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豫南的这个夏天
程学刚

热闹的反面就是花园
村子已经是花园，我的村子
早已是信阳市区的后花园，现在
种花草，种生态园，种新村
就是想，让花园更像花园
这由白变蓝的天空下面
是一条正在砌沿的清水河
还必须等待。往昔
近乎干涸的河道还未柔软
几个来灵山观景的人说：

要砌成河那样的———

杨柳依依晚上不青
路灯闪闪白昼不亮
说这话也过于牵强，有花
就有蝴蝶才是真的。多少
个月搬运花盆，风里雨里
这个夏天蝶儿光顾的一刻
妻莞尔得像朵小风月季。还有
那些黄昏，在我的前面
和后面都有人私语的河边
一群驮着低空盘旋的
鸟，击中了一爿山乡

不忘初心
董余兰

生活中， 不忘初心， 就是无论路有多
远，我们都不要忘了当初为何出发。

当你和爱人生气、争吵、甚至想到离婚
的时候，你想过没有，你们当初是如何走到
一起的。初见时的怦然心动，在一起时的幸
福温暖， 白头偕老的誓言， 你肯定不会忘
记，想到这些也许你们就会原谅彼此。生活

的艰辛离间了敦厚的情谊， 柴米油盐冲淡
了爱情的甜蜜，但是只要那份初心还在，生
活就会继续。

当你对你的孩子成绩不满， 你有没有
想过，当初他在你腹中孕育的过程，你的初
心是什么？是希望他健康、聪明、快乐，对
吗？如你所愿，他的确是个聪明、健康、快乐

的小孩， 只是有时候他贪玩， 有时候他马
虎， 有时候他闯祸了……你总是想让他像
别人家的孩子那样，会弹琴、会画画、字写
得好、学习又棒。这时候，你可曾想过，你的
初心哪里去了？

当你为自己勤奋工作却得不到相应回
报而抱怨的时候，你可曾想过，你当初选择
这个职业时是怎样的兴奋， 你第一天上班
时，你心里暗暗发下的誓言。你是老师，你
当初只想教出最出色的学生， 把每一个你
教过的孩子培育成才， 做孩子生命里的贵
人。可是渐渐地，岁月在你的脸上刻下了苍
老的痕迹， 收入和职称在你心里留下了阴
影。你是否还记得那颗初心？

有人说，我们走得太快，灵魂跟不上，

要等等它，这个灵魂或许就是初心吧。带上
初心，才能到达终点，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我的礼物
任琳

每到教师节，很多名校的学生家长想方设
法给孩子的老师挑选礼物来表达情谊，而我所
在的学校百分之九十的学生都是留守儿童，这
些孩子要么寄人篱下，要么常年吃住在托管班
里，对任何节日都兴致不高，懂事的孩子会对
喜欢的老师说声教师节快乐，有了这句问候我
们就很欣慰。

这周是我校的感恩周，我准备主动问孩子
们要“礼物”，礼物的内容是每人给我写一封
信，必须写真心话，我对学生说：“你们甚至可

以写不喜欢上英语课，不喜欢任老师，老师就
想真正走进你们的内心世界，想知道你们内心
的真实想法。”

下午上班让我吃惊，四个班的学生，三百
多封信整整齐齐地放在我的桌子上，还有孩子
手工制作的信封， 而且在信封上贴了假玫瑰，

有的画了漂亮的图案……一向很淡定的我看
到如此花心思的礼物百感交集，小心仔细地打
开来读。

“任老师，从三年级到现在，您教我们快

四年了，一直宽容我们，忍受我们，还不厌其
烦地给我们讲解英语习题，您辛苦了！”“老师
你知道吗？看到你的微笑我感到很温暖，我妈
妈要像你一样该有多好……”“老师您为我们
所做的我们都记得，我们会珍惜，真心谢谢老
师……” 看到这儿我再也控制不住放声大哭
起来，为学生的付出原来他们都懂，付出多少
汗水原来都是值得的，工作中遇到的种种烦恼
随之化为乌有， 这些顽皮的毛孩儿已经长大，

已经知道了感恩，只要在平时工作中用心用情

去播一颗“知识”的种子，一颗“感恩”的种子，

一颗“诚信坚守”的种子，就会有发芽的希望，

就会有长成参天大树的可能。

这个教师节我是幸福的， 我收获了满满的
感动和爱，我会把这份礼物珍藏在内心深处，这
份礼物将会成为我平凡岁月里生动美妙的音
符，也会成为我繁杂疲惫工作中的动力，更会成
为我励志做一名优秀教师的坚持，谢谢孩子们，

我也会陪伴着你们走过小学毕业前的这段流金
岁月，让我们努力成为彼此生命中的礼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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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童年包书皮
黄健

新学期开始了，学校发了许多新书。女儿
到学校门口的文具用品商店买回一摞花花绿
绿、印有各种卡通图案的塑料书皮，直接往书
上一套，包书皮这事就算完成了。看着她简便
快捷地包书，总觉得缺少些什么，我不由想起
了童年时包书皮的情景。

那时候， 包书皮是开学一件必不可少的
“功课”。每次一领到新书，我就飞奔回家，不用
母亲吩咐， 把家里那张四方饭桌擦得干干净
净，再小心翼翼地把新书拿出来，一边闻着新
书的油墨清香，一边等待父亲干完农活后回家
给我包书皮。

那时候的书皮， 都是用各种各样的纸包
的。最好的当然是彩色的年历画，纸质厚实且
光滑，包出来的书光洁耐刮，如果能将主要的
图案包在封面的正中，就更是好看又耐用了；

其次是牛皮纸，比年历画薄，也略显粗糙，但朴
拙大方， 还可以想办法画些花花草草来装饰
它；最差的就是报纸了，软绵绵的，全是黑乎乎
的字， 在上面写上钢笔字也常常分辨不清，而
且包好的书皮也是松松垮垮的， 时间不长，书
皮的边角就开始泛毛、开裂。但即便如此，在当
时报纸都是非常难找的， 只有村委会才有报
纸。父亲总在春节时，就向亲戚好友、左邻右舍
讨来旧年历画，藏在柜子里，以备我开学之用。

在我的左顾右盼中， 父亲终于回家了。他
在屋前的池塘里洗净双手，又用毛巾把手擦了
又擦，这才打开柜子，找出几张发着脆响的年
历画。昏黄的灯光下，父亲顾不上吃晚饭，开始
给我包书皮。 母亲也暂时停下手中的活儿，坐
在一旁微笑地看着我们。

包书皮的工艺很讲究。 父亲将年历画的图

案估量着放在封面的正中，然后将年历画对折，

把书夹在中间，在四周轻压一下，压出书的大概
轮廓，反复比划着包书纸需裁剪的大小，然后将
多余的纸裁掉。接着，沿着书脊压出的轮廓线，

对准上下书线各剪一个豁口。剪豁口时，剪刀下
去的角度要一致， 太宽则不精致， 太小则不大
方，太用力剪过了头，书边则会不整齐。然后再
以书边的轮廓线为折痕， 将书的封面和封底摺
进去。 最后， 父亲用他有力的手掌向下压住书
本，直到书角平平整整、折痕服服贴贴为止。

包完书皮，父亲拿出他心爱的钢笔，蘸满
蓝色的墨水，在封面上写下课目的名称和我的
名字。他写的是繁体字，字不算很好，但一笔一
划，都端正有力，一丝不苟。

父亲包的书皮堪称完美。棱角分明，六条
线横平竖直， 每个地方都严丝合缝， 漂亮、精

致。这样体面的课本足以成为我在伙伴面前的
骄傲。第二天早上到了学校，我们就拿出这些
包好的书，互相比较炫耀，而我的书总是能在
众多的包书皮中得到一致的好评，那心里真是
比吃蜜还甜。同学们的啧啧称赞，也让我对书
倍加呵护、珍惜。那时村里的孩子整日在泥地
里摸爬滚打，丢书、撕书，把书弄得污秽不堪的
比比皆是，不少孩子等不到学期结束，封面脱
落、纸张破损，可我的课本直到学期结束，还是
那么干净整洁、完好无损。

青灯有味，儿时不再。那张油亮的四方桌、

那些明晃晃的年历画，还有昏黄的灯光下等候
的时光， 连同包书皮这件事都成了美好的回
忆。现在那些用流水线上下来的塑料包书纸的
孩子们，恐怕已经无法理解我们当时的那份期
盼、激动和欢喜了！

光脚少年
朱家明

四十年前的田间小路， 虽然两边也长
满野草，蓬松的草蔓布满路面，草蔓下常隐
藏着被暴雨冲涮出的坑坑洼洼， 行走在上
面不提防会被绊倒，或崴伤脚，但总体上还
算清晰顺畅。一个斜挎着书包的少年，每天
都要匆匆奔走在芳草萋萋的小路上， 身材
瘦小，脚步轻快，似乎嘴里还在轻声哼唱着
不知名儿的小曲儿。

这是一个到邻村学校借读的少年。从
家到学校有九华里的路程， 没有可以直达
的捷径， 只能凭着自己的判断在纵横交错
的田埂上，选择那些稍宽的路，朝着学校的
方向穿插而去，越阡度陌，一任路两边茅蒿
的蓬蓬枝叶不停地撕拉着早已经有些破损
的裤脚。一双赤脚板在草丛里上下欢飞，那
些被踩中的嫩草给予他的感觉是软乎乎、

滑溜溜的舒适， 偶尔抬头瞟一眼远处田间
那些忙碌的身影， 再摸一摸腋下那鼓膨膨
的书包，少年的心霎那间有些微微颤栗，觉
得有一种像尚未萌芽的种子一样的东西就
潜藏在那个小小的心房里。 他暗自加快了
脚步。

那时他也就八九岁吧？家庭贫困，兄弟
姊妹众多，没有像样的衣服和鞋子。在当时
的乡村这也是常态， 光着脚板任性玩耍反

倒少了很多累赘。 阳光照射下的土地温而
不烫，稚嫩的脚板踩上去，踏实、温暖，闭上
眼仿佛是依偎在母亲的怀抱中。 大地年复
一年的亲吻， 那双小脚板在不断长大的同
时，居然也有了一层薄薄的茧子，能够抵挡
住不算太坚硬锋利荆棘的暗袭， 使他行走
在宽窄不一、凸凹不平、杂草疯长的田埂上
如履平地，从不担心会失足而摔跤。

他习惯光着脚去丈量那野草淹没的小
径，一走就是六年之久。

不知道哪一天， 他淘到一本残缺不全
的《六出祁山》，为了躲避家里大人的责怪，

趁着光脚行走在田间小路赶往学校的途
中，如饥似渴地反复阅读。再后来，不知道
他又从哪里淘到一本没头没尾的《水浒传》

前四十回本，一经入目，一个个鲁莽侠义的
好汉似乎穿越了历史时空， 步态从容地依次
来到眼前。于是，夏夜全村人相聚乘凉的稻场
上， 光脚趺坐在蒲草苫上的少年眉飞色舞地
侃侃而谈，复述着刚刚从书中读到的故事，居
然引得满场寂静无声，大人们在惊讶之余，不
得不对小小少年刮目相看。 少年在内心深处
也萌发了将来也要一闯江湖的念头。

少年就读的学校全称叫朱皋完全小
学，坐落在淮河的南岸。完全者，意谓同时

办有初中班。 在初中就要毕业前的一天下
午，少年破天荒地萌生了旷课的念头。一个
人来到河岸边的峭壁边上，脱下鞋子，光脚
静坐在那里。河水打着漩窝，一刻不停地流
淌着， 他知道在不远处的下游就是一个繁
华的古镇，高中学校就坐落在那里，那是他
很久以来就神往的地方。 但由于当时能不
能上高中并不是看考试成绩， 而是要看大
队里是否推荐， 因此他的心里总是充满着
忐忑。 夕阳的余晖映照在他打满补丁的衣
服上，赤着的双脚也被烤得通红，一阵风吹
过来，河对岸沙洲上柳树的枝条婆娑起舞，

他的心底里也无端地生出人生之路将向何
方的惆怅。

当夜， 赤足而卧的少年做了一个色彩
绚丽的梦， 他梦见自已穿着老师的那双锃
亮的皮鞋， 一会儿徜徉在野草如茵的乡间
田埂，一会儿又阔步在都市宽阔的街道上，

足音嘎嘎，引来周围无数羡慕的目光。

庭院里树枝上喜鹊一早的闹腾把少年
从梦中惊醒， 映入眼帘的却是被涎水打湿
半边的枕头。 少年窘红了脸， 不禁哑然失
笑，但心底却洋溢着不为人知的冲动。

少年深知， 有梦， 就意味着希望在延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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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篇
小
说
《野
菊
花
》读
后

一段经典的历史，

需要后人的解读； 一种
激励的精髓， 需要后人
虔诚的信仰； 而历史和
精髓在这片故土上孕
育、生长和繁衍不息，更
是给生活在这片故土上
的人提供了创作的源
泉，近日，以这片热土为
背景的长篇小说《野菊
花》 由中国文联出版社
出版面世。

的确， 信阳是红军
的摇篮，将军的故乡。土
地革命年代， 这里诞生
了红四方面军、 红二十
五军、 红二十八军等多
支红军主力部队； 解放
战争时期， 这里是刘邓
大军千里跃进的目的
地。 在艰苦卓绝的革命
战争中， 这片热土近百
万人参加了革命队伍，

数十万优秀儿女献出了
宝贵生命……

长篇小说《野菊花》

作者是信阳两位本土作
家，弋潇和李昌斌。他们
长期生活、 工作在信阳
这片热土上， 对这片热
土上积淀的历史文化特
别是红色文化情有独钟
和挚爱， 萌发了对红色
文化的系列创作。

2011

年，两位作家
创作出版了以红四方面军西路军为大背景的近三
十万字的长篇小说《桂花开了》，小说一面世就得到
好评，

2014

年荣获了信阳市首届何景明文学奖长篇
小说奖。

2016

年初春， 两位作家又完成了二十二万
字的长篇小说《野菊花》。

小说《野菊花》内容前期以鄂豫皖根据地红二
十五军长征后新组建的红二十八军为背景， 描写
以两名知识青年为主的大别山儿女在革命低潮时
期加入红二十八军， 再现了当年红二十八军在极
其艰难的环境下同敌人斗智斗勇、 确保大别山红
旗不倒的辉煌历程， 进一步刻画了大别山农村各
阶层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下对革命的认知和支持。

在面对外敌蹂躏国土时刻， 红二十八军奉命
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开赴抗日前线后， 主人公
留守大别山率领共产党游击队一边用智慧和日
寇、敌顽、土匪、恶霸开展一系列的抗击和斗争，一
边同国民党地方政府、 军队有礼有节地开展统一
战线、联手御侮，粉碎了国民党一系列圈套。在抗
战胜利后， 主人公和同样有自己信仰的国民党地
方官员展开了有勇有谋的斗争， 尤其是在中原突
围和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后， 部队由于战略
转移， 主人公在大别山以生命坚守革命以及在革
命胜利后淡然面对自己的荣辱， 谱写了共产党人
感天动地的更大辉煌篇章。

小说讴歌了大别山儿女对革命的无比信仰和
忠诚！弘扬了大别山儿女在艰难困苦面前的优美而
崇高的爱情向往，同时也对大别山农村在风云变幻
形势下的农民生存及地方民俗进行了着重描写。

一部小说的精髓就在于人物的鲜活，《野菊
花》的可贵之处就在于每个人物的信仰是真实的，

作者没有刻意去美化、拟或丑化它，而是随着特定
的环境去爱护、去弘扬。

正如作者的话：作为这片热土的后代，我们有
义务用微薄的文字去祭奠我们的先辈……

且行且吟

洗衣人（外一首）

邹钧

能把梦幻般的圆圈
吹泡泡般地扩散开去
能把如此日常的事物
搞成一种行为艺术
好似有只热情的手
提着裙角从远方跑来
策划了一场尘世间
无足轻重的轮回

钓者
一个将世界
掌控在自己手里的人
他甩钩的过程一气呵成
每一次准能投到
上次设定的那个靶心
然后眯上明亮的眼睛
让余光随同时光
一起浮沉

心香一瓣

佚
名
摄

爽

灯下
崔保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