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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歉意
宋涛

正月十五晚上十点多，洗漱完，
想着早点休息，因为明天就要开学，
工作上的事很多。电话铃声响起，是
母亲的，“你大病啦，干哕，难受，头
晕，到邻村诊所，人家不给看了”。听
到这儿，我的心悬了起来，喊上在东
关住的二弟，匆匆开车往家赶。

记得小时候，家里孩子多，地也
多，父亲总是天不亮就起床，在田里
施肥、除草，侍弄庄稼，为了一家人
的生活，几乎没有停下来休息过。

到了邻村诊所，母亲、表妹夫已
在等候， 我们把父亲扶上车往医院
驶去。在医院急诊室，医生先把应急
药放在父亲舌头下， 而后拉着去做
检查，诊断为脑梗死。

为照顾父亲， 我向单位请了几
天假，陪护在他身边。经过三天的治
疗和我们兄弟的精心伺候， 老父亲
饮食、精神等方面状况改善不少。由
于几天来躺在病床上， 父亲感觉心
情沉闷，不舒服。 医院下午不输水，
在二弟的建议下，我们带着父亲、母
亲到上清湖公园走走。那天凑巧，在
多个阴天后，太阳难得露出了笑脸，
暖风习习。 二弟和母亲走了山下的
步道，我陪父亲爬望圣山。到了半山
腰， 我劝他休息一下， 他却精神很
好， 兴致又高， 一鼓作气爬到了山
顶。父亲望着远方，春风拂过他苍白
的头发，大有“会当凌绝顶，一览众
山小”的豪迈气概。

回去的路上又游览了县文化中

心。走在宽阔的马路上，看着两旁的

高楼，父亲兴奋、喜悦，不时发出赞
叹。要说父亲也是一个文化人，教了
二十余年的书， 但父亲的思维已经
跟不上鹿邑发生的巨大变化。 马路
变宽了，绿化更美了，城市更现代化
了，街道上的人们也更精神了。父亲
简单的幸福和满足，使我满心内疚。
忙工作，忙孩子，就在我的匆忙中，
父亲的腰板日渐弓驼，白发渐生，青
春逝去。

经过多日的治疗， 父亲不止饭
量增加，有了精神头儿，话也多了起
来。一天下午输液后，我把一切收拾
停当，就听见老父亲充满歉意地说：
“这几天你辛苦啦。 ”这句话，使我的
心中充满愧疚、沉重和不安。

记得小时候，听戏、看电影 ，父
亲有力的双手总是把我高高举上肩

头。我的笑声给予他强大力量、安慰
和幸福。 坐他的自行车到县高中看
篮球赛，不管走到哪里，我的手都被
他紧紧牵着。

望着父亲苍老的面容和白发 、
经年累月劳作变形的关节、 微驼的
背影、 风雨中一路走来不再轻快的
脚步，我心中五味杂陈。 父亲，您拿
岁月苍老换我们青春正好，伺候您，
那是我们做孩子的福分啊！父亲，有
您在，我才知道自己的来路。

时光正好， 让我陪父亲把未来
的日子走出夕阳静好、 岁月无恙的
幸福！让爱和陪伴不离父亲左右，就
像小时候父亲倾尽全部伴我们成长

一样。 ③22

珍藏箱底的诗梦情怀
王秀兰

周末回娘家， 母亲笑指墙角一
木箱说：“这次回去， 把你那宝贝东
西带走吧， 自己的东西要学着自己
珍藏。 ”目之所及，一股熟悉及温暖
感遍及全身， 那是我儿时的珍品手
抄诗。

打开原木箱子， 一摞摞手抄本
展现在眼前。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有
点破旧的作文本。 我上小学时不满
足课本所学， 便用大格作文本摘抄
下这些诗句。 我轻抚这些泛黄的手
抄本，翻阅着，找寻童年的记忆。 手
抄诗中风景如画 ：“一道残阳铺水
中，半江瑟瑟半江红。 ”夕阳西下，五
彩霞光铺满江面，波光粼粼，江水红
绿各半。 手抄诗中情思悠悠：“洛阳
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那
一缕淡淡乡愁由此升腾。 手抄诗中
友情深厚：“桃花潭水深千尺， 不及
汪伦送我情。 ”是啊，人都是感性的，
情动一时，却情系一生。几十年之后
的今天， 我何尝不是依旧延续着当
年的渴望， 在芸芸众生中品味着亲
情之贵、友情之浓？

纤手慢移， 转而看到材料纸上
的摘抄内容，我嘴角上扬，回忆中带
着甜蜜。记得当年听说同学家有《红
楼梦》， 我着魔似的跟在同学身后，
软磨硬泡拿到此书，如获至宝，一头
扎在书中。白天要上课，我就挑灯夜
读，熬了好多个通宵，摘抄了这些经
典诗句。如今重读这些诗句，我又品

出不一样的韵味。 “一个是阆苑仙
葩，一个是美玉无瑕。 若说没奇缘，
今生偏又遇着他……” 我体味着诗
中的多情与无奈，还有缘分的奇妙，
为贾林之爱扼腕叹息。 “花谢花飞花
满天， 红消香断有谁怜……” 重温
《葬花词》，我浅吟低唱，痴情一片丹
心付。歌毕莞尔，笑叹自己当年哪懂
诗中之意， 又如何欣赏得了这世间
瑰丽的文字、缠绵的情愁，竟然就由
着心声留下这墨痕几许。

硬皮本中承载着我的童年梦

想， 播下一粒写诗的种子。 到初中
时，大大小小的硬皮本，都被我抄成
了“名人诗书”。那时，中国诗坛一片
欣欣向荣，余光中、徐志摩、汪国真
等人的诗集自然成了我探寻的 “猎
物”。借到书后，我边读边抄，反复吟
咏。 咀嚼每句诗的含义，体味诗中
朦胧之意，揣摩诗人写作方法。 融
情融景，我读得仔细，抄得认真。 就
这样两年下来 ，我边抄边悟 ，完成
十多本精美手抄诗书。 这份热爱和
收获为我后期爱上写诗、有感而发
挥笔而就奠定了基础。 我由此也插
上了梦想的翅膀，想把生活过成有
诗的模样。

历经岁月洗礼， 这一箱手抄诗
虽已破旧，但依然是我心中珍宝。它
用诗的载体、深厚的文韵，记载着我
年少的青涩痴狂，温润着我的灵魂，
赋予我平淡的生活诗与远方。 ③22

摸爬蚱
李科技

爬蚱， 是河南人对蝉幼虫的叫
法，它又被叫作知了、马猴、金蝉等。
每年六七月份，是爬蚱出没的季节。
捉爬蚱我们之所以叫 “摸爬蚱”，是
因为大多是趁着夜色摸黑进行的。

看过相关资料， 爬蚱从卵到幼
虫再到成熟破土而出， 需要数载光
阴， 而真正属于它们的季节却只有
短暂的几个月。

乡村夜色降临，一番简单准备，
摸爬蚱的队伍便陆续出动。 大家打
着手电筒，穿行在树林间，手电的光
束此起彼伏地交织、闪烁，寂寥漆黑
的夜晚变得热闹而明亮。 爬蚱从树
根周围的泥土中悄悄地探出头，钻
出地面，沿树干慢慢向上爬着。拿灯
光照射，把它从树干上捕捉下来，伴
随着一阵“张牙舞爪”般的挣扎，欣
喜地将这小生物放入瓶子。

逢下雨天， 大家伙儿便十分高
兴，因为下过雨之后，爬蚱的洞穴经
过雨水冲刷更容易被发现。 走进树
林， 看到这些小生灵正往外爬。 或
者， 用食指稍用力抠开一点洞口处
的土就可以惊喜地看到一只爬蚱正

欲从土里钻出， 慢慢地把它掏出来
收入囊中， 这是一件很有趣味性的
雨中乐事。

集市上有收爬蚱的地摊， 印象

着从起初的一毛钱两个涨到了五毛

钱一个。 农人们在为期一个多月的
爬蚱出没季， 每天晚上活动几个树
林子， 最后算下来也能获得一笔较
为可观的零花钱。我值得纪念的“战
绩”，是有一年的夏天总共收入了二
三十元钱，用来买了一件上衣。

还有人会把摸来的爬蚱攒上一

些， 给自己解解馋。 在锅中小火煎
炸，撒上盐，味道鲜美极了。 小贩们
把收购来的爬蚱售卖给饭店， 餐桌
上一盘美味的爬蚱尽管卖得很贵，
却相当受吃货们的欢迎。

那些未被捕获的爬蚱顺着树干

爬到了高处，随后静静地蜕皮，羽化
成蝉， 于是白天便可听到雄蝉的清
脆长鸣。爬蚱皮可入药治疗眼疾，有
专门下乡来收购的，几十元一斤。七
八岁的小孩儿， 手里拿着细长的竹
竿，在树林里四处搜寻着爬蚱皮，够
下来放到袋子里。从一个、两个到慢
慢地积累大半袋子， 能清晰直观地
感受到这份沉甸甸的收获。

摸爬蚱是夏季乡村夜晚的一场

群体活动。 我们走进夜色， 聆听自
然，亲抚另一种生命的存在，这是一
场生态原始、质朴酣畅的体验！我真
想再摸一回爬蚱， 回味一下夜色里
的乡间生活。 ③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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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旭 摄

致荷
王伟

������在《诗经》里开过
在《楚辞》里开过
在唐诗中绽放

在宋词中绽放

开在杨万里的诗中

开在齐白石的画中

开在朱自清的文中

开在历史的深处

开在文人墨客的心中

或白或粉的花蕾

悄悄地绽放

仿佛做着圣洁的梦

荷叶娉婷摇曳

花瓣袅娜多姿

氤氲的缕缕清香

飘荡在晨光中

飘荡在骄阳下

飘荡在月色里

高贵脱俗的荷花

纤尘不染的荷花

你静卧在一泓碧水间

你依偎在一丛荷叶旁

你的神韵 你的气质

你的品行 你的节操

赢得多少古今赞美

即使身陷污泥

却能够保持清白本色③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