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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谷场上的流年
□定远县永康中学    胡兆喜
“咕咕——咕咕——，阿公阿婆——；咕咕——咕咕——，割麦插禾——”
布谷声声催麦黄。
聆听着田野上空这熟悉而又亲切的鸟鸣声，我的思绪不禁飞回到儿时的打谷场上。
五黄六月天，麦子收割在即，家家户户都忙着将闲置了一冬一春的打谷场重新“包装”一
番，先锄松焦干的地皮，然后均匀地泼上水，撒上一层稻壳或碎草末儿，最后套上石磙子驾
着老牛，一遍遍地碾压结实，这样，一个承载着农家几多辛劳和几多欢乐的打谷场便整好
了。
接着，收割的麦子运上场，铺陈、曝晒、脱粒。这时节，打谷场就成了乡村欢腾热闹的海
洋，男人女人齐上阵，碾场，翻场，扬场，扫场，运粮，堆草垛……虽说人们在打谷场上挥
汗如雨，奔忙不歇，但却个个面带喜色，欢声笑语不断。
此时，我们这些孩子也不得闲暇，奔前跑后忙着给大人们端茶送水、收拾农具，更多的时候
也要拿起“家伙”，跟着爹娘像模像样地叉、扫、翻、扬……常常也会累得我们叫苦不迭，
甚至东躲西溜，想法儿逃离这火热的“战场”。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有次我向娘抱怨说：
这麦场怎么老打不完了呢？娘笑着打趣我：傻瓜，真要有打不完的麦场就好了，咱家就发财
了，能盖楼房瓦屋给你娶小媳妇了。带劲儿干，等麦子收了，娘给你买双球鞋穿！果真，母
亲没有食言，麦季一过，我就穿上了当时十分流行走俏的“小白鞋”，很是羡煞了村里一大
帮小伙伴们。
虽说白天的打谷场似乎是孩子们的“麦城”，让我们劳累和抱怨，但是夜幕降临之后，平整
宽敞的打谷场就会变成我们尽情享玩的乐园——夜晚，我们要陪着大人们一起“看场”。
这个时候，打谷场上白天的那种火爆热闹的氛围已渐散去，但见月朗星稀，清风徐来，新麦
飘香，正是舒缓筋骨、放松休闲的好时光。大人们结束了一天的劳累，斜倚在临时搭建的草
铺上，抽烟，品茶，谈天气，说收成。我们这些孩子便疯野起来，翻跟头打把式、钻草垛捉
迷藏、分派攻占“粮垛”、跑着喊着追捉萤火虫、比赛数天幕上的星星……耍累了就围坐在
大人们的身旁，央求他们说妖魔鬼怪的故事。往往，听着听着就会吓得躲进草铺上暖乎乎的
被窝里紧紧地蒙了头……
现如今，麦子的收割、脱粒以及秸秆处理等工序，完全由大型联合收割机在田野上一气呵
成。家前屋后，那些曾经盛满庄稼人欢声笑语的打谷场，早已被栽上了树，或被开辟成了农
田、菜地。麦收时节，打谷场上那挥汗如雨、火红热闹的氛围，以及童年时我们最享乐的“
看场”情景，或许只能永远地闪现在我们的记忆深处，偶尔慰藉一缕怀旧的心绪……

小放牛
□芜湖市火龙岗中心学校    甘绍忠
晨曦牧犊眼惺忪，草甸酣然在梦中。
阿姐秧田呼发小，蓬头赤脚突西东。

挖莲藕
□芜湖市湾沚区文联    朱幸福
去乡下时，偶然看到大片的藕塘，有几个挖藕人穿着连体皮裤靴，手里拿着水枪，对着水下
藕的根部猛冲。水流冲击之下，泥浪翻滚，一窝窝雪白的藕完整地浮出水面，漂满整个荷
塘。挖藕人划着小船将这些藕捞上来，卖给等候在路边的藕贩子。在感叹科学技术将挖藕人
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了出来的同时，不由想起往日职业挖藕人一人一锹单打独斗的情
形。
记忆中，挖莲藕也在这般时节。天气晴朗，阳光璀璨，田野里一片枯黄，只有刚长出的油菜
和小麦苗透露出生命的绿色。荷塘里的水早就被抽干了，翠绿圆盘似的荷叶也被秋雨打成焦
枯的碎片，只有曲折凌乱的枝干还散落在塘面。三两个男人穿着齐腰的连体靴裤从塘边下至
塘中，选择枝干密集处开挖。表层的泥土很黑很软，很快被清除到一边，露出藕的根茎。顺
着根茎再往下挖，泥土逐渐变硬，挖出来堆放在藕坑边沿，阻挡四周涌过来的烂泥。根茎渐
渐变粗，颜色渐渐发白时，就看到藕了。这时要仔细观察，非常小心地顺着藕的走势下锹，
免得把藕挖破挖残。一旦破了藕的品相，烂泥会流进藕内孔，不好洗净，时间放长了还会腐
烂。有时一窝藕和其他另一窝藕上下左右、内外交错，那就得更加小心地一面将藕坑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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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面小心翼翼地用手抠泥。有时一窝藕确实很大很长，实在无法保证将一窝藕整体取出，可
以从藕结节处折断，将藕一段段取出来。这样的藕虽然外面全是泥巴，但里面没有被泥水污
染。一窝藕挖完，再沿着发现的新的一窝藕的踪迹追挖，不断向塘的中心和周边扩展。挖
藕，一般不会将整个塘的藕全部挖完，都会在边角丢下几小片不动，这些留下的藕种来年春
天会发芽生长，并且会继续爬满整个藕塘。
挖藕是个体力活，更是个技术活，一般的人干不了。年少时看村里挖藕师傅挖藕，我们也会
在塘边上挖，想弄点解馋。挖藕师傅从不让我们去深处挖，有时甚至从自己挖好的藕中捡些
扔给我们，怕我们把藕挖断、挖残，影响他的收入。
藕在水中洗净，生吃，很脆很甜；回家炒熟、煮汤，味道鲜美；还可以将糯米灌满藕孔，蒸
熟，切成片，再浇上糖水，撒上桂花，那可是酒席上上等的美食啊！

野蔷薇                                                                          
                                                     □祁门县胥岭学校    孙祁岗/
摄 

爱洒人间
□六安市紫竹林小学    李   伟
近年来，城市中功能完善的住宅小区如雨后春笋般的涌现，我居住的小区位于皋城的繁华地
段东大街，这里以前是一条小街老巷，小街周边店铺林立，没有什么配套设施，遇上节假
日，整个老街被行人堵得水泄不通，苦不堪言。上世纪90年代末，为了缓解群众出行难住房
难问题，市政府开始启动了“民生工程”建设，彻底改造小街老巷。随着城市节奏加快，让
人们处处感受到生活的便捷和舒适，并积极申报和争创全国文明城市和国家卫生城市等称
号。
如今，在我居住的小区楼下，树木林立，绿草如茵，花团锦簇，让人目不暇接，亭台楼阁，
曲径通幽。当早晨的第一缕阳光照进小区时，整个小区开始复苏了、沸腾了。人们开始了一
天的忙碌，上班的上班，摆摊的摆摊，孩子们蹦蹦跳跳背着书包走进校园。落日余晖，人们
回到家中，又奏响了锅碗瓢勺交响曲，吃过晚饭，一家人享受着亲情，或聊聊天或看看电
视，可以稍事歇息，也可以到楼下的中庭花园去坐坐，让清凉的晚风洗涤去一天的倦意，享
受着温馨带着幸福的感觉进入甜美的梦乡。
我家这幢楼居住着一些工薪阶层和生意人，还有为数不多的机关公务员。一单元的301室，
住着一位姓周的大妈，七十多岁了，由于子女不在身边，老人平时一个人过，生活来源靠儿
女们接济。大妈平时喜欢养养花，种种草，她家门外附近有一个50余平米的平台，已打上了
一人多高的围墙，里面种植着桃花、月季、兰草、茉莉、玫瑰、梅花等一些时令花草，一年
四季，香飘四溢，竞相绽放。平时，大妈经常把整个楼梯口及外围过道打扫得干干净净，让
每天上下楼的人无不感到温馨、惬意。前年的夏天，很长时间都没有见到大妈忙碌的身影，
她栽种的花草也失去了原有的光泽，有些开始枯黄落叶了，由于缺水少肥，有些花草开始枯
萎了，让人感到揪心和惋惜。一打听，原来大妈不慎得了一场病，在医院躺了近三个多月，
经过调养，大妈的身体渐渐康复了。第二年春天，围墙里种植的所有花草，经过大妈的精心
呵护，又重新焕发了生机，又让我们这幢楼的人们重新闻到了花香，也让整个楼院充溢着以
往的温馨。
我家楼上住着一位姓何的大叔，大叔是某企业的退休职工，靠微薄的退休金度日。老人的嗜
好就是看看报纸和电视。每天天刚蒙蒙亮，老人的房门就被轻轻打开，他走出家门，到公园
去溜达溜达，呼吸一些新鲜空气。大叔平常烟不抽，酒不沾，走在路上，见到这幢楼住的任
何人，他都主动打个招呼，热情地问个好，所以大叔的人缘特好。为了摆脱枯燥乏味的生
活，大叔自费订了两份报纸，每天都能见到他在自家报箱取报纸的身影。由于是楼上楼下，
两家相处的很融洽，有时楼上响动会惊扰楼下，大叔平时走路做事，轻手轻脚，遇上这样的
邻居相伴，我感到庆幸。
二单元404室，租住着一对年轻小夫妻，俩人有个刚上幼儿园的女儿。刚进城时，俩人干过
好几样差事，后来夫妻俩学会了一个手艺，在小区楼下的闹市区租了一个门面，开了一家牛
肉汤馆。开始生意不太好，夫妻俩渐渐地了解到顾客的心理需求，由于口味地道，用料纯
正，牛肉汤馆的生意渐渐红火了起来，前来店里的顾客络绎不绝，收入也不菲。如今，这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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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夫妻的生活过得红红火火、恩恩爱爱，让人羡慕。一家三口，日子过得其乐融融，生活
中，人们不分卑贱，只要勤劳，通过努力，就会改变自己的生存状况，日子就会过着温馨四
溢。
居家过日子，人人都希望拥有一个温馨、和谐、融洽的生活空间，都希望邻里之间多一些热
情、帮助和关爱，有的人心灵是一座大花园，里面开满了吐香的鲜花，能幸福许多人，小区
里的人们都从四面八方聚到一起，也算是一种缘分，这就要求大家相互体谅，多给别人一些
方便，自己也多一些宽容，邻里之间和睦为贵，人与人之间，和谐为美。多一些阳光，少一
些阴影，伸出你的手，唤起你的爱，共同去营造一个充满温馨的生活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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