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正在看书，突然手机响了。
堂妹的一通电话像颗落进心湖的石
子，漾开的全是担忧。她说她老妈
（我的二妈）面瘫后嘴角还歪着，又
念叨她老爸（我的二爷）在地里忙着
收割菜籽，天气这么热！在上海工
作的堂妹忧心如焚，言语哽咽。二
爷二妈是我的亲人，我怎能放心？
下乡去看望一下老人家，给二爷二
妈些许安慰，既了却我的心愿，也让
远在上海的堂妹放宽心。挂了电
话，立马行动，我赶忙到菜场打了
肉，买了二妈爱喝的牛奶还有二爷
喜欢的新疆紫皮核桃，叫上朋友开
车直奔乡下，全然不顾自己正在疗
养康复期。车窗外的菜籽田铺成金
晃晃的海，我眼里全是二爷弯腰挥
镰刀的影子——他已78岁了，还在
跟土地较劲。

老屋的门槛还是记忆里的模
样，二妈坐在堂屋拣菜，见我来就

想站起来，左脸却不自主地抽搐。
她赶紧用袖子遮了遮，咧嘴笑时眼
角皱纹堆成了田埂：“大姑娘回来
了，快坐快坐，二妈煮饺子给你
吃。”话音没落，二爷就扛着一捆
菜籽回来了，华发被汗水粘在额
角，像屋梁上那团被岁月熏黄的蛛
网。他把菜籽往晒席上一放，搓着
手嘿嘿一笑：“小萍说你要回乡下
来看我们，我关照她不要告诉你二
妈面瘫的事，你自己当心身体就好
了。”又说：“今年家里菜籽比别人
家长得好，够吃两年的菜籽油
了。”

二爷二妈也一直在关心着我。
在我生病那段日子，二爷不是拎着
地里的新鲜蔬菜，就是自己张的长
鱼泥鳅送到我家里。如今他蹲在门
口摔打菜籽荚，金黄的籽粒哗啦啦
落进竹席，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老
长，腰弯成了村口的拱桥。

临走时，二爷二妈满眼的心疼
和不舍。车子开出村口，后视镜里
的二老越来越小，像两枚嵌在土地
里的纽扣。风吹过菜籽田，沙沙作
响……

菜籽熟了
□ 陈岚

有消息说，江苏中部的泰州溱潼发
现一个储量为1.8亿吨的页岩油田。这
个大好消息，不由让我想起当年做知青
时听到的那隆隆炮声。

我插队的东团营东边有条南北走
向的第三沟河，相传南宋时期，韩世忠
在此驻扎兵营，帐篷绵延河两岸数里，
从此，这里就叫团营，河东叫东团营，河
西叫西团营。第三沟河北接横泾，与里
下河水网相连，南通北澄子河，可东达
兴化，西及高邮。在水网密布的里下
河，第三沟河算是条比较大的河。

那几年，第三沟河边常停着几条大
船，船弦上的字甚是分明：“江苏石油勘
探”，这是石油队来这里搞地质勘查，寻
找地下石油的船队。西团营再向西南
方向走，还竖起了高高的塔架，说那是
钻井的。

东团营的内河里停着他们的工作
船——水泥船，不太大，中舱有棚有
顶。我们站在岸边河埂，探得舱里摆着
好多机器，满桌都是纸，上面画着密密
麻麻的波浪线，从船上拖下很长很长的
电线，直连到远远的地头。他们三五个
一群，在钻地。一个十字架，架上连着
钻头，工人扶着钻架，顺着一个方向转
圈打孔，钻到一定深度，便停下换地再
钻。钻出一溜洞，埋下一溜炸药，然后
在船上控制起爆，利用地震波，探查地
底下的情况，分析有没有石油的存在。

轰的一声闷响，脚下的土地微微颤动，
河里即刻浮起被震昏了头的大鱼小鱼，
浮起的鱼动也不动，当然成了在一边干
农活的农人的收获。石油离他们很远，
鱼离他们很近，近得就在身边，就在手
旁。炮响后的河里余波未平，观望的农
人们，便不顾一切冲向水面，抓他们能
看到的大鱼小鱼。我们这些知青，不忍
衣裳受潮，只在一旁看热闹。农民抓到
鱼，脸上乐开了花，这些不花钱的外快，
是工人老大哥送给他们的。

老大哥们其实都是些小伙子，他们穿
着工作服，虽满身泥污，却很神气，从不与
人多说话。晚上他们换了干净的衣裳，行
走在第三沟河的两岸。西团营有商店，比
东团营热闹许多，他们操着外地口音，什
么都买，买鸡买鸭，买鸡蛋买鸭蛋。农人
形容他们，日里像泥猴，晚上像公子。

看到这些船，看着这些人，听着这些
隆隆的炮声，想着看不见的地下的石油，
着实是件十分振奋人心的事情，特别是
我们这些知青。晚上，在床上，大家七言
八语，议论着钻井放炮的事，憧憬着未
来，如果能在这里找到石油，把下乡的知

青都招去当石油工人，该有多好。兴奋
之中，大家不由唱起：锦绣河山美如画，
祖国建设跨骏马，我当个石油工人多荣
耀，头戴铝盔走天涯……歌声中，大家豪
情满腔，仿佛个个都成了石油工人。

可几年过去，也没见在第三沟河流
域钻井采石油，倒是这些宽宽窄窄的河
里的鱼被震死了许多。后来，在当年被
勘查的其它地方，竖起了一些钻井架，
有了江苏油田，招了好多人，我们公社
也有几个插队的同学招去当了石油工
人，很是让人羡慕。

几年后，我考上了师范，实习期间，
几个同学一起去八桥看望实习的同学，
一起去了八桥南面不远的真武。那时，
真武驻着一个油田指挥部，我的一位亲
戚也从知青招为石油工人，在指挥部宣
传部门当了干部。我们还就看到了他，
他向我们介绍了江苏的地质地貌。我
们知道了，苏中苏北地区的地质地貌复
杂多变参差不齐，油水气石，层叠交错，
不像富油区的地下油成了河，因此我们
这里的油井，也是零散不成片的。

今天，我们坐在汽车上，可看到许
多连延零散的油井，抽油泵的油臂不知
疲倦地画着圆圈，这大概就是当年隆隆
炮声的功劳吧。我们插队的那一带虽
没有出现油井，但那些炮声曾带给我们
许多美好的希望，成了知青生活中的一
段小插曲。

当年炮声隆隆
□ 汪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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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起84年前的秋天
德国纳粹分子的猖狂
他们在捷克肆意屠杀
16岁以上173人死亡
接着又毒害青年妇女
88名孩子也全部杀光
科迪策村庄焚烧毁灭
法西斯罪恶丧尽天良
为了悼念遇害的儿童
把历史悲剧铭记心上
国际儿童节从此诞生
全世界人民齐声赞扬

六一儿童节全国庆祝
中国的少年欢乐舒畅
和平的天下光辉灿烂
孩子的歌声激情荡漾
鼓乐的旋律步伐整齐
少先队旗帜迎风飘扬
儿童的权益严格保护
亿万户家庭幸福安康
儿童是事业的接班人
建设保卫祖国的栋梁
儿童是民族宝贵财富
大中华的未来和希望

互爱之歌

我爱我慈祥的母亲
她像泉水那样清纯

柔情

笑着含泪迎我出生
十月怀胎饱受艰辛
每年三百六十五天
天天护佑我衣食住

行
即使我后来长大了

成人
她始终关爱我操劳

不停

我爱我威严的父亲
他像大山那样沉稳

坚定
要我自觉早睡早起
好少年珍惜好光阴
要我热爱生活环境
家务劳动须腿快手

勤
他教我安全骑车去

学校
我出门他挥手喜笑

盈盈

啊
我爱我慈祥柔情的

母亲
才会有宽宏厚爱的

胸襟
我爱我威严坚定的

父亲
才拥有家庭互爱万

事兴

庆祝六一儿童节（外一首）

□ 雪安理

屋前的蜀葵
屋后的槐花
绽放在初夏的雨后
五月的村庄
押着节气的韵脚
在大地上行走

割一把艾草和菖蒲
挂在家门口
斑驳的阳光
湿滑的砖街
你记忆的眸子
曾经离开了很久
很久

摘几片粽叶
把时光和米粒一起

包裹
听布谷在熏风中歌

唱
看镰刀在麦田里起

舞
我跨过一道道阡陌
我趟过一条条小河
我要送给你啊
里下河久别的问候

寻一朵红花
是院墙关不住的石榴
巷子深处
屋顶上攀援的凌霄
书写着农家的风流
房檐下呢喃的燕子
热闹了整个端午

端 午
□ 俞传安

星星

星星，星星，
为 什 么 对 我 眨 眼

睛？
“看到你很高兴。”
“ 我 看 到 你 也 开

心。”
星星，星星，
你是天下最美丽的

眼睛！

月亮

月亮，月亮，
挂在天上。

白云飘在你身旁，
星星伴着你发光。
我 真 想 把 你 当 镜

子，
摘 下 来 放 在 书 桌

上。

太阳

太阳，太阳，
发出耀眼光芒。
你太害羞了，
不许我朝你张望。
我 想 把 你 捧 在 手

里，
晚上写作业不用灯

光。

儿歌三首
□ 陈治文

5月18日，江苏省城市龙舟大赛在高
邮清水潭湿地公园激情开赛。我们一家人
兴致勃勃地前往观赛。

进入公园大门，仿佛进入一座天然氧
吧，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大片的绿地与绚
烂的花丛交织，宛如一幅色彩斑斓的画卷，
让人心旷神怡。向前漫步，一个偌大的正
方形水池映入眼帘，池中喷出的水柱腾空
而上，激起的水花雨雾随风飘飞，带着丝丝
凉意，轻吻着人们的肌肤。朝阳穿透云层，
温柔地照射在喷泉之上，水珠瞬间被镶上
一层光亮的金边，宛如一颗颗璀璨的珍
珠。水池中央，巨大的风车悠悠旋转，为这
宁静美妙的画面增添了几分灵动与生机。

再往前走，便看到了清水潭。近千米
长的栈桥四周，鲜花与如潮的游人交织成
一片欢乐的海洋。放眼远眺，宽广的湖面
上碧波荡漾，漂浮着排列整齐的气球，那是
主办方为各龙舟队精心设置的赛道。一只
只野鸭在水面上轻盈飞掠，一艘艘色彩斑
斓的龙舟蓄势待发，等待着一场惊心动魄
的较量。

八点整，庄严嘹亮的《国歌》奏响，龙舟
大赛正式拉开帷幕。来自全省各城市十六
个龙舟协会的水上健儿整齐站立，身姿挺
拔，眼神中透露出坚定与自信。汤庄舞龙
队在开幕式上献上了精彩绝伦的表演，巨
龙在队员们的奋力舞动下栩栩如生，仿佛
随时都会腾空而起。十多架无人机在天空
中盘旋，用镜头记录下这一精彩瞬间。广
场上的欢呼声如潮水般涌来，将开幕式的
气氛推向高潮。

八点半，龙舟大赛正式开始。随着发
令枪响，水面上瞬间炸开激昂的鼓点，如惊
雷滚过湖面。一艘艘龙舟如离弦之箭，红
的、黄的、绿的船身劈波斩浪，溅起晶莹的
浪花。船头的鼓手腾跃而起，将棒槌用力
砸向牛皮鼓面，“咚咚”的鼓声响彻云霄，与
岸边栈桥上观众的欢呼声交织成激昂的战
歌。船桨整齐地切入水面，桨尖挑起晶莹
的弧线，在阳光下折射出璀璨的光芒。每
一次划动，船身都向前猛冲。舵手稳稳地
立在船尾，目光如炬，手中长桨灵活摆动，
为龙舟指引着前进的方向。最前面的龙舟
龙头高昂，龙须飞扬，仿佛要踏浪腾飞。后
面的队伍不甘示弱，桨手们齐声呐喊，船桨
翻飞间，水面泛起层层白色的浪花。终点
线就在眼前，前几名之间的争夺进入白热
化。船尾激起的浪花翻涌成白色的长龙，
鼓点越发急促，桨手们将最后的力量都注
入了船桨。经过激烈的比拼，南通江海蓝
蛟队、昆山先行队和常州大学队脱颖而出，
斩获赛会前三名。

龙舟竞渡
□ 吴代勤

晨起散步，路边桑树上的桑葚
熟透了。紫黑色的果实裹着晶莹
的糖霜，沉甸甸地垂在枝头，像一
盏盏迷你灯笼。熟透的桑葚落在
地上被行人踩破，紫色一地。

儿时踮着脚摘桑葚的场景，不
禁浮现在眼前——指甲被染成绛
紫色，汁水顺着嘴角淌进衣领，酸
甜的滋味在舌尖炸开，那是独属于
童年的初夏味道。

那时的桑葚是天然的零食，不
像田里的胡萝卜、荸荠和池塘里的
莲藕有人种植。放学路上一旦经
过桑树林，就扔下书包，几个孩子
猫着腰钻进树荫，专挑饱满油亮的
果实下手。熟透的桑葚一碰就落，
轻轻一抿，果肉化作甜津津的汁
水，果核却还顽皮地含在嘴里打
转。偶尔摘到几颗泛着青白的果
子，酸涩的味道让人龇牙咧嘴，却
又忍不住再尝第二颗。放学回家
总免不了母亲的一顿责骂，衣服脏
了，难洗。

我家的桑树是栽种在厕所一
边，与枣树、刺槐、构树在一起。五
月槐花开了，槐花如同小姑娘的辫

子挂满枝头，白白的，总想吃一点，
但嫌弃它在厕所边生长，也就算
了。紫红的桑葚总有苍蝇在上面，
也没有人吃。构树果子红红的，灰
喜鹊总是“喳喳”叫着、吃着，烦
人。只有枣树在暑假里是我们的
最爱，枣子洗一洗也就无所谓了。

桑树的价值远不止产出美味
的果实。桑叶是蚕宝宝最爱的食
物，那些白白胖胖的小家伙趴在桑
叶上，“沙沙”的啃食声是乡村夜晚
独特的催眠曲。老人们常说“桑条
编筐，代代兴旺”，柔韧的桑树枝条
经过用梭子去皮，巧手编织，能变
成结实耐用的箩筐、簸箕，装点着
农家的烟火日常。据说皮也可以
做纸张，承载中华文明上下五千
年。

父亲是木匠，他告诉我，桑树
可以做扁担、大桌子腿，结实、耐
用。桑树根也是好的燃料，过年时
用锛劈开，晒干，以备蒸糕馒、煨猪
头所用。

更令人惊叹的是桑树的药用
价值。晒干的桑叶可泡茶，入口微
苦回甘，有疏散风热、清肝明目的
功效；桑枝能祛风湿、利关节，是中
医常用的药材；就连桑葚，也被《本
草纲目》记载“止消渴，利五脏关
节，通血气”。从叶到果，从枝到干
到根，桑树奉献了一切。

桑葚熟了
□ 赵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