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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和万土，青阳高沐 

——读《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有感 

  何泰屹 

放弃了安逸的城市生活而乐心于艰苦的农村生活，淡泊了浅层的

物质追求而深化了内质的精神品格。站在穹顶之下、黄土之上、

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 

                                                         

--------前引 

    七年，如风，坚定了明亮的人生方向；七年，如歌，唱响了高亢的奋斗韵律。 

掩没在平漫黄沙之下的沉睡记忆、驻足在雄伟高峰之上的崭新风貌，此间此刻，都在聆听《习

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的诉说。艰苦的物质境况、匮乏的知识储备、淳厚的风土人情、宁静

的心灵维度，在时光的交替中呼唤那朴素与凝实的回归。对于此书，不得不说，它确确实实

反映了习大大树立的正确的人生观。 

    作为一名大学生，在合书的刹那，想到了那人，那事，那地，那片温暖的世界，心中也

泛起阵阵美妙的涟漪。此时，我希望用一句话来概括我读完此书的感受：修身、齐家、治国、

平天下。 

    修身，是谓正其心，慰其人。下乡的岁月里，习大大得到的不是漫长寂寞的等待，人民

的陪伴与支持让他收获到了坚实而有力的守望。《静静的顿河》之水，让习大大明白了生活

的真谛;《平凡的世界》之光，让习大大感悟

到民生的意义；渺远悠扬的文学之歌更是极大

地丰富了习大大的精神世界，不仅使他所言与

现实生活完美地契合，也使习大大始终将为人

民做事作为自己矢志不渝的信念与奋斗的方

向，一直把改善人民生活质量的承诺放在心上。

他在那段时光里，为改变当地的生产状况始终坚持奋斗在第一线上，忍受着蚊虫的烦躁，放

弃了轻松的个人娱乐，承担着繁杂的工作事情却依旧毫无怨言地默默付出。生产力水平正是

因为这样的努力而慢慢改善，具体的措施都落到了实处，习大大通过自己的行为让所想不再

是一梦黄粱，让所言不再是一纸空文。 

有鉴于知识内化于初心，习大大怀揣一份砥砺情怀，在奉献的道路上，外化于形，不

断前进。习大大在知青岁月里以一颗平坦真诚的心与当地人民开怀畅谈，细心地听取最质朴



 

 

的人民心声，每当他们话到情深而不禁落泪时，习大大总会带着他春风般的微笑鼓励大家用

坚持不懈的奋斗创造更美好的明天。在恶劣的高原环境上，在普通的日日夜夜里，习大大总

是沉稳而明晰地提升已达到的水平，在持之以恒的积累中臻于至善。不放弃没有改变的人们，

不空想没有依据的未来，仰望星空，脚踏实地。信，故得其果，究通变之源，方晓真实铸显

势。这便是习大大“言必信，行必果”的修身之悟。 

齐家，是谓平其位，立其神。“近平教我写名字”这是一个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的镜头，

存上善之心，怀可亲之姿，唤爱民之音，习大大亲自教农村女孩写名字或许只是他大爱的缩

影，在面对乡民对他创造性的改革之举产生疑惑时，在面对集中性的挑战时，习大大总是在

积极地沟通中与大家达成共识，在积极愉悦的氛

围中，实现了跨越的改革。 

习大大敬民如父母，爱民如子女，事必躬亲

而轻待远怨，他使每个独立的个体感受到大家的

温暖，不遗余力地帮助人民提高生活水平，缩小

贫富差距。同时，作为国家主席的他，如今不仅

是人民事业的领路人，更是国家大计的掌舵者。

在宏观关怀的前提下，习大大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和家之策，深至经济基础，丝绸之路经

济带的铺设、实体经济振兴的谋划、自主开放，双重调节经济体制的设计，共享经济的推广，

这些举措透彻地分析了当前经济发展新形势，指明了经济发展新方向；宽至上层建筑，光盘

行动，重塑节俭之风，大国重器，助力科技腾飞，从严治党，焕发政治活力，万众创新，推

动财富涌流，这些措施让国内政治环境生态化，让社会形成良好和谐的风气，推动了共同信

仰的形成，铸就了大和的风景。是的，家国一体，未敢离分;力尽意献，家国坚毅；人入心

留，家国永存。故而，习大大表现出“善顺为笔，挥就大和”的齐家之思。 

治国，是谓树其魂，兴其气。万事万物，都有一个发展过程，当然，每个人也有一个

历练与成长的过程，没有“天生伟大”一说。习大大卓越的治国才能来源于实践中雄厚的积

累，七年知青岁月中的博观促成了现在习大大约取精华以施政于国，一路走来的坎坷、失败、

迷茫的经验才铸就了现在处变不惊，极富政治智慧的笑脸习大大。 

这些都启示着新一辈的青年们：我们既是圆梦者，也是追梦者。这一路的梦想追逐，

其征途注定不是平坦的，所以我们要时刻鼓励自己，不忘初心，砥砺前行；要时刻鞭策自己，

居安思危，不断反省。我们应当珍惜大好年华，有所爱，有所做，有所成，一步一步，知行

合一，脚踏实地，走过百川，终见大海，去领会习大大“御六气之变而游无穷”的治国之道。



 

 

最后，我用自己的一首小诗表达我的内心感受。 

浮生若梦，只带有缘人，走出梦魇，绽放青春。 

红尘光影，只盼有情人，走出桎梏，奉献人生。 

今世今生，只为有心人，走出传统，担当民族。        

                                                    

                                                  ----后记 

    

美在人心 

谢钰雯 

海棠花，每一片花瓣都是从洁白往外蔓延，一点点染上嫩粉色，片片花瓣向外伸展。花

萼、花梗也都是深绿色的，衬得海棠朵朵都像娇滴滴的小姑娘。淡黄色的花蕊更是显得海棠

充满活力和生机。更妙的是，花姑娘们嬉笑打闹，她们凑在一起，在属于自己的地方绽放或

是含苞待放。 

 

远观时，粗壮的树干，没有优美曲线的枝条，却有粉色姑娘在上面跳舞。近看时，未数

清花蕊的个数，芬芳却已扑鼻而来，来得不猛烈，却沁进心底，醉了心扉。 

 

高中的校园在大甬道的两侧种满了海棠

树。每年的三四月，都是值得期待的，期待花

开，亦期待花落。错落的石板路，落满了海棠

花瓣，淡化了棱棱角角，让这每一物都变得柔

软起来。从海棠树路过的人也都会放慢脚步，

或是驻足到树旁。海棠树有这样的魔力，以柔

化刚，柔情万物，融化人心。也许是它的颜色，

也许是它的味道，甚至是它带来的浪漫，总能

令人扬起嘴角，回忆起过去的故事，不论悲喜，

都会是粉红色的。 

 

提起天津这座城，总会波动我的心弦。

或许是因为生在此处，长在此处，所以对于

它我总是不敢轻易地评价。我知道它无论好

坏，我的心总是偏向它的。 

 

更准确的说，对于天津的各个区，我都

了解不多，所知最深的便是塘沽。塘沽想必

不会有人觉得陌生，灾难总是来得猝不及防，

对于灾难的记忆也显得格外刻骨铭心。 

 

回想那段时光，还记得那时曾有人说:

塘沽，以我最不想要的方式，出了名。我多

希望，这一切都没有发生，然而时光不能倒

流，我们只能接受教训。如今，这里的人都

可以以调侃的方式说出自己所经历的灾难，

不是因为不在意，而是因为他们可以笑对人

生。面对灾难，他们也乐观，总是相信生活

会越来越好，珍惜时光，活在当下总是没错



 

 

的。连痛苦都可以笑着面对了，生活便没有

过不去的坎了。 

 

天津不大，塘沽就显得格外得小，兜兜

转转发现身边人彼此熟识，甚至有许多交集，

也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也正是因为如此，

才能让我们不用花费太多的时间就能来到

自己爱的人面前，相较于社交媒体，面对面

的交流更可以心贴心，可以很轻易地解开心

结或是共享欢乐，甚至是可以通过他人的一

个表情发现他的情感变化，不会胡乱地揣测，

也不会错误地理解。 

 

在塘沽上学的日子里，最享受的时光就

是挤着晚高峰的公交车，和同学并肩而坐，

侃天侃地，从身边的细碎小事，到最近的热

门新闻。可能是这边的人都太能说了吧，好

像话题永远都不会断一样。塘沽话不是正宗

的天津话，是带着海鲜味的天津话，除了有

让人忍俊不禁的功效外，还会让人有想要吃

海鲜的冲动——塘沽话有点腥，但是足够鲜

美。 

 

  塘沽人不爱出门，尤其不喜欢晚上出门。 

对于我们而言，冬日钻入温暖的被窝，夏 

日来一场冲凉，才是酣畅淋漓。 

 

塘沽不美，没有什么美的事物，虽然有

着“最美图书馆”，但是这里没有漂亮的风

景，也没有什么独特的自然景观。甚至还有

雾霾，所以一次蓝天都可以被感叹、称赞。

偶尔能看到几颗星，还会惊叹得挪不开眼睛。

不同于别的地区，冬日的西北风呼啸，拍打

在身上，又冷又疼；夏日烈日炎炎，直射头

顶，又干又热。 

 

可这里，人美，心更美。你就会发现他

们不仅乐观，而且知足。对于生活总是不期

盼太高，但也不低估自己的能力，在什么工

作岗位就做到自己的本职职务，对于现实状

况总是满意度很高。或许是天性乐观所以才

会知足，但也有可能是对于自己的所得是知

足的所以才会快乐。他们更注重自己所得，

对于所失拿得起放得下。如果能够快乐，他

们绝对不让自己难过。纵使生活太过艰难，

也能在艰难中寻得欢乐。 

 

天津相声里的包袱也都源于生活，生活

这个拼盘上，需要“哏儿”的元素。塘沽不

是一座令人惊艳的城，但如果你想要为你的

生活增一点调料的话，不如来到这里，我们

会通过这座城，传递给你们积极的生活态度，

让你们与快乐相伴，你们定不虚此行。我在

塘沽，等你们的到来。

世界上任何书籍，都不能带给你好运，

但是它们能让你悄悄成为自己。 

——赫尔曼·黑塞 

 

为了使灵魂宁静，一个人每天要

做两件他不喜欢的事。                                    

                    ——毛姆 

 

人生有很多事情，正如船后的波纹，

总要过后才觉得美的。 

——余光中 

 

所有人都从生活中得到了一切，但是

大多数人自己却不知道。 

——博尔赫斯 

 

一个人应该：活泼而守纪律，天真而

不幼稚，勇敢而鲁莽，倔强而有原则，

热情 

而不冲动，乐观而不盲目 。   

                                                           

——马克思 

 



 

 

今昔三月 

肖龙未 

艳阳三月   作于田 

母除草父耕田  余我独自偷闲 

不知何时  泥泞敷一脸 

 困意微微便入眠  

泥干难睁眼 

夕阳庭前  悠悠几缕烟 

让子对弈亦挠头闭眼 

方知父亲招招凶险 

终于饭香飘过 

改日再杀他个车翻马落 

 

未数几春  秋已落 

星河急转  变他乡之客 

群雁双双向南飞 

                                                    

托书何时归 

相逢额纹增几岁 

眼落两行泪 

天上转瞬世间千秋岁 

人生数载 

还能伴你几回 

相思相望亦无言 

孩儿多忙 

毋须归 



 

 

风声很紧 

冯东平 

这些日子莫名的烦躁，所有的事情颠倒得毫无次序。 

  

四月，春天的暖风吹得花谢了，柳树的枝条在毫无预兆之中摇曳着岁月的点滴，开始变

换着姿态展现出季节即将更替的前兆。我在一片朦胧的梦境之中回味着自己的患得患失。 

 

这个年纪让我 对该有的梦想

似乎有所倦怠了， 我开始在每个

睡不着觉的夜里思 索我的人生。

辗转反侧之间，开 始止不住内心

的躁动，便借着窗 户透进来的微

弱的光起身，坐在 书桌前精神呆

滞地听着窗外呼啸 的风。今夜风

声很紧，昨天一场 夜雨过后，清

晨满街的柳絮再也 漂浮不动，柳

枝在春天的末端翩 翩起舞，雨露

在朝阳之中伴随着 风尘仆仆的过

街人，让空气清新得无可挑剔，这个世界该有的东西也一应俱全了。我看到那只流浪猫，吃

着路边女子放下的罐头，抖动着肥胖的身子，被很多人围观。这该是一种宠幸吧，可心里总

会有些许的感伤。猫应该是一种勤劳的动物吧，拥有一双洞若观火的眼睛，穿透黑夜，捕捉

逃窜的老鼠。或许是这个人潮拥挤的地方没有老鼠的踪迹，小鸟的翅膀挥动得强健而又有力，

苍蝇也躲到了隐秘的垃圾桶里，猫的骄傲在一次次慌乱之中消散殆尽了，所以它也选择了流

浪。可这种流浪，让我看到了它天性的丧失，矫健的四肢变得软而无力，光亮直顺的毛发竖

直了起来，周遭的泥土钻了进去，便再也没有了以往的精神气，只能吃着路人施舍的人工肉

料，来支撑起臃懒的身体。原来，环境与生命从来都是休戚相关的，所有的生命都应在竞争

与上进之间徘徊，懒散与顺从，只会让自己沦为饥不择食的地步。 

 

而我，习惯了将所有的故事与事故不以为然地放置。琐事的堆积，让萌生出的上进心消

散得毫无踪迹了。我一直喜欢一种鸟，只是知道它的名字，看它衔着干枯的柳树条修筑起希

望的新巢，听它偶尔发出的鸣叫声。看它飞过杨柳树婀娜的枝头时，我就感觉到我的生命也

该有所追求，可我并不想做一只在四季里为生活奔波的喜鹊，在春天的绿意之中炫耀自己的

劳苦功高。我的梦想不过是想要一份简单的自由，在适合闹腾的年纪去流浪，而不是在循规

蹈矩之中将自己圈拢起来，习以为常地操作着日常不变的工作，甚至未等到头发花白，精神

就变得萎靡。 

 

我记得黄土坡的草木在不降雨的春天依旧披戴着浓浓的绿意，艾草的味道漫过了陇原，

柏树的颜色成了黄土坡的颜色，杨槐也会开花，农家女人采摘着地头的苜蓿，腌制成四季常

摆在餐桌上的野菜，她们用最普通的方式牵挂着外出打工的男人。我见过鳏寡孤独者，平淡

的生活让其他人产生的怜悯胜过了他们独有的乐趣，所以争吵成了他们生活的一部分。我也

怀念年落古稀的老妪，手里拄着三尺长的拐杖，在向阳的土坡上跪坐下来，一只手触摸着小

脚，另一只手理顺着蓬乱的头发，然后对着七八岁的顽童讲述以前的事情。这种对回忆的惦



 

 

念也让我的生活在平淡无奇之中有所寄托。尽管想起春天的陇原，黄沙漫过的地方风声很紧，

可沙子从来迷乱不了懂得生活的陇中人。 

 

我该有所感恩的，走出了偏僻的村落，跨越了原有的经纬度，见识了新奇的人文环境。

可我又很失落，喧闹的人群让我更加孤独，幻想的蜃楼海市远比地狱之门更远。我成了自己

生活的摆渡人，孤独成了我的伴侣，但我并非对幸福一无所获，对生活的投石问路，也不断

让自己走出迷乱的日子，让庸倦的双脚开始跑向梦想的轨道。 

 

天津的风吹得夜晚没了温度，它透过窗户渗进了我原本怕凉的骨骼，疼痛成了一种惩罚

自己的方式。这种不求上进的想法是错误的吧，可自己最初的选择里仍然带着希望，我不想

被风吹散对生活的奢求。 

 

今夜风声很紧，失落还散不去，我想借着窗户探出头吹吹风再睡。 

 

 

 

 

 

 

 

 

 

 

水云间 

                 王金金 

半掬水半抹云，半淡清雾两半情。话言醉于烟风中，此景触与君梦生酒惊觉醒方知味，

回眸思量，几点残泪。光阴已去，问君归与不归？独候于云水。 



 

 

岁月芳华，怎问西东 

张军霞 

萧穗子说，太好的人，她产生不了当下的认同感。所以当刘峰从北京的表彰大会回来时，

她站在人群里跟着鼓掌，却是唯一一个没有与英雄握手的人。 

刘峰是大家的雷锋。  

文工团里的家具和演出设备坏了，人

们不假思索地找他修。甚至林丁丁骑了

单车下不来，她也会喊刘峰过来扶一下。

刘峰无处不在，久而久之，他似乎成了

文工团里所有人的必需品。 

那天，大雨把小红楼前的操场变得

泥泞。刘峰从火车站接来新兵何小萍，

大家在雨中待命，等着一个陌生人走进

自己的芳华岁月里，日后和自己的温情

与泪纠缠不清。后来小萍迫不及待地想

穿上军装，照一张照片寄给正在劳改的

父亲，她怕体弱的父亲看不见自己长大

后的样子。然而部队临时拉练，无法给

新兵发放军装。由于小萍的童年里留下太多阴影，她在人前本能的自卑，思来想去后她偷穿

了林丁丁的军装。 

照片里，小萍笑得幸福纯洁。 

但林丁丁十分介怀小萍的偷窃行为，当众羞辱了她。那个时候，好人大家必须夸，坏人

大家必须骂，否则就会莫名其妙地变成敌人 。于是大家纷纷揭发小萍身上的缺点：她洗澡

只用一块澡巾，擦完屁股擦脸；她拿搓澡的海绵做今天流行的胸垫；她身上有股馊味。人们

的嘲笑与孤立让小萍对生活重新树立起来的信心支离破碎。 

只有大家的刘峰愿意帮助她，鼓励她；陪她说话，陪她跳舞。 

小萍错觉到以为 刘峰是喜欢自己

的，可刘峰却将真情全 给了林丁丁。那夜，

灯光昏黄的车库里，刘 峰掸着做给别人

结婚用的沙发 ，林丁 丁恬静地织着毛

衣。撩人心动的情话吓 坏了林丁丁，她挣

脱刘峰的怀抱哭喊着 跑去。在林丁丁的

心里，刘峰是活雷锋， 是大家敬重的英

雄，他不该有俗人的想 法，他应该圣洁得

像佛。可现在全变了， 原本圣洁的人却

一直惦记着自己，是男 人惦记女人的那

种惦记。 

林丁丁无法掩饰内心的惊恐，她告诉别人刘峰强暴了自己的精神。 

刘峰没有抗争，他的爱不被世人容忍，也就没有必要再斟酌对与错的结论。这次触摸事

件断送了他辉煌的雷锋生涯。雷锋是补丁，哪里需要补哪里。他被下放的那一天，曾经仰慕

他的人都不见了踪迹，人们落井下石得太快。只有小萍前来道别，她对着刘峰挺拔的背影敬

了一个标准的军礼。当初他带她走进梦想的军营，如今她目送他孑然一身地离去。 



 

 

高原的最后一次演出，小萍以替补的身份演了自己曾经梦寐以求的角色，只是热枕冷却。

她对战友情不再期望，却对英雄梦深情不忘。她将军用体温计放在水壶上烤，迎合士兵的希

望，塑造出自己带病演出的英雄模样。领导并没有揭穿她的计谋，他为了平复快要解散的骑

兵营，为了鼓舞士气，为了让人们相信身边还有英雄，所以纵容了小萍的表演。 

那个时代人们总做英雄的梦，可盛产英雄的时代已然过去。之后小萍被处理到前线救助

站去了。 

越南战争爆发后，刘峰带领一队人马护送军需，结果

半路遭到伏击，他失去了触摸过林丁丁的那只手臂。他倚

靠在战友的尸体旁，他想就此死去，这样他的事迹就会被

谱写成歌曲，有一天被爱唱歌的林丁丁唱出，被她记住一

辈子。然而小萍却救了他，他的英雄梦落空了。他不曾怨

过谁，只是恨命运从来都不遂人意。 

多年以后，文工团已解散，曾经的战友也已各奔东西，

大家的境遇也都千差万别。在繁华的海口，刘峰以贩卖盗

版书为生，而萧穗子则成了有名的作家。这日，刘峰因为

一千块钱的罚款被几个城管打倒在地，假肢被人打坏。战

友郝淑雯看见曾经的战斗英雄被几个痞子欺负，愤怒和心酸让她破口大骂，她将罚款甩给了

那些人，拉着刘峰离开了。 

多年以后，萧穗子和郝淑雯在啤酒的麻醉里细数着过去的背叛，也就是在那一晚，郝淑

雯说出了当年的秘密：当年是她主动勾引东骏（萧穗子爱上的军官，因情书被查，萧穗子差

点被开除军籍），是她叫他出卖萧穗子交出情书，动机则是那颗很单纯的虚荣心。萧穗子掩

饰着自己的惊讶，就当原谅了吧，还能怎样？留下的旧人旧事已经不多了，不必要把结了痂

的伤疤再次揭开晾晒。 

不久后，刘峰因为肠癌离世，是何小萍为他送的终。 

一代人的芳华陆续谢幕，所有的美好与恩怨都成了怀念，人们默默地原谅着，忘记着。 

忽然想到一句话，“君醉笑三千场，不诉离殇”。再美的盛情也都有衰退的一天，没有人

能与时间为敌，我们能做的唯有当下毫无保留地绽放。 

十里桃花霞满天，玉簪暗暗惜华年。我在岁月里遇见了你，不诉来路，不问归处，只问

你我的心，愿否和我携手与梦同行，叫芳华无悔。 

 

 

 

“当你在夜里望着天空时，既然我就在其中的一颗星星上面，既

然我在其中一颗星星上笑着，那么对你来说，就好像满天的星星都在

笑，只有你一个人，看见的是会笑的星星！”——《小王子》 

 



 

 

 

                 梦中的小孩 

              杨双龙 

             我在梦中奔跑， 

             坠入陌生旅人的世界。 

             哭哭啼啼，惊吓尖叫。 

请你放松，如同黑夜般平静； 

请你呼吸，如同乳汁般甜蜜。 

 

孩子，不要怕， 

我只是途径你梦中的过客， 

不过是一场惊悚无聊的梦魇， 

                  没有开始，又怎么提及结束。 

 

                  孩子，不要怕， 

                   我只是客串你梦中的小丑， 

                     不过是一出有惊无险的闹剧， 

                     没有剧本，又怎么说起角色。 

 

孩子，不要怕， 

我只是你另一个世界的牵挂， 

不过是一次天上地下的重逢， 

没有地点，又怎么会是相遇。 

 

睁开眼， 

就是我的死亡，又是我的重生。 

去寄存我的梦，扮演我的小丑， 

升入我的天堂。 

 



 

 

端午记 

 

白锐 

 

燎沉香，消溽暑。鸟雀呼晴，侵晓窥檐语。叶上初阳干宿雨，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 

 

故乡遥，何日去。家住吴门，久作长安旅。五月渔郎相忆否。小楫轻舟，梦入芙蓉浦。 

 

——周邦彦《苏幕遮燎沉香》 

 

犹记端午 

她在日渐茂盛的荷塘中被潜藏的小刺割破了手指。外婆兜起围裙擦干她脸上的泪，牵着

她在草丛中掐几片蒿草的嫩叶，揉碎了敷在伤口上，然后撕下梁椽附着的粘稠蜘蛛网包着蒿

草，裹在她受伤的小手上。简单包扎后的手指白里透绿，倒让她破涕为笑了。 

 

外婆佝偻着身子，端来混着绿豆的糯米米斗。长凳倚靠凳腿竖放在地上，另外一凳腿上

挂着早就准备好的棕叶条子，凳子面前摆糯米，旁边的木椅上放粽叶和抹布，等一系列动作

就绪后，外婆便唤她来。她擦净粽叶上的水，掐头去尾递给外婆，只见外婆反排两张粽叶，

三两下打出一个漏斗状的卷，填进糯米，扶、倒、按、夹、捆，棕叶条子上便明明白白地挂

上了玲珑的大绿钻石。在没有江河的地方，端午的粽子不撒江，不喂鱼，只偏偏随了这习俗

的乐子，叫包粽子的乐趣也消消五月的暑气。 

 

她坐在厨房后门边，一边观赏着半残半新的

荷塘，一边注意着柴洞与汤锅里的动静。柴火噼

里啪啦，锅里汤水滚滚，袅袅升起的炊烟里满是

粽子的香气。到了黄昏，夏季的蚊虫也开始活跃

起来，嘤嘤嗡嗡的蚊子尤其可恶，只有点圈檀香

放在脚边，才有精力去做其他事情。而她没有其

他事，她的事，就是一边享受荷塘凉风，一边算

着汤锅里粽子的出锅时间。燕子掠过电线，刷得

一下回到了屋檐下的家，一天不见的猫咪贼头贼

脑地溜进了菜园子，难道园子里有田鼠，还是它

发现了麻雀的踪迹？她已经无暇顾及这些，摆在

她眼前的，是蘸着白糖的粽米。如果说她眼里有

乱七八糟的事情要恼心，那此刻月色笼罩下的青青荷塘、新闻联播夺不走的粽香、还有头发

斑白的古稀老人，就是她最想要守住的小幸运。 

 

 



 

 

梦印故乡 

外婆说，老猫在外吃了毒老鼠，硬撑着回到家了才死。十来年的陪伴，说不在就不在了。

就像外婆一辈子的依靠——她的外公，在那个冬天说走了就走了一样。 

 

按照习俗，死过人的家里三年不得在家包粽子，说是会羁绊离世的人投胎转世。三年之

后，在厨房后门的水房边，外婆洗净粽叶，擦干，掐头去尾，递给她。她十分娴熟地打卷，

填米，捆绑。煮粽子的过 程中，她依旧掌管火

候，外婆在水房边洗菜， 依旧佝偻着身体，她

便趁闲立在门边看着外 婆。水池里的水溢出

来，流进了稀稀疏疏的荷 塘里。而荷塘因为漏

水抓鱼的缘故，显得那么 破败不堪。破碎的荷

塘再没有风吹叶浮的舒 畅，她也久闻不到粽

子溢出的香。出锅的粽子 再香，她都觉得端午

节少了什么味道，那种味 道自外公猝尔离世之

后便久不曾见了，那是一种和和美美的幸福。她想起那个冬天，外婆的依靠走了。悲痛欲绝

的她置身荷塘的田埂上，没有硕大的荷叶，更没有亭亭玉立的荷花，荷塘月色的美景破碎，

她的稚心陨落随着冬天的萧瑟一起消散，连同沉迷故乡的美梦也消散了。期待端午到来的圆

满变得不圆满，渴望回家品味粽香的圆满也变得不圆满了。 

 

外婆在电话里说，端午节给你留着叶子嘞，还和以前一样，等你放学回来就包着吃。她

问外婆，后院的荷花还开么？外婆说，开着嘞，盛夏的时候荷塘都看不到水底了。她说，等

荷花开了我就回来。 

 

在津踽踽，梦印故乡，她眼里没有乱七八糟的世界，只有乱七八糟的人生。端午失味，

可她还是想回家过端午节。她享受着包粽子的乐趣，享受着一面照顾火候时的热气扑面，一

面聆听风吹荷摆时的惬意。其实她最想要的，是古稀老人期待的一家团圆。只是她不知道回

到家的时候，她是否能吃上外婆包的粽子，后院的荷塘是不是真的像外婆说的那样茂盛而充

满生机。  

 

花不似盛开，人不会常在。她只希望能陪外婆过更多的端午节，她还能给外婆包很多年

的粽子，而那些很多年的盛夏，她还能看见满园荷花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

净植。 

 

 

 

 

在路上，我们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