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劳动是父亲的节 □韩星星

“五一”放假，刚回到家，我就挨了父亲的当
头棒喝：咋回来了？

我疑惑地望着他，很快反应过来：劳动节，放
假了。我怕他听不见，又大声说一遍。

父亲惘然地点点头。其实，他并不明白，不
知道什么是劳动节。

在乡下，像父亲这样的人，有很多。他们劳
动了一辈子，却不知什么是劳动节；他们在土地
上劳作了一生，却没有享受过一天的节日。我
想，或许这就是父亲和土地的宿命！

吃罢饭，抹把嘴，父亲像往常一样，别把锄
头，走进五月的田野。那里是他的天下。

风一吹，麦子昂首阔步。那五月的绿，是父
亲撇下的军装；那麦子的黄，是父亲坚实的筋
骨。锄头撕破泥土，把杂草连根拔起，父亲率领
他的将士，把时光打得斑驳陆离。只有在这里，
他才思路敏捷、动若脱兔，才会忘记那让他走路
都磕磕绊绊的年纪。

劳动节，全世界的人都在享受着假期的安
逸，但父亲还在劳动，还在享受劳动。劳动就是
父亲的节。父亲佝偻着腰，一粒汗珠一个太阳，
种在他肥沃的背影里。锄头上带起湿漉漉的泥
土，和父亲的脸膛一起，在阳光下闪烁着麦子般

金黄的光芒。
我开始明白，没有宿命！父亲是幸福的。当

我们在为生活而工作，竭力地向工作讨取生命的
供给时，父亲已在享受他的工作——劳动。当我
们还为短暂的假期欣喜若狂，精疲力尽地忙着消
遣、挥霍时，父亲却天天都是假期，并且每天都过
得一丝不苟、波澜不惊。

或许，可怜的是我，我曲解了劳动的本质，还
那么自以为是。

这块土地上，走过父亲，父亲的父亲，父亲父
亲的父亲……他们都这样，脚踏实地地走过来，
走回去。这需要多大的定力和韧性！我能为目
前的工作坚守一生吗？哪怕十年，五年……当我
从这块土地抽身离去，从父亲身边毅然离开，有
什么也从我身上悄然离去了。

父亲的呼吸变得急促，腰越弯越低，锄头扬
得越来越高。他体内一定也有个太阳，尽管衣服
已撇下，仍汗流浃背。他体内一定也有块麦田，
那些璀璨的汗珠，就是他种在生命里的麦子。第
一次，我虔诚地望着父亲。阳光里，他那抽动的
肌肉、黄浊的汗珠，构成五月最震撼的画面。

我想喊住父亲，让他歇一歇，告诉他什么是
劳动节——那是父亲的，父亲的劳动节。

一碗牛肉面
□何梦洁

母亲给我三件宝 □武 梅

一晃，母亲离开我们已将近六年。虽然我不能再
享受温馨的母爱，不能再感受母亲的言传身教，但母
亲给我的三件宝，却使我受益终身。

第一件宝，是良好的习惯——早起。
至今，我都保持着早起的习惯，这是受母亲的

影响。
在我的记忆里，母亲一辈子都没睡过懒觉。一年

四季，她都天不亮就起床。特别是农忙季节，东方泛
鱼肚白时，母亲早把屋里屋外收拾整洁，洗好了一家
人的脏衣服，做好了一家人的早饭；当星星的光辉被
晨曦淹没，母亲早就割完了一垄田，或薅完了几畦菜
地里的草……而这时，别人往往才刚到地头。

就算是农闲时节，母亲也不会多睡一会，她照样
天麻糊亮就起床，洗衣做饭，打扫卫生，忙活针线。母
亲常说的一句话是“早起三光，晚起三慌”。

在母亲的影响下，上学期间，我从没因为个人的
原因迟到过一次。工作三十年来，我仍然保持着不迟

到的记录。尽管单位离家十几里，还隔着淮河；尽管
时常遭遇雨雪大风。有时外出开会、学习，不管要求
到多早，我也不会迟到。

第二件宝，是做事的原则——不揣奸。
揣奸，是一句俗语，意为偷懒耍滑、投机取巧。很

多人在对待公事或他人之事上，有这种表现。
然而，母亲却一直教育我们，不管做自己家的事，

还是别人的事，都不要揣奸。要有多少力出多少
力，有多大本事使多大本事。母亲说，出力不吃亏，
力气使不尽，越使越大；用脑不是傻，脑子用不完，
越用越灵。

母亲的教诲，我时时记在心中。不管领导分配什
么任务，我都愉快接受，并尽心尽力地去完成，从不跟
领导提要求谈条件。同事、朋友有需要我帮助的，只
要我有能力，我定会尽全力帮助，决不推脱，也不要回
报。尽管常常会比别人多忙点多累点，牺牲很多休息
时间，但我觉得，我的生活过得更丰富，更有意义，这

种快乐，是别人体会不到的。
并且，因为工作上的尽心尽力，任劳任怨，我多次

受到上级领导的表彰和奖励。在同事和朋友们的眼
中，我也是大家公认的好人，因而得到大家的尊重。

第三件宝，是做人的道理——多念别人的好。
母亲说，不管和家人相处还是和外人相处，最怕

的是记恨。人家对你十个好，你不觉得；对你一个不
好，你就记在心里。这样，你和谁都搞不好关系，而且
会给自己带来很多烦恼。

这么多年来，不管是在家庭生活中，还是在工作
中，我时时告诫自己，要以宽容之心待人，要常怀感
恩之心。

这些，都得感谢我的母亲，她虽然只是个不识字
的农村妇女，但在教育子女方面，她绝对可以称得上
一个大家。

母亲给我的三件宝，我一定好好保存，并将其传
给下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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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纯真的时光 □李 伟

人生短暂，万事万物，都是过眼云烟，一生中
能够记下来的东西，很少很少，值得记下的更
少。发生在久远年代的许多事，耳闻目睹也好，
亲历亲见也好，玩味其中内涵，值得一记。岁月
可以剥落，记忆也可以剥落，但爱是不能剥落的。

童年中的我是在安徽六安市的一所小学校
里度过的，那里是我童年生活过地方。记事中童
年的欢乐多于苦涩，那所小学校收藏着我童年的
欢乐和心灵的诗意。20 世纪 70 年代初，小学校
规模不大，有十多个班级，教职工三十余人，校内
住着七八户教师及亲属，那个岁月，人与人之间
彼此感觉不到高贵与卑微，世代和睦相处，安守
着平淡如水的岁月，过着知命乐天的温馨生活，
人与人之间处处充满着一种和睦、温馨、融洽。

那时，父母都在小学校里任教员，工资收入
都不高，日子过得精打细算，教书育人的父母对
我们子女管束挺严格的，不允许我们染上一丝一
毫的恶习，纯真的童心，使我明白了许多做人做
事的道理，信念及准则。那个年月，家境虽贫寒，
但生活过得还算充实。那所小学校带走了我儿

时的稚气，带走了童年的天真，也见证了我童年
时代无忧无虑的纯真时光。

学生时代单纯质朴的情怀就像飘不落的绿
叶，永远不会枯黄，印在记忆深处。

一晃几年的中学时光过去了，高中毕业后，
大学校门与我失之交臂，起先当过几年代课教
师，待过业、做过临时工。为了生存、为了出路，
只好摸爬滚打去适应这个社会，在这个竞争激烈
的社会环境中，靠毅力去打拼、谋生。

这些年来希冀与困惑同在，苦果和潇洒相
随，为了生活得充实，业余时光我依然不敢懈怠
地勤奋笔耕，但是我已在风雨打工途中体会到了
生活的充实和快乐，感受到了奋斗的欢欣和甜
蜜，拥有了直面坎坷人生的智慧和勇气，并且已
看到希望的曙光。经过多年来的付出和努力，我
现已在市级、省级各大报刊发表各类体裁作品三
百余篇，现已被吸收并加入为安徽省作家协会会
员。我深信，在全力以赴做好本职工作之余，只
要耐得住寂寞，保持旺盛的斗志奋发向上，我终
会拥有更加成功的人生。

七岁的时候随同父母去青岛，除了记
住了那里的大海，更记住了一碗牛肉面的
滋味。

我和母亲只是去青岛游玩，父亲喜欢
带着我们去一家小餐馆吃饭，因为赚钱很
辛苦，我们不可能去高档餐厅。我喜欢那
家小餐厅，每次去我总是点一碗牛肉面。
我觉得那牛肉面的滋味真好，每次去吃都
会把一碗面吃得干干净净，父亲看我吃
饭，笑得特别灿烂。

那家的老板每次见我，都会热情招
呼我，夸我道：“小妹儿，长得真漂亮。”城
市里的人都特别热情，也特别善于夸赞
别人。

我并不知道城市里的人喜欢吃些什
么，我也不懂什么叫海参鲍鱼。我只感觉
到能和父母在一起吃上一碗牛肉面我就
特别的满足，几片牛肉，一把香菜，也能吃
出大餐的味道。以至于许多年过去，我都
始终记得那一碗牛肉面的滋味儿。甚至
长大以后，我不再记得青岛的模样，但始
终铭记那一碗牛肉面的滋味儿，我甚至想
那牛肉面或许就是青岛的滋味吧！其实
谁都知道，青岛海鲜多，海鲜才是青岛的
味道，可我偏偏只记住了牛肉面。

回到我们这里的小县城，这里也有一
家专门卖牛肉面的面馆生意火爆，每当想
念那种味道的时候，我都喜欢去光顾那家
面馆。与青岛的味道不同，这牛肉面是家
乡的味道，是亲切的味道，那记忆中的牛
肉面却是记忆的味道、遥远的味道、童年
的味道。

吃着那一碗牛肉面的时候，往日的情
景忽然又浮现在眼前。我总是在想，我的
父亲啊！你是否还记得你曾经带我吃过
的那一碗牛肉面？父亲很少来县城，总是
在乡下待着干活，他也许不知道小县城最
出名的小吃是哪家，可是我又特别热衷于
让他知道。

那一天他来城里，我特地去买了一碗
牛肉面，当我将这碗牛肉面递给他的时
候，他说：“我不吃。”但在我的强烈要求
下他还是动了筷子，吸溜一口，他的眼睛
有些湿润了。我不知道他是否还记得小
时候他带我吃的牛肉面，而我让他吃上
一碗牛肉面，是因为他是我父亲，当初他
让我吃上一碗牛肉面，也许是因为我是
他女儿。

一碗牛肉面，普通的一碗牛肉面，几
片牛肉，一把香菜，几根面，便是这世上最
温情、最美味的佳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