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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看《高层秘书》这本书，书中有

个关于小卡片的故事令人印象深刻。这个小

卡片的主人公是董必武，他是我国功勋卓著

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新中国成立之初，苏联应

邀派遣大批专家来华帮助我国的经济建设。

为了把这项工作做得更好，67岁高龄的董老
决定开始重新学习俄语，并不断巩固英语。为

了记单词，他把单词抄录到小卡片上，正面是

外语，背面是汉语。十几年后，仅保存下来的

董老抄的俄语、英语卡片就有九百多张，抄录

的单词有一万多个。这些卡片是他刻苦学习

外语的有力见证。看完这个故事，我对董老的

学习决心深感佩服。这件事也勾起了我关于

“小纸条”的一些回忆。

关于“小纸条”，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父

亲和它的故事了。父亲年轻时干过民办老师，

后来有一年，镇里有了个考试公办教师的机

会，父亲听说后很珍惜。他每天要干农活，于

是，他便利用干农活的零碎时间来学习。那

些天，每当挎上箩头到河西边的地里去割草

的时候，他总要在衣兜里装上写的小纸条，在

地里割草累了，他便坐到地头上歇一会。这

时，他就从兜里拿出小纸条，看一会、背一会。

就这样，他又干活，又学习，慢慢到了考试的

时间。在那次考试中，出乎人的意料，父亲的

分数名列前茅，身边的很多人都有点不太相

信，爸爸自己也有点不敢相信。

每当父亲说起这件事，我都能感受到他

心底里的自豪。是啊！大热的天，在一个人影

也没有的地里，父亲既要干活，又要学习，最

后有了一个好结果，怎不令人感到自豪？母亲

也多次无意中提起这个事，我想这也算是我

们小家庭的一个转折点吧。也许是从这里开

始吧，我隐约有了学习要不怕吃苦这样的念

头。

时光变迁，几十年过去了，父亲和他的

“小纸条”的故事离我们越来越远，然而，“小

纸条”的精神却依旧还在。这次，是关于我和

它的故事。

前几年，我想参加一个考试。有段时间，

周末在家看书、做题时，我的心思总是集中不

起来，总感到心烦意乱。突然，我想到了父亲

的“小纸条”。于是，我拿起纸，把它们裁剪成

了一张一张的小纸条，再把需要背的、记的东

西写在了上面。我拿着这些小纸条慢慢走到

了河边的玉米地里。地里的玉米一人来高，青

葱严密，地头上蓝色、粉色的打碗花伸在石头

上，开得灿烂正好。柿子树上红红圆圆的小柿

子藏在浓密的叶子里，像是在和人躲迷藏。我

走到柿子树下，坐在一个没有路人经过的地

方，便开始看起书来。很奇怪，一坐下来，我便

心无杂念了，看书效率也高了起来，记忆也深

刻了起来。那个暑假，我经常来到这片地里，

玉米、青草、打碗花陪伴着我。和父亲同样幸

运的是，那次考试我也通过了，有了一个不错

的结果，迎来了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

现在每次回家，走到河边，我似乎还能看

到河那边地头上，那个身边放着箩头、低着头

聚精会神看手里小纸条的身影，那是父亲的

身影。我也似乎能看到河这边玉米地里靠在

柿子树上看书的身影，那是我的身影。我似乎

还能听到河那边、河这边琅琅的读书声，它们

在空中飘荡着。

岁月如梭，我已经很久没用小纸条了。这

几年，我有时会把看到的东西成块地抄到笔

记本上，但发现只是抄抄而已，真正记忆下来

的却没有多少，真是令人遗憾。这些天，我尝

试着把抄下来的东西用笔划划重点，但效果

还是不好。想起百家讲坛讲师赵玉平说的“练

武不练功，到老一场空；学文不会背，努力算

白费。”这样的话，我想这是很有道理的。

看着新制作的一张张的“小纸条”，我仿

佛又回到了过去的时光。让过去的它来陪伴

以后的我吧。

那年的我读初中三年级。

因为中学合并，在村里读完初二的

我不得不离开家来到乡中，开启了寄宿

生活。

那时候每周上六天课，周六下午下

课后回家，周日下午返校。十几里地的距

离，步行需要两个小时。

那是春天的一个周六，又到了放学

该回家的时候，我让邻村的同学帮我捎

信，说我周日上午再回。我的理由是刚下

过雨的土路，泥泞难行。

我不喜欢春天的雨，哪怕是谁说“春

雨贵如油”，都不能影响我的选择。因为

上学抄近路，我和同学们总是从鲁山坡

的脚下穿过，路程能少上三分之一。可是

每当下雨，山路上的红泥紧紧黏住脚上

的鞋子，让人拔不出脚、迈不开腿，最是

令人讨厌。

课本上有朱自清大师的《春》，老师

不仅让我们背得滚瓜烂熟，而且还让我

们仿写。导致我每次从泥泞中不堪地走

过，都会痛苦地想起《春》，想起我曾经仿

写过的作文，痛苦再次加剧。

其实我知道，我之所以决定周日才

回，是因为周日晚上能看电视。学校有一

台黑白电视机，每到周六晚上就会搬到

室外，未回家的老师和同学们，甚至附近

的人，都可以去看。

我想看的是一个外国的电视连续剧

《罗宾汉》，每周六晚上播放一次。如今的

我除了这个电视剧的名字，其他的全无

记忆，思来想去应该是青春期叛逆的小

小流露吧。

母亲很严厉。我一边看电视一边还

在担忧着，母亲得知我不回去的时候，会

不会生气。

一夜的忐忑，周日早上我早早地就

出发了，到家的时间正好是吃过早饭的

时候。

走进家门，正踩着缝纫机的母亲突

然看见我，脸上立即露出了笑容。她起身

先问过我是不是没有吃饭，立即就去了

灶间，不一会儿就端来了一碗热乎乎的

芋头汤。又饿又渴的我三下五除二就把

一大碗芋头汤吃得是干干净净。

很多年过去了，我常常想起那碗芋

头汤，或者说它并不是一碗真正的汤，它

做起来其实并不复杂。把蒸熟的芋头去

皮，放锅里用开水煮上一会儿，盛到碗

里，加入白糖，一碗芋头汤就完成了。

食材很普通，味道很普通，普通得就

像地里刨食的父老乡亲。但在记忆里，娘

做的那碗芋头汤却记忆犹新，不再普通。

可是芋头并不是哪里都有。很多年

过去了，当我在超市看见芋头的时候，内

心很是有些激动。虽然在他人眼里，芋头

的味道寡淡如淀粉，而在我的口中，芋头

还是那么的又面又甜。

我常常想起那碗芋头汤的味道，也

很想为自己做上一次，可是始终没有做

出来的勇气。因为我知道，即使做出来

了，也吃不出当年的那种感觉和滋味。

现在的我偶尔还会买上几个芋头蒸

着吃。前几天刚去过超市，本想在冰天雪

地的日子里热热地吃上几个芋头暖暖心

肺，却猛然发现，如今的芋头似乎已没有

过去的香甜了。

把凛凛的意念装进心中

把沧桑挂满伸展的枝桠

当第一片雪花轻抚掌心

血脉里就融入了春的气息

把脆弱化为百折不挠的坚毅

一切坎坷都可以埋藏 不再提及

沐浴了苍穹 洁净了碧空

在大地上心旷神怡地 抒情

冷冽与温柔之间

丈量着弯曲的思念

每一朵飘落的精灵

在梅花深处 都不曾被辜负

深烙在骨子里的印记

循环着走不完的年轮

最逼仄的角落

迸发出最葳蕤蓬勃的力量

心之所向

才是驱散所有阴霾的那道光

将孤独淬炼成季节的序曲

温暖那份极致的冷

飞扬着季节的脚步

晶莹成一朵朵剔透的花

邂逅一场琐碎的温情

去融化流年的百感交集

曼妙的身姿

点燃寂寞的心事

让那些拒绝融化的冰

栖息成美的归宿

从容不迫的小确幸

足以宽慰成芸芸众生的追逐

鹧鸪天·新春感怀（新韵）
◇刘转运

锦绣河山旭日升。神龙昂首兆年丰。晶莹玉树银光

耀，翠绿苍竹紫气腾。

扬赤帜，启新程。开来继往盼兴隆。冬寒更待阳春至，

无尽豪情蕴梦中。

早春
◇张占国

玉兔飞天揽月明，辰龙舞步送梅英。

新春岁暮福缘到，棠棣收来尽笑声。

除夕
◇郭占亭

玉兔辞年卸任中，家家户户映联红。

盈光焰影迎祥彩，娇艳梅香战北风。

火树连村妍大地，金龙接岁丽帘栊。

欣逢盛世尧华庆，不忘初心展锦程。

除夕夜吟
◇张跃鹏

灯火阑珊夜未央，大年三十酒盈觞。

繁荣盛世吟家喜，一晚诗词盖宋唐。

拜年
◇马云周

甲辰元日艳阳天，爆竹迎春拜大年。

长辈红包添喜气，儿孙祝福暖心田。

走亲访友民风话，敬祖尊宗礼节传。

万语千言情似海，家和国泰乐无边。

贺龙年（新韵）
◇魏松涛

兔辞卯岁享清闲，龙啸辰年翱九天。

饺子年糕鸿运旺，人和家顺喜团圆。

春日
◇裴留山

岁首冰融丽日天，早春杨柳醉如烟。

浓妆淡抹人欢笑，喜气洋洋忙拜年。

浣溪沙·贺春归
◇梁贵彬

迎笑花开赋咏诗，春风春信藕耕催。竹林梅醉两三枝。

花影湖清红菡萏，柳丝树绿碧涟漪。雪融梅瘦贺春归。

甲辰新春大拜年
◇赵进步

传承博爱致嘉年，尊长亲朋揖礼前。

祝福诚言出心迹，恭祈富贵溢龙天。

春之意念
◇李晓伟

家门口有一块不足一平方米的空地，在春天里不经意

间有一粒不知啥时散落在土间的倭瓜种悄无声息地露出

了鹅黄色的脑袋，肥肥的，像一对晶莹的璞玉，煞是惹人爱

怜！

我对这野生的小生命倍加呵护。在我的精心照料下，

它一天一个样，就像变戏法似的，一二十天的光景，它的秧

子竟有一丈多长了。门口狭窄，且车来车往，它的藤蔓没有

了伸展的空间。好在三米远处有一葡萄架派上了用场，我

便小心翼翼用绳子把它引导爬了上去，也不管作为邻居的

葡萄高不高兴。

有了宽展的生存空间，它是可着劲地延伸，发杈，开

花，结果，像是有灵性似地对主人精心侍弄的回报吧。

先开的是雄花，黄黄的喇叭样，柱状的花蕊像洒了一

层绛红色的绒毛，在大大的绿叶的陪衬下，在阳光里真的

是漂亮！

雌花要晚些了。一天在藤蔓靠近叶子的地方，冒出了

一个比小拇指还小的绿宝石般的小球，头上还顶着一个宝

塔糖样的小尖帽，看着怪滑稽的。有三五天的工夫吧，随着

小球日渐长大，这小尖帽怒放了，似乎故意张扬自己生命

的存在，向谁展示着什么。

花开了，是那样的没有声息。不过它的芳香，尽管淡淡

地在空气中弥散，还是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招来了蜂，引来

了蝶，把这本来清静的世界弄得热热闹闹。

这些小生灵在花间翩翩起舞，轻盈地从这朵花飞向那

一朵花，就这样没完没了在花间穿梭往返，乐此不疲。花也

好，蜂蝶也罢，都是生命的精灵。它们之间的和谐相处，又

在创造着新的生命。

“花为媒”，不能不说是生命的奇迹！这俩倭瓜便是活

生生的例证。

城里人缺的是绿色，越是缺的东西越主贵，就这一丁

点绿色竟成了左邻右舍及来往行人眼中的风景线。邻居的

小孩才一岁，天天都得让大人抱着摸摸那高悬在架上的墨

绿色的倭瓜，行人也会不时驻足指指点点说着什么。所有

人都说，先别摘，让它长着吧！

种瓜得瓜，有瓜得吃吗？何况是野生的呢？可是谁说都

不能吃，最起码现在不能吃。因为这是一道风景———能吃

的风景！

只要心里有景，那眼里的有名的、无名的花花草草都

是美的。

这是生长在都市里的一道不起眼的亮丽的风景，我且

让它奔放着吧。

“小纸条”的故事
◇李晓娜

娘做的那碗芋头汤
◇殷艳蕊

能吃的风景
◇王全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