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夕阳在西天欲去还留之际，

归巢的倦鸟与荷锄的汉子， 一起

拉开夏夜的序幕。 汉子们裸着上

身，扛着锄头，从田间地头齐聚乡

顺河畔。席地而坐，麻利地从裤袋

里掏出老烟袋， 或者撕半张旧书

页夹点烟末子自卷香烟， 在烟雾

缭绕中吹着清凉的晚风， 听着归

鸟的歌唱，唠着农事的沧桑。

村庄上空，炊烟袅袅升起，那

是女人们在张罗晚餐。 把鸭群和

羊儿赶回家的孩子们， 拿着脱了

线掉了色的毛巾， 跟在骑自行车

的大哥哥后面飞奔而来。 远远地

与河堤上唠嗑的叔伯们打个招

呼，就脱下衣服跳进河里，“扑通、

扑通”，打着水仗，拼着水力。没有

沐浴露，没有游泳帽，孩子们依然

洗得干净，玩得开心。

天上的星光与村庄的灯光闪

现的时候，吸烟的男人们站起，朝

河里的孩子们吆喝：小兔崽子，赶

快上岸喽， 晚了会有水鬼扯脚脖

子！男人们边说边佯装走开，孩子

们争先恐后地出水。数数人头，一

个不少。男人们谈笑风生，步履从

容；孩子们脚底生风，一溜烟地往

家跑。

男人回到家时，孩子已扒拉

完一碗面条，去有电视的邻居家

看《西游记》、《小兵张嘎》了。 男

人坐在黝黑的八仙桌边，煎饼就

葱、面条就蒜，狼吞虎咽。 女人

坐在旁边，吃馍蘸酱、挑面喝汤，

细嚼慢咽。 吃饭间，男人女人说

些柴米油盐的琐事，亲来客往的

应酬，无关浪漫的风月，却是真

实的生活。

饭后，乡亲们搬个木凳，或带

张竹椅，抑或卷张凉席，去村边

的桥上纳凉。 男人扎堆，吐着烟

圈，谈古论今；女人凑群，摇着蒲

扇，说长道短。大人们问候着、谈

笑着， 孩子们半真半假地打闹

着。忙碌了一天的人们在桥上乘

凉娱乐， 也在桥上获得各种消

息：西山坡的玉米抽穗了，东山

麓的芝麻开花了；李家的娃摘了

王家的香瓜，张家的牛啃了李家

的庄稼； 前院的大杰辍学打工

了， 后院的小囡考上高中了；南

方的某省发洪水了，北方的某地

闹虫灾了……

在纳凉的场所，有时会有乡

民提来一台收音机，让大伙儿一

起听《三国演义》、《白眉大侠》

的评书；有时会有一位白髯拂胸

经纶满腹的老者讲些稀奇古怪

的故事，或者讲述小村的历史变

迁，让大伙儿情不自禁地融入其

中，忘记了疲惫炎热，忘记了今

夕何年。

月亮挂上树梢，蝉歇了，风停

了。 借着星光、灯光，以及萤火虫

的光， 乘凉的人们扶老携幼走回

家去。 屋前院后响起细碎的脚步

声， 惊扰了墙角的黄狗和树上的

鸟雀， 传来几声短促的犬吠和鸟

鸣，不过很快消失在夜色中。乡村

连同夏夜，一起沉入梦乡。

儿子喜欢画画， 特别喜欢画

人物速写。 儿子订了一本厚厚的

家庭画册， 里面的主要人物是爸

爸、妈妈和他自己。

有一天， 我和老公好奇的翻

开儿子的家庭画册看， 这时儿子

凑了上来， 指着我们正在看的一

幅画问：“爸爸，妈妈，你们猜猜我

这张画的什么？”画面是妈妈和儿

子牵手穿过马路的情景， 那不是

我和儿子吗？ 老公装做看不懂：

“画的什么呀？ ” 儿子自豪的说：

“爸爸去年出差时，不是交待我要

保护妈妈吗？每次过马路时，我就

拉住妈妈的手，好保护妈妈呀。 ”

原来是这样， 这一幅普通的母子

过马路的画， 背后竟然还隐藏着

让人感动的故事。一直一直，我以

为是我在保护着儿子， 可是什么

时候，儿子学会保护妈妈了呢？

我们一页页的翻下去， 儿子

仔细给我们讲解着每一幅画背后

的故事。 这张是儿子帮妈妈做家

务， 这一张是爸爸妈妈和儿子在

玩捉迷藏游戏。 这一张是爸爸正

在给妈妈送生日礼物……原来，

每一幅画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

每一幅画都有它的意义。 我们沉

浸在对美好往事的回忆里， 心里

都是暖融融的。

我们又翻开一页：“这张画画

的什么？”画面是我和老公领儿子

在公园玩的情景。“这是去年，我

哭了好多回， 爸爸妈妈才陪我去

世纪乐园玩。 你们看我玩的多开

心！”这件事，我早已经忘记了，而

儿子却一直记得。 儿子又轻轻的

说：“每一次我要你们带我出去

玩，可不是爸爸忙，就是妈妈忙，

只有一个人带我出去。 我真想让

咱们一家人一起出去玩， 那才开

心呀！ ”儿子说完这些话，小嘴儿

一撇，几乎要哭了出来。我和老公

都沉默了，也不是真的没有时间，

我们一家人一起出去。而是觉得，

有一个大人带着孩子去玩就够

了。 没想到，在儿子的心里，和爸

爸妈妈在一起，一家人在一起，是

这样的重要。 我和老公都郑重的

向儿子承诺：“这个星期天， 我们

全家人一起出去玩。”听到我们的

话， 儿子这才高兴的大叫起来：

“噢，爸爸万岁！ 妈妈万岁！ ”

画册快要结束时， 我的目光

被一幅画吸引住了。 画面是一对

男女在厮打的情景。 像是一首乐

曲里的一个不和谐的音符， 这张

画显得那样刺眼。 儿子不好意思

的看着我说：“这是你们前两天在

吵架，你和爸爸……”儿子的声音

突然哽咽了，他扑倒在我的怀里：

“妈妈， 我一想起来你们打架，我

就害怕。 ”我想起来了，前几天为

着一件小事， 我和老公拌了几句

嘴，还相互推搡了一会。这本是件

小事，我和老公都没放在心上，没

想到却对儿子伤害这么大。 我轻

轻地搂住儿子：“别害怕， 我们以

后再也不会吵架了。”老公也内疚

的说：“对不起， 儿子， 我向你保

证， 以后我再不和你妈妈吵架

了。 ”儿子抬起头，泪眼汪汪的看

向我们：“你们可要说话算数啊。”

我和老公都重重的点点头。

从那天起， 我们每做一件事

前，都会想到儿子的家庭画册，我

们一家人更加相亲相爱， 因为我

们都希望在儿子的家庭画册里，

保留的全是美好的回忆。渐渐的，

儿子的家庭画册里， 不和谐的音

符越来越少， 它越来越多的记录

着一家人相亲相爱的情景。 闲暇

的时候，我们一家人会坐在一起，

翻看儿子的家庭画册。 儿子的家

庭画册，像是一根爱的纽带，将我

们一家人的心紧紧连在一起。 现

在， 我们给儿子的家庭画册起了

一个新的名字：“爱的画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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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居住的小城，方圆附近就有许多天

下的美景！ 小城得天地之精华、灵气，有古

镇的风范、山麓秀丽、多名花、有异香，多

风景圣地。 黄果树大瀑布、龙宫、夜郎湖、

神龙洞……四海无同类，惊羡天下。

我居住的小城，在城市中心也还有许

多的名胜古迹，几百年来散发着古朴的风

韵。 文庙、白塔、武庙、都是古人的创造和

杰作，的确让后人赞叹不已！

我居住的小城， 她的名字———安顺。

这是个多么漂亮的名字啊，平安顺意！

我居住的小城，还有一处风景———虹

山湖。

虹山湖虽然不能够与黄果树大瀑布、

龙宫、夜郎湖、神龙洞……相比，但是，虹

山湖的美丽也让人流连忘返。

在湖畔的四周漫步，是在一个收获的

秋日下午。 阳光洒在湖面上，湖面上闪烁

着无数的涟漪，湖光融融，秋野的芬芳扑

进了我的鼻孔，沿着环湖路走着，我看见

了菊花在路旁含笑。道路坦荡，密如蛛网，

走过七孔桥，踏进湖心的金童山，遥看对

峙的玉女峰，我感觉到好象走进了童话色

彩的世界！悠悠风来，吹动路旁、山上的树

木花草。 来自苍穹的阳光辉映之下，每一

个地方就象遍步棋盘的棋子，到处都有自

己的故事，都好象蕴藏着大自然与人的和

谐，置身在这样悠悠的境地，我真正的感

受到了撩人心旌的热量，心不得不被一种

浓郁的生活气息所陶醉。

坐在金童山下，看东方天空下的电视

塔，许多的风筝正好在那个方向飘舞。 在

供人们休息的回廊之处，我和放风筝的老

人攀谈起来。 这是一位年届七旬的老人。

收起的风筝握在手中，我看见了他的脸上

流下了岁月的沧桑， 皱纹就是最好的见

证。 岁月把皱纹深深地刻在他的脸上,老

人是个开朗的人, 只有这种性格的人,身

体才会这样的健康! 他的手里拿着香烟，

旁边有矿泉水瓶做的“烟灰缸”，时不时他

把烟灰弹进去。 为了他的健康,我冒味的

说,“老人家,你喜欢抽烟？ ”他说，“抽了几

十年,但是瘾不大,每天就抽三四支就完

事了。 ”

在慢慢地交谈之中,我知道了“烟灰

缸”的秘密,他带着这个瓶子在虹山湖畔

散步的时候,看见地下的烟头,就随手检

起。 他还告诉我,在五十年前，他还为虹

山湖的修建挑过土，要是没有改革开放，

虹山湖的发展不会有这样大的变化……

“年纪大了，虽然方圆附近就有许多天下

的美景，但是不能够天天去啊！唯有虹山

湖出门二十分钟就到， 这真是个美丽的

好地方啊！到这里锻炼这把老骨头,弯弯

腰是没有什么的啊!”矿泉水瓶做的“烟

灰缸”已经装满了香烟头,他老人家不知

要弯好多次腰啊， 我被老人的精神震撼

着!

� � � �我从老人的眼睛里读懂了一种生活！

老人走到了七孔桥上, 我看见他的身影,

感到他的身影是多么的高大。 瞬间,我的

脑海突然冒出了“环保”这两个字,是啊,

无论再美丽的地方, 如果不与环保同行,

那么美丽又能够保持多久呢?

陈开云

漫步虹山湖畔

吴长海

乡村夏夜

栖云

爱的画册

王涛

读书的乐趣

我喜欢读书，自很小时候始。 读书是

我生命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对于我来说

书是营养品，她滋润了我的心田，给予我

精神上的寄慰和收获！ 在书中，我感悟人

生，品味情感，享受乐趣，体味一种新的境

界！

读书给予我新的体验，给了我另一个

世界。 在这个世界里，我可以去领略“飞流

直下三千尺”的气势恢宏和“月点江心一

颗珠”的美妙空灵；可以去感受“桃李春风

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那老友重逢的

喜悦和“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恋人

离别的依恋；去体会“飘飘何所去，天地一

沙鸥”的飘泊和“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

时照我还”的乡愁；去领悟“高堂明镜悲白

发，朝如青丝暮似雪”的悲鸣和“莫等闲，

白了少年头，空悲切”的感叹！

读书给人以境界。 少年读书，想象插

上了翅膀， 在身外广阔的世界自由翱翔；

青年读书，凭添了力量，会用知识去丰富

自己，使自己更加勇武有力；老年读书，多

了一份意趣，更多地是在读自己。 读书让

人宁静，读书让人淡泊，读书让人深远。 不

读书便不知泰戈尔笔下夕阳坠入地平线，

西天燃烧着鲜红的霞光，一片宁静轻轻落

在枝梢上的黄昏美景；就不知《霍乱时期

的爱情》中主人公如同运河两岸环境一样

数十年的情感变迁和廊桥遗梦里那一段

让人心醉、让人心碎的浪漫……

读书给人以启迪。 当你读到孙少平在

平凡的世界里一步一步负重跋涉，在艰难

困苦中不忘进取，在挫折遭遇面前不屈不

挠，你难道就没有感动和振奋吗？ 当读到

诸葛亮拖着秋风袭面、彻骨生寒的病体最

后巡视军营，你就没有一种英雄迟暮壮志

未酬的感伤吗？ 我曾有过和白岩松一样的

感受， 当读到曾国藩暮年一节就不忍卒

读，因为我自己已融入了书中的情境！ 书

要用一生的时间去读，去体味。 每读一遍

就自然产生一个新的认识、新的启示！

读书给人以智慧。 中国自古就有“读

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古训。 这说明古人是

很讲究不要读死书，不要死读书的。 周恩

来总理也说过，“与有肝胆人共事，从无字

句处读书”。 的确，文字组成了一本书，而

社会和生活又组成了另外一本书，读万卷

书是学习静态的知识， 要从有字处读；而

行万里路则是增长见闻， 是自然的知识，

要从无字处读。读书不只是两耳不闻窗外

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读书当伴以探究市

俗民风，人文物化。 书中自有催人奋进的

时代号角， 书中也有让人留恋的晨钟暮

鼓。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读书成了

积贮知识的最为简捷、最为有效的形式之

一。 读书有用，读有用的书已成为人们的

共识。 对于工作繁忙的人来说，读书是一

种休息；对于无所事事的人来说，读书是

一种工作。 对于青少年而言，读书就是播

种理想， 有了理想才有了社会的发展，文

明的进步；对于成年人而言，读书就是积

累知识，知识就是力量！ 正是这力量才使

得历史的巨轮转动不止，生生不息！

读书给人以闲适，如品一壶馥郁的香

茗；读书给人以进步，如奏一曲激昂的进

行曲。 现代社会已经远离了红袖添香的浪

漫和囊虫映雪的苦读。 读书更多了一份真

实、一番情趣。 人情冷暖，世态炎凉，让你

在读书中去感叹那份久违的情结；日新月

异，光怪陆离，让你在读书中去品尝那怀

旧的醇郁。读书吧！读书使人多一份“天下

谁人不识君”的豪情，少一份“知音少，弦

断有谁听”的孤寂；读书使人多一份雅量

涵高远，清言见古今的睿智，少一份期许

声名显赫、石铭鼎彝的浮躁！

书如人！

会读书的人，在书中的故事里演绎自

己的人生；不会读书的人，却是在自己的

人生里演绎书中的故事！

书如朋友，朋友如书！

朋友可以背叛你， 但书却永远忠实。

一位作家曾说过， 要像选书一样选朋友；

要像热爱朋友一样热爱书！

友情未必陪你一生，而书香却足以伴

你一世！

家乡多水塘，水塘边丛生着茂密的芦

苇，就像是天然的战士，保卫着咱们的家

乡。有风吹过时，芦苇发出沙沙响声，让人

从心里感受到乡村生活的安逸，感受到人

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融融之乐。

冬天的时候，趁着水塘里枯水，人们

忙着修河道，这时，就有很多白白的芦苇

根随着淤泥一起被刨出来。你别小看这些

芦苇根，那可是孩子们的最爱。捡上几根，

到水里洗净，削去乱须与骨节，就是最可

口的食物，放在嘴里一嚼，嘴里便溢满甜

甜的汁水，既美味又解渴。长大以后，吃到

从南方运来的甘蔗， 虽然是同样的甜，同

样的解渴，却少了一种河泥里孕育的家乡

味道，少了一种亲近与默契。

芦苇生命力极强，那些埋在泥里的根

须，被春风一吹，就唤醒它们极力生长的

欲望，嫩嫩的尖尖的芦笋便争先恐后地钻

出来。 在水里，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会让

它们长得白白胖胖， 像是一个个胖娃娃，

逗弄着初生的鱼虾一起嬉戏。 在岸上，少

了水肥的芦苇并不示弱，它们积蓄全身的

力量， 像是锋利的锥子一样钻出大地，呼

吸春风带来的温暖气息。假如遇到特别干

旱的年份，或者根须钻到坚土下，那么，即

使顶起一大块硬硬的土块，它也要顽强生

长，让你从心里深受震撼，感动于它们的

昂扬斗志。

芦笋生长很快，不久就长出碧绿的叶

子，这叶子又成了我们最好的玩物。 把叶

子根部捏扁，然后顺着裹起来，裹成一个

喇叭的形状，放到嘴边一吹，于是悠扬而

响亮的乐声便传出老远。芦苇叶子喇叭简

单易做， 孩子们玩得自然是不亦乐乎，有

时几个伙伴摆开架势，一起吹奏，犹如战

歌，真让人激情飞扬。春水涨起时，芦叶便

有了新的用途，头尾分别一折，两边撕开

一些，然后互相穿起，便成了一艘漂亮的

小船，放在流动的水里，便会乘风破浪勇

往直前。 孩子们会每人折一些小船，还有

的把小船连起来做成船队， 在水里放行，

比赛谁的小船漂得更远，自是乐趣无穷。

夏天，芦苇长得密密的高高的，芦苇

丛又给我们带来新的乐趣。此时适逢放暑

假，几个孩子顶着大太阳，钻进不透风的

芦苇丛里，寻起鸟窝来。 那高高的白鹭鸟

窝、那贴着水面的水鸡鸟窝，还有半人高

的芦莺窝， 里面的鸟蛋便成了我们的收

获，运气好时，一中午能寻到百十个，回家

之后可以大饱口福。 但是很快，我们的顽

皮行为便会招到大人们的严厉批评，使我

们懂得鸟儿是人类最好的伙伴，爱护它们

才是爱护我们的家园。 自那以后，我们再

也没有掏过鸟窝，直到现在，家乡还是一

处鸟语花香生态优美的人间天堂。

谢汝平

芦苇带来的乐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