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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全启

□李海贝

青黄扁豆
  日子过得真快，不知不觉到了七月。
　　今年疫情蔓延，但我们这里是个宜
居的好地方，天格外蓝。
　　初夏，珠山路上车来人往。路口柳树
下，一位大伯弯曲着瘦削的身材，他守着
提篮，一双眼睛在期盼——— 提篮里盛着
青黄扁豆。
　　九年前的初夏，爹也在屋前的菜园
里种了扁豆，但勤劳的他没来得及吃到
扁豆人就走了。爹走后，娘经常站在菜园
旁及门前张望，期盼着我和妻儿回家。看
着大伯面前的扁豆，我触景生情想起家
乡的扁豆架，想起绿叶下的串串扁豆花，
想起含辛茹苦抚养我长大却离我远去的
爹和娘。
　　我停住脚步，注视着蹲在地上的大
伯。他大概七十多岁，花白的头发，脸上
已没有了光华，像爹以前的样子。“自家
园里种的，用的土杂肥。”大伯看着我说。
我打通妻子的电话，告诉她珠山路口大
伯卖的扁豆好，今天想吃老家以前那样
的土豆扁豆炖五花肉。
　　其后，我便跟大伯随意地聊起了家
常。这时，一辆大众轿车在跟前停下来，
一个戴眼镜的青年敞门走出来，“爹，谁
让你出来卖的？大老远跑来，您不怕人笑

话，我们还担心丢人呢！”青年边说边走
过来拎起篮子，准备往车上放。
　　“放下！你们的菜我今早天刚亮就放
在你门旁了，知道你们起得晚我没敲门。
这些有人要了。我不偷不抢卖点菜丢什
么人？”老人边说边掏出一沓十元、五元
用皮筋捆着的钱，伸出布满老筋的手：

“拿着去给我孙子买些奶喝，整天忙房贷
啥时是个头？大人好说，别亏了孩子。”
　　“房贷不用您管，我们还，只要您跟
妈身体好就行。”儿子推让着不接父亲手
中的钱。
　　大伯“嚯”的站起身子，像风中颤抖
着的竹子：“觉得我卖扁豆‘跌份儿’，你
就赶紧走！”他边说边将钱扔进儿子的车
门里。“走吧！你忙去吧！”老人向儿子连
连摆手，随后脸转向我：“要是孩子们在
老家住该多好，老老少少的在一起热热
闹闹，那样有家的味道。”
　　青年或许怕丢人，或许真的忙工作，
匆忙转身离开了。
　　“好好干，别给老家人丢脸！”大伯冲
着车子离去的背影嘟囔着。
　　看着蹲在地上的大伯，我提醒自己明
天还从这里走，到时若再碰到他儿，我要
告诉他，既然已买房，贷款就慢慢还。城里

有家要常回家，为面子图虚荣太可怕！要
向长辈们学，学他们的辛勤与节俭……
　　大伯篮子里的扁豆有青有黄，看着
这篮子青黄扁豆，我冷不丁想起一句俗
语：青黄相接才有样。
　　此时，天阴上来。“要下雨了，雨水多
了扁豆容易烂，不快卖就白忙乎了。”大
伯边叹气边善意地提醒我：“快走吧，别
让雨淋着。”
　　“我走了你这扁豆咋办？”“没事。下
雨时，我去旁边屋檐下避避。”大伯很随
意地说。说话间，刚才那辆轿车“哧”地一
声停在旁边：“爹，要下雨了，咱不卖了，
我送你回家，别让雨淋着。”原来是青年
转回来了。
　　“不用你管，庄户人不怕雨淋。”老人
笑呵呵地说。
　　“爷们儿，这些扁豆你拿去吧，都是
自已园里产的，钱不钱的无所谓。”“谢谢
您！这怎么行呢？现在经济宽裕了，买菜
才花几个钱？再说您这么大年纪拾掇菜
园多不容易啊！”我真诚地说。
　　人生有尺，感情有度；积善之家，必
有余庆。看着酷似父亲的大伯，我又将电
话打给了妻子，告诉她大伯的一篮子青
黄扁豆我全买下了。

□李柏强

组诗三首

  疫情让人与人有了“距离”：街上没
了喧闹，马路上没了车水马龙，大家都
居家隔离，出门也戴着口罩。但这并没
让人们产生隔阂，反而让全国人民的心
靠得更近了，好像“合”到了一起。
　 因为，有无数白衣天使拼尽全力救
治病患，正面对抗病毒，与死神抗争；有
老 师 在 网 上 授 课 ；有 家 人 在 远 方 牵
挂……凡此种种，打破了地理距离的遥
远，留下了温暖与力量，全国人民的心
连在一起，丝毫没有因为距离变得陌
生，反而产生了共同的力量，这力量便
是我们传承久远的家国情怀、责任心与

使命感，它们合成了一句发自内心的
“中国，加油！”
　　这力量，我们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
的《诗经》中的“岂曰无衣，与子同袍”；
屈原虽九死尤未悔的执着；南宋陆游

“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的
深沉；清朝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
因祸福避趋之”的使命感与责任心；今
日疫情下的无数抗疫英雄，舍小家为大
家的家国情怀……他们互不相识，却那
么相似——— 都有相同的责任感、使命感
和家国情怀。
　　在我们身边，这样的温暖、情怀和

责任也随处可见。小区的保安一直戴
着口罩站在大门口，认真给过往居民测
量体温，二十四小时不间断。他们用奉
献精神默默地守护着小区的平安。
　　“一米线”的距离、居家隔离的距
离、让口罩阻隔的距离……这些都没有
产生隔阂，反而因为隔产生了“合”，让
全国上下团结一心；“隔”让安全有了保
障，让人与人的心更加“合”谐。
　 如今，用心回味着口罩上方的每一
双眼睛、冷静严肃的一米线，我不禁喜
欢起这规规矩矩的“隔”，更喜欢这传承
千年的万众一心“合”力制造的“距离”。

隔，合

我的家乡

1.8万里的海岸畔边
有一片小海滩

她的名字叫西海岸
这里的人们爱和平也爱家乡

这里的山和水相依相恋
这里的人爱宁静的家园
宁静的家园都有一个梦

梦里梦外盼宁静
这里

竹木环绕 衣禄丰足
四季常绿 四季花开

空气常新又清新
新的时代
新的路子
新的未来

从这里走出
新启航的新一代

父亲

一片一片又一片的叶子
交会成了一个大树的心意

这片叶儿好熟悉
似曾相识的感觉里

找寻回忆里的童年记忆
老家门口有这样的叶子

炎炎烈日下
堆积在家门口

乘凉玩耍的小伙计
叶子回忆

勤劳的木匠父亲
栽下的法桐树

给我们乘凉了好多年
尊敬的父亲啊

您走了十六个年头
我心也流浪了十六个年头

岁月的沉淀里
真情温暖着心底
也荒凉着自己

不懂得珍惜的自己
不知道谁对自己好的日子

和我一起流浪的心
又遇到了炎炎烈日下的叶子

如果生命可重来
日子再回去一次
我将倍加珍惜

父亲在世的日子
珍惜昨日 珍惜此时
珍惜真情和每个心意

嬷嬷

一间小小的糊黍房
两只干净勤劳的瘦弱双手

三寸弓弯金莲小脚
四季俭朴生活

五个孩子口中的粮和
梦里的新衣裳

六口人的积善之家
还没有垒院墙

七十余载忠诚的为妻之道
八面来风摇晃着田园的

惋叹和愁连
九十个春秋的期盼

迎来了庆余年
十分希望家人珍惜

眼前的好日子
做好不忘初心的自己

  我是从农村走出来的人，喜欢陶渊
明的《归园田居•其一》中“暧暧远人村，
依依墟里烟”的生活场景。当下，回归
田园生活成了时尚，人们追求原生态的
淡雅意境，远离城市喧嚣，寻找那种返
璞归真的境界。青山绿水间，几间茅
屋，抬头见青山，时时见炊烟，成了多少
人的向往。
　　刘海波在《别来无恙》中唱到“一条
小路中央，悠悠青山两旁……今日重回
故乡，又见炊烟绕梁……”袅袅炊烟里
飘荡着淡淡的思念和乡愁。
　　农村的炊烟代表着一日三餐的开
始，预告着贪玩的孩子该回家了。小时

候，我们是群疯玩的小孩，那个年代没
有手表，看见家里的烟囱冒烟了，就知
到饭点了，于是便会恋恋不舍地和小伙
伴暂时分手，回家吃饭。
　　说到炊烟，就要说那时候的烧火材
料。昔时，家家户户都烧草，从麦秸、玉
米秸、玉米棒子、花生秸到柴禾、树叶，
凡是能烧的都能作为烧火做饭的燃料。
秋天的时候，我和弟弟会在放学后，每
人扛着一杆竹耙，拿着一个大的网包去
西河边划拉树叶。杨树的叶子落得满
地都是，有的微黄，有的棕黄，在渐凉的
秋风里慢悠悠地从树顶飘落，脚踩上去

“咯吱、咯吱”地响。大路两边的树叶很
听话，我用竹耙轻轻把它们归拢到一
处，小心地装进弟弟撑开的网包里，一
会儿工夫网包就装满了。还有的树叶
会落到棉槐的枝桠间，仿佛找到了庇护
所似的，想用竹耙把它们划拉出来几乎
不可能，只能用手抠，但这样很费劲，也
有被“扒架子”蛰伤的危险，所以不到迫
切需要树叶的时候我们不会去动棉槐
缝里的树叶。等网包满了，我俩就轮流

拖着网包回家，怀着一种“中用”的自豪
感，把树叶交给奶奶或妈妈。
　　记得有一次，我和弟弟又去划拉树
叶。期间弟弟累了，就扶着一棵杨树的
树干休息。调皮的他把鞋子脱了，一只
脚还在地上蹭来蹭去地玩儿。结果低
头一看，脚底有一个“八架子”，那黄黑
相间的毒毛让人毛骨悚然。我抬起他
的脚丫一看，没什么事儿，脚不疼。长
大后才知道大概是脚掌上没有毛孔，

“八架子”的毒毛进不了毛孔，所以没有
被蛰。但后来我们再去划拉树叶的时
候就很小心了，弟弟再也不敢脱鞋。
　　扫拾回家的树叶统统被用作烧火
的材料，一把把的树叶被推进燃烧的锅
头，跳动的火焰快乐地舔着锅底，热气
慢慢地从大锅里升腾，烟筒冒起缕缕轻
烟。有风时，灰白的烟还能在房顶左扭
右摆地舞上一阵儿……
　　如今社会进步了，人们做饭很少用
大锅灶了，煤气和天然气也进入了千家
万户，乡村炊烟就成了我们这辈人特别
珍视的童年记忆……

飘不走的童年炊烟
□庄彩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