夸张，顿时撩起我的

好奇。
汽车往城郊而去，过小桥，进

村庄。只见村头大树下有一店，
店门左右两侧圆木上刻有仿宋体
对联。我站店外，连读对联三遍
后抚头大笑。含笑入内，放眼观
之，店小而干净。六张八仙桌，食
客守规矩，拿号等座。入座一会，
盆大的碗盛汤端上，各类配菜齐
备。我急不可耐地按照雁兄教我
蒙自人吃米线的方法开动：牛肉
先下，然后是配菜，最后下米线。
筷子轻轻搅，片刻之间，香、辣、酸
三味贯鼻，顿时令我食欲大开。

边吃边聊，话题自然离不开
店门那副对联，聊着聊着，顿悟那
不正是为人处世的简朴的道理
吗？呵呵！拟此联者，世事洞
明。只是“如初见”这三字，又有
多少人能持之以恒，一以贯之呢？

虎年四月，书斋煮茶。突然
想起蒙自那碗如盆大的过桥米线
来了，我不禁又大笑起来。

“云南忆，最忆是蒙自。米线
条条如丝挂，一桥初见景如画。
教我如何不想她？”

春天
园子里 田野里
漫山遍野 百花竞放
蜂恋蝶舞 万象更新
秋天
大多花瓣悄悄飘落
果实站上了枝头
花是短暂的却绚丽多彩
正如人的一生

花 大自然带来的美好
尽管深秋
仍然有一些植物

菊花 梅花 杜鹃
要经历严寒
冒霜雪傲然开花
为自然界点缀美
让爱花的人们
享受花的美妙

世间万物有缘结
人间冷暖自相知
在秋风秋雨季
会有谙熟花期的人
自然而然地吟诵
为那不平凡的秋之花赋诗

自妞妞升读初二之后，细细算来，我们和她已经有
大半个月没有见面了。她忙于学业，我们忙于工作，彼
此如两条直线难以交会。

好不容易盼到她利用课余时间打回的一通电话，我
们也只能简单地交代几句便匆匆挂掉，她说：“后面还有
很多同学等着用班机打电话回家，不和你们闲聊了。月
考将至，周末没有空回家呢，要备考！”妻子不由得一阵
感叹：“以往那个黏人的说起话来没完没了的小女孩长
大了，她已逐渐和我们‘疏远’，正争分夺秒地为了自己
的梦想而奋斗呢。”我说：“这是好事呀，人终究要学会长
大，妞妞抓紧时间学习，这说明她正朝着自己更高更远
的目标飞翔。她想飞，便让她尽情地飞吧。”

话语虽然说得轻巧，但是我们依然无法摆脱“奶
妈”“奶爸”的角色。到了饭点，我们便会惦记妞妞按
时吃饭了没有；刮风下雨时，会担心她是否带有雨伞；
降温了，便记挂着她添衣了没有；每次考试，便会担忧
她的成绩……妞妞仿佛看穿了我们的心思，有时会在
电话里安慰我们：“别担心，我会照顾好自己的。”“孩子
长大了，我们做父母的跟不上她成长的步伐咯……”妻
子无奈地摇了摇头。“在某方面，父母或许是长不大的，
不是说‘养儿一百岁，长忧九十九’吗？”我答道。

在妞妞的身上，我仿佛看到了当年自己的身影。如
妞妞般年纪，我也是离开父母身边，到他乡求学，一个月
才回一次家是常有的事。如遇到父亲到镇上办事，他能
够抽空到学校和自己见上一面，便开心得不得了。目送
着他离开，自己便又埋首于书山题海，一点也不觉得苦
觉得累。就这样，我一步步地离开小镇，离开小城，迈向
远方的高校。在和妻子说起求学往事的时候，我们竟然
是出奇的一致，她竟然也有着和我同样的经历。妻子还
说：“求学的时候，心思都在学习上呢，似乎也不怎么想
家。只是不想辜负家人对自己的期望！”“或许妞妞也如
当初求学的我们一样吧，不是她‘疏远’了我们，而是她
实在是太忙了。她也在用行动证明自己呢！”我只能够
这样安慰自己。

“可为什么在求学阶段我们可以这么洒脱，而当了
人家的父母之后，却变得‘儿女情长’了呢？”妻子说：“因
为我们是孩子的一片天啊。现在我终于体会到了当年
父母的心境，他们希望我飞得高飞得远，又害怕我飞得
累。我少回家，他们尽管很忙，也会偶尔抽空到学校看
我，即使现在我已人到中年，可在父母眼中也还是孩子
呢。有好吃的，他们还是会留给我；每次去探望他们返
家时，他们也是一如既往地目送我们走远了才回家；遇
到难题，我也想听他们的建议……我们的父母是这样，
我们当了父母之后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我惊呆了。妻子说的这些，我有体会，可却没有她
的感受那么深刻。为了检验她的说法，我拿起手机打开
家中的视频监控APP，翻到前段时间自己返校前的那段
录像，果然，在我的车子驶离家门之后，父母还是站在原
地目送，直到我拐到了山的那一边，他们才缓缓地回到
家里……

有时候觉得自己挺自私的，自小享受着父母的爱，
当了父亲之后，又把爱给了孩子，可是却有意无意地忽
略了已日渐衰老的父母。这些年，真正和他们待在一起
享受天伦之乐的日子并不多。这种状况必须要有所改
变。我和妻子说了自己的感受，她说，是啊，我们既要学
会当人家的子女，也要学会做人家的父母，我们的爱不
能够失衡，更不能够顾此失彼。以后有空尽可能多点带
孩子回家看望彼此的父母吧。

是的，我们也得让孩子明白：爱要传递，爱也要反
哺，爱是一场代际的双向奔赴。尽管爱有时候只是一个
眼神、一句问候、一次谈心、一场相聚……

阳台是个小自然 爱的奔赴

蒙自米线碗如盆

秋天的花

今夜月湖（外一首）

■谢秀凤

■陈勇志

■荔木子

■黄红圣

■梁郁强

初见 ■周文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