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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

惊蛰（外一首）

卢兆盛

久违的春雷轰然而至

炸毁了冬天留下的所有的残垣断壁

炸醒了天地间无数个昏睡的长梦

雷声响过的地方再也无法安静下来

日子，开始变得躁动、热闹

生长的路上，万物争先恐后

沿途的风光，一片欣欣向荣

雨水

立春的脚步还没走远

雨水便翩然而来

干涸已久的日子开始湿润

瘦身多日的溪河走向丰腴

春天的序幕已然拉开

田野响起了农事的前奏曲

雨水，打开湿漉漉的阀门

浇灌出一个水灵灵的初春

散文

乍暖还寒二月天，正是甘蔗、

荸荠大上市之时。

记得小时候，母亲在大队幼儿

园当老师，父亲则在县里上班，每

月难得回家一次，我和弟弟总是翘

首期盼父亲回家，因为他会带给我

们零食。

有次，父亲带回一捆甘蔗，我

们欣喜若狂，要知道在那个物资匮

乏的年代，这是不可多得的吃食。

靠放在墙角的甘蔗，引得我们来来

回回数了好几次，足足十根，够我

们姐弟俩吃上一段日子，心里别提

多甜，再联想到小伙伴们羡慕的眼

神，心里就掩饰不住的激动。

母亲破天荒的买来一小筐荸

荠，麻利地把甘蔗削皮后，先切大

段、再切成小块；荸荠掐头去尾，一

分为二，一股脑儿的全扔进盛满水

的大锅里，还放了一块平日难得一

见的黄冰糖。一向节俭的母亲，这

一次怎么大方起来，做了那么多？

我心里有些疑惑，但一想到甜甜的

荸荠水，管他呢，等甘蔗荸荠水熬

好了，我要开怀大吃；我和弟弟跟

在母亲屁股后头跑进跑出，勤快地

给母亲打下手。

红红的火苗，调皮地舔着锅

底，映红了母亲的笑脸，暖和了我

们的心，淡淡的果香从锅里升腾起

来，弥漫了整个厨房，逐渐消融了

柴火味。

我站在锅台边，不时踮脚看看

锅里翻涌的甘蔗荸荠，黄的甘蔗，

红的荸荠，实在是诱人，早已垂涎

三尺。

母亲盛了一小碗给我和弟弟：

小馋猫，赶紧喝了，喝了就不感冒

了。哦，这水能预防感冒。

我们迫不及待地接过碗，糯糯

的果香扑鼻而来，荸荠脆爽微糯，

甘蔗汁多香甜，淡黄色的水甜丝丝

的，我们俩一会儿吃了个底朝

天，连碗底都舔得干干净净。我

们嚷嚷着还要喝，母亲拨开我

们的碗，把锅里的甘蔗荸荠水

舀到木桶里：“不行，其他的

我还要带到幼儿园去分给别

的小朋友。”

啊，为什么？

当幼儿园的小朋友听说

有甘蔗吃、有甜水喝，别提有

多高兴了，都一拥而上，把母

亲围了个严严实实，嘴里直

喊，老师我想喝！

“别急，孩子们，都回到座位上

去，都有。”母亲微笑着高声说。

母亲躬身小心地把甜水舀到

碗里，轻轻地放在每个孩子面前，

轻声细语地叮嘱孩子们：小心烫

啊！慢慢喝，把荸荠吃掉，甘蔗渣子

放在桌子上。教室里一片“丝丝”的

喝水声，“嘎吱嘎吱”咀嚼声，望着

孩子们红扑扑的小脸，笑意如花儿

般在母亲脸上绽放。

看着空空的木桶、看着孩子们

期待的眼神，母亲心领神会：“孩子

们，明天还有甘蔗吃，甜水喝。”

顿时，教室里一片欢呼雀跃，

“杨老师，我爱你”的喊声此起彼

伏。在母亲听来，这也许是世界上

最美妙动听的声音。母亲满意地笑

了，笑得那么灿烂！慈爱地摸摸孩

子们的头：老师也爱你们，都是我

的好孩子。

接连三天，天蒙蒙亮母亲就起

来忙活，把熬好的甘蔗荸荠水挑到

幼儿园，分给班上的每个孩子。

初春时节，流感来袭。因为母

亲的甘蔗荸荠水，班上的小朋友没

有一个感冒；而且这个经验由此在

幼儿园推广。

学生的家长纷纷表示感谢，有

的送来了鸡蛋，有的送来花生黄

豆，都被母亲婉拒了，母亲诚恳地

说：“我的学生就是我的孩子。”

看着空空的墙角，我的美食计划

落空了，心里有着十分不舍和不甘，

但是母亲教会了我们责任和博爱。

等立春过后，我也会为孩子们

煮上甜甜的甘蔗荸荠水，和他们讲

着母亲的故事……

甘蔗荸荠水
冷文英

随笔

万物随春醒
崔旭艳

我推开窗，冬春交替时节，春寒仍然料峭着，房子外

面的樟树在春风中冷得一阵阵摇晃；气温很低，树叶上

都仿佛凝了一层晶莹的薄冰；窗外的春雨在短暂的停歇

后又开始飘落了，雨点不大，淅淅沥沥不急不慢地仿佛忆

着往事；乍暖还寒，楼栋下的行人少了很多，只偶尔有一

二个路过，都穿了厚厚的棉大衣，围着大围巾，在风中用

力撑着伞，低着头，缩头缩脑地快步疾走。

按照习俗，今天是“咬春”的日子，吃春饼，或者春

卷；我昨天上午就开始准备了；早早地将小苏打、盐、白

糖、用温开水调匀，用热水和面；开了电炉子的低温档

提升温度，直接将面盆放在火炉子上，今天上午面醒得

有蜂窝了，我才不急不忙地揉揉捏捏；我没有像网上说

的那样掺芝麻或者洒葱花，而是直接将面等分成小剂

后拍成圆形，压扁，让它不薄不厚，再放到锅里开小火

慢慢的煎得两面金黄，泛出油光，做出来一种温饱喜

悦，让味道刚刚好，不咸不淡，带着小麦的本色，有韧

劲，咬一口萝卜搭配着，又爽脆又香酥，我连续吃了五

六张饼；心里默默想着这是春天的饼，连着了春天的绿

水清波，春天的姹紫嫣红，还有春天的和熙温暖，我得

用力“咬”着并且珍爱啊！令人遗憾的是我发现我的面

实在是和得有点多，吃不完，最后剩余了很多生面在面

盆里，一起守着对立春的念想。

立春大如年，记得小时候老人总是这样念叨。在立

春的这一天，乡村的柴火老屋总是在起床后就开始匆

匆忙碌，大公鸡顶着大红的鸡冠忙着觅食，大黄狗忙着

张开蹄子满山遍野地撒欢，炊烟忙着袅袅婷婷地升过

屋顶，立春的鞭炮忙着噼里啪啦地钻到村头村尾的小

路上；山上树林竹林里的小鸟被惊醒了，翅膀乱飞，羽

毛都落到了树下的芦苇丛中；这时农家堂屋里的大桌

旁，家里的长辈往往都会带着一脸的严肃和虔诚，祈愿

和期盼着立春后的风调雨顺；立春一日，水暖三分；大

地还在无声地沉沉深睡，春天的山塘却开始苏醒了，开

始融冰；关在牛栏里的牛边啃着稻草边甩着尾巴，它们

知道很快就要出发，去拉犁耕田了。

城市里的春天又是另一番景致，年轻的雨伞成双成

对地在江边驻足，嬉闹的孩子在新绿的草坪里欢声笑

语，匆匆忙忙的人流在大街小巷里不停地穿梭；迎春的

蓓蕾还未怒放，春就已经开始流连忘返了；立春这一天

到来的时候，许多年长的父母们都会提前召集孩子们一

起回家，围炉而座吃一顿热气腾腾熙熙攘攘的春饭，重

新回味和再次品尝“年”的富饶与丰盛；有些年长而好玩

的老人，满头白发了，还会特意去商店买一挂红红的鞭

炮，等着迎接春天满满的阳光和喜庆……

今天第一次知道了要“躲春”，体验了“躲春”的习

俗。癸卯兔年，立春的那个时辰我躲在家里，不出门，不

说话，也没有客人来访，没有到楼栋下去放鞭炮，没有

到屋外树下的泥地上去竖鸡蛋；我就在家里慢腾腾地

“东奔西走”，还同时捉摸着为什么会有“躲春”这个习

俗呢？它从什么时候开始？我怎么以前从不认识，也从

来没有相见？

走过了许多岁月，年近花甲，又迎来了一个春天；

那些往事的经历，伤和痛，气和恼，满心的期待，牵挂，

希望，那些远方的亲人，朋友，在时光里一一走来，又渐

渐远去，甚至变得遥不可及；而有些往事却依然如故，

如影相随；值得高兴和欣慰的是，今天到来的立春时

节，我参与和拥有了，我在春天的怀中心存感激；也知

道今后的每一个日子，我都应该真诚地善待和珍惜，温

暖而努力。

有奖征文

完美的生命之光
黄明

1.除诗歌外题材不限，字数1200至2000
字为宜。

2.文章要求真情实感，见人见事，不要大
话、空话、套话，同时附上作者联系方式。

3.投稿邮箱：420918118@qq.com。
4.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奖金3000元；

二等奖2名，奖金2000元；三等奖5名，奖金
1000元；优秀奖10名，奖金500元。

5.活动时间：2023年2月至2024年2月。

征稿要求

我拍完第一次四维彩超后不久，我父亲

就永远离开了，我们全家随之陷入巨大的悲

痛之中。这时大家突然意识到我反胃等妊娠

反应，便从悲痛中艰难地抽身出来，开始将目

光聚焦到我身上，用照顾我来稀释天人两隔

的感伤，眼神中也重新点燃生的希望。我必须

呵护好腹中的孩子，因为此刻，他成了全家人

的精神支柱。

然而现实是，腹中的孩子并没有强大到

让人安心落意——他发育得只是“还好”，他

的各项指标和所处位置时刻能让身为准父母

的我们心情走钢丝。只要是株洲市妇幼医院

要求的检查，我们一次都不敢怠慢。怀孕三个

月后，我的检查就从妇科的周娟医生处转到

了产科的杨辉医生那里。科室和医生虽有改

变，但她们专业、亲切的诊疗风格却给人相同

的温暖。

杨医生高、瘦，留着短发，给人干练的印

象；她说话行动都不急不躁，让人心里踏实。

接触几回后，我的忐忑和迷茫就被她一点点

抹平了。我第一次在她那里用多普勒胎心仪

测出胎心的时候，她告诉我：“这是你宝宝的

心跳。”见我还懵着没给反应，她把仪器声音

调大，提示我：“你听到的类似马蹄声的，就是

你宝宝的心跳。”那真是个神奇的体验。我反

应过来，她就用温暖的微笑回应我的激动。

我每次去找杨医生都是在手术室外。起

初我坐在手术室外干等，掌握不了时间，之后

她教我直接按铃进去找她。再后来，看我容易

累，她便每次提前帮我开好检查单，有时还交

代我直接找谁检查会最方便，让

我做完例行检查带着结果一并找

她，避免我来回折腾。这确实让我

绕开了不少麻烦。

当时的我谨小慎微，事无巨

细都去咨询杨医生。比如我在网

上浏览个关于怀孕生产的新闻，

莫名紧张，一定要听到杨医生释

惑才安心；比如我听到别人给的睡姿建议，也

要去问问杨医生到底怎么个睡法才正确。诸

如此类。每次杨医生都会耐心为我解答，拔掉

我心里的一根根刺，让我不至于演变成一个

焦虑暴躁的孕妇。杨医生的护航，让我的孕期

充满“安全感”。就这样，我平安进入孕晚期。

离预产期还有一段时间，例行产检胎监

显示我二十分钟内出现了两次强宫缩。因早

已足月，医生说“随时有可能生”，我也就住进

了医院待产。住了几天院，腹中的孩子忽又斯

文起来，临产症状消失。正当我纠结要不要先

回家时，B 超显示我的羊水值为 7.7，并给我出

示了一张“病情解答记录”，告知我羊水过少，

宫内环境差，脐带绕颈，存在胎儿窘迫等情

况。虽会对孕妇和胎儿实施监护，但文字阐述

严谨，也出现了“仍有可能因各种原因出现胎

儿窘迫，新生儿窒息，成活率难以估计”的句

子。专业知识本就陌生，尤其对于一个如履薄

冰的孕妇而言，这段话太过动魄惊心。

此时我在待产病房住院，这里不是杨医

生的工作区域，但我习惯性地又开始咨询杨

医生。我说听起来这么严重，是不是得马上准

备剖宫产？杨医生收到我的信息后，特地在两

台手术的间隙来到我的房间，专门来看我。她

为我做了检查，询问了我一些情况，然后鼓励

我：“你一直准备顺产，现在还没到非要剖宫

产的程度，为什么不先试试？”杨医生的鼓励

很有效果，我心里瞬间轻松不少，且坚定了一

直来打算顺产的想法。上午做完胎监后，我就

去到了待产室，开始输催产素。

然而经过几轮催产，于我而言效果一直

不明显。加之我输液时看了《人世间》和《生

门》两集纪录片，心里毛毛着涌出许多莫名的

担忧。第三天早上八点多，杨医生又来帮我检

查，看到她，我就安心许多。她说孩子的头很

硬，不容易变形，且仍是“枕后位”的姿势。她

在我肚子上进行“大挪移”调整胎位，但生产

条件依然不成熟，我得继续回待产室输催产

素，坐弹力球，测胎心宫缩，削骨挫肉般的疼

痛如影随形。十一点多，我在护士的搀扶下进

了产房，杨医生微笑迎接：“终于轮到你了。”

护士们做好准备，杨医生就开始嘱咐我：

“痛一上来你就开始使劲，深吸一口气，再闭

紧嘴鼻，把气顺到腹部。”我尝试一次，得到她

的认可，“战斗”就此打响。就在我几乎要晕厥

时，听到了孩子的哭声。护士把一个睁圆着双

眼的光溜溜的孩子放在了我的胸口，杨医生

笑道：“恭喜你！”我才如梦初醒。

孩子的预产期接近父亲的生日，虽然有

这个愿望，但谁也没想到，孩子和我父亲竟真

能在同一天生日。如今我的孩子已经四岁，健

康活泼，茁壮成长。回望怀孕和生产经历，感

慨每一个环节的完美协作，让我能把“思念”

和“希望”的绳索两端系上。我想对株洲妇幼

的医生护士，特别是杨医生，再道一声感谢！

邻居小胖
范大悦

俗话说，行有好伴，住有好邻。在我们小区人

缘最好，令人佩服称道的是小胖。他因为心好善于

做好事而出名，是大家公认的和睦相处的好邻居。

小胖和我同住一个单元，我家住二楼东，他

家住三楼西，他家是动迁户，从祖父辈就居住在

这里，而我是后搬来的，虽非对门，但我们处得

很好，情同一家！

很少有人知道小胖的名字叫朱江。他爱为

社区内外、街坊邻里操个“闲心”，管个“闲事”，

熟悉他的居民都亲切地称他“小胖”，因为他个

子不高，三十岁出头，长了一张娃娃脸，稍微有

点肚子，胖乎乎的，走起路来有点像企鹅，“憨态

可掬”，十分可爱。

刚搬来那会儿我们并不熟悉。一天我从楼下

往屋里搬洗衣机，一个人有些吃力，他从楼上看

到了就下楼搭了把手。放好洗衣机刚想让他坐下

来喝杯茶，可他转身就走了，说家里还烧着水。

一来二去我们两家便熟络起来。谁家有啥稀

罕东西，做好吃的都忘不了对方，少不了对方。小

胖爱骑行，还加入了车友会，赶上去外头，还能带

回来点稀奇古怪的东西。逢年过节两家来往更密。

他岳母家住农村，有个小院，种了点蔬菜，

我也跟着沾光，共同分享劳动果实。春天韭菜小

葱，夏天黄瓜芸豆，秋天白菜土豆……四季蔬菜

不断，有他家吃的就有我家的。他说自己家种的

没有农药，绿色无污染，每次回来都给我家送，

有时直接挂在门外门把手上。开始还谦让寒暄

一下，后来也习以为常了，以为“理所应当”。有

时赶上做菜没有葱花，就去他家要。

前些日子父亲因脑梗生病住院半个月，病

情较重，我寸步不离全天候陪护。入院第二天，

楼下打电话说我家卫生间漏水，让我赶紧回家

看看，情急之下我只能打给小胖。拨通电话之前

我还犹豫，怕他忙没时间。可还没等我把话说

完，他就满口答应了。到医院拿钥匙，去我家找

漏水点，找师傅修复，给楼下粉刷，几天工夫，全

都给我弄好了。出院之后我才从楼下住户那里

得知，那几天小胖感冒发烧，每天还要去社区医

院输液呢。

小胖是做家电售后的，手巧，勤快，为人热

情，乐于助人，好结交朋友。经常给小区内邻居

修家电，清洗抽油烟机，谁家东西坏了，找到他

有求必应。他的“好”，在我们小区可谓家喻户

晓，深受邻居喜爱。

他帮了别人，人家报答他，送他东西他拒收，

给他工钱他更不要。别人夸他，向他道谢：麻烦您

了。他总是回应：邻居之间相互帮忙是应该的，有

什么麻烦不麻烦的。有需要您就吱一声！我想，邻

居之间就应该这样，这才是真正的好邻居！

小胖是个热心肠，心地好，脾气好，人缘好，

手艺好，为人好，名声好。小胖的好，数不胜数，

纸短墨少，笔拙嘴笨，好在他的好已经被邻居们

记在心里了，口口相传。

雷锋日·散文 记事本

小姨的红色高跟鞋
马亚伟

我 8岁那年，小姨 18岁。那时我常年住外婆家，跟

小姨形影不离。

有段时间，我发现小姨忽然变得行踪诡秘，我经

常找不到她。与此同时，小姨越来越爱打扮。她把筷子

在炉火上烧烫了，然后迅速收回，卷起刘海儿处的一

缕头发。随着头发烧焦的味儿出来，小姨的刘海儿成

了卷儿，花儿一样。小姨对着镜子，小心翼翼地打理她

的刘海儿。她不看我，只盯着镜子中她，问道：“好看

吗？”我说：“好看！”小姨这才冲我灿烂地笑。她的笑

容，也像花儿一样。

我终于发现，小姨在跟同村的一个男孩谈恋爱。

那个男孩穿喇叭裤，头发长了也不理，还会很大声地

唱“冬天里的一把火”。我妈说过，这样的男人不三不

四。小姨却觉得他哪儿都好，说他懂时髦，说他唱歌好

听。小姨还羞答答地对我说：“我听他唱歌的时候，心

‘砰砰’直跳。”小姨的脸很容易红起来，红起来的时候

像个红苹果。

有一次，小姨与那个男孩约会，也带上我了。他骑

着一辆崭新的自行车，小姨坐在自行车后座上，我坐

在自行车前面的横梁上。我们三个人，仿佛快乐的鸟

儿，飞在乡间小路上。我觉得小姨的对象一点不像“不

三不四”的样子，他对小姨特别好。他们两个人肩并肩

坐在田埂上聊天，我在不远处的草丛里逮蚂蚱。我听

不清他们说什么，只听到小姨“咯咯”的笑声隔一会儿

就响起来，那声音听起来有甜蜜的味道。暮色微笼，晚

霞变幻，绿色的田野开阔而辽远。小姨和他肩并肩的

背影成了夕阳下的剪影，他们却迟迟不肯回家。直到

我大声喊小姨，她才与他恋恋不舍告别。

我和小姨在戏台下看戏的时候，他殷勤地为我们

买好吃的。糖葫芦、爆米花、棉花糖，那时候我真有“要

风得风要雨得雨”的满足感。“去，再买点瓜子！”小姨

对他说。他屁颠屁颠地就去买了。

那天，小姨回家带回一双红色的高跟鞋。她告诉

我，那双高跟鞋是他给买的，在城里的大商场买的。那

双红色的高跟鞋真漂亮啊，我觉得像童话故事里公主

穿的鞋子。小姨穿上红色高跟鞋，在镜子前扭来扭去，

脸上的笑容一直绽放着。那个年代，人们的服装鞋子

以灰黑蓝为主，红色高跟鞋简直给人惊艳之感。

谁知，外婆突然闯了进来。她见了小姨的高跟鞋，

惊呼起来：“老天爷，谁敢穿这样的鞋出门？你爸爸回

来不打死你！”外公在城里的机关工作，是典型的“老

干部”。他平时回家很少，但我们都怕他。

周末，外公回家了。他不仅知道了小姨穿红色高

跟鞋，还知道了小姨谈恋爱的事。外公气呼呼地把小

姨的高跟鞋扔了出去，而且口口声声叫她对象“小流

氓”“二流子”。我看着家里闹翻了天，大气不敢出。

外公上班走后，小姨把红色高跟鞋找回来。她弄

了一瓶蓝墨水，使劲在上面涂抹，想把红色染成蓝色。

她一边涂，一边流泪。到最后，她把高跟鞋抱在怀里，

嚎啕大哭。

小姨的红色高跟鞋没了，她的爱情也夭折了。三

年后，小姨嫁给了邻村的小姨夫。小姨夫老实木讷，倒

是个踏实过日子的人。小姨彻底成了农妇，她带孩子、

做家务、干农活。多年过去了，日夜操劳的小姨已经老

得不成样子，脸上皱皱巴巴的，仿佛干了的花。

不久前我回乡的时候，偶然遇到当年小姨的初

恋。没想到那个“二流子”已经成了南方的大老板，听

说他在广州做箱包生意。不仅生意做得红火，家庭也

不错。他在南方安家了，这次是带着老婆孩子回来。我

看了一眼他的老婆，那是一个虽上了年纪但脸蛋依旧

精致的女人。她的脸上，带着幸福的微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