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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光惠（重庆）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自己的小城，
我的故乡在重庆市的大足区（以前是大
足县），是个土生土长的大足人。我爱
我的小城，我爱我的家。

县城很小，小得连地图上都很难找
到它的踪迹，但就是这样一座小小的县
城，我在这里长大成人、成家立业，生活
了五十多年，从没走远，也从没想过离
开，我熟悉小城的一草一木，见证了它的
发展变迁，感受着它热烈跳动的脉搏。

我家住在城郊，童年时，记不清多
少回，我屁颠颠跟在母亲身后走路去
县城。

进入小城西门，沿街是成排的老
屋，青瓦木窗低矮破旧，路中央的石板已
经被行人踏得黑溜光滑，路两边摆满杂
货摊。到了过年过节，狭窄的小街人挨
人、人挤人摩肩接踵，喧闹嘈杂声不断。

小城的十字口也是县城的中心，百
货公司、川剧团、电影院、裁缝铺更是热
闹，看电影的，扯布料做衣裳的，溜冰

的，买日常百货的，闲逛的，人头攒动，
络绎不绝。

穿过十字口，就到了小城的尽头东
关。这里是农具、牲畜交易市场，满街
锄头、筢子、簸箕等农具，鸡鸭兔叫声不
断，农人们交头接耳，讨价还价。

我在县城的龙岗中学上的初中，每
天经过田野、树林，穿过长长的老街，走
一个多钟头去学校，夜晚下了自习又走
回家。在这座小城，我度过了我的童年
和少年时代，留下了许多回忆。多年
后，我在城里安了家，结婚生子。

然而，时光流转，岁月更迭，我生活
的小城却始没有什么改变。于是，无数
次在心里期盼着，小城何时也能变得像
大都市一样繁华美丽。

不知从何时起，小城变“大”了，一
幅崭新的画卷在这片土地上铺开。作
为小城的居住者和建设者，正亲历这里
的发展变迁，感受小城的成长和温度。

小城仿佛插上了腾飞的翅膀，小城

在奔跑，小城中的人们也在奔跑。
大足，历史悠久、山川毓秀，拥有世

界文化遗产大足石刻，被誉为“中国石
刻之乡”“中国西部五金之都”和“重汽
摇篮”，擦亮“金字招牌”，积极融入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全力做好“国际
文旅名城、特色产业高地、城乡融合示
范”三篇大文章，加快做靓享誉世界的
文化会客厅、建强链接成渝的“两高”桥
头堡。

濑溪河穿城而过，河水蜿蜒流淌滋
养着勤劳淳朴的小城儿女。孕育了璀
璨夺目的石刻文化，培育了小城人们

“开山化石，励志图新”的石刻精神。河
岸边，成排的香樟树高大葱茏，枝叶繁
茂。漫步城郊的“棠香人家”，百亩海棠
漫山遍野，农家小院整洁干净，乡村公
路与健身步道蜿蜒其间，游客络绎不
绝，越来越多的白鹭来到小城繁衍生
息，构成了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
好图画。

巍峨的宝顶山高高屹立在云端之
上，闻名遐迩的大足石刻精美绝伦，熠
熠生辉。南北二塔遥遥相对，龙水湖风
光绮丽，拾万五彩稻田广袤丰裕，散发
着泥土的芬芳。

4A级景区香国公园和西禅体育公
园等城市公园成为人们休闲的好去处，
亭台楼阁，小桥流水人家，老街记忆，儿
童游乐区，美食集市，一步一景美不胜
收，让人流连。小城中心的宏升广场恢
弘大气，鸟语花香，人们在这里跳广场
舞、锻炼健身、散步，孩子们游玩嬉戏，
尽情享受安居乐业的新生活。

这些年，我曾去过一些大大小小的
城市，魅力首都北京、婉约的江南水乡、
繁华的深圳等，但无论走到哪里，心中时
常挂念的还是故乡这座小城。小城是我
生命的故土，这里承载着我的欢乐悲喜，
祖祖辈辈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生不息。

每次外出回到故乡，当汽车驶入小
城的土地，心中便欢喜雀跃，打开车窗，

吮吸着久违而又亲切的气息，连拂面而
来的风似乎都是甜丝丝的。我熟悉这
里的每条大街每个路口，记得儿时的每
一个玩伴，我迫不及待想要扑进它温柔
的怀抱，去山坡上撒个野，去河边吹吹风。

“小城变化真大啊！我都找不着方
向了。”小梅是和我从小玩到大的伙伴，
一起在小城读完小学、初中。18岁那
年，她远嫁新疆，一直生活到现在，隔几
年才回来一次，今年回来在城里不知不
觉就迷了路，她已经认不出这个花团锦
簇的城市，不再是从前记忆中土得掉渣
的小县城。

我的小城我的家，我深爱着这座山
水相依的宜居、宜业、宜游、宜乐的美丽
之城，喜欢它的质朴和生生不息的城市
烟火，我将带着对美好未来的期许，一
直幸福而努力地生活在这里。

富足大足、美丽大足、幸福大足，这
座散发着浓浓温情的小城，已融入我的
生命之中。

从小在云南的群山里长大的我，却
总对香格里拉怀着偏执的信仰。那是
詹姆斯・希尔顿笔下永不消逝的地平
线，像一枚被时光镀了金的符咒，贴在
记忆深处。

六月末，我终于踏上前往香格里拉
的路。高铁路过虎跳峡时速度放慢了不
少，金沙江在崖壁间撞出轰鸣，随着内心
不断高涨的情绪，海拔也逐渐升高，但我
和同伴都窃喜我们没有高原反应。

最先遇见的是帕纳海。站在湿地上
抬头仰望蓝天，云絮变得蓬松，伸手仿佛
能攥住一把湿润的棉絮。丰水期的草甸
浸在碧蓝里，牦牛甩着尾巴从水杉间穿
过，蹄子搅起细碎的银鳞。牧人的黑帐
篷搭在岸边，炊烟笔直地钻进云层，恍惚
间分不清是云落在水里，还是水漫上了
天。牧民说这是季节性的海，秋冬会变
回草原，牛羊踏过的地方，来年能开出成
片狼毒花。草原上的多处可见的大经幡
在猎猎作响，彩色经幡绳从玛尼堆向四
周辐射，像巨人张开的羽翼。我顺时针
绕行三圈，默念着自己内心所想之事，经
幡边角扫过脸颊似乎是它为我呈上的最
真诚回应。独克宗古城内的转经筒需要
十几人合力推动，木质筒身被摩挲得发
亮，人挤人也要上前接受一番“祝福”。
夜晚古城内街篝火升起，藏族姑娘的百
褶裙旋出红色漩涡，弦子声里混着酥油
茶的甜香，连空气都变得黏糊糊的。

从独克宗古城出发前往普达措，景
区直通车在蜿蜒的山路上行驶了约 40
分钟。下车时，外看眼前的景区招牌和
普通景区并无二致，复行数百步，恍惚间
竟生出错觉：我怎么来到了新疆阿勒泰？

大自然的清香扑面而来的安静、祥
和、温暖的氛围包裹着我，让我不禁想
起常建在《题破山寺后禅院》中所写“山
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尘世的纷扰
在这般美景前渐渐消散，所有烦恼都被
抛诸脑后，此刻，我就是那画中人。属
都湖的栈道沿湖岸蜿蜒，云杉影子投在

水里，像墨笔晕染的水墨画。原来书上
说的没错，这里的水真会说话。它用涟
漪诉说雪山故事，用倒影描摹云的形
状，用清澈映照每个过客的灵魂。我站
在湖边，看自己的影子在水里摇晃，突
然明白藏民为何称湖泊为“海子”——
它们本是大地的眼睛，凝视着永恒。转
过弯，碧塔海突然铺展眼前，湖水蓝得
难以形容，浅处像融化的翡翠，深处泛
着墨色幽光。据说五月杜鹃花盛开时，
花瓣落水，鱼吃了会醉倒，这便是“杜鹃
醉鱼”的奇景。“最惜杜鹃花烂漫，春风
吹尽不同攀”，想象彼时漫山杜鹃与这
湖光山色相互映衬，那该是何等绮丽的
画面，让人愈发沉浸在这远离喧嚣的梦
幻之境中，正如“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
山见我应如是”，我的心灵得到前所未
有的安宁。六月的香格里拉正是多雨
的季节，雨后的普达措另有一番景象，使
我们得以一览它的不同姿态。绵密细雨
像薄纱拂过我的脸庞，我和同伴丝毫没
被这场雨打搅兴致。我们感叹着、欢呼
着，掏出手机记录雨后觅食的小松鼠。
都说六月的雨像调皮的娃娃，她看到我
们对普达措的兴致不减，便加快了下凡
的脚步。细密雨丝打在草叶上，溅起千
万颗水晶。远处牦牛群变成模糊黑点，
我停下脚步，任凭冷雨打湿头发。那一
刻，山风穿过胸腔，带着草香与湿润泥
土气，所有喧嚣都被过滤，只剩下心跳
与雨声的共鸣。此时此刻，我只愿静静
享受这份来自普达措的宁静与美好。

离开时回望普达措，云雾从山谷漫
上来，将整片森林温柔拥住。或许我们
终其一生都在寻找这样的地方，不是为
了逃离，而是为了听见自己内心的声
音。就像这高原湖泊，无论见过多少往
来脚步，始终保持最初的清澈。

回来后，我一直在回忆普达措。那
片纯净土地、灵动生灵、恰到好处的雨，
都深深烙印在记忆里，成为心中珍贵念
想，时刻召唤我再次前往。

1
暴雨之后，一些炎热
死去，另一些炎热
在太阳的掩护下，重生

2
和夏天相处久了
它的暴脾气让人心生厌倦
我开始怀念，春天温柔的风
和那个眼里含着一汪春水的人

3
蛙声一次次袭击我的耳朵
也许，只有换一个角度
让它们进入手机镜头
才能收获另一种安静的美

4
香气在池塘上空一点点囤积
荷花裹着淡粉色的哀愁
站在七月，浓郁的夜色里

5
一盏盏路灯如手臂
一点点推开夜空的黑
关于夜晚的句子有很多
只有这一行里亮着光

6
七月，你来吧
我已经伸出双手
准备接住你
滚烫的路，磅礴的雨
聒噪的知了，轻飘飘的云朵
和你忽晴忽阴的心情

三声清澈如水的鸟鸣
从城市边缘游过来
它们并不急于上岸
婉转一次次推开波纹
回响比原音更锋利
轻易割破凌晨最后一丝薄雾
露出显而易见的抒情

“布谷、布谷、布谷”
多像是走在异乡街头
有人突然喊出你的乳名

割漆人
大巴山养育的纯正男子
笃信“靠山吃山”的人生哲学
尚未完全成年
即学会割漆的看家手艺
他们在森林里反复探访
仿佛在挑那枚软的柿子
选定某一棵漆树
就忘掉“本是同根生”的古训
把削尖的木楔子钉入树身
然后借梯而上
找到最致命的部位
漆刀锋芒毕露
割出一字排开的创口
漆叶折成手捧状
便于收集颗粒饱满的眼泪
直到哭干内心的汪洋
才允许漆树稍作喘息
但日子刚刚结痂
第二年又被剥开皮肉
或许生活有多硬
割漆人的心就有多狠

一块田荒着
一块田荒着
既没有勾勒水稻
也没有临摹玉米
更没有描写红苕和土豆
野草见缝插针
试图说出背后的故事
以及更多细节
比如，有一位父亲
迫于年龄步步紧逼
不得不缴械投降
比如，生活得理不饶人
有一位父亲的儿子
丢弃对大地说过的悄悄话
以建筑工、外卖员、滴滴司机
催生枝条和芽眼
努力在城市完成嫁接
比如，有一位父亲的孙子
可能不至于四体不勤
但早已五谷不分

今岁乙巳，是抗战胜利八十周
年。抚今追昔，感概万千，华夏儿女，
共缅烽火岁月；九州内外，同庆抗战功
成。遂作此文，铭历史，颂精神，缅英
烈，勖后人。

忆昔日寇，豺狼成性，觊觎中华之
广袤，垂涎神州之富饶。铁蹄之处，山
河破碎，烽烟起而九州悲，战火燃而万
民泣。田园荒芜，饿殍遍野，惨绝人寰，
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之危境。

危难之际，中国共产党高擎抗日大
旗，发出救亡强音。“停止内战，一致抗
日”，凝聚民族力量；《论持久战》，指明
胜利方向。平型关大捷，打破“日军不
可战胜”之神话；百团大战，彰显人民军
队之威力。在根据地，军民同心，广泛
开展游击战，让日寇陷入人民战争汪洋
大海；在敌占区，地下党员，秘密活动，
传递情报，团结民众，瓦解敌人。

在党的领导下，八路军、新四军深
入敌后，浴血奋战。将士抛头颅，洒热
血，前赴后继，勇往直前。狼牙山五壮
士，临危不惧，纵身一跃，气壮山河；杨
靖宇将军，孤身奋战，以雪为食，宁死不
屈。他们用生命和鲜血，捍卫了民族尊
严，谱写了一曲曲壮丽的英雄凯歌。

人民群众，是抗战的坚强后盾。送
子参军，妻子送郎上战场；捐粮捐物，倾
其所有支援前线。妇救会、儿童团，各
尽所能，为抗战贡献力量。地道战、地
雷战，全民皆兵，让日寇闻风丧胆。军

民鱼水情，血肉相连，共同筑起了坚不
可摧的抗战长城。

历经十四年艰苦卓绝斗争，终于迎
来胜利曙光。1945年8月15日，日寇宣
布无条件投降，举国欢腾，普天同庆。
这胜利，是党英明领导之功绩，是中华
民族团结奋斗之硕果，是无数英烈用生
命换来之荣光。

抗战胜利，洗雪百年耻辱。历史见
证：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今
天的中国，经济腾飞，科技发展，国防强
大，人民幸福。“嫦娥”探月，“蛟龙”入
海，高铁飞驰，5G领航。中华民族正以
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居安思危，警钟长鸣。当今世界，
风云变幻，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依然存
在，战争威胁并未消除。我们要铭记历
史，缅怀先烈，纪念抗战伟大胜利，弘扬
抗战伟大精神：“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
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
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
信念。我们大力开展爱国教育和国防
教育，始终保持共产党人敢于斗争的风
骨、气节、操守胆魂。不移志，不改心，
不忘本，凝聚起建功新时代，开启新征
程，万众一心向前行的磅礴力量，珍惜
和平，展望未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中国梦而不懈努力。

壮哉，中华！伟哉，中国共产党！抗
战精神，永放光芒；强国梦，必定实现。

我的大足我的家

□ 朱琳芳（云南）

香格里拉的“馈赠”

不忘抗战历史 弘扬抗战精神
□ 曹志荣（重庆）

吃 糖
□ 刘德（重庆）

小时候对糖的记忆深入骨髓！那
个年代吃糖是要糖票的。不管是白
糖、冰糖、或者水果糖、大白兔奶糖等
等，只要与糖沾边的，都需要糖票才能
买得到。糖票越稀奇，我们对糖的渴
望就越迫切。

童年中有三次吃糖的经历，让我
刻骨铭心！第一次是吃大白兔奶糖。
那个时候吃白糖是需要糖票供应的，
平常没有糖票是买不到白糖的，更别
说水果糖中的皇后，上海产的大白兔
奶糖了。那个时候，凡是跟糖有关的
食物或水果等我都很喜欢。比如说含
糖量很高的红苕、南瓜、甘蔗、苹果等，
这些东西我喜欢是喜欢，但是也不是
能经常吃到的。而且这些东西还有
季节的因素在那里，更何况买它们来
吃是需要花钱的。那么自然而然就
会对白糖和大白兔奶糖这些东西充
满了向往和莫名的敬仰。那个时候，
谁家小孩儿兜里要是有几颗大白兔
奶糖或者是球型的透明水果糖的话，
说话都要硬气几分，连走路的姿势都
不一样。

记得在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们
班来了一个转学的小女孩，因为她人
高，所以说就分在班级教室的最后一
排坐。小女孩高挑的身子，超出了童
年小女孩一大截。圆圆的瓜子脸，水
灵灵的大眼睛，高耸的鼻梁，加上紧致
有型的小嘴唇，配搭上后面扎起来的
那个小马尾巴发型，走起路来的时候，
马尾辫一跳一跳的，给人一种阳光、向
上的感觉。

恰好她就分在和我一起坐，于是，
我们俩就成了同桌。那个时候，如果
说同班的男女同学同桌的话，是一定
要画“三八线”的哈！所谓“三八线”，
其实就是将整张课桌一分为二，在中
轴线的地方用墨水画一条很粗的线，
男女同学虽然同坐一桌，但是手肘是
不能越过画在桌面上的中轴线的，一
旦越过此线，另一方一定会用手肘无
情地击打对方。并且有一个不成文的
约定，就是回击的那一方反应越强烈，
就越能证明“男女授受不亲”的立场和
态度越坚定！这种态度能够在一众小
伙伴们面前得到认可和拥戴。我和她
同桌，基本上没有越界的事儿。但是
有一次她写作文的时候，由于写的时
候写顺手了，亦或是没有注意到越界
这一点，她的手肘竟然越过了我们在
桌面上画的“三八线”大约半个手肘的
位置。她竟然没发现，而我也有意地
回避，所以我俩的手肘没有碰到一块
儿。这事儿如果顺其自然的话，也没
有什么，因为我们本来就坐教室的最
后一排。但是偏偏有前一排的同学回
过头来向我借擦字胶，我同桌越界的
事儿就这样被他发现了。本来他就是
一个爱管闲事的好事者，于是他马上
兴奋地大叫了起来“大家来看哦，有人
越界啰！”他这么一叫不要紧，班上有
很多男同学也起哄一般叫了起来“打
她！打她！！打她！！！”很多男同学都
莫名地越叫越兴奋，就是那种爱看热
闹，不嫌事儿大的人。但是我红着脸，
始终没有用手肘去击打我的同桌。于
是有同学更露骨地叫道“耙耳朵！耙
耳朵！！耙耳朵！！！”。后来，在同学们
的大声哄笑中，我抹不过情面，于是用
手肘轻轻地碰了一下她的手肘。但她
非但不气恼，反而朝我甜甜一笑。也
许一笑解千怨，况且这本来就不算什
么事，她笑过之后，我反而尴尬了。从
那以后，我们就再也不存在所谓的”三
八线”了。从此以后，我们俩的同学关
系就更好了。

记得有一次我们班上组织春游活
动，到一个叫“六赢山”的地方去开展
爬山活动。那座山不是很高，但是山

上的树木茂密，飞鸟翔击，植物繁多。
一到风和日丽的时候，登高望远，看远
处白云悠悠，鸟儿展翅飞翔，和风轻拂
脸庞，别有一番情趣。山顶的一侧有
一个20多米高的悬崖，悬崖边上树木
丛生，藤蔓交织。悬崖下边乱石林立，
坑洼不平。为什么这座山叫“六赢山”
呢？据说是红军长征的时候在那个地
方打过仗。红军与当地的民团在那座
山峰上打了六次仗，六次都打赢了，后
来，当地的民众为了纪念长征红军的
勇敢，就把那座山叫做“六赢山”。

这天，我们一班 40来个同学在班
主任的带领下来到了六赢山参加爬山
活动。当天的天气很好，天碧于蓝，艳
阳高照，风和日丽。太阳喷薄而出的
时候，云蒸霞蔚，惠风和畅，景色优
美。正值春天的山野里，各种不同种
类和颜色的野花，知名的，不知名的，
好看的，不好看的，都凌乱地散落在
山野的各处，默默的次第开放。草丛
中，花丛里，蝴蝶翻飞，蜜蜂嗡嗡，好
不热闹。和风吹过之后，幽幽的清香
沁人心脾。鸟儿在高大的树林之间
穿梭嬉戏，出入于无人之境。有的鸟
儿几乎从我们的头顶快速地飞过，让
人一瞬间感觉到他们才是这里的主
人一样。嗅着诱人的芬芳，听着雀鸟
的歌唱，那一刻，让我们心旷神怡，歌
声飞扬。

老师把我们 40多个人分成了八
组，每组五个人，然后每两组在一起
玩一个叫“冲上山顶，活捉敌人”的游
戏。每两组中获胜的那一组再分别
与后来胜获的其余三组的获胜方进
行比赛，直到最后取得胜利的那方作
为胜利者颁发奖品。前三组的同学
在他们自己拼命努力和小伙伴们的
加油声中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我和我
的女同桌分在第四组。当老师吹响
比赛的哨声之后，我们俩就一块儿拼
命地往山上跑。当我们快要到达山
顶的时候，女同学脚下一滑，整个人
就顺着山坡往下滚。不巧的是，她的
裙子被旁边的树枝挂住之后，一个反
弹让她改变了行进的路线，女同学朝
着悬崖那边滚下去。在大家的一片
惊呼当中，我也主动地朝着悬崖的那
个方向滚过去。还好，当我的手拉住
她的手的时候，我们俩离悬崖只有大
约不到一米的距离了。

那一刻，我们俩都一下子仰面躺
到了地上。她是被吓着的，而我是耗
尽了精力。当我们俩都缓过神来的时
候，她抱住我放声大哭了起来。

回去的路上，她一直不停地说着
谢谢，我笑着对她说：“谁叫我们俩是
同桌呢！”当天晚上，她就带着一大包
上海产的大白兔奶糖和一些水果到
我们家里来登门道谢。我笑着对她
说：“这是我应该做的事儿，没必要这
么兴师动众的！”她坚持让我把礼物
收下，并且一再强调我对她的救命之
恩。从那之后，我们俩的关系就越来
越好了。只可惜的是，一年之后，由
于他父亲工作的变动，她又转学到外
地去了。从此之后，我们就失去了联
系，再也没有见面了。而她送给我的
那包上海产的大白兔奶糖，我整整吃
了一年！

第二次是吃小儿止咳糖浆。有一
次我感冒了，妈妈带我到医院去看病，
完了之后医生给我开了些治感冒的小
儿安和小儿止咳糖浆等药品，小儿安
这种药有点苦，对小孩来说有点难
吃。而小儿止咳糖浆带有糖的成分，
所以说有点甜，当然，孩子们就喜欢吃
小儿止咳糖浆，而不喜欢吃小儿安。
我发现了这个规律之后，就老是缠着
妈妈要吃小儿止咳糖浆，而本来应该
吃的小儿安则推三阻四地想办法不

吃。妈妈看这样对病情没有好处，所
以逼着我吃小儿安。打那以后我就
特别想吃带有糖分的小儿止咳糖浆
了。有一次我想吃糖了，就缠着妈妈
说：“妈妈妈妈，我要吃小儿止咳糖
浆。”妈妈笑着说：“儿子，你又没有感
冒，吃什么小儿止咳糖浆呢？”听到妈
妈这样一说，我就故意地咳嗽了几
声。妈妈打趣儿地对我说道：“儿子，
你这不叫感冒哦！不能吃小儿止咳
糖浆”。听到妈妈说的这句话之后，
我懊恼地大哭了起来。小孩的心思，
大人永远不懂！

第三次是吃白糖。有一次在学校
放学回家的路上，我和几个同学一边
走一边说笑，说着说着就说到了吃糖
这个事儿了。我说到了吃小儿止咳糖
浆这个事儿，他们听了以后哈哈大
笑。有个同学对我说：“你这个只能算
小儿科，有一次我生病了，病得很重，
妈妈在家里边给我做了病号饭，还用
糖票去给我买了两斤白糖，供我吃稀
饭的时候放在里面吃。”一众小伙伴又
是一阵哄堂大笑，笑过了之后大家谁
都没有在意，唯独我把这事儿记在了
心上。

两个星期之后的一个下午，放学
之后，我故意走得很慢。出了教室之
后，我穿过学校操场往围墙边的那棵
高大的桉树走去。那棵桉树由于树身
正好斜靠在围墙上，所以我想利用这
棵桉树的树身爬上围墙，从围墙上面
跳下来。当我看了一下四周没人的时
候，我嗖地一下就爬上了那棵高大的
桉树，并站在了围墙边上。完了之后
眼睛一闭，从两米多高的围墙上直接
跳了下来。只听得我一声惨叫，脚被
崴了，被崴的脚立马肿了起来。我的
叫声惊动了陆陆续续放学出来的学
生，他们一边扶着我，一边去找老师，
老师立马把我送到了医院。当妈妈
心急火燎地赶到医院的时候，我的脚
已经用白纱布包扎上了。妈妈不停
地数落着我，但是我一口咬定我只是
好奇才爬上桉树上边去掏鸟蛋的。
其实我心里边跟明镜似的，什么都明
白，只是我不敢跟妈妈说自己最真实
的想法而已。

由于我脚被崴了，只好向学校请
假，在家里边养伤。在家养伤的时
候，我便自然而然地向妈妈提出，想
吃糖稀饭。对于我的这种想法，妈妈
想都没想就答应了。她把家里边仅
存的两张糖票拿了一张出来，去买了
两斤白糖让我吃糖稀饭。那甜甜的
糖稀饭让我很满足，吃在嘴上，笑在
心里，但不敢给妈妈说出我当初最真
实的想法。这件事儿我一直没有给
妈妈说，也算是我心中深藏的一个小
秘密吧！

回忆，始终带着时代的烙印，他
见证了你一生中最重要的成长历
程。回忆就像一本书，在你不经意间
翻阅的时候，让你想起你一生中的坎
坎坷坷。回忆就像一首歌，当他萦绕
在你耳畔的时候，眼泪早已流成了
河。回忆就像一棵树，在枝繁叶茂的
秋天里，他也会叶落归根般地轻轻
飘落。

夏日絮语夏日絮语
□ 李黄英（重庆）

鸟鸟 声声
（外二首）

□ 谢子清（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