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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 光
□休宁县石田中学    汪红兴
车窗外，天色阴暗灰沉。
在去市人民医院的路上，心里一直在嘀咕，说些什么好呢？出了这么大的事。
“不好了，昨天，我老婆和村人一道上山采茶，不曾想走过一座小木桥时，那桥腐烂了，一脚踹空，整个身子栽下去，
头撞向一根小水竹，身边的人立即将其扶起，发现眼睛鲜血直流，立即将其送到镇医院，镇医院不接收，立马送县医
院，县医院又不收，只好送到市人民医院，眼球被戳穿了！”几天前的黄昏，接到一多年挚友哭丧着的电话。
好好的一只眼睛，说没了，就没了。都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命。这对一个年过天命重任在肩
的乡村妇女来说，该是多大的打击啊！听了这消息，我心里一沉。
朋友的妻子是家里的顶梁柱和贤内助，性格和善，上有年过八旬的老母，下有两个孩子，平日在镇上一家企业上班，下
班了就到地里干农活，种稻、采茶、种菜。两个儿子都成器，大儿子研究生毕业，在外发展，去年正月，大儿子娶了新
媳妇。媳妇的肚子一天天地隆起了，眼看着孙子就要诞生了，朋友妻就要当奶奶了，但同样要去当月嫂了。一大摊子的
事等着她，她已买好了火车票，那天下午就要出发了。就在这节骨眼上，出事了！你说，该有多么窝火呢？
我与朋友结交30多年了，平日我们两家走动频繁，我还帮过他家儿子去千里之外接亲，我得去探望她一下。
这已是第五天了，她的情况会是怎样的？
电话里问清病床号，走到病房门口，就远远地听见她大嗓门的声音。
推开病房门，一股药水味扑鼻而来，房间内摆了好几张床，都是眼科患者，她就坐在病床上，她小儿子在照料她。
见到了我，她立即招呼我坐下，黑黝黝的脸上挂满了笑容，似乎一点也没有伤心的样子，这让我一惊。她说，刚才吊水
结束了，我坐在这休息一会。
我再看她脸部，右眼果然闭合了。她说，这运气实在太差了，有什么办法呢？今天上午，我老妈来看我了，她抱着我
哭，我劝我妈说道，没什么关系呢？我眼睛还看得见呢？担心什么呢？
“你看，我的眼睛还好得很呢！”她自信地说道，“别看我只剩下这一只眼，但我的眼力还是很好的呢！”
“不信，你看那窗外那座高楼上有几个大字，大美黄山，我还看得清清楚楚的呢。”她指着窗外的远处说道。我朝着她
所指的方向远远地望去，果真有这么几个字，我这个高度近视眼患者，面对那几个字，还有些模糊呢？感觉朦朦胧胧
的。
“你看，我的眼力还是很不错的吧，过几天好了，我就到大儿子那边去，给他带孩子。”说时显得风轻云淡。
这时一个小护士走了进来，给她量体温，听着我们在聊，插话道：“她的主治医生都说，这位阿姨眼睛好的是最快，只
缘于她的心态比较好”。
面对着这样一个普通村妇，看来我所有准备好的安慰话，都是多余无力的！
我觉得，这阴霾的天空中，似乎有一束强烈而有力的阳光，透过层层云雾，直射过来，眼前的一切，顿时变得明朗敞亮
起来。

给母亲“扶贫”
□颍上县江口中心学校    祝宝玉
王大妈是我的扶贫对象，膝下无子，老伴也不在了，一个人生活。
对于扶贫这件差事，起初我只当是一桩例行的公事去做，单位督促了便去王大妈家走一走，了解一下她的现状。但随着
接触时间长了，竟成了心头的一件事，端午、中秋、春节时也会想起自己还有这么一个让自己“担忧”的人来，打个电
话，慰问一番，每次王大妈的声音都激动地颤抖。是啊，她一个人生活在这世界上无依无靠，竟还有一个“陌生”的我
关心着她的生活，能不感动嘛。
本来单位要求一个月去一趟贫困户家里就行了，但这两个月我去了四五次了。帮助她清扫一下卫生，聊一聊近来庄稼长
势，宣传宣传党的扶贫政策，我和王大妈每次都说近半个小时的话。那次她硬塞给我一麻袋她刚割的韭菜，我说不能
要，她说我把她当外人了。这样一来，我便推脱不了，收下了她的好意。
回家的路上，回想了一番王大妈的话，突然画面又转到我母亲在田间劳碌的场景。哎呀——我竟好久没有回家看看她
了。
母亲的年龄与王大妈相仿，虽然母亲有我这么一个儿子，但我长期在城里居住，也鲜有时间去陪她，即使回去了，也呆
不了多长时间，就匆匆回城。前两天，父亲给我打电话说母亲风湿疼，连穿衣都困难。我电话里劝母亲来城里医院看
看。母亲说不碍事，天暖和了就好了。我“信以为真”，把这件事忘在脑后了。
想到这，我感觉非常对不住母亲。一个与我毫无血缘关系的贫困户都能让我牵肠挂肚，而我却对自己的母亲内心的想法
没能足够重视，真实悔愧极了。于是，我调转车头，把车子驶向老家。
母亲不在家，小侄子告诉我母亲在菜园呢。我向村南头走去，远远地就看见母亲俯着身子在提蒜苔，我走近喊了一声“
妈”。母亲抬眼看我，很吃惊，问怎么也没打个电话就回来了。我说想回家看看就回来了。母亲继续忙乎手里的活，我
蹲在旁边，边薅草，边和母亲说些话。日头落到了半树梢，母亲说回家，家里新攒了一篓土鸡蛋，让我带回去。到家，
母亲又把新鲜的蒜苔和莴笋装进袋子里，放到我车的后备箱里。
临别时，我又问母亲风湿疼要不要去城里医院看看。母亲摇头说不疼了，没事。母亲催我赶快走，天黑路不安全。于
是，我开着车驶出了村子。路上，我脑子里时而闪过母亲的形象，时而闪过王大妈的样子，不免心生唏嘘。
物质上贫瘠的王大妈需要精神上的关怀，同样，我的母亲更需要我的情感上的安慰，在扶贫路上，我坚持对王大妈的帮
助，也要给自己的母亲“扶贫”，不让她孤苦空落，而让她感到晚年的幸福。

土 地
□祁门县胥岭学校   孙祁岗
樱桃红了
蒲公英放飞的季节
三两只白鹭
贴着新耕的水田飞行
阳光空气  水和土地
构成我生命的基因

城市应是灯红酒绿
乡村校园还未睡去
此起彼伏的蛙鸣
是疲惫的耕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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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催眠曲

在比蛙还喧闹的
宿舍之间巡查的我
不慢不急
每间宿舍都飘逸着
方便面的气息
窗外虫声似雨还有
一两声不知名的
野鸟的鸣啼

泡一壶谷雨茶
在春夜的深处
用参差不齐的语句
酿一杯春酒
为春饯行

每个节气
不只有气象学的意义
它们还是
我们与土地的维系
不耕不种没有土地
也割不断
我与土地的联系

蝼蝈鸣王瓜生
我从未忘记
我是土地的族系
尽管我曾骄傲地脱离
这片土地……

凌霄花又开
□当涂县姑溪初级中学    吴    静
初知凌霄花，是在《诗经·小雅》里，“苕之华，其叶青青”“苕之华，芸其黄矣”，“苕”是“陵苕”，是凌霄的古
称，每读到这两句，就仿佛看到凌霄青的叶、黄的花在风中飞舞，纯粹的颜色相映成趣。诗经语言质朴清丽，凌霄悄然
地开在纸上，也怒放在我的心里。
凌霄之名始见于《唐本草》，“紫葳”项目下曰：“此即凌霄花也，及茎、叶具用。”凌霄也是一味传统的中药材，《
本草纲目》中记载，凌霄花可凉血祛瘀，消肿解毒，有很高的药用价值。
凌霄花性喜光宜温暖，属紫葳科，与紫藤萝、忍冬这些藤本植物一样，凌霄花需借助外物攀援。每年四五月间，藤萝一
盛开，便带来满眼的珠光宝气，它就像谪落凡间的仙子，傲气清雅地挂在长廊的花架上；而凌霄花与之相比，倒更像是
来自于乡间的质朴率真的野丫头，它们借助于周围的乔木或墙垣、巨石，随性攀爬，攀援越高，长势越好，花开也越
多，难怪清人李渔会在《闲情偶寄》中如此盛赞它：“藤花之可敬者，莫若凌霄”。
舒婷的朦胧诗《致橡树》中写道，“我如果爱你，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在诗歌的意象里，凌
霄花似乎成了只会攀附、喜欢炫耀的人格的代名词。的确，女性在恋爱中应始终保持自立自重，但凌霄只是一株植物，
攀爬乃本性使然，“君子性非异也，善假于物也”，凌霄虽依附他物，却与之相托相依，亦能孤寂傲岸、独善其身，拥
有可敬的君子气节，实不该遭世人如此非议。相比之下，我倒更喜欢另外一首裴多菲用藤条书写的情诗《我愿意是急
流》：“只要我的爱人，是青青的常春藤，沿着我荒凉的额，亲密地攀援上升。”短短几句，就酣畅淋漓地展示了忠贞
执着的内心，简直就是掷地有声的爱情宣言。
世间攀墙缘树的植物那么多，而独有凌霄花借外物攀到了高处，它开得如此张扬热烈，鲜妍明媚泼泼洒洒，红彤彤映红
了一片天。它身躯柔弱，但花朵却敢于和太阳媲美，有不服输的血性与执拗；它执着坚定、积极乐观，有昂扬的斗志；
不怕骄阳烈日，无惧阴湿风寒，耐得住干旱，也能在贫瘠的土壤中生长。更可贵的是，它的花期极长，一朵花刚刚凋
零，新的花蕾就在原处结胎绽放，从夏初一直开到秋末花意阑珊时，天地间更迭交替不止，仿佛进行着一场热烈活泼的
接力赛。宋人贾昌朝赞凌霄花：“披云似有凌云志，向日宁无捧日心？珍重青松好依托，直从平地起千寻。”凌霄，
凌，逾越也；霄，云天也，凌霄不但有着这样令人激奋的名字，更有着一种高雅的气魄，当属志存高远之花！
前几日读到苏东坡的一首关于凌霄花的词《减字木兰花·双龙对起》，也颇为喜欢。东坡爱和僧人交往，喜欢谈禅说
法，这首词是应僧人清顺请求而作。“双龙对起，白甲苍髯烟雨里。疏影微香，下有幽人昼梦长。湖风清软，双鹊飞来
争噪晚。翠飐红轻，时下凌霄百尺英。”词中，诗人沉浸在一片花开的悠然里，无我、无物、无私、无虑，这种超然物
外的意境令人拍案。在东坡的笔下，金红的凌霄花轻飘飘、慢悠悠地离开枝蔓，又安然无声地缓缓而下，这应该是最有
禅意的落花了吧！

鸟  巢    □凤阳县教育局    张金球/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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