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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
被劲风吹干
虽然
被冰雪覆盖
但，我依然
怀抱暖阳
静静地
在枝头
等待花开
如今
你已向阳鹅黄
春色满怀
我珍藏一冬的信笺将告诉你
春日已来，请尽情绽开
我之所以留下
选择等待
就想为你展示
一个可期待的未来

我就是你的未来

□唐伟

我对古诗词的喜爱，源于
儿时父亲的教诲。

小时候，父亲经常抄一些
诗让我背诵。有时候，诗虽然
背会了，但我对内容一知半
解。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我
渐渐能感受到诗词意境的幽雅
与美好了。

记得我背诵过一首常建的
五言律诗——《题破山寺后禅
院》，那时感觉篇幅挺长的。“清
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曲径
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山光悦
鸟性，潭影空人心。万籁此俱
寂，但余钟磬音。”后来，我慢慢
被诗中的空灵幽静所打动，就
常常在夏日的早上，于晨曦中，
到离家不远的一大片树林里，
在通往远处的林间小路上，伴
着草尖晶莹的露珠和清脆的鸟
鸣，去寻找和感受诗人笔下的
幽美意境。

工作以后，我忙于日常工
作，缺少了生活的激情，再次燃
起对古诗词的热情，源于一档
文化益智节目——《中国诗词
大会》。

闲暇，我跟随诗人的笔触，
时常纵情于诗词的海洋，尤其
在上下班的路上，吟诵几首古
人的诗词，有腾云驾雾、穿越时
空之快感。有时，我跟着诗仙
木屐，领略古蜀道天梯石栈的
险峻与崔巍，感受着古人扪参
历井、以手拊膺的愁闷；有时，
我跟着诗圣脚步，置身“星垂平
野阔，月涌大江流”的美丽画面
下，发出“名岂文章著，官应老
病休”的无奈与感伤；有时，我
移步欣赏“千里莺啼绿映红”的
江南水乡，片刻跨越千里，来到
朔风烈烈的边塞，感受“忽如
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
开”的惊喜……

人生似一场旅途，有了诗
词为伴，旅途会更加诗情画意！

跟着诗词去旅行

□轩之父

姐姐从老家捎来红薯，打开了我尘
封的记忆。

儿时，我家在农村，在经济欠发达
的年代，吃穿都成问题，红薯就成了主
粮之一。

那时，过罢春节就开始育红薯苗了：
在地里挖个坑，下面垫一层牛粪，中间放
上红薯，上面盖上牛粪，最上面盖上塑料
薄膜。过一两个月，红薯苗就长出来了，
等苗长大一点儿，就把它栽到挖好的
红薯堆上。挖红薯堆时，先在地里上一
些农家肥，再上一些草木灰，然后封堆
即可。俗话说：封堆一把灰，红薯结成一
大堆。

在那个年代，挖一亩红薯堆，记10
工分，10工分能折一角钱，当时能买一
斤玉米。母亲总是拖着疲惫的身体，忍
饥挨饿去挖红薯堆，为的是多挣工分。
到了秋天，红薯刨出以后，队里按工分
的多少给各家分红薯。由于我家缺少

劳动力，工分挣得少，每年只能分到
1000多斤红薯，不能满足我们一家五口
人食用。

为了让全家人吃好，母亲总是变着
花样给我们做红薯饭。早上做糁汤煮
红薯，因为玉米糁少，汤清澈见底，只好
煮一些红薯，红薯多了就耐饥。冬天天
短，农村人都习惯吃两顿饭，早上母
亲在锅里煮一些红薯，作为我们中午的
干粮。

母亲把大的红薯切成片，晒成红薯
片。红薯片可以放在糁汤里，也可以磨
成红薯面，擀成面叶下锅，或者把红薯面
蒸成馒头，制成红薯面条俗称饸饹面。
红薯面条用蒜汁调着吃，或炒着吃。红
薯还可以制成红薯淀粉，用红薯淀粉做
红薯凉粉，在炎热的夏天吃一口爽口的
凉粉，心里有说不出的舒服。小红薯可
以蒸熟了晒干制成红薯干，在青黄不接
时充饥。

红薯 □周建发

花儿先天性残疾，个子低，走路也不太
方便，已经二十六七岁了，还“剩”在家中，爸
妈为此唉声叹气干着急。

花儿自己不急。她向爸妈提出要搞花
卉温室大棚，却遭到拒绝：“就你学那仨核桃
俩枣，能行吗？我们挣那俩钱儿不容易，要
是让你给赔了，将来咋给你买嫁妆！”花儿爸
对她上那几年农学院是没信心的，“还是早
点儿找个婆家嫁了吧！”

爸妈不信花儿，也不支持她，可花儿始
终没有放弃。当她获知有鼓励残疾人自主
创业的政策后，便向有关部门递交了申报材
料，温室大棚很快建了起来。

村里有人看笑话：就她那样儿，还能成
精！在众人质疑的目光中，花儿育苗、浇灌、
栽培，天天一丝不苟。

转眼半年过去了，温室里的部分花卉可
以上市了。花儿用家里的电动三轮车把花送
到集市上，半天就被抢购一空。爸妈心疼女
儿，也开始帮忙，但管理与销售还是忙不过
来。花儿灵机一动，在网上发布了一则招聘
信息，不到3天，便招来了一名懂花的小伙儿。

有了小伙儿的“加盟”，花儿如虎添翼，
加之培育的花卉品质好，售后服务好，深受
人们喜爱，很多人都慕名前去订购花卉。有
的单位搞室外大型活动需要花卉时，点名要
用花儿的。

3年过去了，花儿不仅生意风生水起，
也在百花盛开的3月里结婚了，新郎就是那
名懂花的小伙儿。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花儿的爸妈都说，
是花儿赶上了好时代。

一天下班，我刚进家门，
妻子迫不及待地告诉我：“以
后我们再也不用找医生了，我
就是医生。”接着，妻子翻开那
本养生书，不厌其烦地给我讲
解养生的一些偏方，诸如莴苣
治便秘，米汤发汗治感冒，以
及“冬不养收藏，春来身必伤”
等养生秘诀，讲得眉飞色舞。

周六上午，妻子到药房买
来注射器和一瓶针剂，要给我
治病。妻子告诉我：足部乃精
气之根，各种器官在足部都有
反射区，在相应的反射区注射
当归注射液，能有效地治疗心
肾不交、脾胃不调、火气上头等
病症，达到上病下治的效果。

我将信将疑，但一想到可
能一劳永逸地治好自己的糖尿
病，还是把脚伸了出去，任妻子
把药液注射进几乎没有肌肉组
织的脚底穴位。忽然，一阵钻
心的疼痛传遍全身，我强忍着
没有叫出声。看我痛苦的表
情，妻子将针头拔出消毒后，对
准自己的足三里穴扎了进去，
想用自己的行动证实注射并不
可怕。然而，针头刚扎进去，只
听啊的一声大叫，她迅速将针
头拔了出来。

“疼死我了。”妻子眉头紧
锁地说。

我窃笑：“呵呵，我没有夸
张吧？”

前不久，朋友小聚，谈及此
事，大家笑过之后，纷纷责怪我
妻子憨胆大。一位学医的朋友
告诉大家：现在医学界鱼龙混
杂、真伪难辨，切不可盲目效
仿，以免自我伤害。

听完朋友的一席话，妻子
像做错了事的孩子，脸颊绯红
地低下了头。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自由风

家有“憨胆大”

□张新乐

五味人生

绘图 仁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