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月 16 日，星期天。我应邀到山亭区
北庄镇调研樱桃产业发展情况，一直到接
近 18 时才回到家。

妻说，结婚三十年了，你整天光忙了，
连大明湖都没有带我去过呢。

一句话惊醒梦中人。哦，我们结婚已
经有三十年了啊。

我很惭愧。这三十年来，我光忙于业
务了，与妻女聚少离多，加上我对旅游之
类的“项目”兴趣不大，所以一家人很少有
相伴出游的机会，的确对家人特别是对妻
亏欠太多。

我问妻：“你看看哪里有好玩的地方，
咱们现在一起去。”

妻回答：“人民公园的花灯还剩最后
一晚。如果没有别的事情，咱们一起去看
花灯吧？”

于是，我们赶紧收拾东西，乘坐 T1 路
公交车去老城。

19 时许，来到人民公园。华灯初上，
公园门前很是热闹，大多是拖家带口的中
年人来赶最后的灯会。我们进园赏灯，今
年的灯会与往年大不相同，各式花灯琳琅
满目，很多智能化的花灯携裹着现代化的
气息扑面而来。我和妻漫步在三十多年
前走过的公园主路上，努力寻找当年的印

记，在小摊买了两串糖葫芦，挑了一家最
冷清的射击点打了一会气球，在路过的每
一个花灯前拍照留念。妻很开心，脚步轻
盈仿佛回到了从前。本来想去动物园猴
笼子旁边看看小猴一家的，可是动物园早
在 19 时就关门了，只好作罢。

出了公园，沿着解放路往南走，突然
看到不远处“小观园水饺店”的招牌，一下
子想起当年与三五好友到这家小店小酌
的情景。

走进小店，还是当年那个狭长的甬道
式的店堂，估计是借用了两楼之间的通道
改造而成的。小店里客人很多，我们在一
张客人刚走的餐桌前坐下，老板赶紧过来
招呼，笑容可掬地说：“吃点什么水饺？素
的还是肉的？”

我说：“素的吧，一斤两碗。”
老板说：“还有炒菜呢，可以到厨房现

点。”
我走到后厨，看到不少食材，大概还

是三十多年前的品类，都还新鲜。
我按照自己当年的“菜谱”，点了一盘

素炒绿豆芽，一盘炒河虾。
回到餐桌，碗筷和蒜泥已经摆好了。

前后左右的桌子都坐满了客人，很多桌坐
的是一家人，也有貌似三朋四友的，没有

穿着光鲜的“贵客”。邻座是一位六十岁
开外的先生，桌上有一盘花生米、一盘炒
青菜、剩下四分之一的瓶装酒，他捏着一
只酒杯，咂巴着慢悠悠地喝着，很是安逸。

估计这是水饺店的常客，那个酒瓶子
也应该是寄存在店里随时喝的。当年我
们也经常这样干，喝不了的酒就寄在柜
上，下次来时接着喝。奇怪的是老板总能
从一堆半截酒的酒瓶子里随手拿出你的
剩酒。

这无疑是一家“大众”水饺店。
记得当年在君山西路路南有一家“车

站街饭店”也是这样，不仅卖水饺，还有特
别好吃的炖辣豆腐。客人大部分是在老
枣庄火车站拉脚的工人和装卸工，一顿饭
花上块儿八角就能把肚子填饱。

像我们这些刚参加工作又没有成家
的“穷学生”，自然也是这里的吃客。只是
当时人脉浅薄，能够来往共吃喝的人少，
很少有机会能来“下饭店”。

现在，车站街饭店早已被街边鳞次栉
比的大楼撵到不知哪里去了，或许是人们
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不再光顾这样的“鸡
毛小店”也未可知。

不一会，炒菜上来了，水饺还得等一
会。我问妻：“来瓶啤酒吧？”

妻笑笑，没有作声。
我去门口处的柜台，还没有走到老板

面前，他就笑着说：“要哪一种啤酒？”
我说：“呵，您怎么知道我要啤酒？”
他笑了：“一个巴掌大点的去处，早听

见你们商量了。”
拿了两瓶啤酒，斟满茶碗，也给夫人

倒了一碗，开喝。
两盘菜还是当年的味道，只是啤酒较

之三十年前好喝了不少。
妻很少动筷，一直看着我慢悠悠地喝

酒吃菜。耳边都是客人们家长里短的闲
谈，一缕缕烟火味慢悠悠地飘进耳朵，浸
入心里，让身心着实温暖起来。

酒瓶空了的时候，水饺也端来了，满
满的两大盘，热气腾腾，很是诱人。咬开
来看，韭菜木耳鸡蛋馅，蘸着蒜泥一口一
只，很香。

老板说，他的小店是在 1988 年开的，
和我参加工作的时间恰是一年。我先是
在山亭区待了四年，1992 年才调到市中
区，一直干了二十三年。因为工资不高，
当时只要有朋友小聚，便带他们到这家小
店来。我与这家小店的缘分至今也应该
有三十多年了。

一家小吃店，能够在车水马龙的商业

中心坚持三十七年；一位历经了国家多次
经济发展高峰的餐饮店老板，在每天都是
顾客盈门，估计收入也很可观的背景下，
仍然能守住这个小得不能再小的水饺店
而不去“扩张”，可见他内心的定力一定非
常人可比。

我望着店老板，他一直守着门口的窄
小的柜台，笑眯眯地迎送客人，不温不火，
悠然自得，那一份从容和安然真让人羡
慕。

岁月流逝，大浪淘沙，大千世界，万物
挪移。行走在这个纷扰的世间，间或回过
头来，往往物是人非。但这家三十七年的
小店，一直保持着原汁原味，让多少年前
的味道一直守在原地，默默地服务着回头
客，等待着每一个欣赏它的人，等待着每
一个怀念它的过客……

岁月无情，时光无痕，但总会有一些
余香守在原地。我想，这种坚守也是一种
美德，也是一种美丽的风景，它会让我们
在 不 经 意 间 遇 见 自 己 曾 经 美 丽 的 时 光
……

走出小小的水饺店，我挽起妻的手，
一起步行回家。从这里到东湖岸边我们
的“老家”，大约有五公里路程。

妻说：“走一走，挺好。”

岁月留香三十载 □安广池热眼观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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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三月好风光，似水年华总溢
香。满目春晖盈大爱，古今功盖谱诗
章。”每年的“三八”国际妇女节（又称国
际劳动妇女节）来临之际，许多国家和地
区都会采取不同的形式，表达对女性的
尊重、欣赏和爱意，甚至热情讴歌女性在
政治、经济及社会领域所取得的斐然成
就。在我国古代，尽管没有专门的节日
来赞颂处于社会底层的劳动妇女，但是
她们聪明贤惠、忍辱负重、乐观积极、豁
达开朗的传统美德，常常被文人墨客或
吟哦于诗，或记录于文，或描绘于画，其
中最常见的劳动妇女有采桑女、采莲女、
耕作女等。

“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罗敷喜
蚕桑，采桑城南隅。”汉乐府民歌《陌上
桑》里的秦罗敷，是一个典型的采桑女形
象，她不仅天生丽质、俏皮可爱，而且聪
明机智、忠贞不二。后代诗歌写采桑女
时，也多在此基础上继续创作，如李白的

“秦地罗敷女，采桑绿水边”，赵嘏的“南
陌采桑出，谁知妾姓秦”，刘禹锡的“今朝
停五马，不独为罗敷”等，都通过不同的
方式凸显了采桑女超凡脱俗的品格。其
实，古时采桑并非一个独立的活动，还与
养蚕、纺织等联系密切，可见其劳动强度
之大；特别是她们绝大多数家境贫寒，在
男耕女织的封建社会只能以此谋生，如
果遇上苛捐杂税，辛辛苦苦的劳作只能

“为他人作嫁衣”了。且看杜荀鹤的《蚕
妇》：“粉色全无饥色加，岂知人世有荣
华。年年道我蚕辛苦，底事浑身着苎
麻。”秦韬玉的《贫女》更以自白的形式讲
述了不幸的境遇：“蓬门未识绮罗香，拟
托良媒益自伤。谁爱风流高格调，共怜
时世俭梳妆。敢将十指夸针巧，不把双

眉斗画长。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作
嫁衣裳。”

相对于采桑女，采莲女的劳动强度
不可同日而语，采摘姿态也要优雅许多，
尤其对衣着服饰非常讲究。李康成的

“翠钿红袖水中央，青荷莲子杂衣香”，温
庭筠的“兰膏坠发红玉春，燕钗拖颈抛盘
云”，张籍的“白练束腰袖半卷，不插玉钗
妆梳浅”等，这种从服装到发型到装饰的
浓墨重彩，均刻意展示了采莲女的清纯
亮丽，这与普通的劳动妇女形象相差甚
远。王昌龄的《采莲曲》更是写得声色并
茂，生动逼真，采莲姑娘的身姿服饰与音
容笑貌皆跃然纸上，俨然一幅明晰的《采
莲图》：“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
开。乱入池中看不见，闻歌始觉有人
来。”同为《采莲曲》，白居易的诗句“菱叶
萦波荷飐风，荷花深处小船通。逢郎欲
语低头笑，碧玉搔头落水中”，则将采莲
女的腼腆情态与羞怯心理刻画得栩栩如

生，一位欲语还止、含羞带笑的姑娘宛然
就在眼前。诗人们之所以不厌其烦地讴
歌采莲女，其实与中国古代文人有意的
加工与美化有关——自古美人如花，雅
致的采莲女与清洁的荷花莲花正是展现
了诗人们一种理想化的审美。因此可以
这么认为：采莲女的清纯美丽，很多是被
诗人加持了“滤镜”。

最值得同情的当然是耕作女，她们
不仅物质条件匮乏，还要夜以继日地劳
作，但即便是这样，生存环境仍然无法得
到保障。白居易的《观刈麦》就描写了一
个贫穷的农妇在收割后的田野上拾遗落
掉的麦穗充饥的情景：“田家少闲月，五
月人倍忙。……复有贫妇人，抱子在其
旁。右手秉遗穗，左臂悬敝筐。听其相
顾言，闻者为悲伤。家田输税尽，拾此充
饥肠。”戴叔伦的《女耕田行》也描写了两
位农家贫女劳动的艰辛和老大不嫁的惆
怅：“乳燕入巢笋成竹，谁家二女种新
谷。无人无牛不及犁，持刀斫地翻作
泥。自言家贫母年老，长兄从军未娶
嫂。去年灾疫牛囤空，截绢买刀都市中
……”全诗语言质朴无华，刻画了动乱时
代乡村少女的勤苦形象，以姊妹二人的
遭遇，揭示了安史之乱给农村经济带来
的严重破坏，反映了战乱时代中农村民
生困苦凋敝的现实。

当然，古典诗词中还有“浣衣女”（长
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牧羊女”（马蹄
踏得夕阳碎，卧唱敖包待月明）、“裁剪
女”（素手抽针冷，那堪把剪刀）等诸多角
色的描写，她们都是美丽的精灵，是勤劳
的楷模，是智慧的化身，时时刻刻都值得
赞美与歌颂！

劳动妇女尤可颂 □钱续坤采撷流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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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岁月的角落里，静静躺着父亲那本陈旧的日
记本。它封面的色彩早已被岁月剥蚀得黯淡无光，
曾经鲜亮的图案如今只剩模糊的轮廓，边角处磨损
严重，纸张也变得泛黄、发脆，每一次轻轻翻动，仿
佛在诉说着那些被时光沉淀的故事，它像一把钥
匙，开启了我对父亲全新的认知。

轻轻翻开那本日记，页面上的字迹或工整，或
潦草，每一笔每一划都饱含着父亲彼时的心情。有
的页面，被泪水浸湿过的痕迹若隐若现，那或许是
生活给予他的沉重打击；有的页面，字迹龙飞凤舞，
洋溢着喜悦与激动，想必是某个梦想成真的瞬间。

翻开第一页，日期是我出生的那天。父亲的字
迹刚劲有力，带着难以掩饰的激动：“今天，我的孩
子来到了这个世界。当我听到那第一声啼哭，心中
满是震撼与感动。从这一刻起，我成为了父亲，也
多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我要努力工作，给孩子一
个温暖的家，让他健康快乐地成长。”看到这些文
字，我的眼眶不禁湿润了。原来，从我的生命伊始，
父亲就已在心底为我构筑起了一个充满爱的港湾。

再往后翻，日记里记录着我成长的点点滴滴。
第一次学会走路时的踉跄，父亲写道：“今天孩子迈
出了人生的第一步，摇摇晃晃却又无比坚定。他小
小的身躯蕴含着大大的能量，那一刻，我感觉自己
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第一次叫爸爸时的稚嫩，第
一次上学，那些我早已模糊的记忆，却被父亲完整
地记录在了这小小的日记本里，那些平凡而又珍贵
的瞬间，在他的笔下成为永恒。这些文字，如同一
条无形的纽带，将我和父亲紧紧相连，让我真切地
感受到他一直以来默默地关注与深沉的爱。

日记本里，更多的是生活中的琐碎与平凡。工
作的压力、家庭的琐事、邻里的往来，压力如山，“但
我不能退缩，为了孩子的未来，我必须咬牙坚持。”
那一刻，我才明白，那些看似平常的日子里，父亲在
背后默默承受了多少生活的重担。他从未在我面
前抱怨过生活的不易，总是用他那宽厚的肩膀，为
我撑起一片无忧无虑的天空。

随着我渐渐长大，与父亲的交流似乎越来越
少。青春期的叛逆，让我和父亲之间产生了隔阂。
我开始厌倦他的唠叨，反感他对我的管束。然而，
在父亲的日记本里，我却看到了他的无奈与担忧。

“孩子长大了，有了自己的想法，开始和我顶嘴。我
知道他处于叛逆期，可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和他沟
通，生怕一不小心就伤了他的心。”读到这些，我满
心懊悔，原来父亲一直都在小心翼翼地呵护着我的
感受，而我却对他的良苦用心视而不见。

日记本中，还记录着年轻。父亲初见母亲时，
母亲穿着一件碎花布衫，梳着两条麻花辫，笑起来
有两个浅浅的酒窝；结婚那天，母亲穿着红嫁衣，羞
涩又幸福……这些都深深烙刻在父亲的心里，那些
细腻的情感流露，让我明白了他们相濡以沫的爱
情。在风雨同舟的日子里，父亲用文字倾诉着对母
亲的感激与依赖。

日记本里，还记录着父亲 1987 年生病的日
子。他的字迹变得歪歪扭扭，透着虚弱与无力。“我
的身体越来越差了，不知道还能陪孩子多久。只希
望他以后能好好生活，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能坚
强面对。”看到这里，我的泪水再也忍不住，夺眶而
出。父亲的日记本让我读懂了父亲那深沉而内敛
的爱，这份爱，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惊天动地的举
动，却如涓涓细流，贯穿了我的整个生命，它教会我
要珍惜身边的人，珍惜那些平凡日子里的每一份温
暖与关怀。父亲的日记本，记录了父亲的青春岁
月，承载了家庭的喜怒哀乐，也见证了生活的酸甜
苦辣，更蕴含着他对生活无尽的热爱和对家人深沉
的眷念。

如今，父亲已两鬓斑白，但这本日记却依然散
发着温暖的光芒。它是父亲生命的印记，也是我们
一家人最珍贵的宝藏。每当翻开它，就仿佛又回到
了那些令人难忘的日子，而我，也在这一行行文字
中，更加深刻地读懂了父亲，读懂了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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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是一首轻柔婉约的诗，是
一幅色彩斑斓的画，是一曲悠扬
动听的歌。她以自己独有的方
式，悄悄地来到大地上，唤醒沉睡
的生命，给万物换上新装。正如
唐朝诗人杜甫在《春夜喜雨》中描
绘的那样：“好雨知时节，当春乃
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
声。”春雨绵绵，春水初生，无声地
滋润着大地，迎接春天的到来。

吹面不寒，那是春风的柔情，
暖暖的。她轻轻地拂过脸庞，带
着几分温润，几分清新，仿佛是大
自然最温柔的抚慰。宋代诗人志
南写道：“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
不寒杨柳风。”在她的吹拂下，细
叶已经裁出，草木抽发嫩芽，花朵
绽放笑颜，一切都在以最自然的
方式，诉说着春天的故事。

春风又生，这是生命的奇
迹。在春风的吹拂下，沉睡了一
冬的种子破土而出。那嫩绿的颜
色，像是春天的使者，宣告着生命
的到来。“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
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它们在春风的陪伴下，尽情地汲
取着阳光和春水，向着更高的天
空、更远的未来前行。

风有约，为花忙。每当春风
轻拂，花儿便如约而至。最早的
当属蜡梅、迎春花等，艳丽的杏
花、如雨的桃花、洁白的梨花相继
绽放.百花疏影，它们都以一种近
乎神圣的姿态，信使般地在春天
的舞台上绚烂似锦。它们不言不
语，却用最美的姿态，诠释着春天
的温暖，引得宋代诗人宋祁发出

“绿杨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
闹”的赞叹，而那些细碎的芬芳，
会随风飘散，待到落尽时，便成了
春天最美的回忆。

年年岁岁不相负，这是春天
的承诺。无论岁月如何更迭，季
节如何变换，春天总会如期而
至。她用自己独特的方式，穿过
岁月，永不辜负地温暖着每一颗
心灵，抚摸着每一片土地。在她
的怀抱中，生命得以延续，希望得
以重新打开。清代诗人高鼎在

《村居》中写道：“草长莺飞二月
天，拂堤杨柳醉春烟。儿童散学
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春天，
总是充满生机与活力，让人心里
充满了欢喜和期待。

春天，像一首始终唱不够的
歌曲，春天，像一篇永远写不尽的
诗篇。山色渐次晕染，水墨在天
地间蔓延开来，她让我们感受到
了生命的伟大和自然的神奇。

白鹭的倒影碎成了涟漪，渔
舟搅起一舱的翠绿。在春天里，
我们学会了欣赏生命的美好，学
会了珍惜时光的宝贵。让我们在
春天的引领下，勇敢地追寻自己
的梦想，尽情地享受生命的美好。

春
□邵长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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