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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如风 □朱东美（封丘县）

□有感而发 □张保龙（济源市）

我反复拜读刘錞老师刊在《平原晚
报》“牧野·文艺”版的散文《老宅腊梅》十
分欣喜，时值隆冬岁月，一股腊梅馨香扑

面而来。不由连声击节赞叹，美哉，妙哉！
赞刘家老宅腊梅之美，事出有因。

因我与作者刘錞老师既是发小，又是同
村邻居，年龄相仿，是刘宅腊梅的见证人
和年月伴随者。故想聊发议论感慨概述
一番。

记得小时候1955年隆冬大雪天，我
们一帮顽童上学下学常经过刘家门前，
一树橙黄芬芳的腊梅花，飘来阵阵幽
香。我们驻足树下赏梅闻香，天再冷不
愿离去。碰上大人在侧，还给我们折下
一枝带回家中，插在瓶中满屋生香。怒
放的干枝腊梅，黄中带蕊香艳无比，好看
极了。

当时据村里老人说，这腊梅可有年
头啦，少说一两百年了，全村人都赞叹爱
惜这刘家腊梅，它竟顽强顶风冒雪躲过
多少风火年月、时事变迁活到如今，儿时
记忆中村中的老梧桐树和老杜梨树、老

榆树随着时间流逝均荡然无存，唯独这
株苍翠龙态的老腊梅依然生机茂盛傲然
挺立至今。

我曾回村小住，远远瞧见三五村民
小雪中站在刘家门前赏梅聊天。我也凑
去近前，有人问我，记得这株腊梅的往事
吗？我欣然答曰：我今年七十有五，小时
候就听爷爷说过，这腊梅是刘家老辈人
所栽植的，爷爷都不记得谁栽的。腊梅
虽弯腰驼背虬娅枝杈、树干开裂但愈老
愈美，雪天怒放不败，为古老村庄和刘家
门首增色不少。

又到隆冬时节已到大雪节令，看到
发小挚友刘錞在新乡《平原晚报》上撰文
赞老宅腊梅，不尽聊发感慨，亦跟着胡侃
赞梅。

唉，等雪天回老家，再赏腊梅，其他
地方腊梅倒见过不少，但赏老家刘宅的
老腊梅却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读《老宅腊梅》感怀

□诗词采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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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律诗五首
□王静文（新乡市）

七律·冬至
冬至来临日渐长，
寒风凛冽九登场。
梅花怒放傲冰雪，
松柏无言知岁凉。
夜半出门惊冷月，
阶前举目望春光。
香浓饺子传佳话，
把酒吟诗送吉祥。

七律·冬日感怀
西风冽冽透衣裳，
黄叶纷飞遍地霜。
万里晴空山色秀，
梅花绽放暗飘香。
暖阳似画添诗意，
寒雀欢鸣谱乐章。
莫道隆冬无好景，
乡村处处振兴忙。

七律·大雪节气
恰逢大雪好时光，
昨夜氤氲结白霜。
玉树琼枝风满径，
银装素裹菊生香。
寒天冻地行人少，
旷野冰原日影长。
四季轮回因果事，
冬青应景已枯黄。

七律·辞旧迎新
辞旧迎新喜气扬，
欢声笑语满庭芳。
烟花阵阵照寰宇，
爆竹声声凝酷霜。
犹看故人寻夜色，
载歌把酒话沧桑。
桃符谢幕隐身去，
梅雪争春香四方。

七律·冰封原野
冰封原野雪苍茫，
万里晴空日影长。
凛冽寒风冬夜尽，
参差老树卷朝阳。
狐裘不暖霜华重，
鹤氅才消朔气凉。
水墨丹青凝画阁，
想知何处是家乡。

我的母亲
我的母亲1927年出生于一个普通农

家，因为家庭贫困，她没有上过学，一个
字也不识。她生养了我们兄弟姐妹六
人，儿孙众多，一生都在操劳。

母亲很守孝道。我记得小时候，家
里人口多，生活非常困难。每天午饭都
是蒸两篦高粱杂面或者玉米面大窝窝，
其中有三个花窝窝（包有薄薄的白面
皮），我爷爷一个，奶奶一个，我和弟弟分
一个。没等晾凉，我和弟弟的就吃完了，
然后就跑到堂屋（爷爷、奶奶的饭都是母
亲亲自端到爷爷住的堂屋）。爷爷趁母
亲不注意，掰开一个给我和弟弟每人半
个，并说“快跑”。因为如果被我母亲发
现了，我兄弟俩肯定会挨吵。

为此，爷爷还对母亲发了一次脾气：
“我们吃不完，分给孙子一点儿，有啥不
中！以后不准因为这事儿再吵他俩！”挨
了吵的母亲是不敢吭声的，事后，把我弟
兄俩带到屋子里关上门单独训话：“以后
吃饭时，你们俩不准去堂屋，谁去谁挨
揍！”母亲的话，不能当成耳旁风，也不能
全听，我俩还是会趁母亲不注意悄悄溜
进堂屋。爷爷也是眼明手快掰开一个递
给我俩：“快吃、快跑！”

有一次，我俩从堂屋出来，路过厨房
门口，见母亲面带微笑，招呼我俩过去。
我一看大事不妙，拔腿就跑。弟弟毕竟
小几岁，没有看出母亲“微笑遮掩下的陷
阱”，笑眯眯地进了厨房，厨房内顿时传
出几声尖叫……

其实，在那个年代，家庭闹矛盾生气
大都是因为吃，作为儿媳能让公婆吃饱、
吃热、吃得稍微好点就是最大的孝道。
母亲在我们那儿三里五村孝顺是出了名
的，也给我们小辈儿们做出了榜样。我
们兄弟姐妹长大后都很孝顺，这与母亲

的榜样作用是分不开的。
母亲很正直。上小学四五年级时，

家里开始养蚕（蓖麻蚕），蚕结茧吐丝之
后变成蛹，身体缩小几倍而且变硬，晃动
可听到响声。这时用剪刀剪开把蛹倒出
来，空茧壳即纯蚕丝可以拿到供销社去
卖。供销社的人检查时抓起一大把使劲
摇晃，如有响声说明有蛹未剪出，不过
关。

这天，我和一个本家哥一起蹬着三
轮车带着一麻袋剪好的茧去供销社卖。
因为我会算账，本家哥有力气。供销社
例行公事，一把一把地摇晃，全都没听见
响声，算是质量过关了。便过秤、算账。
拿到钱，我和本家哥到供销社饭店买了5
个白面馒头，我两个他三个，边吃边回家
向母亲交差。我本家哥洋洋得意地对我
母亲说：“婶，这次咱可沾光了，在家装麻
袋时，我把还没剪开的蚕蛹捏扁都当蚕
丝卖了，检查时晃也不响，咱沾大光了。”

母亲一听，脸色立马变了：“走，咱们
现在马上去供销社！”我家离供销社5里
多地，还都是坑洼不平的土路。母亲一
直催促着本家哥“快走快走，去晚了就下
班了！”到了供销社，已经接近12点，好在
人家还没下班。母亲说：“我们卖那一麻
袋蚕茧在哪里？”主任说：“都在那边席上
摊着，怎么了？”母亲说：“我这个侄子使
了坏心，把一些没掏出蛹的蚕茧掺进去
卖给公家了。我先替他向你们认个错，
并保证一个个拣出来。”

主任很感动，召集全体员工帮母亲
和我挑拣捏扁的蚕茧。本家哥哥也要帮
忙，被我母亲吵了回去：“你远点！”大概
一个小时后，终于把那些混进去的、捏扁
的蚕茧全部拣了出来。接下来，就是过
秤、退钱。主任对母亲说：“大嫂，你这种

行为真让我感动，我一定要把这件事报
告给上级领导，并要求我们所有的工作
人员向您学习。”

母亲有很独到的教育理论。恢复高
考时，我高中已毕业好几年了，老师到我
家让我重新复习参加高考。那时我正在
水利工地打工，对高考一不自信、二没兴
趣，而我母亲讲不出道理，只用那种特殊
的眼神看着我，那种眼神的意思我懂，那
就是多么希望我跟着老师去复习参加高
考。在母亲眼神的感召下，我放弃打工，
跟着老师走了。我不像那些应届生那样
可以在学校住，只能白天在校复习，晚上
回家。而家里那时还没用上电，煤油灯
的灯罩每天都被母亲擦得锃亮。夜里十
一点左右，母亲还要亲手为我做碗面
条。高考揭榜了，我和弟弟榜上有名，并
且双双考上了本科，那年全县被录取的
本科生只有几十名。

我有一个高中同学，在县广播站工
作，专程去我家“采访”。那天只有母亲
一人在家。他问我母亲用什么教育方式
让两个儿子同时考上了大学本科。母亲
说：“上学期间不能担水，如果学了十个
字，一挑水就能压回去八个。”

当我回到家里，“记者”同学忍不住
笑着跟我说及此事。我说：“这话听着可
笑，但确实是母亲的心里话，我的同龄人
都会去井里打水、挑水，我还真不会。母
亲不想耽误我的学习时间，她想让我有
个好的前程。”

县广播站把我母亲的“挑水理论”广
播了出去，轰动了全县。我母亲随着年
龄增长，自己从井里提水，已经力不从心
了，就由大桶变成了小桶，我表弟还给我
母亲特制了一个小铁桶，母亲的这个遗
物，我一直珍藏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