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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退休后不愿进城和我一起生活，独自住在乡下老家。只

是几年前做了大手术，不得已才和我们住了几个月。小区里没有

熟人，楼房空间狭小，除了看电视，父亲每天无精打采。老家的亲

戚朋友、左邻右舍，隔三岔五结伴来看望父亲，送来自己种的新鲜

蔬菜，陪他说说话。也只有这些时候，父亲的精神格外好。

一场大病，父亲瘦了三四十斤，简直是皮包骨头，走路都没有力

气。妻子想方设法给他调养：炖鱼汤、排骨面、烧肉片、炝锅面……凡

是父亲爱吃的、能吃的都去做。有时还专门带他去喝仓巷街的羊肉

冲汤。几个月下来，父亲的面色红润了，体重增加了，走路也有劲了，能到街上或大超市转

上一圈。亲戚们见了都说儿媳妇伺候得好、父亲恢复得好！我也感觉特有面子。

城里再好却也留不住父亲的心，身体恢复后，他执意要回老家。我知道他故土难

舍，便依了。

父亲十六岁中学毕业回家务农，十八岁到村小学当代课老师。那时候不发工资，

只记工分，他不计较，后来因教学成绩突出转为民办教师。1980年许昌地区首批民办

教师转正考试，他成为全县四十多名幸运者之一，去襄城师范上了一年学，毕业后分到

邻村初中任教。他从小学到初中，又从初中到小学，语文、数学、历史、地理、政治，甚至

音乐和体育，几乎啥课都教过，但最擅长的还是数学。从一般教师、班主任到教务主

任、小学校长，父亲在本村和邻村的几个中小学校执教四十二年，三里五村都有他的学

生。他教过的学生各行各业都有，市公安局一个学生给他送来过一件警用大衣，他穿

了好多年。市农业局一个当高级农艺师的学生几年前专门开车来看望父亲，带着牛奶

等礼物，两人聊了半天话。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父亲不仅育人，还种了许多树。院内院外、门前屋后，有杏

树、枣树、柿子树、桐树、杨树、槐树、榆树等。我结婚时的沙发就是用院里的两棵槐树

做的，大床是用门前的椿树和桐树做的，到现在还用着。老家是一个五六十户人家的

小村子，近些年家家户户盖新房、建别墅，桐树、榆树等土著树全砍掉了。偌大个村子，

只有我家门前小河边还有三棵洋槐树，那是父亲早年栽种的。树不大，有三四把粗、二

丈多高。可能是临近水源，树长得枝繁叶茂，一嘟噜一嘟噜的槐花让人眼馋。每年这

个时节，这家摘一篮儿，那家捋一筐儿，三棵树满足了全村人的口福。妹妹曾埋怨折断

了许多树枝，少了遮阳的浓荫。父亲淡然说：“啥主贵的东西，咱又吃不完。”说来也怪，

洋槐树年年伤痕累累，年年又长得旺盛。

父亲为人和善，热心助人，每天来家里找他聊天的年轻人、老人都有，让他一点也

不孤单。他的退休金像是银行的资金，谁借都给，只是没有利息。这家娶媳妇借两千，

那家搞养殖借一千，他从不催要，只有别人手头宽裕了主动归还。父亲还写得一手好

毛笔字，从我记事起就知道，每年腊月二十三之后，到我家写春联的人便络绎不绝，一

直能写到腊月三十晚上。父亲办事认真，并且熟悉农村各种礼仪，村上的红白大事都

请他去主持，从不推辞，因此在村上威望很高。受父亲影响，我也常常力所能及地帮助

众乡邻。

父亲的生活自在幸福。每天浇浇小菜园、扫扫院子、看看电视，陪人打打扑克、搓

搓麻将，整个院子像个娱乐中心。父亲生活能够自理，家常便饭都会做，可时不时，东

家炸了油条送来一兜，西家包了饺子端来一碗，门前门后的邻居就连烙个菜馍、煮了嫩

玉米也非送来让父亲尝尝。我儿子前年考上大学去郑州后，每到周末我都会回去陪陪

父亲，在家住一晚上，陪父亲聊聊天。我妻子有空了和我一起回去，割肉、买鸡给父亲

做顿好饭。妻子没时间了，就蒸好肉盒或肉包、油卷馍让我带回家。每到换季的时候，

妻子总是惦记着给父亲买新衣服、新鞋，可父亲总说不爱穿新衣服，旧的只要干干净净

就行。我的一双儿女也经常通过手机和我父亲视频对话，问寒问暖。老父亲甚是开

心，逢人便夸。

今年已77岁的老父亲，虽然身体硬朗，但作为我们在外工作的子女总是牵挂在

心。我坚持每天打一次电话，并在老家安装了视频监控，通过手机实时察看家中情

况。每天看到院内人来人往，父亲步伐稳健、大声谈笑，我也就放心多了。

父亲生长在故乡这块土地，离不开家乡的亲人和老屋，但他健康快乐地生活，就是

子女心中最美的芬芳，如门前槐树上盛开的槐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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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无名作者了却自己的夙愿
词句修改间为他们铺路连线
为放飞一只只小鸟
你一丝不苟地试教
为赢得一个丰收的季节
你挥洒着汗水
浇灌着那片瘦弱的禾苗

当受众专注于光彩文章时
你却甘于恬淡
一意编织未来和春天
你从不为你的选择惋惜
宁愿用心血去滋润无名的小草
宁愿时间的刻刀
在你额头上刻下印痕条条
任岁月的风霜
柒染你斑白的鬓角

你的职业的确平凡
却令作者称赞
你的名字似乎在文章中也难找到
但当你看到别人合体的“嫁衣”
你是那样的自豪

是你用心中的锦绣
演绎笔下的春天
编辑心中的锦绣
是用飘香的笔墨
绣成飘香的文章

咏编辑
★李民强

千载名村瞧庙会，两台大戏霸争擂。

八方众聚潮狂起，四道街集货砌堆。

锣鼓喧天花扇舞，笙箫伴奏靓模追。

访寻故友进黉校，人去楼虚面已非。

乙巳年三月廿八
赶翟集庙会有怀

★李剑友

我欲问花花不语。残红落向风

中絮。杜宇声声春欲去。斜阳暮。

烟波湖畔垂杨舞。

昨日芳菲皆已误。韶光易逝难

留住。莫问闲愁愁几许。思万缕。

黄昏又织纤纤雨。

渔家傲·暮春
★谷玉林

已是红稀翠绿枝。飘零落瓣数

多姿。痴蜂已闹桃梨杏，舞蝶依偎

粉雪池。

春有限，足无迟。畅游采景正

当时。书章走笔封存记，不尽柔情

不尽诗。

鹧鸪天·暮春
★李花云

杏桃花落尽，杨柳絮迎人。

不管相思鬓，但陪零落尘。

月风为约客，鸟鹊作亲邻。

心在三山处，何忧早晚春。

暮 春
★阿卫国

衔泥穿柳雨微斜，小巢新筑入旧家。

不羡华堂雕画栋，呢喃声里度年华。

燕子筑巢
★徐占领

▲国画 《春之舞》 郭建国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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