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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在菜场一隅见到一位老

妇人挎了两篮子槐花在卖，忍不

住驻足停留。槐花很嫩，是那种

将开未开的状态，价钱也便宜。

于是买了一些回来，用开水焯过

之后，一部分拌面粉在平底锅中

小火慢煎，一部分直接拿来炒鸡

蛋，清香甘甜爽口，带着乡野气息

的自然清新味道在舌尖荡漾，直

抵胃肠，也让我的思绪一下子回

到了与槐花有着不解之缘的少年

时代。

在那个淮北平原深处的小村

庄，一棵棵高大的槐树直冲云霄，

每到春末夏初，雪白的槐花一串串

怒放，空气中飘浮着醉人的香甜气

息，也招来了无数小蜜蜂在枝头嗡

嗡飞个不停。槐花是春天的主要

蜜源之一，槐花蜜有着天然槐花的

清淡幽香，格外沁人心脾。春末夏

初，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心灵手

巧的主妇们拿来竹竿，顶端绑上镰

刀，不一会儿就能摘上一箩筐。农

村的野孩子，少有不会爬树的，我

当然也不甘落后，脱了鞋子噌噌爬

到树上，为一家人的餐桌做出贡

献，得到大人的夸奖，得意洋洋，这

餐饭也吃得格外香甜。那时候生

活艰辛，少有拿鸡蛋来炒槐花的，

大多是拌上面粉煎，或者上锅蒸

熟，浇上蒜泥、醋、麻油，宜饭宜菜，

适口充肠，在我清苦的少年时代，

每年春天槐花的香甜总是能回味

良久。

鲜花入馔，古已有之。曹丕在

《九日与钟繇书》中说花“含乾坤之

纯和，体芬芳之淑气”，“辅体延年，

莫斯之贵”，在《隋唐佳话录》中，武

则天于花朝日游园赏花，令宫女采

集百花，与糯米一起捣碎蒸熟，名

曰“百花糕”，民间亦有俗谚云：“春

食花，夏食叶，秋食果，冬食根”。

举凡菊花、梅花、玫瑰、樱花等，都

是很好的食材，名人雅士们偏爱

这些风姿绰约、名贵娇嫩的花儿，

与它们相比，槐花显得过于土气

和普通了，但它却能充当旧时人

们填饱肚子的口粮，关键时候是

可以救命的，所以普通百姓对它

的感情更深。

离开故乡后，到外地求学、工

作，不知为什么，再回去的时候，村

庄里的槐树渐渐稀少，直至消失。

是人们生活富裕了，不再依靠槐花

接济口粮，还是另有原因？不光是

槐树，村里原先各种各样的榆树、

泡桐、楝树、楮树等，全部被一色

的速生白杨所取代。这样的春天

不再有槐花香，也不再有黛玉吟

哦的“柳丝榆荚自芳菲”，只有漫

天的杨絮飘飘洒洒，单调无味，令

我感到伤感和迷惘，看来想要找

点槐花来打打牙祭，回味一下少

时的感觉，只能是奢望了。悻悻

然回到城市，越发想念泥土和槐

花的芬芳，这次能在菜场买到，也

算幸运，老妇人自称是偶然在野

外摘得，并非专门的菜农。谁知

明年的春天，还能不能品尝到记

忆里魂牵梦萦的槐花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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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关于母亲的记忆中，从来

就没与烦恼、忧愁沾过边儿。母亲

生前曾做过数学老师，最擅长教几

何。不知是不是因为几何教得好，

使得母亲在遇到事情时也融入几

何思想，让她在不同的生活境遇下

百变出各种角度，从而使得她的一

生都达观平和、从容幸福。

那一年我即将高考，父亲下岗

对我的心态影响很大，我无法沉下

心来认真看书复习，以至于高考失

利，比我成绩差的同学都考上了

理想的学校，我情绪失落到了极

点，整天郁郁寡欢。父亲受到下

岗的打击也是一蹶不振，整天喝

得醉醺醺的。

母亲对我和父亲这两个“不争

气”的东西，没有半句埋怨。她竟

然对我们说，老天很照顾我们家，

女儿高考落榜、老公下岗，这是多

难得的机会啊，这是给我们一个绝

地反击的踏板啊！经母亲的点拨，

我和父亲也幡然醒悟。我开始重

振旗鼓迎接复读，父亲也为我重操

旧业买来高考复习资料每天研究

起来。在这一年里，父亲不用上

班，心无旁骛地打点我的学习和生

活，我也在母亲的鼓励之下状态越

来越好。没想到竟然高出一本线

很多分的成绩考上了重点大学，而

父亲也因为重新熟悉教学内容，自

己开办了高中课程辅导班。我们

家的风水真的如母亲所说，全部转

顺了！

母亲告诉我，只有把生命展成

一个45度角，角的水平线代表希

望，另一条45度的坡度线代表着

乐观和顽强向上的决心。这是最

不屈的精神境界。人活在世上，

要俯下身子，正视前方的路，以坚

强的人生态度，踏踏实实、一步一

个脚印往前走。不要因为一时的

困难而自暴自弃，不要因为一时的

失败而一蹶不振。沿着45度的坡

度线一直走下去，终会走到人生的

高点。

因为母亲是老师的缘故，多少

有些“职业病”。在家里对我也如

同对学生一样，她提了要求，我就

要做到，做不到肯定会接受惩罚，

以至于我从小就害怕被罚，从而变

得非常自律，但是不管我的成绩多

么优秀母亲也难得夸我一句。直

到上了初中，我开始变得叛逆。母

亲说东，我偏往西。我故意在母亲

面前听着流行歌曲写作业，穿母

亲认为“伤风败俗”的衣服，做很

多挑战母亲忍耐极限的事。可让

我完全没有成就感的是，事情并

没有如我所料，母亲没有让我气

得七窍生烟，反而对我大加赞扬，

还和我站成一队，说我简直就是

她年轻时候的翻版，我更是青出

于蓝而胜于蓝。

当我把母亲如此种种和同学

说的时候，同学们都纷纷投来羡慕

的目光，那个时候，我觉得倍儿有

面子。回家看母亲的脸竟然顺心

了许多，她只要一说她那时的故

事，我不自觉自己比对一番。母亲

说她那个时候，不让她看那些名

著，她就故意偷偷看，我有过之而

不及，在母亲的唾沫横飞的描述

中，我已经抱回来一摞摞的名著

集，《平凡的世界》、《边城》、《羊脂

球》等，轻松考了语文全年级最高

分。后来我才知道，这是母亲根

据我的不同年龄阶段所采用的

“因时施教”。

母亲说，360度是一个圆，代表

完美、圆满、通融。人在处理各种

事情时就要做到婉转、变通，用自

己的智慧、真诚与自信，赢得别人

的理解和信任。

除此之外，母亲还经常告诫

我：90度是垂直的，要求我们做事

要公正无私、光明磊落。人活一生

要坦诚做事、真诚做人，做一个真

正的君子。母亲也用自己的行动

诠释着她人生的90度角。

虽然母亲过世了，但是她人生

之中的“几何学”却一直延续在我

的生命里，失意时给我激励，平淡

时让我从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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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办公室有一盆吊兰。

它是我刚到这儿上班时，原单位

的同事送的，跟随它一起来的，还有一

个古色古香的木制花架子。初始，满盆

青翠，鲜嫩的叶片犹如婴孩的肌肤一

样，莹润发亮，看了让人满心欢喜。

每一位走进我办公室的人，没有

不被它吸引的。有时急匆匆地进来，

走近它，就暂时忘了来此的目的，静静

地看一会，才想起要说的话题，言谈间

便多了一份宁静的从容，更有一种欣

然的喜悦，那来时的匆忙急色和焦躁

就在这片刻之间的静立静观中消失不

见了。有时，看着他们踏着轻快的脚

步轻盈地离去，便会茗上一口茶，会心

一笑，有一份宁和快乐的心境。

这是静下来的好处。岁月静

好，不知不觉三月悄然溜走，带走了

桃红，留下了柳绿；四月，轻盈地走在

春天的深处，带来了明前春芽的清

香，带来了安然品茗的时光，抿一口

清香，便醉在这春光里好眠。一朵

花，一片叶，一棵草，一缕风，都满含

春情，带给人无限的美好，激扬着向

上的情怀，安享静怡的时光。

曾几何时，我是听不到自己声音

的。

2012年春天，我从乡镇调到了

县直机关工作，曾经的分管领导，也

是我非常敬佩的一位大姐叮嘱我，到

了一个新地方，一切重新开始，要调

整好自己，做好准备。说真的，听的

时候点头，转身后，却没往心里记。

投入到新的岗位，干了与自己喜欢的

文字相关的宣传工作，每天都是在新

鲜、新奇、欣喜中度过，不是学习政策

业务，就是埋头笔耕不辍，每天忙忙

碌碌，像个陀螺一样转个不停，原先

那点离愁别绪都被我抛到九霄云

外。老话说得好：有耕耘就有收获。

不知不觉，辛勤付出换来了丰厚的回

报。一年多的时间，自己负责的宣传

工作就挣了个全国系统先进回来，给

自己带来很大的成就感，同时也给我

带来了机遇。

2013年夏天，我来到了现在的

单位。全然陌生的环境，全然陌生的

岗位，想干好工作，光有一腔热情是

不行的。一直以来，自己从事的工作

都是在走动及忙碌之间，现在忽然静

下来，反而有点无所是从了。从一个

领域的业务专家到另一个领域的幼

儿园学生，角色的转变，业务的生疏、

学习进度的缓慢、自身的压力，让我很

迷茫，也很低落。一个人独处一隅，也

很难静下心来，心就像废弃庭院里的

草，杂乱而荒芜。每天静静地坐在那，

也很难有片刻的安宁。一本书摆在面

前，半天都翻不了几页；想写点东西，

握着笔，就是不知写什么，半天也写不

出几个字。人整天感觉都“急”的不得

了，心浮气躁的，鼻子不是鼻子，眼不

对眼的，看什么不是什么，很情绪化，

一句话总结就是“简直糟透了”。

那样的状态让我很不安，也让关

心我的人担心不已。

那天，我独自坐在办公室，翻看

一本业务书籍，看了半天，书中内容

却是一点也没往心里去。无意间一

抬头，暂离静默的字符，视线落在前

方窗下的吊兰上，墨绿色的叶片，发

出亮油油的光泽，花架下端垂吊着几

支藤蔓，枝叶间摇曳着一朵朵小小的

花，白白的花片衬出花心的一点淡黄，

静静地立在那儿，说不出的好看。彼

时，周围静悄悄的，有一束阳光挤了进

来，与吊兰形成了幽静和谐的画面，衬

托出寂静无声的时光在缓缓流淌，流

淌着鲜活的气息和绿色的希望。

那一刻，我突然泪盈于睫：它一

直在那，安静地陪着我，没有因为我

的冷落轻视自己，或疏远我，就像一

直关心包容我的家人、朋友。

在人生的路上，我们在一个劲往

前奔的时候，有时候也要学会慢慢地

走，停一停，去看看路两边的风景，有

时候也要学会转身，去看看背后遗漏

的风景，也许你就会有感悟，生活还

有另一种美景在等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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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每个城市都有一支短工大

军，多为异乡客，以肩挑背驮谋生，重

庆称“棒棒军”，武汉叫“扁担”，他们

没有任何手艺或技术，属于打工阶层

中最艰辛的一类。

短工多在货场、车站、进出货频

繁的商铺周遭等活，散乱地或蹲或

坐，两眼却时刻留神可能出现的雇

主，也有席地围坐打牌“混点”的，一

旦发现目标，都一窝蜂地围上去，接

受雇主“挑肥拣瘦”。挑上的自然高

兴，落选的也不气馁，在这个圈子里

彼此兄弟，早晚都有机会。

短工过剩——用我们老板的话

说，“满大街都是，随手一抓一大把。”

所以谈价时雇主把工资压得很低。短

工虽然大度地表示：“来得去得”就行，

实际锱铢必较，结算时少给一块钱也

不依——血汗钱挣来不容易！一般而

言，短工都老实本分，工钱说定，便踏

踏实实干；也有因吃过亏变得刁滑的，

逮机会叫老板放一点“血”，譬如遇到

急件或跟车外出，讲价时，他不明言钱

少，活做到一半，他开始“磨洋工”，逼

老板加钱，如果老板一毛不拔，吃亏的

终归是他自己。但敢跟老板斗心术的

少，老板毕竟强势，短工有时明知吃亏

也得做，好在力气是使不完的。

有的短工聪明，他不计较一得之

利，而是谋求与某个老板长期“合

作”，工钱不争多论少，依老板的“一

口价”，而且做事敬业，行为廉洁。我

们老板就用过这样一个短工，一次，叫

他单独送货，验货时发现多了两袋卫

生纸，他满可以拿回住处自用或卖钱，

但他如数交回库房。还有一次，业务

员都不在家，老板临时抓差，叫他去结

一笔小账，他收的是现金，回来一核

对，分文不爽，从此得到老板的信任，

成为公司的一名“编外员工”。

短工不限于只为老板们服务，我

们平日的生活有时也要借他一臂之

力。那天我买了一台饮水机，不算重，

但要拿到高在顶楼的居所却有些吃

力。天色已晚，遇到一个过路的小短

工，我把这笔生意“照顾”给了他，但声

明工资不能多要，他开价6元，我还价

5元，他二话不说，扛起饮水机，似乎

嫌轻，顺手把我买的菜也拿在手里，跟

着我到住处，然后嗖嗖地上楼，快得像

猴子。事完，我给了6元，他推让了一

下，接过喜出望外而去。因为有了搬

家公司，过去我们视为重负的搬家，现

在已轻松不少，那些穿红、蓝马甲的搬

运工，原本也都是短工。

我常想，偌大一个城市，这些挑

呀、扛的事，如果不是有短工，谁做？短

工多是农村来的，他们最终要回到农村

去。城里有需要他们做的事，但没有他

们安身立命之地（至少目前），他们是城

市中的过客，但已构成城市链条的一

环，如果缺少这一环，城市在某些方面

就可能停转。或许，有朝一日他们不再

是过客，也能成为城市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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