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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律•庆祝新中国
成立七十三周年

又临华诞乐翩跹，史册新添壮丽篇。
潜海巡天环宇赞，超欧赶美五洲传。
九州鼎盛民心向，百业昌隆国力坚。
追梦毋停犹奋发，征程万里再加鞭。

七绝•壬寅中秋赏月（二首）

（一）
万户欢欣共此辰，楼头宴聚举杯频。
遥望碧汉团团月，可照吾乡父老亲？

（二）
朗朗长空玉镜来，千家万众喜眉开。
今宵赏月愁怀遣，把盏一回还一回。

格律诗三首
◎陈贤华

南方的村庄，以种植水稻为主，在我
的故乡，只要打开门放眼看去，到处都是
稻田，一年四季在变换着颜色。春天的
稻田春意盎然，夏天的稻田碧绿无瑕，秋
天的稻田金黄灿灿，冬天的稻田一片荒
凉。这是南方最普遍的风景，更是最珍
贵的财富。

最近几年，我很少再回到故乡去，也
只有过年的时候会回一趟家里。每年回
去，稻谷已经收割许久了，稻田都闲置
着。这个时候，站在门口，看着空荡荡的
稻田，感受着田野的宁静、恬然，呼吸着
泥土的清新气息，我的眼前就会展现出
一幅丰收的图画——金黄的稻穗，依着
和风，在大地的舞台跳跃着铺展开来，一
直铺向远方。

我对故乡的稻田是情有独钟的。小
时候稻田是我们孩子的游乐场，特别是
稻子收割了之后，我们在那一望无际的
稻田里追逐玩耍，捉迷藏、堆房子、筑长
城，这样的情景记忆犹新。当然，除了这
些之外，也有更加深刻的记忆，因为我的
家人比较多，而分到的稻田又很少，这样
一年到头就算两季丰收，我家里的稻米
还是不够吃，所以饥饿是必不可少的了。

饥饿是我童年的记忆，但也是我认
识生活的开始。就是因为这样，我才能
和父母一样，感受着稻田对我们的重要，
每年开春，父亲就扛着犁耙走去稻田，犁
田、耙田，而母亲把嫩绿的禾苗一棵棵整
齐地插进父亲整好的稻田里。等禾苗插
好了以后，就有我们小孩忙的了，因为刚
插上去的禾苗必须在水中生长，因此放
水自然而然就成为我们小孩的工作，我
跟弟弟每天围着稻田转，看着水沟里的
水流进自家的稻田，就像流进自己的心
田。禾苗刚插上去的时候，长得很慢，我

们每天都盼望着，经常跑到田埂上看。
等禾苗长了一周之后，隔几天去看，总能
感觉到禾苗长高了许多，长得肥肥绿绿
的，这时候能感觉到生命在我们的眼前
跳动起来，我们看了也格外兴奋。

等待的日子总是漫长的，我只记得，
母亲经常往田里跑，父亲忙完了一天的
工作，也会时常去田里看看，有时候我也
追着去看。父亲来到田里，就弯着腰，拨
开禾苗，仔细地看着禾苗脚跟的地方，我
原来不明白，父亲告诉我说，禾苗的脚跟
很容易生虫子，特别是夏天，田里的水温
暖，虫子繁殖得很快，发现了要及时杀
虫，要不很快就蔓延开来了。

有时候父亲也像我一样，心里总念着
田里的禾苗，有事没事就跑去田里看。稻
苗一开始抽穗，父亲就更闲不住了，天天
往稻田里走。我不知道父亲整天跑去田
里看什么，我只知道他每次看完田之后，
总有很多话要说，例如禾苗又长高了，田
里的水又少了，稻苗开始抽穗了。等到稻
穗开始饱满的时候，父亲终于露出笑容
了，但还是天天去看，有时候拿着农药去
杀虫，有时拿着老鼠药去毒老鼠。父亲对
种田还是很有经验的，什么时候要杀虫，
什么时候要防鼠，他都一清二楚。

我最兴奋的时候就是收稻谷了。南
方的丰收，一年两季，每年六月和十月
份，稻子就熟了，一眼望去，哪里都是金
黄的一片，风吹来的时候，掀起一波波的
稻穗，一年的希望终于盼到了。父亲和
母亲也高兴地磨着镰刀，修着箩筐，为丰
收做好准备。开割了，母亲拿着镰刀，父
亲操着禾苗，刷刷刷、砰砰砰，累得腰板
也挺不起来了，从白天忙到晚上，脸上也
没有困的表情。我就忙着送水，晒谷，捧
着金黄的稻谷，看着父母那股乐劲，我也

似乎体会到农民的满足。是啊，一年的
辛苦，终于得到了丰收，那是怎么地值得
喜悦的事啊。

当然，除了丰收的喜悦之外，也有很
多耕种的辛劳和汗水，这些记忆在我的
脑海里会更深刻些。我们小时候经常跟
父母到田地里锄田和插秧，尤其是我的
哥哥，他十几岁就学会犁田耙田，帮父母
分担耕种的辛苦了。我记得犁田耙田是
最辛苦的，因为故乡的耕种方式非常原
始，假如家里养了一头牛，犁田耙田这些
活儿都可以让牛去完成，但是我上初中
之后，因为要去镇上读书，而家里也没人
有空放牛，我家不再养牛了，到了耕种的
时候，犁田耙田这些工作就得用人力去
完成，我们要用锄头把稻田的泥土翻起
来，再用耙把泥土搅碎耙匀，这种活儿既
费时也费力，我们几兄弟跟着父母一天
忙到晚的，也不知道小时候是怎么熬过
来的，或许那个时候我们并没有其他的
选择，正是这些辛苦让我对生活有了更
加深刻的理解。

在故乡，稻田给了我们生命与健康，
给了我们快乐和希望，但是也给了我们
很多艰辛和劳苦，面朝黄土背朝天，是故
乡人们一生的写照。我的祖辈父辈们，
一辈子都在跟稻田打交道，他们一辈子
也离不开故乡，离不开稻田。

如今，即便我渐渐的远离了故乡，但
是故乡人们的生活还在继续，故乡的稻
田还在一年四季变换着颜色，而故乡的
人们也在耕种和轮回中过上自给自足的
日子。我知道，即便我远离了故乡，远离
了稻田，但是我会记住它，因为它是我一
辈子的稻田，我的身上仍然刻印着泥土
的颜色，它就像我黝黑的皮肤一样，永不
褪色。

故乡的稻田
◎杨志生

那天，我和几个好友聚一聚。席间，
已有几分醉意的汝晴起哄，让姐妹们说
说自己的“情史”——记忆的梗上，谁没
有两三朵娉婷，披着情绪的花呢？但阿
月没有两三朵，她只有一朵。

秋天，是分别的季节。
去年的秋天，好友阿月与她的男友分手

了。她说大家都很努力试过在一起了，但最
终还是觉得不合适。我问她原因，她说因为
一只香囊——他不喜欢闻艾草的味道。

我沉默了。阿月从脖子上取下那只
香囊，递给我看。香囊是用红色碎花布
缝合成三角状的，还用蓝线在面上绣了
一个“月”字，香囊其中一个端部穿有红
绳用来佩戴。我捏了捏，凑到鼻下闻了
闻，是一种艾草混合其他什么植物的味
道。阿月说香囊是她母亲亲手做的。香
囊里装的是五月艾、桃叶、柚子叶和香
茅。她经常头痛，自她能记事起，她母亲
就让她戴这种香囊，说可以安神定惊辟
邪。她很爱母亲，也很喜欢香囊散发出
来的味道，所以一直佩戴至今。

阿月与男友是在前几个月的一次骑
行活动时相识的，有共同爱好，话题多，
几次交往后，就在一起了。我见过那男
的，离异过，但挺阳光帅气，谈吐也很得
体，和阿月真的很合适，怪不得阿月为他
着迷。但我没有想到一对男女竟然是因
为一只香囊而分手。

然而，更令我想不到的是，我在几天后
去阿月家玩，那只香囊已被她挂到了卧室的
墙上。我问阿月为什么，她说与男友和好
了，她不再戴这香囊，以后喷男友送的香水。

我静静地看着她，她牵强地笑着说：
“美人，我这么大年纪了，总要嫁人的
吧？难不成守着你啊？”

我摇了摇头，笑问：“你之前不是说
香囊能缓解你的头痛吗？现在不痛了？”

她说：“头痛都习惯了，但我没试过
和男人在一起过啊？我都三十五岁了！
男人味都没闻过！哪像你这么好命，连
儿子都长得比你高了。”

阿月这话让我笑了起来：“原来你早
就春花开了！”继而我又抿了抿嘴，因为

我也不知道自己究竟算不算幸福。如果
阿月因为戒掉了香囊就能获得她想要的
幸福，我是非常开心的。

后来的日子，阿月便忙着与她的男友
谈恋爱。她某天在黄山发来信息给我，某
天她又在西藏了。听她说，准备年底结婚。

我不知道阿月结婚后会怎样，但是
她确实再也没戴过香囊了，我也没再听
到过她说头痛之类了。

我在想，当一个人将某样一直陪伴
自己的东西放下，需要多大的勇气？阿
月连“痛”都能习惯，或者在爱情的海里，
她是可以放下许多东西的，不止一个香
囊——它们沉没，漂走，或搁浅在某个人
迹罕至的沙滩上。如果放下，能让自己
幸福，就放下；如果拾起，能让自己愉悦，
那就拾起。在爱情的领域，随机应变的
智慧也是要有的吧！

我也有头痛的毛病，我闻过阿月那
香囊的味儿，也很喜欢，那独特的香气让
我神清气爽，那只香囊真让我怀念。

今夜，秋月无边，我想拾起一个香囊。

香囊 ◎宁与其

今年的几波疫情，以十一月初为甚。
于是乎，线上工作的同时，决心读书以增
智，并定下计划狠读。

此前，平凹先生托人赠我《暂坐》，自然
地有闲翻阅，书曰“南来北往，有多少人忙
忙；爬高走低，何不停下坐坐。坐下作甚？
喝茶呀。”初读还好，再读，当年废寝忘食读

《废都》、深究所略若干字的读书冲动，竟以
渐困了结，合上书本的同时却又不自觉地
摸向了手机。还是抖音引人。

岁月的那端，阅读曾是一种奢侈，是一
种追求，是一种成长的营养剂。而今变俗
了，着实惭愧。

小时候，最喜欢翻阅书本。记事起，小
人书乃至爱。家里穷，为了弄到一本小人
书，日攒夜积，千方百计地弄些本金以图淘
书之悦。幸好，堂哥毅很有创收之法，领我
等拾玻璃、捡杂物、翻废铁，三部曲之下，往
往获得除父母不定期给的零钱外的赚点。
从供销社收购站变废为宝后，即揣上几毛
几分，狂奔书店，速速买上心仪小人书。

那时的农村，出勤工分的累积，总是填
不饱众发小的饥饿，捉鸟、捞鱼、窑薯，偷条
黄瓜，摘个杨桃……成了当年生活的“标
配”。不轨的馋，我是不屑的。老家的邻屋
是镇的财政所，其旁边有块自留耕地，每年
种上甘蔗等经作，收获时，货车满载，正待榨
糖。一次，众发小群起哄抢，狠狠地从装满
甘蔗的货车上拉拔。此时镇上新华书店刚
到新版小人书，我正沉浸书中，眼前的抢蔗
情景，让我馋猫地向前……书本早已抛之脑
后。因势单力薄，无论如何也奈何不了那
甘蔗，任凭拔弄，就是坚实地扯不出……转
而重拾图书阅之。终究，财政所的领导出
面平息风波，众发小皆受鞭抽，痛着逃跑。
我因爱阅读被领导表扬，奖蔗两根……瘦
小的肩膀扛着沉甸甸的奖赏，在母亲满脸
自豪的表情下快乐回家……此时的发小
们，一哄而入，蔗头蔗尾，一扫而光……

一天，镇上来了一拨县里的工宣队员，
驻扎毗邻的财政所。老家沿河而筑，河道
弯折，河水清澈，微风过处，岸边竹林婆娑
起舞很是悦耳。幽静宜人的居家邻舍，平
添了唱、跳、咏、吟的氛围，很新鲜、很好奇，

内心很是向往、企盼交集、渴望疼爱，因此
特别留心他们的行踪。但始终对县里来的

“公家人”充满敬畏，敢望而不敢近。但生
活还是要继续。比如，如厕是很重要的一
个环节。因是邻居，母亲好客，屋后的茅房
给工宣队员用。那时，城里人区别我等惯
用竹篾之法，皆以书报等纸类完事。某日，
工宣队员事毕，我也事急入之，但见弃丢着
昭君出塞节章，隐隐约约的字里行间，浓重
展现昭君别行、塞外飞雪、草原大汗……非
常鲜活震撼。为了承接下文，次日，待工宣
队员事毕，我快速蹲坑翻阅，如饥似渴地品
尝文化“大餐”……上了初中，在学校的图
书馆，终见《昭君出塞》原版，宫廷画师故意
给昭君添上痣记而被皇帝气杀，心里竟觉
痛快。不过昭君出塞造就的“沉鱼落雁”之
美，那种意境伴随我很久很久。

随着参考书本阅读的不满足，五年级
时，同桌曹同学建议去高中部借书一读，信
誓旦旦地说，时下的作文读本《春苗》，可提
能以谋篇。信之。某日，待到下半夜，入了
学校，我俩像蜘蛛侠似的拾级而上，闪门而
入。翻、查、倒，让高中部的六个教室一片
狼藉，直至天边泛起鱼肚白，依然无获而
返。早上开课，众人皆惑，据说，公社的公
安来了几趟，仔细遍查无果。我和曹同学
心惊胆战好一段时间。后上初中，学鲁迅
先生的《孔乙己》，读书人窃书不算偷，方安
心继续学业。之后的日子，阅读一发不可
收拾，在被窝里通宵经历福尔摩斯的惊险、
在数学课堂上偷读金庸武侠、基层挂职工
作时也阅读了诸多现代散文精选……也因
此付出了近视的代价。

或工作或生活，阅读渐行渐远。为此，
有段时间曾下决心重拾阅读。诸如，在朋
友圈放言百日读书，设栏“夜读南怀瑾”N
卷以增国学，也豪言通读“中国通史”以弥
补理工男之短板，还壮语狠读曾国藩家书
以悟警言……但终归毅力不达，断断续
续。习近平总书记说，阅读是人类获取知
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
希望全社会都参与到阅读中来，形成爱读
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

我想，读书的春天永远在路上。

重拾阅读
◎梁 军

“我读一年级了。”我的小女儿不管
碰见熟人或者陌生人，都会用渴望得到
赞赏的眼神看着对方，得意洋洋地说。
也许小女儿真的太高兴了，也许出于当
小学生的好奇，也许是对学习新知识的
期许，也许真的长大了、懂事了。

小女儿聪明伶俐，活泼好动，乖巧听
话。有时候嘴巴像抹了蜜一样，令人甜
到心里；有时候牙尖嘴利，说话滔滔不
绝，令人无言以对；有时候模仿大人的言
行举止，惟妙惟肖，令人忍俊不禁。

由于受疫情影响，小女儿上幼儿园
时断时续。只要不用去幼儿园，她就会
嘟起小嘴巴说：“爸爸，病毒又来了，不能
去幼儿园了，待在家里真的很无聊啊！”
可是，她在家里却能自娱自乐，有时帮忙
干家务，有时自个儿玩玩具，有时看一会
儿动画片，有时看看小人书，有时朗读古
诗词，反正总能找到她自己想干的事情。

因为疫情，有时要全员核酸检测，小
女儿也习以为常了。“居民朋友们，下来
做核酸啰！”一听到大院里的小喇叭响
起，小家伙马上牵着外婆的手到楼下排
队做核酸，时不时还帮忙维护秩序，嘴巴
就像小鸟一样叽叽喳喳：“保持一米距
离”。轮到她做核酸了，动作似乎很熟练
的样子，摘下口罩，张开嘴巴，“啊”“谢谢
医生！”每次做完核酸，她都会礼貌地对
医生表示感谢。

8 月 19 日，小女儿出门特别早。在
车上，我问她晚上表演节目，老师是不是
把她安排在最前排，她不加思索地回答，

“安排在后面，不知老师怎么搞的。”从说
话的语气可以看出，她似乎对老师的安排
有点不满意。我说老师这样安排，肯定有
老师的深意。“也许吧！”她又笑嘻嘻地附
和。这就是天真无邪的小女儿。这天，天
公不作美，下起了瓢泼大雨。我和妻子来
到毕业典礼现场，衣服已被雨水淋湿了一
大片，然而，看见小朋友那童真笑脸，却让
我们看到了祖国美好的明天。小女儿参
演的是集体舞《美丽的中国梦》。我特意
用手机全程拍了视频，发现小女儿的走
位是不停地变换的，从前排走到后排，又
从后排走到中间，到了高潮，小女儿与其
他几个小朋友走在中间最显眼位置，高
高举起五星红旗，此时掌声雷动。果不
其然，原来老师的安排真的是有深意的。

30日这天是小学新生报到注册的日
子，我和妻子特意请假陪小女儿到愉园
中学小学部报到注册。当天，小女儿七
点钟就起床了，我问她为啥起床那么早，
她笑眯眯地说：“我读一年级了，早点去
学校。”是的，小学生了，与幼儿园的小朋
友不一样了，要有小学生的样子才行
哪。走到电梯口，刚好碰到邻居，她非常
自豪地说：“阿姨，我读一年级了。”小女
儿斜着脑袋看着阿姨，很得意的样子。

到了新学校新班级，她找了位置坐下。
不一会儿，她微笑着朝邻桌跑过去，主动
跟男孩打招呼，“我读一年级了。”“是
的。”那男孩很腼腆。哦，他们原来是幼
儿园的同班同学。

放学了，我问她明天还去不去幼儿
园。“去，肯定要去呀！明天是我在幼儿
园生活的最后一天。我还没有同谭老
师、毕老师、麦老师说再见呢！还没有感
谢老师们陪伴我走过三年快乐时光呢！
我还要在班里拍照留念呢！”她的回答干
脆利落。你看你看，小女儿就是这副模
样，说起话来像大人一样，一套一套的，
有时候真的服了她。

晚上，小女儿拿起电话向外婆报喜，
“外婆，很开心，我读一年级了。”

电话里传来情真意切的声音，“哦，
是吗？那你要认真读书哦！”

“嗯，嗯，嗯。”小女儿撂下电话又干
自己的事情去了。

小女儿在新的学校仅仅学习生活了
两天就到了周末。周五那天晚上，我回
到家已经十点多了，发现小女儿眼睛闪
烁着泪花。我问她为啥哭，结果出乎我
的意料。她一边抽泣一边说：“很想幼
儿园的谭老师了，想毕老师了，想麦老师
了……”还没说完，“哇”的一声又哭了起
来，眼泪“啪啪啪”往下掉。

这个娃，性情中人哪！

我读一年级了
◎吴松

蚕
安于一巢
你永远是
一条白白胖胖的虫

蝉
整个夏天

都是你喧嚣的声音
叫人生厌
一飞上高枝
你就成了专家

蚯蚓
一节空挂的列车
沿途没有一个站牌
来来回回
仿佛
终点又是起点

鞋子
不管
穿什么鞋子
路
还是要靠自己走

蜻蜓
都在
诉说着生存的沉重
只有你
在享受着
一个自驾者的快乐

蚂蚁
把世上的一切
举重若轻
逼仄的生活
总有一条通道
为你让开

乌鸦
一个吃了太多黄连的哑巴
在旷野中久久静默
那一团冰冷的孤独
无人敢与你对视

月亮
天空太黑了
只有月亮
像一块洁白的抹布

在用力地擦
为夜归人
找到一条回家的路

蜗牛
你蜗居的这间小屋
想必是冬暖夏凉
两根触角
漫不经心地
打探着这个世界
一种生活
清寂如水
安然入定

结石
这沉甸甸的一颗
都是那些过于执着
凝结而成
不能放下
把往事尘封
岁月时时
隐隐作痛

结石（组诗）

◎庄家银

那一季
想你，是眼眸中的一缕深情
将爱的一米月光
折射到你的窗前
在岁月里
倾情烙于心底每一个角落
想你的柔情
思念成唯美经久淡雅的沉香
温柔着心梦
念着烟雨阑珊处
每一个有暖的夜晚
与你一起垂钓缠绵的月色

无题

月光，镌刻了想念

微风，轻拂了眷恋
提笔是思，落笔是念
任万水千山，任天涯海角
与灵魂共舞
把满纸风华
煮成一壶老酒
和着岁月饮下
与你在山水风月中
浅笑安然……
纵然岁月落尽繁华
只愿与你相守两个人的烟火
白首不离

一帘幽梦

一帘幽梦

为谁而醒
执笔写下一份思念
总是会带着一种伤感
这一世红尘
我别无他求
一颗心
只愿在深情的世界沉沦
哪怕想你寂寞了自己的心
我还是无怨无悔
翻阅前尘
流年的记忆里
你是唯一的清晰

月光（外二首）

◎ 李志

书法 ◎陈刘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