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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面迎风飘扬的旗帜

屹立在历史文化的长河

艰难困苦的颠沛流离

让心灵恣意释放着馥郁馨香

吟着大江东去

挥洒着一泻千里的豪情

一代文宗 明月相映

却在茕茕独立的旅程中流放

一路栽植着文学的种子

万丈红尘之中

心中有爱 脚下有路 笔下有情

散发着淡定从容的光芒

滔滔江河水

荡涤着千年婵娟的倩影

在如雷的涛声里

跳跃起世人敬仰的目光

惊涛拍岸 卷起千堆雪

天纵雄文如春云润泽

今昔是何昔 翩缱在梦中

竹韵悠悠着清雅的芬芳

从汴京到海南

写满了万里怅叹

相顾无言 苦难辉煌

感受着大喜大悲的狷狂

一曲《大江东去》

成就了千古绝响

一阕《江城子》

让人梦里也断肠

羁旅匆匆 卓尔不凡

写满了千年的惆怅

小峨眉山

成了无法抵达的故乡

率性而为 襟怀坦荡

让灵魂在岁月轮回中吟唱

一种心灵的遥契穿越时光

抒发着亲和力的喟叹

光耀身后千年的人文思想

潇洒如斯 宛若清风

苏东坡———一个不朽的名字

在华夏大地上慷慨激昂

卫生间和阳台窗户上的窗纱已经两三年了，有了

一些破旧的小洞。暮春将尽，初夏即将登场。看着窗外

渐渐增多的蚊蝇，我决定亲自动手换窗纱了。

搬到这个小区已经十六年，中间换过两三次窗纱，

所以这一次换窗纱的事情再熟悉不过了。我从淘宝网

上挑选窗纱的颜色和规格，两三年过去了，淘宝店里窗

纱的款式、规格也越来越多，有传统压条式的，有磁铁

吸附的，有丝毛粘附的，而且窗纱的宽窄、长短也有了

很多规格，有一张一个窗户、可以分割成两个窗户的等

等。我用尺子量了窗纱破损的窗户的宽度和高度，从网

店里选择了符合要求的窗纱，也就不到七元钱的价格，

还赠送压条和压轮，真是方便到家了。

我从网上发了快递，三天的功夫就包邮到了小区。

利用中午吃过饭的时间，不到一个小时就装上了新的

窗纱，还修补了一段烂掉的窗框。看着新装上的白净窗

纱，离得稍微远一点，根本感觉不到窗纱的存在。妻子

笑着揶揄我：“你装窗纱的速度和质量，完全可以在小

区做个兼职换窗纱的，比楼下喊着装窗纱的便宜一些，

绝对可以赚点外快！”

我人来疯说：“这都是小活，剩下的窗纱还可以张罗

罗面，做渔网，做夏天撑盖饭菜遮挡蝇子的网罩，这些我

都会弄。”妻子听到这，又是一笑说：“越说你越来劲了！”

阳台上新换的窗纱，衬托得玻璃也更加白净，地上

一盆盆的绿植愈发青翠了许多。眼前这些美好的情形，

让我有点飘飘然，前几次换窗纱的经历，仿佛长寿花那

一片片圆圆的叶子，青青地袅袅地爬上我的心头。

搬到这个小区大概三四年的时间，各个屋子的窗

纱逐渐开始破损。第一次买窗纱是从街上的日杂店买

的，还得另外购买压条、压轮。回到家里，把窗纱蒙在窗

框上，用剪子笨拙地剪了一块窗纱，谁承想尺度卡得太

紧了，窗纱往窗框上一装，竟然错了一点点不够，白废

了一块窗纱；不仅如此，不会使用压轮，有点硬的压条

很难压进去，甚至有时候压偏了，把窗纱都压烂了。一

个窗纱装下来，手忙脚乱，出了一身汗。第一次换窗纱，

利用下班业余时间，忙了好几天才装上。

当时就觉得，以后再也不自己装窗纱了。后来在楼

下碰到骑着电动车在小区里转悠着专门装窗纱的，一

问六七个窗户装下来二三百块钱，想想还是自己装吧，

搭点功夫没啥。

等到几年后，第二次装窗纱，就有了蓬蓬勃勃的网

店，慢慢搜寻还可以找到赠送辅料的店铺，价格也比街

上的日杂店便宜了许多。第二次换窗纱就容易多了。剩

下的窗纱，还真的做了一个小罗，罗白面、玉米面、玉米

糁，很是方便。

从此，家里的哪块窗纱破了，随时从网上买来，很

快装好。不止这些，家里的水龙头、凳子腿、灯管、电灯

开关、花洒什么的坏了，我都是自己摸索着把它修好。

既不用请人、又省了钱，还体味到自己动手劳动取得小

成功的快乐。

我想，这些大概都与我童年的乡村生活经历有关

吧。父亲是位勤劳而聪明的农民。年少的我，已经在父

亲的吆喝下学会了干各种农活。父亲总是把几亩农田

侍弄得漂漂亮亮，街坊邻居都夸我父亲会种地、地里多

打粮食。农闲之余，父亲自己摸索着做小方桌、小方凳、

架子车、织布机、纺花车，甚至有一次，父亲还从别人那

里请教制作木犁的技术，回到家自己找来木料，竟然做

了一把木犁，套上牲口犁地用了好多年。

家里的各种农具坏了，父亲也很少拿到镇上的修

理铺，总是自己在家里敲敲打打，等我放学回到家，发

现已经修好了。父亲总说“自己修修就行了，拿去修都

得花钱。”

父亲这些自己动手、勤俭节约的情形，在我的少年

时代一遍遍重演，也深深地影响着我。

这么多年，从十二岁外出求学，到后来离开老家越

来越远，每逢遇到人生中的难题，我都喜欢独立思考，

自己解决难题，从不愿麻烦别人。

从人生中遇到的难题，到家里的各种小修理，父亲

的言传身教耳濡目染着我。能省一分是一分，自己能解

决的就不去攀扯别人，这些勤俭持家的理念已经悄悄

渗透到了我的每一寸肌肤和神经里。

就像今天这种轻轻松松换窗纱的小活。想到这儿，

我的心里似乎更加敞亮了。

今天是乙巳年四月初一，时光何其匆匆，转眼又到

春末。我坐在窗前，想到了《牡丹亭》“原来姹紫嫣红开

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的戏文。这不正是现在春

色的描绘吗？闭眼想想，断井颓垣，山坡田野，湖畔小

径，公园路旁，落花遍地，绿肥红瘦。

读辛弃疾的词“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

惜春长怕花开早，更何况落红无数”，我忽然悟到，摧花

辣手竟然是无情风雨！春末的天气忽晴忽雨，更兼狂风

肆虐。原本弱不禁风的花朵怎经得风吹雨打。李清照早

上醉酒醒来，想到昨夜雨疏风骤，关心起海棠花是不是

被风吹雨打去而绿肥红瘦了。这分明是词人埋怨风雨

的无情。

除狂风骤雨外，暖风细雨也可能导致花落。明代诗

人于谦在《暮春遇雨》中写道“暖风吹雨浥轻尘，满地飞

花断送春”，看来，暖风细雨也能导致花落。

辛弃疾有时却想得开，不把责任推在风雨身上。他

在《定风波》中写道“卷尽残花风未定，休恨，花开原自

要春风”。花落因风，花开因风，真是对风爱也不是，恨

也不是了。

宋代诗人苏轼和守璋最能想得开。苏轼的诗句“簌

簌无风花自堕”却彻底为风开脱了罪责。守璋的“不雨

花犹落，无风絮自飞”，也表明花落不关风和雨。

其实，花落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趋势。宇宙中的万事

万物只要出现就必然会消失。春秋代序，物换星移，沧

海桑田，生老病死，荣枯代谢，花开花落都是必然的。时

光不饶人，又何曾饶过宇宙中的一切？“春梦随云散，飞

花逐水流”“喜年华正好，恨无常又到”，“因嫌纱帽小，

致使锁枷杠”。正如明代吕蒙正《破窑赋》中所总结的

“时也，命也，运也”。如果我们看得开了，悟得透了，就

会以平常心观世界，花开花落，不悲不喜，荣辱不惊，物

我两忘。

现在想来，花开花落，是道法自然，是顺应规律。前

两天听洛阳市原文联主席张文欣的文学讲座，他谈到

自己身患癌症被医生宣布无治时，表现得从容淡定。他

觉得能最后写一篇文章，做最后一次讲座，死而无憾

矣。也许正因为他敢于直面生死，死神却悄悄绕道了。

如今虽已经七十七岁，但精神矍铄，容光焕发。著名诗

人汪国真就没那么幸运了。我记得曾在郑州听他做过

报告，后来不到一年就听说因病去世了，为此而深表痛

惜，真是“花落人亡两不知了”。看来人要看淡一切，放

宽心胸，得之坦然，失之淡然，乐复天命，融入自然，“花

开花落，不管流年度”。对于生命，中国诗人李金发写

道：“如残叶溅/血在脚下/生命便是／死神唇边/的

笑”。佛家是最看得开的。《金刚经》有云“如梦幻泡影，

如露亦如电”。如果这样想了，我们还会因花落而伤感，

还会埋怨风雨无情吹花落？是呀！落花何曾怨风雨，只

怪痴人梦不醒。

想到这里，我抬头望向窗外那片竹林。那片竹林经

过昨夜风雨的洗礼，显得更加青翠可人。竹林间冒出许

多竹笋，高高低低，有的还裹着厚厚的老叶，“新竹半含

箍”，有的已高丈许。青青的竹皮上泛着浅白，那么稚嫩。

我想这些新竹绝不可能恼恨风雨的无情，反而要

感谢风雨的洗礼，让它们得以成长。因为杜子美曾有诗

云“雨洗娟娟净，风吹细细香”，这是赞美风雨对竹子的

洗礼。王安石在《咏竹》一诗中写道“曾与蒿藜同雨露，

终随松柏到冰霜”。竹子虽曾随萱草、棘藜经历风雨，但

最终经过洗礼后有了松柏的坚毅性格。

一阵风吹来，天空飘起了雨丝。竹子随风雨婆娑，

婀娜多姿；落花随风雨翻舞，蜂团蝶阵；空气中弥漫着

竹香、花香。好一幅迷人的画卷呀！

余少时家贫，每青黄不接，多藉野菜果腹。毛妮菜、

面条菜、荠荠菜、勾勾秧、灰灰菜、猪毛义菜、车前草、六

月菊、牛舌头菜、马齿菜、野苋菜，柳芯，杨叶，槐花，桐

花……凡可入口不至中毒的，皆食。诸多野菜，最爱者，

槐花也。一爱其亲民，谷底山腰，田边沟畔，门前后院，

有黄土皆可生，花发时漫山遍野，百姓皆可采食。二爱

其清白：叶青圆，花玉润清清白白，如玉女下凡。三爱其

清新：袅袅绵绵，香清播远，入其林则浊气遁消，清气盈

胸，肺腑之间，芬芳弥漫。四其爱恬淡：柔柔软软，淡淡

清甜，或蒸或炒，不脂而香，不糖自甘食而回味，恍若少

年之甘甜。

恰逢春末四月半，又是槐花弥山间，遂携篮引伴乘

兴而往。遥望草木向荣，高高低低，白白绿绿；扑面清风

送香，直贯腑藏；瞬觉神清气爽；急奋衣出袖，跃入林

中。捻指槐花，入手清柔。然潜槐刺似铁藜，枚枚如针，

稍不留神，一道血痕，血淋淋；指尖被刺，疼直至心。然

好之伤痛可略计，欢笑声，惊叫声，赞叹声，声声入耳。

日高人困，收获颇丰。稍息，惟见一个个发乱如草，汗透

夹衣。五指挂彩，掌心黑腻。真怀疑红酥手，何曾有？也

怪之：清清白白之槐花，何来手之黑黑粘粘乎？得无天

旱少雨，多灰尘之故？

待归家淘洗之，却见腻虫如蝇屎，斑斑点点，粘于

洁白之花瓣。方悟采槐之手何以油腻黑污。他年，风调

雨顺，植被虫害稀少，采摘槐花，手可变黑但不粘腻。今

乃大势所趋，冷热失常，加久旱无雨，腻虫横生。腻虫

者，蚜虫也。亦可称迷虫，或淡青色，或黑赤色，体小如

微粒，可分泌粘稠之糖液，群居而寄生于植物，如腻如

粘，弹之不去，抹之成泥。槐花之腻虫多粘附于叶，嫩茎

或花萼周围，体小如黑灰之尘埃，甚是隐蔽，不易被见。

而摘槐花者，目之所视，只见槐花，不见腻虫，与槐花成

串被捋下，藏于花萼之腻虫粘于手亦不可免。前偶亦遇

腻虫，但无今年之甚。

往昔，食用槐花，淘洗一两遍，空干水分即可上笼。

但今年腻虫横生，过水三遍四遍后，花瓣漉漉然如蝉

翼，可仍有虫在，无奈以手指逐个捉之。方圆一毫米又

轻若无物之虫子和人之手指相比，真如蚂蚁之于大象，

更兼粘了水后，除之又难，一次不成，尚需再次，纵然成

了，却又粘附于手指上。欲速，手指上之虫又粘它花。俯

首弓腰，拈花弹虫，手忙脚乱，耗时久矣，虫犹未净。余

颓然长叹，卒不胜其烦，怒渐生于中，不再去虫。凡与虫

有染之花皆弃！一，二，三……未几，弃花满地。触目余

心惊，满地弃花如纸屑蜷曲，余弃之而不甚惜，浑忘其

来之不易。余大骇，为余之变！余意除虫用花，孰料弃花

满地，何故使然？花之被用或被弃，竟在余一念之异！余

若诚爱花，惜花，当耐心为花去污害，还花之清白，使

“花”尽其用。而今余忿然弃花，不顾念此花原本清白，

向为余之所钟爱，仅以遭污害劳余而被弃，吾非真爱花

也！况处世当以治病救人为本，若人皆若余凭一时之

气，失却耐心、爱心，“因病弃人”，世间清白岂不日微？

若顽固不冥，尚心安理得曰：筐中花何其多也，余何苦

为一染污之物劳神费心！如此，又花之悲也！

嗟夫，原本以清白闻名，却与污物同归，惜乎！

或言：与虫有染，抑或虫之过，非花之本愿！然卒以

虫之故遭弃，故欲洁身自好，不可不审慎啊！

人世间唯有母爱，才是伟大无私的爱。妈妈的爱在我心里

此起彼伏，无论我走到哪里，都走不出妈妈的爱。

翻开记忆的收藏夹，母爱的小溪在我心中缓缓流淌，滋润

着我的心田。那是五年级的一次期中考试，我得知语文考试成

绩不太理想时，思绪里全是忧虑与惶恐的画面。放晚学后，我无

精打采地回到家里，钻进房间，躺在床上蒙头大睡。那晚妈妈坐

在床边，问了我许多话：“身体不舒服吗？”“与同学发生摩擦

了？”“老师批评你了？”妈妈一句挨着一句地问，我默默地望着

妈妈频频摇头。

后来，妈妈知道了是我考试成绩不理想的原因后，没有责

怪我，还说了些暖心的话：“不要太纠结，分析好错题的原因，查

漏补缺努力学习。”瞬间，压在我心上的大石头就落地了。说来

我还算争气，之后每次考试，成绩都会有进步。我明白，成绩的

提升，与妈妈的关爱是密不可分的。

妈妈的爱镶嵌在我永远的记忆里。由于身体的原因，去年

整个寒假妈妈都是在医院度过的，这段时间也是我学习与生活

最煎熬的时光。起初妈妈在汝州四院重症监护室住了五天，接

着转河南省人民医院，住院治疗足有一个月时间。之后，又转入

汝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住院一个多月。

妈妈住院期间依然牵挂着我的学习与生活，周末时总让爸

爸捎话说很想念我。每次见到妈妈，她都会反复地说：“你要好

好学习，我的病没有大碍，马上会好的……”听了妈妈的话，泪

水止不住地往外流，流进我的嘴里，也流进我悲凉的心里。妈妈

住院期间，我多次去看她，每一次我的心都是酸的、是痛的、是

碎的。眼里心里满是泪，那是爱在我心中涌动。

妈妈的爱如同天上的太阳，给了我光明，

给了我温暖，陪伴着我成长。母爱是世界上最伟

大的爱！致敬妈妈，致敬妈妈的爱。

□虢郭

落 花 与 新 竹

□尹联伟

□万金红

妈妈的爱

朝阳小学六（3）班 呼宗睿 辅导老师 金辉

东坡明月心

□李晓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