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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六十多岁的时候爬树爬
得比我还快还高，执意要去摘橄
榄。

家里有两棵橄榄树，每年都
是父亲爬上去摘橄榄。那种不经
嫁接的直生橄榄树很高大，长在
路边地头，要爬上去并不容易，父
亲爬得挺辛苦的。橄榄树在那些
贫瘠的地方长着，不施肥，不浇
灌，年时好就结果多些，年时不好
结果就稀稀疏疏。那年我们见树
上只有零星的橄榄像黑芝麻似的
散在叶间，摘起来很费劲，而且父
亲年纪也大了，就劝父亲不要摘
了。可父亲却执意要摘，说果实
再少也是上天的馈赠，浪费有违
天意。我要帮忙，父亲还说我笨
手笨脚的，不让我上树，只让我在
树下捡果。

其实父亲也不擅长爬树。那
两棵橄榄树都有一段高高直直的
树干，光溜溜的，父亲徒手爬不上
去，要借助梯子爬上树干才能够
着枝桠。爬上去之后他盘坐在粗
大的枝杈上，用长钩子把稍近的
树枝勾回摘果。那些凌空的远
枝，飘飘逸逸的，很难叉中，父亲
只能挥起竹竿把果实打下来，让
我在地上捡。好在橄榄果坚实，
不怕打，也摔不坏，只是树下是草
丛，散落的果实不好捡。父亲反
复叮嘱我要仔细翻找。 记得小

时候跟随父亲去摘橄榄，也时不
时听到父亲吩咐：

“翻开那些长草看清楚些，别
漏掉了。”“到下面那个坎去看看
有没有弹到那里的，捡回来。”“小
心别踩烂了橄榄！”……

那些唠唠叨叨当时让我有点
厌烦，心想橄榄又不是什么珍贵的
水果，生吃苦苦涩涩的，烫熟了也
不甘甜，弄丢一些也不用可惜。可
父亲显然不这样认为，在父亲看来
一切可吃可用之物都应该珍惜。
比如稻穗脱粒晒干之后，要在屋厅
里用风柜风掉那些瘪谷，风大，吹
得四散零落。父亲风完谷后总会
很仔细地把瘪谷打扫干净，装在箩
筐里。而老泥砖屋，墙缝多，有些
吹进墙缝里的，父亲还会用小棍子
抠出来。有一次我看见了，揶揄
说：“瘪谷无大用，何苦费苦工？”

父亲听了，严肃地训斥我：
“别以饱肚度鸡肠，瘪谷不能煮
饭，可是能喂鸡。”“那么放鸡进
来啄净就行了。”我继续强辩，还
真 的 顺 手 打 开 门 把 鸡 放 进 来
了。“混小子，小啄毁高墙，快把
鸡赶出去！”父亲生气地挥手道。

如今想来，鸡虽然能把老墙
的沙泥啄下，能把那些细缝啄宽，
但不至于真的啄倒墙。宽缝钻进
老鼠，老鼠洞倒是能毁了墙壁。
父亲清理墙缝瘪谷不仅惜谷还护

了墙。
然而父亲真的不是在意这

些，他是要让我懂得珍惜，就算
瘪谷看似无用却可以把鸡养肥，
因而不能轻易抛弃了。

正因为坚持这种观念，父亲从
不丢荒土地，利用田地的边角种果
树，所以我们家除了橄榄树，还有
菠萝树，龙眼树，黄皮树，却都是零
零散散地长在地头角落里。那些
树因为土浅地窄长势不好，结果不
多，可父亲从来不舍得砍掉。尤其
是菠萝树，可能选种不好，只开花
不结果，有邻居建议父亲砍掉，说
菠萝树不结果等于废柴，可父亲还
是舍不得砍，说就算当柴烧也让它
长大些可以劈多些。

父亲就是这样珍惜着身边的
一切，所以他的东西可以用很久。
比如家里那扇小竹门，自从我懂事
起直到泥砖屋改建成楼房都在用，
不是不会坏，而是坏了父亲总会很
珍爱地把它修好。父亲常告诫我：
不要轻易妄弃天物，任何物品都有
金子般的品质，然而只有在我们珍
惜的时候才会发亮。

父亲六十多岁执意爬树摘橄
榄，其实摘的是他心中的黑珍
珠。如今父亲已经离开多年了，
黑珍珠般的橄榄却仍年年挂上枝
头，等待我去采摘。

露从今夜白，家乡橄榄黑。

家乡橄榄黑 ■ 张宁

小满过后，天气逐渐热起来，
雨水开始增多，预示着闷热、潮湿
的夏季即将来临。此时，大自然
中阳气已经相当充实，也处于一
个“小满”的状态。根据此气候特
点，养生的重点是要做好“防热防
湿”的准备。

宜健脾祛湿。有句话叫“暑
多挟湿”，也就是说暑热之气最易
与湿邪一起侵犯人体。其实小满
时节，湿邪往往已经打入人体内
部潜伏起来，等到大暑时节，湿邪

主气的时候，暑、湿就会内外呼
应，使人们陷入湿气的困扰，从而
引发很多问题，比如风湿病、脚
气、痤疮、妇科炎症、水肿、肥胖
等。所以，小满时节养生的重点
应该放在健脾祛湿上。此时，应
尽量避免午后高温时段户外活
动，并注意防暑降温；注意作息时
间，保证充足睡眠。

防热病湿疹。小满预示着夏
季闷热、潮湿的天气将要来临。
此时天气闷热潮湿，为皮肤病发

作提供了条件，易引发脚气、湿疹
等疾病。因此，饮食上应以清淡
为主，同时注意衣物材质的选择，
尽量穿透气性好、能吸汗的衣袜，
避免湿气郁积。由于此时日长夜
短，气温渐高，人体新陈代谢旺
盛，消耗大，容易产生疲劳感，引
发便秘、口腔溃疡、咽痛等症状。
因此，在重视饮食起居及劳逸结
合的同时，要调节好七情六欲，保
持良好愉悦的心情，避免免疫力
下降，达到防病保健的目的。

小满时节要注意防湿热 保健养生保健养生

白发老翁考驾照
■ 陈汝雄

小车已普及到家家户户，退休两年的我也不
甘落后，决定报考小车驾驶证。老伴得知后挖苦
道：“现在考驾照难得很，你都六十多岁的人了，
还能考得过吗？别浪费时间和金钱了。”

不服老的我使出当年高考的劲来，在科目一
练习中，勤学苦练，每天中午及晚上睡觉前躺在
床上仍把当天的错题重复做多两遍，直到自己记
住为止。对难点题分门别类地一一列在纸上，死
记硬背，直到记得滚瓜烂熟为止。做完手机里的
习题后，再把习题册里的习题做完，便开始在手
机上进行模拟考试。最初几次因超时，未能完成
100道题，后来，我加快做题速度，居然做了 34次
模拟考试都在 90 分合格线以上，心里有了底，才
在网上报名考试。

来到考试现场，看见两三百个考生都是二十
岁上下的年轻人，只有自己是白发老人，心里五
味杂陈，已经几十年未参加过如此重大考试的自
己，心里难免还是有些紧张，刚开始做题时按鼠
标的手在瑟瑟发抖，思绪也集中不起来，有几道
题居然未按确认便跳过了，还好，后面的题全部
顺利完成，最终成绩比合格线还多好几分。得知
消息后，一直对我学车泼凉水的老伴也不再唠叨
了。

攻克科目一文科难关后，信心大增的我，马
不停蹄开始科目二实操训练，在倒车入库时一连
倒了三天，仍然出现入出库压线情况，教练找出
我年纪大打方向盘动作慢的毛病后，及时提醒我
在左后视镜快压虚线时提前打满转向盘，再根据
车后轮入库情况微调方向，用此方法练习，次次
都能准确把车倒入库了。考试当天，我牢记侧方
出库前和直角转弯前打左转向灯把稳方向盘逾
三秒等细节，顺利通过考试，语音提示:考试合格，
请带身份证到签名处签名。看到成绩满分这一
刻，我心里欣喜万分。

科目三路考前教练只安排在道路上练习三
天，每天只模拟三条考试线路练一遍，便去化州
杨梅参加路考。当我驾驶考试车在考试线路转
一圈回到终点时心里乐滋滋地本以为通过了，结
果被副驾的安全员用笔狠狠地打了个叉，我还不
清楚原因，下车后一看原来前右轮稍压了点边
线。补考那天，天刚亮我便来到杨梅考场参加模
拟，驾驶模拟车把三条路考线路跑完一遍后，考
场教练提醒我：几十个操作细节和扣分点都做得
很好，唯独打转向灯太轻了出现灭灯现象，考试
时一定要注意。正式考试开到半途变更车道时，
紧张起来的我又犯起老毛病了，打左转向灯出手
太轻，车身未转过左侧车道便灭灯了，当我发现
后赶紧补灯时，考试车已自动发出考试不合格终
止考试指令。在次轮复试中，我克服紧张急躁情
绪，放松心态，缓慢稳健地操作好每个驾驶步骤
和细节，顺利过关。

第二天，因之前早已做完科目四里的1466道
习题且模拟了 39 次考试，次次合格，我来到科目
四考场，仅用十几分钟便以几近满分的成绩完成
科四考试，终于考取驾照。

六一儿童节，游荔园，巧逢一
名老画家，带领孙女画荔枝。

阳光灿烂的六一儿童节，我
独自漫步在荔园之中。园里荔枝
树上挂满了红彤彤的果实，像一
个个小巧玲珑的灯笼，在翠绿的
枝叶间闪耀。正当我陶醉于这美
景时，不远处的动静吸引了我的
目光。一位白发苍苍但精神矍铄
的老画家，正带着一个扎着马尾
辫的可爱小女孩，在荔枝树下支
起画架，准备画画。

我饶有兴致地走上前去，老
画家微笑着向我点头示意。小女
孩好奇地看了我一眼，又专注地
盯着眼前的荔枝。老画家一边轻
轻调整着画笔，一边耐心地给小
女孩讲解：“画画呢，要用心去观
察，每一颗荔枝都有它独特的形
状和色彩。看这颗，圆鼓鼓的，这
边的颜色深些，那边在阳光下就
浅一些。”小女孩似懂非懂地点点
头，认真地拿起画笔，在画布上轻
轻勾勒。

我和老画家攀谈起来，得知
他年轻时就是小有名气的画家，

如今退休了，就喜欢带着孙女来
这些有自然韵味的地方画画，培
养孩子对艺术的感知。说话间，
小女孩突然苦恼地放下画笔：“爷
爷，我画得一点都不像。”老画家
摸摸她的头说：“没关系呀，画画
不是要和实物一模一样，而是把
你心里感受到的美好画出来。你
觉得这些荔枝像什么呢？”小女孩
眼睛一亮，说：“像一个个小娃娃，
有的在捉迷藏，有的在晒太阳。”
老画家笑着说：“那你就把这些小
娃娃画出来呀。”

小女孩重新拿起画笔，这次
画得更加投入。她不再刻意追求
形状的准确，而是用鲜艳的色彩
大胆地涂抹着。老画家在一旁不
时给予鼓励：“对，就是这样，把你
心里的想法画出来，这就是属于
你的艺术。”

我看着小女孩那专注的神
情，仿佛看到了童年时那个对世
界充满好奇和探索欲的自己。

不知不觉，时光在这安静的
荔园里悄然流逝。小女孩的画作
渐渐成型，虽然线条还很稚嫩，但

充满了童真和想象力。一颗颗荔
枝被她画成了穿着红肚兜的可爱
娃娃，有的咧嘴笑，有的眨着眼，
画面十分生动有趣。老画家满意
地点点头：“宝贝，你画得太棒了，
这就是一幅独一无二的作品。”

我不禁感慨，在这个快节奏
的时代，能有这样一个安静的角
落，让一个孩子在自然中自由地
挥洒画笔，释放内心的想象，是多
么难能可贵。而老画家对孙女的
教育方式，也让我看到了艺术传
承的另一种美好。

当夕阳的余晖洒在荔园，我
们一起收拾好画具。小女孩蹦蹦
跳跳地走到我面前，举起她的画：

“叔叔，你看，这是我画的荔枝娃
娃。”我笑着夸赞她：“真漂亮，这
是我今天看到的最棒的礼物。”

离开荔园时，我的心中充满
了温暖和感动。这个六一儿童
节，我不仅欣赏到了荔园的美景，
更见证了一位老画家对孙女的爱
与艺术的传承，也让我重新找回
了那份被遗忘的童真和对生活的
热爱。

六一荔园之约 ■ 黄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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