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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园似梦田菜园似梦田
□□ 五五 月月

满庭芳满庭芳··谷雨谷雨
□□ 丁朝民丁朝民

细雨濛濛，新晴淡淡，春残景致融融。牡丹开谢，

谷雨是今朝。芍药香飘野径，蔷薇色映荒篱。景如

画，莺飞草长，千柳拂堤斜。

寻芳来曲径，清阴里，芳树阴阴。杖藜徐步，时见

野鸥飞。咏史怀才人远，登高赋客情柔。凭阑久，疏

萤照晚，归思满随州。

母亲的爱
□□ 刘登魁刘登魁

 



























 

初夏的午后，阳光透过稀疏的云层
洒在大地上，给人一种温暖舒适的感
觉。家中的氛围也变得宁静而和谐，仿
佛时间停滞了片刻。母亲节即将来临，
我坐在书桌前，千思万绪涌上心头，最
后凝结为一句话——谢谢您，母亲！

回忆从往昔的记忆中涌现，仿佛我
回到了无忧无虑的童年。每天清晨，母
亲总是早早起床为全家准备丰盛的早
餐，笑容满面地给我讲述美好的故事。
于是，我迎来新的一天。无论是夏日的
冰镇饮料，还是冬日的热汤，母亲总是
心心念念地为我准备，尽心尽力地让我
感到温暖和满足。

某个冬日的清晨，外面飘着雪花，
天寒地冻。我冷得发抖，母亲为我准备
好厚厚的羽绒服和毛线袜。她亲手为
我穿上暖和的衣物，轻声地对我说：“孩
子，外面很冷，你要好好保暖。”我看着
她慈祥的面容，眼中充满了感激和温
情，一股温热的能量注入了我的心灵和
身体。

母亲的爱是默默无闻的，是那些
细微的动作和关怀，让我们感受到她

无私的付出。她从不抱怨，只是默默
地为我们做着一切；她忍受着疲劳和
压力，只为了给我们更好的生活。某
个夏日的午后，母亲冒着酷暑，背着重
重的菜篮，为了给我们准备一顿丰盛
的晚餐。她汗流浃背，但脸上始终挂
着微笑。我看着她的背影，忍住没有
让眼泪掉下来。

母亲的爱是无私的，她总是把我们
的需求放在第一位，忘记了她自己的疲
惫和辛劳。在我成长的道路上，她一直
是我的支持者和导师。每当我遇到困
难和挫折时，母亲总是鼓励我坚持下
去，她相信我有无限的潜力。她不断给
予我勇气和力量，让我勇往直前，不惧
困难。母亲的爱是我坚强的后盾，是我
不断进步的动力。

在我离家求学的日子里，母亲的思
念像一缕温暖的微风，吹拂着我的心
灵。她的一封封家书，充满了关怀和鼓
励，让我在远离家乡的陌生环境中感到
踏实和安心。她曾在家书中写到：“无
论你走到哪里，无论你遇到什么困难，
记住，家永远是你的港湾。”这句话深深

地印在我的心中，给我力量和勇气去面
对生活的挑战。

如今，我已经成长为一个独立的个
体，步入了社会的大门。然而，母亲的
爱依然如初。就像小时候那样，每当我
回家，迎接我的一直都是她那温情的关
心和笑容。她无私地为我付出，挂念我
的生活和工作。她总是关注我的需求
和快乐，用她的爱包围着我，让我感受

到人世间的温暖和幸福。
母亲，您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您的爱是支持我一直向前的永恒动
力。在您的怀抱中，我感受到无尽的温
暖和安全感。无论将来的道路如何崎
岖，我都会牢记您的教诲，勇往直前。
感谢您，母亲！是您给予了我生命的光
芒和希望。让我们一起感恩母亲的爱，
因为母爱是世间最伟大的力量！

春映蜂花 聂海岩 摄

1948年，在中国的家国命运将面临
一场可能有的新选择面前，许多中国知
识分子以各种形式参与到了这场决定
一个国家未来前途和命运的生死攸关
的大抉择中去。当年的费孝通，一个三
十几岁的年轻人，带着激情、热爱和全
部身心义无反顾地投入到了这场“大讨
论”之中。

1948年，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奠基
人之一费孝通的著作《乡土中国》出版。
他一生的理论和著作丰富，但是此书的
学习、研究价值一直深受推崇。本书是
他在云南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任教期
间，深入乡村走访调研，一面探索一面讲
课，最后结合14篇各自独立又内在关联
的文章组成的。这前后，他和前妻深入
实地研究，在瑶民居住的山里，他们遭遇
不幸，他的前妻未能生还。他在云南乡
下炮火纷纷的岁月里，边躲避轰炸边从
事研究，最终完成了诸多成果。

那个时期、那一大批文人志士，在那
样艰苦的环境中仍然不忘学习、研究，报
国。这本书中，有他在内忧外患的痛苦

挣扎中流淌出来的思想情感。此书从初
版到现在已经过去了七十多年。但是，
阅读的人却不分年代和学科地与日俱
增。不仅有对上下求索精神的致敬，更
有对他研究成果的深入思考。

乡土之余我，是生于斯、长于斯、来
于斯的记忆，更是无论身在何方，总会
在某一时刻守护的那一方乡土想望！
乡土，不仅是一方土地，更是一种文化，
对我们的濡染、浸润无处不在。

在翻开此书之前，我在想我国城镇
化相当普及，现在还讲乡土中国有意义
吗？但是认读研读下来，我找到了答案。
我们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的农耕文明，
这些乡土文化已经根植于我们的风俗、习
惯和思维中，这是精神的渊源与所在！

本书对于礼和法的阐述让我记忆犹
新。礼和法都是维持规范的力量。法律
靠的是国家来推行。而礼却不需要这有
形的权力机构，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
统。中华民族素来讲传统，我们是礼仪
之邦，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礼并
不是靠一个外在的权利去推行的，而是

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
服膺，人服礼是主动的。“老吾老以及人
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不需要写
进法律的，但是我们从小耳濡目染，这是

“刻”进我们基因的。如果一个人的道德
底线是法律，那这个人不可交。法律规
定的是最基础的道德，拥有传统文化道
德观念浸润的中华民族，有能以卓然的
气度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中华文明经历了几千年，积聚了无
数先人的聪明智慧和宝贵经验。今天，
面对新的世界形势、信息爆炸的时代，

“异文化”纷至沓来的情形，我们是全盘

接受？盲目排外？还是辩证思考？不
要急于回答，我想我们应该以一种更加
理智、稳健的，而不是轻率、情绪化的心
态来“欣赏”这些舶来品。要知道，无论
哪一种文化、文明都是不完美的，都有
精华和糟粕。我们的祖先能为我们创
造如此绚烂的文明，那么作为现代人的
我们，又该如何实现文化的传承和延
续、文明的再次辉煌呢？

时代在发展，我们的乡土社会正一
步步走向现代。但是，只有读懂了乡土
社会，也便读懂了“我们”共同的过去，
才能更好的开创“我们”共同的未来！

竹影 苍 靖 书

歌颂劳动美歌颂劳动美 礼赞建设者礼赞建设者
□□ 武二征武二征

1956年5月，毛泽东主席来到长江
重镇武汉，视察了武汉长江大桥工
地。那天，毛泽东主席挥笔写下“一桥
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的磅礴诗句。
现如今，祖国繁荣昌盛，飞速发展，早
已经实现了毛主席“将来长江上修上
20 个、30 个桥，黄河上修几十个桥，到
处能走。”的愿望。一路走来，劳动者
的创造从未停歇，奋斗者的脚步始终
向前……

又是一年五一劳动节。听！那一
声声入耳的劳动号子是五月微风里最
美的歌声；看！那一个个奋战一线的
建设者身影是五月阳光下最美的风
景。汗水，映照出奋斗的光芒；坚守，
照耀着梦想的前路。如歌的岁月中，
建设者们无惧风霜雨雪，用劳动创造
幸福，用劳动实现梦想。他们将自身
投入时代的洪流中，用干劲、闯劲、钻
劲、韧劲坚守在平凡的岗位上，践行着
责任和使命，数十年如一日，打造优质
工程，成就拼搏荣光。

热爱，始终深藏在建设者的内心
坚守中。天下之难持者，莫如初心。
天将降大任于己，何惜筋骨体肤，唯心
志所向，百折不回。焊花四溅处绽放
劳动之美，坚强臂膀扛起城市骨架。
在万籁俱寂的午夜，封锁点内的铁路
建设者奋斗正酣，在水准仪器前聚精
会神，在设备安全交验前反复调试
……没有豪言壮语，唯有默默无闻的
辛勤和汗水……每一个建设者都是

“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
献”的现实注解。坚守初心，劳动者们
的每一个拼搏瞬间都让人心生敬意。

底气，渗透在建设者一往无前的
工匠精神中。他们敢于拓荒，即使天
高海阔，亦能奔山赴海。无论是挖掘、
测量、砌筑，还是绑扎、焊缝、切割；无
论是高空架设，还是地下掘进……每
一个身影都是认真的，专注的。他们
在荒芜的土地上挥汗如雨，他们以真
抓实干、迎难而上、精益求精的卓越品
质，攻克了一个又一个常人无法想象

的困难，闯过了一个又一个看似不可
逾越的难关，披荆斩棘，在硬仗难关和
艰险任务中勇毅前行，迎难而上，用底
气将前路变坦途。

汗水，见证着建设者寒来暑往的
辛勤劳作。他们用行动践行劳模精
神、“开路先锋”精神。在平均海拔
4500 米以上的西藏阿里地区施工现
场，测量员微笑面对高海拔、强紫外线
辐射和低温带来的挑战；在丰沙线门
头沟抢险的第一线，接触网工人在泥
泞、暴雨和垮塌的线路中前行；在烈日
炎炎的建筑工地上，钢筋女工面带笑
容，一箍一箍、一扣一扣，用灵巧翻飞
的双手，护卫着工地上的钢筋森林
……他们用实干担当、辛勤劳动，永远
向前、筑梦不息。建设者们的每一滴
汗水都晶莹剔透，珍珠般耀眼。

奉 献 ，道 不 尽 建 设 者 的 无 怨 无
悔。他们逢山开路，遇水搭桥，逆风而
行、浴“雪”奋战，守护万家灯火。他们
是你我身边的一个个普通人，他们同

样是最伟大的人，是“舍小家为大家”
的人，他们是用心用情最深的人。阳
光炙热的夏日午后，比气温更高的，是
奋斗者的热情，直面酷热，无惧高温，
敬业“温度”持续飙升。大寒之时，奋
进之际，奋斗者顶风冒雪，勇当先锋，
热火朝天的施工现场为冬日更添浪
漫；日暮功成天又雪，与梅并作十分
春，奋斗者们的劲头始终高昂，他们玉
汝于成，酷暑中书写“无悔”，风雪中诠
释“奉献”。

担当，是给予建设者最质朴的礼
赞。冬去春来，倾心筑工程，拼搏无
悔，汗水换笑颜。一列列高铁风驰电
掣，一座座大桥拔地而起，一条条公路
阡陌纵横，在国家基础设施，特别是铁
路建设中，中铁六局建设者以敢为人
先的精神风貌，以勇争一流的昂扬志
气，创造了一个个战天斗地气壮山河
的恢弘奇迹，建设者开路架桥、奋力筑
梦，打造了延崇高速公路、成都地铁 7
号线，重庆轨道交通十号线一期工程
等一批荣获“李春奖”“鲁班奖”“詹天
佑奖”优质工程，为助力“交通强国”贡
献了“六局力量”。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作为，一代人
有一代人的奉献。历史，会铭刻建
设者的行动；时代，会聆听建设者的
足音。通途在望心更坚，勤勉实干
开新局，在五一国际劳动节来临之
际，让我们以最美好诚挚的祝福，向
建 设 岗 位 上 的 劳 动 者 郑 重 地 道 一
声，您辛苦啦！

炊金馔玉烟火气，妙笔生花群书香。孩
童最真挚的情感表现于食物的分享，文人最
青涩的作品寄存于寻常的日记。行走在长
街短巷看人间百态，穿梭于字里行间品酸辣
苦涩。作家于方寸之间烩制书香，胸中笔墨
倾囊而出，文字化于其中，以心中奇思妙想，
制成上乘佳肴，文学著作得以玉成。最是人
间读书日，邀三两知己好友，品一席文学盛
宴，岂不美哉？

甜，是唯一让人不由自主嘴角上扬的奇
妙味道，也是芸芸众生的终极追求。它藏在
悬崖峭壁的蜂巢里，织入纤维密布的甘蔗
中，储于多重转化的淀粉内，总不是轻而易
举就能得到的。在朱自清的《雪地上的脚
印》中，寻“甜”之路更是足足走了七十年。
她是纷飞战火中的直属卫生所，是毛主席深
情注视的八路军军医院，是为纪念国际共产
主义战士而整编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是
有新中国做依靠的西北军区第一陆军医院，
更是历经辗转从不动摇兰州军区总医院，

“第一个踏雪的人”不仅是“兰总”人，更是千
千万万前赴后继的革命先辈。雪地上的脚
印成了路标，形成了通往春天的路，指引着
后人通往了绿洲。正因前行之路太过艰险，
胜利果实带来的甜才显得难得可贵。

酸，或取自水果，或酿于五谷，予人第一
感觉总是倒牙蹙眉。曹雪芹将自身由盛向
衰的经历影射到贾府，是多愁善感，是愤懑
不甘，却只自嘲“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
这回说道，哄堂大笑使人臊，满桌珍馐惹人
羞，贾府家常菜茄鲞，银耳炖鸽子蛋等对于
刘姥姥本是山珍海味，此刻她却味同嚼蜡只
因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那边感慨，同为
封建社会没落时期的“叛逆者”，宝玉和黛玉
惺惺相惜，只可惜等来心上人成亲消息的葬
花女，满含悲戚了结余生；看见爱人饮恨西
北的新郎官，愤懑不甘削发为僧。才子佳人
最终被封建婚姻制度所扼杀，风光无限的名
府也不再辉煌，终是红楼梦一场，似把陈醋
换水墨，满铺纸张尽是酸。

苦，原为植物释放出的劝退信号，在食
不果腹的年代却是普遍之选。路遥的《平凡
的世界》中，一望无垠的黄土高原，原始朴素
的小小窑洞，祖孙四代的蜗居生活，深刻描
绘出“苦难”难以下咽的滋味。少平身在食
堂的敏感，少安面对润叶的自卑。苦，可是他们不能就此而甘愿沉沦！兄弟
俩生生用肩膀扛起了生活的重担，饿肚子也从不放弃理想，从平凡路奔向致
富路，把“烂包光景”活得有声有色，在平凡的世界中，征服平凡的生活，活出
非凡的自己。孙家兄弟的奋斗史也教会我们，在逆境中不断拼搏成长，在挫
折中磨练品格意志，才能迎来苦尽甘来的好时光。

辣，本是一种痛觉，却在国人的巧手下成了五味之一，因能带来不一样的
刺激而广受欢迎。老舍先生的《骆驼祥子》中，精明能干的虎妞无疑是泼辣的
存在。她坚强直爽，明知道父亲利用她赚钱，故意耽搁婚事的私心，还是用男
子性格压住众车夫，精心打理车行；她有勇有谋，看上了踏实自律的祥子，就
一步步谋划，将祥子纳入囊中；她敢爱敢恨，在父亲看不上丈夫之后，一气之
下搬走成家。在那个女性地位低下，名节甚于生命的时代，她爱得义无反顾，
哪怕最后父亲不管她了，也想着即便是要饭也愿意跟着祥子。短暂的一生终
究是在虎妞敢想敢做的强大执行力下，活得酣畅淋漓。

一席饕餮盛宴，一本匠心著作。作家和厨师大抵是相通的，字字斟酌，句
句打磨，同为佳作，心血注入，用料稍有偏差，风味大相径庭。即便是同一本
书，在不同的心境下，读到的感悟终究是不一样的。柴米油盐酱醋茶，书画琴
棋诗酒花。苦尽甘来品人生，莫负读书好年华。

百

味

相

融

书

香

至

百

味

相

融

书

香

至

□□
庞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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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 望 乡 土望 乡 土
——— 读— 读《《乡 土 中 国乡 土 中 国》》后 感后 感

□□ 张张 欣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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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信公司 张广恩

“田彼南山，污秽不治。种一顷豆，
落而为萁。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
我那东北老家的菜园，承载了记忆中的
快乐。“早之春韭，秋之晚崧。”说的就是
春天的韭菜最过鲜嫩，到秋天大白菜才
最好吃。北方的四月春寒料峭，母亲却
早早地在菜园里扣下大棚，里面金贵的
春韭等待萌发。说是“大棚”，其实不过
一米见方，但这就足够了。每日放学扔
下书包后，我就迫不及待地跑去看韭
菜。什么时候才能破土？我在心里也
跟着它们一起使劲。等到第一盘鲜嫩
的韭菜炒笨鸡蛋被端上桌，我简直被鲜
掉了眉毛。唯有爱和美食不可辜负，说

得的确没错。
夏日炎炎，我希望日头再大点，因

为这样我的香瓜才甜。东北香瓜可有
讲究，不同于哈密瓜的皮厚蜜甜，东北
香瓜重在一个“香”字。隔着几根垄就
能闻到瓜香。熟透的瓜口感沙软，中间
的瓜籽连着肥厚的丝绦，让人忍不住一
起下肚，是家家户户消暑的上品。瓜要
长得好需得土壤肥沃，整个菜园最好的
地种上瓜，浇上井水，再掐尖，精心栽培
后，这瓜格外香甜！因为倾注了汗水和
希望还有漫长的等待。

秋天的第一枚沙果跌落，家里忙碌
的晒果脯行动也开始了。菜园里的果树

屈指可数。李子是存不下的，饱满硕大
的果子入口酸涩，不受青睐。只有这一
棵沙果树深扎土地，经过三季的孕育，把
一树的丰收倾囊而出。别看是一棵果树
上的果子，味道却相差甚远。树尖上的
沙果早已橙黄透亮，俗称“透亮呗儿”，一
口下去酸甜爽脆。而中段的鹅黄果子口
感绵沙，下段的则青黄酸涩。一场秋雨
过后，我手脚麻利地匍匐在树下捡拾沙
果。跌落的果子有轻伤也不怕，用刀削
去四面，用线穿成长串，系个结。这时旁
边的孩子早已忍不住抢去挂于胸前，像
极了沙僧，惹得大家笑声连连。都串好
了，就看那红瓦、白墙的檐下，鲜红的辣
椒串、碧绿的豆角串、酱紫的茄子串，还
有暖黄的沙果串，鲜艳夺目。

冬天的第一粒雪花洋洋洒洒地飘
下，小菜园才能喘口气。整个寒冬它沉
沉地睡下，为了明年春天厚积薄发。寒
地黑土之上，忙碌了一年的农家也跟着
土地一样喘口气。杀年猪、剪春花、织

毛衣、做棉裤，在东北的热炕头上人们
兴致盎然地侃大山、打扑克、嗑瓜子。
他们笑着、闹着，度过一年又一年……

念念不忘的小菜园，难忘的不仅是
果蔬香，更是对故土的怀念。寒地黑土，
地里刨食的艰辛让我一餐一食感恩稼穑
之艰；一丝一缕感念纺织不易。但让我
更加感叹的是生长在那片土地之上，那
群永远生机勃勃的人们。在艰辛的劳作
中，他们将微苦、轻甜的日子酿成蜜、做
成糖用以佐餐。他们用深深的皱纹挂起
真诚的微笑，用皲裂的手掌摩挲生活的
坎坷。他们扎根一处、安享一隅，在万丈
红尘中极其认真而又有兴致地去生活。
他们，那风风火火的性格连同度过的日
子，就如他们炕下灶火一样炙热浓烈。

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有时幸
福与物质没有太大的必然关系。一畦
菜园尚能找到无穷尽的快乐，何况广阔
的天地呢？心中笃定、内心充盈、日子
可亲，幸福与否，自己说了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