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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笔随笔··人间真情人间真情··

□杨树

一
人何在， 人在黄鹤楼。 仙

客身游白云外， 危楼空自望归
舟， 檐外雨未收。

二
人何在， 人在鹦鹉洲。 征

帆片片归无计， 梅笛声声吹客
愁， 江水东西流。

三
人何在， 人在平桥西。 芙

蓉娑婆蝉声里， 莲叶参差与肩
齐， 暗香透罗衣。

四
人何在， 人在碧纱橱。 绣

帘半卷调锦瑟， 蕉叶低垂睡鹧
鸪， 闲焚香一炉。

五
人何在， 人正忆王孙。 泼

茶香伴画眉趣， 灶下婢属最知
音， 怜取眼前人。

忆江南

□莫 红

李建国爱抬杠，是我们双河市寨内
有名的“杠头儿”，故大伙给他起了个绰
号“李抬长”。

当年我和李建国一起下放到农村。
那年麦收时，正在割麦的李建国被飞来
的屎壳郎撞了头，他满腔怒火，大骂一
声，拿着镰刀去追屎壳郎，一追就是大
半天，老农队长为此把他狠狠熊一顿。
事后据他讲，他追屎壳郎追了好几里
路，终于用镰刀把屎壳郎打落在地。

一次吃午饭时，天色发黄，我好奇
地问饲养员铜斧，天咋这么黄呀？铜斧
看看天，说，天黄有雨，人黄有病。李
建国接过话茬说，那不一定，二队孬蛋
的爹脸像黄表纸，五十多了还扛麦包。
铜斧说，如果下雨了咋说？李建国说，
我站在雨地里淋。大伙纷纷劝李建国
说，人家老农有丰富的经验，你收回话
吧，别抬了。李建国硬着脖子说，大丈
夫吐口唾沫是个钉。结果，那天真下了
雨，李建国硬是在雨里淋了两个小时，
事后大病一场。

后来李建国参军当工程兵，退伍后
更爱抬杠了，于是，“李抬长”的绰号就
稳稳当当属于他了。和李建国喝酒聊

天，你如果说股市该涨了，或者说肉价
又该降了，他会立刻放下手中的筷子，
紧盯着你说，那不一定。我们几个对他
把底，会立马避开他挑衅的目光，并巧
妙绕开话题。一次喝酒，李建国的战友
刘建设称他下午从武汉开车回来，286公
里的路程他总共跑两个小时。李建国一
听来了精神，放下筷子说，那不一定，
我记得武汉离我们这里 285公里。两人
吵得不可开交，商定打的去高速路看个
究竟，输者对瓶吹一斤白酒。我们几个
都说，武汉离我们这里确实是 286 公
里，劝李建国别抬了，但李建国硬是和
刘建设租车去了高速路口。事后听说那
晚李建国在高速路口附近一个小餐馆喝
得一塌糊涂，一夜醉卧路边。

事后，李建国向我们发誓：以后他
再抬杠，就烂嘴烂舌头。大伙不信，故
意拿漏洞百出十分荒唐的话刺激他，比
如说驴生了一只老虎，或者说海南岛三
伏天下鹅毛大雪，他会对白：二斤的母
鸡撇了三斤油，我信。为啥？肥呗！

一次，李建国和妻子逛街，忽见一
老太太栽倒在路边，头上磕出了血，挣
扎了几下没坐起来，情况十分危急。很
多人围观，却没人上去搀扶。一脖子里
挂着相机的中年男子说，现在世风日

下，道德缺失，你看看你看看，老人跌
倒，这么多人，却没人帮扶。李建国突
然 来 了 精 神 ， 对 那 人 说 ， 那 …… 他

“那”字刚出口，就突然捂住自己的嘴，
在人们惊奇的注视下拉着妻子走出人
群。妻子边走边对他说，你鳖子这次表
现良好。我真怕你再抬杠，去搀扶那位
老太太，被讹住后，咱那点儿家底不得
赔光。李建国愣怔一会儿，竟然对妻子
大声说，那不一定。说着就回身穿过人
群，上前把老太太扶了起来。一见李建
国上去搀扶老太太，大家纷纷上去帮
忙，把老太太扶到李建国的背上。李建
国匆匆忙忙把老太太背到医院急诊室，
医生给老太太的头部进行了包扎。李建
国联系了老太太的家人。

不多会儿，老太太的子女赶到医
院，他们非但没讹李建国，反而拿出两
千元钱表示感谢。李建国坚决不收钱。
那位挂照相机的中年男子全程跟踪照
相，把照片发到了网上。李建国一下子
成了双河市的荣誉市民。

一次我问他，你搀扶老人就不怕被
讹吗？李建国说，其实那天好多人上去
帮我搀扶老人，世上还是良善的人多。
我抬杠压根就没赢过，这次终于赢了，
看来我没白当这个“李抬长”。

“李抬长”

□一尘

忙了一天很疲惫。下班回到家里，妈妈打开门，把
我迎进屋里，给我拿拖鞋。我换好鞋，妈妈又拉着我的
手到餐桌旁，让我赶快吃饭，怕饭菜凉了。我抬眼一
看，好丰盛！都是妈妈拿手的、我爱吃的：番茄炒鸡
蛋、排骨、鱼、水煎包……

我高兴地搂着妈妈的脖子使劲亲。一伸胳膊、脚一
蹬，出了一身冷汗。怎么在床上？头晕乎乎的！妈妈
呢？原来是一场梦！一看表，上班要迟到了，立马爬起
来拾掇好往单位赶，但是心情久久不能平息，泪水模糊
了我的眼睛……

以前，我每次回家，妈妈听到我上楼的脚步，都会
立在门口等我。我都 20多岁了，一进门，还拱倒在她
怀里，让她抱抱。

妈妈离世已经 13年了。她是突发心脏病走的，走
得很突然，才53岁。

那年清明前夕，春暖花开的时候，4月 1日——西
方的愚人节，老天让妈妈偷偷睡着了。我觉得妈妈在
逗我玩儿，我一直喊她，可惜一直到现在她都不曾醒
来。

妈妈在的时候，我可以尽情撒娇，可以开怀大笑，
可以无休抱怨，可以远离世故……总之，妈妈就是我们
的依靠。可是她走了，连走都选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怕
我送她时冻着。以后每年去扫墓，老天都是艳阳高照，
可心里总是灰蒙蒙的。

妈妈对我很溺爱。她活着时，从来不高声训斥我，
哪怕我把她气得浑身哆嗦都不舍得打我一下。她总是无
奈地说：“你啥时候能懂事呢？”妈妈在时，舍不得让我
干活，她却整天不闲着。

妈妈去世的前一个月，我被门前工地上的长钉扎住
脚，妈妈让我躺在床上，连吃饭都喂我。我嗔怪地说：

“我都这么大了，您还喂我吃饭，我是脚疼又不是手
疼，让我自己吃。”妈妈忧心地说：“你脚疼我心疼。动
着伤口疼得厉害，你别动就少点疼。”妈妈把我养得白
白胖胖的，她走了，不给我一点尽孝的机会，哪怕在床
前伺候她一天也好。

妈妈很珍惜我的点滴成长。我剪下的头发她放好长
时间舍不得丢掉，她说看到头发就想到我。我小时候头
发又稀又黄，是典型的“黄毛丫头”，没想到长大了，
头发变黑了，但还是很少。妈妈就说：“贵人不顶重
发，我闺女一定有出息。”她把我的照片收集在一起，
一遍遍地端详比较，每次都微微地笑。

我在整理妈妈的遗物时，发现一个包了手绢的小盒
子。我打开的瞬间，不由震惊了！原来是我五六岁时做
的布娃娃。从小我的手就巧，喜欢绣个花、缝个小玩具
什么的。当时我们家还在爸爸当兵时的大西北驻地，辗
转几千里，搬了好几次家，妈妈还放着我小时候的玩
偶！

妈妈是十里八村出了名的好媳妇。爸妈都是从农村
出来的，爸爸在部队，基本上管不了家。妈妈在娘家是
大姐、在婆家是大嫂，家务事都是妈妈操持，她温柔
贤惠、任劳任怨，挑起了一大家人的重担。有几个亲
戚家的孩子上学吃住在我家，十里八村的乡亲进城都
在我家落脚，有病住不起医院，把我家当临时病房。
妈妈整天像陀螺一样为他人忙活着，心力交瘁，身体
不好她也不言，总是硬挺着，皱纹很早就爬到她的额
头上。妈妈从来没有给我讲过做人的大道理，可是她的
一言一行让我体会到，作为女人，朴实和善良的美德像
金子一样闪亮。

现在，每当回到家，妈妈再也不会给我开门了；
每当吃起饭菜，再也没有了妈妈的味道。每当别人
回娘家我都十分羡慕；每当阖家团圆，我都倍感失
落……我多想再享受一下妈妈的怀抱，多想再听听妈
妈的唠叨。如今我也成为人母，近不惑之年了，更觉
出妈妈的艰辛和不易。妈妈在时，总觉得自己还小、
不懂事，不会照顾人，现在深刻体会到“子欲孝而亲
不在”的悲哀！

多想给妈妈做顿饭，多想陪妈妈看看病，多想给妈
妈添件衣裳……多想，陪妈妈慢慢变老！

我想陪您慢慢变老

□张英超

春天里，我去家乡的郊外踏青，于
澧河河坡上又见到油菜花的丰姿。

站在河堤上远眺，蓝天白云下，两
岸河坡上的油菜花如层层叠叠的瀑布一
般泻下，具有流动的美感。顺着油菜花
田在河岸上漫游，阳光蒸腾，蜂蝶逐
舞，微风拂动下的油菜花一浪接一浪，
远播着层层香雾，令人眩晕和慵懒，让
你的眼眸里幻化出黄金般的美梦。

是的，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
蕃，但我觉得最美还是家乡的油菜花。

油菜花之美，美在她的点缀。据说
南方有些地方油菜的种植面积广，花开
时节漫山遍野，成了旅游的一景。而我
的家乡地处平原，也不是油菜的主产
区，油菜花当然说不上漫山遍野，但它

对绿野的精心点缀，谁说不是春天里让
人心醉的一景呢？放眼望去，油菜花绣
在小麦铺展的绿野里，像一条飘逸的黄
丝巾，这里一绺，那里一抹，时断时
续，时隐时现，让你觉得生活是如此丰
富多彩。试想一下，如果没有了油菜花
的点缀，平旷的绿野是不是会单调乏味？

油菜花之美，美在她的花期。“明媚
鲜妍能几时，一朝漂泊难寻觅。”桃梨之
花，虽然如霞似雪，但绽放一个星期左
右就魂消香断。而油菜花却不是这样。
也许是经过风霜刀剑严相逼的锤炼，经
冬的油菜在春天里开得较早，花期也
长，下边的花凋谢了，结出菜荚，上边
的秆上又挂出团团花朵。向上向上，她
随着茎的长高而渐次绽放，一直到初夏
油菜成熟时，上边还有少许花朵留恋着
自己的青春岁月。

油菜花之美，美在她的抚慰。儿时
的春夏之交，伴着油菜花香，我曾不止
一次地躲过生产队里看护人的眼睛，蹿
到油菜地里剜草。那时的油菜是移栽
的，没有现在植得密。当我拱到油菜花
海里，不想剜草时，便躺在油菜棵的间
隙里闭目养神，和着蜜蜂的嘤嘤嗡嗡，
以及附近的鸟鸣之声，能感受到贫瘠的
生活里少有的安适和快乐。当然，当我
挎着篮子要回家时，免不了偷摘几把嫩
油菜叶捺在篮底，以便回家当下面条的
菜。回味起来，那油菜叶吃起来光滑可
口，让我对油菜花又多了一个记忆节点。

“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
寻。”春天，最美还是家乡的油菜花。就
让我们像“黄蝶”一样，投入家乡油菜
花的怀抱，多留几个靓照，细细地品味
人生的乐趣，做一个黄金一样的美梦吧！

最美还是家乡的油菜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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