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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的甘蔗林

蒋志明
当我漫步街头， 看到满大街

的甘蔗摊， 不由得想起了故乡那
一望无际的甘蔗林。

故乡拥有广阔无垠的河滩，

是种甘蔗的理想场地。 每当甘蔗
成熟时，放眼望去，很是壮观。 风
一吹， 甘蔗林便似海上的波浪荡
漾开来。在那大集体的年代，生产
队里的甘蔗林尤为茂盛， 成片成
片的甘蔗林一眼望不到边， 给人
以美好的遐想， 让甜蜜荡漾于心
田。由于那时的副食品太少，孩子
们没有什么东西可解馋的， 甘蔗
极具诱惑力。每到星期天，看守甘
蔗林的人便特别紧张和忙碌，一
不小心， 孩子们就偷偷地溜进了
甘蔗林，吃个肚儿圆，然后顺着一
条小河， 一溜烟地消失得无影无
踪。孩子们一个个像幽灵似的，令
人防不胜防， 常常搞得甘蔗林的
看守者丈二和尚———摸不着头
脑。 如今，物质丰富了，甘蔗上市
的季节，满大街都是甘蔗，对孩子
们却没有了太大的吸引力。

每当坐在北上的列车上，满
眼的一片连着一片的高梁和玉
米，透过窗户印入我的眼帘，看着
看着，我便醉了，仿佛它们和故乡
的甘蔗林慢慢地融为一体。 我内

心涌动着无限激情，浮想联翩，思
绪得以尽情的放飞。

故乡开始种的是普通品种的
小甘蔗， 后在住队农业技术员的
极力推荐下， 普遍种上了高大的
广甘，收入也随之倍增。甘蔗刚合
林时， 生产队便及时抽派几个青
壮劳力日夜严守， 以防人畜偷食
破坏。到了深秋季节，要收获甘蔗
了，村里的男女老少齐上阵，熟练
地打着甘蔗叶子， 特别是一些妇
女和姑娘更是身手不凡。一会儿，

一片片甘蔗便赤裸裸地立在那

里，显得清瘦多了。 男青壮劳力
们开始动手挖窖，一个个干得汗
流浃背。 当一口口大窖挖好后，

队长便挑选一些上窖的高手，将
一堆堆甘蔗整整齐齐地排列在
里面，待年关或开春时方才开窖
出售。 每到年关或春暖花开时，

村庄四周的集镇上布满了家乡的
甘蔗摊， 令南来北往的乡邻们大
饱口福。

故乡的甘蔗林， 是村庄里一
道迷人的风景， 一片片的“青纱
帐”令人百看不厌，遐想无边。

石磙碾得丰收来

黄森林

家乡的稻谷黄了， 田畴里到处是一片丰
收的景象。 那些金黄的稻谷低下饱满的头
颅，等着回家。 望着那些稻谷，突然就想起
初秋时故乡的打场，想起那热火朝天的打稻
场景，想起那厚重敦实的石磙来。

像猪槽一样，石磙是农村必不可少的
石制用具，几乎家家户户都有。 从我记事
时起，我就知道，我家最重的物件就是石
磙了。 那个圆不溜秋、愣头愣脑的家伙却
是全家的宝贝。 石磙静静地呆在我家门前
那片不大的打场角落里。 我没事时就会围
着它转悠，蹲在它上面吃饭。 我有时也妄
想让它动动，可是任凭自己使出吃奶的力
气，石磙仍纹丝不动。恨的我用脚去踢它，

怪不得人们总是形容木讷的人说“石磙也
压不出一个屁来”， 原来那石磙本身就木
讷到家了。

但是一到打稻的日子，我还是蛮喜欢石
磙的。 趁着秋高气爽的好日子，人们便把水
稻从垛上扒下，铺在早已碾得平整如镜的打
场上，然后把一切交给老牛。 老牛看上去心
情不错，踱开方步，便拉着石磙碾起来。 木
架套着石磙经老牛用力拉扯，发出“吱呀吱
呀”的声音，很是动听，像一曲悦耳的歌，让
人们听着舒心熨贴。 老牛走得不紧不慢，石
磙也走得不紧不慢。 石磙走过，我们就听到
谷粒“簌簌”脱落的声音，那铺在地上厚厚
的稻草被石磙压绵，如地毯一样柔软。

入夜了， 人们燃起篝火或汽灯， 继续干
活，经过几次翻杈、扬场，那些稻谷终于被堆
在了打场中央， 这时忙碌了大半天的老牛和
石磙才得以休息，人们往往会找来草木灰，在
谷堆上写下“五谷丰登”四个大字，然后怀着
喜悦的心情在打场上露营休息。 感谢石磙，那
个笨拙的土里土气的家伙， 却能碾出丰收的
好年景。

现在，农村打稻已经很少用石磙了。 收割
机能在田里变着花样地跑，收稻又快又干净。

每当那时， 石磙都默默地注视着那个抢他饭
碗的铁家伙，还是一言不发。 前段时间，在农
业局看到有人把一些石磙放在一起， 做成不
错的盆景， 我想那也是石磙的另一种价值体
现吧。

无论如何， 石磙会是一道永远的风景，

点缀着朴实的乡村，还有我最甜的梦境。

支教散记

（下）

杨爱民

每次上四年级的美术课，我
都跟学生一起学习，一起画图。有
一次练习画画， 我邀请一名同学
到讲台上跟我一起完成， 结果我
画的还没有那个学生形象生动，

惹得全班同学哈哈大笑， 课堂气
氛变得十分轻松。 而教五年级的
《品德与社会》就更容易了。 书本
上的内容我都比较熟悉

,

有时候
上课连课本都不用带

,

拿上一支
粉笔就可以讲半天。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 没想
到我却在最后的时刻倒下了。 期
末考试的前一天， 早上起床的时
候，我突然感觉头晕目眩，扶着墙
才勉强得以站稳， 我意识到可能
是身体出问题了。

我赶紧给领导打电话请假，

回市内中心医院一检查， 才知道
情况的严重性。 血压高、血糖高、

脂肪肝，头部还有轻微脑梗。医生
安排我住进了急诊室， 输液输了
整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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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令我感动的是，我住
进医院的第

2

天， 岳山小学的叶
忠超老师就抛下手头的工作到医
院看望我了。 他来之后对我的家
人说：“你们都回去， 让我照料
他！ ”老叶硬是在病房里守了我两
天两夜。 他家里也是上有老下有
小，我家人感觉过意不去，一再催
促之下，他才匆忙回家。

经过近一个月的调理， 我的
身体渐渐恢复了。 正月十六开学
的那一天，校长给我打电话，问我

还能不能坚持上课， 我毫不犹豫
地说“能”。 因为我知道，我若离
开，我肩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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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课就要分摊给
其他的老师。 尽管我有很正当的
理由可以说不，但就冲这份情谊，

我也不能当个逃兵！

回到了久违的讲台， 又看到
了同学们纯真的笑脸， 听到了朗
朗的读书声， 见到了和蔼可亲的
同事！

草长莺飞二月天。 孩子们更
是精神焕发，脱去厚厚的冬装，换
上轻便的春装， 读书的声音更加
激昂，学习的劲头更加充足，个个
都像小老虎一样！

五六月份的时候， 天气渐渐
转热。宿舍里连个电扇也没有，我
在街上买了把蒲扇， 一天到晚地
摇才勉强应付过去。

时光像匆匆的流水
,

一年的
时间转眼间就到头了。 期末考试
的时候

,

一年级
28

名学生
,

语文成
绩

90

分以上的有
6

人
,80

分以上
的有

16

人
,

不及格的只有两人。

一名学生在试卷上给我留言：老
师，下学期你能不走吗

?

我们还想
让你带

!

让我一时眼角也湿湿的。

散伙饭上， 校长很动情地说：“你
们是为岳山小学做过贡献的功臣
啊！ ”那一刻，我心里溢满的是傻
傻的幸福！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但稚
嫩童真的学生、爽朗质朴的同事、

工作起来像牛一样的校长
,

都深
深地烙在我的脑海里

!

湖头条南

香一瓣心

忆深处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