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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修滋

驱车千里，只为给那座默然的坟茔，
培几锨新土。

那坟茔里长眠着的，是我81岁的父
亲。父亲是前年7月辞世的，按老家的习
俗，头一个清明是不过的。所以，我虽
已年过半百，为自己亲人过的真正意义
上的一个清明节，是在今年。

我关于清明节的所有记忆，似乎只
是初中阶段每年一次的全公社范围的中
小学生祭扫烈士陵墓。还记得，那时的
仪式是隆重的、简朴的，气氛是庄严
的、肃穆的。而仪式上的一个重要环
节——— 学生代表发言，几乎被哥哥和我
包圆了，他初中两年，我初中两年，一
年没落。这于我那个贫弱却倔强的家庭
而言，是一种荣耀，一种激励，或许更
是一种宣示。

每届此时，总见父亲一边吧嗒吧嗒
地抽着旱烟，一边不动声响地帮我穿上
母亲提前浆洗好的衣服，衣裤虽已破旧
甚至打了补丁，但穿在身上，却是板正
的，是干净的，感觉是簇新的。母亲亲
手为我揣上刚从热锅上淋的香喷喷的葱
油饼，父亲为我斜挎上用粗布缝制的绿
书包，把老师为我撰好的发言稿小心翼
翼地塞进书包，目送我上路，这就让我

颇有了些雄赳赳气昂昂的架势。如今，
四秩已逝，那情景，我仍记忆犹新，而
父亲默默的关爱、无语的温暖，已深深
地镌刻进我的心里。

父亲的坟头旁，一株松柏挺立着，
像是刚刚被人扶正过。姐姐解释说，前
些日子，妈夜里入眠后常感觉有人把
手搭到身上，晨起又百思不解。忽一
日，母亲喊来姐姐姐夫，说：赶快去
茔地瞅瞅，是不是你爹的坟头上落了
什么东西。姐姐姐夫哪敢怠慢，疾步
赶去，果见一株松柏被风吹倾，斜倚
在了坟头。回家一番叙述，母亲适才
如释重负。

父亲五岁丧父，青年丧母，生活
的不堪承受之重，让他越发沉默寡
言，与人友善，与世无争。成年后我
们哥儿俩每每用贵人语迟和善胜不争
来逗父亲，父亲总是笑而不语。虽然
时常沉默甚至有些木讷，但父亲却心
灵手巧且乐于助人，补个锅锔个盆
的，修个农具理个发的，随便谁家招
呼，他都有求必应，只是悄悄干活，
大多默不作声。

跪在父亲坟前，我重重地磕了三
个响头，前尘往事如缕缕片羽徐徐掠
过心头。父亲因为上过六年学，便被
村里视为文化人儿，不仅常年在果业

队里做技术员，又做电工、当兽医，
还曾被公社借调去管了一阵子有线喇叭
线路的维护。用母亲的话说，一辈子没
下过大力，书都念到别人肚子里去了。
对母亲的唠叨，父亲从不反驳，依然沉
默寡言，依然与世无争，也依然倒头便
睡。但心里，却始终念叨着这个家，挂
挂着三个子女。

那年我上初一，赶上公社放露天电
影，放学后便撒了欢儿地奔向父亲在公
社的临时住处。一进屋，父亲先是一
愣，接着变戏法似的将刚打回来的一饭
盒冒着热气的雪白的大米干饭连同炒菜
端给了我，静静地看着我吃光、舔净，
擦嘴、抹袖。事后若干年忆及此事，我
才懊悔不已，敢情父亲那晚根本就没有
进饭，而父亲默默地注视着我狼吞虎咽
的眼神里，唯有慈爱与期许。

不俗即仙骨，多情真佛心。初二
时，我作为公社文艺宣传队的一员，参
加对粮食产量“跨黄河、过长江”村庄
的慰问演出，因为道具需要一只手榴
弹，而上体育课使用的手榴弹又过于沉
重，不便携带和舞弄。我把心事说给父
亲，父亲二话不说，转身拿着斧头上了
山，连夜对胳膊肘粗细的松树树干进行
切割、砍削、打磨、雕琢，又特意用墨
汁将前端均匀着色。经父亲加工过的手

榴弹，手柄光滑带弧线，弹体圆润呈墨
色，模样逼真，又极轻便，博得公社文
教和带队老师的交口称赞，我也在老师
同学面前大大地得意了一番。可我并不知
道的是，父亲为了这枚只是作为道具的手
榴弹，一刀一刀地刻，一遍一遍地磨，足
足忙活了一个通宵。其实父亲的此类杰作
远不止这一件，像二胡的弓子，红缨枪的
矛头，还有军帽上几可乱真的红五星……
沉默中，父亲独享着自己的劳作；劳作
中，父亲分享着自己的快乐。

大学毕业后我做了记者。头一次回家
乡采访一个叫张家埠的文明村，采访成稿
后，县里派吉普车送我回村看望爹妈。天
正下着细雨，恰巧村至乡里的土路正在维
修，泥泞难行，无处下脚，吉普车窝在离
村头一两里地的地方动弹不了。直到离开
家时，雨才停住。父亲早已将我沾满泥巴
的皮鞋擦拭干净，又将自己的胶鞋套到我
的脚上，手里拎着我的那双光亮如新的皮
鞋，默默地一前一后将我送到车上，默默
地看着我脱下胶鞋换上皮鞋，默默地目送
着吉普车远去。后来母亲说，回到家，父
亲眼里还有泪珠在滚动。

艳阳下，花圈上的绢花熠熠闪光。一
阵清风吹过，陡然间，父亲的身影似乎在
我眼前隐现，并渐渐清晰、明亮、高大起
来，继而焕发出人性特有的光芒。

□ 高晓亮

卜式入仕做官纯属“无心插柳”之
事。

在此之前，卜式是一个地地道道的
放羊娃，与其他牧羊人一样，日出，迎
着霞光扬鞭把羊群赶到草场；日落，披
着余晖挥梢又把羊群归拢羊圈，过着简
单而平静的生活，最大的愿望也只不过
是把羊儿养壮、养肥、养多而已，至于
入仕为官，就连梦也没有做过。然而，
就是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平民百姓一
跃成为汉武王朝“官家人”。

公元前122年，汉武帝派重兵抵抗匈
奴入侵，日久，国库银两锐减，难以为
继。放羊的卜式听闻此事，站在山坡上
忧心忡忡地遥望着长安，层层叠叠的山
峦挡住了他的视线，却阻止不了他对安
宁日子的依恋和渴望。

随后几经琢磨，他作出一个不循常
理的决定——— 捐资助边，而且是半数家
产。在旁人看来，你卜式身为一介底层
平民，你的每一分钱无不是经过血染汗
浸，理应本本分分守好你的一亩三分地
和成群的羊儿过日子才是，抵御异族入
侵是朝廷的事情，你没有必要“咸吃萝
卜淡操心”。可卜式偏偏不按套路出
牌，执意要捐资平乱，他究竟意欲何
为？其实，卜式想法很简单：自己拿些
钱出来，帮助朝廷尽快平息战乱，让众

多和他一样的小老百姓早点过上安稳平
静的生活。

卜式说干就干，当即写了一纸意愿
书呈递当地县令，说愿意捐一半家财助
朝廷讨伐匈奴。很快，卜式的请愿书传
到了刘彻那里。刘彻很好奇，却想不通
卜式这样做的理由，就派亲信臣子去调
查卜式。

见到卜式，使者轻蔑地问：“你捐
资助边是想当官吗？”

卜式恭敬地说：“我从小牧羊，不
知道怎样当官，也不愿意为官。”使者
不信，接着再问：“难道你有冤家仇
人，是要申冤吗？

卜式不亢不卑地说：“小民生来与
人无争，与邻居友好相处，还经常救助
乡里的穷人，规劝不善的人做好事，我
无冤事呀！”

使者大惑不解，“那你这样做，究
竟想要干什么？”

卜式淡然一笑，说：“天子抗击匈
奴，我以为有力的应该出力，有钱的应
当出钱，上下一心，匈奴可灭。”

使者将调查情况如实汇报给刘彻，
刘彻很是欣慰，本想把卜式立为标杆、
树为榜样，广泛宣传报道，以汇聚民
心，激励士气，可又担心弄巧成拙，闹
出笑话，于是，他就把最信任的丞相公
孙弘招来询问。公孙弘城府深，疑心
重，不屑一顾地说道：“天下之人，熙

熙为名，攘攘为利，而这个卜式既不为
名利，也不为申冤，这根本就不符合人
之常情，保不准‘捐资助边’是一个阴
谋，更何况我堂堂大汉王朝家大业大，
富庶殷实，不缺他那点钱，所以，请陛
下您不要接受他的请求，更无须把不轨
之臣作为效法的榜样。”刘彻同意了公
孙弘的建议，硬邦邦地拒绝了卜式的请
求。

一年之后，匈奴浑邪王降汉，其部
属众多，移民安置、工作就业以及吃喝
拉撒所需物力和财力巨大，再加上连年
征战平乱，刘彻的私房钱所剩无几，使
得朝廷无法完全供给所需费用。刘彻被
迫无奈颁布一道明诏，要求官宦和富人
们捐资捐物，帮助朝廷渡过难关。卜式
闻讯，积极响应皇上的号召，立即变卖
了部分家产，悉数交由河南太守，尽了
自己绵薄之力。

刘彻在查阅河南捐助名单时，又看
到了卜式的名字，而且捐助数量超过了
许多达官富豪。这回他完全相信卜式捐
资真的不为名与利，也没有什么阴谋和
阳谋，是一个忠义、良善之士。于是，
刘彻下旨赐给卜式仆从四百人，而卜式
却坚决不受，全部退还给当地官府。对
此，刘彻也较起真来，他把卜式尊为长
者，加封为中郎(随驾侍从)，赐爵左庶
长，赏良田十顷，并布告天下，以示尊
崇，鼓励百姓效法。

出乎刘彻意料的是卜式竟然不愿意
做官，只想回乡放羊。

好啊，牛不喝水不能硬按牛角，
“卜卿家，你不是想放羊吗，我就满足
你的愿望。上林苑地域宽广，水草丰
茂，你就去那儿替我放羊吧。”把恢宏
壮丽、气象万千的上林苑当作牧场，亏
他刘彻想得出。

一年过后，刘彻再去上林苑，看着
成群的肥美羊儿，喜不自禁地夸奖卜式
尽职守责，工作出色。卜式却淡定地
说：“不只是牧羊，治民也是一样。只
要按时起居，勤政履职，及时根除那些
胡作非为、违法乱纪的，不让他们扰乱
社会秩序，祸害黎民百姓，就能把一域
治理得井井有条。”

刘彻惊奇其言，遂产生了让他治民
的想法，随后就任命卜式为缑氏县令。
刘彻未料到卜式这家伙还真有两下
子，竟把缑氏治理得井然有序。为了
看看他到底有多大能耐，卜式又被调
至成皋任县令，主管漕运。到了年
终，刘彻亲自考核卜式，结果政绩和
品行皆为优秀。

说到底，刘彻是看中了卜式“重
义轻利”的品质。从古至今，无论哪
个时代，都极力推崇“舍利取义，以
义为先”，时至今日，这种道德品质依
旧在传承，比如说，疫情之下，那些不
顾生死、不计报酬的逆行者。

□ 丁小村

1
有一次早春时节在外地，坐在饭馆

的餐桌边，招呼我吃饭的本地朋友首先
点了一道菜：“炒春天”。我怀疑我听
错了，她看都没看菜单——— 我拿过菜单
在上边找，赫然看到这道菜名，还真的
是“炒春天”。

我十分好奇，很喜欢这个菜名，就
好像专门为我准备的。不知道它是一道
什么样的菜，是什么原料做成的，但一
刹那间我口鼻之中全是春天的气息：青草
和小树芽的甜蜜，野花和蜜蜂飞舞的迷蒙
气息，春雨和露水的清纯味觉……

眼巴巴地看着菜端上来：原来是一盘
素炒椿尖，香椿的嫩芽——— 虽在意料之中
又出于意料之外，我还是很喜欢，香椿芽，
它的确是属于春天的。

炒春天，多好啊！是专为老饕准备的
春味道，又是专要唇舌品尝的春气息，它
还有一种为耳朵准备的听觉美妙——— 这
个“椿尖”和“春天”音相谐，听起来有音乐
的美感，有青春的欢快，就像幼鸟嘴巴里
唱出来的童稚之声。

2
不知道是谁为这些树啊草啊起的名

字，我猜想最早的命名者一定都是些诗
人，不然他们为什么会把一种树叫作

“椿”———
这和“春”一样的声响，瞬间带来

世界的动感和美感：微风轻抚，细雨润
泽，晨光明媚，万物苏醒，青苔嫩绿细
小的触角伸向台阶，树叶用舌尖品尝着
林中的朝露，虫儿在卵壳中醒来，鸟儿
回到去年停歇过的小枝梢……

这树既然被命名为“椿”，它一定
就是最早感知春来到的：它用一片嫩红
的小芽，触摸到春夜的微雨；它用三两
片发亮的叶片，把握住春朝的一缕阳

光；它长在端直的树尖，就像急不可耐
地要抓住最早的春色。

在乡村里，香椿是一种普通的树，
它种在田间地头，房前屋后，最大的特
点就是长得快：就像个小男孩，拔节抽
条快——— 不到两三年，你眼看着小小的
树苗就长成了细长端直的小树，不到七
八年，它已经是玉树临风了。我们小孩
子在春天的第一个游戏就是扳椿芽：小
树直接掰弯下来用手摘，再大一些的树
就用竹竿做的夹子夹，半抱粗以上的
树，就得爬上树去摘……

炒椿芽这道菜我小时候吃的并不
多，农村孩子都知道的常识，凡是野菜
都需要荤腥来调和。而我们小时候油荤
匮乏，椿芽炒着吃的次数并不多——— 但
我喜欢这道菜，看到它立刻就想起了早
春里到处找椿芽摘的情景。那是孩提时
代最美好的春天记忆。

3
吃野菜，油荤太少，野菜就露出了

粗糙野性的一面：有的苦，有的涩，有
的长着刮舌的绒毛，有的还散发出呛人
的腥味儿。

所以多数野菜我们都很少素炒着吃，
要吃就得多放油，或者配以肉——— 炒香椿
要鸡蛋配，凉拌灰灰菜或者马齿苋要多放
熟油，荠菜做饺子馅必须加肥肉，炒雪里
蕻要用肉丁……

我小时候还不懂这些，但我们家的野
菜多数做了泡菜，或者晾晒制成了干腌
菜。

泡菜就可以炒着吃，泡过之后的野
菜——— 野葱、野油菜、雪里蕻这些，泡过之
后多数没有了腥味儿，也减弱了它原本的
苦涩。

至于水芹菜、灰灰菜、香椿芽这些，开
水烫过之后清水漂了，然后太阳底下晒
干，加上蒜瓣辣椒做成了干腌菜，放在坛
子里可以到秋冬季节甚至第二年，用来炒

菜炒肉，就没有了粗糙和腥臭，这些干腌
菜配以干熏腊肉，反而会有更特别的香味
儿。

这泡过腌过的野菜失去了许多本色，
比如它的野它的糙它的香它的腥它的涩，
甚至也损失了营养，比如维生素什么的，
但是它毕竟可以入口了，甚至可以配以其
他调料变成美食。

既然叫作“野”，那就是还没被驯化
的。我有时候想，这泡啊腌啊，也算是一种
驯化吧，虽然更合乎我们的口味，却失去
了它的天然——— 那一份苦涩辛辣，或者酸
麻呛人。

4
在早春时节，山坡上还是黄叶枯林，

坡地上栽种的土豆才刚刚冒出几点小叶
顶，只有小片的麦子地泛着青绿，冬水田
里还散发着寒意，这时候我们去找野菜：
田埂上可以找到鱼腥草，山坡上随处可见
野油菜、野雪里蕻，石头缝里长出了野葱，
小山溪边长着水芹菜……

这是山野里的早春：各种野生野长
的植物，不分等级不分美丑不分强弱，
都崭露出最鲜美的春色。我对这些野东

西的热爱，完全因为喜欢那一种自由自
在的生长，那一季应天顺时无所挂碍地
绽放，还有那一分春意自芳的惊喜动
感。

经常走在山野小道上，手里攥着一
把野菜：手中攥出了汁水，掌心的温度
甚至把叶子都焐熟了，举起这把野菜放
在唇边闻，满是山野间苦腥呛人的粗
野，又宛然一盘野菜原汁原味的清香。

人类用了几万年，驯化了各种野生
动物植物，用来做人类的助手、做人类
餐桌上的食物。但依然还有很多种，它
们天生属于山野：比如有些植物，被叫
作“野菜”———

它们才是春天的使者，是春天的主
角，是未被驯化的自由灵魂，是未被拘
束的诗意节奏——— 它们即便来到餐盘
里，也依然带着山野的质朴，它们做了
一道菜，当然也该叫作“炒春天”。

□ 王玉河

我们对自己长什么样，知道
吗？如果不借助镜子等外物，我
们是不知道的。俗话说 :“旁观
者清，当局者迷。”苏东坡诗
云：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
此山中。我们对自己的认识就和
身在庐山中反而看不清庐山真面
目是一个道理。因为人对自己
的认识受时间、空间和阅历等
各种因素的限制，是有盲点
的，不仅每个人对自身的认识
程度不一样，而且每个人每个
年龄阶段对自己的认识也不一
样。

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
学，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
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
心所欲，不逾矩。这一方面告诉
我们人们对自己的认识是随着年
龄的增加和阅历的丰富而逐步加
深的，另一方面也告诉我们人们
对自己的认识受时间和阅历的限
制，人对自己的认知是有局限性
的。如果看不到这种局限性，看
不到自己认知的盲区，就会固
执，就会刚愎自用。自傲的人总
是觉得自己可以达到“一花知世
界”的境界，实际上我们的骄傲
多半是基于我们的无知！鉴于认
识的局限性，孔子提出“毋意、
毋必、毋固、毋我”的思想主
张，告诫人们谨防臆断和专断。

就像每一片树叶都是相似的
又是不同的一样，每个人都是一
个独一无二的个体，自身具有独
特的禀赋和价值。认识自己首先
要学会自省。自省是人的一种自
我体验。曾子说，吾日三省吾
身。我们身边许多人都有写日记
的习惯，记下每天的得与失，就
是自省的表现。据科学家讲，每
个人身上都藏着认识世界的秘
密，我们完全可以通过认识自己
来认识世界。希腊哲人赫拉克利
特说过：“一个人的性格就是他
的命运。”这句名言也常被翻译
成：“一个人的性格就是他的守
护神。”我觉得，这句话的意思
是，一个人只有认清了自己，看
透了自己的天性，才能够趋利避
害、驾驭自己。

鲁迅先生说过：“我虽时时
在鞭挞他人，但更多是在无情地
剖析我自己。”法国作家卢梭的
《忏悔录》真实地记录了他的一

生，包括他曾做过小偷、抛弃挚
友、嫁祸他人的种种丑行，可以
说把自己剖析得体无完肤。但正
是这种大胆的“灵魂自白”，使
他真正认识了自己、超越了自
己。记得有位哲人说过，最好的
伴侣并不是别人，而是自己的内
心。只有不断地剖析内心、自我
修复，挖掘出内心向上的欲望和
潜能，才能不断地成熟。

如果只是消极地认识自己而
不改变自己、超越自己，那认识
自己也没有什么意义。超越自己
并非易事，最重要的是最大限度
地发挥优势、控制劣势。每个
人都有其独特的优势。有的组
织协调能力强，有的善于演
讲，有的会社交，有的计算能
力强，还有的是运动健将，等
等。独特的优势是每个人的看
家本领。记得有一次打牌，有
位老手告诉我，你要善于打自
己的优势牌，怎么有利于自己
怎么打。每个人都应该清楚地
知道自己的优势在哪里、潜力
在哪里，并在自己的生活、工
作和事业发展中把这些优势和
潜力充分发挥出来。成功心理
学的理论告诉我们，判断一个
人是否能够成功，最主要的是
看他是否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自
己的优势、挖掘了自己的潜
力。

认识自己、超越自己还离
不开自我控制。社会学上有个
“横山法则”，是说对一个人
最有效且有持续性的约束，并
不是外在的强制力量，而是内
心的自我控制。越是成功的
人，越具有超强的自控力，包
括控制自己的情绪、欲望、恐
惧、惰性等。古今中外的许多
贤哲都强调，用理智控制自己
是做人的一个基本准则。孔子
强调修身克己。柏拉图提出
“节制是一种秩序，一种对于
快乐和欲望的控制”。德国大文
学家歌德也说“谁若游戏人生，
他就一事无成，谁不主宰自己，
永远是一个奴隶”。这些名言都
是讲自我控制、自我管理的重要
性。

应该说，没有自我控制就没
有美好的人生。认识自己、控制
自己、超越自己是一个漫长而艰
苦的锤炼过程，也是我们每个人
的必修课和终身的课题。

□ 朱殿封

春风像孩子一样在自己家乡
的田野上放肆地奔跑，它伸出长
舌将田间一条条土路舔得溜光
溜光。大道上，它驱赶着时间
的马车把春天从冬天里给送了
回来。

日渐转暖的太阳像只可爱
的小牛犊，一口一口地吞食着
残雪、冻土，斑驳陆离的大地
变得松软。秋耕地翻出的泥土
如凝固的波纹冒着甜滋滋的雾
气，麦田里缎子般光滑的、绿
油油的麦苗头顶着晶莹的露
珠，沟渠边坡上去年枯死的杂
草间萌生出一片片尖尖的野菜
嫩芽，柳树枝上高粱粒儿大小
的芽苞一天绿似一天，杨树枝
上鼓起的花苞散发出的黏腻芳
香也一天浓似一天。

大雁北飞，燕子南来，炎
帝的娇儿女娃化身，或是春神
句芒的使者和化身的布谷鸟儿
“布谷布谷，布谷布谷”叫
着，忠诚地向农民传递着春天
的讯息，适时提醒农民：“快
快播谷，快快播谷！”

春在村民的心里膨胀着。
他们渴望劳动和丰收的双手在
摩拳擦掌，细心地为春耕生产
作准备。他们打磨掉铁锨、镐
头、犁铧上的铁锈；将钝了、
缺损的铁质农具拿到集市烘炉
上淬火、接补，增加钢口使之
锋利；修补用坏的大车、手推
车车盘，拧紧松动的车辐条；
均匀地铡碎饲草，储满一二间
屋子，给牲畜备下春季大忙时
的口粮；预约挂掌师傅给骡马
修剪指甲；选一个晴朗温暖的
天气晾晒五谷、棉花种子，去
潮去湿提高种子出芽率。

春的气流在高空穿行，燕
子在田野上飞翔，扶犁手扬起
手中的鞭子旋出花儿，在牲畜
头顶上发出清越的响声。他手
扶犁柄，踏着湿润的犁沟，揣
着满心欢愉吹着口哨跟在犁后
走。犁铧切断的草茎发出极不

情愿的咔嚓声，白嫩的汁液黏
伏在新土上散发出淡淡的苦味
儿。扶犁手做深呼吸，湿漉漉
的暄腾的新泥清香扑鼻，心头
涌起的家乡杜康醇厚绵长的醉
人感觉从脸上轻轻拂过。扶犁
手想象着待到枣树发芽的谷雨
节气，在这块铺了底肥的地里
播下种子，用不了多久便会生
长出滋生的一地棉花苗，从起
初的两片、四片、六片叶子到
分叉、绽蕾、坐桃、开出白花
花的棉花，那该是多么享受的
美好啊！

挺秀的冬小麦早晨披一身
多彩的露珠，似有似无的微风
轻抚着它们窃窃私语。野兔在
麦垄浓密处做窝，幼兔在窝旁
欢悦蹦跳。鹌鹑在麦垄间孵雏，
它们中的新婚夫妇在“咕咕”调
情嬉闹。麻雀飞落渠边喝水，喝
一口仰着小脑袋享受地眨巴着
眼睛。云雀在麦田上空做着高翔
俯冲表演，歌声随之忽高忽低。
蝴蝶翩翩绕着麦苗舞蹈，黄蜂嗡
嗡在野花间寻找甜蜜的梦。一眼
望不到边的青绿上，飘溢着麦苗
独有的甜香。

抽水机在机井、水沟旁隆隆
作响，它替代了古老的辘轳、近
代的手摇、手推水车。甘洌的清
水欢畅地顺着水渠汩汩流进麦
田，冬眠醒来的麦苗张开干渴的
大嘴吸水，因喝得太急呛得从根
部咕嘟咕嘟冒出一串串气泡。浇
麦村民持锨摇晃着走在狭窄的
畦埂上，随时将偷偷冲开畦埂窜
进另一畦麦田的跑水口堵住。麦
田连着天边，深蓝色的天上挂着
一片片一动不动的白云。

哦，土地呀，你是农民的衣
食父母，你是人类生存繁衍必需
的粮仓！

太阳暖了，春天来了，土地
热了。春玉米、春花生、春谷子、
春芝麻、春高粱、春棉花、春地
瓜……相继播种或栽秧，黄瓜、
南瓜、脆瓜、甜瓜、面瓜、西瓜种
子接续入土，韭菜、小葱、茴香割
了一茬又新长出一茬……

他山之石

心灵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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