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枫叶杯”征文选登

小时候曾做过无数次的梦，也有过许许多多的理想，却从没想过长大后的我会和讲台
结缘，成了一名不折不扣的教师。

有一段时间，我发现生活很寂寞，枯燥，整天备课——上课——改作业——吃饭——睡
觉，学校和家两点一线构成了生活的全部。单调的生活粉碎了我多彩的梦，阻隔着我前进
的脚步……渐渐地，我失去了快乐，失去了热情，失去了自信。直到一次我看到了这样一句
话——生活不是过你所爱的日子，而是去爱你所过的日子……

我无法形容当时的感动，是啊，人应该去爱当下所过的日子。
我的心情豁然开朗，仿佛一下子变得阳光明媚起来。为了上好一堂课，我为寻找诸多

资料而费尽心思，为设计课堂活动而反复推敲……付出总有回报，由于准备充分，我的课学
生总是听得特别认真，教室里绽开的满是灿烂的笑脸。那一刻，我惊呆了！世间竟有这么
多纯真美丽的面孔，而且就在我身边，这难道不是一种幸福吗？

当下的日子，总是最好的日子。我惊奇地发现很多的幸福每天都紧紧围绕着我。一个
个后进生的点滴进步，一件件精巧的手工制作，一封封学生的来信，一张张学生精心设计的
贺卡，一句句暖心窝子的悄悄话，一幕幕难忘的瞬间……都成为工作中幸福的音符。还有
课堂上那一双双充满天真与幻想，充满敬慕和渴望的眼睛，竟也是那样让人迷恋和陶醉。

我知道，今天树枝上的一个小芽，明天就是一片翠绿。任何参天大树，都是由稚嫩的树
苗长成的。而这个神圣的成长过程，我也参与其中，这让我体会到了自己的责
任与担当。

去爱你当下所过的日子，你会更加淡定和从容，你会更加优雅和自信。

去 爱 你 所 过 的 日 子
苗君利

４

2012年10月1日 星期一
编辑：阮现武 组版：苗君甫

热线电话：0379—69660885
投稿邮箱：ybxxbjb@163.com 文 苑4

摄 影 大 赛 作 品 欣 赏“家和杯”

秋日下的篮球架 王志飞 摄

希望 王建功 摄

一树秋 王建坤 摄

金菊闹秋 苗佳 摄

竹马

又到了红枣上市的时节。
街上又多了许多卖枣的人们，用乡下常见的那种

柳条编织的篮子盛了红枣，沿街叫卖。
农民盛枣的篮子通常都大得有些夸张，仿佛能盛

下一头小猪崽。新漆的红漆有一些张扬，好像生怕别
人不知道篮子是新的。像是头次进城的乡下女孩儿，
秋日的艳阳下，一颗颗枣儿红着脸躲在篮子里，怯怯
地望着市井繁华。大红枣，大篮子，一个质朴，一个无
华，两者是那样的相映成趣而又搭配得恰到好处。

这令我想起了乡下的老家。
在故乡夹河，伊水村前流，洛水村后过，这里到处

是夏商时代遗留下来的遗址与墓穴，整块土地都弥漫
着一股浓厚的古典气息。在泥土呈咖啡色的田野上，
疯长着小麦、油菜和玉米、美丽的鸢尾花，以及挂着红
玛瑙般晶莹闪烁枣子的枣树。中秋时节，满树的枣子
也都熟透了，整个村子都沁润着红枣那种甜甜的味
道。父辈们在忙着收获玉米，女人们则挎了装有月

饼、枣花馍、油条的篮子在溶溶的月色里走亲戚。
杜甫老先生回忆他童年时贪吃红枣的情景时说

“庭前八月枣梨黄，一日上树能千回”，这样的感觉我
一样有。老家的院子里有一棵老枣树，说是老枣树，
其实也不算老，我们兄妹三个老大出生时父亲栽的，
如今已经有三十多年了。在俺那地方有句老话，“五
谷加红枣，胜似灵芝草。每日食仨枣，百岁不显老。”
在我的记忆里，来了客人家里泡的是红枣茶，八月十
五家里蒸的是枣花馍，就连我们兄妹几个谁生了病，
熬药也离不开红枣。

我问过一个老中医，说红枣归于补气药类，性
味甘平，有润心肺、止咳、补五脏、治虚损的功效。
母亲说，是有了红枣的滋润，我们兄妹几个才平平
安安地长大。这些年，为了生计我四处漂泊，风尘
的心灵早已麻木，少有感动的时候。但故乡八月红
枣的甜香，一直是我生命中温暖的底色，给我安慰，
给我勇气。

因为工作的缘故，常常熬夜。母亲就把家里的枣
洗净晾干，然后再搭公交车给我送来。我说您都恁大
年纪了，别来回跑了。母亲却依然固执地送红枣，而
且非要亲眼看我吃上几颗，或是泡上一杯红枣茶，母
亲才放心。多少次写稿写到深夜，取几颗红枣，泡上
一杯茶，看着已经有些干枯的红枣重又变得红润饱
满，晶莹剔透，在红枣的香甜里，我的眼中常常不觉间
含满了泪水。

曹靖华先生在“顽猴探头树枝间，蟠桃哪有灵
枣鲜”的诗里把枣儿比作顽皮的猴子，而我却固执
地认为红枣一直都是女性、温暖、质朴的意象。在
各种喜庆的年节里，红枣都是那样的不可或缺。在
人们的心里，红枣早已成了幸福、美满和吉祥的象
征。

就像一条温温润润的母亲河，红枣默默地滋养着
千千万万的炎黄子孙。

上市的枣儿，弥漫的不仅是清香。

枣 香

桂花开了，飘香满园，又是一年中秋节。
西宇先生是我的恩师。读研时，每逢中秋节，他总会给我们每人发一个月饼，说“过节

了，不能回家，大家聚在一起吃个月饼，希望你们都能生活团团圆圆，学业圆圆满满。”
西宇先生是全国教学名师、法学权威……头上有数不清的光环，师从先生是许多人梦

寐以求的愿望。每次考研过后，便有人通过各种关系找到先生，希望成为她的学生。先生
选学生从来不考虑所谓的关系，不顾忌院长还是其他领导的面子，严格按导师申选程序办
事。我这个毫无“背景”的人也因此有幸投到先生名下。

西宇先生爱笑，总是不笑不说话。带我们时，先生已过不惑之年，但脸上仍然洋溢着少
女般的笑容。无论我们做错什么，先生总是面带微笑，谆谆善导，从不批评我们。研二暑假
过后两个月，仍没见到先生。听说她离了婚，患了乳腺癌，去做了手术。再见先生时，已瘦
得厉害，走路略显蹒跚，站一会儿便满头大汗，但只要站到讲台上，依然笑声爽朗、神采飞
扬，仿佛那些苦痛的事都不曾发生在她的身上。

西宇先生是有名的严师，是学校“四大名捕”之一，凡是有先生监考的考试，任何人的小
动作都逃不过她的眼睛。无论是论文还是平时作业，先生总会帮我们审阅，修改每一个标
点。实践环节，我们评阅本科生试卷，学校要求误差率不超过千分之三，先生要求我们不超
过千分之二。先生常教导我们，作为法律工作者，不能有任何的疏忽和纰漏。

与先生相处只有三年，足足让我受益终生。
月儿圆了，照亮远方，先生您还好吗？

中 秋 佳 节 忆 恩 师
张丽敏

在城里买房之后，我就把住在乡下的母亲接了过来，没想到母亲并不开心，常常抱怨
说，在城里住没有一点儿人情味，根本不如乡下，上下电梯也没个人说句话，住对门的也不
经常串串门……

我总是耐心地开导她慢慢适应，并且千交代万交代，不要轻易和陌生人打招呼，不
要轻易和住户们打交道，在城里都是关起房门过自己的日子，你要总是和人没话找话
说，人家也许会说你别有用心。乡下的乡亲们是在一个村子里住了几十年的，亲热点
儿是正常的，城里就不一样，大家谁也不认识谁。

不知道母亲有没有听进去，但她的眼神里分明写着失望。也是，在乡下人缘特好的母
亲生性喜欢热闹，最喜欢和乡亲们拉拉家常。现在我们一上班，就只有她一个人在家，的确
有点无聊，但我想母亲会慢慢适应的。

那天下班回来，母亲意外地神采飞扬，在饭桌上兴冲冲地宣布快过中秋节了，她要自己
做月饼。本来想阻止她，现在啥馅料儿的月饼没有啊，啥月饼买不来啊，后来老公示意说，
也算是给母亲找点事做，不至于太无聊。

于是，我们就兴高采烈地说：“好啊，确实有好多年没有吃过您亲手做的月饼了！”
这以后，母亲就上了心，先剥好了瓜子、花生和核桃仁，掺上桂花和冰糖渣儿。然后撒

上青丝红丝，再浇上香油，拌上点儿湿面粉，制成月饼馅。然后，用香油和面，用擀面杖擀成
圆圆的小薄饼，包上馅，开始烘烤。

因为忙着做月饼，母亲倒是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兴致，我们也没有在意母亲做了多少月
饼。

有天晚上听到门铃响，透过猫眼看到是陌生人时，我本能地想，是不是母亲总跟人家说
话，让人家疑心了。正这么揣测着，母亲笑容满面地开门把人迎进来。后来才知道，他是特
意来感谢母亲送的自制月饼的。

就这样，中秋节前几天，家里陆陆续续都有人来做客，也从那时候开始，楼上楼下的住
户们见了面开始热情地打招呼，不再冷冰冰的了。

我跟母亲开玩笑：“您老太厉害了，就凭几个月饼就让住户们亲近了！”
母亲自豪地说：“那是，我的月饼可是会说话的，里面写的话就是——远亲不如近邻，我

们愿意与您交好！”
我知道，这是母亲来城里之后最开心的时候，也是我们过的最和谐的中秋节！

会 说 话 的 月 饼
小蛮

在万安山上有一座古庙——“张道师堂”。关于
“张道师堂”，有一个美丽的传说。

话说万安山西端峰峦叠起，悬崖如切，树木森
茂。两峰夹拱之处甘泉喷涌，雪瀑如倾，置身其间顿
感神清气爽、飘飘欲仙。

瀑布深处掩藏一道山门，上嵌一道匾额，书“张道
师堂”四个大字。闪入山门，依山势建有一座古庙，庙
内柏树参天，郁郁葱葱，东西各三间厢房，后有正堂，
正堂之后又有三孔砖箍窑洞。

庙里住着一位老道和他的几位徒弟。老道姓
张，身高七尺，为人谦和，知识渊博，年逾七旬仍
身轻如燕，髯发如墨。张道师和他的几位徒弟平
日了除了打坐念经，还耕种着庙前几亩月牙形的
梯田。适逢农闲，老道还带领弟子打柴烧砖做
瓦。山下周边有潘沟、赵沟、周家沟、西山张等
村，凡村里穷苦百姓建房用砖用瓦，他都慷慨捐
赠，但若是地主老财使用则要收钱，此举便遭到
财主们的忌恨。

这年的三月底四月初，正是麦收前的大忙时节，

央他干活的人先后前来，有的要求帮忙锄红薯，有的
要求帮忙锄棉花，他都一一应承。到了第二天早晨八
九点钟，太阳火辣辣的，几位提着馍篮、饭罐给张道师
送饭的老人、妇女在潘沟村口的小道上不期而遇——

中年妇女问：“他大伯，你这是给谁送饭呀？”
老人说：“我老了，又有病干不了活，就请了张道

师来帮着锄红薯。”
妇女愣住了，说到：“你搞错了吧，张道师明明一

大早就来帮我锄棉花了。”
送饭的人面面相觑，众人寻思到，张道师平日为

人厚道，怎会“一女二许”？于是众人决定上山看个究
竟。当众人爬上山岭，四周一望，全被吓坏了：北洼的
地里是张道师、西岭的地里是张道师、南沟的地里还
是张道师……十几块地里都有张道师头戴麦秸帽躬
身锄地的身影。

莫非遇到了神仙？大家决定回到村里的祠堂商
议此事。

祠堂里人声鼎沸，穷苦人说：“张道师纵有分
身术，咱也甭怕，他给咱干活又不要钱，多打粮食

了咱们就不用受饿，多好呀！”倒是那些财主们心
中甚是不安：“这些穷鬼都有粮吃了，谁还来借粮
借钱，谁还来给咱们当长工？”嘀咕一番后便悄悄
溜出祠堂。

几个地主老财一出祠堂，唤了家丁，一行人凶神
恶煞直奔张道师堂，一番搜寻后闯到窑洞前，把守洞
口的小道童上前阻拦：“师傅正在练功，任何人不得惊
扰。”不等童子说完，他们推开童子闯进洞内，只见张
道师正襟危坐，如熟睡一般。众人上前抬起张道师的
身躯便走。

且说张道师正在地里锄得起劲，顿觉天旋地转，
浑身无力，掐指一算：糟了，躯体被谁挪动了。腾空一
看，那些人已把张道师的躯体放入地窖，正在封土。
张道师惊呼：“啊，我的魂不能附体了！”张道师灵机一
动，计上心来，轻轻吹了一口气，这些财主和家丁就变
作了满地的石头。

后人为了纪念张道师，就在山上修了一座庙，至
今香火不断。每年农历的二月十二，前来赶庙会的群
众络绎不绝。

张 道 师 堂 的 传 说
高西虎

韩老师家大儿子要结婚了，街坊邻居都去帮忙。
我和霞姐的任务是头天晚上为一对新人铺床。铺床时要说一些祝福的吉利话。
一进到新房，霞姐就说：“开始铺床，铺富贵，铺吉祥，铺个金玉满堂。”在这融融气氛中，

橘红灯光下，一幕小小的轻喜剧开始上演。先铺褥子，她说：“四角一摸，五子登科，当中一
按，生对状元”。接着铺床单，她说：“我把床单铺得齐，生个孩子当主席”。一屋子的人都笑
了，说：“这家孩子了不得！”铺床要铺四层。我们层层铺上去，霞姐开了腔，像唱词似的说：

“床单铺成双，祝新郎新娘事业辉煌！”
铺好床，还要往床上撒一些有吉祥象征意义的果实。我抓了一把红枣，霞姐抓了一把

花生，撒在铺好的床上。霞姐又念叨上了：“你一把，我一把，早生一个胖娃娃”。接着霞姐
又撒了一把桂圆，我撒了一把莲子，霞姐说：“东一把，西一把，生个贵子上清华”，我也忍不
住笑了，插了一句：“不上清华也能上北大！”

好戏还没完。撒完吉祥果，得拨拉拨拉，霞姐说：“拨拉拨拉撒撒，盛开一朵心花”。我
们仔细把果实摆成一个心形，心形中央放几个欢喜（家乡人把做成球形的大米糕叫“欢喜”，
有“欢欢喜喜”之意），上边放几颗糖果，所有的果实都像跳舞似的，整体造型非常漂亮。这
时霞姐说：“床已铺好，金银财宝都往屋里跑。”

当日晚，我俩还要去送房，重点是装枕头。先将枕套口朝上摆好，霞姐说：“枕头口朝
上，生个孩子白胖”。接着是装枕芯，霞姐说：“枕芯朝左，孩子长大出国留学”。我故意问霞
姐：“枕芯朝右该咋说？”霞姐不慌不忙地说：“枕芯朝右，孩子将来能当教授”。我又问：“枕
头朝一边儿呢？”“枕头口朝一边儿，生个孩子能当官；枕头口朝下，一胎生俩！”终于把枕头
装好了，我们端端正正把枕头在床头放好，说：“枕头已装好，愿新郎新娘白头偕老。”

铺床，本来被认为是老套的婚俗，这次被头脑灵活的霞姐一番伶牙俐齿演绎得雅而不
俗，连珠妙语使人啧啧称赞。

铺 床
马玉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