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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树梧桐老
□合肥市第二中学    汪    亭
晨起，推开窗，一股凉意入窗袭来，不禁打了个寒战，紧了紧衣领袖口。
看见园子里，一排梧桐树上青黄相间的叶儿，簌簌地落得正欢；在微风中旖旎翩跹，飘满一
地，如花黄。
梧桐喜温，属于南方树种，树体高大挺拔，树皮青绿平滑。由于为树木中的佼佼者，自古便
有梧桐引凤之说，所以又被称作“凤凰木”。
《诗经·大雅》的《卷阿》里有一首诗写道：“凤凰鸣矣，于彼高冈。梧桐生矣，于彼朝
阳。菶菶萋萋，雍雍喈喈。”可见梧桐高贵，有气势，而且祥瑞。
草木中，我极爱梧桐。故乡庭院的水井旁就有一棵梧桐树（查阅了一些草木资料，才知其实
是泡桐树）。听父亲说，是他年少时栽种的。如今，树高已二十多米，有一人环抱之粗了。
每年一到三月，桐花总会突如其来地结上枝头，铺天盖地。淡淡的紫色，串串缕缕的极多，
好似密密匝匝的小喇叭，齐齐地向着春天呐喊。夏季的梧桐树，侧干粗壮，枝叶茂盛，是乘
凉的好地方。午后或者夜晚，家人会搬一张凉床，悠闲惬意地坐在树下聊着农事，拉着家
常。
秋冬的梧桐，虽没了春夏的葳蕤绚灿，却另有一番日薄夕暮的人生况味。
黄昏，穿走长长的街道，两排梧桐矗立挺直。日光浓艳，好像丝绸的瀑布泻过稀疏萧条的枝
叶，流淌遍地，金黄黄的一片，望不到尽头。仿佛误入了一幅风景油画，自然恬静，意蕴幽
美。款款漫步，随意间，深一脚浅一脚，踩着松软的梧桐叶，脚下“喀嚓，喀嚓……”的声
响，一路轻吟浅唱，抚摸我的听觉。这声音，绵软细碎，像一曲经年的琵琶小调，轻缓地弹
奏着时光静好，日月流长。
夜晚，倚灯闲读，窗外万籁沉静，唯有潇潇雨，一片片，一声声，滴打着梧桐枯叶，敲击着
空寂的屋檐石阶。不觉怀想起儿时在故乡的庭院里，无忧无虑嬉戏玩耍的情景，拾梧叶，盖
蚂蚁窝，捉蟋蟀，那般纯真可爱。恍惚一觉初醒，便已长大成人，定居他乡。
而今，在这如水的夜里，临窗听雨，望着萧瑟凄清的梧桐树，毫无遮掩地老去，心境恰似“
一点芭蕉一点愁，三更归梦三更后”。
梧桐，梧桐，冬老春生，一岁一枯荣；待到来年三月天，枝繁叶茂，依旧笑春风。可烟火尘
世的我们，只能行走在岁月的单行道上。人生不能轮回，需当一步一珍惜。

小时候卖镰把 
□亳州市颜集中学    屈广法
我常常想起小时候卖镰把的事。
如今，农村收麦都使用收割机了，极少有人在集市上卖镰刀、镰把了。
那时我约有11周岁，我们这儿收麦全部用镰刀。那年麦熟前，父亲就用家里一些树枝，做成
了几十把镰把，然后拿到集市上卖。
由于父亲不是专业的木匠，做的镰把一是难看，二是不好用，加上木质差，所以他辛辛苦苦
地卖了几个集，人都晒黑了，也没卖几把。父亲就灰心了。但他看着自己的劳动成果大多在
家放着，不甘心。一个晴朗的周日，我不上学，他就让我去集上卖。我不会骑自行车，就用
塑料袋子背着一些镰把去集市上卖。当时具体背几把已记不清了。我家离集市八里地，走着
去，天又热，挺累的。巧的是刚出庄不久，遇到一个村里的青年骑着自行车去赶集，我求他
驮着我，但他将自行车骑得飞快，不愿驮我，我背着镰把气喘吁吁地撵他，也没撵上，就不
撵了。
于是我就继续往集市上走。累了几身汗，终于到达了集市。集市上卖镰把的可真多，真好，
我的镰把与别人的相比，真是太逊色了。但我仍在集市上找了个空地，将镰把从袋子里掏出
来摆在了地上。一些赶集的人看见我年纪那么小卖镰把，都感到好笑。由于我家的镰把不
好，别说有人买了，问的都少。尽管如此，我仍坚持着，等待买主。等了一大晌午，终于卖
了一把镰把，卖了3毛钱。
直卖到赶集的人基本上都回家了，我才心不甘情不愿地把剩余的镰把收起，重新装进塑料袋
内。由于天气炎热，又在太阳下晒了一大晌午，我渴极了，我想用卖镰把的3毛钱买个冰棍
吃，又不敢，恐怕母亲打骂我，因为母亲对钱管得一向很严。但实在渴得受不了，就冒着挨
打骂的风险，将那3毛钱都买了冰棍。在我打算从集市上再次背着镰把回家时，我看见了我
的一个远亲在集市上卖杏，他也打算回家，他骑着自行车。我就坐了他的自行车，直坐到他
庄边才下来，他庄离俺庄两里地，我走着很快到家了。到家父母亲见我热的那个样子，也没
因为我花掉了卖镰把的3毛钱而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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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次卖镰把，应该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去集市上卖东西。虽然苦点，却锻炼了我，使我受益匪
浅。

稻田里飞出欢乐的歌
□汪厚明
盛夏，稻子熟了，这正值农人忙于收获的时节。
田野里机声隆隆，人欢雀跃，一片沸腾的景象，风声稻浪，欢声笑语，飞出了一曲欢乐的
歌。当我的目光从田园掠过，齐刷刷颗粒饱满的稻穗，黄澄澄，在艳阳照射下，亮光闪闪，
整个田野像漫天铺开了一层金黄色的地毯。那沉甸甸的谷穗，像羞涩的少女，腼腆地低着
头，弯着腰，随风轻轻摇摆。也只有当清风拂来，稻田像大海泛起的波涛，发出海啸般汹涌
的声音，淡淡的泥香夹着稻谷的清香扑面而来，沁人心脾，醉了空气，也醉了大地上风起云
涌的无边金色波涛，那是我神情里的眺望，也是我心灵间翻卷着的乡情诗意。当我抬头仰
望，蓝天下有几只白色的鸟儿，在稻穗上空飞来飞去，它们高声叫着，清脆的声音仿佛在呼
喊：稻子熟了，大丰收啦！
田野里轰隆隆的声音响彻耳际，那是收割机像坦克似的在田间来回穿梭，把一棵棵黄澄澄的
稻穗揽进怀抱，一会稻秆与颗粒就分离了，身后吐出稻秆像浪花飞溅，美丽、壮观。收割机
开到哪里，哪里就是一片平地，收走了稻谷，留下的是稻茬。那些站在田埂上的老人，还有
妇女、孩子，他们望着马不停蹄的收割机，看着从它陀螺一样的怀抱里脱粒下来的飞翔稻
谷，他们脸上露出了丰收的喜悦，一时间，田野飘荡着那些老人和孩子们的笑声，这笑声里
充满丰收的喜悦，它醇甜、清脆、爽朗，就像一首甜甜的歌，卷起了金色海浪里日暮乡关的
人情风云，也勾起了往事如梦的生命守望。
这个时候，我就站在田头，望着往返穿梭的收割机，不由想起了我童年时打稻的情景。那时
收割稻谷是最忙的抢收抢种季节，人们起早摸黑，用的是人海战术，男女老少全力以赴。割
稻是妇女老幼的活，用的是传统工具镰刀，他们把稻子割倒后堆放在田间；而打稻却是健壮
男人的事，用的是四方稻桶，稻桶形状像坦克，每个拐角有两个像耳朵一样的把柄，是拖移
拉手。稻桶的底部，有两根方形木杆支撑稻桶，是拖移稻桶时起到牵引作用的东西，如果每
向前拖移，它就会在地上留下两条沟渠一样的轨迹。这时，打稻有四人各站在一个拐角，其
中有两个年轻人负责把稻子抱送给打稻人，接过稻子的人用力将稻穗敲打在稻桶板上，稻穗
在力的作用下颗颗脱离下来。敲打时发出咚咚作响的声音，像交响曲回荡在田野的上空，一
声声激情澎湃，一声声动听悦耳。
往事如烟，记忆里那种传统打稻的方式，虽然已成为历史，仍然让我感觉时光似水流年，那
种场景，那种景致，那种让生命和心灵春潮激荡的乡间风情，是云蒸霞蔚的梦，是心驰神往
的魂，是云舒云卷的情。如今，现代农业已经实现了机械化，播种机、收割机、拖拉机……
大大提高了生产力，现代的农民再也不用人海战术了，那些起早摸黑忙于抢收抢种的场景已
成历史，人们再也不愁因人手不足而耽误了农忙季节。
在路上，一位老爷爷带着孙儿驾驶着电瓶车，把一袋袋稻谷运在回家的路上。爷爷满面春
风，把孙儿放在座位上的车把中间，一边开车，一边搂抱孙儿，嘴里还在哼着丰收的小曲。
爷孙俩眉飞色舞，欢歌在村村通的大道上荡漾，那歌声像飘飞的彩练，在村村通道路的琴弦
上，跳动着，弹奏着优美动听的旋律，撩拨起丰收季节的幸福欢歌。
我望着那些稻谷，被老爷爷运回家里，堆放在庭院的稻场上，堆成了一座座金字塔。推开铺
晒时，空气中弥漫着稻谷的清香，温馨恬静的晚霞，把黄澄澄的稻谷映得红彤彤的，稻谷好
像披上了一层纤细的红纱，闪耀着五彩缤纷的光芒，美丽了庭院，映红了老人和孩子的笑
脸。他们欢声笑语，其乐融融，享受着幸福而又美好的天伦亲情。
爷孙俩脸上的灿烂笑容，让我思绪万千，也让我感慨万端。是啊，多少生命在欢歌声中感悟
着生命的情趣与活力，平平淡淡地生活，从从容容地坚守，幽幽暗暗地寻求，反反复复地渴
望，也就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金色的丰收喜悦绽放出生命奥妙的光芒，把握住这个世界，
从不放弃，也不言弃，这是稻田止步的往事，也是心灵海洋的歌声。
傍晚，风儿也仿佛哼起了小曲儿，夹着稻谷散发出来的清香味道，拂过村庄，掠过小溪，绕
过山岗也穿过云雾迷离的远方，天空流光溢彩，乡野里飞翔的笑声带来了好运时光，也带来
眩晕一般的恬静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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挚爱亲情
□六安市解放路第二小学    李    伟 
二弟比我小一岁，他出生在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那是个自然灾害频发和节约的年代。为了
一家人的生存，为了养家糊口，在小弟出生过后，父母不得不忍痛割爱把刚满周岁的二弟给
了别人家抱养，从此，二弟离开了自己的亲生父母和骨肉至亲。二弟的养父养母家境不是很
好，养父是普通的工薪阶层，养母是家庭主妇，生活也只能勉强过得去，并不富有，但他们
对待二弟就像对待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使二弟能在温馨的环境下健康成长，重新找回了家
的温暖和人间亲情。
一晃到了上小学的年龄，我和二弟同在一所学校读书。世上最珍贵的是人间亲情，由于二弟
的养父养母文化不高，二弟的成绩不是很好，作为兄长的我，只想在生活和学习上多帮助
他，多关照他。小学的五年时光里，虽然我和二弟不是生活在同一个家庭里，但我对二弟倾
注了一个兄长的责任和关爱，使二弟能在一个温馨和谐的环境下完成学业。
升入中学以后，我和二弟在不同的中学就读，平时很少有机会见面，但我时常留意他的消
息。中学毕业后，二弟在家呆了几年，那个年代工作难找，能有一份收入稳定的工作很难，
但二弟没有消沉，靠着勤勉和出色的能力，在城市里摸爬滚打了几年。在国家提倡自谋职业
的感召下，九十年代初，二弟租了门面，做起了服装生意，成了家。后来二弟的养父养母相
继过世，但不管以后的生活多么艰难，都阻挡不了二弟追寻幸福生活的信念和向往。
经过严冬的人才能体会到太阳的温暖，被难熬的饥饿感折磨过的人才能品味出粗茶淡饭的香
甜。父母的亲情付出，一生操劳，换来的是儿女们的前程。小弟高中毕业后应征入伍，在部
队摸爬滚打了几年，现已成了家、立了业。小妹幼师学校毕业，被聘为幼儿教师，也组建了
幸福的家庭。如今，操劳了一辈子的父母都从教师岗位上退了休，在家安度晚年。上世纪90
年代末，二弟在商品批发市场拥有了自己的门面房，由于诚实守信，善待顾客，生意做得还
好，前几年二弟又在市内购置了一套住房，130余平方米，装修过后的房屋，显得典雅气
派。如今，二弟一家三口日子过得其乐融融。二弟的性格有些倔强，平时很少回到自己亲生
父母的身边来，但为了血脉相连的亲情，每年春节，二弟都会捎带些礼物，回到家中看看自
己亲生父母，在一起吃个团圆饭。几十年的亲情，风雨坎坷，使二弟变得坚强，成熟了一
些，从懂事之日起他就身处在动荡窘迫的生活之中，由于过早地失去了父爱和母爱，更使他
饱尝了人间的痛苦，小小年纪就承担起家庭生活的重负。
人生旅程中，二弟所经过的挫折和磨难及吃过的苦要比我们兄妹多的多，但二弟靠的就是自
尊、自立和一种自强不息的信念，为自己的幸福生活撑起了一片蓝天。人生中许多事情是自
己改变不了的，只有生活充满感恩的人，才可体会到生活的幸福和快乐，作为兄长，我衷心
地祝福二弟，家庭和睦，生活幸福。

夏日清荷                                        □蚌埠市第三中学    徐朝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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