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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牵牛在歌唱
|| 王占勤  

一场连阴雨飘洒进我的窗台，滋润了
窗外花盆里干涸的土壤。一株低矮的牵牛
花，从泥土里探出小脑袋，怯生生地吐丝
抽芽，缠绕着窗外的不锈钢防护栏往上攀
爬。 

 “别的花草都是春天发芽，夏天开花，
秋天结果实。你看你家这株小牵牛，也不
看看是什么季节，就这样不合时宜地出世
了。”好友嬉笑地指着窗外的那株小小牵牛
幼苗调侃。

鉴于对生命的尊重，我没有去拔掉她，
也没有刻意护理她，只是给窗外的茉莉花
浇水时，偶尔也喷洒一下她的叶子和根茎。

邻居的大妈在电梯里遇到我，笑呵呵
地说 ：“你家种的牵牛花爬到我窗户外边了，
还开出了一串蓝色的花朵，真是漂亮！等
花开败了，记着给我留一些种子啊。明年
我也种几棵，医生建议我每天喝几粒牵牛
花籽，说是对我的喘咳有很好的疗效。”我
笑着答应了。匆匆跑回家，推开窗户一看 ：
短短十几天功夫，这株小花苗已经长成了
一排绿色的屏障，桃形的叶片碧绿如洗，
舒展着筋脉在微风里飒飒作响 ；盛开的花
朵如同一个个蓝色的小喇叭，在空中奏着
欢快的乐曲。一阵凉风吹来，牵牛花摆动
着纤细的身肢跳起优美的舞蹈，风铃一样
随风摇摆。他们手牵着手，叶连着叶，彼
此搀扶着向上生长。她们没有被时令气候
所左右而妄自菲薄，也没有盲目虚荣而孤
芳自赏，只是平静地遵循着自己的生命轨
迹 ：有幸得到雨水滋润就破土发芽，汲取
了阳光雨露就茁壮生长，蓄积够了能量就
努力绽放。虽然不能像春日的牡丹一样艳
压群芳，也是时刻提醒自己保持一颗澄净
的初心，以顽强的毅力在短短的一生中活
出平凡者的风采。

人生在世，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登峰
造极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大 部 分 人 最
终都要以平凡者的姿
态面对生活的。无
论多么平凡，只要
时刻保持一颗干
净 的 内 心 世 界，
坚持不懈地向上
寻 找 生 存 空
间，面对任
何恶劣环境，
都 要 像 窗 外 那 株
蓝色的牵牛花一
样，以顽强的毅
力迎接狂风骤雨，一路歌
唱着打败生活中遇到的一个又
一个困难。

儿时渔蟹
|| 黄春

秋风起，蟹脚痒。看着眼前满身通红，
蟹香四溢的家伙，便想起小时候跟着小
叔捉蟹。那实在已经是很遥远的事情了，
其时恐怕我还不过十一二岁。

那年暑假，我跟着母亲到乡下的小
叔家。暴雨过后，河沟都涨满了水。小
叔家四五里远，就是一片水泽。我缠磨
他好几天，终于答应夜里带我去捉蟹。

晚饭潦草吃了几口，我便央求着小
叔快快出门。临行时，母亲一再嘱咐，要
听小叔的话，切莫乱跑，河边危险。母
亲转身从厨房里捧出两张葱花烙饼，金
黄色美，绵软利口，让我们夜里饿的时
候拿出来填肚子。

小叔扛一把铁锹，提一盏马灯，大
步出了门。我拎着一条麻袋，神气地跟
在后面，心里早已摩拳擦掌了。

前方的土路被雨水冲刷失了原形，
到处是稀泥浑水，路边地里是一棵棵东
倒西歪的高粱。我们索性脱了鞋子，光
脚往前走，深一脚、浅一脚踩在泥水之中。

抬起头，月光皎洁 ；闭上眼，晚风
凉爽。月光如水银泻地，照在高粱之间的
小水洼上。青蛙们吵吵了一个夏天，忙
着入蛰了，这会儿安安静静。因为路上
泥泞，我们走得并不快，拖泥带水的声
音在夜色里显得格外清晰。记忆中，走
了很长时间，才走到高粱地的尽头。小
叔指着前面一片堰埂，说，这就是河堤，
可以下栅子捉蟹了。

小叔扛起铁锹跳到那条七八米宽的
河沟里，奋力铲起大团的盘结着水草与
滋泥的泥巴截流。河沟里的水并不深，
流速缓慢，小叔在河水中筑起了一条黑
色的拦水坝，并开了一个一米多的口子，
插上双层的高粱秸栅栏。

他把手洗净，把马灯挂在栅栏边上，
便拉着我坐在一旁，等着捉蟹。

我不太相信，便问小叔，捉蟹就这
么简单吗？

小叔嘿嘿一笑，说，你等着瞧吧，
今夜刮西北风，老人们说，北风响，蟹
脚痒，这河沟是通往大河的必经之路，
估计不用到天亮，咱们捉的蟹，用这一
条麻袋都盛不下呢。

河堤上有些潮湿，小叔铺了几层树
叶子，让我坐。那一刻，我觉得小叔很
威风，便说，小叔，你真威风。小叔听了，
得意地站起来，伸胳膊蹬腿。我又觉得，
小叔像个傻乎乎的大孩子。其实，小叔
那年也不过十八九岁，还没娶媳妇。他
爱玩爱闹，会的也多——上树捉鸟，下
河捕鱼，偷瓜摸枣，下坑洗澡，样样精通。
小孩儿都喜欢跟着他屁股后面玩。

小叔又观察了高粱栅子，说，咱不
能弄出动静，蟹们很鬼，一听到动静，
便趴住不爬了。

我点点头，不再说话。马灯在夜色
中放射出温暖的黄色光芒，照在那个用
高粱杆栅栏结成的围城外面。小叔说，
只要蟹爬到栅栏里，就逃不出去了，我
们下去拿就行了。

河水明晃晃的，安静得像一幅画。
只有被栅栏挡起的簇簇小浪花，让我意
识到水是在流动。又等了一盏茶的工夫，
蟹还没出现，我有些着急了。我问小叔，
小叔摆摆手，说不要心急，心急吃不了
热豆腐。

出来啦！小叔一声低呼。我一低头，
就看到一群蟹沿着高粱秸秆栅栏使劲儿
往上爬，又徒劳无功地掉落。蟹们个头
齐整，巴掌大小，青色的硬盖，凸起的
眼睛，高举着生满绿毛的大鳌，威风又
狰狞。我从未见过这么多的蟹麇集在一
起，心里既兴奋，又胆怯。

只见小叔从地里折断一根带穗儿的
高粱秆，往河沟的栅栏中一甩，不一会儿，
那些青色的蟹们就沿着杆儿飞快地爬上
来。小叔把高粱秆的下端插进我拎来的
麻袋，那些蟹就一个跟一个钻进麻袋了。
瘪瘪的麻袋很快鼓胀起来，我凑近麻袋，
能听到里面万爪抓搔、千嘴吐沫的嘈杂
声。

眼看着，一只麻袋钻满了蟹，小叔
从脚下揪了一根苘麻草，三绕两绕，就
把麻袋口缝住了。

怎么样？小叔得意地问我。
我感到目瞪口呆，半天吐出一句话，

小叔，你真神！
回到家，小叔撕开缝口的草茎，那

些巨大的蟹匆匆地爬出来。灶间的大锅
上，小叔坐了一只蒸笼，灶中柴火，吐
着烈焰，逼出腾腾热气。小叔把蟹洗净，
爪子绑严实，整齐卧在蒸锅里，像一队
队英武的士兵。一袋烟的功夫，掀掉锅盖，
吹去蒸气，只见蟹壳已红透，一动不动
趴着，吐出香味，弥漫满屋。

小叔不光会捉，也是吃蟹的行家。
他先把腿掰下来，一根根吃完，再掀开盖，
雌有蟹黄，公有蟹膏，味道之美，不可
言传。然后，撕开蟹身，用蟹爪把细白
的蟹肉一点点剔出来，装在细瓷碗里，
淋上佐料，慢慢享用。

二十多年过去了，我再也没去捉过
蟹。每每吃起蟹，便想起了儿时捉蟹。
夜里，我做了很长的梦，梦中嗅到荷花
的幽香，我的腿浸在温暖的水中，水面
泛起涟漪，清澈的月光、婉转的虫鸣融
为一体……

把蓝天的故事画下去

一支画笔，一个世界。
龚永峰的世界里是各式各样的飞

机。“第一次画飞机，是小学的时候。”
龚永峰记得五年级的时候，在乡村小
路上捡到一页纸，上面印着飞机。喜
欢涂涂画画的他，便开始照着图片画
起来。“忘记了是什么机型，那时也不
懂。”让他开始认真凝视飞机，是在大
学毕业成为一名美术老师后。龚永峰
说，和儿时比，描绘过程的思考肯定
会有很大的不同。

几年后认识航空绘画大家陈应明，
让他对航空和绘画的理解加深了。那
时他在网上结识了一名研究航空史的
学生，由对方引荐，他和陈应明见面了。
在陈应明的家里，龚永峰看到了网上
流传的原作。“当看到挂在墙上的画时，
还是非常震撼的。”龚永峰回忆说，见
面两个小时，陈应明给他讲了两个多
小时，告诉他如何处理画面，如何考
察机型、编号等。最重要的是，对于
航空画这种比较小众的领域，老人和
年轻人之间似乎都找到了一种文化的
延续与传承。陈应明勉励龚永峰 ：喜
欢就要坚持下去。

“我和陈老尽管就见了两次，但
对我的影响却非常大。”龚永峰说。不
同时代的人，不同的经历，但“热爱
航空绘画”这一相同的兴趣让他体会
到老人眼中对晚辈的期许。工作之余，
龚永峰坚持用画笔描绘着一个个飞机
的故事。 

5 年前，龚永峰把航空绘画融入教
学之中，成为他所在学校的一个美术
特色教育。“我还记得当年陈老见到我
时说的‘后继有人’四个字，而我要
做的也是要让更多的孩子把航空绘画
发展下去。”龚永峰的学生作品中，有
一幅作品是为疫情期间运 20 驰援武汉
所做，尽管比例不一定特别精确，但
在孩子笔下，对于国家、军人、武器
装备的刻画和气氛已经非常到位。“对
孩子来说，激发他们对航空、对国家
的热爱要远大于形准。”龚永峰很欣慰
看到孩子们的表现力。 

参加航空绘画兴趣班的孩子越来
越多，孩子们的作品也越来越好，在
各类比赛中，龚永峰和他的学生们收
获着幸福和快乐。 ( 姜坤英）

入秋的大地
|| 曹莉

不知是今晨还是昨夜，下了一场雨，
柔软的泥土，变得松软，地面被雨水洗刷
了一遍，树叶儿上留下点点雨痕，入秋以来，
风儿变得有了一些凉意，叶儿沙沙地吸足
了水份，想把这翠绿美美地留在秋天。 

四季轮回，秋天是令人向往的一季。
收获以后，大地虽是一片空旷，安静中不
免有些孤寂，然却蔓延的是一季收获、喜
悦及满载的希望。回忆也是美丽的。很久
很久不能静下心来，那是因为春天让人蠢
蠢欲动，所有一切有生命力的物体都在这
一季拼命地生长，夏季的炎热让人烦躁不
安，而秋季在收获以后，却可以有宁静的
空旷，这样的宁静有许多回忆，这样的秋
思就像神话一样，永远留在记忆中，这其
实是最美妙的一种盼望。 

我感动叶儿在交替过程中的坚决，那
是它为下一季的奉献，随风自由地留下最
后的舞姿。它与大地、枝干有个下一季的
约定，大地可以在这一季好好地休息，待
到冬季，美美地睡上一觉，厚厚的雪做“被
袄”。春季的时候蚯蚓蠕动着身躯为大地松
松“筋骨”，大地复苏，这样的土地是鲜活
且有生命的，泥土的颜色永远是那么清一
色的土黄。但是在这一片黄土地山上，却
蕴藏着五彩缤纷的百花争艳与丰收，种子
可以安详地躺在里面，美美地营造自己下
一季的美丽。风停了又吹，雨下了又停，
大地永远是静静的。雨过天晴，太阳也会
毫不吝啬地伸出头来，照耀着大地，夕阳
西下，月亮也会陪伴大地悄然入睡，草儿
枯黄了，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松软的土地给予小草无限的营养和顽强的
生命力。深褐色的泥土，让大地更显魅力，
更富想象。

天地一定是有灵性的，天与地两条平
行线，天有多大，地就有多广，天的蓝，
让大地更显稳重与踏实。入秋时分，连绵
的细雨增添了许多清凉，秋天的大地独有
宁静，今晚窗外又下起雨，宁静的秋夜浪
漫温馨……

明年无月我还回
|| 任重

小的时候，读“月是故乡明”时，并没
有什么的感觉；年轻时，还读“月是故乡明 ”，
感受也不怎么深 ；直到老了，才真正体会到
了家乡的明月。

很多年没有回家乡过中秋节了。其实，
今年这里的中秋是看不到月亮的。阴雨蒙蒙 
，寂静的夜晚有些茫茫烟雾。放眼望去，只
是隐隐约约能见到九峰山高大雄伟的身躯，
即使是梅花岭镇上的街灯，也只是闪烁着晕
圈的黄光。

我走在小镇上，背负着淅沥沥的小雨，
耳食着歌厅不时传来如吟如唱的歌声，从南
到北、又从北到南地走着 ……

“尘中见月心亦闲，况是清秋仙府间。”
带着这份淡淡的清闲，走在这无人问津的小
街上，虽然今夜无月，但心中依然有着一轮
明月。

我不知道杜甫当年是如何写出“露从今
夜白，月是故乡明”的诗句，或许是因为客
居异乡而眷念亲人，或许是因为功业未成而
不敢回家，又或许是失诺他人而又倍增追忆 
…… 但不管如何，都是饱含着诗人浓浓的思
乡之情。是啊，年到中秋，意味这一年将接
近尾声。花已开过，果已结了，叶也散去，
该努力的努力了，该收获的也收获了。 “鱼
蹦深塘客奔家 ”，和亲人团聚，一起分享奋

斗的果硕、世界的精彩和人生的幸福。
我的少年和青年的初始是在这里度过的，

这里留过我的天真、汗水、辛酸和一些别人
听不太懂的故事。

我的家是一个当时称之为“四属户”的，
我至今也不明白这个名称的含义，只知道爸
爸在武汉市工作，家里没有劳动力。于是，
哥哥中学还没毕业就回乡务农，为的是让我
和妹妹安心读书。

也是一个中秋的夜晚，妈妈做好了南瓜
粑粑，说是给我们兄妹过节。然而，却没看
到哥哥，我们四处寻找，直到月近头顶才看
到哥哥热汗淋漓地跑回。原来，哥哥收完工
去了十里开外的供销社，买回了 4 个当时五
分钱一个的形似月饼的“法饼”。我们全家吃
着南瓜粑粑和“法饼”，欣赏着美丽的圆月…… 
而今，哥哥已去天国，我透过云层似乎依然
看到了明月下哥哥的身影。

长大了，读书了，后来又参加工作，慢
慢也就回来少了些。这家乡的山、家乡的水、
家乡的人，还有这家乡的月，都如同久违了
的亲人，使人魂牵梦萦。

这些年，家乡巨变，被划入长沙市区以
后，家乡的青山绿水成了城里人旅游、度假
的好去处。春天，花海飘香；夏夜，荷塘蛙唱；
秋日，稻漾金波 ；冬晨，雪映朝阳 …… 家乡
的一切是这么的美好，这不由使我更加眷恋
并为之深深地祝福！

在这中秋之夜，依然会有相隔异地的人
难以团聚。他们望着异乡的明月，虽然美丽 
，但仍少了那份家的感觉，少了一份甜蜜与
温馨。纵然身在他乡异国，也不管周边有多
么的繁华热闹，游子的心却总是会回到自己
的故乡。思乡，就像一杯浓浓的茶，苦涩中
透着淡雅 ；思乡，就像萨克斯的声调，深远、
悠久，给你怀望 ；思乡，就像三月的微风，
温顺而令你激动。

月是故乡明。对我来说，故乡将永远是
一帧珍贵的水墨丹青，不能置身于画，但却
永远珍藏在心。虽然走过了好多山水，也蹉
跎了不少岁月，但每次驻足，总会有一缕乡
情在心萦绕。

雨已下得很大，但我并没有感觉到一丝
秋寒 ；雾也越来越浓，而我依然觉得是皓月
当空。夜深了，我依然慕望着故乡的山水。
此刻，我想起了诗经《子衿》中的几句 ：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
    纵我不往，子宁不来？
想到这，我百感交集，在这南方的夜、

中秋的夜，面对这潮湿而漆黑的天空，我仍
感觉到了满天的明月。我一遍又一遍地叮嘱
自己 ：今年中秋虽无月，明年无月我还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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