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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德诚郭德诚

被日子牵着走我参加工作那年，爷爷给我讲，老话说，
郎中要老，剃头匠要小。大夫，越老临床经
验越丰富，越吃香；剃头匠越年轻，越能跟上
时髦。你要选职业，就选那种一旦学成，能
用一辈子，越老越吃香的，这种工作养老。
他老人家就是位大夫。一辈子把脉、开方，
颇受人尊重。

进了单位，我被分到秘书科。爷爷捋着
胡子连声说好。说使笔和把脉是一样的，越
老越精到，一旦练成，终身受用。

我进了秘书科，三个指头捏过铅笔、钢
笔、圆珠笔、粉笔、毛笔，还有刻蜡版的铁
笔。我右手中指第一个关节处，常年鼓着黄
豆大的茧子。各种笔都用熟了，职务也有了
升迁。我以为从此就驾轻就熟，一路顺风
了。谁知，突然换“笔”了：由三个指头捏，变
成了十个指头敲。过去，归零了。

学电脑，背字根，年纪大没有优势。我
就在办公桌、床头柜、茶几上贴上字根表，看
电视，手指也在茶几上敲敲打打。

这道山，虽说翻得连滚带爬，但是十个

指头终于都用上了。真爽。没高兴多久，十
个指头又落伍了，上下嘴唇一碰就行了：语
音输入。我是洛阳人，满口“拐弯儿、抹角
儿、下磕台儿”。这乡音就如同一棵老树，根
扎得深呀。可再深，也得连根刨。我就跟着
新闻联播学普通话。想起爷爷说的一旦学
成，越老越吃香的话，不由一阵苦笑。

普通话，终于也练到了八八九九，除个
别字不留心，如把“药”说成“约”，把“笔”说
成“北”，还会露出洛阳话的马脚外，电脑都
能听得懂了。

长出了一口气，心想，这回该到顶了，可
以马放南山了。谁知，怕啥来啥，AI写作“忽
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它速度
之快，能秒生大量文章；关联性之强，可以带

出多种维度；而且能把不同元素进行多侧面
组合，如同魔方，让你眼花缭乱。尤其适用
于应用文的写作，能生成多种模板，让你选
择。你只要点出关键词，它就能给你搬来一
大堆东西，有你想到的，也有你想不到的，还
有让你思路大开的。这支“笔”，已不单是动
手动嘴那么简单了，已动起脑子来了，都能
抢答了。

我原想，把笔玩熟了，就能和爷爷一样，
越老越值钱。哪承想，一路走来，一步一个
坎，跌得鼻青脸肿。旧的摸熟了，新的来了，
摸熟了，新的又来了，一直被牵着往前走。
倒有点儿像爷爷说的理发匠了，在不停地赶
时髦。上次我去理发，理发师也诉苦，说一
个新发型流行不了多久，他得不停地找新
的。在街上找，在电视里找，在小视频里找，
而且是世界范围内。

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一旦学成，就
能用一辈子，越老越吃香的技能，但我知道，
我的前面还有“山”，还有“坎”。不走？那就
牵着你走。日子就是这么过的。

事如烟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

端 午 情 长
□魏燕妮

提起端午，中国人都不陌生。端午节，又称龙
舟节、端阳节、重五节等，是集祈福辟邪、拜神祭
祖、欢庆娱乐及饮食为一体的民俗节日。“端午”与

“端五”谐音，也有称为“端五”的说法。传统节日
素来与传统文化相辅相成。历代诗词中对端午景
象及缅怀古人多有描述，我很喜欢唐朝诗人文秀
的一首七言诗《端午》：“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
闻为屈原。堪笑楚江空渺渺，不能洗得直臣冤。”

诵读这首诗歌，我心中不免泛起波澜，这千百
年的滔滔江水，真的不能洗尽一个忠臣的冤屈吗？

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中这样评
价屈原：“其志洁，其行廉，推此志与日月争光可
也。”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当年接见日本首相田中
角荣时特意赠送屈原的《离骚》，而郭沫若先生还
亲自为屈原题写了墓碑。1953年，屈原被列为世
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受到世界和平理事会和
全世界人民的隆重纪念。

在读这首诗歌的时候，我还想起小时候奶奶
教给我的一首童谣：“五月五，是端午。门插艾，香
满屋。吃粽子，喝黄酒。龙船下水舞一舞。”每到
端午前夕，奶奶都会给全家人包粽子，有两种口
味，红豆沙和红枣，这两种口味都是我们全家人最
爱吃的。当全家人其乐融融地坐在一起吃粽子
时，奶奶总是笑盈盈地说：“好吃就多吃点。”然后
会专门转过脸拍拍我，“你可不能多吃，从小胃就
不好，吃多了会消化不良。”如今，奶奶离开我已经
很多年了，但是她对我的爱却一直刻在我心底。

奶奶没有上过学，也没有给我讲过屈原的故
事，但是她让我从小就知道端午节是我们中华民
族的传统节日。又到端午节，再读《端午》，不由
得想起我的奶奶，想起爱国诗人屈原。2300年
前，汨罗江畔屈原抱石一跃，化为千年之绝唱，被
后世纪念，也被传颂至今。这首诗言近意远，言
简意深，很有力量，然而我们要传承的是他的正
义与正气。

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有责任教学生朗读
古诗词，感悟古人先贤的无上智慧，齐声唱《离
骚》，体会屈原大夫的爱国情怀。千古兴亡事，一
片家国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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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将至，粽香四溢，却惹
起我满腹思乡之情。遥想故
乡，那绿意盎然的稻田，那溪水
潺潺的河畔，那熟悉的粽香，早
已深深刻在我的心头。

儿时的端午，总是充满了
欢声笑语。家家户户，早早便
开始忙碌起来，为的便是那一
口香甜的粽子。糯米、红枣、豆
沙、咸蛋黄……各种馅料应有
尽有，而我最喜欢的，还是那最
传统的红枣糯米粽。每当这
时，母亲总是笑得合不拢嘴，一
边忙碌着，一边给我讲述着关
于端午的各种传说。

包粽子，看似简单，实则需
要一番功夫。粽叶要选宽大厚
实的，糯米要浸泡得恰到好处，
红枣要挑又大又甜的。母亲的
手总是那么灵巧，只见她将粽
叶轻轻展开，放入适量糯米和
红枣，再用手一折一裹，一个漂亮的粽子便成形
了。而我，总是笨手笨脚，不是粽叶破了，就是糯
米漏了，每每这时，母亲总是耐心地指导我，告诉
我不要心急，慢慢来。

如今，身处异乡，每当端午来临，我便会想起
故乡的粽子，想起母亲那忙碌的身影。虽然这里
也有粽子卖，但总觉得少了些什么。或许是少了
那份亲手包粽子的乐趣，或许是少了那份与家人
团聚的温馨。

每当此时，我便会自己动手包粽子。虽然手
艺依旧笨拙，但那份心意却是满满的。我将粽叶
洗净，糯米泡好，红枣备好，然后按照记忆中的步
骤，一步步地包起来。虽然包出的粽子并不如母
亲包得那么漂亮，但每一口都充满了对故乡的思
念和对家人的怀念。

端午，不仅仅是一个节日，更是一种情感寄
托。它让我想起了故乡，想起了家人，想起了那
份深深的思乡之情。而粽子，则是这份情感的最
好载体。每当我吃到粽子，就会想起母亲那慈祥
的笑容，想起故乡那熟悉的风景，想起那份浓浓
的乡愁。

如今，我已长大成人，但那份对故乡的思念却
从未减少。或许，这就是端午的魅力所在吧。它
不仅仅是一个节日，更是一种情感的传承和延
续。无论身在何处，只要心中有家，有那份对故乡
的思念，那么，端午便永远不会离我们远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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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邦耀

桥 城 慢 生 活

□□君澜君澜

母 亲 爱 唱 秦 腔 戏母 亲 爱 唱 秦 腔 戏

□□王晗王晗

夏天的热情渐渐浓郁，头顶的烈日也逐
渐焦躁，虽然树上的知了还未开始鸣叫，但一
场声势浩大的“战争”却即将拉开帷幕。又是
一年高考时，这个每年如期而至的考试牵动
着无数学子的心，也让多少人将曾经的记忆
重新拾起，在脑海中浮现出那段奋斗岁月。

回想高三备考的日子，仿佛还能听见翻
课本的声音，感受到那一分一秒的紧迫感，
每天的学习都如同一场战斗，思绪飞扬，心
无旁骛。白天课堂上，教室里的四台大风扇
吱呀吱呀地喘着粗气，誓要与夏天的闷热对
抗一般。尽管如此声嘶力竭，也无法引起教
室里任何一个人的抬头注目，因为我们还有
太多题需要练习巩固，还有太多的背诵内容
还没有完成。好不容易全神贯注地结束一
堂数学课，想着课间终于可以喝瓶冰镇饮料

放松一下，但英语听力雷打不动地响起，瞬
间浇灭了我们心中的欲望，只能如同一台考
试机器继续投入战斗。临近六月，无数大大
小小的考试检测着我们的神经，一次又一次
挑战着我们的承受力，有人因为进步而高
兴，也有人因为退步而沮丧。高兴者希望
一路高歌猛进，最后拿下高考，沮丧者在经
历了短时间内彷徨时也只会咬紧牙关，绝
不放弃。那时的我们，心中充满了对未来
的无限向往和对知识的渴望，尽管辛苦，但
从未停下追逐梦想的脚步，因为我们知道，
高考是我们必须迈过的一道坎，它通向的
是更加广阔的天地。

那年夏天，我们都在紧张地准备着高
考，所幸有同窗的陪伴和亲人惦记，在那段
为梦想而战的日子里，有苦有累，但如今回

忆起来，却是那么甜蜜。那时的我们，常常
与同学们一起熬夜刷题，一起讨论难题，一
起分享学习心得与体会，我们在失败中总
结教训，在成功中积累信心。高考前一天，
父亲特意去电动车店以旧换新了台电动
车，他高兴地告诉他老伙计（旧电动车）：

“我儿子明天要高考，我可不能骑着你耽误
他的考试。”而母亲早早就在灰暗的灯光
下，为接下来的三天佳肴做着各种准备。
现在想起，正是这些爱与关怀，让我们在追
梦的路上不再孤单。

如今，我们已步入社会，或许成了各行
各业的中坚力量。但那些晨光熹微时的早
起，那些灯火阑珊处的伏案，那些为了梦想
而拼搏的日子，将永远珍藏在我们心中，成
了我们不断前行的动力。

又是一年高考时芒
种
在
田
野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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姥姥经常给我说妈妈年轻时候的事情，
那时母亲十八岁，花一样的年纪，出落得如花
似玉，左邻右舍都很喜欢她，十里街坊都想给
她介绍对象。不过，冥冥之中有种特别的缘

分，让她降临到了我们杨家。
母亲年轻的时候，当过咸阳渭滨公园的

票务员，她喜欢唱秦腔，声音很好听，但她一
般不在人面前唱，高兴时会低声吟几句。那
时她无忧无愁，快乐得像个小燕子。秦腔是
关中地区重要文化活动的一种体现形式，秦
腔也称“梆子腔”“陕西梆子”，中国汉族最
古老的戏剧之一，起于西周，源于西府，成
熟于秦，是我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
一。古时陕西、甘肃一带属秦国，所以称之
为“秦腔”。

母亲是个能干的人。生下我之后，她在
集市上租了一个不到五平方米的地方，摆了
一架缝纫机、一张桌子和一把木凳。那会镇
上的人都喜欢穿粗布衣服，她们买来几块色
彩亮丽的布匹，给母亲说好自己要的款式和
造型就行。母亲总是能很快做出既符合客人
要求又美丽精致的衣服。在母亲手中，每一
块布匹似乎都有了生命。

我曾觉得母亲是这个世界上最美丽的
工匠。

日子总在变化中度过，自从有了弟弟，
母亲再也忙不过来，缝纫机的生意就告一段
落了。闲暇时，母亲有了忧愁，很少听见她

唱秦腔了。但她喜欢听秦腔戏，不仅做饭
听、打扫卫生听、干农活也听，家里到处弥漫
着秦腔的旋律。

每次放学回家，只要听见母亲唱秦腔，我
就知道今天她肯定心情很好，不会过问我的
功课了，不禁心里偷着乐。母亲虽然喜欢唱
秦腔，但是歌词老是记不全，父亲就把母亲常
听的几首秦腔戏的戏词抄在笔记本上，方便
母亲记忆。我偷看过一次母亲的戏词本，每
一页都是密密麻麻的。

村里每年举办庙会，有红白喜事，都会请
村里或者外村的秦腔演员过来串场。每当唱
戏的时候，上到耄耋之年的老人，下到刚会走
路的孩童，都会到戏场去看，妈妈有时也会上
去露一手。犹记得那次，妈妈一上去，周围的
人都鼓掌起哄，喊道：“来一个！来一个！”只
见母亲不慌不忙地站到舞台中央，锣鼓声一
响，母亲双手起势就唱。

有段时间，我因为学业的繁重，喜欢安
静，不喜欢吵闹，朋友叫我出去看戏，我一一
拒绝，这也与自己的性格有一些关系。对于
秦腔戏，谈不上有多喜欢，但是也不讨厌，只
是觉得我跟秦腔戏之间有很大的鸿沟，我走
不过去，它也不会向我走来。

有次期末考试成绩不理想，回家后非常
郁闷，把自己锁在房间里。母亲不知道情况，
做饭时又唱起了秦腔，声音越来越大，调子越
来越长，我生气地打开门直奔厨房，大喊一
声：“别唱了，吵死了。”

当时母亲一下怔住了，现在回过头想想，
心里愧疚难当……

我上大学后，因为不常回家，也就听不到
母亲唱秦腔了。有次放暑假，我和妈妈去赶
集，我问她：“你为什么这么喜欢唱秦腔戏？”
母亲不假思索地回答：“日子这么长，总得给
自己找个乐。”

纵观母亲的前半生，她把一切献给了父
母、配偶、子女，献给了她热爱的这片黄土高
原，唯独没有自己。只有唱起秦腔戏，她才是
那样的快乐，感觉自己的存在，把自己心中的
喜怒哀乐能抒发出来。我知道，这是母亲对
她生活中苦与乐的一种倾诉。

随着网络信息的发达，母亲经常拍一些
她唱秦腔的视频发到社交媒体上，秦腔戏就
成了她生活的一个重要亮点。从母亲身上，
我看到无论生活多么艰难、多么清淡，人总要
有一个爱好，或者说是一个信仰，那是对自己
负责，也是对自己人生的敬畏。

小满时节让我有“小
满即知足，知足即幸福”
的感悟。到了芒种，就该
是“忙中有种，种中亦忙”
的勤奋、进取、不松懈的
季节体验了。

古书《月令七十二候
集解》中说：“芒种，五月
节，谓有芒之种谷可稼种
矣。”释之为两头“忙
也”。先头忙着收油菜小
麦，后头忙着种玉米插稻
秧，“收”与“种”在这个季
节是集中的“忙”。

农历二十四节气，芒
种是第九个节气，亦是夏
季第三个节气，一个反映
农业物候现象的节气。
从《农历书》中得知：“斗
指巳为芒种，此时可种有
芒之谷，过此即失效，故
名芒种也。”言下之意，芒

种节气适合种植有芒的谷类作物，也是种植
农作物时机的分界点。芒种到了，那“忙”就
从一片田野上开始。

陕南俗话言：“芒种忙，忙中抢；抢收又
抢种，秋收有希望。”因此，这个节气农事活
动繁忙。家乡谚语也讲：“麦黄农忙，秀女出
房。”亦指此时的闺房女子，也都要下地干
活，全力做好“农忙”。古人将芒种分为三
候：“一候螳螂生，二候鹏始鸣，三候反舌无
声。”意思是说：此节到，螳螂在去年深秋产
的卵，现在感受到阴气也“忙”着破壳生出小
螳螂。此节中，喜阴的伯劳鸟，就开始在枝
头“忙”着鸣叫。此节末，善学其他鸟而鸣叫
的反舌鸟，却“忙”着闭嘴不语。因而芒种季
节，标志仲夏时节正式开始，“忙”的冲锋号
吹响了。

再看这个时节，蜜蜂在万花丛中忙碌采
蜜，知了在茂密枝叶中忙亮歌喉；一湾一坡
黄秆的油菜要打收，大田大梁成熟的小麦要
抢割。记得儿时的家乡，生产队上百人，天
不亮就赶早下地，一字排开，躬身弯腰地摆
足架势，一浪浪麦子在飞舞的镰刀下，一片
片躺倒在地。男女老幼，都在麦地里穿梭奔
忙，挥汗如雨地埋头苦干。因为陕南仲夏多
雨，家乡人都明白，必须抓紧短暂的晴天，不
分昼夜地抢割、抢运、抢脱粒；若抢收不及
时，遭遇连阴雨，油菜易脱粒发霉，小麦易倒
伏发芽，眼看到手的粮油将损失殆尽。形象
地说，仲夏“龙口夺食”，就是田野“忙”的心
情与景象。

家乡俗语云：“栽秧割麦两头忙，芒种掌
灯夜插秧。”此时节，不仅夏熟作物要抓紧收
获，而且秋粮作物也要抢节令播种。家乡确
实如此，抢收后的油菜田要及时灌水、采青、
翻耕、耙平，然后插秧；抢割后的小麦地要抢
时翻耕，点种回茬玉米，间套撒种绿豆、芝
麻、黄豆等作物；还要乘势一场夏雨，抢栽红
薯苗。因为陕南四季分明，说热就热，说冷
就冷，节令就是“令”，故而农谚讲：“夏种赶
早不敢迟，迟了秋粮瘪谷籽。”所以家乡人常
言：节到芒种节，农活忙昼夜；苦累不算啥，
秋收心喜悦。

芒种季节在我心里，是承前启后的告
示，是继往开来的前景。五黄六月，龙口夺
食，芒与忙，收与种，没有任何人敢偷懒，只
有勤奋和狠命劳作。此时家乡的景象，是
一片麦子映光芒，一把铧犁砺光芒，一头老
牛耕光芒，一个太阳放光芒。望眼山乡村
野，一遍金黄过去，一抹青绿迎来；一汪河
溪飞花，一片欢声笑语，深情领会田野变换
的心曲。

如今芒种时节，不再是“男女老少昼夜
忙”的昔景。抢收，有联合收割机、小型脱粒
机；抢种，耕地有大小型翻耕机，栽秧有宽窄
型插秧机，还有播种机等等，代替了手工劳
作，既节省了时间，又加快了收种速度。家
乡人笑容可掬地说：“机械化就是妙，省时省
力质量好。”

山里的家乡人，虽不那么脸朝黄土背朝
天了，但陕南坡地多梯田，现代农业机械还
不能完全取而代之，还得挥镰收割，还需犁
铧牛耕，还要农人辛勤劳作，这样的芒种景
象，仍然定格在我的记忆深处。

宝鸡桥城，一座因众多桥梁而闻名的城
市，成为人们慢生活的象征。这座城市，不
仅古典且新潮，吸引着无数人的目光。二十
世纪七十年代初，在我离开宝鸡去“三线”参
加襄渝铁路建设时，它被称为“山城”；几十
年后，它又成为誉满天下的“桥城”。

2021年，宝鸡市荣获联合国人居奖，成
为我国唯一获奖城市。我深知，我爱这座城
市，爱这里的亲人，爱这里的饮食。退休后，
我便常住在宝鸡，享受着这里的慢生活。
摄影，是我享受慢生活的方式之一。每当
听说有新桥建成，我便会约上三两摄友，迫
不及待地去拍摄、欣赏。开车，可以享受新
桥的快捷；步行，可以欣赏新桥的雄姿、河
水和两岸的美景，体验时光放慢的感觉。
城市的美食选择也十分丰富，让人尽情品
味生活的美好。

宝鸡从86年前架设的第一座木桥算起，
至今已有公路、铁路各型大桥100多座，仅宝
鸡峡大坝到虢镇市中心段就有各种桥梁 25
座，平均2公里一座。

最近，成为网红打卡地的联盟大桥，主
桥结构为空间半漂浮体系自锚式悬索桥，主
塔设计带有欧式风格。这座大桥横跨在宽
广的渭河上，桥下是清澈见底的河水，波光
粼粼。我聆听着水流的声音，感受着清风拂
过脸庞。因其与南面的石鼓阁相近，寓意宝
鸡“从古到今”“从宝鸡走向世界”的深远含
义。联盟大桥的美是浓烈的，无论是晨曦初
照还是满天星斗，它都友好地尽情绽放着鲜
艳的色彩和华丽的灯光，让人一下子就想到

“秀色可餐”而乐不思蜀。由此，我联想到，

宝鸡的山光水色和风景名胜，自古以来就吸
引了不少文人墨客：当年的李白豪歌唱太白、
杜甫千陇道上忧黎元、王维长歌九成宫……
留下了许多千古绝唱。

几年前，宝鸡联盟大桥因为酷似伦敦塔
桥被评为中国十大“最丑建筑”之一，没想到
突然就火起来了。原来，大桥爆红不仅因为
它独特的外观和风格，更是因为宝鸡的摄影
人，他们深深热爱着这里，并用自己的方式
宣传宝鸡、赞美宝鸡，他们是联盟大桥火起
来的“舆论推手”。

联盟大桥东邻团结大桥，象征着日月

同辉，显示着含蓄的东方美。主桥设计为
非对称环形斜拉桥，高耸入云的钢塔造型，
从外圈看，是炽热明艳的太阳，再看内圈，
又变成了神秘静雅的月亮。这座桥更象征
着团结与和谐，桥上彩虹般的灯光闪烁，照
亮着夜空，熠熠生辉。绝妙的是，从桥东北
侧望去，渭河南岸的石鼓山和石鼓阁恰好
能被日月包围。这一刻，时空穿梭，古今交
融，美如仙境。

联盟大桥的西邻——东岭廊桥，自建成
投用后就一直受到市民和外地游客喜爱。
漫步于这座步行桥上，可以纵览宝鸡从古到
今的历史故事，可以了解宝鸡出土文物的前
世今生。它不仅连通宝鸡大剧院和青铜器
博物院，同时也让市民可以在购物中心和美
食街区之间来回穿梭，再加上它古韵悠然的
造型，成为宝鸡人心目中最有文化的桥和最
具烟火气的桥。沿着桥廊，我们向陈仓老街
漫步而行，体验着慢生活带来的愉悦。在品
尝传统餐饮和特色小吃的同时，摄友们打开
相机回放照片，点评着拍摄大桥的得失。这
时的摄友们都像幼儿园的大孩子，得到大家
的肯定，满心的喜悦和成就感；如遇不同意
见，争辩得面红耳赤，但争而不怒，下次见面
还会问：“看我取景有无进步？”

宝鸡桥城的慢生活不仅仅是一种生活
方式，更是一种心灵的修行。在这里，人们
可以远离喧嚣，放慢脚步，尽情享受慢生活
的乐趣。它不仅是交通枢纽，更是体验慢生
活的场所。在这里，人们可以尽情感受慢行
带来的滋味，用心体味生活的美好，感受心
灵的沉淀，体会内心的平和与宁静。

本报记者 鲜康 摄

□□
陈
绪
伟

陈
绪
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