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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空中，有十多只山鹰在飞舞，它们
盘旋在山顶上、田野上、村头上、干涸的
湖面上，似在驱散寒冷和孤寂。

走进深山之中，有一种回到从前的感
觉，尤其是对面山坳里飘来的炊烟，似一
缕淡淡的乡愁在风中飘荡。这样的感觉
在黄昏更加强烈，亦更能让人回到从前。

每天晚饭后，很喜欢沿着依山傍水
的环湖小道漫步。冬天的晚上，散步的
人极少，尤其是寒冷的天气，偶尔才能遇
到一两个散步的人，大家彼此都不打扰，
各自内心里装着风景或故事，散漫地走
着，悠闲地看着，或独自想着心思。

此时，湖里的水已落得干净，湖心就
像一个赤身裸体的男子躺着，露出线条
分明的躯体，给人一种坦荡舒展的感
觉。尽管天越来越黑，而湖畔那排楼房
的灯火显得柔和温情，能让道路和湖心
都看得较为清晰，且还映托出一种神秘
的味道，这种神秘似在像四周蔓延发
散。尤其是在月光如洗的晚上，四周的
山，近处的树木，远处的大桥，湖心里的
小岛，湖中的长沟等等，都笼罩着一层薄
薄的银白，宛如仙境，又如龙宫，还像几

分梦境。
偶尔，从农家房舍里飘来的饭菜香

味和夹杂着木炭燃烧的焦香味会打断人
的思绪，这样的气味通常能给寒冬带来
一种暖暖的温情，让人从孤寒中重新又
回到了人间烟火，让刚刚吃罢晚饭的人
再次产生欲罢不能的食欲。

越到夜深时，山乡的夜晚似乎深沉，
每一栋房屋都像凝固了一般，那条悠长
的小道也凝固了，甚至从窗户里漏出的
微弱的灯火也凝固了。屋檐下晾晒着忘
记收回的衣服就像一排无声站立的男女
纹丝不动，默默地守候到天亮；游荡的狗
披着一身黑色，步伐也比白天变得稳健；
林中夜鸟的鸣叫声很粗犷很低沉，似乎
要将浓黑的夜砸开一个口子。

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口子，山乡迎来
了新的一天，阳光缓慢而坚定地慢慢将整
个山乡照亮，寒气被一块一块地“砸落”，
到处都透出了光亮，遗落在湖滩上的贝壳
闪闪放光，田间地头收割后的草茬上的寒
霜融化后闪出细细的光泽，树杈上白头翁
的翅膀也染上了光芒……无论走到哪里，
都能看到闪亮，都有一种清新。

“鱼肉和豆腐哟——”卖菜人的吆喝
声由远而近，声音是地地道道的土腔，于
本地人来说，有一种被催促后的急迫，却
又无需那么纠结，反而让你从容淡定；于
外乡的我来说，有一种民歌的味道，余味
袅绕，兴味盎然。坐在楼上寝室里，一边
品着香茗，一边闲散地看书，在听到吆喝
声时，不由自主地合上书，推开窗，让那

声音听起来更真切和响亮些，尤其是在
这清冷的冬日里，那声音似乎也能驱除
寒气，让内心涌起一股温暖。

有好多次，都想象着，该有一场雪的
到来，踩在雪地里，让身后留下一串长长
的脚印，向山的更深处走去，然后隐逸在
深山中的一所茅屋里，与几位朋友一起
就着炭火把盏，大家海阔天空，醉眼朦
胧，再推开木门，往山崖处看最险峻处看
的风光，看那大雪将山覆盖，看夕阳将雪
山染成嫣红，看雪将每一个人变成洁白
的雪人。

记得有一位作家写过“冬天来了，春
天还会远么”，那意思是虽然冬天是这么
寒冷，但是距离美丽的春天也就近了。
而于我看来，无论什么季节，都有它自己
的美丽，山乡的冬天更有着一份属于它
自己独特的清寒明澈的美，只是我看得
很薄，感受得很浅而已，纵然如此，我也
喜欢山乡这种简洁明快的冬天，它不娇
柔，不做作，能让人明心见性，目光平和，
这样的冬天也是一种简单自在的修炼。

哦，对了，还有一个来月的时间就要过
年了，那个时候，山乡又将是另一番景象。

冬至山乡
●杨勤华

卜算子·候春令

●虞生

瘦水待潮生，雪树鳞苞孕。
燕在窠中望凯风，欲弄翩跹影。
童子梦追蜂，庄户田畦整。
天地生灵就位齐，静候春施令。

浣溪沙·蜡梅

●杨勤群

老叶摇风未尽凋，新黄点点著枝娇。
繁开满树远香飘。
别有清心迎旭日，原无嫰蕊惧寒潮。
春情已动看今朝。

几多风韵几多诗

●虞忠延

几多风韵几多诗，
却话军民奋发时。
硕果累累人欲醉，
银蛇乘瑞舞春枝。

雪后登高

●金仁才

阁外群峰雪后幽，
大江无倦向东流。
巳年梦里文星客，
砚墨铺阶上一楼。

腊梅迎游子

●徐普平

南来北往返乡忙，
高铁飞奔喜欲狂。
才别霓虹都市景，
又闻村口腊梅香。

年味处处香

●金秉林

超市人多年货全，

烟花璀璨夜空妍。
春联福字添祥瑞，
灯火龙腾笑语喧。

喜迎新年

●余慎身

辞旧迎新美景妍，
千家万户彩灯悬。
银蛇起舞高歌唱，
备好红包过大年。

牵手

●周恩德

坝上情人夜不眠，
缠绵龙岁到蛇年。
感恩遇见还牵手，
相约此生三万天。

舞龙灯

●江运全

璀璨华灯照夜空，
龙狮旋舞广场中。
高悬皓月映龙影，
闪烁金鳞现彩虹。
摆尾昂头彰霸气，
腾云驾雾似蛟龙。
欢声锣鼓震天地，
喜乐祥和华夏同。

归心

●虞慧忠

大道车潮奔若箭，
长街轮影去如弦。
归心恰似风追月，
一路尘烟映笑颜。

浣溪沙·春来万树发华滋

●林桂南

又到暖冬元旦时，乡村处处秀新姿。
师生健步怨来迟。
岁月白驹穿隙急，新添银发自相知。
春来万树发华滋。

迎新春诗词小辑

龙燮：
戏曲大家与清官的双面人生

龙燮，字理侯，号石楼、雷岸居士，望
江县城人，清康熙年间的戏剧家、诗人、
学者。龙燮出身书香世家，幼年有神童
之称。他6岁受业于吴廷楷门下，十岁
就熟读五经四书，12岁童子试第一，20岁
府学考第一。

童生试入场前，面对安庆知府李士
桢出的“耍孩儿抱米来试”，他巧对“朝天
子看取同升”，“耍孩儿”“朝天子” 皆为
曲牌名，可以说对得巧妙。然而，他科举
不顺，公元1663年与哥哥龙光参加乡试，
龙光中举，而他却落榜，而且终生都没有
中举。这反倒促使他在文学创作上发力
并成果斐然。

公元1675年，龙燮客居扬州时创作
戏曲代表作《琼花梦》。剧情描述的是宋
代有一书生江云仲，梦见琼花观的花神
手持一幅诗笺和一口宝剑，暗示他的前
程和姻缘。云仲醒后发现诗笺就在身
边，作者是扬州才女袁餐霞，不禁心生爱
慕之情。后来云仲又遇侠女鲍云姬，云
姬对他一见钟情，赠他宝剑，暗托终身。
之后历经种种曲折，云仲同娶袁、鲍二
女，喜结良缘，他原来的梦兆得以实现。

这部戏曲中的人物塑造非常成功：
江云仲投笔从戎，袁餐霞有胆有识、爱情
专一，鲍云姬机智豪爽。作品还表达了
主张男女平等、婚姻志趣相投的进步思
想。近一个世纪被多次刊印，获的名家
的好评，奠定了龙燮清初戏曲家地位。

受苏轼《芙蓉城》触动，龙燮创作的杂
剧《芙蓉城记》也颇具影响力：故事讲的是
芙蓉城有三千仙女，集中了“自古以来的
绝世佳人”，包括王昭君、崔莺莺等历史
和文学史上的悲剧人物。石延年任城主
后逐一为这些悲剧女性翻案，将伤害过
这些女性的男子一一予以惩处。作品进
步思想显著，就差把 “男女平等”四个
大字写上封面，在当时影响不小。

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玄烨为了
笼络天下士子之心，开“博学鸿儒”科。
龙燮考中第四十八名，经殿试，授翰林院
检讨，还参与校正《二十一史》，纂修《明
史》、《大清一统志》等，就这样，一位优秀
的戏曲创作者，进了编制，成为了清廷庞
大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

龙燮为官清正廉洁，秉持 “饿死事
小，廉耻事大”，办案秉公论断，使多名蒙
冤官员免祸，政声良好。此前他有编修
史志经历，34岁时受望江知县刘天维聘
请，出任《望江县志》总纂，可见他的才学

很受地方官员认可。他的《和苏诗初集》
《和苏诗二集》脍炙人口，《和苏诗三集》
编成后，当时的著名诗人王士祯、田雯高
度评价，认为“子瞻之后，一人而已”。此
外，他还有《改庵诗全稿》《词稿》《晴窗随
笔》等作品集传世。虽科举不顺，但龙燮
却在文学与为官上留下了深刻印记。

翰林鬼才倪文蔚

倪文蔚，字茂甫，号豹岑，1823 年
出生在望江雷港。小时候由于家境贫
寒，年幼的倪文蔚早早就习惯了以野菜
充饥，只要能吃的野菜，他扫上一眼就能
从一堆杂草里认出来。

后来他入了私塾，塾师见他聪明好
学，不仅免了他的学费，甚至经常留他吃
饭。倪文蔚也不负众望，他更加刻苦学
习，最终在清咸丰元年考中举人，第二年
又高中进士，被钦点为翰林院庶吉士。

1872年，倪文蔚调任荆州任知府，任
职期间，荆州遭遇特大洪水，倪文蔚认真
考察了当地水系，最终将目光锁定到万
城堤，他将此堤视为治水的突破口，不断
地进行修复加固，为当地防洪事业做出
了巨大贡献。倪文蔚离任后，继任者在
这一堤段又加修了七里庙至拖船埠驳
岸，为纪念倪文蔚治水功绩，百姓亲切地
将此堤称为“倪公堤”。

在荆州主政八年，除了治水方面的
成绩之外，倪文蔚还撰著《荆州万城堤
志》、主修《荆州府志》，前者为荆江堤防
史志的开先河之作，后者是封建时代荆
州地方史志的集大成之著，在名城荆州
留下了浓烈的个人印记，一百多年后依
然为人称道。

倪文蔚离开荆州之后，开启了火箭
式升迁：先是擢升为河南开归陈许道，几
个月后就升为广东按察使，第二年任广
西布政使，第三年又升为广西巡抚，第四
年调任广东巡抚。

在广西任职时，面对镇南关外匪首
陆之平勾结股匪扰乱边境，倪文蔚果断
派兵围剿，一举摧毁匪巢，将匪首陆之平
等人缉拿斩首，维护了边境的安宁。后
来中法战争爆发，法军侵略越南，企图利
用红河作为入侵中国云南的通道。倪文
蔚又和彭玉麟、张之洞、冯子材等人一起

率兵反击，最终收复了失地。
1887年 5月，倪文蔚到任河南。当

年8月，黄河在郑州决口，倪文蔚又临危
不乱，和河道总督成孚一起组织民工抢
修河堤，堵筑溃口。他不仅自己带头募
捐，还设立了“工赈营”，以工代赈，既解
决了筑堤劳力的问题，又赈救了灾民。

倪文蔚不仅在政治和军事上有卓越
的才能，在文学和艺术方面也是造诣颇
深。他学识渊博，工于诗画，著有《禹贡
说》、《两江勉诗文集》、《荆州万城堤志》
等作品。《中国画学全史》中称赞他“能追
踵古人，自立门户，为一时名手”。

倪文蔚对家乡望江的感情非常深
厚。同治十一年（1872）望江发生水灾，
倪文蔚多方筹措，捐献银两购买了几万
斛大米，用船装到望江发给灾民。

倪文蔚的一生，可以说是为国为民，
鞠躬尽瘁。在他晚年，黄河泛滥成灾，他
忧国忧民，心力交瘁，最终忧悸成疾。在
他病重之时，宰相李鸿章保荐他的家奴
周福接替他的职务，倪文蔚担心周福不
能胜任，迟迟不肯交印。周福跪在他的
病榻前说：“大人靴破已不堪用。”倪文蔚
正色道：“靴虽破，底犹存。”交印时，他忧
心忡忡地嘱咐周福说：“无苦百姓。”说
完，长叹而逝。

倪文蔚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一个
真正的文人墨客，一个心系百姓的好官。

传承三孝文化，弘扬中华美德

望江县位于长江中下游北岸，皖西
南边陲，是雷池故地，不敢越雷池一步的
成语即源于此。望江不仅是鱼米之乡，
也是中华孝文化的瑰宝之地。中华二十
四孝故事中，有三孝发生在望江，所以望
江又被誉为三孝之乡。

一、王祥卧冰：孝感动天
据《望江县志》记载：王祥是晋代山东

临沂人。为躲避战乱跟随父亲来到望江
投靠亲戚，在城南的一个村庄居住下来。
王祥很小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不久，父
亲就为王祥找了一位继母。自从弟弟王
览出生之后，继母对王祥非常苛刻，经常
呵斥刁难。一个数九寒天，继母得病，想
吃鲜鱼，王祥四处买不着，于是不顾天寒
地冻，跑到村庄附近池塘解衣卧在冰上，

厚冰被他暖乎乎的身子化开一个窟窿，跃
出一对鲤鱼，王祥顾不上自己已经快要冻
僵的身体，兜着两条鱼飞奔回家为继母煮
鱼。后人敬慕王祥的孝心，将其住的村子
取名“王祥村”，池塘旁边的石桥叫“卧冰
桥”，一直延续至今。明万历十四年望江
知县杨延蔫在池边立了一块石碑，碑刻

“卧冰池”，清代望江知县刘天维写诗说：
谁争跃鲤在临沂，皖上犹传避地时。总是
人情思孝子，不妨多记卧冰池。

二、孟宗哭笋：孝感自然
接下来，我们走进三国时期，孟宗的

故事。孟宗是吴国的官员，他母亲病重
时，特别想吃竹笋。然而，冬季的竹林
中，竹笋尚未长出。孟宗来到竹林，想到
母亲的病情，不禁放声痛哭、伤心落泪。
他的孝心感动了天地，泪水滴落之处，竟
然有几枝竹笋破土而出。孟宗欣喜地将
竹笋带回家中，煮成竹笋粥，喂给母亲
吃，母亲的病情也因此好转。这个故事
不仅展现了孟宗的孝心，也让我们看到
了孝道与自然的和谐共鸣。

三、仲源泣墓：孝行千秋
最后，我们来了解唐代徐仲源的故

事。唐代德宗年间，徐仲源的父调任望
江县令，一家定居望江，故居就在如今的
太慈镇柯家畈村，徐仲源的母亲平是最
怕打雷声，每逢雷雨天，孝顺的他便紧贴
着母亲，左右护持，不让母亲吓着，母亲
去世以后，便安葬在住宅南边，每逢打雷
下雨时，他便奔往墓地，伏在母亲坟墓
上，连呼：“仲源在此、仲源在此”。当时
的县令麴信陵得知此事，便上奏朝廷，德
宗皇帝听了深为感动，便敕封他住宅所
在地为昭贤里，所在乡为孝感乡，对徐仲
源的孝德加以表彰。

四、三孝祠
宋末元初，徐仲源的后人徐天龙、徐

腾龙兄弟二人在县治北隅（小北门原县
供销职校南侧）建祠宇一所，恭奉先人徐
仲源，同时又将古时望江流传的王祥和
孟宗两位著名孝子一同立牌恭奉于祠
内，并命名该祠为三孝祠。

三孝祠建成以后，瞻仰的人们络绎
不绝，老辈人中还传颂着县令师范所撰
的对联：

“泣于竹，卧于冰，绕于墓，三孝岂寻
常孝行。

山有台，堤有池，里有墩，千秋共仰
止芳名。”

虽然三孝祠往日的景色都已湮灭，
但王祥卧冰、孟宗哭竹、仲源泣墓作为我
国古代二十四孝中的三孝，已在历史的
长河中熠熠生辉， 成为中华大地久传
不衰的千古佳话。

人文·望江（三章）

●章婷婷

从女儿怀孕生子开始，我才真正意
识到在一个家庭里，男人也应承担家务
事。正是从那时起，我开始学着烧饭炒
菜，想借此给两个女婿做个榜样。起初
掌勺时，饭菜口味如何，我心里没底，但
他们总是夸赞好吃。在这样的“阿谀奉
承”中，我的厨艺逐渐长进，而家庭里那
些琐碎的家务事，如买菜、炒菜、烧饭、洗
碗等，也渐渐都落到了我身上。不过，我
倒是很享受这种明知是“捧杀”的感受。

打开抖音视频，我特别喜欢收藏一
些介绍厨艺的短视频，并且还会私下琢
磨一些新的菜品。比如“鲜”字，望文生
义，似乎是鱼肉与羊肉混炒而来，那么鱼
是不是也可以与鸡肉等混炒，甚至与菌
类、蔬类一起混炒呢？这样不仅味道鲜
美，还能节省炒菜时间和精力，营养搭配
也更均衡。老婆多次提醒我，这样容易
串味，而且有些食材可能会相克。我反
驳道，食材之间应该不相克，否则一桌十
几道菜怎么可能同时食用呢？在实践
中，我时而能炒出一盘色香味俱佳的菜
肴，时而又会炒出一盘糊成一团、既无美
色又无美味的大杂烩。但成功的时候居
多，失败的时候少。慢慢地，我成了家庭
里的烹饪高手兼美食家。

今年春节，照例是我提前回老家，准
备过年迎宾接客的各项工作。对于今年
春节的酒席，我格外上心。因为92岁高
龄的母亲于年前仙逝，往后兄弟姐妹们
每年能聚在一起的机会就更少了，说不
定只有每年过年时的这一次拜年相聚。
过年最劳累的莫过于厨房的活儿。我本
是个很懒的人，有时也想，兄弟姐妹及外
甥多，一桌都坐不下，不如拜年时大家聊
聊天后直接去饭店，开上两桌，轻松得
多。但这样似乎少了家庭的温馨氛围和
年味。再说，我也想通过自己炒的菜，表
达出我及家人对亲朋们的一种爱的传

达。母亲不在了，相聚的机会少了，兄弟
姐妹们以后相互关照的机会也少了，我
就想借着拜年时表达一下这份爱意。

我首先在食材上用心用意，毫不马
虎。去年十月份去太湖山里游玩，在一
家农家乐就餐时，感觉那里的食材生态
质朴，有小时候妈妈炒的菜的味道。当
时我就留了个心，拍下了招牌上的联系
电话。回到家后，我立即拨通了这个号
码。一听接电话人的声音，就
知道是店老板娘。我说明了
来电之意，并开出了菜单。山
里人质朴，按我的菜单准备了
食材，还发来视频，证明一切
都是新鲜的。辅材大蒜、香
葱、香菜都是我在家照料母亲
时自己种植的，不仅没有使用
化肥农药，而且选种时也是选
择未改良的家乡品种。

为了做好这次拜年的酒
席，我除了反复琢磨收藏的短
视频，还考虑到亲友们的口味
喜好，哪个喜欢吃什么菜，哪
个喜欢什么口味，尽量做到周
全。今年拜年的酒席非常丰
盛，因为考虑得周全，自然菜
的品种也很多，满满一桌都堆
不下。看到辛苦一年的妹妹、
妹婿们，总想让他们多吃些；
看到生龙活虎、走南闯北的外
甥们，也想让他们品尝家里的
味道。最主要的是，我想让他

们体验一下我的厨艺。几个外甥调侃
道，好菜要有好酒才相配，说我炒了这么
一桌美味佳肴，没有茅台酒可惜了。我
没有茅台酒，拿出了外侄女送的上品习
酒。我向他们介绍，虽说这不是茅台酒，
也是茅台的邻居。我要陪酒，还要接酒，
还不忘推介每道菜。没有获得他们的赞
许，那我不就白忙活了？

他们都说好吃，在外面根本吃不到

这样美味的菜肴，并不断给两个舅舅敬
酒。母亲92岁高龄仙逝，虽有不舍，但
在传统文化中也属“白喜”。春节前几
天，小女又喜添二胎。本来没条件回家
过年，但老婆建议还是抽空回家过年好
些，因为那是我们这个大家族每年春节
团拜的大本营。于是，女婿通情达理地
把月子中的母女安顿到月子中心。

也许是氛围好，也许是我的厨艺不
错，几个外甥把两个舅舅都“放倒”了。
他们望着祖堂上慈祥的外婆像，想起外
婆在世时的点点滴滴，都不由自主地抽
泣起来。我没有抽泣，因为我醉了，一半
是酒醉，一半是心醉！兄妹们家庭美满，
晚辈们也很优秀，母亲可以放心地走了，
而我也可以专心学好我的厨艺。

今年拜年我掌勺
●徐良华

冬至前回了一趟老家，老家依旧
如故。参差不齐的竹林在萧瑟的寒风
中摇曳，发出簌簌之声，似乎在诉说着
一个耐人寻味的故事……小路拐弯处
那棵驼背的枫树，依然承受着岁月的
重荷。即便脊背弯成了弓，不肯垂下
的头也要直指苍穹。它如同一位倔强
的老人，在时光里傲视沧桑。它坚信，
只要无所畏惧，埋头积蓄自己的能量
就有支撑活下去的勇气！夕辉洒在铺
满石子的小径，仿佛给路面镀上了一
层金光。

未到家门口，先闻犬吠声。“小黑”
摇头晃脑，欢蹦乱跳迎接久违的家人。

上世纪九十年代的老房子显得
与时代格格不入。门前的所有果木
一律俯首在冬日淫威之中，失去了
往日张扬、奔放的热情。两棵桂花
树繁华落尽开始养精蓄锐，酝酿一
场来日的芳华。

唯独让人眼睛一亮的是那棵挺拔
的枇杷树。咦，只有她自得其乐，烂漫
地盛开着淡黄的花瓣，她好像忘记了
季节，在冬日的寒风中默默地，自作主
张地含苞怒放。她的主干不过碗口粗
细，但她却托举起一个偌大的树冠，树
冠上每株枝条向四面展开，几乎不留
一点空隙，努力使自己接收难得的日
光。上面的一层分枝得天独厚往上生
长，下面的一层也不甘示弱，即使被压
得喘不过气来，也要抽身探出头来仰
望冬日的残阳。

她的花儿，虽没有桂花的馨香，也
没有梅花的秀气，但她却开得热烈，开
得理直气壮。一朵堆在另一朵上面，
密密层层，仿佛心中有一种执念：不与
繁花争妍宠，我行我素酿芬芳。她黄
里透白，白里泛黄。花儿一律聚集在
每一根枝条的顶端，仰望天空，静静等
待阳光雨露的亲吻，静静等待蜜蜂的
弹琴歌唱……她在默默地向世人告
白：我生来不是为了争强好胜的。时
间会证明一切！

整个寒冬，经过霜雪雨露的孕育，
来年春末夏初，一个个橙黄橙黄的小
果实次第露出黄灿灿的笑脸，她镶嵌
在绿叶丛中美不胜收。这时你选一颗
熟透了的枇杷果，轻轻剥开皮，咬一
口，软糯可口，口舌生津。吃不完不要
紧，把果子摘下来，放在锅里煮沸，捞
上来，用罐头瓶盛装拧紧盖子放进冰

箱冷藏。谁没有过肺热咳喘，呼吸道
感染的毛病？这时你只要取一勺枇杷
羹用开水对服，没几天症状慢慢就消
失了。即使枇杷果子下市了。你只要
摘一把四季常绿的枇杷叶洗净沥干放
进锅里煮沸趁热喝下去，照样有止咳
化痰平喘之功效，且立竿见影。

每当我们一家人在品尝着酸甜可
口的枇杷果时，都会不由自主地想起
一个人来。她就是已故的岳母大人。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岳母跟随在县城
做生意的儿子住在城里。有空帮忙搭
理生意上的事，并料理家务。只要生
意上的事稍微有点闲暇时光，她就急
忙往乡下赶，她出生在农村，知道农村
所有的农事活动。遇到农忙季节她便
抽身赶往农村帮忙做一些劳动，连做
饭洗衣这些家务活她也全包了。农事
结束她就又回城去了！看到她两头奔
波，人也憔悴不堪，我们总劝她，不要
两头跑，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她总是
坚定地说：“没事，别担心！”她常常讲
述她小时候的事情，她出生在旧社会，
作过童养媳，什么重活、脏活都干过。
她常常感叹，现在的人真是享福啊！

每次在县城与乡下往返中，她的
手上拎着、肩上扛着各种各样的大包
和小包。城里没卖掉的水果带到乡
下，那些从未见过水果的乡下孩子一
饱口福。乡下出产的各种蔬菜带到城
里既省钱又放心！

她老人家一向深谋远虑。后来，
她看到市场有卖果树苗的，心想：农村
有的是土地，如果在房前屋后栽种些
果树不就有吃不完的果子吗？于是她
挑选了一些适合乡下栽种的果树苗，
并亲自栽在菜园坝上，等树苗成活后
再移栽到老屋的门口。这便有了这棵
日新月异的枇杷树！

现如今，坚强的枇杷树经历过无
数寒来暑往，历尽许多风霜雨雪，她依
旧常绿常新。同时也受阳光的恩惠，
遵循自己的规则，冬天优雅地开着花，
春天迫不及待地结着果实，又马不停
蹄地赶在别的果实正在酣睡之际，她
早早地挂在枝头等待你去品尝。而老
人呢？她早已不在了，但她那勤劳善
良的心化作颗颗金黄金黄的念想，永
远结在我们的心中……

每次回家，我都要伫立于树下，仰
望片刻，感慨良久……

老家的枇杷树
●方武

龙灯舞新春 叶蕾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