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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令近了，同学里有人准备回家割麦子。
说是割麦，其实用的都是收割机。二十多年前，
收割机尚未普及，家乡人割麦还离不开镰刀。

我上小学的时候家里有五亩地，夏收割麦
都是爷爷、爸爸、妈妈操劳，爷爷去世后，夏收的
担子就落在了父母肩上。他们平常在外打工，
夏收时间短，时间紧、任务重，常常没日没夜地
干。为了帮大人们减轻压力，父母在前面割麦，
我和姐姐就挎着篮子在后面捡拾麦穗或整理扎
好的麦捆子。

夏日阳光如金子般洒满大地，麦田呈现出
炫目的金黄色。一株株麦子顶着饱满的穗子，
低垂着头，像是谦逊的农人默默承受着阳光的
洗礼。揉搓开麦穗，掌心里的麦粒稚嫩微青，浑
圆饱满，每一颗都充满了生命的重量，它们是农

民辛勤汗水的结晶，也是大地无私的馈赠。
父亲割完一畦坐在田边休息，那个长把锋

利的镰刀就放在他的身侧。我好奇地拿起来想
玩玩，母亲见状大惊失色：“快放下，别伤了手。”
父亲倒不怎么惊慌，他说：“娃想试就试试。”

辽阔的麦田宛若一幅巨大的油画铺展在天
地之间，微风吹来麦浪翻滚，麦香芬芳。我像
勇士跨马冲上了疆场，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
挥镰就割了起来。第一镰由于搭镰太低，镰头
一下栽在了土地里。麦子没割下来，镰头差点
给戗坏了。第二镰我调整了手法，刀刃向上，
镰刃直接滑到了麦穗梢，只割下了三五个麦穗
子。第三镰更玄乎，由于前两镰失败了，我心
里犯急，没拢住麦穗就慌忙割了一镰。这下好
了，镰尖掠过鞋面子，直接在我脚面上拉了一道

血口子。
母亲沉着脸埋怨父亲，给我包扎好伤口后，

就让我和姐姐回家休息。父亲伸出胳膊拦住，
对我说：“你力气小，咱家割麦不靠你，但摆正心
态，学好技巧还是有必要的。来，我教你几招再
回家。”说着，父亲就教我如何握镰刀，如何弯
腰，如何拢住麦子下镰。他说：“割麦子要用心，
每一镰下去都要稳准狠。要借力打力顺势而
为，不能使蛮力。”他弯下腰，左手拢起一大束麦
子，右手将镰刃搭在距地面约莫二寸的麦根处，
镰面摊平，顺势朝怀里拉回镰把，麦子就在“嚓
嚓”声里倒下了。他的动作连贯、娴熟，一气呵
成，看得我心中满是敬仰。我没想到这么简单
的动作竟然有这么多门道。

我模仿父亲的样子再次拿起镰刀，深深地

吸了一口气，弯下腰，开始我的第一次正式割
麦。麦穗在我手中轻轻颤抖，用力一挥，麦穗应
声而落，但我却因为用力过猛，差点失去平衡。
父亲说，动作比原来好多了，多练习就会掌控好
力度、把握好节奏。

傍晚时分，割下的麦穗被捆成捆，整齐地排
列在田间，像一排排士兵等待检阅。夕阳洒在
麦田上，金黄色变得更加深沉。汗水沿着我的
脸颊滚落进麦田里，那是我成长的印记。我感
到疲倦，但看到那一片片倒下的麦穗，心中又充
满了力量。

割麦趣事不仅仅是回忆，更是我人生旅途
中的一抹亮色。如今我已长大，远离了那片金
黄色的麦田，但每当夏日阳光照在身上，我总会
想起那个割麦的日子，那份与大自然的亲近。

第 一 次 割 麦 子
□孙冬刚

金甲长枪在，红鬃烈马骑；一剑乾
坤定，名扬四海知。刀笔吏，心自闲，文
章笔下走，志在千里外；世间物，皆入
眼，清风明月下，当解人间愁。

始得初心，百年登峰，谁能无此
念？岁月如梭，功名如梦，半生已落定；
了无牵挂，自在逍遥，书卷千古事；笔走
龙蛇，翰墨飘香，唯有凌云志；人间百
态，尽入吾怀，笑对风霜雪；以梦为马，
不负韶华，文章万卷长。

初 心
□孙虎

天崩地裂，威赫扬山岳。耸脊暴鳞
红碣色，震旦角石穿越。

桑田沧海仙洞，栩栩飞掠龙鸿。天
象雄鹰猛兽，菩提开掌苍穹。

（单位：延长石油矿业公司）

清平乐·中华龙山
□董建成

从早晨到正午
陌生渐渐退去
一束光照进室内
各种事只差那么一点点
就能达到期许
我们缺乏的勇气和智慧
或许在一个月夜
在大海变成幽蓝
才星光灿烂
有时想想
拥有一间茅屋
周围长满各式花草
当风吹过叶草
一股无穷的巨大喜庆
会冉冉升起
（单位：陕西欣华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从 早 晨 到 正 午
□鲁秦儿

路过大雁塔
我像入了盛唐繁华的街巷
大唐芙蓉园的紫云楼、彩霞亭
凤鸣九天……
摩肩接踵的人流里
是否有李白的身影？

若干年前
这里还是一片村落
是谁的大手笔
在曲江饱蘸了
浓墨重彩的一笔
峥嵘如鬼工的大雁塔
巨玺一般巍然铆在这片厚土皇天

路过大雁塔
历史的滚滚车流
忽然把我放到玄奘像前
我伫立成一尊雕塑
我惊叹这沧海桑田
唐王李世民若地下有知
是否和我一样有着这样的感慨

一名外地游客
让我帮他拍照
他想留住
他和大雁塔的瞬间
以及西安的今天

（单位：韩城矿业）

路过大雁塔
□薛娇

“诚实做人、踏实做事、善良待人”，这是父
亲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也是我们一生受
用的教诲。他的音容笑貌常常在记忆深处闪
现，宛如昨日重现。

在物资匮乏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家虽
然生活简朴，但父亲的精神世界却丰富多彩。
他始终腰杆挺直，脸上洋溢着自信，用双手和智
慧让我们的生活日渐红火。

父亲并非手艺人，却心灵手巧。无论书写
计算、裁剪衣物，还是打造家具，他都驾轻就
熟。他常说：“人穷志不能短。”小时候，我们
穿的衣服都是父亲精心裁剪，母亲巧手缝制
的。记得那时，父亲全神贯注地为我们量体裁
衣，每量一个部位都细心记在纸上，并告诉我
们：“做衣服，量体是关键。越详尽，缝制出来
的衣服越合体。做事也是如此，只要认真用
心，便能达到完美。”父亲以量衣为例，教会我
们做事要认真。

父亲不仅有远大的志向，更有过人的智
慧。他买回木料和工具，每天黎明前起床，利用
上班前和周末时间专心研究、辛勤劳作。不久，
家中便增添了立柜、橱柜、餐桌等家具。他用砂

纸一遍遍打磨，刷上油漆，摆放整齐，立刻让家
中陈设丰富起来。尤其是父亲巧妙构思，用颜
色深浅不一的边角料拼接成的立体图形镶嵌在
家具上，美观大方，引得专业木工都慕名前来学
习。这时，父亲总是谦虚地说：“只要认真学习，
没有什么是学不会的。”

父亲对待下属如同自己的孩子。在他的带
领下，公司年年受到上级部门的好评。在玻璃
窗户取代纸糊窗户的年代，父亲凭借着敏而好
学和灵巧的双手，练就了一手裁玻璃的绝活，并
毫不吝啬地传授给年轻人。他告诫他们：“多学
手艺有好处，总有一天用得上，凭手艺吃饭饿不
着。”正如父亲所料，那些学会手艺的人后来都
自己经营起了玻璃店，生意越做越大。虽然现
在已发展到不用手工裁玻璃了，父亲的言传身
教他们还常常提起。

在自来水未入户前，喝水都要去远处挑水
或用木板车拉水。每当父亲遇到吃力的拉水
人，总是要帮忙推几把。我不解地问父亲，为何
要帮助陌生人。父亲平淡地说：“添把力，拉车
的就轻松了。不管认不认识，都要去帮助需要
帮助的人。”父亲的话简单却深刻，教会了我们
善良与同情。

父亲是一个闲不住的人，谁家有困难都找
他帮忙。他为他们排忧解难、助人为乐的美德，
如同闪闪发光的宝石，人与人之间的真诚在父
亲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他的爱像阳光一样温
暖，照亮了我们的生活。

父亲坚韧、勤劳、朴实的品德，让我们学会
了做人做事。虽然已离开多年，他正直的身影、
坚强的性格铸就出不卑不亢、风骨犹存的气节
依然影响着我们。他的爱如同河流，永远流淌
在我们的心田，滋养着我们的心灵。

在这个没有父亲的父亲节，我们更加深切
地感受到父爱从未远离。它化作我们心中的一
盏明灯，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给予我们力量和
勇气。父爱如山，深沉而永恒。

（单位：陕煤运销榆林销售公司）

雨 荷 与 众 不
同，别有风情。可
能 是 我 爱 雨 的 缘
故，夏季的六月，每
逢雨天我都有出去
拍荷的冲动。

我读过的诗词
中，宋代周邦彦写雨
荷最传神：叶上初阳
干宿雨，水面清圆，
一一风荷举。但近
来看到现代人写的

观荷感触寓意也深长：六月花事，一半
开在水中，一半落在心上。

六月的雨说来就来，说走就走。
此时，雨刚刚停歇，雨滴附着在厚厚
的花叶上，有的滚圆，如晶莹剔透的
珠子；有的似气泡鼓鼓的，如透明的
精灵；有的干脆就吊在花叶边缘打
转，这些雨滴把整朵花里里外外洗
得干干净净，清新脱俗。连黄的花
蕊和绿的莲蓬也慢慢伸出头来，想
把外面世界看个究竟。这时候就便
宜了欢快的鸟，它们抖落掉身上的
雨水，在池塘上空飞来飞去，呼朋唤
友跑来寻找吃食。整个荷塘热闹极
了，湿湿的空气也被搅动起来，有一
种甜甜的香。

有花就有叶，好花绿叶配。荷花
怕是花朵中最会穿搭的，它是花中的
美人，总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雨
后，荷叶中间的窝窝里总存着一汪水，
在阳光映射下亮亮的，像一面梳妆镜，
仿佛是为荷花梳洗打扮用的。所以，
荷花才那么艳、那么美、那么诱人。

以至于每次到荷花池边都没有走
的意思，而是久久在池边踯躅。这
时，眼睛也不闲着，我睁大双眼在众
花丛中找最漂亮的那一朵，像极了端
着枪的士兵在寻找着目标。认定后，
前看看、后看看，左右都看看，找出最美
的角度，立定，屏住呼吸，按下快门。就
这样，泡在荷花丛中，让人乐此不疲，总
觉得没有看够，弥漫在湿漉漉空气里的
荷香没有闻够。这时候总会想在这里
支个桌子，三两好友喝上一壶，那才叫
痛快。千年前，有个叫李白的诗人就
这样做过，有诗为证：花间一壶酒，独
酌无相亲。

我不知道他写诗时是不是和我共
处同一个兴庆宫公园。那时，这里可
是皇上的宅子，一般人消受不起。现
在可好，这里成了公园，老百姓也可在
这里赏荷、拍荷。

荷花是我最爱的花，没有之一。每
年六月，特别是雨后，我就积极张罗着
到处看荷、拍荷，好像赴一场约会，辛苦
并快乐着。

荷在水里开着，看花人心里美着。
和花在一起，自在、简单、年轻、快乐，如
此等等，我乐在其中。

（单位：新城区人大常委会）

每当晨光熹微，我总喜欢吹着凉爽的晨风，
在西安环城公园绿树环绕的小径上，沿着清澈的
护城河晨跑。跑到东门，再穿过古朴沧桑的城
门，汇入到络绎不绝的早市人流中，去城墙根下
的早市，感受那独有的人间烟火气和时光记忆。

漫步在早市，耳边尽是商贩的吆喝声、顾客
的讨价还价声、大人小孩的欢笑声、街边的喇叭
声……这些声音汇成一曲交响乐，让人沉醉。
四周各色摊位上摆满了各类商品，香气四溢的
小吃，精巧美丽的工艺品，还有附近农村老人从
地里刚采摘的新鲜蔬菜，着实让人目不暇接。

来到早市中间的位置，能看到街边有一家
热闹的百年老店，两间门面都坐满了吃早点的
食客。这里就卖两样东西：牛肉夹馍、肉丸胡辣
汤。牛肉夹馍，馍大肉多，热气腾腾；肉丸胡辣
汤，浓汤冒泡，肉香扑鼻。店外排着长长的队，
赶时间的上班族拿着牛肉夹馍边走边吃，掂着
胡辣汤步履匆匆。初升的朝阳，喧闹的早晨，这
场景如一幅历史久远的风俗画。

顺城巷早市其实就是小吃一条街。各种面
馆、牛羊肉汤馆、凉皮店、泡馍馆……几十年间，
你方唱罢我登场，就这家百年老店只卖“一白一
胡”，简单得不能再简单，普通得不能再普通，可
却跟古老的城墙一样屹立不倒。我曾问过店主
大叔开这小店有啥诀窍，他说就两个字：守拙。

继续向前，街道两旁店铺里的包子皮薄馅
大，鲜香可口；小米粥金黄冒泡，米香扑鼻；豆腐
脑一清二白，白中带着浓郁的豆香；煎饼果子，外
焦内酥，一看就让人胃口大开。我总会在一处甑
糕摊前寻觅一张人较少的座位坐下，点上一碗油

茶，放入麻花，再要上一小碗芸豆甑糕。吃着软
糯香甜的甑糕，手捧着纸碗一点点舀起还在冒
着热气的油茶，里面有花生、杏仁，带着面香和
麻花的香，让众多的香味冲击着我的味蕾。

吃完甑糕，站在人群中的我总喜欢四处看
看摊位上的招牌。有百年老店的悬挂式招牌、

有制作成古代锦旗样式的招牌、有直立式招牌，
还有拉着红色横幅式的招牌……其中一个蓝色
路标式的牌子吸引着我的注意力，上面写着“想
你的风，终于吹到了西安顺城巷早市”。

看着那些形态各异的招牌，感受着四周热

闹幸福的氛围，生活中的烦恼也会随之消失，身
心的疲惫也随之散去。我想，这早市给疲惫的
人以港湾，给思乡的人以慰藉，给繁忙的人以
方便，也让民间文化得到了传承。外地游客通
过这里的烟火气，更能了解西安这座城市的美
食和文化。

正如《吕氏春秋·本味篇》中所说：“求之其
本，经旬必得；求之其末，劳而无功。”本味，乃根
基也。老店大叔所说的“守拙”是用笨劲儿，像
做城砖那样，我觉得不是守拙，而是守巧。

这个“巧”的古训或许就是从古城墙那里得
来的。你看那城墙，历经百年风雨，依然迎着朝
阳巍然屹立。

日出三竿，我安静地离开早市，将那片喧
闹留在身后。这个凝结城市繁荣与温暖、见证
城市变迁与发展、承载人们情感与记忆的早
市，也会在第二天的破晓时分重新热闹起来，
亦如每日东升的朝阳一样，一如既往地温暖着
人们的心。 （单位：省散文学会）

城 墙 根 下 的 早 市
□徐静

一年一度的高考已结束，考生和家长
将注意力从关注考试如何正常发挥转到了
估分和填报高考志愿上。估分暂且不提，
高考改革后已不用估分报志愿，而是考分
出来后填报。虽然考分出来填报志愿比考
分没出来填报志愿看起来简单易行，里面
的技巧和门道也不少。

志愿填报得好会锦上添花，用足考分，走进
自己心仪的大学；志愿填报失当，轻则没有用好
分数，与自己喜欢的大学失之交臂，重则滑档，
造成没学可上的后果。因此，填报志愿就成了
高考的一个重要环节。我想起自己高考，那时
候不但一考定终身，志愿填写也定终身。

1983年高考结束后，我估好分，准备填报志
愿。那时没有网络也没有手机，学校操场的报
栏里张贴着的几张报纸就是志愿填报指南，全
校考生就凭借这几张报纸填报自己的志愿表。

我和七八个同学一起去看指南，拿着笔和本
子，准备抄写自己选好的学校和专业。我们几
人中只有一个同学家住县城，家里有姐姐正在
上大学，其余的都是农家子弟。上学的县城就

是最远的远方，指南上印着的北京、上海等大城
市只在书上看过名字，这些城市到底是什么样
子，脑海中根本没有概念。报纸上密密麻麻排
列的那些大学，也只有清华、北大和知名度高的
几所听老师讲过，其他的几乎没有耳闻。

至于专业，更是不懂。大家眼睛盯着指南，
心里一片茫然。这时，家里有姐姐上大学的同
学就成了我们的军师，指导我们说军校、师范、
农林院校不收学费，而且还管饭。这些学校就
成了我们第一批次志愿的首选。大家选好后，
又开始选第二批次学校和专业，这时没有了指
导，只能按自己的感性认识决定要报的专业。
别的同学是如何选到自己的学校和专业的我已
忘记，只是自己的选择过程还记忆犹新。

我们村有个男生，比我早一年考上了大学，

我在报纸上找到这个大学，但他读的什么
专业却不清楚。于是我开始在专业栏里查
找，当看到自动化控制几个字时，心想这肯
定就是站在机器旁，用手按一下按钮，机器
就自动工作了，不用费太大力气。我毫不
犹豫将其写到本子上，列为我的第一志

愿。接着，我又看到工程经济几个字，联想到工
程队很吃香，也能挣钱，就将其选为第二志愿。
第二天，老师发了正式志愿表，我将前一天本子
上记的工整地誊了上去。如此就完成了我的志
愿填报，整个过程家长都不知道。

第一志愿的学校、第二志愿学校里的第一专业
我都没有上成，而是上了第二专业。入学后，一个
偶然的机会，听系里的主任说，他去招生时发现自
动化专业没有录取我，他发现我文科成绩好，就把
我录到了工程经济系，也就是今天的管理学院。

阴差阳错，我和自动化控制专业“绝缘”了，
也没有机会从事相关工作。后来，管理专业越
来越热，也扩展丰富了我的人生。有时想，相遇
的应该都是缘分，学校和专业也不例外。冥冥
之中，上天都安排好了。 （单位：陕汽控股）

我 的 高 考 志 愿
□同亚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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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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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 爱 从 未 远 离
□李淑俐

观瀑图 蒲克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