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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岸·草芥·沟渠·人
!

若 琚

我在去葡萄园散步的途中，经过一大片农

田，夏天长水稻，秋天种麦子。后来有人把这片

农田挖成了泥塘，这里成了螃蟹的天国。黑黑的

泥土就堆在泥塘的四周，形成高高的围岸。

土地向来是听话的，种什么长什么，一切服

从人的意志。不种什么了，就得听它的，爱长什么长

什么。这回，围岸自己做主了。长什么呢？这样那样

的想法一齐涌过来,它一时又拿不定主张，就在那

儿犹豫。春天没等它犹豫完就来了，泥土下面的更

是等不得,迫不及待地这儿钻出个尖尖，那儿冒出

个嫩芽，星星点点的绿，一疏忽，绿成了一片。一个

无组织无纪律乱象丛生的世界诞生了。草们撒泼

的，放肆的，耍横的，见缝插针的都有。围岸一下子

发现自己控制不住局面，它管不了了，也就放手不

管了。土壤是肥沃的，阳光是充足的，雨水是富余

的，各种各样有名的没名的野草恣意纵生，像似要

把埋在地底多年的怨气一股脑都发出来。狗尾巴草

闹得最凶，到处撒野，没它世界就不热闹似的，一点

规矩都没有，它早早地窜出地面老高，把它的狗尾

巴高高竖起，自以为举起的是一杆杆大旗，风一吹

立马都点头哈腰摇摆个不停。茅草针锥般从根据地

里钻出来，慢慢地向四周扩张，先似一根根长矛，后

成了一把把匕首。野牵牛倒是很齐心，手挽手地一

起爬到钢丝护栏上，然后静静地开成蓝色的小花一

片，在阳光初照的早晨颇显得典雅标致，秋天它们

结成手指长的瘦小豆荚很有成就似的一排排的挂

在护栏上。夏初，到处乱爬的节节草，很快就被挤出

局，没多时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三两株灯笼草，无声

无息地生长，虽灯笼串串，并不张扬，在乱草丛中有

几分谦谦君子的风范。几株小桑树委屈地站在围岸

的边缘似在诉说着曾经桑田。围岸已经被遮藏得没

有了自己。

围岸和大路之间有沟渠，沟渠不大，春天也能

清水徐徐，望见沟底，蓝天白云倒映其中，几株樟树

几只飞鸟留影其里。到了夏天，水不流淌，落叶漂

浮，各种水生植物从水底抬头，继而横行，转眼爬满

沟渠，与围岸上的草们相扯连。秋冬之际，水干涸，

水草连同围岸上的草们相继枯死，结束它们华丽辉

煌的一生。

围岸，草芥，沟渠，天性如此。相形之下，人又如

何？

花草情愫
!

韩世凯

这些天，陡然降温了。

想回趟乡下老家的情绪惹

得自己坐立难安。因为我心

里总是放心不下自家院子

里的那些盆景和花圃里的

花花草草。

我乡下的家，坐落在集镇一块不大的只

有七八幢小洋楼的小区里。它的东面和后面

都濒临着一条小河。小河从南面逶迤而来，

像条湾湾的小龙活蹦活跳地又一路远去。小

河的两岸常年长着一些野生的芦柴、蒲草和

水花生，还不时地有一些小鱼跃出水面发出

清脆的击水声，好一副原生态的景象。那时，

我没事就喜欢伫立在小河边，忘情地看着亮

晶晶的水流和三两条游弋的小鱼。时间一长

竟然成了一种爱好和习惯。

那天，我又在看小河了。痴迷中忽觉有

人在牵扯我的衣角。噢，原来是妻子。她神秘

地对我说：“别看了，我带你去一个更好看的

地方。”

我随妻子来到了一位朋友的家。呦！一

进院子大门我的眼球立即被这家院子里的

五花八门的花花草草吸引住了。特别是那两

株开满大红颜色小花的石榴树在绿色花圃

里更为夺目；院角假山边上的一棵紫竹长得

更为青翠和挺拔，那坚韧的枝节更显阳刚和

向上之气；那棵木槿树全身开满了粉红色的

花儿，花儿在微风中晃晃悠悠，显得十分地

逍遥和自在；小径上那些用各色鹅卵石拼成

的小动物图案更是呼之欲出；那一方方种植

于花下、树旁的草坪长得碧绿而旺盛，好似

软绵绵的地毯让人情不自禁地想上前抚摸

几下……

“怎么样，有情趣吧？”同在一旁欣赏的

妻子问我。

“好，真不错！我们家的院子也能种

啊！”我不知为什么脱口而说出了这样的

话。

回家后，我们俩开始计划在家前屋后种

植花草的事了。基本方案是这样的：不搞洋

花洋草，要耐得住风霜雨雪；不搞清一色，要

四季有绿有花；少搞盆盆景景，尽量都接地

气。于是，我们找来了一位在乡村专门“玩花

草”的土专家，请他当参谋，配品种。要栽植

的花草和树木品种清单很快开了出来，但要

让花草树木全接地气栽到

地上却要费大事了。因为，

我们家的院子和楼的周边

全浇上了厚厚的混凝土，院

子里还特地“磨光”哩！厚度

都不低于20公分。看来，要重新打造居家绿

化环境不付出点代价是不成的了。于是，便

请来了瓦匠。瓦匠用切割机在地面上把水泥

面死劲地切开，然后化整为零再一块一块地

清理出去。结果三个花圃池子、五个树洞三

个人整整干了将近三天。后来根据那位土专

家的意见我又用小推车去远处拖了一车车

的“晴土”回来把它们统统地填满。栽花栽草

栽树看是很容易的事，但要栽好却大有讲

究。如土要全是干土，还得加点“基肥”才好；

花草树木栽下后要扶正、踩紧；最后浇水时

还要一次性把水窨足。前前后后整整忙了一

个多星期才算有了个眉目。

看着那些渐渐长出新根吐出嫩叶的花

草，自己的心终于有了一丝舒坦和欣慰。而

后，天天总要围着它们浇水、理枝，拔去周边

的杂草。也许是过于专注，从此心中些许的

烦恼和不快都不再闹心了。

玩花草种树木感觉就好像在哺育小孩

子，每天的付出总是充满了希望，希望有个

好的未来和前景。功夫不负有心人：春天，院

子里的紫荆树花开得像云彩一样绚丽烂漫；

夏天，那盆丁香树开出的串串洁白的花儿会

不住地发出阵阵暗香；秋天，两株栽在花圃

里的桂花树挂满了金色的花蕾，院里院外久

久荡漾着醉人的芳香；冬天，尽管万物萧条，

冰天雪地，但那株粗犷的腊梅树仍然会把花

儿开得火红而热烈；院墙外空地上的那些吉

祥、如意、万年青更是得风得雨，长得生机勃

勃。靠近河边的那株如意更是让人喜爱，它

那硕大的叶片上点缀着金黄色的斑点，煞是

有趣而别具一格。它开花的时候，花杆总是

要穿过叶片高高地把花开在叶子的上空，金

黄色的花朵像无数的火炬在风中尽情地摇

曳着，不时引来许多小蜜蜂围着它上下盘旋

和飞舞。

天冷了，我想马上回去看看这些房前屋

后的花花草草。否则，它们在梦中会与我缠

绵，让我不安。

音乐汇
!

黄世贵

没有导演，没有布景，没有舞

台设计，更没有名角演员，在文游

广场，在大淖广场，在市政府广场，

在净土寺塔广场，在蝶园广场

……，每当夜幕降临，月亮升起，繁

星闪烁，歌声就从这些地方飘起，荡漾在邮城的上

空，给静静的邮城带来浓浓的韵味和淡淡的灵动。

你看那广场上，幸福的中年妇女唱起了《唱支

山歌给党听》，伴随着悠扬的二胡琴声和清脆的笛

声；再看那广场的另一角，无忧无虑的青年男女们

围着一台卡拉OK大电视屏幕，唱着现代流行歌

曲，一曲又一曲，一首又一首。更令人叹为观止的是

不少中老年人唱起了历史性的“音乐汇”，他们唱上

世纪五十年代的红歌、六十年代的战歌、七十年代

的颂歌、八十年代的情歌、九十年代的酒歌、新世纪

的流行歌，他们的歌声让历史和当代交融，让青年

和老年沟通，让浪漫和现实相融。歌声穿越了历史

和时空，歌声记录了前行的坎坷和欢乐。散步的人

们悠闲自在，跑步的人们精神抖擞，音乐给他们伴

奏，歌声给他们信念，弦律给他们遐想，甚至也情不

自禁地跟着曲子哼了起来。好一场既靓丽又雄浑的

人与人的互动，天与地的灵动，歌

与舞的波动，光与影的涌动的“音

乐汇”啊！

如今，文化高邮建设正在盂城

大地上蓬勃兴起，那星光灿烂、百

花齐放的民歌、红歌、情歌、战歌、酒歌……，正是这

百花园中的朵朵奇葩，盛开在高邮的每一个广场，

每一座公园，每一个场所，让生活充满了无限的乐

趣和蓬勃的生机。烦恼时，我们可以去高邮的每一

场“音乐汇”，去聆听圆舞曲，踏歌起舞，驱散烦恼，

修身养性，注入欢乐；顺境时，我们可以去每一座广

场，欣赏风景，放声歌唱，陶冶心情，把我们融入到

自然中去，汇集到歌的海洋、舞的世界中去，寻找生

活的经典，探求人生的乐趣，享受音乐的美妙！

歌舞升平，国泰民安。唱歌起舞，已走入了平常

百姓家，我经常和朋友们、邻居们结伴而行走进“广

场”融入到“音乐汇”的舞台，聆听着、品味着不同时

期、不同年代、不同年龄段的歌曲。说唱就唱，要舞

就舞，自由自在，无拘无束，能量得到了释放，情绪

得到了调整，情感得到了交流。这样的音乐汇让生

活如歌。

安享耕读之乐
!

秦一义

生长在农村，吃住在农村，不

躬耕田亩、不问农事的人是有的，

这叫离土不离乡。我呢，既不离乡，

也没有离开土地。因为家里有几亩

地，有农活可干，还是要摸锄头柄

的。

家里的三亩多地，原来全靠我们的业余时间打

理，遇到农忙确实够呛。我在学校上班，妻子也在学

校食堂做零时工，大忙季节忙不过来，我们就将西

圩的一亩多地暂给人家种，不要一分钱租金，让人

家自种自得，乐得人家高兴。现在，我从岗位上退下

来了，正好学校也撤并了，妻子的临时工作也结束

了，我们把田又要回种了。

田里有活干，我和妻子下田干

活，无活干，我则做做家务，翻翻报

刊，看看闲书。生活得倒也忙碌而

充实。

随乡入乡。干起农活就不是教

书先生的做派了，定然是头顶大草帽，身着粗布衣，

肩扛锄头柄，一副老把式模样。播麦，不是叉开五指

将一把麦种全撒出去。麦子是从指缝中飞出去的，

抓了一把麦，松松的，扬臂一摔，麦子在空中画了个

抛物线，落到了指定的地方；不用力，麦子行而不

远，不能算“飞”。栽秧，不是农村妇女的专利，我也

会。左右手分工讲协调，左手拿秧把，拇指、食指、中

指还要紧密配合进行快速地分秧，好让右手的指头

接了去插入泥土。一趟栽五行，不断向后退。“退步

原来是向前。”一个圩口，早上一片黑，晚上一片青。

农民们还猫腰在晚霞里，唱着栽秧歌，像一群大雁

正南飞，排着一个大大的“一”字。那一字里或许有

我一个。面朝黄土背朝天，腰酸背痛，不稼穑，哪里

知艰辛。

春华秋实，种下去的庄稼不仅有收获，也时时

欣赏庄稼的生命律动。春天，麦苗、油菜苗猛虎似地

返青，绿得直逼人眼；如果在麦田埂上栽上油菜苗，

油菜开出金灿灿的花，正好给翡翠的麦苗镶了一道

道金边，春天的田野，黄与绿主宰着，无边无垠，一

片生机，煞是好看；初夏，麦子齐穗，熏风刮过，涌起

阵阵麦浪。一个没有种过庄稼的人自然也会赏景，

但却缺少了一份甘苦，一份心得。只有亲手劳作的

人看到这一切才会甘苦寸心知，感受到劳动快乐。

一个土生土长的人，又一直在农村住着，有地

种，有书读，岂不是一大幸事？人生是棵树，枝枝丫

丫，长满叶子，农耕和读书就是两片幸福的叶子。

老不离书，过到老，健脑到老；老不离田，过到

老，活动筋骨到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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颂歌
!

雪安理

党的十八大

像长江的层层波浪

奔腾浩荡

把继往开来的旋律奏响

老一辈们高风亮节

新领袖们气宇轩昂

党的十八大

像嘹亮的声声号角

目标坚定

二O二O年中国建成小康

攻坚克难敢担重任

万众一心谱写民族华章

党的十八大

像和谐的徐徐春风

关爱民生

改革开放的成果全民共享

爱民亲民是党的宗旨

公平正义呈现社会文明景象

党的十八大

像反腐反贪警世的阵阵钟声

清明廉政实现民富国强

打铁还须本身硬

胜利源于凝聚和团结的力量

党的十八大

像不落的道道阳光

光芒万丈

暖透了十三亿人民的心房

十八大精神是前进的纲领

美丽幸福的中国蓬勃辉煌

童 年
□ 朱在宜

现在的孩子没有童年，幼儿园时就参加各种各

样的补习班、兴趣班，成年后对童年记忆飘渺!我们

这一代人，童年是有趣的，在农村，条件虽然艰苦，

也没什么变形金刚之类的玩具，但生活是充实的，值

得一辈子去回忆！

春天万物复苏，刚立春，就开始喝冷水，就光着

脚在田埂上飞奔，三五个一群，在外疯玩，放学也早，家庭作业也少，

有时候在学校就三下五除二地完成了，剩下的时间全是自己的。掏

麻雀、捉蜜蜂、戏蝌蚪，撸起裤腿，下河捞这捞那的……

夏天是最有得玩的季节，天还没有太热，就下河游泳了，整天泡

在河里，站在大桥栏杆顶上往河里跳，不亚于十米高台跳水。儿时，

河里的水碧绿见底，惹人亲近。游泳到对面的西瓜地里偷西瓜，看瓜

的“侉子”追来，我们就往河里跳，把西瓜摁在肚皮底下，“侉子”看不

见西瓜，也只好悻悻离去，我们就一拳砸开西瓜，管它熟不熟，一起

分享起来，其乐融融。在菱塘里不敢游泳，就在家里拎来大木澡盆，

往水面上一放，人坐在里面，用手当桨，采摘菱，可以生吃，也可以煮

着吃，但大部分都被我们生吃了。躺在蚕豆棵里摘生蚕豆角往嘴里

塞，吃到涩嘴为止。中午，太阳实在晒人，就几个人躲在大树下，打扑

克，接龙、五红星、上下游什么都玩，实际心还在游泳，能下河立即下

河！有时会捉来一只知了放在蚊帐里当MP3来享受，它还真能唱出

动听的歌来，听厌了用脚将它屁股一踢，就是关机。晚上用自制的棉

油灯、长鱼夹去稻秧田里找长鱼（黄鳝），收获颇丰，翌日还可以拿到

县城集市上去卖。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吃的东西就更多了，掏出的山芋、拔出的萝

卜，在衣角上擦擦就啃起来，绝对纯天然。现在的螃蟹价格相当高，

一般不会当家常菜吃。我们小的时候吃螃蟹可是当

饭吃，半天可以掏好几斤螃蟹回来，晚上煮熟，大家

任意吃。而咸鸭蛋却有限，还得两个人合吃一只，好

像比螃蟹还精贵。

冬天是最值得期盼的季节。因为，冬天到，就离

过年不远了。虽然棉袄棉裤穿着累赘，但丝毫不影

响玩的兴趣。下大雪，寻着足迹去找野兔，一找一个准。快过年，别提

有多开心了。家家开始杀猪，先吃猪下水，什么猪肺、猪肚、猪血、猪

肝、猪大肠先吃起来，在儿时这些都是平时很少吃到的美味，腊月廿

四才能吃到猪蹄。家家忙蒸糕、蒸馒头。那时，条件不是太好，蒸得起

包子的人家不是太多，但就刚出笼的馒头、糕就把我们肚子塞满了，

还可以晒干后啃着吃，烤着吃。过年，就更不要提有多开心了，除夕

夜就别想睡得着觉了。天还没亮，就穿好了一年才能换一套的新衣

服，四五个年龄相仿的男孩一起家家户户开始拜年了。大大（伯伯）、

爷子（叔叔）地叫起来，不是为别的，就看人家给什么好吃的，葵花籽

暂且留着，花生当个宝，大京果、桃酥是高档品了，炒蚕豆，出门就扔

了，有亲戚关系的还给个1角或2角压岁钱。那时一学期的学费才2

块钱，学习成绩好的，学期结束还奖励5角钱。家家户户拜年结束，

把“战利品”先送回家，带些1分、2分、5分的硬币出来开始做砸钱

游戏，也就是把硬币放在砖头块上，用铜板去砸，谁砸掉下来就是谁

的，有趣得不得了！年初二，就各自出去到外婆家拜年了，再与外婆

庄上年龄相仿的男孩一起玩了。即使快开学了，仍然有意犹未尽的

感觉，因为，上学也不是什么负担，轻松得很！用三分之一的脑子就

能考个90分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