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08 舜华堂 2015年6月5日 星期五 编辑：戚淑军 组版：徐凌 今 日 高 新>>>>

又又是是银银花花满满山山园园

□邵玉龙

在外玩耍的儿子惊喜地跑
回来，激动地说：“爸爸，金银
花，金银花，要120元一斤呢！”

“什么？金银花？”“对，我还是在
玉成堂大药房看到的呢！”

我知道儿子高兴的原因，
作为金银花哺育一代的后人，
对之自然也有一定的情结。想
到这儿，我不由得一阵感动。时
间已经是5月下旬，家乡又该是
银花满山园了吧！我的思绪开
始飞到了故乡，飞到了那些年
前……

金银花是家乡唯一的经济
作物，父亲常说：“如果说红薯
让人活下来的话，金银花就是
我们摆脱贫困的依靠。”要问家
乡的金银花有多少，不知道。只
知道，一到初夏麦小满的时候，
满山满园的金银花将家乡装点
得银白金黄，地里满是采摘的
人们，家中尽是晾晒的花针，全
乡全镇都笼罩在淡淡的馨香
里！

采摘金银花是大人们都参
与的事情，每天月亮将落、天色
微明的时候，露水满地的小路
就开始印上了父母们的脚印，
尽管小气的露水总是用打湿他
们的衣角作为报复，但越来越
多的脚步声很快将沉睡的山野
唤醒，露水便很快失去了最后
的反抗力量。这时候，清晨的金
银花在薄雾中都显得乳白一
片，但经验丰富的父母们知道

哪些早已迫不及待，哪些还需
成长等候。他们熟练的右手三
指合作，快速地伸出，轻巧地一
捏，再迅速地一拽，最后微微地
一甩，成熟的花针便舒舒服服
地躺在左手的篮子里了。不停
地伸出，不停地甩动，篮子里便
逐渐堆成一个个馒头的形状。
邻近的采花人不停地大声说
着，有时还大声笑起来。只有当
一块地的银花全都采摘完毕，
父母们才能获得回家吃饭的自
由。

一到家，母亲们就开始紧
张地张罗早餐，时间的原因，一
般都很简单。父亲们则把采下
的银花均匀地撒在自家的院子
里、房顶上，或者有老人看护的
农场里，去撮合她们和阳光美
丽约会。早饭后，父母们则再次
来到地里，让手指继续在花墩
上舞蹈……

家中经过阳光抚慰的花针
身体懒洋洋地变软，香气也
更加地浓郁，看护的老人禁
不住拿起几朵放在茶碗中，
看茶水变得浅黄、金黄，最后
在惬意中一饮而下，随着轻
微而悠长的一声“啊——— ”全
身被阳光煎熬的慵懒和暑气
一扫而光。

小贩们开始不停地穿大
街，过小巷，“花子唻，收——— 花
子来！”尽管父母们给银花取了
个简单可爱的名字，听起来特
亲切，但看家狗却没这感觉，马
上给予小贩们“汪、汪”的警告。

此举引得老人们一阵的呵斥，
小贩们却抓住机会和老人攀谈
起来。

“大爷，你们这花子真好！
咋种的这是？”

“那是，咱这是独家品种！”
受到恭维的老人便有点不谦虚
起来。

“真好！这样吧，大爷，交给
我，我出大价钱。”

“给多少？”
“像这样的，二十五！”小贩

夸张地伸出揸开的右手。
“呵呵，你渴不？我给你倒

杯水？”
“别，大爷，你老给个话，怎

么样？”
“这个价不行，我们家的早

被镇上老陈家定下了，全都三
十一斤。”

老人的眼角都是笑，小贩
则遗憾地离去。老人们看着地
上的银花，笑意也愈发地盛了！

孩子们无法参与其中，但
都偷偷地把自家开得最好的，
或个头最大的花针收集起来，
用文具盒带到学校里。一到课
间，随着盒子的打开，教室里便
弥漫着清幽的银花香。每个人
选几朵自认最好的花朵，将一
些花的底端掐断，向后拉出花
蕊，带出晶莹的小液滴，然后逐
个用舌头吸吮品尝，比谁的最
香甜，获胜者大呼小叫，一阵吹
擂；失败的虽不垂头丧气，却都
心怀不甘，暗自琢磨，明天带更
好的再来比过，一定要杀一杀

对方的傲气。
最高兴的是银花采摘完毕

的大集，父亲们将一袋袋的干
花放在自行车上捆好，母亲们
小心翼翼地在一旁再三叮咛，
孩子们则满怀期待地等着晚上
的到来。傍晚，当喝着酒的父
亲，将一沓厚厚的钞票交到母
亲手上的时候，孩子的心也提
到了嗓子眼，再当父亲变戏法
般拿出他们心仪已久的玩具
时 ,巨大的欣喜让他们立刻忘
记了吃饭，一把夺过，转身就
跑，找小朋友炫耀去也！而我记
忆犹新的是，每当母亲将我的
学费递给我时，我总能认出，它
就是那叠曾经带着父亲体温的
银花钱。

“爸爸，今年的银花好贵，
爷爷可以卖个好价钱了！”儿子
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思绪，“爸
爸，你想什么呢？”

“哦，没什么，是该卖个好
价钱了。”我附和着儿子说。

如同梦醒的我，身上还似
乎弥漫着银花的香气。我知道，
那些日子不会再回来了。当年
比花香甜、炫耀玩具的小伙伴
们都已长大：许多人像我一样，
为生计漂泊到遥远的异乡；还
有的继续在家，重复着父辈昨
天的故事。不知他们是否都和
我一样，全身也深深地烙着银
花的印迹？

我想，等儿子长大后，我会
好好地给他讲银花的故事，银
花的清香。

养养鹰鹰记记
□王贵宏

我这个人有个嗜好，不爱花
恋草，不擅琴棋书画，偏喜养个
鸟、喂个小动物什么的。

前几年的一个夏天，我到山
上放鸟竟意外地拾到一只毛茸
茸、灰嘟嘟的小鹰崽。它大概是
从山崖上的巢里滚下而跌伤了，
两只眼睛红红的，像是刚刚伤心
哭过。我把它放进一个鸟笼拎回
家，然而它一连几天蔫蔫的，不
吃不动，只偶尔痛苦凄惨地叫
着，声音像敲铁片儿似的清脆、
尖利、短促，见它还未长大就如
此性烈，倔强，我想一定养不活
了。可它这样小，这样嫩，连羽毛
都没长丰，放出去不饿死也会被
什么吞噬。一生出这样的顾虑，
心就感到沉重，竟一夜未睡好。

谁知第二天清晨我趿着鞋
急急去檐下看它时，发现它精神
好多了，眼睛圆圆的又黑又亮，最
令人高兴的是笼内食盒里切碎的

小鱼也不见了。哦，它吃东西！一
种欣慰的感觉涌上心头。我急忙
去田里掘了些蚯蚓。看它吞噬蚯
蚓那贪婪而笨拙的样子，我感到
可笑，可一想到它很快就会长满
一双强健的翅膀，去搏击长风迎
风斗雨时，我又感到一种莫名的
骄傲！小鹰呵，那时你会忘记是谁
给予你的新生和自由，你会用短
促而悠远的呼唤向我致意吗？

日月如梭，一晃几个月过去
了，小雏鹰已长成一只羽翼丰
满、铁喙利爪的硕大苍鹰了。它
吞噬食物已很熟练，无论是活蛇
还是死鼠，它都能迅速地用那只
尖喙和利爪将它们撕碎、吞尽，
铁笼内只留下一些鼠毛、蛇屎及
几点斑斑血痕。

又过了些日子，我想，该让
它回到大自然中去了，它大概向
往这个时刻已很久。于是我在一
个秋日东升的早晨，拎着它攀上
松林中一个很高的山崖，打开笼
门，我想它一定会迎着冉冉上升

的红日，向广阔的天空起飞。可
无论怎么拍呀轰呀，它如同麻木
般不肯出来。干脆，我用一根木
棍一下把它桶了出来。可它笨拙
地呼扇两下翅膀，茫然地立在一
块岩石上，塑像般站立着一动不
动。那双圆圆的眼睛呆呆地，疑
惑地望着我不知所措。我急了，
抓住它的双翅向山崖上空用力
一抛，它蓦地受了一惊，短促地
叫了一声，胡乱舞动双翅，噢，它
还真飞起来了！然而它那宽大的
翅膀渐渐扇动得缓慢而沉重；终
于被超负荷的肥胖身体坠落在
崖下繁茂的树林中……

几天后，当我再一次光顾那
片树林时，发现一棵树下零散地
有些长长短短的羽毛，我的心怦
怦直跳，不安地伏下身去，这分
明是苍鹰的羽毛，大概被黄鼠狼
或什么动物吃掉了。我的心里涌
起一阵悲哀。我知道，这一定是
我放飞的那只鹰，可我多么不希
望是那只倾注我无限幻想和心

血的鹰呵！然而，一截被咬断的
腿骨上系着一根红线绳彻底地
证明了它的不幸。我为它痛苦惋
惜，它本该成为天上一个矫健的

精灵。郁郁中，我似乎悟出了一
点道理：暖巢里和呵护下长大的
虽然也是鹰，然而它绝不会有一
双矫健的翅膀。

童年的酸酸甜甜

□陈莉

转眼间，一年一度的儿童节
到了，我的儿子又会让我带他去
大餐一顿吧。想到这里，我不禁回
忆起自己童年的酸酸甜甜。

那时候，家里很穷。平时没有
什么零食吃，只是学校里有用白
纸包着的一小包瓜子和花生卖，
可我和姐姐没有零花钱。幸好，家
里的大米是自家地里产的，每逢
村口来了吆喝炸米子的，姐姐就
领着我，拿了家里的米去加工。津
津有味地看着干煸的米变成蓬松
的大个头。在路上，我们就边走边
往嘴里塞，觉得满口留香，又香又
脆。回到家里，就赶紧烧一壶水，
加点红糖，把米子一泡，软绵绵
的，吃下肚去，又是一番滋味。

那个年代，日子很苦，连吃颗
糖果都是稀罕事。记得有一年，妈
妈不知从哪儿弄来几颗糖果，分
给我两颗，还给姐姐留下了两颗。
我乐滋滋地吃完了自己的那一
份。妈妈出门办事去了，把我独自
一人扔在家里。我知道那两颗糖
果放在抽屉里，心里就像有一棵
狗尾巴草在挠啊挠，难受得很。因
为那种甜味诱惑着我，可我也知
道，那不是我应该吃的。然而，我
终于忍耐不住。我轻手轻脚地跑
过去，把那两颗糖果一股脑儿吃
光了。等姐姐回来，糖果已经到我
肚子里了。

妈妈过来数落了我一阵，恨
不得给我一巴掌。姐姐却懂事地
拦住了妈妈：“没事，就当是我疼
妹妹吃了！”听了姐姐的话，我悔
恨的眼泪马上掉落下来。看我的
眼泪滚下来，姐姐马上过来逗我
开心。她让我把漂亮的糖纸展开，
一正一反地折叠起来，然后，分成
一大一小两半边。她打出一个结，
其中，小半边就成了一个小脑袋。
她接着把大半边舒展成一个完整
的圆圈，这就成了一个小姑娘的
裙子了。糖纸就仿佛一个翩翩起
舞的小女孩了，她穿着五颜六色
的裙子，漂亮极了！

我马上破涕为笑，跟姐姐一
起折起“糖纸姑娘”来。妈妈大约
也能体会小孩子馋嘴是天性。她
温柔地过来搂住了我俩的头，说：

“你们好好学习，将来有了真本
事，就有吃不完的糖果啦！”

多少年过去了，那一个夜晚
还在我的心上。我为自己禁不住
诱惑而懊恼，也为姐姐的体贴而
感动，还有妈妈那句话里的鞭策
也一直激励着我。

我的童年，在物质上的确是
酸涩贫穷的，可是，姐姐的善解人
意、妈妈的亲切温柔，又带给我无
尽的甜蜜。我的童年啊，就像一串
糖葫芦，酸酸又甜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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