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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怀庆府（今沁阳市）西

流传着一首民谣：“葛村编席

片，南寻编蒲扇，郜庄织裤

带。 ”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三

个村的传统手工艺一度几乎

销声匿迹。 但近几年，三大

传统之一的蒲扇又突然市场

走俏。

老伴今年六十挂零，是

土生土长的南寻人，从小在

“蒲扇窝”里长大，是村中编

蒲扇的高手，儿子、媳妇去上

班，她在家边做饭打杂，心不

在焉还能编十五六把。

蒲扇的原料是河塘中的

蒲草，每年过二十四节气的

小满，待蒲草由青变黄，它就

有韧性了，这时，老伴就催我

磨刀霍霍，去河塘里“杀草”

（割蒲草）以备后用。

蒲扇虽外形如桃，可内

形却有两种。 其一是“盘头

扇”，编成后像古时女人梳的

“一边倒”的盘头发型。 这种

扇形编起来简单，适合初学

者；其二是“布袋扇”，这种扇

形编起来比较复杂，编成后

扇子的中央前后各呈露出一

个等腰三角形，这三角形的

左边还是开口，可塞进一些

微薄的东西。 夏季中老年人

出门赶会看唱，怕钱装在身上被扒手们掏走，往往都

把钱塞在蒲扇的“布袋”里。 一边走一边漫不经心地

扇着扇子，钱装在里面，就像装进银行的保险柜里一

样放心。 俺老伴是两种扇形都会编的行家里手，别

看年龄大了一点坐在那里，只见她双手上下翻飞，娴

熟自如，简直像弹琴似地，不足半小时一把完美俊俏

的蒲扇就展现在她面前。 编出来的扇形不仅外观

美，且结构严密平整，难怪焦作、郑州过来的批发买

蒲扇的商人都说：“非老杨家的蒲扇不买。 ”连我也

顺带出了名。

老伴编的蒲扇也不光是为了赚钱，大都是留她

“行好”用。 现在村中会编的老年人寥若晨星，物以

稀为贵，蒲扇像文物一样受人青睐，她常把编好的蒲

扇送给亲友、四邻，其乐陶陶。

可有一天，老伴不高兴了，原因是她把闺女、儿

媳都叫到跟前说：“趁我还不糊涂，把咱老祖宗传下

的手艺传给你们。 ”可孩子们没一个愿学，还说：“编

蒲扇不挣钱，不如上班。 ”老伴长吁短叹：“唉！ 这

“绝活”看来在咱家真要绝喽！ ”

秋虫

□马俊利

念念黄昏，佳约与君。

花前柳下，相携容身。

秋意日寒，心意渐暖。

彻夜不眠，情不自禁。

呢喃细语，旁若无人。

引亢高歌，空谷妙音。

心比天高，沦入凡尘。

一点执著，美梦成真。

母亲的牵挂

□牛联平

那是几年前一个初冬的傍晚，我

吃过晚饭还要到几公里外的单位值夜

班。那段时间，镇子一直处于大雾笼罩

之中，到了晚上，能见度低得连对面站

个人都看不清楚。

“看你咋去上班？让你早点去你不

听， 非等看完电

视再走。”母亲责

怪我说。 我这才

后悔没听母亲的

话， 可是值班又

不能不去， 况且

越是这样的鬼天

气， 越不敢耽误

值班 （单位领导

最近特别强调夜

间值班人员 “防

盗”的重要性）。

看来“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果真有一定道理。

“别骑摩托车了， 给同事打个电

话，晚去一会儿。 或者骑自行车去吧，

要么干脆，打个手电走路去。 ”母亲说

道，显然是为我路上行车安全担心。

母亲接着又唠叨着她小时候和外

公走着去三十多里外县城的 “革命家

史”。 可我执意要骑摩托车，心里以为

有车灯照着，既看清路，又给路上车辆

有个指示，最主要的还是想省力，快一

点 （当然这一点是决不可让母亲知道

的）。 最后还是母亲拗不过我，只好一

脸担心， 骂我不听话， 跟着我出了大

门。

尽管车灯开后有些反光， 但借着

村里的路灯， 上路后， 还算能看清大

概。等我慢悠悠地出了村，这才发现开

着车灯其实什么也看不见。 由于周围

没了光源，迎着雾气，前车灯只能起反

光作用，前面看上去总像一堵墙。这可

恶的大雾。这下又后悔没听母亲的话。

这时我的手机响了———

“到了没？ ”电话那头传来母亲焦

虑的声音。

“快到了，你别操心了！”我不耐烦

地说。

“千万要小心，不行就推着车走。”

母亲接着说。

我答应着，一边挂了电话。

一路上经过几个路口， 我走走停

停，骑车速度其实和平日走路差不多。

在行车过程中，手机不停地响，我正心

烦，一看是家里打来的，要么不接，要

么直接就挂断了， 因此对方只能听到

“嘀嘀”或“正在通话中”，我压根没考

虑电话那头家人焦急的心情。

一路上小心翼翼， 终于摸索着进

了单位大门。我停好车，心里紧绷着的

那根弦终于松了下来。一看表，平时十

分钟的路程今天足足走了半个多钟

头，这才想起要给家里打个电话。掏出

手机，显示有七个未接电话，全是家里

打来的。

拨通电话，电话那头的妹妹吼着：

“你咋老不接电话？ 急死人了， 到了

没？”还没等我说

话， 母亲已夺过

电话 ， 急着问 ：

“到了没有？ ”我

急忙说 ：“到了 ，

到了。 ”“到了就

好，到了就好，晚

上盖好被子 ，别

着凉。”母亲嘱咐

着。

第二天回到

家中， 才从妹妹

口中得知，母亲从我走后，一直没吃晚

饭， 守在电话机旁， 隔几分钟就打一

个，直到得知我安然到达单位，才匆匆

扒了几口凉饭。我听后，两眼被泪水浸

湿， 那种感动中有着深深的自责和愧

疚。我来到母亲面前想要说些什么，母

亲只是慈祥地笑着对我说：“今后可千

万别冒失了， 听话， 看昨天多让人操

心。 ”我顿时无言。

也许，孩子无论多大，在父母眼中

永远只是长不大的孩子。 我们常常说

“可怜天下父母心”，也说惯了“儿行千

里母担忧”， 可我们这些为人子女的，

又有几人能真正理解父母那时刻牵挂

子女的心情呢？

(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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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爱打开心结

□赵倡文

张丽要返校了。 校长却犯了愁。

张丽是河南省沁阳市实验中学的学生，家庭

非常困难，父亲工伤在家休息，妹妹残疾，母亲下

岗。

张丽很要强， 她想用读书来改变家庭的命

运。要强是好事，可太要强就适得其反。这个心结

把她压倒了，初一下半学期经常名列前茅的张丽

成绩一落千丈，她得了精神分裂症，经常出现幻

觉，不得不休学住进了医院。

一年后，张丽要返校了，可这样一个还没有

完全康复的学生哪个班主任会要她呢？ 班与班都

在竞争，成绩就意味着荣誉和奖金。 就在校长犯

难时，张亚敏老师说，让她来我们班吧。

张丽脸有些浮肿，动作有些迟缓，这是吃镇

静药物产生的副作用。 张老师把怯生生的张丽介

绍给全班同学。 下课了，张老师走到张丽的座位

旁边，轻轻抚摸着她说，以后，我们就是朋友了，

是朋友你有什么话就可以随便给我说了。

瞬间，张丽的心头漾起了温暖的感觉。 长这

么大，没有哪个老师给她说过这样的话，特别是

有病之后，她感觉整个世界都抛弃了她，即使走

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她也依然感觉孤独、无助，

心里无穷的压抑不知向谁倾诉。 这天，张丽在日

记里写道：“‘暖风医病草’，莫非我这染了病的草

木之心，就要有救了吗？ ”

张丽很嗜睡———药物的副作用太厉害了。 早

上，每当张丽醒来时，早已过了上课的时间，她很

担心老师的批评和同学们的异样眼光。 张老师

说，全班只允许张丽同学迟到。 有时上课尽管张

丽努力瞪大眼睛，甚至她用手撑着眼皮不让自己

打瞌睡，可那也没用，她总是不知不觉就进入了

梦乡。

在梦里张丽的精神世界是宁静安详的，没有

了家庭的压力、学习的苦恼，她睡得很是香甜。 她

醒后同学们说，张老师一直没有叫她，还走到她

的身边轻轻拍了拍她，那爱怜的样子就像是她的

亲妈妈。

上学可以迟到，上课可以睡觉，张老师给自

己那么多特权，都是为了让自己早日康复。 张丽

知道张老师的良苦用心，这个要强的女孩要用自

己的实际行动来回报老师对自己的爱。 中午，别

的同学都回家了， 张丽在教室里吃完自带的午

餐，就开始学习；困了就在课桌上趴一会儿，她要

把浪费的时间给补回来。

初夏的中午，天气有些闷热。 同学们都走了，

张丽一个人呆在教室里静静地看书。 教室的门响

了，张老师轻轻走了过

来，把还带着水珠的水

果放到了张丽的课桌

上。 张丽赶忙站起来，

说，老师，不用麻烦了。

张老师轻轻地说，老师

没别的意思，只是觉得

你每天这样吃饭太不

正常了。 说完，又轻轻

走了出去，拉上门。

教室里又恢复了原有的安静，张丽吃着老师

送来的水果，鼻子酸酸的。 隔三岔五张老师都会

给张丽送些饮料或水果， 每次都是静悄悄的，只

有她们两个人知道。

升学的压力尤如一张无形的大网，笼罩着所

有的初三学生。 张丽也不例外，可这种压力是她

康复的头号敌人。 在中考百日冲刺中，张老师每

次走到张丽身边总是说，别有太大的压力，尽力

就好。 她不想因为考试，让张丽稍稍松动的心结

再次成为死结。

张老师的话如春雨滋润着张丽那微微颤抖

的心。 一次物理课上，老师让每个同学都到黑板

上答题，说，做不好不能下去。 轮到张丽了，老师

说，你做好做不好都可以回到座位上，别有压力。

老师的话虽然简单，但张丽知道，这肯定是张老

师和物理老师有了充分的交流。 在班级举行的感

恩会上，张丽悄悄伏在张老师的耳边说，老师，我

一定会考上重点高中的。

中考成绩出来了，

528

分，看着自己连重点高

中分配生的分数线都达不到，张丽失望，无助。 就

在此时，张老师带着哥哥来到了家里，她拉着张

丽的手说，

528

分，够高的了，只比分数线少

3

分，

要知道你是吃着药的呀，这成绩已经是非常优秀

的了。 以后咱们药停了、病彻底好了，再考试咱这

成绩肯定是一流的！ 再说了，这也不是一考定终

身，今后无论在哪所学校，只要你有良好的心态

和刻苦学习的精神 ， 都一定能考出好成绩 ！

老师的关怀，让张丽多日来的压力化为满面的泪

水尽情释放。 临走，张老师留下了

2000

元钱，在

推让中，张老师拍拍张丽的肩膀说，坚强点。

坚强点！ 简简单单三个字，字字润泽着张丽

的心。

盛夏的一天早上，张丽家的门响了起来。 张

丽打开门，呆住了，外面站着张老师和全班三四

十位同学，他们给张丽送来了衣物和捐款。 张丽

愣住了，不知道说什么好。 张老师说，老同学见面

了，怎么没话了？

顿时，欢笑声响成了一片。 同学们让张老师

讲几句话。 张老师说，在学校我们不但要学到知

识，更要结下友谊。 考试成绩只代表着某一种能

力，有爱才是全面素质的体现。 愿同学们在今后

的学习生活中，既要学会付出爱，也要学会敝开

心扉接受大家的爱，这样的人生才能没有心结。

听着老师的话，同学们笑了，张丽也笑了。 在

欢声笑语中，张丽和同学们说，老师您真漂亮！ 张

老师笑脸如花，说，真的吗？ 我爱听！

（文中张丽为化名）

本书以编者数十年来孜孜不倦对于中小学基础

教学研究和语言文字规范化的探索实践为基础，通

过图片、总述、激励、文艺、演讲、理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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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篇章，

全面回顾了二十余年来沁阳市语言文字工作的主要

历程。

徐德仁， 河南沁阳人， 沁阳市语委办公室副主

任，原沁阳市语言文字研究会会长。

中 秋 月 饼 的 味 道

□刘翠萍

中秋节将至， 各式包装的中秋商

品逐渐占据了商场的主要柜台， 琳琅

满目，让人应接不暇。 置身其中，感受

那浓浓的节日氛围，仿佛情思的凝聚，

让人欢喜，更让人幸福。

不同年代的人们欢庆中秋的方式

多种多样，但有一点是基本相通的，那

就是“吃”。现在的人们，对于吃什么已

经不太在意了， 注重的是节日的文化

气氛和精神品位。而在过去，则纯粹讲

究的是吃的水平。

小时候心心念念就盼望着过节。

所谓“盼”，其实并不怎么明白节日本

身的内涵，也顾不了怎样欢渡节日，盼

望的则是一个“吃”。 那种“盼”的心情

恐怕现在的孩子是无法理解的。

我特别爱吃月饼， 所以就特别盼

望过中秋节。 但是，仔细回想，当时即

使是盼到了中秋节， 也只不过品尝一

回月饼的滋味而已， 并不是可以饱餐

一顿的。那时候家里不富裕，在我的记

忆里，每年的中秋节前夕，妈妈总会买

一包共五块的月饼回来放在碗架里，

然后警告我们：谁也不许偷吃，否则打

屁股！看着那油汪汪的月饼包装纸，闻

着月饼的芳香， 吧嗒着小馋嘴直流口

水，真恨不能马上过节！

等到八月十五那一轮皎洁的明月

升起，我们家便在院子里摆上桌子，放

上碗筷。 妈妈把每一个月饼都切成四

块端上桌，再端上两盘菜，两盘苹果，

我们一家五口就开始吃团圆饭。 轻轻

地咬一口月饼，真香真甜，含在嘴里真

舍不得咽下， 却又像猪八戒吃人参果

似地急切地咽着，和妹妹争抢着吃，只

怕自己少吃一块， 惹来父母一阵阵怜

爱的笑声。

我喜欢拿着月饼与天上的月亮对

比，一会儿品品月饼，一会儿想想天狗

吃月的故事，再想想美丽的嫦娥、可爱

的小白兔， 还有外婆教我们唱的那首

童谣“月婆婆，明晃晃，开开后门洗衣

裳。 洗得白，浆得光，打发儿郎上学堂

……”中秋节，这就是童年盼望的中秋

节，静谧、温馨、欢乐！

现在，别说是孩子，就是我，看见

再好吃的月饼也不想吃了。每逢中秋，

想得更多的是儿时的那些往事。 现在

每当中秋， 家里仍然雷打不动的要买

月饼，而且依然只买一包月饼。这一包

却不同于往年的那一包， 那时是买不

起也吃不起，而现在则是没人喜欢吃。

买一包，是对过去美好岁月的怀念。

如今的中秋节， 家里已是三代人

了， 中秋的意义早已不在吃， 而在团

圆。三代人团聚在一起赏月聊天，其乐

无穷。 看看年迈的父母———曾经省吃

简用抚养着我们， 如今可以安享晚年

了，甚感欣慰。

岁岁中秋，今又中秋。香甜的月饼

和清亮的月亮， 总是在自己的心头浮

动。拿一块月饼在手，自然想起了天上

的那一轮满月，掰开月饼，自然就想到

了挂在天边的半月。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团圆，

总是那么的美好，让我们共同祝福。

唱

给

老

师

的

歌

□

杜

兴

富

九月

金风送爽

丹桂飘香

随着金风

捎去对老师的祝福

伴着飘香

还有白发学子的心唱：

老师啊！

懵懂的时候

是你把我的心灯点亮

青涩的年华

是你指给我前进方向

学生的时代

是你送我知识的海洋

成人的时候

是你教我永远忠于党

现在

又是你昭示我像你一样

为社会放尽余热和余光

老师啊

你是心灵的灯塔

指引我奋勇直前

永不迷航！

三尺讲台

你洒尽心血播大爱

两袖清风

你无怨无悔育芬芳

乌发换银丝

你甘愿把青春无私奉献

满脸布年轮

你笑看桃李满园尽春光

老师啊！

有人说

把你的名字写在本书里

不

年深日久书纸会变脆发黄

有人说

把你的名字刻在石碑上

不

岁月流逝石头也会风化损伤

我要把你的名字铭刻在心上

让世世代代永远传唱！

书画苑

鲁迅《无题》 杨吉

书

千峰竞秀 崔东周

画

中秋节征文

玩花灯、吃月饼、舞火龙……中秋节这天，

人们会选择用不同的方式， 寄予自己内心最美

好的愿望，或表达对生活之热爱，或抒发对故乡

之思念，或遥祝远方的亲人健康快乐，那么，你

呢？

一、征文内容：

诉说你与中秋的故事。表达团圆的喜悦，对

家人的思念，以及对亲朋好友的祝福等均可。

二、活动时间：

9

月

１３

日———

9

月

2４

日

三、相关要求：

文体、字数不限，要求原创，

文字情真意切、生动感人。

四、投稿地址：

fukan00@126.com

联系电话：

0391

—

5698958

15239025710

新

书

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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