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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不能倒流，但我却
有幸看到一块倒走的手表。

一次和尤生荣老师共进
晚餐，饭桌上，大家愉快地交
谈。我看到尤老师手腕上的
表很奇怪，表盘中有醒目的

“笑话王国”四个字，与普通
的手表不一样，好奇心使我
不由自主地打探起这块手表
的来龙去脉。

尤老师见我对此表很感
兴趣，便微笑着对我说起这
块手表的故事：“这是前几年
一位朋友送我的，它打破了
传统手表的设计理念和显示
样式，读取时间方式也有着
颠覆性的不同。”听完尤老师
的话，更引起了我的好奇。

说话间，尤老师将手表
摘下递给了我。

我将表拿在手上仔细端
详，银色的金属表链，圆形的
金 色 表 盘 ，表 盘 上 12 点 、3
点、6 点、9 点钟位置分别用

“笑话王国”四个字代替，表
盘中央上方是一幅万荣县笑
话城的大门图片，图片下是

“笑城精品”四个字，下方落
款为“中国万荣”。

看了一阵，竟看不明白
时间。我问尤老师，这表时间
对吗？

尤老师笑笑说：“走得准
着哩，戴了多年，看习惯了，平常手表
反而不会看了。”

接着尤老师又故意卖了个关子，
说道：“这块表最奇特之处在于时针、
分针和秒针均为倒走，与常规手表的
走动截然不同，呈现反向旋转的奇妙
景象。”

噢！原来这块表是倒着走的。
同尤老师交谈得知，表上面“笑

话王国”四个字，如同万荣“七十二
zeng”体现出山西万荣县独有的农耕
文明特色。自古以来，生活在这方土
地上的人们乐观豁达，诙谐幽默，在

创造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催
生了灿烂辉煌的地方文化。

听尤老师的讲述，我心
中暗自思忖这块手表所蕴
含 的 意 义 。这 块 倒 走 的 手
表，勇于突破传统时间观念
的束缚，意在警醒我们珍惜
时间，勤奋耕耘，探索未知。

此 前 看 过 尤 老 师 写 的
《七 十 抒 怀》，他 在 文 中 写
道，“我把七十当十七”，倒
走 表 岂 不 正 是 他 永 葆 年 轻
心态、锐意进取精神的最好
诠释？古稀之年的尤老师，
秉 持 对 未 来 生 活 的 热 爱 和
向往，整日笔耕不辍，连续
在各级报刊发表作品，最近
被吸纳为市作协会员。

我 在 想 ，这 块 倒 走 表 ，
如果真的能让时间倒流，那
将 会 是 一 个 充 满 挑 战 和 机
遇的世界。我们可以重新审
视我们的选择，摆脱那些遗
憾、失落和挫折 ，让我们的
人生更加完美。

现实中时间无法倒流，
生命无法重来，每一个选择
和决定都有其必然结果。即
使 我 们 的 人 生 充 满 了 伤 痛
和遗憾，那也是我们成长的
烙印和见证。我们要珍惜生
命 历 程 ，勇 于 面 对 挫 折 、接
受挑战，让生命更加充实。

时间，就像这块倒走表，不停歇
不止步。表可以倒着走，但是时光永
远也无法倒流，所以，我们应该珍惜
每一分钟，用心去感受这个世界，去
体验人生的酸甜苦辣，去接受世间的
喜怒哀乐，行进在未知的人生旅途，
书写无悔的精彩篇章。

倒走表令我浮想联翩、感慨万
千。感谢这块倒走表给我的启示和尤
老师带给我的激励，使我深刻领悟到
生活中的微小细节、精彩瞬间、独特
发现，或许这些都可以成为我们探索
前行道路的宝贵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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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爱如阳光

当岁月让许多记忆日渐变得模糊
的时候，有些事反而却变得更加清晰起
来。尽管每天几乎为总也忙不完的事
务所缠绕，可是，稍有一点空闲，我都会
更多地去怀想我的母亲——路梅。

我的母亲是个地道的农民，她的身
份，注定她对子女的爱就像那最寻常的
黄土，质朴、纯澈、深沉、博大。

六七十年代，我们家老的老、小的
小，全家十口人，大小十张嘴，与其说靠
天吃饭，不如说靠生产队分的口粮度
日。度日如年啊，人一睡，一挤一炕，口
粮一分就一丁点。那个时候说口粮，其
实是口比粮多。母亲是凑合了上顿，又
要想着准备下顿，为了节省粮食（其实
也就是点玉米之类的粗粮），母亲经常
边劳动边挖野菜。不谙世事的我们和
如今深谙世事的我们，是不曾体会这种
煎熬的，也没有谁会愿意体会这种煎
熬，只有母亲，不仅体会了这种煎熬，而
且亲口咀嚼了这种煎熬带来的酸甜苦
辣。

当时，我爷爷还健在，老人辛苦一
生没有别的爱好，只好喝盅酒。作为儿
媳，母亲想在老人面前尽点孝心，可又
拿不出太多的钱和太多的东西，只好把
养的几只鸡下的几个蛋卖得的钱省下
一些，给爷爷买酒，偶尔还把专门留下
的几个鸡蛋煮了给爷爷下酒。爷爷过
意不去，说：“这么多孩子要吃要喝，不
容易呀，你能拉扯大，我要给你记大功
哩。我没给你们置下什么，又是快入土
的人了，你就别老惦记我啦。”

母 亲 说 ：“您 老 就 别 多 心 了 ，日 子
苦，这也难为您了，等哪天有了钱，给您
买 上 几 斤 肉 ，买 上 几 瓶 酒 ，让 您 喝 个
够。”母亲常常对我们说：“孝敬老人，天
降得福。古人说家贫出孝子，国难出忠
将。没有老人就没有我们，做人要讲良
心。”如今，母亲已近古稀之年，我们常
常回家看她。谈起爷爷，母亲还是感慨
万分：“唉，那生活甭提多伤心了，老人
活得苦啊！想多喝点酒都没有，要是活
到现在就好了。”

母亲是文盲，但她希望我们都有文
化。在那个温饱都难以保证的年月，母
亲竟然供着我们全部上了学。记得上
四年级时，因家里穷穿破衣裳上学遭同
学们耻笑，回家后便对母亲大发脾气。
母亲并不恼，总是心平气和地开导我们
说：“衣服穿得破，但只要干净整洁并不
丢人，学习不努力、成绩不好才是真正
的丢人。你们要给穷人孩子争口气，把
学习搞好，将来成为国家的人，看谁再
敢笑话你？别说没钱，有钱还得供你兄
妹上学呢。”这道理，当时的我并不理
解，只是慢慢才明白了妈妈的用心。

母亲对儿女的爱执着、深沉，她的
“教育理论”全都来自丰富的生活经历，
因而运用起来也就特别实在。那个时
候，上学虽然费用不大，但儿女几个同
时上学，光书本费就是一笔不小的开
销。母家为此养了猪、养了羊、养了兔，
一到星期天，就带着我们到地里、山上
去打草。夏天的阳光火一般烤在当头，
那可不是郊游，可以带上干粮、带上饮
料，累了还可以在树荫下或凉快的地方
休息一下、补充一下。而打草当然不能
那样，当时也没有那个条件，连凉水都
找不到地方去喝，常常是一割半天，也
一困半天，一晒半天。母亲怕我们晒
着，就用割来的草垛成草墙，让我们在
草墙下歇凉，而她自己却不停地割着、
割着，好像那草就是她生命的希望，那
草就能铺就通向她希望的道路。为了
那个渺茫的希望，母亲好像从来都没有
累的时候，一根根草、一把把草、一堆堆
草、一背背草，成就了母亲劳作中多少
笑容，忘却了母亲劳作中多少愁绪，我
说不清。有时割草中途遇着下雨，母亲
和我们就在地圪塄下避一会儿，等雨小
了再割。不割，牲畜就得饿着。割够
了，冒雨背着沉重的草往家赶。猪养大
了、羊养大了、兔养大了，但经营劳作了
一年的母亲又何曾享受过她的劳动成
果。为了培养我们成长，她用最实在最
宝贵的东西换得的仅仅是几张轻飘飘
的纸币。但生命就是在这种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的实实在在的生活中平平实
实地走了过来。走过来，前面是个天，
过去的全已过去，辉煌不辉煌全无所
谓，艰辛不艰辛都无人在意，汗水与泪
水、艰辛与伤痛都随岁月而去，网住的
全都是温馨而美好的记忆。

母亲的执着，孕育了一个农家文化
氛围的诞生与聚拢。一九七八年，当我
从部队回家探亲，带回几瓶好酒摆在母
亲面前时，母亲泪流如注，默默地，把这
些酒摆在爷爷的遗像前，嘴里念叨着：

“他爷，苦了您了，今天就喝个够吧。”
母亲的勤俭持家是出了名的，纵然

岁月无情，但母亲对待生活的态度从来
都是十分认真的。她把一个小小的庭
院经营得如同花园，桃树、杏树、苹果
树，白菜、番茄、黄瓜，以及这样那样数
不上名的鲜花，把整个院子烘托得生气
勃勃、红红火火。这些菜全家一夏天都
吃不完，母亲就经常拿蔬菜和水果去接

济孤寡老人。
在母亲看来，子女再大都是孩子，

对于子女的事，母亲一生都是那样关怀
备至。那次回家，母亲又问起给我们结
婚时缝的被子，说盖了好几年了，用不
用拆洗一下？我说平常都套着被罩，不
太脏的，您这么大年纪，就别操心了，有
空多歇会儿。可母亲还是说，那些被子
有两张是薄的，有两张是厚的，薄的是
给你们夏天准备的，厚的你们冬天用，
不知你知道不知道。你们那里不睡炕，
没火，冬天冷，被子不脏、可年头长了，
盖着也不暖和，你身体又不太好，平时
上班忙，没时间拆洗，还是妈去给你们
拆洗一下吧。我看母亲坚持，想到多少
次想让母亲去住一住，可她就是不肯，
怕打扰我们。怕打扰我们，可她又不放
心我们，我一回去她总是问这问那。我
说一切都很好，她又不信，说哪天还是
要来看看，但临到走时，又说：“你们刚
刚成家，妈去了又得你们破费，还是以
后再说吧。”可母亲最终还是不放心我
的生活，这一次说要来，我想也正是个
机会，顺便给我拆洗被子，反正也不用
太紧张，就那点活儿，我们洗，母亲给缝
一下，多会儿做完多会儿算。妻子也这
么想，并且尽量安排好吃的饭菜让母亲
多住些日子。

活做完了，我让母亲多住几天，母
亲说：“别住了，你们都挺忙，我活儿也
做了，看也看了，挺好，回去也放心了，
在这儿弄得你们更忙。”并说：“英兰每
天按时按点地上下班，回来还要忙忙碌
碌地做饭，我又不敢用你们的煤气，帮
不上什么忙，这几天也把英兰忙坏了。”
妻子忙说：“您来了才几天，连着做了那
么多活，多休息几天再走，反正回家也
没有什么事。”可我知道母亲的性格，答
应星期天送母亲回家。在我家住的几
天，家里也没有什么别的活要干，所以
我们一上班，母亲就闲了下来。我让母
亲没事时看看电视，母亲说看不懂，看
书则更是难为母亲。故而母亲常常不
是坐在沙发上发呆，就是窝在阳台上看
天。我几次下班回家，看到母亲总是这
两种姿势。

母亲在想些什么，看些什么呢，我
不知道。我为母亲如此寂寞的生活感
到心痛，我又为把母亲接到这里无端受
这种煎熬而感到不安。我知道，母亲除
了干活，大概很少有什么爱好了。她小
的时候深闺禁着，大的时候生计困着，
一生的自由和渴望没有生长的土地和
阳光，短暂的花季全都谢落在命运的泥
潭，而她漫长的人生却在等待和跋涉中
煎熬成孤独与沉寂。她能有什么爱好
呢？她没有什么爱好，也没有别的事
情，只有默默地坐在那里，也许是在回
望她刚刚走过的那弯弯折折的历程，也
许是在反刍她人生中酸甜苦辣的滋味，
又也许，面对城市楼林高筑、人如潮涌，
又想到一些舒心快慰的喜事来——但
愿如此。有时我开门进家，母亲都保持
着这种从容的姿势，好像没有什么能动
摇她七十年风雨铸就的镇定与自若。

准备回家的那天，早晨带着母亲出
门的时候，妻子说：“妈，您刚干完活就
要匆匆忙忙地走，这一走，又不知道什
么时候再来，我这几天上班忙，也没照
顾好您。您啥时候想来，就让他去接
您。”说着，妻的眼泪流了下来。母亲
说：“别送了，早晨凉，刚起来别凉着，有
儿子送送就行了。啥时候有事，妈能干
的就说，你们年轻人没干过针线活，上
班又忙。有空常回去。”母亲说着，眼泪
也汪汪的了。其时阳光初照，朝霞满
天，依依惜别的深情在婆媳闪光的泪珠
中熠熠生辉。我沐浴在母爱与妻情的
幸福之中，有一种理解、博大、宽容在内
心升腾起来。

母亲最大的优点就是重视对子女
的教育。来我家后，看到我准备扔掉
很好的旧衣服时，她接过来清洗干净
后 ， 要 带 回 去 穿 ， 并 且 说 这 都 挺 好
的，扔了多可惜呀，我下地干活穿什
么都一样。有时我拣菜将边叶都扔掉
了，娘看到后便心疼地说：“这都好好
的，你想菜农种一棵菜多不容易呀。”
每每我回老家看她，她总是翻翻我内
外穿什么，有时还要硬塞给我点钱，
并 对 我 说 ：“ 当 官 了 ， 钱 也 不 能 乱
花。”母亲经常叮嘱我。这样离离别别
多少年，我总感到善良质朴的母亲一
直在身边唠叨让我这样那样或做出个
样儿给她看。人啊！别管什么贫贱富
贵，都别忘了谁将你养大谁将你生，
那种与生俱来的情脉钱买不来。有了
自己的家也就体味了妈，有悲有苦有
甜都可以讲给妈听，因为，她知道什
么是骨肉之情，什么是浪迹天涯。

哦，一生坎坷的母亲，一辈子艰
辛的母亲，你的历程无法用语言来记
述，你的爱同世上千千万万个母亲的
爱一样，甜蜜、温馨。人生苦短，岁
月无情，母亲的老好像就是昨天和今
天的事，她一生中许多有形与无形的
最珍贵的东西都被岁月流逝之河冲刷
得无影无踪，沉没的多，捞起的少，
寥寥几个文字只能略略慰藉一个游子
不安的心。逝去的是金，握在手中的是
土。对于儿女，除了几张冷冰冰的钞票
之外，我们该如何学着像母亲关怀我们

那样，关怀一天天走向衰老的母亲，才
不至于将来留下遗憾呢！我想。

父爱的味道

那 年 春 节 我 回 乡 探 亲 ，刚 进 入 家
门，发现两年未见的父亲明显地老了。
老人头发花白，皱纹密布，步履蹒跚，目
光乏神，全然失去了我小的时候父亲的
那种英俊和豪气。

在与父亲相见的一刹那，我的心顿
时震了一下，我突然觉得父亲就是在这
一瞬间猛地老下去了，这让我实在难以
接受。我不相信岁月会如此无情，让一
个为儿女鞠躬尽瘁、操劳半生的人费尽
心血后便走向衰老，这不公平。可这就
是现实。只是现实归现实，作为儿女，
尤其是有了儿女的儿女，对于父亲的衰
老，是无论如何都有些伤怀的。透过父
亲额头的一道道皱纹，我看见了一条条
岁月之辙坎坎坷坷地向父亲逼来，一股
股风霜雨箭向父亲射来，他跋涉的背影
在雨中、在风中，又隐隐约约地突现出
来。

父亲出生在一个叫石庄沟的穷地
方，那里到处是沟沟壑壑，很贫瘠，人们
头顶风沙，一次次播种，一遍遍收获着
微薄的希望，遇到大旱，往往颗粒无收。

生长在这样环境下的父亲，从小家
里很贫穷，一天学也没上过，六七岁便
放羊、放牛，跟着爷爷下田拔草，干些简
单农活。长大成家后，我们家和同时代
的许多家庭一样，兄弟姊妹多，有 7 个。
这么多的孩子，要吃饭，要穿衣，在那个
时代，父亲不付出他的所有心思光景是
难以为继的。那个时候，父亲除了种地
外，空余时还得上山给猪拔菜，给羊割
草。他的精力几乎都用在了劳作上，故
而也就难免有些牢骚和脾气，他一生
气，我们连话都不敢再说。我那时还很
小，好赖塞饱了肚子，不知人生的酸甜
苦辣，对父亲的艰辛自然也了无所知，
正所谓少年不识愁滋味。

及至我在外上了中学，对父亲的认
识才深刻了起来。他常常骑着那辆半
新不旧的老“红旗”，在来回三十多里的
土坡路上奔波，为了我，为了我的生活，
为了我的学业。我知道他的生活很苦，
但我不知道他的内心是不是快乐。很
多次，我向父亲说：“爸，别跑了，挺远
的，我这里挺好。您老这样跑，会受不
了，有需要的，我会自己回去取的。”可
父亲说：“没事，有这个车子，比爬山打
草好多了。你只管好好学习，我没啥。”

在乡高中上那阵，因我身体单薄，
父亲常常去看我。母亲在家里养了几
只鸡，所下的蛋父亲几乎全给我带到了
学校。因为路不好走，他总是把鸡蛋垫
着软草一层一层地放在铁桶里，压紧、
盖严。我每次从铁桶里往出取的时候，
一层一层地翻开，就像是一层一层翻出
了父亲的精细、谨慎、关怀和疼爱，泪水
就止不住地悄悄涌动。

那是一个阴雨季节。那天上午，正
下着大雨，我们上完课连教室都没法出
去。我们大多数学生都来自农村，所以
很少有谁奢侈到能买得起一把雨伞。
课堂上，老师刚讲过朱自清先生的名篇

《背影》，我望着教室外的雨帘，回味着
背影的滋味。檐头的雨哗哗地泻着，地
上的水哗哗地流着，我的思想随着这淋
漓尽致的雨水油然复杂起来，心灵中沉
重的背影和着这阴沉的雨景，把我的思
绪带到了故乡的深处。在那里，在我的
视野及思想所及之处，背影，一个默默
的背影，一个微驼的背影，一个让我崇
敬、让我温暖、让我心疼、让我流泪的背
影塞满了我的胸腔。整整一个上午，我
的思绪被背影牵着，被雨水淋着，直到
中午放学，我还没有走出那个深沉的背
影。走出教室门外，我才有被雨水湿身
的感觉。“拴柱。”我隐约听见身后一个
微弱而熟悉的声音叫着我的乳名从雨
中传来。我转过身，却见父亲手里提着
小铁桶站在屋檐下，尽管身上有一小块
塑料布，但因为屋檐窄，他的衣襟、裤腿
直至鞋袜全都湿透了，而那个小铁桶却
紧紧地贴靠在墙角。我赶紧跑过去，接
过铁桶，拉着父亲的手就往宿舍跑。父
亲说：“没事，淋点雨下火。”其实，我何
尝不知道，从父亲身上被雨淋的程度，
足见他已经在雨中站了很长时间了。
午饭时，我让父亲吃饭，他说吃过了，问
我还有什么事，我说没什么了。饭后，
父亲坚持要给我洗饭盒，任我怎样推辞
阻挡，他还是把饭盒替我刷了。父亲
看看雨下得小些了，说要走。我让父
亲休息一会儿再走，可父亲从兜里掏
出塑料布，披在背上，回头看了看我
说：“需要啥给家里捎个信儿。”说完
就出了门。我跟着父亲，想送送他，
父亲却说：“回去吧，没事。还下着雨
呢，别凉着。”我把父亲送出校门，父
亲就再也不让我送了。我看着父亲跨
上车，那块显眼的塑料布在茫茫的人
流中飘来飘去，忽隐忽现，愈飘愈远，愈
飘愈小。泪水伴着雨水不知什么时候
顺着我的脸颊流了下来。父亲，这就是
父亲，他匆匆地来，又匆匆地去，留下的
是至爱和关切，带走的是风尘和劳累。

上学是很费钱的，尤其家庭子女多

的，虽然那时人们大多不富裕，但该交
的学杂费、住宿费、伙食费、书本费还得
交。上高二的时候，我很想买一套复习
资料，可想到父亲刚刚把伙食费送来，
再要，怕父亲拿不出来为难，于是就等
了几天。可这套资料上课经常用，情急
之下我就跑回家里。父亲一听我要买
复习资料，知道我不急不回去，便把母
亲攒的鸡蛋收了来，拿去供销社卖了。
他清点了那几张皱巴巴的零钱，见有一
张破的，就找了糨糊和纸条，精心地糊
好，又从内衣兜里摸出几张一元、五毛、
两毛、一毛的，点了点，说：“多三毛，你
都拿着吧，饿了买个饼吃。”我含着泪接
钱时，心里油然涌起一种自豪，一种专
为父亲的自豪。

转眼要高考了。父亲怕我吃不消，
来看我的时候更多了。这时正是夏天，
我怕父亲这样跑坏了，让他不要老跑。
父亲却说：“没啥。我跑不过流点汗，你
动脑很劳人的。”

高考那几天，我在考场里，父亲守
在校门外。那几天，天气也格外怪，不
是下雨，就是闷热。我坐在教室里倒也
清静，可父亲就苦了，要么淋雨，要么热
得大汗直淌。我劝父亲不要在外面等，
找个凉快的地方，父亲却说走远了不放
心我。我每次考试出来，父亲见我脸
红，就说：“渴了吧。”说着，就把早已准
备好的水给我递过来。喝着父亲递过
来的水，我的心里无比踏实，就像小的
时候躺在故乡大山的草地上，一种暖洋
洋、软绵绵的感觉。

父亲，一棵参天大树，盛产了许多
许多的爱。这种爱，有深沉地扎进土地
的情，也有高昂地升向蓝天的义，在这
种爱的养育中，我走上了平凡而神圣、
艰辛而可贵的人生之路。

如今，父亲老了，与许多城里七十
多岁的人比，父亲的确是老得过早，全
然没有许多城里同龄人那种饱满、活跃
的神情。他老了，我们儿女每次见了，
都说子女大了，父亲应该享享清福。父
亲理解我们的心，但他不赞成我们的思
想，他说人其实是闲不住的，不动手，脑
子就动得多了，这样反而会出问题。父
亲的话朴实得就像大白话，却很发人深
省。我不知道他的青春年华是怎样度
过的，我想象不出来，但从他过早衰老
的面容，我感知了父亲艰辛坎坷的一
生。他没有太大的能力，但他是一个争
强好胜的人，在生产队当队长时，每天
带领村民春耕或是秋收劳作，十分细
心，间苗、锄草、培土、施肥，每一道工序
都小心翼翼。他善于总结，有自己的一
套种地论说：“翻土要深，不能只刮地
皮；锄地要经常，不能偷懒；人哄地皮，
地哄肚皮；伏里锄地，自带三分雨……”
父亲不识字，也不是农业专家，他这一
套套与农事有关的土经验，真可谓既实
用又管用。除此，我们那里春秋两季都
搞植树造林，绿化当时在乡里很有名，
县乡多次组织人员前来参观，召开现场
会，总结推广了他们的经验。当时的

《农民日报》记者苏向东为此采访他，他
留下这样一句话：“我没有什么本事，只
要能和乡亲们一起干点力所能及的事，
也算为后人造了一点福。”冬季农闲，他
开办了扫盲夜校，同时组织男女青年成
立了戏班子，当时排练了反映移风易俗
和大公无私的小戏《彩礼的风波》《夫妻
学文化》和对唱《交公粮》等节目，在乡
里举行的文艺汇演比赛中获得了表演
创作第一名的好成绩。他当了一辈子
农民，当了十多年队长，为了子女的事，
从没有走过什么后门，单凭着他微薄的
力量和纯朴的智慧，使一个个儿女走上
了自信亦成功的道路。这就是我善良
纯朴、可亲可敬的父亲。在我看来，他
的这种能力与现在许多人的能力观可
能相去甚远，甚至格格不入，但是，这种
能力才是自然赋予的最有代表性的最
高尚、最伟大、最持久、最坚毅的人类文
明的精神财富。父亲把这种能力传给
了我们，同时也传给了他的弟妹。

回家几天，父亲对我的儿子、他
的孙子疼爱至极，又是觉得懂事，又
是觉得聪明，这应该说是一种隔代亲
了。父亲对孙子的亲情竟然如此，而
我们小的时候却从来没有见过父亲如
此亲近地对我们。生活的重压与年龄
的因素固然是父亲严子亲孙的重要原
因，但我分明觉到，父亲是从孙子的
言行看到了自己骨血、性格和精神的
传递，看到了他苦苦培育的果实丰硕
饱满，才会如此欣慰。在与父亲的谈
话中，我提议想让父亲来城里住，父
亲却不肯去，他说现在乡下生活也挺
好 ， 啥 也 不 缺 ， 你 们 每 天 都 忙 着 上
班，我去了也给你们帮不上什么忙，
帮倒忙更是不忍心。

对于父亲，其实有许多需要我们
子女去为他刻画的东西，但总觉得又
不知从何画起，或者为他画些什么，即
使勉强画出来，也总觉得画得极不像
样，总觉得画出来的都对不起父亲。这
就是父亲，这就是我的父亲！我之所以
无法满意地画出他，大概是因为他已经
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人，而是包容了一
种精神，一种无私的、忘我的精神和一
种永不衰落的思想境界。这种精神和
境界无论如何，都是画不出来的。

小 草 对 大 地 的 倾 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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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阳节的早晨，
朝霞绚烂。
一张张笑脸，
绽放敬老院。

儿子给父亲敬上好酒，
红晕流淌父亲面庞。
儿媳给婆婆递上零钱，
笑容眯住婆婆双眼。
孙子给爷爷献上葡萄，
甘甜滴在爷爷心间。
孙女给奶奶送上鲜花，
芬芳醉了奶奶心田。

女儿给母亲梳梳头，
母亲白发黑了一半。
女婿给岳父刮刮胡，

岳父颜容回到中年。

外孙给姥爷捶捶腿，

爷爷腿儿不再缩蜷。

外孙女给外婆洗洗脚，

外婆病根祛除一半。

节日的敬老院，

笑声连连，

快乐无限。

亲情绕身边，

孝道写心间。

不知不觉，

热闹了一天。

晚霞挂在窗前，

月亮也露出了笑脸。

节日的敬老院
■杜德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