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8 版 |
投稿邮箱：sxzsw2021@sina.com
主编 |艾华林 执行主编 |胡全旺

华夏早报
2025 年 5 月 30 日 星期五

CHINA MORNING NEWSPAPER
| 国际副刊 刊名题字：谭谈

版权声明|凡注明“华夏早报”、“灯塔新闻”的作品，转载请尊重版权，注明来源。 定价|人民币1元 港币1元 美元0.5元 本报在香港、纽约、伦敦、开罗、莫斯科设有分印点，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当地分印点联系。

　　岁岁端午，今又端午。
晨光微曦时，我推开窗，一
缕艾草的清香便顺着晨风飘
了进来。楼下早市上，卖菖
蒲的老人正在整理着青翠的
枝叶，那碧绿的色泽在晨光
中格外鲜亮。
　　记得儿时的端午，母亲
总要提前半个月就开始张罗。
她会特意去城郊的芦苇荡采
最新鲜的粽叶，那些宽大的
叶片还带着露水的湿润。回
来后，要把粽叶一片片洗净，
用井水浸泡着。端午前夜，
厨房里总是灯火通明，母亲
和几位姑婶围坐在木盆前，
一边包粽子一边说笑。糯米
要提前泡发，红豆要煮得恰
到好处，咸蛋黄要选流油的。
我常常趴在桌边，看她们灵
巧的手指将粽叶折成锥形，
填入馅料，再用麻绳系紧，
一个个棱角分明的粽子就成
型了。
　　如今的端午，确实多了

几分现代的气息。前几日，
女儿就兴冲冲地拿着手机给
我看：“爸，我在网上订了
网红粽子，有小龙虾馅和榴
莲味的！”我笑着摇头，却
也不忍拂了她的兴致。快递
送来时，包装精美的礼盒里
躺着五颜六色的粽子，倒也
别致。不过，我还是坚持要
去市场买些新鲜的粽叶，包
些传统的豆沙粽和咸肉粽。
　　端午这天清晨，我特意
起了个大早。将买来的菖蒲
和艾草插在门楣上，那股特
有的清香顿时弥漫了整个屋
子。妻子在厨房煮着粽子，
蒸汽氤氲中，熟悉的粽香勾
起了无数回忆。我给老家的
父母打了个视频电话，屏幕
那头，父亲正在院子里晒着
新采的草药，母亲则炫耀着
她包的粽子有多结实。
　　中午，全家去了预订的
饭店。包厢里布置得古色古
香，桌上摆着精致的端午拼

盘：五毒饼、雄黄酒、咸鸭蛋，
还有店家特制的“十二红”。
儿子对着一道道菜肴拍照发
朋友圈，女儿则忙着给爷爷
奶奶直播我们的聚餐。席间，
妻子说起她小时候过端午要
系五彩绳，我便提议饭后去
买些彩绳，给孩子们系上。
　　下午，我们分头行动。
妻子带着女儿去看社区组织
的汉服表演，我和儿子则去
了江边看龙舟赛。江面上，
彩旗招展，鼓声震天，各色
龙舟你追我赶。岸边人山人
海，喝彩声此起彼伏。儿子
看得入迷，不停地用手机录
着小视频。我突然想起小时
候父亲带我看龙舟，那时没
有这么多观众，但划船人的
吆喝声却能传得很远很远。
　　傍晚回家时，女儿已经
准备好了彩绳和香囊。我们
坐在阳台上，她认真地给每
个人手腕系上五彩绳，说是
能辟邪。妻子端出下午新做

的绿豆糕，配着清茶，一家
人说说笑笑。夜幕降临时，
城市的灯光次第亮起，电视
里播放着端午晚会，但我们
更多时候是在聊着各自白天
的见闻。
　　这个端午，既有网购的
便捷，也有传统的坚守；既
有现代娱乐，也有古老习俗。
新旧交融中，那份对节日的
期待与珍视从未改变。就像
我坚持要包的传统粽子，虽
然费时费力，但咬下去的那
一刻，满口都是记忆中的味
道。而孩子们热衷的新式过
节方式，又何尝不是在创造
属于他们这代人的端午记忆
呢？
　　夜深了，我轻轻摩挲着
手腕上的五彩绳。岁岁端午，
看似相似，却又年年不同。
唯一不变的，是那份对团圆
的珍视，对传统的传承，以
及对家的眷恋。或许，这就
是端午节最珍贵的意义。

托陈金茂问候惠特曼（外
一首）
■招小波（香港）

陈金茂是纽约传播《诗经》的星
辰
他与 200 年前
美国的“自由诗之父”惠特曼同
城

纽约所有的草叶
都举着惠特曼的诗
他说“请在你的鞋跟底下找我”

我想托陈金茂问候惠特曼
我最欣赏他的一句诗
 “我并不把自己限制在
我的帽子和鞋子之间”

我也喜欢陈金茂的《老了》
“老了，一张松弛的弓
弯曲着腰身
被挂在了陈旧的墙壁上”

“老了老了，那张弓
却依然想一箭
射落空中翱翔的鹰”

在沙尘暴中认识新疆

在沙尘暴中
我竭力辨认一群老人
他们像一群雕像
默默地坚守着
路边的水果摊
任黄沙扑面
仿佛不愿辜负
他们脚下的
充满苦难的土地

致云
■向昌斌（广东）

我总在黄昏测量风速
计算它何时能抵达你居住的港湾
柳絮飘散的下午
我正趴在窗台翻看你的微信

而你的回音就像突如其来暴雨
打湿我屋檐下所有等待的陶罐
当月光开始称量夜的重量
每个空瓶都盛满未曾兑现的诺言

雕像
■贾惠 (甘肃 )

父母两人吵了一辈子  
从父亲去世后  
母亲便成了“雕像 ”
整日抚摸与父亲  
在天安门前的合影  

有时脸上悬着半弯月亮  
偶尔与风喃喃私语  
任凭两行清泪淌过  
沟壑纵横的脸  

这时我读懂了  
所有风雨兼程的跋涉  
都不如互相搀扶着  
把人间硌脚的碎石  
踩成日子里暖人的呢喃 
 
所有晨昏交替的守候  
与四季轮转的平凡  
都不如为了柴米油盐  
争吵出的温度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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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岁端午

　　多年前读过彭学明的
《娘》，书里的娘，是湘西
大山里的娘，坚韧如岩，沉
默似土。每日里从《团结报》
上读一段，娘的形象就在眼
前活起来。后来买了书，一
气读完，合上书页，娘便立
在心中，再也抹不去了。
　　今日因事到柳薄去。这
地方我曾待过几年，在腊尔
山台地上，高九百多米，向
来缺水。从前老师们用水，
要到四公里外的尖朵朵瀑布
上流去挑，来回一个多钟头。
如今国家投了钱，从禾库天
星水库引了水来，家家通了
自来水。房子也新了，多是
两三层的楼房，即便平房，
也收拾得干净。只是季节比
山下慢半拍，山下庄稼早已
归仓，这里秋收才过，家家
门前晒着稻谷、玉米、大豆，
金黄一片。
　　我们去访一户姓石的人
家。院子里晒满剥了皮的玉
米棒，堂屋里堆着未晒干的
稻谷。家中长女在镇上读初
三，两个小的在村里上小学。
孩子不在家，接待的是奶奶

和伯伯。奶奶七十多了，走
路颤巍巍的；伯伯四十出头，
看上去却老得多。
　　这家里原有七口人，爷
爷奶奶，父母和三个孩子。
七年前，他父亲死了，天便
塌了。他母亲出去打工，一
去不回，后来干脆改嫁。开
始还接大女儿电话，后来连
电话也不接了。三个孩子跟
着七十多岁的爷爷奶奶过活。
四年前，大孙女要办身份证，
奶奶办好送去，孙女却哭了。
原来学校没要身份证，是她
自己想出去打工，挣钱供弟
妹读书。奶奶听了，抱着孙
女哭作一团。
　　孩子们除了爷爷奶奶，
只有伯伯、伯母是亲人。伯
伯身体不好，伯母是家里顶
梁柱。他们自己有两个孩子，
靠种田不够吃，伯母还得四
处打零工。那晚伯母从镇上
回来，听说侄女要辍学，二
话不说赶过去，当下决定把
三个孩子接到自己家养。
　　四年多来，一万四千多
个日夜，她把三个侄儿侄女
当亲生的待。五个孩子，吃

穿用度，读书上学，她一手
包办。有次老大说英语不好，
她专门送五个孩子到县城补
习。别人问她有几个孩子，
她总说五个。三个孩子也不
再叫她伯娘，直接喊娘，喊
得真切，喊得甜。
　　我们听了，执意要见这
娘一面。她正在镇上烟草站
选烟叶，与我们返程方向相
反，我们还是驱车去了。
　　烟草站里烟味呛人。见
了面，却与想象中大不相同。
三十多岁的人，个子不高，
清秀单薄，脸上已有了岁月
的痕迹。她比我女儿小三岁，
大我儿子一岁，按说还算个
孩子。
　　知道我们来意，她有些
不好意思，只说这是该做的。
说着便落了泪，哽咽道：“造
孽呀，孩子们还不懂事，我
不管谁管？只要她们想读、
能读，读到哪里，我就盘到
哪里。”问她在烟草站的工钱，
她说做计件，一天一百多点，
一年能做五十天左右。“这
工作很好了，离家近，能照
顾孩子。”临走她说，一定

山里的娘

■ 吴佩森（湖南）

■ 陈玮佳（江西）

赛龙舟 摄影 |龚碧艳（广东）

关于爱情
■李雨燕（四川）

天马行空的梦里
极致的热烈
关于爱情
一千次放弃
一千零一次拾起
人世无常里
滚烫是
唯一的真实

端午辞
■景协民（甘肃）

在北方，在遥远的老家
没有龙舟、艾草和粽叶
只有母亲，在担水的路上
顺道折一些柳枝回来
插上老旧的门楣，只有母亲
将货郎跟前割来的红头绳
系在我的童年。是啊，
只有母亲将冒着热气的粽子
染得花花绿绿，让寡淡的日子
一下子有了鲜艳的色彩
而父亲，压根不管什么端午节
他只是牵着那匹栗色的骡子
走向五月的阳光
走进庄稼深处

把三个孩子带大，让她们成
家立业。只希望孩子们的亲
娘能偶尔打个电话，最好回
来看看，让孩子们找回丢了
四年的亲情。
　　走出烟草站，眼睛一直
是湿的。回望那地方，房子
是模糊的，人影是模糊的，
唯独那娘的身影是清晰的。
一边是青春年华，一边是五
个孩子。生活的重担与这单
薄身子如何相称？但她做的
事，说的话，分明见得内心
的慈与坚。她像山里的草，
秋风也罢，寒风也罢，总那
么硬挺着。
　　彭学明笔下的娘，是生
养他的娘；这柳薄的娘，是
三个孤儿的娘。天下的娘，
骨子里原是一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