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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商河

□胡巨勇

除了风怡然的柔情
浓淡相宜的还有
树雅致的妆容
阳光暖暖的情怀一泼
洒
就招安了
花儿绽放的心事
蝴蝶煽情的舞姿

乡村的原野
拔节的麦苗漾起绿波

沦陷了布谷的啼唱
田畴间手握秧苗的父
老乡亲
虔诚地弯腰接地气
和谐的乡情
被燕子斜织的呢喃剪
辑

推开春的焦灼
小荷露出尖尖角
倒立的蜻蜓轻轻一吻

就点燃了夏的峥嵘

柳柳絮絮花花开开
五月是柳絮集体出嫁
的佳期
爱蓬勃地生长
相思接近纯白
渴盼已久的归期
明媚成季节最抒情的
章节

在阳光的笑容里舞蹈

浓情飘飘洒洒
蜜意飘飘洒洒
飘飞的柳絮
是乡下最美的新娘
由风的伴娘领她们回
家

注定是柔媚的芳姿
倾倒情郎
要不 为何每人
都是奉子成婚
身体暴露出的秘密
早被看热闹的鸟雀传
开

何何处处是是故故乡乡

梦梦里里依依稀稀慈慈母母笑笑

□李民增

老家是一个半亩多大的院
子，大门朝东，正屋坐北朝南有
一个一米半宽的走廊，走廊上
放着一个圈椅，也叫太师椅。我
进家时，母亲正坐在椅子上晒
太阳。看到我，忙站起身，迎上
来跟我说话，慈祥的脸笑成一
朵花。动作虽不像年轻人一样
利索，也不艰难，不像九十多岁
的人。这是我的梦境，昨天夜里
的事，也是老人家离世前的真
实生活情景。

母亲勤劳、仁厚，一辈子只
想着与人为善，不愿麻烦别人，
包括自己的孩子。一直到临终
前一个月还独立生活。

我曾经把母亲接到我工作
的学校住过一段时间。有空就
陪她看看电视，说说话。时间一
长，她觉得影响我的工作，也想
念老妯娌老侄媳妇们，就让我
又把她送回了老家。

母亲人缘好，婶子大娘老嫂
子们都爱找她玩，聊天、打牌。老
年那种纸牌，现在不常见，很难
买到。用来用去，都磨损得看不

清字了。我在农贸大集上偶尔碰
到卖的，一次买了两副。母亲和
老婶子们都很高兴。

从早晨就有人来，到夜里
很晚才陆续散去。她们也帮母
亲干些家务，母亲拿出孩子们
孝敬她的点心水果的给她们
吃，有时候也在那里吃饭，整天
嘻嘻哈哈，像俱乐部一样。

我把母亲接出来的日子，

家里的老人们都不习惯，觉得
别扭。回去后，就皆大欢喜，出
来进去的人不断，过节一般。

三弟就在后院住，早晚到
那里坐坐，打打水，干点家务。
哪几天母亲身体不舒服，他就
睡在母亲旁边的小床上，缺什
么东西，或者有别的什么事，就
给我打电话。

我每周回家一次，偶尔有

事耽误，最多不超过一月。回去
时，给母亲带些她喜欢吃的东
西，留些零用钱。母亲算计着我
该回去了，就盼望着。

我一回去，母亲就忙着做
我喜欢吃的饭，自己很少吃，一
定要看着我吃，还像小时候一
样。我知道母亲的心，不管饿不
饿，就尽量多吃，让娘高兴。

母亲到老不糊涂，在去世
的前两年，一次我回家时，她依
依不舍，临走送我到大门外，嘱
咐：“你也不是小年纪了，不用
老往家跑，也怪累的。”感动得
我立即背过身去，怕眼泪掉下
来，让娘看见不高兴。

每次都是母亲坐在圈椅
上，我搬个小凳子，坐在她跟
前，双手抚膝，牵着娘的手，仰
望娘慈祥的脸，拉家常，享受那
分温馨。回校后用一首小诗记
下当时的心情：“家事国事恩怨
长，云聚云散两茫茫。德如山高
小天下，情似海阔融千江。”

母亲节到了，我无法到她
老人家膝前尽孝，写下以上的
文字，表达我的怀念。娘！你在
天堂过得好吗？

立立夏夏时时节节

□于根艮

三十年前初来大同，我以
为忻州便是我永远的故乡，后
来我离开大同到了江苏、上海
以及江西等很多地方，就以大
同为我的故乡了，而当地很多
人却说我的故乡是山西，我当
时还有点恍惚，我的故乡有山
西那么大吗？我一直觉得我的
故乡只有非常渺小的两个点能
触动我的心底深处的脆弱，那
就是忻州和大同。

到底何处是故乡呢？还是
古人说的精妙：我心安处是故
乡，心不安，哪里都不是故乡。
我想这就对了，忻州是我度过
无忧无虑童年的地方，大同是
我父母生活的地方，都是能让
我心安的地方。忻州有我的老

宅，老宅里有许多枣树、香椿
树，我是吃着红枣和腌香椿长
大的，我是永远忘不了的，每次
乘坐列车路过故乡，心中总有
种莫名的痛楚。

大同也有我眷恋的石头
房子，石头房子是父亲用双手
一块块砌起来的，以及石头房
子后边偌大的山坡，到了秋天
会结出灿烂的果子，还有我妈
妈做的刀削面，亲切可口又滑
溜，不是寻常饭店可以比得了
的，更有一双慈眼俯瞰世人的
云冈大佛，当时觉得没有什
么，多年以后漂泊在外地之
时，竟然成了梦萦魂牵的牵挂。

后来，我非常意外地看有
资料说大贤傅山先生的祖籍
是大同，更多的说他是太原
人，但在我故乡忻州五里之外

的一个小村，我童年时就听说
有他的老宅和近亲，现在乡人
更是建起了景仰一代先贤的
傅山研究院。我想太原是傅山
先生定居之地，先生也许还记
得大同是他的故乡，他的后人
就不记得了，或许他的后人跟
我的一样只记得故乡是忻州
了，而更早的故乡或许随着时
间的流逝消失了。其实看明朝
初年的移民资料，几乎整个北
方的老百姓都是从山西洪洞
迁出的，当时那里设有官方的
移民机构，大约也是多年以后
子孙们只记得当初洪洞的那
棵大槐树，才把乡情寄托给大
槐树了吧。

上苍总喜欢跟人开玩笑，
我在南京工作时差点把家安
在那里，我很喜欢郊外小镇上

的油菜花和石板路。现在想来
要是把家安在了那里，也许我
的后人也会把大同当成他们
唯一的故乡。然而我最近几年
又在大同生活得长了，我就又
常常怀念起我儿时在忻州的
村庄，以及那个村庄里枣树和
村外山上的酸枣，那才是我心
里永远的故乡。但是每当离开
大同，哪怕是短短三天的外地
旅行，夜里梦到的也必然是妻
子的音容笑貌。

还是诗人说得好，小时候，
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
这头，母亲在那头，长大后，乡
愁是一枚窄窄的船票，我在这
头，新娘在那头。母亲在哪里，
故乡便在哪里，妻子在哪里，家
就在哪里，哪里有我容身之地，
家和故乡就在哪里。

回回访访

□王军霞

听说新乡长又要来看望孤
寡老人，村主任可慌了神。

人们常说新官上任三把
火，一个多月前，新乡长刚上任
的第一把火就烧到了他们村
子。那次新乡长来的时候，不光
亲自看望了每一位孤寡老人，
还给老人们带来了米面油等日
常生活用品，老人们感动得涕
泪横流。乡长临走时还给村主
任下达了命令，要村里尽最大
力量帮助这些老人。

对于领导的指示，村主任
一向是言听计从。乡长走后，村
主任花费了半个月时间，将这
些老人的具体情况做了个详细
调查，但凡能和领导干部或村
里头面人物扯上一星半点儿关
系的，都被村主任私下列为了
重点帮扶对象。

这不，他给李大叔修缮了

房子，给张大婶送去了御寒的
棉衣棉被，给腿脚不便的王大
伯配备了出行的轮椅。唯一一
位被村主任遗忘的七十二岁老
人赵玉柱，四十多年前带着老
婆孩子逃荒落户到了这里，本
来一家三口的日子过得还算踏
实，可后来一场车祸夺走了妻
儿的性命，赵玉柱受此打击，精
神也开始出现混乱，时好时坏，
不能正常参加劳动，便只能以
捡破烂勉强维持生计，住的地
方更是千疮百孔，冬冷夏热。

可是新乡长明天要来视
察，这个问题不解决可怎么办
啊？村主任急得像热锅上的蚂
蚁。现在去修肯定来不及了，
村主任着急上火，连晚饭都没
心吃。一个人背着手在村子里
走来走去，当他走到一个地方
时，顿时就有了主意。

第二天上午新乡长准时
到达，在逐个探望孤寡老人的

过程中，对村主任的工作效率
和质量大加赞赏。村主任面带
笑容陪在乡长身边，连说这是
自己应该做的，最后，新乡长
在众人的陪同下来到了赵玉
柱老人居住的地方。

这是一个绿树掩映的小院
子，干净整洁，房间内纤尘不染，
赵玉柱老人穿了一身崭新的深
蓝色中山服，拘谨地坐在沙发
上。看到乡长到来，老人神情激
动地连着倒了两杯水，村主任才
发现水是凉的，来到饮水机前一
看，笑着对乡长说：“这个赵老伯
啊，看到您来，激动得电都忘插
了。”乡长也笑了。

乡长仔细询问着老人的
生活情况，老人连声说好。说
话间，村主任接了个电话走出
了院子。

又说了几句话，乡长忽然
觉得肚子不舒服，就对老人说：

“大爷，您家厕所在哪儿，我想

去方便一下。”老人忙说：“跟我
来吧。”就带着乡长来到大门
外，老人却愣住了，大门外怎么
没有厕所，他们村的厕所可都
是建在这个地方啊。正愣神呢，
村主任接完电话走了过来，看
到这个情况，心说坏了，坏了。

这个院子本来是自己外
甥女的家，因为外甥女一家常
年在外打工房子闲着。村主任
临时应急，让赵玉柱老人来这
里坐一会儿，心想把乡长应付
走就完事了，没想到会出现这
个情况。主任忍不住在心里骂
着外甥女，你说你不就在城里
打了几年工吗，建个房子还学
人家城里，把厕所建在房间
里，还水冲式呢，这可倒好，把
你舅舅害惨了吧。

正思忖着如何向乡长解释
这件事，村主任一抬头却看到
乡长异样的目光，额头上登时
冒出了豆大的汗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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