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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南南北北去过一些地方，纵使其景
色秀美，但在我心中激起的涟漪不久就会
平静；我先先后后游览过一些名胜，纵使
过程粗浅，我都未有过太多的遗憾。然
而，有一个地方，有一个景点，不！是一座
纪念馆，在参观当中，突有特别发现，因毫
无准备，让我留下极大遗憾。一年来，我
不断努力，来画好心中那个圆。

那个地方叫厦门，那座纪念馆是陈嘉
庚纪念馆。

厦门，我不止一次去过，但总痴情在
环岛路上欣赏宽阔大海的蔚蓝，总要登上
鼓浪屿之巅眺望碧波中的白帆。

陈嘉庚纪念馆，首次列入厦门行程，
我起初觉得它很平凡。

去年，南国木棉花火红的季节，随着
熙熙攘攘的人流，我步入陈嘉庚纪念馆。

纪念馆濒临大海，庄重大方，刚入馆，
我漫不经心，左顾右盼，然而，一幅幅图
片，一篇篇文字，一件件文物，对我的心灵
强烈冲击，让我的脚步不由得放慢，注意
力停止分散。

陈嘉庚 17 岁时，南渡新加坡随父习
商不久，实业失败。他接手4年后，企业
起死回生。当地法律规定“父债子免还”，
陈嘉庚却多方联系债主，用3年时间还清
父亲欠下的全部债务。

出洋10多年返回梓里，见有10多岁
的儿童尚赤身裸体，陈嘉庚深感家乡的贫

穷和愚昧，而此时，他的罐头厂和橡胶厂
利润不菲，他慷慨解囊，决定教育兴乡，买
地，建房，聘请老师，在家乡办起集美学
校；他不辞辛苦，多方奔波，向富侨劝募教
育基金；看到家乡教育落后是因缺乏教
师，他就开办师范学校；看到家乡农业水
产业收获不丰，民生困苦，他就开办水产
航海和农林专业；看到女孩子们不能上学
读书，思想守旧，他就创办女子学校；看到
邻省皆有公立大学，他就倡办厦门大学；
看到南洋华侨子女读书困难，他就倡办新
加坡南洋华侨中学。

如果说兴教办学是百年大计，那么
乡亲们的身体健康就是人生本钱。一
次，陈嘉庚在友人处见一本颇有效应的
民间验方书，想到家乡缺医少药，就与该
书出版社联系汇款定印1.2万本，后因托
运公司倒闭，这些书始终没有收到。紧
接着，他自费在海内外20多个城市的报
纸上刊登广告，广集民间验方，对前书补
充丰富，印刷 2 万本，向社会免费赠阅。
因校对粗心，书中有几处差错，陈嘉庚觉
得人命关天，可书已分散各地，难以收
回。于是，他请一医生对所有验方斟酌
修正后准备付印。此印刷部经理疏忽，
竟将书稿遗失，时日本侵华战争爆发，陈
嘉庚为支援抗日而无力顾及，成为终生
之憾。

如果说身体健康非常重要，那么行为

健康就更为关键。一次，陈嘉庚在厦门大
街上见民众围观抽奖广告，发现是赤裸裸
的赌博，便针对抽奖广告逐条批驳，撰文
送各报纸刊发，并加印报纸，在社会上广
泛宣传，民众如梦初醒，纷纷退出。

“七七事变”后，南洋华侨爱国热情
高涨，推选陈嘉庚为南侨总会主席。陈
嘉庚不仅募集近20亿元资金物资，支持
祖国抗日，并且对汪精卫求和卖国行径
坚决反对。他接连发电劝说汪改变主
张，但汪顽固不化。陈嘉庚将彼此电文
在南洋各报纸上刊登，公开揭穿汪卖国
本质。

起初，陈嘉庚是坚决的“拥蒋派”，
1940 年，他率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考察团
访问延安后，亲眼看到边区军民一致、艰
苦奋斗的现实，而国民党官员却极度腐
败，他断定“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1945 年，毛主席为陈嘉庚题词：“华
侨旗帜，民族光辉”；1949年，他参加中国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10月1日，
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开国大典；1961年8
月12日，陈嘉庚逝世后，周恩来总理、朱
德委员长为其执绋；1990 年，第 2963 号
小行星被命名为“陈嘉庚星”。

一年来，我不时为这次走马观花的参
观所抱憾，虽然在网上查询后补，可所得
信息与纪念馆的资料相差甚远；一年来，
我时常想，他本可专心经商，潜心挣钱，可

为何不安心守业，安享荣华清闲？他本是
一个平常的侨商，可为何释放出如此强大
的人生能量？

我一次次问，一次次想，终于发现：胸
怀大爱让陈嘉庚的人生舞台无限拓展。

如果不是爱，他怎会打破常规替父
还债？

如果不是爱，他怎会不吝钱财兴教
办学？

如果不是爱，他怎会殚精竭虑印书
送医？

如果不是爱，他怎会疾恶如仇反对
抽奖？

如果不是爱，他怎会对汪精卫的卖国
行径穷追猛打？

如果不是爱，他的政治立场怎会发生
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一年来，我时常想，时下，社会上有不
少大款富翁，钱怎么花才有意义？陈嘉庚
不是早就给出了最优答案。时下，有多少
人为教育子女绞尽脑汁，何不把陈嘉庚爱
的故事作为镜鉴？一个人，心中充满爱，
何愁他前进动力不足？何愁他不能消解
负能量？何愁他成长道路狭窄？何愁他
人生步履蹒跚？

今春，木棉花又红，家人有趟厦门之
行，我嘱他务必去陈嘉庚纪念馆，我给他
说明意义，提示重点，引导他和我心灵共
鸣，好替我弥补一点缺憾。

大 器“爱”成
□常顺卿

微风和煦的初春，故乡新安路家岭的山地麦
田，麦苗青青，宛若精心织就的锦缎，一垄一垄绵
延在广阔的豫西丘陵。翡翠般的新绿延伸着，生
长着，贪婪地吮吸着泥土的乳香，舔舐着金灿灿
的暖暖阳光，又一点点孕育着麦香。如影如幻，
犹如回放着田野上的牛铃叮当，还有新春的锐气
之光。

母亲曾说，她小的时候，每当去地里锄麦子，心
里满是高兴。在那个饥饿的年代，看到绿色的麦
苗，仿佛就看到了热气腾腾的白蒸馍，看到了扯拉
不断的手擀面，也不知从哪里来了精神，锄起麦子
干起活一点也不感觉累。

“麦盖三层被，枕着油馍睡。”麦子在严寒下的
坚韧与不屈，暖阳下的繁茂与茁壮，让艰辛的昔日
生活有了希望，也给了彼时母亲无尽的刚强。

困难的年月，母亲就会挎着篮子转遍山冈，剜
回麦田里不多的野菜，当作家人的口粮，靠着少有
的五谷杂粮，延续着亲情岁月烟火的希望。

阳光明媚，我再次漫步在故乡山坡的麦田上，
冬日的严寒似乎已被这青青的麦苗驱散。背着手
的父亲，眼角眉梢挂着笑意：“麦收八十三场雨，今
年有指望了。”不解农谚的我，接过话茬儿质疑：“要
下那么多场雨？”父亲笑着说：“这八十三场雨，是指
农历八月、十月和三月最得意的三场透雨。”

“荠荠菜包扁食，大人孩子都爱吃。”时令来到
仲春，遂邀一二好友驱车返乡，提着买来的篮子穿
梭在麦垄间挖野菜，弯腰抬头间仿佛又看见了母
亲彼时身影，昔日她急急忙忙找野菜是为了充饥，
而今我们喜眉笑眼却是为了尝鲜。陡然间，心中
涌起一股莫名的力量，我知道，这力量来自远去的
母亲，来自这片滋养生命的土地，也来自这一垄垄
青青的麦苗。

十多年前，积劳成疾的母亲离我们而去，可母
亲的音容笑貌依然在麦田里生长，家里缸满囤尖的
粮食便是母亲生命的延续，打麦场隆起的麦堆就是
滋润我们兄妹的乳粮。

“麦收八十三场雨”是我对故乡的农耕记忆，也
是我对耕耘在大地上母亲的怀念。那黄了又清的
黄河水，年复一年见证着豫西丘陵山区麦田的无尽
回忆与辉煌。

站在山顶凝神遐思，守望春日如画的麦田，那
蜿蜒起伏的青青麦田，仿佛就是一首欢乐乐曲，一
首朦胧的田园诗，只要你静静地聆听，用心描摹，你
就会发现最美的山村风景，正在你的眸子里一遍又
一遍荡漾。

故乡的麦田
□李健

有人说，你喜欢一个季节，必定是它
装有你的故事。

我喜欢春天，缘于风筝。“风筝飞得再
高，也得有一线牵连。”30多年了，邹老师
这句话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

邹老师是我小学五年级的班主任兼
语文老师。因为他，我的年少时光有了不
一样的色彩。教室内，邹老师引经据典、
旁征博引，幽默的讲课方式，让每名学生
都循着他的思路奔跑；教室外，他带我们
走向田野、奔向山坡、追逐树林，与自然对
话，感受季节更替，体味春耕、夏种、秋收、
冬藏的美妙和神奇。

记得三月的一天，邹老师带我们去南

山坡放风筝。春天的南山坡，花儿争奇斗
艳，小鸟穿梭林间，我们在山坡上肆意奔
跑，风呼呼地在耳边响着，有力有度，是风
筝最喜欢的风。

邹老师说，飞翔在天空中的风筝，视
野广阔。它能俯瞰小镇宽广的土地、密匝
匝的竹林、流淌的河水，还有散落在田间
的村庄、牛群。望着翱翔的风筝，我们沉

浸在对远方、对小镇之外美好的向往中，
感受着凌空高飞的乐趣。

第二天语文课上，邹老师以“风筝”
为题，引导我们畅谈自己的感想。“风筝
线断了，它就不能回来。”“我们要像风筝
一样，借助风力，飞得更高更远。”……同
学们热情高涨，各抒己见。邹老师对每
个同学的发言都点评称赞。最后，他说：

“风筝飞得再高，也得有一线牵连。就
像我们以后要走出小镇上学、工作，但
是要记住，家在这里，因为家是牵着我
们的线……”

带着风筝的记忆，年少的我离开了
小镇，故乡在心中渐行渐远。只是每到
春天，还时常想起在故乡山坡上放风筝
的情景。

“风筝飞得再高，也得有一线牵连。”
时光荏苒，步入中年，我常常想起邹老师
的这句话。思忖着，生活、工作中的我们
又何尝不像风筝？初心就是那根风筝线，
无论飞得再高、再远，只有不忘那根线，我
们前行的步伐才会更加稳健。

风 筝
□饶艳

故园漫忆旅人凝望

若有所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