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幸福的驴
李乃庆

刘老汉吃过午饭习惯躺在床

上!眯瞪"一会儿# !眯瞪"后醒来

正不知道干什么$ 忽然听到院子

里他养的那头黑驴 !嗯啊%%%嗯

啊%%%"地叫起来# 刘老汉走到黑

驴的跟前$ 那黑驴立即停止了叫

声$并!嘟噜噜"地打了个响鼻# 刘

老汉听到这声响鼻才意识到是中

午忘记喂它了$那驴饿了#

就在这时$ 有两个年轻人到

了他的院子$ 手舞足蹈地对着他

的!黑毛"拍照了好一阵# 他也不

知道两个年轻人是干什么的 $为

什么这么喜欢他的 !黑毛 "$就让

他们拍了左边拍右边$ 拍了前面

拍后面#

没几天$ 刘老汉家来了一个

长得宽面大耳的陌生人$ 自报姓

名叫赵大头$说想买他的!黑毛"$

一开口就给两千元的价格# 刘老

汉想到因为这头驴经常和老伴生

气$就答应卖给了赵大头#

刘老汉把缰绳递给赵大头的

时候$!黑毛" 意识到它将永远离

开这个生它的地方$ 心中倍感凄

凉# 惊诧地瞪着那大大的驴眼$泪

汪汪地!嗯啊%%%嗯啊%%%"叫了

几声$似乎在问&!主人啊$我怎么

了$ 你怎么把我交给了一个不认

识的人' "

!黑毛" 被卖掉的第二天$村

里一个喜欢读书的帅小伙拿着报

纸来到刘老汉家$ 一见他就念起

来&(

!!

村惊现陈州驴)$ 记者近

日到地处偏僻* 交通非常不便利

的
!!

村采访$ 在刘老汉家意外

发现纯种陈州驴 # 该驴粉鼻 *粉

眼$除肚皮为白色外$其余皆黑得

发亮$并且体格硕大$结构匀称 $

颈长而直$耳长且宽$前胸发达 $

耆甲长$肩部宽$肋骨开张 $腹部

充实$尻宽而长# 据 (陈州志 )记

载$陈州驴饲养历史悠久$明清时

期境内饲养较多#

"#$%

年被全国

马驴育种委员会鉴定为优良品

种$命名为!陈州驴"# 由于农业机

械化的迅猛发展$ 近年很少有人

饲养$濒临灭绝状态++

刘老汉听了半天不知道年轻

人说的是什么#最后那年轻人告诉

他$ 那两个拍照片的人是记者$他

的!黑毛" 是纯种的陈州驴$上了

报纸和电视#刘老汉听到这里十分

后悔卖掉!黑毛"$但已经晚了#

由于中央加大反腐力度 $严

禁领导干部在高档饭店消费 $一

些会所和!有特色"小酒店生意都

红火起来# 陈州城一些大饭店的

老板也相继租用家庭小院开办了

独具特色的狗肉馆*元鱼馆等等$

生意都很红火# 赵大头抢抓机遇$

借助陈州驴的影响$ 率先办起了

第一家驴肉馆# 可是$他虽然宣传

说自己的驴肉馆是纯正的陈州

驴$ 却没有人看到他的饭馆里出

现过陈州驴$ 他的饭馆生意一直

不好# 所以$当他从新闻上看到了

!黑毛"的光辉形象后 $便不惜高

价把它买到了手#

!黑毛"到赵大头驴肉馆的时

候$看到赵大头宰杀它的同类$不

由流着眼泪!嗯啊%%%嗯啊%%%"

连声哀叫$ 想让赵大头尽快把它

杀掉$免得天天受折磨# 然而$让

它没想到的是$它不仅没有被杀$

吃的草料比在刘老汉家还好# 令

它更奇怪的是$它初来的时候$来

这里吃饭的人还不是很多$ 现在

居然门庭若市#

这天$ 正在它迷惑不解的时

候$赵大头把它拉到了一辆车上$

车厢的两边喷绘着它的照片和

(陈州日报)关于它的报道# 看到

这些$!黑毛"高兴起来&赵大头是

要宣传我们驴族$保护我们驴族$

他真是个好人啊,

到了大街上$ 车上的喇叭忽

然响起来& 本店的驴肉均以陈州

一带散养的优质陈州驴为原料 $

加入几十种中草药$ 经数十小时

的温火煨制而成 $ 具有健脾 *养

心*温阳*补肾之功效# 天上龙肉$

地下驴肉# 想健康$喝驴汤# 要长

寿$吃驴肉#

!黑毛" 听到这里$ 才知道赵

大头要把它做成各种美食$ 让更

多的人配上美酒来吃它的肉 $忍

不住哀嚎不止#

它不知道转了多少街道 $转

了多久$ 因为它只有一个等死的

念头$有多少人围观它 $赞美它 $

它也不在乎了# 将要被宰杀了$赞

美再多还有什么意义'

在它等死的过程中$ 发现原

来那些食客喝的瓶装茅台* 五粮

液和洋酒$ 都是大箱子小箱子的

颜色像那些酒的矿泉水# 它不由

感叹& 我一来怎么那些食客都喜

欢和我一样喝水了呢' 几个月后$

!黑毛"看到有更多的同类不同宗

的驴被杀死了$ 赵大头却没有要

杀它的意思# 它终于明白&赵大头

是用自己正宗陈州驴的形象和叫

声来骗取食客的信任#

!黑毛 "明白这一切后 $想到

在刘老汉家天天住草棚$ 不由生

出幸福感来&我虽然是一头驴$却

吃的好$住的好$只吃不干活 $天

天坐车$上电视$万人瞩目 $我太

幸福了#

远 方
金鸿钧

远方是从小憧憬的向往!

五彩的梦幻像野草般疯长!

课堂上增长着求知的欲望!

田野里吮吸着五谷的芳香"

每当走在村头小河旁!

凝视远方唱着童谣畅想#$$

那都市%森林%大海!是我想象的远方!

梦幻里!飞向远方!澎湃着金色的渴望"

伴着春风%阳光%雨雪%寒霜!

困苦孕育着灵魂和精神的力量!

无数个夜晚希望之梦在彩云间徜徉!

攀登命运险峰成为君志所向"

早春的寒气挡不住迎春花怒放!

盛夏的骄阳普照着贫瘠的土壤!

深秋的枫叶飘动着放飞的梦想!

寒冬的冰凌怎能凝结住火热的心房"

铁一样的意志凝聚着生命的力量!

纯洁的心灵追寻梦的远方!

十九岁的肩上挑着希望和理想!

英姿勃发走向军营%走向疆场"

青春的花蕾在汗水的浇灌下绽放!

振奋的精神把忘情的探戈奏响!

部队熔炉锤炼了体魄健壮!

年轻的胸膛里沸腾的热流奔放"

人生的旅途并非平坦通畅!

岁月如歌也有过困惑!有过迷惘!

凝滞的笔管流不出那高亢的乐章!

那座小县城又幻化为梦中的远方"

挺起脊梁没有悲怨!没有沮丧!

神圣的诱惑启迪着远方的理想!

贫瘠的土地同样生长着希望!

生命的尊严激励我书写新的诗行"

改革开放犹如神奇的魔杖!

指向哪里!哪里就会变幻着模样!

乘借魔杖心里装着远方!

血液里流淌着搏的力量"

踏着晨曦%迎接朝阳!

沐浴夜色%相伴月亮!

五更听鸡!思索墨香!

笔管里奔涌着雄浑的乐章"

当岁月的年轮犁深思想的土壤!

绚丽的年华在智慧的沉淀中闪光!

命运之神再次送我奔向远方!

三川河水洗沙淘金激起美丽的浪花鼓掌"

仰望星空!放飞梦的远航!

脚踩大地!扎根深深的土壤!

在耕耘中收获秋的果实!

品嚼收获方知时间的份量"

正是这份量勾起无限遐想$$$

我感恩生养的故土和苦难的褒奖!

我感恩党旗把稳航舵!

即使是暴风雨也不会偏离航向"

岁月像海水漫过沙滩一样!

人生的故事镌刻在记忆的河床!

几多坎坷留下多少苦难和沧桑!

唯有母爱像一种巨大的火焰照亮路的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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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感怀

岁月如流意不平!

半生案牍每三更"

文章未负少年志!

一片冰心是旧盟"

咏荷

菡萏映霞光!

赤烟生绿房"

飞扬翠羽过!

犹带玉荷香"

母亲的拿手活儿

张国营

上世纪
3(

年代 $我还是小孩子 $回忆

起母亲当时经常做的颇有些技术含量的拿

手活儿$还历历在目#

一

仲春季节$天已大暖$母亲在筹划着养

蚕的事情#

为保暖起见$ 蚕卵是在大衣柜里的破

棉被中存放的# 母亲小心地扒出一张均匀

地分布在一块儿粗布上的像油菜籽一样的

蚕卵$放在贴身的衬衣口袋里$暖上一周左

右$就有蚕的幼虫像蚂蚁一样破壳蠕动了#

等待这些小生命慢慢稠密了$ 母亲就用一

支鸡羽小心翼翼地把它们拨拉到一张大幅

的硬纸上$给它们撒上切碎的嫩桑叶$他们

就开始啮噬了# 没有孵出幼虫的卵继续暖$

直到孵出全部幼虫为止#

过了一周左右$ 这些小家伙不好好吃

东西了$并且绵软软的# 我诚惶诚恐地问母

亲是怎么回事$母亲却笑笑说$这是蚕在休

眠$过一天就好了# 一天过后$小家伙们果

然活跃起来$又恢复了先前的生机$并且明

显见长了$已有一寸多长# 母亲又把它们平

均分放在一张席子上# 喂他们的桑叶也不

需要切碎$只要切成条就行# 就这样越长越

大$母亲又把它们分放到几张席子上# 这些

蚕姑娘的食量也越来越大$ 母亲越发催着

我们采桑叶# 只要采来桑叶$成堆成堆甚至

连同树枝尽可以往上放# 只是不能带露水$

否则它们就会拉肚子$生病# 吃得多拉得也

多$母亲就要不时地清理蚕沙-蚕的粪便.$

还把这些蚕沙晒干存放$ 说是以后可以装

枕头$有清火的作用#

大致到第五眠的时候$ 蚕已长成成虫

了$有两三寸长$并且滚圆滚圆的# 晚上就

能听到它们吃桑叶轰隆轰隆的响声# 母亲

这时候着慌了$找来几个竹筐$里面插满树

枝$把蚕全部放在这些树枝上$并且不让我

们接近$不让我们说狂话$怕惊动它们# 还

要特别注意防鼠$ 好让它们安安静静地结

茧#

等到母亲不在场的时候$出于好奇$我

就偷偷地到近旁看$ 只见这时的蚕姑娘更

漂亮了# 他们不再进食$慢慢排完体内的最

后一粒粪便后通体发亮$慢慢又由白变黄#

等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 满树枝挂满了白

花花的蚕茧$ 像花生的形状但比花生饱满

得多$鼓鼓的# 又是那样白$白得让人眩目#

平日里那些生机勃勃的鲜活生命现在都不

见了踪影$静静地成为蛹呆在茧壳里$让你

去猜想去评说#

母亲欣赏着这些杰作$ 终于欣慰地笑

了#

二

暮春时节$ 下了一春蛋的老母鸡成天

卧在窝里$我问母亲是怎么回事$母亲说它

已经歇窝了$正好该孵鸡雏了#

母亲把其他母鸡下的蛋都集中起来 $

平摆在卧窝母鸡的身下让它一并孵化# 这

只母鸡可负责任了$ 不论白天黑夜整天卧

在窝里$把鸡蛋遮掩得严严实实$好几天才

走出来一会儿$啄些食$排排便$又立即回

到窝里$继续它的工作#

一周以后$ 母亲把卧窝母鸡身下的蛋

一个个拿出来$对着光线逐个照$照出有雏

的就放在窝里继续孵化$没雏的就淘汰掉#

过了半个月 $母亲烧半盆温水 $把正

在孵化的鸡蛋全放进去$进行最后一次的

过滤# 那些沉在水里一动不动的鸡蛋一定

是没雏的 $就要淘汰掉 /那些在水里像不

倒翁一样微微晃动的-被人们戏称为小鸡

凫水 .一定是有雏的 $就要保留下来继续

孵化#

俗话说!鸡鸡二十一 "$一天不多一天

不少$孵化到整整二十一天的时候$就听到

!啪啪"的小鸡啄蛋壳的声音# 紧接着$就看

到雏鸡露出了黄脑袋$ 又啾啾地叫着慢慢

挣脱了蛋壳$ 给这个多彩的世界增添了生

机$增添了希望#

老母鸡把小鸡雏幼小的身体暖干后 $

就领着它们从窝里走出来$ 好像是完成了

一项重大的使命# 这时看那功绩卓著的老

母鸡$身体下面的羽毛焐掉了不少$背上和

两侧的羽毛乍着$好像一个披头散发*斜胸

露怀的妇女# 不过它对小鸡护得很$如果有

喜鹊等鸟类向小鸡俯冲$ 它就向上蹿起老

高迎战那些不怀好意的家伙$ 如果有小猪

小狗靠近小鸡群$它就一阵乱啄驱逐他们$

即便是人类靠近$它也是追着啄$直到你走

开为止#

母亲把早已煮熟的小米撒给小鸡吃 $

看着这些小生命频频啄食$ 我们都感到无

比的欣慰#

三

过去都是穿粗布$不管是上衣下衣*内

衣外衣全是粗布# 要穿粗布就要织粗布$母

亲和其他劳动妇女一样$ 到了春天或麦后

农闲季节就要张罗着织布#

母亲先把纺好的线打成线拐子$ 再用

浆水浆一浆$ 增强线的粘度$ 提高线的韧

度$使其挺括# 然后络线子$就是把线拐子

上的线络到络子上$便于松放# 接下来是经

线子$两端上橛子$母亲让我蹲守在其中

的一端$ 她手里抓着几绺从络子上松放下

来的线子在中间来回无休止地跑$ 跑到我

蹲着的一端就把线子递给我$ 我就往橛子

上挂一次/ 跑到另一端她自己就弯下腰往

橛子上挂一次# 循环往复$一直把络子上的

线经完# 现在有一个俗语$若看见某个人来

回跑$就说他跟经线子一样#

母亲将经好的线子缠绕成一个大线

团$就进入下一道工序%%%穿扣了# 从线团

中心将交叉线头掏出$ 用两根竹棍也叫交

棍穿过交叉头$ 将交棍两边用绳子连接国

定$让线子始终保持交叉状态# 然后把经线

搭在支架上$去掉绑着的绳子$把线抖开铺

平#

穿扣以后是穿缯$也叫递头# 缯是由一

根根缯丝组成的$ 每根缯丝中都有一个圆

孔$ 穿缯就是让经线一根根从缯丝中的圆

孔穿过# 往往是母亲在一边穿$让我在另一

边接# 每一根线对应好一根缯$直到穿完所

有的经线#

最后就是织布了$手脚并用$双手轮流

操作# 右手投梭$穿过经线交给左手$右手

拉动吊着的绳框$拍打一次纬线$这时脚踩

踏板一次# 然后左手把梭子穿过经线交回

右手$左手再拉动绳框$拍打一次纬线$循

环往复#

织成的布根据需要再染成黑色* 蓝黑

色或浅蓝色#

母亲不光会织白布$还会织花布# 花布

的经线有不同染好的颜色$ 比如红色 *蓝

色*黑色$错杂有致# 纬线也要变换不同的

颜色#

可以说$从弹花*织布到做成衣服 $浸

透了母亲无尽的心血和汗水#

中山温泉宾馆!

童新生

中山故土三乡地!

罗三妹山南麓情"

民族骄子霍英东!

温泉宾馆誉美名"

往昔鬼蜮舞翩跹!

今朝神州龙图腾"

改革不走回头路
"

!

众志同圆中国梦"

注 !

!

中山温泉宾馆 $中国

大陆第一家中外合作酒店$由港

澳著名企业家霍英东先生等人

投资兴建 $ 邓小平同志亲笔题

名$于
8'$(

年
"2

月
2$

日正式开

业#

""'$9

年
2

月$邓小平同志

下榻中山温泉宾馆期间登上罗

三妹山$并发出改革开放的最强

音&不走回头路#

咏岳飞

草木

精忠报国死!

偷安苟且生&

至今思岳飞!

畅吟满江红'

青春的旋律

李国省

为了一个季节

你执着地开放着阳光抑或风雨

无暇顾及月儿的问候

抑或风儿的叹息

赞美是多余的

正如赞美天堂的美丽

妒忌是多余的

正如妒忌节序的消息

站在时间的前端

紧拥着温暖的信念

默默地把拳头攥起

用青春的步伐丈量奇迹

风云变幻

你郑重把国家利益高高擎起

风险挑战

你信手把个人得失丢在风里

你和常人一样

有过抱怨 委屈

也时常为之困扰 压抑

你和常人不一样

你从未任它发酵

恶化成一种悲观的情绪

你习惯以换位思考的方式

把它调理得无声无息

在你的生命里

青春是一首乐曲

激情 昂扬 和谐

是其永恒的主旋律

我的表哥
刘光运

我的表哥叫长安$ 世代祖居豫东龙都

城南二十公里的张庄# 他是我堂伯父的外

甥$论辈份我称他妈妈为三姑$按年龄他比

我大两岁$又排行老大$理应称大哥$不过

我喜欢叫他安哥$觉得这么叫亲切# 他的名

字为何叫长安$ 我忖度或许是上辈子人吃

够了社会动乱之苦$取长久安宁之意吧#

光阴荏苒$ 屈指已知安哥乃是天命之

年# 他中等身材$国字脸$唇阔且稍厚$声如

洪钟$慈眉善目$面带自然微笑$给人一种

具有亲和力的厚重之感# 论学历$ 他是博

士# 论职位$他是京城正厅级干部$这在古

代相当于五品州官# 乡亲们说起安哥无不

伸出大拇指夸赞&!长安真是有志气$牛, 人

家老坟地里就是有青云之气# "人们仅看到

安哥成功的今天$ 而他过去奋斗的苦难历

程$就鲜有人知了#

我对安哥倍感亲切$ 这种亲情是从小

积淀的# 小时候$我堂伯父有五个闺女$没

有儿子$伯母将我认她膝下做干儿# 每年春

节$我去给伯父伯母拜年$这时候安哥也来

给他们拜年# 于是$ 我俩就有了见面的机

会$能够在一起放炮仗$玩耍说笑$绽放童

心$那时我就感觉安哥有一种亲和力# 不仅

如此$三姑和我妈也是一对好姐妹# 当时$

我家有一台旧蝴蝶牌缝纫机$能缝补衣物$

三姑时常带些布料让我妈帮着做衣服或被

单之类# 那时是人民公社时期$农民都是公

社社员$ 家家都是凭劳动力挣工分分粮食

吃饭# 安哥家姑父经常在外帮人制砖烧窑

挣点工钱$三姑一人在家操持生计$家务农

活一肩挑$还要照料六个儿女$是生产队里

的缺粮大户# 我家和他家一样$父亲在外乡

做工$妈妈一人在家干农活做家务$也是缺

粮大户# 妈妈和三姑是同病相怜$因此$每

次见面心里话特多$相互倾诉$没完没了#

安哥初中毕业后在家务农$ 农忙时干

农活$干一天记五个工分$每个工分的价值

是一角五分钱# 农闲时$拎着箩斗拾粪$五

斤粪记一个工分# 其间$还干过翻淤压沙$

就是把两米深地下的淤土挖出来$ 覆盖在

地面的沙土上$改良土壤结构$防碱化# 还

干过用人力车去三百里外的西山拉煤$把

煤拉回生产队里烧砖建房# 还干过挖河修

路建水闸等杂役# 夜阑人静$安哥常深思$

难道我这辈子就只能面朝黄土背朝天当农

民吗' !路漫漫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求

索# "我的路又在哪里' 他有一种怀才不遇

和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感慨与无奈# 流水无

痕$水滴石穿# 光阴无情$利刃锈钝# 久之$

安哥身心疲惫$神情麻木$胸中明烛渐残#

"'))

年$中国高等教育考试制度恢复#

平地一声春雷$安哥为之振奋# 他看到了改

变自己命运的光明和希望$ 找到了前进的

方向# 于是$他重新设定自己的人生坐标$

并坚定不移地向着自己的目标奋进#

理想不是一时的冲动$ 若实现它仍需

要艰苦的努力# 高等教育考试的内容主要

是高级中学的知识$然而$安哥仅学过初级

中学的课程$他要想参加高等教育考试$就

必须学习高级中学的课程# 于是$他向别人

借来了高级中学的课本$如饥似渴地学习#

三姑担心他读书的底子薄$ 家里又有许多

农话需要干$ 怕他考不上大学$ 就悄悄问

他&!能行吗' "安哥说&!不试咋知道, "三姑

无语$只是让安哥少做农活$多学习#

由于时间短$学习条件又差$首次参加

高考$安哥名落孙山# 安哥没考上大学$姑

父和三姑没有责怪他$觉得他试过了$该死

心了$往后就在家老老实实干农活吧$咱祖

祖辈辈就是农民的命$当农民也饿不死$照

样过日子# 可是$安哥心中的理想怎么能轻

易放弃呢' 胸中燃烧的希望之火怎么会轻

易泯灭呢' 他立志咬定青山不放松$终能成

为栋梁材#

第二年$安哥继续坚持高考复习# 姑父

和三姑虽然心存忧虑$ 但还是对他尽力支

持# 这次$安哥真是破釜沉舟孤注一掷了#

张庄后有一菜地废弃小草屋$ 安哥把它视

为静心学习之所# 小屋原来是一老者搭建$

极其简陋$老者死后$一直闲着# 小屋没有

装门$屋内是烟熏火燎的墙壁$地面凌乱不

堪$散落着一些稻草秸秆$其间还夹杂一些

粪便# 安哥先把屋内地上的秽物清理干净$

又把墙壁粉刷一新$再用白纸糊了顶棚$置

身其中读书$俨然有躲进小楼成一统之感#

他把中国地图* 世界地图* 中国地形分布

图*中国水纹分布图*中国历史年表以及数

学定理公式等$全部贴在墙壁上$一张小桌

和一张小凳陪伴他做数学习题或记知识要

点笔记# 他把小屋当成了洞房$书本就是他

的新娘#

安哥对复习功课达到了废寝忘食的程

度# 时常忘记吃饭$三姑就给他送# 晚上一

盏小煤油灯陪伴他到深夜# 久之$ 人甚憔

悴#三姑心疼$暗自落泪#识字者视之$称其

为当世范进# 白丁视之$说他是傻瓜废物#

更有恶意者常抛来鄙夷乜斜的白眼# 然而$

安哥不为外界干扰所动$持之以恒地学习$

再学习#

不料祸从天降# 临近高考$一日安哥去

集市购物$他的小书屋着火了$回来见到的

是一堆未烬烟灰# 安哥蹲地抱头哭泣$众人

唏嘘不已# 书屋为何无端着火' 终成谜# 当

时安哥欲报案$姑父三姑竭力劝止# 这火烧

掉了安哥的希望$ 他的心在滴血# 祸不单

行$安哥病倒了# 第二次高考$安哥虽坚持

拖着病体勉强参加$仍无果#

开弓没有回头箭$不达目的誓不休# 安

哥有股子不服输的倔劲$ 现在他也只有华

山一条路了$他要第三次参加高考# 这次他

吸取了闭门造车的教训$ 决定走出家门到

外面开阔眼界$与人交流$取长补短$积累

经验# 安哥打听到县师范学校开办了高考

复习班$他毫不犹豫地参加了# 那时$安哥

在县复习班学习是非常艰苦的$ 家里没有

钱$只能自带干粮# 每到吃饭时$别人都去

学校食堂吃饭$他只能啃干馍$就咸菜$喝

白开水$晚上睡觉就和衣躺在教室课桌上#

可是$安哥在学习上非常勤奋$每天他总是

坐在教室第一排$认真听讲$仔细做笔记$

有疑难问题就向老师请教# 课后$他积极主

动和同学们交流$相互提问$互帮互学# 一

分耕耘一分收获$功夫不负有心人$第三次

高考$ 安哥终于金榜题名$ 考取了全乡状

元$考上了省城有名的财经大学# 知识就是

力量$知识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 安哥经历

了艰苦卓绝的常人难以忍受的磨难$ 他终

于成功了#

不经风雨$难见彩虹# 正是精诚所至$

金石为开# 安哥为农村穷苦孩子们树立了

榜样$实可敬可佩可颂也,

秋实满院

韩学先

辣椒豆角挂房檐!

寒露时节忙种田"

秋尽冬来人欲醉!

把酒欢笑贺团圆"

硕果弥散香甜气!

甘棠始觉滋味全"

天地若能懂世趣!

再添康寿庆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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