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七律·游罗山云禾山庄
鲁 明

渌水青山带两乡，携风踏露赴山庄。
篷中炒菜开陈酒，野外安营对冷光。
纵马三圈鞍马快，拈弓一箭角弓强。
小桥摇摆喷泉涌，遇见新人拍照忙。。

七律·假后登山
谭红兵

久盼清闲赏岳松，今朝兴致踏群峰。
香君果木三千里，馥莉清馨第一重。
足踏峻山开慧眼，身临阔水润心胸。
园林深处寻奇鸟，郁岭山巅显彩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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栀子香 粽子甜
黄森林

清晨送孩子上学，在校门口偶遇一盆栀
子与一盆粽子并置的景象。栀子花洁白如
雪，清香沁人；粽子静卧水中。这寻常的市井
画面，却勾起了我心底最柔软的乡愁。

栀子花开时节，正是农忙时分。村中妇
女们晨起插秧前，总爱从自家栀子树上撷取
一朵簪于鬓边。那硕大的花朵在阳光下熠熠
生辉，将整个田野装点得生机盎然。栀子的
芬芳弥漫在空气中，仿佛给劳作的人们注入
了无穷力量。我家的栀子树亦如是，每逢花
期，满院飘香。我常摘几朵置于案头，那香气
便浸润了书页，伴我度过无数个埋首苦读的
夜晚。

端午即将临近，家家户户都忙着包粽
子。奶奶总是最早起床，将陈年的笋叶细细
清洗，糯米浸泡得恰到好处。她包粽子的手
法娴熟，几折几裹间，三角形的粽子便成形
了。我曾笨拙地模仿，却总也学不会那精巧
的折法。煮粽子时，锅里总会放几个鸡蛋和
鸭蛋，奶奶说这样煮出来的格外香。出锅后，
我总急不可待地剥开粽叶，蘸着白糖大快朵
颐，那醇厚的甜香至今萦绕舌尖。

如今超市里粽子种类繁多，豆沙、红枣、
肉馅应有尽有，但我心中最怀念的仍是奶奶
包的素白粽子，蘸着白糖的滋味。那时的端
午，家家户户还会炸油饺、麻花，菜籽油的香
气混合着糯米香，构成了最浓烈的节日记忆。

在这个初夏的早晨，栀子与粽子的相遇

让我恍然惊觉：那些简单而纯粹的快乐，那些
充满仪式感的传统，那些浸润着亲情与乡情
的味道，已然成为生命中最珍贵的记忆。社
会在进步，生活日新月异，但有些情感却永远
定格在岁月的深处。

栀子花的芬芳依旧，粽子的甜香如故，
只是当年一起分享这些美好的人与事，已
渐行渐远。这份乡愁不是对过去的留恋，
而是对生命本真的珍视。在这个快节奏的
时代，我们或许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这样
的芬芳与甜香，来慰藉疲惫的心灵，唤醒沉
睡的记忆。

栀子与粽子，不仅是季节的符号，更是乡
愁的载体。它们承载着我对故乡最深情的眷
恋，对童年最美好的追忆。这份情感不会因
时光流逝而褪色，反而会在岁月的沉淀中愈
发醇厚。

夏日的微风从纱窗钻进
来，掀动茶几上的日记本。
纸页哗啦啦地翻卷，露出彩
色铅笔涂鸦的笑脸和歪斜
的拼音。我伸手按住纸角，
指腹触到女儿昨晚新写的
日记——这是她坚持写日记
的第三十天。

一个月前的那个晚餐时
刻，女儿突然宣布要开始写
日记。她嘴角还粘着饭粒，
眼睛却亮得像发现了新大
陆。晚饭后，我牵着她的小
手去文具店。货架上琳琅
满目的日记本让我恍惚回
到了童年——那时我总用
攒了很久的零花钱，小心翼
翼地挑选带锁的日记本，仿
佛那小小的锁头能守住我全
部的秘密。

女儿踮着脚在货架间游
走，碎花裙摆像一尾锦鲤扫
过陈列架。她最终选中了
一本卡通图案的本子，我下
意识提醒她：“要不要选带
钥匙的？她歪着头问：“为
什么要锁起来呢？”那一刻，
记忆如潮水般涌来——我曾
把秘密锁在日记本里，却被
妈妈的剪刀“不小心”划开
了锁扣。那句“我是你妈，
有什么不能看？”至今仍刺
痛着我的记忆。

回家后，女儿兴奋地展

示她的第一篇日记：“今天妈
妈 gei我买了一本日记本，我
hen开心！”虽然字迹稚嫩，还
夹杂着拼音，但我读懂了那
份纯粹的快乐。从那天起，
读女儿的日记成了我们每天
的小约定。她的文字记录着
校园里的趣事、老师的表扬，
还有我们共同的欢笑。每一
篇都像是一幅生动的画面，
展现着她眼中多彩的世界。

我曾以为日记本是隔
开亲子关系的墙，现在才明
白，它也可以是一扇通往孩
子内心的门。女儿用行动
告诉我，真正的亲密不是窥
探，而是信任；不是控制，而
是尊重。当她放心地写下”
妈妈又不是别人“时，那稚
嫩的话语却道出了最深刻
的道理：在爱的世界里，本
就不该有秘密的围墙。

如今，每晚读女儿的日
记成了我最珍惜的时刻。那
些歪歪扭扭的字迹里，藏着
最真实的童年；那些简单的
句子中，跃动着最鲜活的生
命力。我终于明白，最好的
亲子关系不是紧紧抓住，而
是学会放手；不是筑起高墙，
而是打开心门。在这个夏
天，一本没有上锁的日记本，
教会了我如何做一位更好的
母亲。

日记本里的秘密
许梦云

芒种前后，豫南山区的麦浪在夏风中翻滚，
金黄的麦穗低垂着沉甸甸的喜悦。这个时节，
乡亲们迎来了最繁忙的农事——“芒种芒种，又
忙又种”，既要收割麦子，又要播种新苗。记忆
中的麦收季，是汗水与欢笑交织的画卷。

小时候，每到收麦时节，放学后的我总会
跑到屋后的麦地，学着爷爷奶奶的样子挥舞
镰刀。奶奶总心疼地说：“你割麦子不在行，
别把自己弄伤了。”可我偏要逞强，觉得自己
像个抗日小英雄。七岁的妹妹在家烧水做
饭，等我们回家，她总会仰着小脸问：“哥，我
啥时候能割麦子呢？”我总是敷衍地说：“再等
几年吧。”现在想来，那些简单的话语里，藏着
多少童年的纯真与温暖。

麦收的流程复杂而严谨：割麦、抱麦、捆
麦、挑麦、晒麦、打麦、扬场……每一个环节都
浸透着乡亲们的汗水与智慧。天气好时，麦
子铺在稻场上晾晒，水牛拉着石磙碾压；阴雨
天则堆成“麦垛子”，等天晴再处理。记得奶
奶包的馍馍特别香甜，那独特的面香里，藏着
丰收的喜悦和家的味道。

如今回到老家，收割机轰鸣着驶过麦
田，几分钟就完成了过去需要几天的人工劳
作。科技改变了农耕方式，也模糊了记忆中
的画面。母亲发来收麦的照片，我望着屏幕
上父母忙碌的身影，眼眶不禁湿润。电话
里，母亲关切地问要不要寄些新面粉，让我

给孙子孙女包馍馍吃。我强忍泪水说：“等
我回去，吃您包的馍馍。”电话那头，传来母亲
哽咽的声音。

乡村的麦收季，承载着游子太多难以言
说的乡愁。那金黄的麦浪，是童年最鲜活的
记忆；那镰刀划过麦秆的沙沙声，是时光流逝
的背景音；那新麦磨成的面粉香气，是永远萦
绕在舌尖的乡味。这些记忆像一首诗，像一
曲歌，像一杯陈年老酒，越品越有滋味。

站在城市的钢筋水泥间，我常常想起老
家那片金黄的麦田。那里有爷爷奶奶佝偻的
背影，有妹妹天真无邪的笑容，有乡亲们辛勤
劳作的身影。麦收的季节，是农人最忙碌的
时候，也是他们最开心的时刻。因为他们知
道，每一粒麦子都凝聚着汗水和希望，每一片
麦田都承载着对土地的热爱与敬畏。

岁月如风，吹散了许多记忆；时光如水，
冲淡了许多情感。但麦收季的点点滴滴，却
像一颗颗珍珠，永远珍藏在心底最柔软的角
落。每当芒种时节来临，那熟悉的麦香就会
穿越时空，轻轻拂过游子的脸庞，唤醒沉睡的
记忆，带来故乡的温暖与慰藉。

麦收的故事还在继续，只是主角已换成了
现代化的农机。但那份对土地的热爱，对丰收
的期盼，对亲情的眷恋，却永远不变。这或许
就是乡愁最动人的地方——它不会因时光流
逝而褪色，反而会在记忆的沉淀中愈发醇厚。

麦香里的乡愁
邹 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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