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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靳义堂（宁夏银川）

今天整理抽屉，翻出了几年前一柄断成两截的
玉如意，这让我想起了一些与玉有关的事情来。

父亲喜欢玉，每次来我这里，总要给我送一两
件玉器，像玉笔筒、玉镇纸、玉茶壶、玉如意之类。

几年前我和妻子回老家，知道父亲喜欢玉，就
带他去了趟蓝田，逛了两天玉器市场，买了不少玉
器。路过西安的时候，带父亲去大唐芙蓉园游玩。
走过一条草坪上的石板路时，我们只顾了欣赏前方
的景致，突然听到扑通一声，回头一看，父亲跌倒在
身后，下巴磕在地上，这让我大惊失色，一直在心里
谴责自己。那年父亲已经 80 岁了，跌一跤如何得
了？我们赶紧扶起父亲，看到下巴没有伤，右腿裤
子的膝盖部位被草汁染成了绿色，可见摔得不轻，
幸好膝盖杵在了石板间隙的草地上。我急忙问父
亲，“伤着哪里没有？”父亲试着走了几步，说没事，
我才放下心来。晚上住在旅馆里，父亲从他的衣袋
里拿东西的时候，发现在蓝田买的一柄玉如意断成
了两截。父亲笑着说：“今天是这件玉如意给我挡
了灾。”

母亲也给我讲过她亲身经历的玉碎人安的事
例。不知道是巧合，还是玉真有此灵性，但在我的
记忆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如今父母都不在了，但
父亲留给我的玉器及教诲一直陪伴着我。

现在，打开网络，如果划到销售玉石的视频，常
常会听到一句话——“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
认为人养玉三年，玉就可以供养人的健康一辈子，
那么这种理解到底对不对呢？

人养玉三年，是指人得到一块玉，经过长时间的
佩戴把玩，人体分泌出的油脂进入到玉的毛孔中，使
玉石变得更加莹润有光，仿佛被赋予了生命一样。

玉养人一生，也并非玉真的能对人体健康起到
很好的保养作用，这只是一种美好的祈愿，并没有
科学依据。

所谓玉养人，更多的是养在礼仪，养在品德，养
在心性等方面。

据说古人为了培养仪态举止，会在身上系一块
玉佩，如果做出蹦跳狂跑、摇摇晃晃等不雅的动作，
玉佩就会胡摇乱晃、磕碰身体，提醒人要端庄稳
重。而良好的走姿步态，可以使玉佩和身上的其他
饰物碰撞产生悦耳和谐的叮当声，这就在潜移默化

中对人的仪态姿势有了很好的塑造，让人沉着稳
重，举止优雅。

孔子说：“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意思是说，君
子的品德可以和玉相比。舍生取义，为民挡灾，不
正是君子的品德吗！

玉石作为美好事物的象征，它拥有君子般的高
贵品质，人佩玉，除了玩赏，更多的是对自我人格操
守的激励和塑造。

“玉不琢，不成器。”一块玉石，经过雕琢，才可
以成为传世美器；一个人，只有经过生活的磨砺，岁
月的锻造，才能成为一个强大的人。所以，玩玉，更
是在时时告诫自己，只有经历过人生道路上的风雨
和挫折，才能让自己更出色。

父亲一生爱玉，也始终依君子的标准要求自己
和教育子女。我今天把当年为父亲挡了灾、断成两
截的这柄玉如意拍照后用胶粘接起来，置于案头，
并作此文以纪念。

回不去的童年
□洛水（安徽蒙城）

树是站在光阴里的河。一
棵棵树，一道道河湾，向高处走，
向远处流，波澜壮阔。犹如采莲
的童子，童年就泛舟其上，在水
一方。

人小鬼大，走路总仰着头，探
头探脑，视线在千枝万叶间转山
转水。眼高脚低，步子跟不上趟，
浑身少皮无毛，衣服大洞小洞洞
洞 洞 天 。 树 ，拆 开 是“ 又 ”一

“村”。树就是童年的村庄。我们
在村庄里爬上爬下、游来游去，把
时光蹭得锃亮。

东风解冻，吹面不寒，桃花、
梨花、柳花、杨花等，纷纷踩着音
符走来。起初还有次序，温度渐
高，她们也耐不住性子，花争先恐
后地开，叶你追我赶地长。花儿
躲闪在绿叶间，美得让人意醉神
迷。我们自然成了追星族、花下
客。整日流连于花前月下，沾花
惹草。仿佛存心躲避我们，花儿
开得很快，落得更快。每一朵花
开，都抱着一副行将远行的样
子。我们还没从花下回过神，她
们就高挂起青果，端着嫁为人妇
的神态，拒人千里之外。

苦楝花开，阳春谢幕。没了
姹紫嫣红的魅惑，我们也少了些
许花花肠子，把注意力转移到树
的“租客”。戳马蜂窝，是男孩成
长中必须要泅渡的漩涡。马蜂视
力模糊，但听觉极好。戳马蜂窝
后，不能跑，你跑，马蜂就能循风
追上你，无差别发射“生化武器”。

仿佛听了谁的笑话，石榴咧
嘴大笑时，秋天就到了。石榴善
解人意，把枝头压得很低，我们手
到擒来。枣却是怪脾气，防贼似
的，一个劲往枝梢上挂。看枣的
老人更是全天候严守死防，我们
也就从树下过一趟，老人就挥着
拐杖招呼过来。枣子成熟后，老
人倒热情相邀——老人爬不上
树。我们各显神通，有人爬上树
使劲晃，有人在树下扯着床单接。

北风吹响呼哨，冬天就摸进
村了。风紧，扯乎！我们缩着肩，
躲着风走。树跑不掉，散尽枝叶，
瘦成闪电般的骷髅。鸟巢十室九
空，我们都曾“三顾茅庐”过。夏
天，鸟蛋孵化得很快，一周前雏鸟
刚从蛋壳里钻出，一周后就没鸟
影了。没了鸟，树没了心跳，空巢
像墙根晒太阳老人的眼，灰暗，没
有光。我们爬上树，向远处眺
望。远处还是冬天。我们悻悻然
爬下，仿佛枯树把毕生功力都倾
囊相授，并千叮咛万嘱咐：天寒雪
重，走好不送。

很多年了，不再仰头走路，不
再围着树爬上爬下。看见树，就
像遇到童年。从树上到树下，我
们完成进化和成长，童年也回不
去了。

艾草挂门粽飘香
□乔加林（江苏泗洪）

“卖粽子喽，有火腿包的粽子、有蜜枣粽子……”
周末的清晨，楼下传来扩音器悠扬的叫卖声，习惯记
阳历的我，这才意识到端午节快到了。

说起端午节的习俗各地都大同小异。在我们
苏北家乡，端午节要在大门屋檐上插两根艾草，大
人小孩都要吃煮鸡蛋煮大蒜；端午节最重要的标志
就是在小孩脖子、手腕、脚腕上系七彩绒线。

端午节的清晨，父亲拿着镰刀，我跟随后面一
起来到门前池塘边割艾草。小的时候，池塘碧水悠
悠，周边杨柳枝叶茂盛，池塘西南角一处荒地上，艾
草长有一米多高，郁郁葱葱，微风吹来，暗香浮动。
大人们常说：把艾草插在草屋屋檐上，可以驱蚊除
虫，也可以驱灾避邪。

端午节前几天，母亲就去屋后面河堤上采摘芦
苇叶了。采摘回来的芦苇叶再煮一下，母亲说：芦
苇叶用水煮一下可以去去味道。那时的粽子通常
都是用糯米和花生或者是红枣包裹的，蘸上红糖，
咬上一口，甜香甘醇。儿时能吃到粽子就感觉是最
幸福的事。

每年的端午节都是农村最忙的季节，整个麦收
需要一个多月才能结束。每年农历初五，正是收麦

子或者种夏苗的时令，村里人都是全家老少齐上阵，
在庄稼地里忙活，哪还有心情过端午呀。家家户户
都是匆匆忙忙简简单单吃点粽子、鸡蛋就算过节了。

忙碌一天的母亲，到了晚上，把洗净的艾草、臭
蒲和一些杂树头放在大锅里烧水，大人和小孩都要
用这水洗澡，母亲说用这种水洗澡不会生疮，用艾
草洗澡还可以清除身上的晦气……种种说法究竟
如何，我至今也没有去考究过。但艾草可以驱蚊这
倒是真的。

母亲帮我们洗完澡，再把买好的七彩绒线拿出
来给我和姐姐系绒线。母亲会多次交代我们，七彩
绒线要一直戴到七月七那天早上才能剪下，扔在屋
檐上，让喜鹊衔去为牛郎织女的相会搭建七彩桥。

在那时的岁月里，日子虽然过得清贫，但爱干
净的母亲，在逢年过节时，都会把房前屋后打扫得
干干净净。母亲的针线活儿在我们村远近闻名，手
工细致，做的香包色彩艳丽。香包里是用去籽的棉
花填充，再配以晒干的艾叶，整个香包就会散发出
浓郁的清香来。

每当回想儿时的经历，就会特别开心，人一下
子也感觉年轻好多岁。

轻舞。摄影刘文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