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值班总编：梁国强 本报地址：县融媒体中心六楼 编辑部电话：7065556 运营部电话：7065557 投递部电话：15639976822 法律顾问：陈鹏阁 电话：15037595699

文艺·副刊 ■E-mail:baofengkuaibao4@163.com

2022-11-21 星期一4
编辑 潘亚培 校对 窦蒙娜

对于种惯了一辈子地的母亲来说，她对每一寸土

地都爱得深沉。但年龄不饶人，母亲今年75岁，再加

上双腿时常疼痛，走不出二里地就要坐下来休息，再

也无力去打理更多的田地，看着自己侍弄了几十年的

几亩良田，不得不忍痛割爱，无奈之余，闲不住的她把

门前有限的一点土地开辟成菜园。

母亲的菜园很小，仅限于老家的房前屋后，以及

房顶上废弃的小水池，若计算

面积，总共也超不过五个平

方。麻雀虽小，但五脏俱全，

新鲜蔬菜不断，四季瓜果飘

香。红彤彤的辣椒，紫盈盈的

茄子，顶花带刺的黄瓜，细细

长长的丝瓜，脆嫩的生菜……

有了这些蔬菜的点缀，让这个

农家小院的里里外外充满了

无限生机。

别看是巴掌大的一点地，

但母亲很用心。翻土的时候

先撒上底肥，由于地方局促，连铁锨、耙子等最常用的

农具也没有了用武之地，只能用小铲子一寸寸的剜

土，被翻过的每一寸泥土都被她细细捏过，仔细的拣

出每一个小石块，再用铲子敲打蹚平，然后在平整好

的泥土上铲出一溜溜小沟，均匀地种下一粒粒种子，

最后覆上细土。为了提高温度，加快种子发芽，母亲

还找来废旧塑料薄膜，给种子披上一层“衣服”。

长出幼苗以后，母亲就像呵护婴儿一样照顾他

们。小心地拔去菜苗周围的每根杂草，轻轻的疏松每

一寸土壤，看到菜地龟裂就及时浇水，为了避免蔬菜

根须受伤，浇水的时候，总铺上一块塑料布，慢慢的把

水倒上去，水流再缓缓地流向远处。下面的菜地还好

说，可平房上水池里的那一点地可就费劲了。

母亲爬楼梯十分吃力，每次上下，她都是手脚并

用，艰难的攀爬每一个台阶。每到浇水的时候，她先

把水管拖上去，用绳子固定住水管的一头，把管子捋

顺，然后再把另一头放下来，连通水龙头后再爬上去，

每浇一次，都把母亲累得气喘吁吁，腿疼好几天。我

劝她不要勉强，平房上的一点地就不要再种了，上下

楼梯很不安全，万一出点意外就得不偿失。可母亲

说：我慢点就行了，每天上去看看，只当锻炼身体，再

说下雨的时候，我接的还有雨水，也能顶一阵子，要是

地荒了，邻居们该笑话咱了……

在母亲精心管护下，各种蔬菜茁壮成长，新鲜

诱人，随用随取。看着自己的劳动果实，这是母亲

最骄傲的时候，只见她倒背着双手，在小菜地前踱

来踱去，像一位统帅在检阅自己的士兵，脸上洋溢

着得意的笑容，我陪在母亲

身旁，听她讲述种菜的苦辣

酸甜。

母亲说，自从种了这点

地，从没有赶集买过菜，方便

得很，每天浇浇水，薅薅草，多

少干点活，身体也好了，天天

吃这些蔬菜，消化正常，血压

很稳定，你给我买的降压药现

在都没有吃过。

母亲种的菜自己根本吃

不完，每当我回家，她都张罗

着给我薅菜。我说：“超市里啥菜都有，又不贵，我

不带，你别忙了。”母亲说：“咱这菜没打药，保证安

全，吃着还有味道，捎点吧！”“又不是啥稀罕东西，

哪儿都有卖的，不要了！”见我态度坚决，母亲便不

再说什么，默默的走向一边，就这样说了几次，以后

我回去，她再也不说让我带菜的事情了……

闲来无事，我到外边闲逛，迎面碰见我家后面的

邻居刘婶儿，刘婶儿见四下无人，悄悄凑近我说：不是

婶儿说你，你这孩子咋恁不懂事，亏你还是工作人员，

恁娘让你捎回去点菜，你咋能说不要？那可是她的一

片心意，她腿脚不好，种菜多不容易，她经常给我说，

人老就不中用了，大忙帮不上，想着给孩子们种把菜，

人家都不想要，一点用处都没有了……

听了刘婶的话，我豁然开朗，一下子明白了自己

是多么无知。回到家里就说：娘，弄点菜我带回去

吧！母亲先是一怔，随后连声说好、好、好，说着就赶

紧拿起塑料袋直奔门前的菜地。

临走的时候已是傍晚十分，我从汽车的后视镜中

看到，母亲在向我不停地挥手，秋风撩起她鬓角的白

发，车窗外晚霞正浓，瞬间模糊了我的双眸……

母亲的菜园母亲的菜园
◎◎杨德船杨德船

深秋时节，秋高气爽，与友相约，去宝丰县城南雅

集石赏玩。雅集石，位于宝丰火车站西南1.5公里，是

应河经过宝丰县杨庄镇大温庄村东、小李庄村北、小

店村西的流段，宋代以来宝丰八景之一“石渠仙蒲”的

部分景观。该应河流段草木葱茏，乱石纵横，错落有

致，水流曲折石间，泻入深潭，形成大大小小的瀑布，

颇为壮观。古时，每逢春秋佳日，文人墨客临流酌酒，

品茶赋诗，刻诗于石壁，故被誉为“雅集石”。据明清

志记载，石渠仙蒲是应河从宝丰县杨庄镇柴庄村东流

至马渡寨（马街村）的一段。不知何时起，人们在“石

上凿坎”，“水行石上”，用水灌溉田地，故称石渠；因其

地“多产石菖蒲，寸九节者，可以入药用”，故称仙蒲。

这便是石渠仙蒲的由来。那时，人们乐于采摘，至清

康熙年间“所生难供需求，随之绝种”。

清道光十七年（1837年），宝丰知县李彷梧主修、

耿兴宗主纂的《宝丰县志》中的《马志》（乾隆四年宝丰

知县马格主持编纂）记载，邑南十里，旧应河驿中河，

乱石纵横，水流曲折罅隙间。其西南礌壁立折，刻“知

郏城晁仲参，叶令李乔卿……烹茶于此，皇祐壬辰八

月十八”。皇祐壬辰即1052年，可见，雅集石那时已

盛名在外。遗憾的是，这块石头已不见了。谈笑间，

我们来到应河段北岸。放眼望去，蓝天白云下，河面

约30米宽，河水自西向东流去，夹岸是裸露的黄土、

绿树和青青麦田；河道上，一条宽约1米的石河坝横

跨南北；坝西是一泓清水，水里长着一人多高的青草；

坝东是5亩见方、乱石纵横的河床；一帘如瀑的河水，

漫过石坝，落入下游的浅水滩，被石块分成一条条小

溪，悄无声息地钻入石缝罅隙，扬帆于跌宕起伏的漫

漫征程。顺河堤小路，步入石群，脚下是大小不一的

石头，有的如侧卧的大象，有的如匍匐的耕牛……一

个个石块被流水冲刷得溜光溜光的；石缝小的仅容手

掌，大的可侧站多人，宛如一条条筋脉，横七竖八连通

着整个河床；茂盛的青苔和水草，如一条条毛细血管，

把根深深地扎在石头上、石缝间、水底；偌大的石群

间，水随石转，时而聚成清澈小水潭，时而散成涓涓细

流，时而在幽深石缝中缓行，时而漫过河底挂满青苔

的小石块，时而从两块突兀的石罅隙中喷涌而出，分

分合合，迂回盘旋；之后，溪流又在石群东约110米处

欣然相遇，融合成一道清亮的碧水，奔赴于田畴村舍

之间，滋养着两岸的生灵和人家。站在河床中间，四

面皆石，恍若置身一个小石岛。近处，三五农妇穿着

红色、白色的衣服，或蜷坐在石上，抡棒捶衣；或跣足

水中，浣洗衣物。不远处，孩子们笑着闹着，从这一块

石头跳到那一块石头上，时而蹲坐，时而弯腰，或围趴

在石头上，或探头伸手在罅隙间捉鱼。那专注的神

态，仿佛考古学家在探寻大自然的神秘。清风徐来，

说笑声，捶衣声、淙淙流淌的水声，飘荡在应河的上

空。“解体不须方外觅，石渠今是小蓬莱。”望着蓝天白

云，迎着凉爽秋风，听着潺潺流水，感受着自然风光，

心境陡然开阔，不禁感叹，此行不虚！

雅 集 石 记
◎郭明远

层林欲老，栌槭抹红，叠叠欲燃还翠。故地重游，尽
览暮秋天气。数烟村、隐隐斜阳里。入心头、连波涌起，
当时苦乐滋味。

恰凭书生意。把壮志风华，满腔情寄。戴月披星，
未敢懈闲一二。惜峥嵘、幸得升平递。更醉却、浮生几
度，看苍山妩媚。

卜算子慢·再回观音堂
★阿卫国

城东闹店有杨庄，
阡陌田畴耀瑞光。
冬日暖阳金靥艳，
寒风霜雨野菊香。
露珠英蕊呈娇贵，
玉指村姑采媚芳。
炮制药成肝目益，
脱贫致富上邦昌。

村姑采金菊
★李剑友

诗海漫行舟，
悠闲坐解愁。
仄平浮墨案，
意境刻春秋。
风雅心情乐，
吟笺景趣留。
妙词修练出，
章法上层楼。

诗 趣
★李太水

它是秋的过客

是冬的信使

衔接着大地秋冬的

一季季更替

仿佛一夜之间

银杏黄了

碧云天，黄叶地

银杏初黄，黄绿相间

带着一丝活泼又有一丝沉着

经过冷空气洗礼

银杏开始变黄

部分银杏叶片已经接近金黄色

初冬时节

秋的色泽还没有完全褪去

却在不知不觉中

调入了几分寂寥的味道

有些银杏树褪去了鲜绿，换上金装

树干高大，树叶微黄

远远看去，像是凌晨天边泛起的霞光

立冬前后

是银杏树最好看的时节

满树的银杏叶由绿转黄

那是纯净的黄、透彻的黄、惊艳的黄

满地翻黄银杏叶，霜层浸染落缤纷

那一地金黄，渲染了自己，也渲染了秋天

远望近观

你可以细细感受这份空灵静谧的美好时光

任由银杏的金色

抚慰着内心的躁动

放松心情，享受着生活中的美好时光

岁月温柔起来

天穹且与银杏私语凭肩

一阵风吹过，叶子飘落在空中

阳光在缝隙里闪烁

此刻觉得，初冬又多了几分温柔

初冬的银杏初冬的银杏
★君 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