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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季节，是我
最喜欢的，因为有我贪
恋的棉被里的温暖开
始在眼前诗意地弥漫。

阳光晴好的日子，
会抱了棉被去晒，花花
绿绿的生动色彩，一下
子跳动起来，暖洋洋的
感觉便随着棉被扑面
而来。

一直到现在，我还
是喜欢把头深深地埋
进阳光下的棉被，总觉
得能嗅到太阳的味道，
能嗅到幸福的味道。

这样的时候，母亲
总会嗔怪我说：都多大
啦，还像个小孩子！

即使头埋在被子
里，我也能听出母亲宠
溺的口气，也能看到母
亲慈爱的表情。

棉被上大团大团
的花儿，在阳光下盛开，开得欢天喜地，心
情也在阳光下盛开，开得美丽动人。

也喜欢院落里其他人家晾晒的五颜六
色的棉被，有粉红色的、橘黄色的、蓝色的、
绿色的……

细细的阳光，轻快地落在每一条被子

上，善待着每一个喜欢它的人，表达着阳光
的情谊。

这样的场景，总是会让我感慨很久，这
是俗世最厚重的温暖，也是人间最贴心的
幸福……

因为每一条棉被后面都隐藏着一颗热
爱家庭的女人温柔的心，每一条棉被后面
都隐藏着一个温暖的梦。

小时候，总是母亲把家里的棉被一床床
地抱到房顶上去晒，细细地抚平折皱，细细地
紧紧绳子，晒被子的时候，母亲的表情温婉而
又迷人，我知道那是爱的光芒在脸上流转，有
对孩子的疼惜，有对亲人的牵挂。

晚上，躺在母亲晒过的棉被里，会有暖
意漫溢过来，铺着、盖着、躺着的全是母亲
的心血，全是母亲温柔的爱……

总是可以在这样温暖的棉被里好梦连

连，总是可以嗅到饱满的阳光在梦境里柔
柔地飘荡。

现在，成家了，也无师自通地学会了好
多女人该做的事，晾晒被子的时候总会觉
得有时光奔驰而来，驻足在软软的棉被里。

从一个被母亲照顾的小孩子，成长为
知道照顾别人的小妇人，我想，这中间，日
子是个安稳的姿势，而母亲和她晒过的棉
被是个引导的契机。

一直坚信，是棉被里的温暖，让我在流
年转换中渐渐长大；是棉被里的温暖，让我
在凡俗生活中慢慢平和；是棉被里的温暖，
让我在平淡岁月中且行且从容。因为这份
棉被里的温暖，会刻进我和我牵挂的那个
人的记忆。

温暖的棉被，丝丝缕缕的全是爱的味
道，牵牵绊绊的全是暖洋洋的情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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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乡村教书，苦点、累点没啥，但却面临着一大烦心
事——做饭。

不知从何时起，也不知是谁发起，同事们达成了共识
——“拼饭”。原材料由大家共同买，中午谁有空，谁就为
大家做饭。

今天你主厨做米饭，明天他主厨做烩面，色、香、味俱
全，“拼饭”的同事们，很快就能把一大锅饭一扫而光。轮
流做饭逐渐成了乐趣，“拼饭”也成了时尚。

大家最爱吃的是洛阳名小吃——锅贴。先和面，然
后动手铲韭菜、洗韭菜、煎鸡蛋，把美味的菜馅调好。有
人擀皮，有人包、有人负责煎。

待锅热后，把一排排饺子放在锅上，再倒上一些面
汤，盖上锅盖。不一会儿，锅贴的香气已弥漫了整个屋
子，打开锅盖，锅里的面水已快干了，淋上些油，把锅贴一
个个反转过来，看着焦黄的外表、嗅着诱人的香气，一个
个馋涎欲滴。一锅出炉，大家你一个、我一个很快抢了个
精光。

大家还会把锅贴捏成圆圆的包子状、逼真的鲤鱼状、
弯弯的小船状、活泼可爱的兔子状，一个个放在案板上，
造型就让人感叹不已！边品尝美食边聊天，学生与学业、
人生与理想，无不成为我们的话题。

“拼饭”使大家和睦相处，不是一家人，却似一家亲；
“拼饭”让我们忘却了烦恼与孤独，成为一群快乐的追梦
人！

“拼饭”生活

王倩倩

中午下班有点晚，我骑车直奔楼下。车还没停好，就
见儿子满面泪痕地跑过来：“张闪闪把蚯蚓跺死了，我跟
他说了蚯蚓是益虫。”

我刹那间被感动了，觉得儿子真是长大了，爱心已在
他心里成长！我轻轻为他擦去泪水，无限怜爱地说：“儿
子，别哭，你已经尽力了。”儿子还在抽泣：“可他还要把蚯
蚓跺死。”我亲昵地说：“乖儿子，你真是一个爱护动物的
小朋友，妈妈为你自豪。”儿子止住了哭泣，我想他在妈妈
这里得到了慰藉，委屈得以释放。

其实，日常生活中，儿子的很多言语和行为都让我感
动。我在卧室睡觉的时候，本来在卧室玩耍的他，会悄无
声息地到客厅玩。他三岁左右坐公交车，每次都不用我
抱，如果我拿东西太多，他就会说：“我长大了，我帮妈妈
拿东西。”

我在心里说，儿子长大了，心里有爱了，会爱别人
了！尤其是这次，我更为他自豪。因为他知道了别的
孩子也许不知道的东西，并肯为了保护有益的生灵全
力争取，没有保护好他爱的生灵时，还会痛哭一场。

我想，儿子渐渐拥有了大爱：不仅爱自己的亲人，还
爱这个世界，爱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生灵。

人只有有了大爱，才会有宽阔的胸怀，才能成就大
事。我愿儿子健康茁壮成长，也愿大爱在他的心中永远
熠熠闪光！

爱世上所有的生灵

李改红

周末，阳光明媚，我、老公和六岁的儿子在街上闲逛，
街上人流熙熙攘攘，路两边的小店生意兴隆，老板们忙得
眉开眼笑。

走饿了，我们便坐在路边的一家小店吃饭，儿子要吃
包子，我掏出五块钱给他，让他自己去对面买两块钱包
子，小家伙有了对钱的支配权，屁颠屁颠地跑去了。

包子铺前排着长队，儿子站在队伍后面，一点一点往
前挪，轮到他的时候，我看到老板笑意盈盈地走了出来，
弯腰把钱和包子递给儿子。儿子兴冲冲地回来，得意地
向我交差。

“妈妈，这是找的钱，卖包子的叔叔夸我能干呢！”
接过儿子揉在手心里的零钱，老公突然发现了问题。

“我记得你给了他五块钱，怎么找了八块呀？”
我这才发现除了一张五块的纸币，还有三个一块的

硬币。
“肯定是太忙了，以为收了儿子十块钱。”我看了儿子

一眼，心里不安起来，不知道儿子会对这件事有什么反
应。

“妈妈，你说我们要不要把钱还给叔叔呢？”儿子也注
意到了我们的对话。

“你说呢，怎么做才是对的呢？”我又把问题抛回去。
“应该把钱还给卖包子的叔叔，要不然他就吃亏了。”
儿子并没有为难，很快就做出了这样的决定。
我心里的不安一扫而光，小小年纪的儿子，做出了让

我满意的选择，他选择了人生最美好的品质——诚信。
看着儿子送钱的背影，我和老公相视一笑，平日里为

了儿子的品质教育我们没少下工夫，可今天的这一课上
得最成功，因为我们三个人都有了一份收获：唯有讲诚
信，才能求安心！

“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哪怕帮妈妈刷刷筷子洗洗
碗，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一辈子不容易就图个
团团圆圆……”每当我哼起这首歌，心里总有一种酸酸的
感觉。

母亲年轻时很能干，家里里里外外都是她在打理，我
们兄妹五个，吃的、穿的、戴的都是她一手操持，她每天天
不亮就起床，忙这忙那，冬天她在煤油灯下给我们做衣
服，过年时她用竹篾和红纸给我们做灯笼。

从小到大，在我眼里母亲都是高大的，是我们的依赖
和靠山，可是不知不觉间她老了，头发全白了，耳朵也聋
了，眼也花了，牙也掉了。尤其是今年春天得了一场病，
记忆力也不行了，连自己的名字和家庭住址都记不清，能
记住的只有儿女们的名字，想再跟她好好说句话也不太
可能。

公公早年参加过解放洛阳、解放嵩县的战斗，还参加
过抗美援朝。年纪大了，这两年身体一直不好，一到冬天
不敢出门，天天躺在床上，婆婆一日三餐地伺候他，我也
时不时地去陪他说话，端点好吃的。今年春节刚过，公公
病逝，我们哭得很伤心，只能看着公公的回忆录，回想他
坎坷的一生，想再听他讲述战场上的事，已经不可能了。

人总是要老的，这世界上，有很多事都可以等，可以
推，但行孝千万不能等，“祭之丰，不如养之薄”，与其在老
人离开后，花上十万八万去办丧事，不如趁老人健在时，
端上一碗开水，让他们润口解渴；做上一顿饭，让他们体
会温暖；陪他们说会儿话，让他们舒心展颜。

其实，现实生活中，孝敬之举随地可为，一个问候的
电话，一个关切的眼神，一次含饴弄孙的团聚……都可以
慰藉老人的心！人生无常，天底下没有哪一个父母会站
在原地等我们！所以，应酬可以推一下，闲事可以放一
下，而孝敬老人是万万等不得的，必须只争朝夕！

冬韵 武世天 摄 唯有诚信才能安心

行 孝 不 能 等

总有一些人，让我们热泪盈眶，而让我感慨万千的
人，是我的学生罗永壮。

开学第一天，我刚吃过饭走出餐厅，罗永壮耷拉着流
满血的左手臂对我说，“老师，我和罗童童追着玩儿不小
心划到钉子了！”我心一惊，拉着他就往卫生院跑。

医生清洗过伤口后，说必须缝针，否则伤口很难愈
合，打麻针的时候，我不敢去看，一只手抱着罗永壮的肩
膀，另一只手按着他因为巨痛而发抖的手！当我的目光
再次落在他的脸上时，我看到的是满脸的泪水，我没有听
到他的哭喊，他只从嘴里挤出两个字——“忍住”！我的
眼眶湿了，因为这个九岁的男孩子！

罗永壮刚刚升入小学二年级。父母离异，妈妈抛弃
了他，两年都没回来看过他，也没打过电话。爸爸去了外
地打工。罗永壮说起爸爸妈妈时，没有丝毫怨言，话语中
全是想念和期盼！他的年纪，不该这么坚强的！

罗永壮，正像一个天使，才九岁的孩子，还是一颗小
小的心，却已承担着数不清的伤痛。他的泪水把他的坚
强洗涤得更加清澈，让我们感动，让我们颤抖，这个流泪
天使带给我们的，是坚毅的心，更是柔软的情。

看到他，我们会知道，在我们身边，一定还会有不少
这样的天使等着我们去发现，去靠近，
去帮助他们！更让我们清楚地知道，帮
助他们更是在帮助自己！因为只有认
识了他们，我们才能真正认识这个世
界！

流 泪 天 使
杨蕾

杨群灿

万 安 山 奇 石 传 说

万安山又名玉泉山或大石山，东接嵩岳，西达伊阙，层峦叠
嶂，沟壑深险，巍峨壮观。山上清泉涌流，曲径通幽，石怪林密，
每于冬天雪晴之后，平地及其它山上的雪已化净，而万安山顶还
是一片白皑皑的积雪，映着阳光，分外夺目，为旧时洛阳八小景
之一，名“石林雪霁”。今撷取几则关于万安山奇石的传说，以飨
读者——

卧牛石

在小南顶半腰，紧临朝阳洞北边，有一巨石，酷似卧牛，人称
“卧牛石”，相传是大禹治水时驭使的神牛，因劳累而殒命。每逢
万安山庙会，很多香客到此焚香祭祀，纪念它的治水功劳。

相传，远古时候，天下茫茫，洪水滔滔，黎民频遭水患之苦。
鲧苦心治了九年水，为了堵住横流，盗取了上帝堵水的“息壤”，
被上帝诛杀在羽山。

大禹悲悯人间的灾难，为了完成父亲的遗愿，继续治水,背着
父亲留下的“息壤”，遇着洪水，就撒上一撮，马上堆积成山。但
是浩大的汝阳江泛滥无边，“息壤”也用完了，在万安山上留下个
缺口，汝阳江再次发大水时，只有鸭子能从这里凫过来，所以这
个地方就被叫做“大鸭豁”至今。大禹非常焦心，由于长时间的
奔波，面孔黝黑，腰弯腿屈，脚底满是厚厚的老茧。

大禹治水的艰难遭遇，深深地感动了一头神牛，它对大禹
说：“我是上天役使的神牛，愿意助你一臂之力。但是，治水光堵
不行，该疏的地方要疏。”大禹认为有道理，就骑着神牛在万安山
一带查看地形，最后决定在龙门劈凿豁口，疏通江水。

从此，神牛每天早上驮着大禹到龙门，大禹劈山凿下的石
块，都由神牛运走，到了晚上，神牛又把大禹驮回营地。就这样，
经过九九八十一天的不懈努力，龙门山终于被凿出一个巨大的
豁口，江水消退了，只留下中间那条长年流淌的伊河，留下了河
两岸平坦肥沃的良田。这就是“打开龙门口，旱干汝阳江”的故
事。而这头神牛因为劳累过度，化为巨石，安息在万安山上。

小龙石

小南顶半腰有潭，叫濯龙潭，因为潭不大，职司这座潭的是
一条小龙。

有一年春上，皇帝派大臣到濯龙潭求雨，龙王立即部署众龙
施雨。众龙不敢怠慢，努力布雨，唯洛阳一带久旱无雨，百姓叫
苦不迭，皇帝再派大臣上山求雨。

龙王得知情况，查看案卷，叫来职司濯龙潭的小龙，呵斥道：
“为让你得到锻炼，将京师重地交与你负责，要求仲春降雨，为何
迟至初冬仍然滴雨未下，是何道理？”

小龙涨红了脸：“本地去冬降雪一场，旱情尚不严重，就没及
时行雨，没想到刚打了个盹儿，就到冬天了……”

龙王沉吟半晌，遂判道：“念你年幼，又属初犯，死罪可免，活
罪难饶，令汝先行布雨，而后伏于山坡，经受日晒，体察受旱滋
味，五千年不得入潭！”

现在，位于卧龙石东侧山坡上的那块酷似龙状的石头就是
那条小龙，它精神萎靡，如今还在服刑呢。

西卧牛石

很早时候，一个放牛娃在小南顶下面的西山坡上放牛，一头
老牛突然病倒了，放牛娃赶紧叫来父亲想办法。看到老牛顺着
山坡往下滑，父亲只好用脊背扛着它，结果，牛和人一起往下滑，
眼看就要滚下山坡了。这时放牛娃找来了一根粗大的树枝，一
端顶住牛肚子，一端顶在崖边的一块大石头上，父亲才得以站起
来,但经过这一番折腾，腰背疼得厉害，放牛娃捶打按揉了一阵，
父亲才会行走。

后来人们把西山坡上这块凸出崖外的斜石板叫做“西卧牛
石”，路过此处的人，都会在石头下顶根小棍棍，以祈求平安，壮
腰健腿。从此，在万安山上，看到类似的悬石，人们都会在下面
顶根小棍棍，就是那时传下来的习惯。

鏊子石

濯龙潭北边不远有濯龙祠，很早时候就是祭祀炎帝的场
所。有一年，四方信徒看到庙宇破败不堪，就集中行动，有的运
材料，有的做匠工，有的打下手，熙来攘往，重修庙祠。

但这么多人的吃饭成了管事儿的难题。
这天，观音老母化作一个婆婆来到山上，信手搬来几块巨石

放到南边山坡上，然后支起一个巨大的鏊子，烙起饼馍来。
婆婆烙饼时，揪个面团，拿擀杖在面板上三推两推，就成了

一张面饼，然后用杖头一挑，稳稳落在鏊子中间，三翻两翻，面饼
熟了，接着又是一挑，向背后一撩，落在烙饼堆上。说也奇怪，婆
婆的背后仿佛生了眼睛，一摞烙饼码得整整齐齐，那些饼圆圆
的，一样厚薄，一般大小，饼上还有不同的烙花，有的如蜂，有的
似蝶，有的像花儿。过往的人们无不啧啧称奇。

婆婆说话和气，待人诚恳，烙的饼香甜可口。有了她的帮
助，工程进展很快。

管事儿的向她道谢，不免对她的手艺夸赞一番。婆婆说：
“这没什么，我十二岁出嫁，给家里一百单八口人做饭，烙了六九
五十四年饼了。”又指着一摞摞烙饼说：“修庙的活干完，这些饼
正好够吃，我也该走了。”

婆婆把灶具收拾停当，放到面盆里端起来，右手拿擀杖一
挑，鏊子飞到杖头旋转起来，跟着，婆婆双脚离地，驾云一般升空
而去。

如今，盘古洞东侧的山坡上，那四块鏊子石还静静地安放在
那里，附近有个老母殿就是后人为纪念老婆婆而建的。

晾经台

鏊子石又叫晾经台。
传说唐僧师徒在此山荡尽妖魔，使得万事平安，故把此山叫

做万安山。他们在跨越山涧时不慎把经书弄湿，看到了这几块
平整的巨石，于是把经书放在这石上晾干。南边不远处有座朝
阳洞，就是为纪念此事而建，门楣上的石雕反映的是唐僧师徒取
经的故事，“经回东土”四字是指把经书带到了目的地。

棋盘石

太上老君和太白金星厌倦了天宫生活，有一天，二仙相约到
凡间消闲，一同降到了万安山颠。盘桓既久，太上老君提议：“咱
俩手谈一局如何？”太白金星道：“群山旷野之地，如何手谈？”

太上老君走到险道青龙背上，四面观望，看到一块巨石孤悬
空中，就跃到石上，用指头在石上纵横刻画一番，一副棋枰呈现
出来。太白金星也跃到石上，张嘴一吹，变出两盒黑白棋子，二
仙相视大笑。

当地传说，唐朝武周年间，两位有名的术士袁天罡和李淳风
也在此石上下过棋，但因年深日久，雨淋日晒，棋枰已模糊不清，
二人重刻宫格。不过，他们下的是象棋，至今石上留下的棋格仍
清晰可辨。

阎红彩

王艳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