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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乡我土

我的办公桌上有一个小花瓶，论形当
是雅致的赏瓶，论色那可就通俗得多了：
白瓷上一层银亮的珐琅彩，瓶口、瓶肚、瓶
底还各有一道瓦蓝、葱绿、橘黄的花纹，看
起来就是一个很“小儿科”的小玩意儿。

这是二十年前一个学生送的，很惭
愧已经记不起那个腼腆的小男孩的名
字了，教过的学生太多，年事渐长，记忆
实在是模糊得不行。这个花瓶与我有
缘，二十年间工作调动、合点并校，数次
搬移腾挪中，没少处理闲置物品，许多
七零八碎儿早已不知所踪，唯有这个小
小的瓷瓶始终都在我的桌上——不管
我的办公桌在哪里。

这个小花瓶陪我走过了岁月荏苒，
伴我走过了四季流转，有花的季节里是
几枝花，无花的季节里是一束叶，校园
里修剪花木了就顺手捡一枝红艳艳的
桃花，拾一丛绿莹莹的万年青，有时甚
至是在路边扯几根狗尾巴草、揪一把莎
草花、掐几朵黄鹌菜花，顺手一摘，随意
一插，倒进一汪清水，迎着一缕阳光，高
低错落之间亦有几分清逸画意。

如此，我总是很随意很轻松地就把
春天请上了我的书案。不为别的，只为
了每一个最寻常不过的日子能有一点
不一样的色彩。

最近几年，不知怎的，每一天都忙
乱不堪。偶然看到窗玻璃上映出的脸，
疲惫而粗糙，眼里写满了岁月的尘烟，
眉心的“川”字已是沟壑隐现。桌上的
小花瓶里再也没有了春意，孤寂地在桌
角静默着，插着一小枝经年累月早已泛
黄的白色勿忘我，毫无生气。

岁月蹉跎，半生已过，既然无处可
逃，不如喜悦。

早起，恢复了听新闻的习惯。当听
到他国边境风云又起或某地凌晨发生
地震海啸，瞬间觉得我如常醒来的平和
安宁是如此弥足珍贵。再看看我的花
儿草儿，或又抽新绿，或蓓蕾初绽，都是
蓬勃勃、鲜亮亮的生命与希望，一如这
新一天的期待。

出门去上班，电梯行至六楼停下，
慢慢挪进来一位银发清癯的老奶奶，慈
和地问：这么早去上班啊？我点头说
是。到一楼，我站定不动想等老人家先
出，谁知老奶奶却往轿厢壁更近地贴过
去让出电梯门：你先出，你们上班要赶
时间的。我忙微笑致谢，匆匆跨出电梯
门。上班的路上清风拂面，风里满是蔷
薇花香。

赶在学生入校前进了微显燥热的
教室，依次推门开窗，打开最后一扇门

时，我与清凉的晨风一起迎来了最早一
拨儿到校的孩子。看过去，校园的长廊
下，月季花开得正艳。

晚上八点半家庭教育讲座结束，一
群家长围上来问孩子情况，毕竟六年级
了，说不焦虑那是假的，一个一个挨着
说问题、谈对策、想办法，虽然早已站得
腰疼腿疼，说得口干舌燥，但还得坚持，
现在做家长也是真心不容易。

送走最后一位家长已经过了十点，
拖着又痛又木的腿刚走出校门，电话响
起，一看是刚离开一会儿的家长，心想
应该是东西落下了。电话接通：老师，
还在学校吗？忙到现在还没吃晚饭吧，
我给你送了两个鸡腿过来。我心里一
暖，忙迎过去像老朋友一样连推带搡地
拉扯了半天，这才勉强婉拒了家长的热
情与贴心。

夜色中的路灯晶亮亮的，如同孩子
的眼眸，想起刚才那位妈妈转述孩子的
话：“我们老师有时候看我像仇人，有时
候待我像亲儿子。”不觉哑然失笑。

孩子们的话语是童稚却真切的，心
是敏感而纯粹的。看来在孩子们的眼
里，我这个老师是把“严父”与“慈母”一
肩挑了，既如此，那这重担就继续挑着
吧，再挑一个多月，就又送走一茬孩子

了。想想这一班孩子虽然淘了点，闹腾
了点，但是都很可爱，都很有灵气，作文
里对我的赞赏也是真诚的。好孩子有，
好家长也有，每次家长会结束都如今晚
一样围着问问孩子情况，再三再四地说
着谢谢。记得冬天留淘孩子补作业，妈
妈来接孩子时悄悄留下两个烤红薯，那
么暖，那么甜……

是的，日子虽然疲惫，但也不乏美好。
心有半亩花田，藏于这世俗人间。
明早该教孩子们读黄庭坚的那首

《清平乐》了：
“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

知春去处，唤取归来同住。
春无踪迹谁知？除非问取黄鹂。

百啭无人能解，因风飞过蔷薇。”
尽日寻春不见春，芒鞋踏遍陇头云。
蔷薇花开了，春确乎是已不在枝

头，却在心头。
想想办公桌上的花瓶荒芜好些日

子了，明早出门时是在路边踅摸一朵什
么花，还是掐几根狗尾巴草呢？不管是
花是叶都是风景，都会在我的案头绽放
出盎然春意。

生活再难，也要把春天请回心里。
春去也，那能驻？平芜尽处是春山。
书案之上，芬芳依旧。

请 回 春 天心灵点击

电话响起，是安装空调的师傅问我在家吗，大概四点到。
四点整，门铃在唱歌，两位身着工装的师傅，放下工具包，取出
鞋套就往脚上穿。我忙说：“不用，不用。”其中一位腼腆地笑
道：“这是公司的要求。”

看着他们一通忙碌，我什么忙都帮不上。到翻过窗户到
户外安装的环节了，我紧张得不行，一再叮嘱那位师傅：“一定
要小心点儿啊！一定要小心。”十四楼，人在外面，我探头一看
就双腿发软，能不紧张吗？

大大的室外机，我搬了搬，以我的力量感觉挺重。我一直
在旁边待着，想着等室内的师傅把室外机往外搬时帮他一
把。我等了十多分钟，还没轮到往外搬室外机。就在这时，书
房里的手机响了，我回了几条微信，赶紧返回安装现场。没想
到，短短一两分钟，室内的师傅竟然一个人把重重的室外机搬
越了高高的护栏，递给了外面的师傅！我没有帮上忙，自责不
已。师傅安慰：“这是出力活儿，俺们都干惯了，不沉。这活儿
你帮不了。”“是不是我会帮倒忙？”师傅笑笑默认。我一下子
轻松多了。

忙完，我让他们喝水，他们不喝。家里没有水果，我说：
“给你们洗两根黄瓜吧？”他们摆摆手说不吃。其中一位师傅
笑了，说：“我还记得你。前些年干热水器维修，我来你家修过
两回。有一回是冬天，修完后，我洗了手，你还递给我一瓶化
妆品让我抹手……”

我这人不光路痴，还脸盲。不熟悉的人见一两次，再见还
是不认识。师傅这一说，我倒想起来了。那是什么化妆品
啊？就是一瓶护手霜而已。当天，特别冷，风还大。得知师傅
来时骑的电动车，他洗过手后，我就想让他抹抹手。结果，师
傅没有抹。都是些发自本能的小事，没想到，时隔多年，师傅
竟还记得。

提起“我还记得你……”感觉很是耳熟。在大脑里搜寻了
一下，想起一位农民工也对我说过。那也是一个夏天，我们小
区拾掇外墙，当他们从三十二楼下滑到我家客厅外面时，我急
忙从冰箱里取出仅剩的半个西瓜，切块从窗户递了过去，有三
四个人吧，至今他们憨厚的笑脸我依然记得。

这些芝麻大的事，他们还记在心里，实在大可不必。我是
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女子，只会尽我所能地为身边的人做
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如果恰巧给你带去了一丁点儿温暖，我
会很开心。不管你记不记得我。

我还记得你

好姐妹娟子家在偃师农村。以往她来城里和我们聚会，
总是给我们带些现摘的樱桃、葡萄、西瓜、水蜜桃之类的水果，
用她的话说：“俺那儿啥都有，带点给你们也尝尝鲜。”

在我们心中，娟子的家乡像个“百果园”，是个神奇的地方。
前不久她生了二胎，城里的几个姐妹相约双休日过去看她。
那天，一个闺蜜驾车，我们一路畅聊。不知不觉间，汽车

驶进了一个绿树掩映的村庄。这里一排排贴着红瓷砖的大门
楼，家家门前有整齐的小菜园，鸡鸣狗吠声不时传来，一派自
然祥和的景象。

娟子家的小院坐北朝南，收拾得干净整齐。正房三室两
厅一卫，她一家四口居住，东厢房是父母的房间，西厢房是个
大厨房，厨房里有橱柜、新式炉灶和各类厨房电器。村子里自
来水、天然气、下水道等公共设施齐全，令我不由得赞叹，娟子
家真漂亮，比城里还舒服。

娟子为我们准备了丰盛的午餐。席间，她说起村子的变
化：“俺们村这些年大力发展果树种植，农民都富起来了，家家
买了小汽车，村里开了好几个超市，自家菜园里应时蔬菜齐全，
我和老公在村口的工厂里上班，去市里也很方便，开车只需要
二十分钟……”看着她满足的神态，我打心眼里为她高兴。

饭后，我们到村边闲逛，初夏的田野散发着勃勃生机。路
边的花木在肥沃土地的滋养下枝叶繁茂。苹果园里，果农们忙
着给新长出的小苹果套上袋子。樱桃园中，一排排樱桃树两米
多高，流苏状的叶片下，挤挤挨挨挂满了红宝石似的果子。

姐妹几个拿着小篮子，鸟雀般在樱桃树下飞转，一边摘，
一边叽叽喳喳品评着哪棵树的果子更甜。不一会，手上的小
篮子就被这些“红宝石”填满。

天色向晚，我们甚至有点儿不舍得离开……

娟子家

□宁妍妍

尘世写真

乡村新貌

□杨军霞

□徐湘婷

魏巍青山翠，盈盈畛湖水，片片映
山红，时时鸟啼飞。

进入新安青要山，这里林茂花繁，
沟壑幽静，溪秀潭清，被美誉为“中华远
古第一都”、中国“和”文化发祥地。站
在“山之情、水之韵、峡之魂”的“中原小
九寨”，水是这里的灵魂，萦绕着山的秀
丽之姿；山的巍峨矗立，又轻摇着水的
柔雅之态。

观青要山双龙峡，需绕畛湖而下。
每走一节就是一景，“武罗潭”“好汉坡”

“月亮湖”“梅花溪”，听听诗一样的名
字，就会令人生出无限遐想。

顺着水的韵律移步前行。仰视，青

山翠绿，飞瀑流泉，白云浮青山，蓝天映
碧水，人在谷中走，美景水中游。俯瞰，
谷底的水，或紧或慢，或哗哗奔流，或汩
汩暗涌，遇山岩，峰回路转；遇卵石，跳
跃奔腾。

在千万年的岁月里，青要山千沟百
壑的崖石被大自然搏击入谷，然后被山
洪奔腾咆哮的野性剥蚀，在冲刷和一遍
接一遍的洗磨中，造就了大量引人入胜
的奇石奇观。这些惟妙惟肖的奇石集
天地之灵气，聚万物之精华，鬼斧神工
造化了一幅幅天然的石画。

跨过历史的长河，脚下被岁月磨砺
过的岩石，虽有高有低，但仿佛是从天

上跌落人间的日月星辰、花草树木，或
是那栩栩如生的人物之形，看上去妙趣
横生。

攀青要山和合塬，要折身返路盘旋
登山。连绵起伏的山峦，星罗棋布相映
成趣。相传，黄帝、炎帝与蚩尤三部落
先后在为疆域发生冲突。最终，他们
通过征战和谈判，结束了部落间的刀
光剑影，并在青要山和合塬歃血为盟，
成就了华夏文明最早的和谐、合作的文
化之源。

千载已过，和谐永存。青要山“三
祖结盟”故事传奇，又成就了青要山千
秋万代的不老神话。

青要山，还是一座天然的中药材宝
库。据《山海经·中次三经》记载：青要
之山，实惟帝之密都。山中有一种鸟，
其状如凫，青身而朱目赤尾，女人吃了
有益于生育。有草焉，其状如葌，名曰
荀草，用水煎服可以长寿养颜。

对于故事，我们可将信将疑，但故
事中所透出的“本真”必定引发共鸣；对
于传说，可以一笑而过，但传说中透着
的“传奇”，又将千古流芳。

自幼生长在青要山的徐老师说，生
活在这里的人大都睿智健康，不足四百
人的小小村落，就有五六十人考上大学，
还有四五个硕士、博士。

青要山，神秘之山，伸手摘几枚绿
莹莹的山杏，或弯腰捡拾一块沉甸甸的
奇石，犹如得到了荀草，绕着大山的年
轮和湖水的脉络，呷一口荀草茶，对着
大山你就会吟唱绝版的青要山歌。

山水相恋青要山
□李建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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