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童
年
的
那
扇
窗

□
胡
美
云

□ 李 晓一座山的脉动

□ 张 正

万把钩

10
2023年9月7日星期四
值班主任：彭桐 责任编辑：陈婉娟
美编：王发东 版式：张蔚 校对：黄红花 投稿邮箱:hkrbfkb@163.com

阳光岛作
品

滋
润
眼
帘
的
祝
福

□
丁
太
如

是谁无私地奉

献，丰满了我飞翔

的羽翼，让所有蝴

蝶的蹁跹舞姿，有

了诗歌的灵感？

是谁托起的太

阳，明媚了我想象

的空间，让所有庄

稼的拔节生长，有

了感恩的情怀？

于是，雨季中

的等待有了声音的

陪伴，就像那首远

去的歌谣，在季节

的轮回中有了一种

颜色。

没有 去 设 想

旅途的远近，那开

满沟沟坎坎的油

菜花，已穿越黑夜

的子午线，深情地

出现在我流动的琴

弦上。

没有去捧读春

天的诗句，那平平

仄仄的诗韵，已陶

醉了被目光温暖的

文字，长长短短地

排列成春风中绿色

的问候。

伫立于一个人

的村庄，日子和老

照片一样，在光阴

的流淌中，有了柠

檬色的向往，有了

生活火星的四溅。

其实，能否想

起油灯下批改作业

的背影，已不是很

重要，重要的是那

滋润眼帘的祝福，

已经越过季节怀想

的高度。

田埂边，屋山头，到处可见这种

叫万把钩的低矮植物。葱嫩时节，

它们不显山不露水，只是心形的叶

子比一般杂草大，植株有点像毛豆、

棉花年少时光。

它们的果实却不及毛豆米大，跟

成熟的晒干的黄豆粒差不多个头。

果实椭圆形，两头带点尖，身上呢，则

像刺猬，像鸡头莲，像板栗外壳，长满

了利刺。那利刺，青绿的时候还柔

软，经了夏天，到了秋天，不但变硬变

尖锐了，连颜色也变了，变成了像成

熟的豆荚那样的灰褐色。

小时候，在万把钩变老变硬的季

节里，也是男孩子“作恶”的日子。男

孩子常常会悄悄地摘下几粒万把钩，

攥在掌心，突然从背后抹在家里姐姐

的长发上；在上学放学的路上，也会

有男生不动声色地用拇指把万把钩

弹在同行的女生的长发上。

恶作剧被眼尖的其他孩子发现

并告知后，长发上被沾了万把钩的

女孩，往往龇牙咧嘴、小心翼翼地把

它们一个一个扯开，常常越扯，头发

就缠得越紧、越乱，最后索性取出铅

笔刀，在其他女伴的帮助下，把那几

绺头发一根一根割掉。

等女孩子们收拾好自己，疯狂报

复的时刻便到了。她们捋下更多更

成熟更坚硬的万把钩，双手捧着，追

上在一旁幸灾乐祸的男孩子，不问青

红皂白，毫不吝惜地捂在他们的头顶

上，又按着脖子，用力揉了揉。男生

们知道犯了错，躲闪着嘻哈着半推半

就地接受惩罚。他们想着反正头发

短，万把钩沾上了也很容易解下。

最不乐意受到万把钩攻击的，

还是那些爱美的留着乌黑长发、扎

着粗辫子的女孩。可是，乡下的女

孩子，谁的长发上没有被调皮的男

孩子沾过万把钩呢？乡下的男孩

子，又有谁没有在女孩子的长发上

试验过万把钩的威力呢？

许多年后我才知道，万把钩的

学名叫苍耳子。很好听的一个名

字。而另一种叫牛蒡子的中药材，

居然也叫万把钩，它们是不一样的

东西，撞名了。

□□ 陈文祥

木条椅之恋

我住的这个小区，美得一塌

糊涂，就是睡着能笑醒的那种。

建筑风格，是小城独一无二的

欧式。配套设施，绝对高大上。置

身其中，恍若世外桃源，人间仙

境。尤其绿化，更是匠心独运，四

季常青，姹紫嫣红，花香扑鼻。

小区有一溜儿铁脚木条椅，

弧形一字排开，一张可坐五人。

面朝鱼儿游弋的浅浅池塘，背倚

郁郁葱葱大树，常年静悄悄蹲在

花丛间。

不知从何时兴起，小区这些

木条椅，成了老年人的最爱。银

发飘飘的老人，坐成一条龙，变为

小区一道独特的风景。

早饭碗一丢，拄拐棍的，拎保

温杯的，弯腰曲背的，不吵不喊，

一步三摇，从各自家中出来，赶戏

场似的，坐到木条椅上，一坐就是

半天。下午，睡一觉，再回坐木条

椅，直坐到夕阳西下，才归家。

老头老太坐木条椅，有瘾。

像上班一样，几乎按时按点。其

实，天天坐木条椅上，无非看看，

看人来人往，看花开花谢；无非聊

聊，聊家长里短，聊锅碗瓢盆。

看够了，聊累了。老人们就雕

塑一样静静地坐那，无非歇歇，无非

眯眯。反正，一杯茶能啜半天，迷你

随身听一段淮戏能听上十八遍。

木条椅仿佛有神奇的魔力，

老人一个个乐此不疲，每天满

座。现在僧多粥少，有人竟主动

从家中搬来木椅方凳，加座了。

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木

条椅肯定有爱的密码。

都说，家是温暖的港湾，对于

老有所乐的人，这话千真万确。

可有些老人，每天形单影只，日子

清汤寡水。整天困在火柴盒样的

房间，不是吃了睡，就是睡了吃。

常常连个搭话的小猫小狗也没

有。留守、丧偶的老人，则更孤

独，更寂寞，更冷清，更难过。

有些开明的老人，也想晚年

乐乐。比如，旅旅游，跳跳舞，上

个老年大学什么的，可总有尾巴

拖着拽着。接送孙子孙女，看家

烧饭。我们小区 20栋上千户，真

正老有所乐的老人，屈指可数。

中国老年人生活现状调查报

告显示：“大部分老人觉得活得很

枯燥！”如是，老人黏上木条椅，有

什么稀奇呢。

木条椅一坐，老人堆一扎，好

比鸟归林、鱼入水。闲谈拉呱几

句，就热乎了。老哥老姐团团头，

照照面，感觉就有了，心情就好了。

抱团取暖。这就是木条椅的

爱的密码。它，同时也提醒天下

儿女：家有老人，別只盯在吃饱穿

暖上。

■■ 谭冰

窗 外
（外一首）

七曜山上，最早披上清晨万丈霞

光的金色衣裳，是“呼呼呼”转动的大

风车。

在连绵山峰间高耸入云天的大

风车，它是风力发动机，也宛如七曜

山转动的时针，那巨大叶轮，在宝石

蓝的天空下，与日光辉映，发出炫目

的道道银光，将一夜沉睡的七曜山唤

醒照亮。

晨光中的喷薄日出里，一个人从

山下驱车来到七曜山顶，他赶来，是

给这故土之山道上一声早安，这是他

多年养成的习惯。

这个人叫朱三娃，山里人一直喊

着他的乳名，而今迈入知天命之年。

19岁那年的一个黄昏，朱三娃在七

曜山的暮色里，坐上一个乡人的摩托

车去外地打工，一条延伸到乡上的窄

窄土路，摩托车卷起滚滚尘灰。奔波

与漂泊在异乡，朱三娃吃尽了苦头。

苦尽又甘来，敢拼的朱三娃在上海从

回收经营废品开始起家，先后干起了

10 多种职业，一直到承包工厂、酒

店，朱三娃成了一个有钱人。

在七曜山黑漆漆的水杉树下，我

问朱三娃，你那时有钱，到底有多

富？他回答，至少在上海可以买上十

几套房子吧。我再问，为何不在上海

买房住下来？朱三娃随手在树下扯

上一棵狗尾草送入嘴里咀嚼了几下，

他想了想说，还是这山喊我回家的。

苍苍莽莽七曜山，7个浩大山头

如奔跑巨兽在大地之上奇峰凸起，以

日、月、火星、水星、木星、金星、土星

依次命名，在山民们心里，它是神一

样的存在。

朱三娃告诉我，当年他离开那个

叫土庙的村子，还是因为穷。祖祖辈

辈的先民们在七曜山佝偻着身子走

过一辈子，匍匐在土里翻滚求食，一

介草民，最后埋在土里，隐入尘烟，蒲

公英一般飘过薄薄一生。朱三娃至

今还记得七曜山上一首辛酸的民谣：

“七曜山，雾沉沉，包谷羹羹哽死人，

下到山下，米汤也要喝上几十盆。”那

些年，七曜山的黄土里，主产三大坨：

包谷、土豆、红薯。七曜山下稻田多

一些，稻子熟了，山上山民梦里也伸

出手去摘一把稻子，在嘴里嘎嘣嘎嘣

嚼上几口。

朱三娃离开村子时，去祖辈们坟

前磕上一个头，嘴里喃喃：“老辈子

们，我还是要回来的。”

朱三娃没忘记当初在祖辈坟前

许下的诺言，他要回乡。催促他抬腿

回乡的，其实还有3千里之外七曜山

的绵长呼唤。故土之上的七曜山，对

在上海的朱三娃发出脉冲一样的信

号。他告诉我，走在上海的街头，一

天一天抬高天际线的高楼大厦，让他

微微头晕，总感觉腿肚子里在抽筋。

朱三娃腿肚子里感觉抽筋的地

方，是七曜山上蔓延在身体里的故土

根须，它在心里也扎了根，成为灵魂

的一部分。

归去来兮，朱三娃回到七曜山那

年 36岁，他用 17年时间在心里反反

复复丈量与故乡的距离。17年，他

发酵着对故土的感情，也酿成了时间

的醇厚陈酿，他要回家，与老乡们一

起慢慢享用这杯乡情老酒。

路是大地的血管。七曜山通往

外面的路，在灌木荆棘丛中窜动的

是泥泞土路，没一条好路，寂静七曜

山怎么能够真正苏醒过来。回乡第

三年，朱三娃个人出资 50多万元修

通了一条 7公里的盘山公路。感动

的乡民们在村道上为他竖起了一块

功德碑。

一条路，活络了大地的动脉。路

通了，朱三娃先后从事天麻药材、蔬

菜种植等农业产业。云蒸霞蔚的七

曜山，开始回报这个归乡的游子。

“从来没有穷山，只有穷人。”这

是一个七曜山山民去世前留下的遗

言。他的这个遗言，回荡在七曜山。

七曜山里有宝藏。据科学考证，

七曜山一带是没有受到冰川袭击的

少有大陆板块，埋在地下的各类矿产

资源丰富，只是在等待在一个恰当的

时间被唤醒。

七曜大地之上，是连绵的水杉、

落叶杉、云松、大枞树、槐树……我在

七曜山上凝望过这些树，感觉这些树

与我在默默中相互辨认，在云海星辰

之下，这些树宛如幽蓝眼瞳，打量着

七曜山上芸芸众生的命运，也打量着

世道人心。

七曜山上的目光，被朱三娃稳稳

地接住。乡民们也等着朱三娃给他

们闯出一条路来。

5年前，朱三娃在七曜山上开发

出 500多亩李子园，这是一个命运共

同体，他用公司加村集体、加农户的

方式，把李子园的收益分配延伸到乡

民们手里。

李子园主要种植晚熟清脆李和

脆红李。中秋前夕，我在李子园里留

连，漫漫果香在山风送爽中浸润肺

腑。紫红发亮的李子上有一层白粉，

一串串沉甸甸地缀满枝头。朱三娃

采摘了满满一篮子李子，让前来做客

的游人品尝。我刚咬了一口，果肉多

汁，脆甜清香，这是七曜山天光雨露

中孕育出的果香，一瞬间，我身体里

贯通了它的迢迢山水。

李子园下套种了中药材大黄。

朱三娃对我说，大黄散发清香之气，

也微苦带涩，是让乡民们不忘过去生

活的味道，它与李子香甜的味道融

合，才构成了人生百味。

在李子园里，有 100多桶中华蜂

蜜。朱三娃请来的养蜂人，是七曜山

下干坝子民居的郭老大。郭老大住

的那老房子，在一片稻田之上层层叠

叠铺开，这个古院落建于清末民初，

合院式布局，土木房屋为抬梁式与穿

斗式混合梁架结构，硬山房顶，青瓦

屋面。我去老院落里，金黄玉米棒悬

挂屋檐下，让老房子如上了色般顿时

生动明亮起来。我进入一间乡民房

屋，地气清凉浸骨，老家具上有粉尘

簌簌而落。一面老墙上，挂着这个乡

民的父辈遗像，目光沉沉中依然凝视

着在世亲人。

养蜂人郭老大告诉我，他住在祖

上留下来的老房子里，这辈子肯定不会

离开。这些年来，七曜山被一波一波

来的开发者、游人唤醒了。在一座山

的呼吸吞吐里，有乡民们喜悦的等待。

郭老大在李子园里从事的，是一

项“甜蜜的事业”。每天，他望着那些

蜜蜂在七曜山的果园、菜园里进进出

出，它们薄翼如舟，穿梭在群山的花枝

乱颤中。荡漾在花海之上的蜜蜂吮食

花粉后，带着圆滚滚的肚子飞进蜂箱

中，每逢这时，郭老大就带着一种享受

而期待的心情望着这些心上的宝贝

们。最让郭老大享受的片刻，还是他

摇出蜂蜜时，金黄浓稠的蜂蜜一滴滴

流下来，在通透阳光下有些晃眼，沁香

扑鼻，他忍不住深呼吸，好香！而今，

朱三娃还想把这项“甜蜜的产业”做

大，他要让蜜蜂的百万大军飞舞于七

曜山的山谷沟壑之中，千万朵花瓣高

擎起欢迎的“酒杯”，七曜山就迎来了

香透的日子，父老乡亲们安逸的日子。

朱三娃也有自己的享受时刻。

那就是他常常驱车到七曜山上，登上

海拔 1762米的沙坪峰顶，翻滚云海

处，呼啸风声里，风车转动。他听说，

这里一台风车的叶轮每转动一周，可

以产生约 1.4度电，这里产生的税收

一年就是1300多万元。

在风车的转动里，朱三娃嗅到

的，是七曜山上云水、森林、稻浪、果

园、蔬菜的气息，还有艳艳牡丹园、牛

羊满山坡的草场气息。在这些动人

心魄的气息里，是属于七曜山的畅快

脉动，万物自由生长，大地慈悲恩慈。

当三妹和小弟相继出生后，我自

由的童年结束了。

“小美云诶，去给弟弟洗下尿布。”

“小美云诶，妹妹哭了，你哄一下。”

“小美云诶，快点起床，我要到

田里去了，家里给你，你看好弟弟和

妹妹。”

一个仅仅十岁的孩子，忙得像个

大人。隔壁的大奶奶曾不止一次对

我母亲说着：“大娘啦，你看你家大伢

带小伢，大伢可怜，小伢遭罪哦！”

可是，母亲又有什么办法呢？在

那贫瘠的年月里。

同龄的小伙伴陆续上小学了，而

我被母亲依赖着，带着两个妹妹和弟

弟。母亲不止一次愧疚地对我说：

“小美云啦，你就不要读书了吧……”

心里是怎样委屈的，现在不记得

了，只记得我经常去和平小学“看

课”。我带领“儿童团”走进校园的时

候，负责看钟打上下课铃铛的校工不

在，铃铛在屋檐下晃荡着。我喜欢听

学校的铃声，每当铃铛响起来的时

候，便有许多只鸟飞起来，它们掠过

树梢，飞过长空，天空便越发的空了，

远了，蓝了，心里那团解不开的云，便

越发浓了。

和平小学仅有一二年级，两个

班，三个老师，几间简陋的教室，一个

平坦的操场，上面除了蔓草和结着红

果子的小灌木，便是光秃秃、踩得平

滑的黄土地。学校的门是大开的，风

自由来去，村里的狗也可以摇着尾巴

自由出入。

记忆最深刻的是学校的窗户。窗

户是木格的，木条不是木匠刨出来的，

多是原生态的松树或杉树木条，因为

不断有人摩挲，它们便如包浆一般润

泽，如桐油油过那般光滑。窗户很小，

且不是玻璃，采光便不是很好。我记

得那时候还没有通电，屋里靠自然采

光，讲台上的老师影影绰绰着。

我趴在木格窗边看课。校园里

那么静，静得听得见鸟的鸣啭啁啾，

听得见扁豆花开放的声音，听得见蝴

蝶扇动翅膀的声音，听得见弟妹们讨

论蚂蚁抬食物的声音。我关掉耳朵

的听觉器官，努力用眼睛捕捉三尺讲

台上那个叫“老师”的人。老师的声

音那么模糊，就像夜航船的汽笛，就

像一盏远去的渔火，就像梦里谁的笑

容。我只能隐隐约约地听，大多时

候，我只是在看，我多么希望，那间叫

“教室”的屋子里，有我的一张桌子。

仇老师看到我了。他愣了一下，

一时忘了要说的话，停滞了一下，又

开始上起课来。他的目光不时扫过

来，带着怜惜。我读懂了他眼里的爱

怜，便不再担忧他让校工驱赶我出

去，便敢扒着窗户，想让自己离得更

近一些。仇老师的声音高了一度，我

听得清楚多了。

有一次，弟弟忽然哭起来，原来

他不小心摔倒了。我只好跑过去抱

他，哄他。这时候，下课铃响了，仇老

师夹着书本走出来，他来到我面前，

笑着说：“丫头，你听，你妈又在喊了

——小美云啦……”停了会儿，他正

色说：“小美云啊，你要上学啊！”

与仇老师渐渐相熟，我便天天来

听课了。是的，听课，不是迷迷糊糊

地“看课”。有很多时候，仇老师把我

喊进教室，坐在请假的学生座位上，

和学生们一起听课。

仇老师，他是多么喜欢爱学习的

孩子啊！

“小美云，你一定要上学啊！”他

总是这样对我说，叹息并劝导着。

当最后一名同龄的小伙伴入学

后，我隐忍很久的眼泪终于决堤了。

素来坚强的母亲软下来了，只记得她

和老师打了招呼，先欠着学费，我便

算正式上学了。

很多年之后，我也成了一名教

师。我不敢说自己能给孩子们带来

多少深厚的学养和远大的前程，但我

一定会把爱和希望接力给他们。教

育更多时候，不只是传授知识，而是

在他们的心里种下爱的种子。一个

具有爱的能力的人，他的人生一定不

会差；而爱的能力，无非是可以打开

自己的窗户，也能为别人打开窗户。

人到中年，经历过很多事，闯荡

过很多门，却一直记得那扇窗，那扇

用爱打开的窗，那扇充满光和热的

窗，那扇温柔的窗。

那扇窗后，面容永新，我也会坐

在窗后，对着每一个面孔微笑。

天涯诗海

窗外有一棵树，与另一棵

树蓬荜

枝头压满了青果，如核桃

一种于我司空见惯

知了的鸣叫此起彼伏

却在认知世界里

总喜欢以不同的形象呈现

有人叫它核桃树

有人称它胡桃树

它果叶满树，迎风招展

状若华盖 那才叫一个好看

北戴河夏天的傍晚

羞答答的叶片

如孙女拳头大小的核桃果

令人浮想联翩

胡桃树下，两张钢制的圆

桌和八张铁椅

硬邦邦的一点也不浪漫

几个人聚在一起

其场景和物像皆取自日常

顽固地纠缠

记忆深处的那座南山.

植物都有自己爬高的梯子

但多数都没能高过，它的

基因

就像每个人的心中

都有自己的救世主

至于，有没有灵验过

天知，地知，自知

春去秋来，寒来暑往

一场暴雨停下来

缠绵的流水

把青涩的胡桃树压得一低

再低

在北戴河，他们和她们

它们肯定和雨水

交换着一生的秘密

把自己深藏在风雨里

在蝉鸣和烟火中老去

树下坐着聊天的人有男有女

在时光隧道中穿梭

每一次回忆

每一次风雨卸下的疲惫

都会被它宠爱一次

好像风雨中

摇曳的树枝和核桃

一次次地掏空了命运

只在尘埃里留下一粒粒饱

满的种子

在来年可供希冀的绿意

在尘世间气象万千，荡起

涟漪

带着孙女去北戴河

坐上北去的高铁

遥望平原的土地

感受幸福

我的生活有新鲜的泥土

大山的夜属于昆虫

紫红的花朵虚构着海边的春天

没有理由地欢笑着

白色的泡沫 滋润开来

一切来去不知不觉

我指着天际飘来的白云对孙女说

一朵浪花

咆哮地在身旁开了

我满世界地寻找自己的影子

唯有天使牵着我的翅膀

寓言般生活在白云下

轻轻地听孙女吟鹅鹅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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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表情乡村韵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