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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棠文苑
同护蓝天绿地碧水 共创卫生健康家园

本来是不打算回家的。之所以改变
主意，是因为昨晚散步，听到了布谷鸟的
叫声。布谷鸟昨晚不是叫一声，而是叫
了好多声。布谷鸟的连连叫声，让我想
起老家的收麦。我不仅生长在农村，而
且有两次回乡务农的经历。在农村劳动
时，常听老人们说，收麦是件特别重要的
事，重要到什么都可以放一放，抢收却不
能放。老人们说这话的时候，还讲了一
条关于布谷鸟为什么会在麦收季节叫

“黄麦早割”的传说，给我印象很深。
每到麦收季节，布谷鸟不停地叫“黄

麦早割”，那叫的不是鸟，是受饥饿而死
的人的魂灵。

老人们讲这个故事还说出了根据。
他们说，“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淮
河地区本来很富庶，是鱼米之乡，然而，
南宋建炎二年冬，政府无能力抗拒外敌，
东京留守杜充“决黄河以阻金兵”，决口
以下，河水东流，汇入泗水，经泗水南流，
夺淮河。从此，淮河下游的人民就多灾
多难了。人们为了度荒，每到春天，纷纷
外出，或做工，或乞讨。有一年，当大家
从外返回家乡准备收麦时，已错过了麦收季节，麦子全部霉烂
了。由此，很多穷苦人被饿死。没有按时收麦，成了这些饿死的
人的心结，他们心不甘啊，便变成了鸟，在每年的麦收前不停地
叫：“黄麦早割，黄麦早割！……”意在提醒人们，不要忘了抢收麦
子。

一下车，热浪扑面而来，简直是进入锅炉房的感觉，头上也随
即就冒出了汗。这就是人们常说的“麦黄风”，难怪“麦老一晌”
呢！看着金灿灿的麦田，30多年前的麦收情景又浮现眼前。

割麦的人天还没亮就拿着镰刀下地，直到晚上伸手不见五指
才收工，若天气预报情况紧急，还要加夜班——吃三睡五干十六
（吃饭三小时睡觉五小时抢收干活十六个小时），就是当时的实
况。白天，天上太阳晒，地下热气蒸腾，晚上，蚊子咬……

挑麦把的，或戴柴篾编的斗笠，或戴一顶麦秸编的草帽，光着
上身，赤着脚，挑着沉重的担子，一担又一担。累，也得挨着，每个
人脸上都泛着赤红。

老人们也上阵了。他们头戴草帽，挺着黝黑的胸膛，握着木
锨，唤着风，一锨扬起，一锨跟上……

天空云波诡谲，若有什么情况，晒场的就喊开了：“抢场啦！”
“抢场啊！”随着呼喊声，一部分拿着笆斗、脸盆、簸箕冲向麦场，一
部分，拿着木叉、铁叉，奔向麦把堆。所有人都在忙，在与云雨竞
拼，为的是绝不让到手的粮食淋湿霉变，绝不让一年的汗水白流
……

走着想着，走进村子，我看到的却是另一种忙——忙过节，家
家都在做菜忙中餐。

“黄麦早割，黄麦早割！……”
走到家门口的时候，布谷又叫了，我望着在家里忙做饭的弟

弟，抱怨说：“麦子都老在田里，该忙收麦，饭什么时候不能吃？”
天上的布谷又叫了，弟弟告诉我，现在布谷鸟叫的已不再是

“黄麦早割，黄麦早割”了，而是“快快播谷，快快播谷！”现在都用
联合收割机，收麦的人只要准备好口袋就行。而种田却是一件难
事，年轻人都外出打工，很多人连老人和孩子都带走了。种田的
效益很低，不少人都已不愿意再种了。再说，现在国家的城市化，
大片大片的土地都……

与弟弟正说着话，天上的布谷又叫了。不要说，经弟弟这么
一提醒，听到的还真有那个意思，变成“快快播谷，快快播谷”了，
那声音虽然极为洪亮，却带有凄惨的味儿。

布谷的叫声真的神奇，竟可以译出不同的版本！雨淋麦黄，
风吹谷黄，听出的是“黄麦早割，黄麦早割！”而当下，人走田抛，建
城圈地，布谷鸟竟又为土地为播种而叫：“快快播谷！快快播谷!”
真难为它们了。

布谷声声，可以翻译成不同版本的蕴含，好像都是农民的
事。其实不然，农民从最忙碌中解脱，是社会的进步，而建城圈
地，人走田抛，也是当下社会的一种危机。布谷对这种危机的提
醒，提醒的不仅仅是农民啊，还包括提醒我们政府及全社会对土
地、农业、农民问题的态度！

一年一度的高考已经结束，毋庸讳
言，这是一场竞赛，所有人的竞争对手只
有自己。记得，女儿第一次参加高考，前
面几个科目下来感觉尚好，到最后英语考
试结束时，我在考场外看到她哭着走了出
来，不觉心底一沉：不妙！果然，我在女儿
断断续续地叙述中得知，她的英语考试本
来很轻松地搁笔了，但到最后才发现自己
居然没有填写答题卡，然而，考试结束的
铃声已响。“霜压楚莲秋后折，雨催蛮酒夜
深酤。”作为父母的我们，尚且如此，而作
为当事人的女儿，多少个不眠之夜又是如
何地煎熬！

我家客厅墙上悬挂着一幅张继的《枫
桥夜泊》。这是我的书法老师帮我写的，
老辣的草书，唯美的结构，颇有张旭的功
底，让人赞叹。《枫桥夜泊》是我们耳熟能
详的一首唐诗，音韵和谐，朗朗上口，有一
种寂寥空旷、凄清落寞的意境，很美。然
而，却有朋友对我说：“这幅作品不适宜挂
在客厅。”

据说，此诗是张继落榜后的作品，一
如他当时的心情：一叶小舟，夜泊枫桥，秋
江瑟瑟，辗转难眠，寒冷的风让他感到透
心的凉。十年寒窗，一腔热血，头悬梁，锥
刺股，只为一朝能够鱼跃龙门，当初带着
家人的殷切期盼，踌躇满志地上京赶考。
秋闱过后，不想名落孙山，那耀眼的黄榜
上没有自己的名字，那“都人争看状元出，

九衢车马何煌煌”的憧憬荡然无存，那琼
林赐宴、跨马游街的排场中也没有自己的
身影。一襟抱负转瞬之间烟消云散。张
继觉得无颜面对江东父老，于是沮丧地离
开那令人不堪的伤心地，一个人远离繁
华，载酒江湖。

走出船舱，见天空星辰寥落，月色渐
沉，几缕淡淡的云彩在空中萦绕，兰棹低
垂，光影浮动，而寒山寺午夜的钟声却惊
醒树枝上的寒鸦，它们悲鸣，在静寂的夜
间愈发震颤人心。月光、霜痕、水影都凝
结着一股幽幽的冷气。此时，这风清月冷
的江风，又送来一艘不知是何方的小船。
小船，透出如黄豆般的灯火，想来此刻船
上也载着亦如自己失意的人儿，羁旅困
顿，借酒浇愁。随着情思的涌动，落寞的
张继随口轻吟：“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
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
客船。”于是，一首千秋吟诵的绝唱就此诞
生！

张继虽然落榜，但是他的文采却以另
一种形式流传于世。他失去了一次金榜
题名的机会，但《枫桥夜泊》却让他笑傲诗
坛，名垂千古。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在科举制度盛行的时代，张继的考场
失意本不足为奇，毕竟读书人太多，而“学
会文武艺，货卖帝王家”也不是谁说卖就
可以卖的。我们淮安的乡贤赵嘏就曾有
过“南溪抱瓮客，失意自怀羞”的感叹。有

“苦吟诗人”之称的贾岛也经历过“下第只
空囊，如何住帝乡”的尴尬。同为“郊寒岛
瘦”的孟郊是个孝子，其母亲最大的心愿
就是期盼儿子能考取功名，“谁言寸草心，
报得三春晖”的千古名句感动了一代又一
代的中国人。尽管如此，孟郊也经历了
《下第》《再下第》的坎坷多难，只不过他屡
败屡战，百折不挠，直到46岁时才焕发出
《登科后》：“春风得意马蹄疾，一夜看尽长
安花”的豪气。

晚唐著名诗人罗隐，是史上最“悲催”
的诗人。他一身文骨傲气，隐得住满腔酸
楚，却隐不住一身锋芒。他热衷科考却

“十上不第”。他因写得一首好诗而名动
天下，但是他却将自己愤世嫉俗之作“愤
懑不平之言，不遇于当世而无所以泄其怒
之所作”整理成一部《谗书》。这部《谗书》
让他屡失功名，但他初心不改，给后世留
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好诗。

有人说，张继人生失意后，写出了流
传千古的诗篇，很励志。其实张继在写这
首诗时，只不过是一种无奈的情感抒发，
他当时并没有想到这首诗能够使他声名
千古，语境与环境的机缘结合，从而产生
了凄美的意境，纯属偶然。当然“人过留
名，雁过留声”也是古代诗人们的孜孜以
求。成功往往是为有准备的人设置的大
餐。试想一下，如果张继没有博学的功
底，没有特殊的背景和心境，能写出这样

的诗吗？
中国明代杰出小说家吴承恩，自幼敏

慧，博览群书，但在历次科举考试中屡遭
挫折，因此宦途困顿，仅在明嘉靖四十五
年（1566年）任浙江长兴县丞。此人尤喜
神话故事，于晚年闭门著述，终写成鸿篇
巨著《西游记》而名垂千古。

人生有两种选择：一是考场失意，落
魄潦倒，从此一蹶不振；二是振奋精神，不
畏艰难挫折，重新定位人生，迎浊浪，鼓风
帆，向着既定目标，到达生活的彼岸。当
时我女儿就是推开一切专科院校的橄榄
枝，毅然选择自己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明
朝科学家宋应星出生于士大夫家族，自幼
勤奋好学，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但是激
烈的科场竞争，给他留下屡试不中的阴
影。他的仕途生涯未达到决策圈的显赫
地位，但他对于学问的追求却从未松懈。
其治学旨趣最大的特色在于“新”和“异”，
治学途径则是游历考察。最终，他写成世
界上第一部关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综
合性著作《天工开物》，这是中国古代一部
综合性的科学技术著作，有人称它是一部
百科全书式的著作，有外国学者称它为

“中国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
“条条大路通罗马。”古今中外没有很

高学历而功成名就的人不胜枚举。人生
的道路不止一条，关键在于后天的努力，
不放弃！

高 考 的 联 想
赵庆生

布
谷
声
声

野

泉

一天下午，金色的阳光在地上铺开一条
路。瞧，不远处，一群孩子手中拿着红旗，脸上
洋溢着同阳光一样灿烂的微笑,正朝气蓬勃地
走来呢！

原来呀，这就是本次研学活动中的一支队
伍——新安小学四（8）班第二小分队。他们正
去周恩来纪念馆开启这次“红色”旅行的大门
呢!

刚一入馆，原本还叽叽喳喳笑作一团的队
员们立马都严肃起来。两旁的树叶，风一吹,
便沙沙作响，似乎在欢迎着我们的到来，又似
乎在用沙哑的语调介绍这庄严宏大的纪念馆。

往前走，一幢气势恢宏的建筑，便呈现在
大家面前。拾级而上，映入眼帘的是一尊威严

的雕像——周总理像。凝视周总理塑像那端
庄的神态，我耳边似乎回响起周总理少年时代
立下的铮铮誓言——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眼前似乎浮现出了年少时的周总理，在目睹列
强入侵罪行的时候紧握拳头，未经世事的脸上
露出愤怒的神情。

出了主馆，我不禁思绪万千。学校开展了
各色各样的小主人活动，目的是培养我们成为
有担当、会阅读、善思考的新时代小好汉。我
们应只争朝夕，不负时代。

“滕洋，想什么呢，快走啊！”同学的一句话
把我拉回了现实，我忙跟上同学们，心中却仍
想着周总理为人民做出的丰功伟绩，领导人民
走上了一条光明的道路……

想到这儿，我朝纪念馆的方向敬了庄严的
队礼，心中默默地说：周总理您放心，我一定会
努力学习，将来把祖国建设得更加美好！

我们又参观了铜像广场，周恩来生平业绩
纪念馆，每一处都展示了周恩来一生不凡的业
绩，也更加坚定了我的决心。

随着时间的推移，今天的研学活动结束
了，虽然时间短暂，却着实令我增长了见识。
我也会像周总理那样用自己的行动，践行自己
的诺言。相信不久的未来，祖国一定会更加美
好。

指导老师：咸雪婷

立夏打开一个新世界
马亚伟

李清照用一个“绿肥红瘦”来表达时令的
变化，实在是绝妙。立夏到，正是绿肥红瘦之
时。春天的万紫千红有了退场的趋势，而绿色
开启了强势突围，蔓延到各个角落。无孔不入
的绿，彰显着夏天的生机和豪气。

立夏是夏天的第一个节气，代表大自然从
此进入夏的篇章。春天的时候，绿色当然也是
比较鲜明的色彩，但那时候的绿，气场还不够，
显得有些稚嫩。夏天的绿深了，浓了，厚了。
如果说春天的绿是少年，夏天的绿则是青年。
立夏时节，绿的臂膀伸展开来，腰身挺拔起来，
是风华正茂的青年崭露头角的时代。

立夏打开一个绿色新世界。“立夏”的“夏”
引申之意为“大”，是说春天播种的庄稼已经直
立长大。随着气温的升高，庄稼的生长进入鼎
盛时期。古人所说的“立夏三候”之一是“王瓜
生”，是说王瓜的藤蔓开始极力攀爬生长，绿色
呈现铺张之势。立夏时节，各种植物都开始拼
命生长，属于它们的盛世王朝来临了。大自然
渐渐褪去了多姿多彩的华服，换上了清凉舒爽
的绿衣。绿色成了主色调，整个夏天可以称之
为“绿夏”。草木猛长，绿色流淌，清爽之夏开
启，一个崭新的绿色世界诞生了。

“芳菲歇去何须恨，夏木阴阴正可人。”春
天谢幕的时候，人们难免有“落花流水春去也”
的伤感情绪。不过随着绿意渐浓，大自然的生
机勃发，人们心中又萌生了欣喜和快意。有了
绿树荫荫，夏天就是美好的。风清日暖，草木
清香，正是可人天气。

“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树
成了夏日舞台上当之无愧的主角。这个世界
上树的种类多得数不清，它们开不同的花，结
不同的果，而且花期不同，果实成熟期不同。
不过到了夏天，所有的树就整齐划一了，它们
全都使劲长叶。成千上万片叶子仿佛一夜之
间迸发出来一样，一棵树忽然间就变得蓊郁葱
茏。棵棵枝繁叶茂的树，撑起一片片阴凉，人
们因此得以享受到惬意之夏。如果没有绿树
炮制的阴凉，夏天的炎热真的是让人无法忍
耐。我们栽种一棵棵树，让阴凉连成一片。人
类的伟大就在于此，无论大自然带给我们的是
什么，我们都能以最智慧的方法应对。“树阴满
地日当午，梦觉流莺时一声。”我们用一树一树
的阴凉，对抗夏天的火热，让夏日时光也充满
了诗意浪漫的味道。

立夏时节，田里的麦子也到了生长的关键

期。五月的麦田绿得那么生动，那么厚重。灌
浆期就要到了，麦子们铆足了劲儿，准备向世
界奉献出最丰美的香味。一株麦子就是一行
绿色的诗句，一块麦田就是一首绿色的抒情
诗，千里绿波荡漾就成了豪壮激情的长诗。立
夏的绿，因为有了麦田，变得内涵更加丰富，底
蕴更加深厚。麦田的绿，演绎着初夏的激情和
梦想。用不了多久，绿色的希冀就会变成金黄
的收获。立夏的精彩，在于给人以憧憬，给人
以期待。

立夏时节，田野里的野草野菜也开始疯
长，绿色呈现迸发之态。河堤旁，阡陌间，绿色
植物蔓延开来。春天的野草野菜是鲜嫩的，立
夏时就变得成熟起来，仿佛人有了自己的主张
一样，一味将绿色延伸再延伸。到处都是绿
色，无论你从哪个角度看，眼前都是一幅绿色
的图画。眼睛被绿色浸润，无比舒适。立夏的
绿，少了几分稚气，多了几分活力，而且还未曾
到苍老的阶段，依旧是鲜活的模样。

立夏打开一个绿色新世界，绿色的田野
上，新的希望升腾起来……

我们老科协工作者，现在都年老了。但
儿时唱过的童谣和儿童歌曲如今仍然记忆犹
新。轻哼那一首首脍炙人口的儿童歌曲，带
我回到那天真烂漫的童年，有一种难以言说
的温暖与留恋。

很多经典儿童歌曲流行了几十年，没有
因为时光流逝而失去魅力，有的在幼小的心
里埋下爱国的种子，有的在懵懂儿童心中描
绘五彩斑斓的世界，而这份感动又在一代代
少年儿童心中继续。

过去，许多儿童歌曲是儿童题材电影的
主题曲。在露天广场上看完电影《闪闪的红
星》，那首《红星照我去战斗》至今也忘不掉。
主人公潘冬子机智勇敢，是那时每个孩子心
中的偶像。唱着“红星闪闪放光彩，红星灿灿
暖胸怀”，仿佛自己也像潘冬子一样勇敢。很
多少年儿童对军人的敬佩就是从《红星照我
去战斗》开始的，红星的战斗精神激励着潘冬
子，也激励着一代代青少年奋发有为，决心为
建设祖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作曲家们和孩子们一起来到公园或水乡
的湖荡，看着孩子们泛舟的情景写下《让我们
荡起双桨》：“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

浪……”唱着这首歌，就好像置身于夏日波光
粼粼的湖面，划动船桨推开碧波，享受阳光与
清风。

小时候，每到春天，我们家的房檐上就会
有燕子来筑巢。这时，我就同小伙伴们唱“小
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看着燕
子妈妈衔来草和泥一点一点筑起鸟巢，看着
小燕子慢慢长大，最后乘风而起，展翅飞向广
阔的蓝天，我不禁为小燕子而感动。当年的
老人们说，谁家有燕子窝谁家有福气，所以，
我特别喜欢有福气的小燕子，也喜欢那首带
来快乐的《小燕子》歌曲。

此外，还有很多儿童歌曲传唱至今，深受
孩子们喜爱。如：表达爱国之心的《我爱北京
天安门》，用小动物故事传递劳动创造幸福生
活的《劳动最光荣》，在小黄鹂嘀哩嘀哩的叫
声中描绘明媚春天的《春天在哪里？》，用新疆
民歌曲调展现美丽祖国的《娃哈哈》……

儿童歌曲纯真与质朴的情感、快乐与向
上的力量滋润我们成长。那悦耳的旋律，带
给我们最纯粹的美好与热爱，那动听的歌声，
是我们人生道路上，难以忘怀的珍贵记忆。

儿时歌声难忘怀
邱家均

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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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 色 的 旅 行
新安小学四（8）班 滕 洋

滕满华 书

（一）

诗歌啊，妳竟有如此召唤的魔力？
亿万诗人为你着迷、为你写诗？

瞬间灵感而至，笔尖被指引于纸上，
教我意境深远，锱铢累积，妙笔生花。
读音作用于另一个读音的音响效果，行云流水。
顺意成章，花开无意，只为妳传神。

（二）

巧妙精致，惟妙惟肖，却又显得无理，
是妳肆意的仇恨驱使，执笔撰诗。
还是我一厢情愿地以爱相对，为爱而写！

思考着，仰望夜空，天地其永邪。
万道霞光化境于蓝河系深处。
大胡子老者向我靠近，看不清妳的脸。
抓不住，妳，也静默不言，寂寥空虚。

这镜，光照，褪去尘埃、繁华世俗。
衣裳层层脱落，绽放了诗，归隐的路，
刹那间，意境也逐渐消融……
诗意化境在宇宙的尽头，永恒，
悟老者远去，只为妳。

（三）

清晨，思绪总随光而来，
夜里，情不自禁，又常将我拉入蓝河系深处。

我去追寻妳逝去的足迹，弥漫在夜空中。
直到妳的彼岸，使我如梦初醒，
试图逃离我灵魂深处的那份执着，
渐行渐远，绵绵若存，只留下敦厚朴实的背影。

深远，印象里，好似那星空当中的唯一。
珍贵，一道“玄铜”的日月星光，如璀璨精金。
才明白，这一世，原来是妳照亮了我的心。

铜 镜
纪东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