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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忠全

每当有人谈

起家乡之事， 我就
会想起家乡的田埂。
家乡的田埂印满

了我孩时的脚印，至今闭
上眼都可以说出个宽窄长

短来。 但和我感情最深的，要
数村前小河边的田埂———青草

离离，翠绿如茵，是我和小伙伴
们经常放牛、割草的地方；村后苇
塘旁的田埂被小草和苔藓覆盖，五
颜六色的花儿点缀其间， 是我和小
伙伴们游泳后戏耍的场所；村东头的
田埂上野菜茂盛， 是我和小伙伴们采
摘野菜的佳处……

这些儿时朝夕相处的田埂，在我幼
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所以，
在离别家乡的岁月中，憋得我日日想、
夜夜梦。

为了看看家乡小康建设后出现的

大好形势， 也怀着对家乡田埂的一片
深情，去年七月 ，我顶着似火的骄阳 ，
扑向了家乡的怀抱。

一踏上家乡的土地，首先等候我的
便是条条笔直的种着大豆的田埂。我兴
奋得双手抓着一把青草贴在嘴边亲吻

着：“哟，我心爱的田埂，你变了！ ”
是啊 ，记得孩提时代 ，家乡的田

埂是依着田的形状而形成的弯弯曲

曲 、 凸凸凹凹的羊肠小径 。 然而 ，现
在的田埂却是笔直的 （这是前几年搞
“割田成方 ”，修 “机耕路 ”所带来的
变化 ）。

兴奋之余， 我发觉家乡的田埂还
有一个最大的变化：从前，田埂上长满
了苔藓、 青草、 野菜和五颜六色的野
花。 而今，随着季节的变化，庄稼人在
田埂两旁因时种些五谷杂粮。 眼下正
是黄豆开花的时节， 田埂两旁长势旺
盛的绿油油的豆苗， 沿着田埂一直伸
向远方。

我走在大豆田里， 棵棵豆苗如同

磁铁一般紧紧地吸引着我。 一朵朵紫
色或白色的豆花带着庄稼人勤劳的汗

水，向行人倾吐着芬芳。
走着走着， 不觉过了村头的小石

桥，踏上了进村的路。 这当儿，迎面走
来一位肩扛锄头的女人叫住了我：“三
哥，回来探亲啦。 ”

“啊。 你……”我顺口应着，可一时
又认不出是谁。

“哟，参军几年连小时的玩伴……”
“哦，是妞妹子！ ”我迎上前去，“真

叫人不敢认啦！ 怎么？ 你当教师还要干
农活呀？ ”

妞妹子笑着说 ： “如今建设小康
村，谁家不想多增产！ ”接着，她又喃喃
道：“再说我妈身体不好， 爸一个人管
理 4 亩多田忙不过来，我不利用假日帮
着点怎么行。 ”

“这些大豆都是你家的？ ”我指着
眼前的一块豆田问道。

妞妹子点点头，情绪有些激昂，带
着知识分子的语气说：“你可不要小看

这些田埂哟，它们的贡献可大着哩。 ”
“哦？ ”我疑惑地看着她。
“就在这些田埂上，我家去年收了

300 多斤黄豆。 ”妞妹子自豪地说。
“了不起！ ”我不由自主地伸出大

拇指。
一阵铜铃般的笑声过后 ， 妞妹

子说 ：“天不早了 ，回家再谈吧 。 ”说
着 ，她伸手便要给我提行李 ，我有些
不知所措 。 妞妹子这个朴实大方 、纯
真无邪的动作 ， 在我心头激起了浪
花 。

风儿悠悠地吹着，夕阳渐渐西沉，
金灿灿的余晖洒在田埂上的大豆上 ，
一幅美丽动人的《村野黄昏图》铺展在
我的眼前。

妞 妹 子 轻 盈 的 身 影 隐 约 不 见

了 ， 只剩下绿油油的大豆与笔直的
田埂 。 这无数条田埂仿佛汇成了金
色的海洋 ，而那随风起伏的豆田 ，又
恰似一条时代之船 ， 乘风破浪驶向
远方 。

家乡的田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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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万福

人们往往把办事不

认真叫做“胡二马月”，其
实，这里边还有一个鲜为
人知的故事呢。

从前 ， 有一对好朋
友 ，一穷一富 ，穷人叫胡
二 ，富人叫马月 ，他们互
相往来，关系甚密。

一天，胡二来到马月
家 ，不巧 ，马月外出经商
不在家，只有马月的妻子
在家梳头。 马月的妻子刚
把头发散开，头发上的簪
子掉下来，正巧被走过来
的一只鸭子伸头吞进了

嘴里。
胡二坐在嫂子身边

拉了一会儿家常，见哥哥
不在家 ， 便离开了马月
家。 马月的妻子把头发梳
理好，找簪子盘头时却怎
么也找不到了。 她心想，
一定是胡二贤弟和他逗

着玩， 把簪子拿去了，因
此，也没有再找。

不几天，马月从外地
回来了，妻子把丢簪子的
事儿向丈夫说了一遍。 马

月听后，也没说什么。
又过了几天， 胡二听

别人说马月从外地回来

了，又来到了马月家。马月
一见面就向胡二说起了簪

子的事儿，并说：“你看，你
嫂子等着用呢！”胡二随口
答道：“我来时慌忙， 忘记
带了，他日一定带来。 ”马
月听后笑了。

又过了 20 多天，胡二
再也没到过马月家。 马月
夫妇非常挂念，于是，马月
的妻子催他去胡二家看

看。马月来到胡二家，只见
他家仅有的两间破草房也

给拆掉了， 听村子里的人
说， 胡二去城里买什么东
西了，还没有回来。马月在
胡二的残垣断壁处蹲了片

刻，很扫兴地回去了。
没过几天，胡二从城

里回来，没进家就直接去
了马月家。 他一见到嫂子
就说 ：“簪子我给你送来
了，耽误你用，对不起。 ”
马月的妻子接过簪子，连
忙插在头上。 她转身看看
太阳，快中午了，心想，胡
二前两次来也没留他吃

顿饭 ， 这次趁着丈夫在
家， 何不弄点下酒菜 ，叫
他们兄弟俩喝两盅 。 于
是，她就把那只不下蛋的
鸭子的头给剁了 ，只见一
个金灿灿的东西掉了下

来 ，捡起来一看 ，正是她
以前盘头用的那个簪子 。
马月的妻子深深地叹了

一口气，差点没有坐在地
上。

饭后， 马月夫妇在厨
房商量了一会儿 ，来到上
房，马月对胡二说：“胡贤
弟，咱两家要吃官司了。 ”
胡二吃惊地问 ： “凭什么
吃官司？ ”马月说：“我说
的事儿如果你答应了就

算了 ， 不然非吃官司不
可。 ”马月接着说：“我家
楼房两栋、土地 500 亩、骡
马几十匹 ， 咱们各人一
半 。 ”胡二听了 ，挠挠头
皮，只好为难地接受了 。

“胡二”“马月”的故事
难得麻烦

■于存礼

世人都怕“麻烦”，而“麻烦”却像影
子一样，伴随着人的一生。 成人前，常麻
烦别人；成人后，常被别人麻烦。 不要怕
麻烦别人， 因为每个人都会需要别人帮
助；也不要怕被别人麻烦，因为每个人都
有帮助别人的责任。 人就是在麻烦别人
和被别人麻烦中成长， 在相互麻烦中解
忧排难，在相互麻烦中相认、相知、相交，
加深感情，获得友谊。 这就是生活，不要
怕，不应推，也不必躲。

倘若有一天， 当孩子不再麻烦你的
时候，可能已经长大成人远离你了；当学
生不再麻烦你的时候， 可能已学有所成
展翅高飞了；当朋友不再麻烦你的时候，
可能已日渐疏远或有隔阂了； 当父母不
再麻烦你的时候，可能已不在人世了；当
群众不再麻烦你的时候， 可能你就要下
台了；当没有人再麻烦你的时候，可能你
已失去存在的价值了。一个怕麻烦的人，
一生中将会遇到更多的麻烦。

所以，应感恩被你麻烦过的人，热心
对待麻烦你的人， 倍加珍惜麻烦和被麻
烦的时光。正因为有这些“麻烦”，才让你
的人生更加波澜起伏，更加丰富多彩，更
加有滋有味，更有存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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逸闻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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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点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