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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 星 月 语 ———
李恒瑞

序
孩子说他是一颗闪耀在夜空的亮

晶晶的星星，那妈妈是什么呢？
妈妈是月亮呀 ，大大圆圆的 ，把整

个夜空照得通明的月亮。 星星偎依在她
的身边 ， 吸吮着她明晃晃暖融融的乳
光， 承受着她温柔柔细微微的爱抚，无
拘无束，快快乐乐……

妈妈笑了，淡淡的眉宇弯成两个半
圆。

孩子也笑了，风一般扑向妈妈的怀
抱，噘起红润的小嘴唇 ，在那半圆的下
方亲着，吻着，美美的，甜甜的……

风儿迈着轻轻的步子打身边走过，
把他们喃喃低低的絮语带向远去。

……

1
孩子， 再过几天就是你的生日了，

是属于你的人生节日，妈妈真想为你的
生日举办一个庆祝仪式呢。

妈妈，不要，你也有生日呀，先把我
的生日存放在那儿，等妈妈你的生日到
来时，再同妈妈一道去过吧。

好懂事的孩子 ，你一定会问 ，你的
生日妈妈会送些什么礼物吗？ 而且你会
猜出许多样儿来。 但你可能一样也没猜
对，因为妈妈要送的早在你呱呱坠地时
就已经送给你了 ，那是叫作 “祝愿健康
成长一生平安”的最好的礼物呐 ，直到

如今，妈妈再也没有什么好送的了。
不 ，妈妈 ，你说没有什么好送的给

我，可我有好送的给妈妈你呀 ，而且你
也想知道我要送的特殊的礼物是什么
吗？ 你不用猜，在你的生日到来的时候，
自然会知道的。

哦，是吗？ 孩子！

2
母亲节到了， 那可是妈妈的节日。

也跟妈妈的生日一样呢。
孩子 ，你曾说过 ，在妈妈的生日到

来的时候 ， 你要送妈妈一件特殊的礼
物，你这可以告诉妈妈那是什么了吧！

当然啦 ，妈妈你想不到吧 ，那礼物
是一间很神奇的小木屋啊，每当妈妈为
忧烦困扰，受愁苦磨折而紧锁眉宇的时
候，只要打开那间小木屋的门窗 ，顷刻
间妈妈所有的忧愁就会消失得无影无
踪，心境变得明媚而爽朗 ，还会不时听
到会心舒朗的笑声呢。

哦，这是真的吗？
是真的呀。 那间神奇的小木屋里藏

有一个叫作“快乐”的东西，妈妈随时想要
都能来取的。 而且我还特意为这间藏有
“快乐” 的小木屋配了一把只有妈妈你才
能打开的钥匙呐，而且这把钥匙就放在除
了妈妈你别人谁也找不到的地方。

呵呵 ， 你真是个懂事又孝顺的孩
子。 你能告诉妈妈，你那间藏有“快乐”
的小木屋是打哪儿来的吗？

3
你在想什么呐，孩子！
想天空飘来一朵朵洁白的云彩，又

圆又大红光满面的太阳迈着轻缓的步
子在云彩上方巡游吗？

是的，妈妈，可那不是天空，那是一
间好大好大没有墙壁和梁柱的房子，云
彩是天棚隔板，太阳是一盏红盈盈的纱
灯，在隔板下面悬吊着 ，向四周散发耀
眼的光亮，很远很远，无边无际。

想清清的溪流哼着好听的歌儿流
经山地林带，流过村庄田野 ，流出一片
生机勃勃的秀美风景吗？

是的，妈妈，可那不是溪流，那是分
布在大地身上细长细长不规则的血管
呢，里面日夜不息流淌着源源不尽的新
鲜血液，注入两边的田园和人家 ，输给
营养，滋润生命，生长出姹紫嫣红碧翠
金黄的谷物、花木和果实，一年四季。

想前面有一大片新建的楼房，红的
砖墙，蓝的瓦砾，整洁有序，纵横幽静的
楼台过道，窗明几净的宅院亭阁 ，多姿
多彩的花圃林园，组合一个好美好美的
居所吗？

是的 ，妈妈 ，可那一大片楼房不是
建在地面， 是建在工人叔叔的掌上，只
要把手掌揸开，挥动臂膀 ，那些楼房就
会飞出掌心 ， 散落到各地的城镇和乡
村，哪里都能见到。

……

哇 ，孩子 ，你哪来这么多怪诞又奇
妙的想法呀，你的想法跟妈妈小时候的
想法怎么一点也不一样呢？

4
妈妈，我已经长高了，长大了，能够

自立了，我想要走出家门，一展双翅，飞
向属于自己的人生理想之境了！

孩子，你能这样充满勇气和自信地
去想，正是妈妈这许多年来不惜倾尽心
力所想得到的呀，妈妈好激动。

妈妈，你茹苦含辛地养育了我，造就了
我，盼望的也正是这一天尽快到来是吗？

啊 ，孩子 ，你是妈妈用寄托与期望
制作的风筝，就要放飞了 ，你尽可无忧
无虑自由自在地飞去吧，无论你飞向哪
里，都有一根长长的引线牵系着 ，那线
头就牵在妈妈心上，紧紧地……妈妈会
在无垠的视野里对你的远飞作虔诚的
祝福与祈祷。

妈妈 ，我很想知道 ，在依依告别的
时候你最想对我说的话是什么呀？

是啊 ，孩子 ，告诉你妈妈我最想说
的就是你尽可无忧无虑自由自在地去
吧！ 当你飞达你的理想之岸后，切莫忘
了你还有曾经生养你的这片乡土和家
园哟！ 妈妈笃定在霞彩燃红的黄昏作殷
殷的盼等，等待你在思乡心切的日子满
载来归……

妈妈，妈妈，我记住啦，永远永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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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弈 之 美
钱续坤

夜读梁实秋先生的《雅舍小品》，觉
得《下棋》一文所言的情趣和韵味，是绝
大多数凡夫俗子所难望其项背的。 而无
牧皋之敏捷、有司马之淹迟（典出《西京
杂记》）的我，弱冠之年竟然就痴迷上了
黑白之道，相弈日久，感慨系于一语：对
弈之美，美在两指轻轻一扣；对弈之美，
美在狡黠微翘眉头。

“弈”在古代被称为围棋。 围棋起源
于中国，可以说是棋类之鼻祖 ，据先秦
典籍 《世本 》记载 ：“尧造围棋 ，丹朱善
之。 ”晋张华在《博物志》中继承并发展
了这种说法：“尧造围棋， 以教子丹朱。
若白： 舜以子商均愚 ， 故作围棋以教
之。 ”1964 年版的《大英百科全书》就采
纳这种说法，甚至将其确切年代定在公
元前 2356 年，屈指算来，围棋至今已有
4000 多年的历史。

围棋的发明，首先反映了先民对大
自然的观察与思考， 并且在观察与思考
中彰显出和谐之美。不信你看呀，子分黑
白，棋有方圆，纵横 19 道，周边 72 线，总
计 361 个交叉点，天元位居中央，这正与
天圆地方、昼夜轮回、四季更替的自然之
规暗合。 在游戏规则上，黑白两色，轮流
着子，先后交替，没有尊卑，无论贵贱，民

主平等，互相尊重，你与我、男与女、老与
幼，均能在这个纷扰的尘世里和谐共处。
人们常说 “以棋会友”，“有约不来过夜
半，闲敲棋子落灯花”，那个雨夜，等待的
不就是一次心灵的契合吗？

纵横于棋盘之上，弈者之所以能在
其中“浩浩乎如凭虚御风 ，飘飘乎如遗
世独立”， 很大一部分动力正合于人类
好斗的本能。 由于这是一种斗智斗勇的
游戏，“厮杀”起来既损伤不了彼此的友
谊与和气，又可以体验一番与世相争的
人生况味，这岂不是美事一桩？ 不过，相
争的范围有大有小———有斤斤计较而
因小失大者 ， 有不拘小节而眼观全局
者，有短兵相接而生死决斗者 ，有各自
为战而旗鼓相当者，有赶尽杀绝而步步
相逼者， 有好勇斗狠而同归于尽者；当
然，还有一种层次的弈者 ，沉迷的是其
中的欢愉和惬意 ， 纹秤上的进攻与防
守、先手与后手、轻灵与滞重、虚势与实

地、舍弃与获得等等技艺 ，无论打谱抑
或实战，每当出一妙招 ，他们都会有久
旱逢甘霖、 他乡遇故知的豁然畅快之
心； 更有少数超脱于滚滚红尘的智者，
他们常常手捧一壶清茗，于微风明月中
枕棋而眠，将残酷的现实软化 ，把斑斓
的薄翼伸展，涂一份朦胧，添一丝清纯，
真正地了悟众醉独醒、浑然天成的人生
佳境。 难怪苏东坡有语：“不见人影，时
闻棋声，胜固欣然，败亦可喜，优哉，游
哉。 ”———这种美，是对弈的气度美。

其实，最痛苦的还是观棋不语。 而
俗语又云：观棋不语非君子也。 因此，看
见一个人要掉入陷阱而不吱声，几乎是
不可能的事情。 可是，生活永远都是矛
盾的统一体，假如你说得中肯 ，提示得
确凿， 其中一人自然要厌恨烦恼于你，
另者也不会对你存在多么感激答谢之
情；如果指导有误，舆论产生了偏差，两
位当事者肯定要一齐嗤之以鼻；但根本

不说已不可能， 因为话语哽在喉间，痒
得出奇；憋在心中，容易受病，所以有人
在挨了一个耳光之后，还要捂着热辣辣
的腮帮大呼：“打劫！ 打劫！ ”不过真正懂
得对弈之乐的 ， 还是那些初出茅庐的
“黑马”， 他们在对弈中可以故弄玄虚，
可以落子如飞，可以哼着小曲扰乱对方
的思绪；取得一点儿优势可以兴高采烈
地手舞足蹈；冷不丁儿被对方偷吃了一
子，甚至可以死乞白赖地悔棋 ，直到彼
此玩得心满意足为止。 ———这种美，是
对弈的情趣美。

此外，对弈还充满着哲理美———动
静结合 、进退相宜 、得失转换 、攻守气
合， 对弈无时无刻不充满着辩证思维。
“天作棋盘星作子”，说明要有纵览宇宙
的大局观念；“胜固欣然败亦喜”， 要求
树立不骄不躁的从容心态；“宁弃数子，
不失一先 ”， 告诫遇事要争取主动权 ；
“落子无悔 ，覆水难收”，提醒抉择要谋
定而后行……

合上 《雅舍小品 》，捧出雅致棋盒 ，
抓一手玲珑的棋子在手中把玩，尽管今
夜无法与友手谈一局，但我还是能够真
切地体会到对弈之美的最高境界 ：“此
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

五 月 的 麦 地
钱永广

五月，映入眼帘的金黄麦地 ，以最
饱满、最茂盛的语言和我攀谈，并向我
迎面展开了她粲然笑靥。

这五月的麦子, 这站在垅里的曾经
葱绿的少年，此刻越来越像一个抒情诗
人了。 那一起一伏的麦浪，像是写在田
野里的诗行， 凝聚在麦尖上的点点诗
韵，像是成熟少女的胸膛在轻匀呼吸。

这五月的麦地 ，多像流金 ，多像沙
滩，又多像一块天赐的地毯，这地毯一
直铺展到我的脚下，又倏地延伸远方。

我愿意，我喜欢，我幸福，我的视线
就这样被麦地温暖折叠，就这样被麦地

无限放远和拉长， 并让我不得不敬畏
她———对麦地，我天生就怀有一种崇敬
的心情。

因为这五月的麦地，不仅生长在海
子的诗歌里， 而且还生长在我的记忆
里。 这五月的麦地，穿透岁月而来，正以
一种激情和力量， 点燃我儿时的心灯，

并唤醒了我曾经饥饿的胃。
怎能忘记，母亲与麦地形成的一道

艰辛风景。 母亲弯腰劳作的身影，定格
在脚下的一片黄土，也写满了农人对麦
地的不变信仰和追求。 母亲是麦地的布
道者，她虔诚的心，就是渴望麦子以温
饱的姿势深入生活。 母亲的汗水，就是

浇灌麦地的一滴滴眼泪，他们滑入麦根
下的土壤，却仍喂养不了我童年咯血的
胃。 由此 ，在我生命的年轮里，关于麦
地，关于初夏，我始终铭记着还有另外
一个季节，叫作芒种。

而今，在我的诗歌王国里，这五月的
麦地，麦子已经爬上了母亲的额头，并疯
狂地生长，我终于不再因饥饿而慌张。

而今 ，在我的音乐舞蹈中 ，这五月
的麦地， 麦子已经长成了地球的长发，
她成了地球上最优美的植物，也是初夏
最优美的舞者，她不再仅仅是我活命的
粮食，她还是我精神上亘古的图腾。

麦香醉乡村（外一首）
侯俊利

炽热的五月风深情的一吻
一片片金黄的麦子便熟透了
像一张张被太阳烙熟的面饼
散发诱人的芳香

那忙碌的收割机
禁不住诱人的麦香
大口大口地吞着
吐露出乡村人的阵阵喜悦
汗水与欢笑
映照一张张幸福的笑脸

他们把崭新的麦子
把一年沉甸甸的收获装进袋中
满袋的麦香溢满整个大地
陶醉了一个个疲惫的身躯
他们怀抱着麦子
就像怀抱着倒在男人臂弯里的女

人
尽情享受收麦的欢畅

朴实的乡村人
一生最爱的就是麦子

虽然臂膀被麦芒扎得疼痛
那是麦子特殊的情感表达
那种情爱，只有乡下人明白
他们怀抱麦子
怀抱至亲至爱的人
整个乡村都进入醉人的梦乡

蛙声滋润的乡村

夏日的乡村
河里的蛙声
是最热闹的声音
浸着田野的花香
染着夜空的月辉
穿越深幽的庭院
漫过高高的山梁
唤醒五月忙碌的乡村

于是，田野里
那些勤快的身影
弯腰又播下一个希望的季节
被蛙声滋润的乡村
长得郁郁葱葱……

与夏撞个满怀（外一首）
徐满元

春天远去的背影
提醒我该转过身来

也许是用力过猛
我与夏天撞了个满怀

我识趣的外套
迅速从肢体的树枝上
黄叶般飘进衣柜

那些好奇感十足的汗珠儿
时不时从毛孔的窗户里
探出亮晶晶的脑袋
似乎是在把什么打探

直至蝉鸣的丝线
将荷叶上滚动的水珠
串成珍珠项链
戴上夏天的脖颈
我和夏天
像老朋友似的心照不宣

五月书签
我正与人间最美四月天
相谈甚欢
相看两不厌
一不小心
就踩到了五月的脚尖

五月，这春天的封底
五月，这夏天的封面

我多么愿意做一枚书签
夹在暮春与初夏
这仍然散发着
油墨芳香的书页间
成为生动俏皮的图案
甚或人见人爱的生活缩影
蝴蝶般翩跹在
五月每一个日子的花枝间
而书中所有的文字
都是跌落的花粉凝结而成
含蓄又余味无穷

□小小说

栀 子 花 香
石朋庆

五月，公园西侧小山坡上那片栀子
树，花儿含苞欲放，香气沁人心脾。 刚退
休的吴汉杰成了这里的护花使者。

二十年前，这座城市还是小县城的
时候，是没有公园的，那时的吴汉杰才
四十来岁，正是年富力强的年龄，在县
政府办上班，当年县政府向全县征集十
件实事，其中，他提出的筹建青木山公
园的事，被列入了十件实事之首。 从此，
他吃住都在筹建指挥部， 工作千头万
绪，事无巨细，甚至民工的吃喝拉撒他
都得管。 为了征张大娘家的那片山地，
他和指挥部的几名工作人员上了五次
她的家门， 每次去不是铁将军把门，就
是吃闭门羹。 后来，张大娘托人带话，山
地按国家政策标准补偿没意见， 可是，
山上那十棵栀子树是她亲手栽的，每年
一到五月满树飘香，一朵花拿到城里可
以卖到五毛钱呢。 一棵栀子树至少要补
偿一千块，十棵一万块钱，不多吧。

吴汉杰知道张大娘是狮子大开口，
还是咬着牙拍了板， 一千块钱一棵成
交。 吴汉杰当晚就到张大娘家把合同签
了。

公园建成后，这十棵栀子花成了公
园里的一道亮丽风景。

也不知是从哪年起，有些市民不再
手下留情了，而是将还没开放的花骨朵
儿偷偷摘下。 这些坏习惯沿袭好些年
了，公园管理处的人只得睁一只眼闭一
只眼。 要是有人批评摘花的人，人家反
而还有理呢，说这些花本来就是野生野
长的，又不是你们公园种的。 这么漂亮
的花不采白不采。

吴汉杰对管理处的同事说， 谁说，
这是野生野长的， 是张大娘栽的哩，我
们公园花高价买的， 公园是大家的，栀
子花也是大家的，不能让少数市民把花
摘走了。 我们立块牌子吧。

不久，牌子立起来了，严禁摘栀子
花，违者罚款五元。 摘花者没见真有处
罚，仍我行我素。 牌子立了不到一个月，
花期过了，牌子也失踪了。

公园管理处来的新主任也专门立
过规矩，他说，我们不能再立那种罚款
的标牌了，市民会反感的。 你越是说罚
款，他们越要采摘。 我们现在要立一块
人性化的标牌。 于是新主任自己写了一

句文绉绉的标语：“为让美景常驻，请勿
采摘栀子花。 ”结果，采花的人仍熟视无
睹。 牌子立下了，也等于白立了。

吴汉杰在职在位时，摘花的事儿没
管住成了他的一块心病。 现在退休了，
赋闲在家， 早上去公园溜达的时候，听
到市民抱怨公园管理人员无能，连几朵
栀子花也管不住，他耳根子发热。 我该
出手了，吴汉杰暗暗说。

吴汉杰在那一片小山坡中巡视，两
名晨跑的女子想去摘花， 见他一直守
着，也就放弃了摘花的念头，继续回到
小路上跑步。 整个上午，他都在小山坡
上回来走着，也没人摘花。 他想，要是早
知道这么好管，他在职时，应该轮流派
人在这里值守， 多么简单的问题啊，可
是，他错过了。

中午，他正准备回家吃饭时，来了
一位年轻的女孩，而且直言，摘栀子花
来了。

你不得进去摘栀子花！ 吴汉杰的话
听起来也硬邦邦的。

女孩有点蛮横无理地说，我偏要进
去摘。 我为什么不能摘？ 这花原本就是
我奶奶栽的。

吴汉杰这才知道，女孩是张大娘的
孙女，便和颜悦色地说，我和你奶奶也
算是二十年的交情了。 当年，这树还是
我在她手下买的呢。

女孩第一次听说栀子树被卖的事，
已不再像开始来时那样骄横，反而彬彬
有礼起来，吴伯啊，我奶奶做梦都念着
这些栀子树呢。 她住院了，她想要一些
花朵放在床头柜上用水养着，她要闻闻
栀子花的阵阵清香哩。

吴汉杰听完女孩的话， 沉思片刻，
对她说，闺女啊，明天上午，我把花送到
你奶奶床头去，正好我也去看望一下她
老人家。 请你相信我，我说话是算数的。

第二天，吴汉杰带了几十朵栀子花
到病房， 女孩用一个敞口大碗盛满清
水， 小心地把栀子花一层层地摆成圆
圈。

张大娘躺在病床，闻着花香笑着对
吴汉杰说，吴同志啊，这花散发的不是
我栽的那种香味哩，你在街上买的吧？

女孩说，奶奶，你好眼力，吴伯是想
让更多的人闻到你栽的栀子花香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