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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草木♥梅柳

“你想变成小怪物吗？”

履痕♥素萍

千日造船，一日过江

闽南话本♥新民

遇见使君子
和母亲第一张合影

蓉城品茶

动物故事♥火南

我家来了“花大姐”
老照片♥志军

育儿经♥牧野流星

我的童年与虫子为伍再回首♥一凡

和母亲的第一张合影是1990年春节前夕拍的，那年我7
岁。记得那天，母亲骑自行车带我到离家二十里外的县城去
买过年的新衣服，刚好路过一家照相馆，母亲便带我去拍了
这张合影。

当时这家照相馆拍照的背景有海南的椰树林、北京的长
城等。母亲是一个要强的人，她晓得一句话“不到长城非好
汉”，所以选择这张“长城图”作为背景。后来，我才知道母亲
一直想着有一天能去趟北京登上长城。可母亲为了我们这
个家操劳了一辈子，由于种种原因，这个小小的愿望一直没
有实现。

照片上，我穿的那件海军服是三舅家的表哥穿小了被我
捡回来穿的。小时候，我就特别羡慕兵哥哥，兵哥哥走起路
来特别神气。穿上这件海军服，我情不自禁地想象自己是个
小兵，像军人那样挺胸抬头站得笔直，连照相馆的老板都夸
我，这么小就有当兵的气质。长大后，我终于如愿成了一名
军人，在厦门某部服役十余载，现在虽然已经退伍了，但生活
工作中我依然用军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三十几年过去了，我渐渐地长大了，母亲却老了，我有时
也在深思，如今拿什么回报母亲呢？看到一条条皱纹爬上了
母亲的额头，有种说不出的心疼。母亲没上过几年学，但通
情达理，和母亲接触过的人，都觉得她热情善良。我的母亲
是那么朴实，那么亲切与温暖，她是我的避风港，在我失意时
给我依靠；她是我的大靠山，在我最脆弱的时候给我坚强。
是母亲，让我懂得了宽容；是母亲，让我学会了坚强。

看到这张照片，我的内心满是幸福，我告诉自己，一定要
带母亲去首都北京旅游，带母亲去爬长城，在真正的长城上
与母亲合个影，圆母亲一个小小的心愿！

单位的院子里，有个小花园，面积
不大，却颇具幽深之意。平时，为繁忙
的日常所束缚，很少踏进花园。那日偶
然抬头，发现与花园紧挨着的那座楼的
墙壁上，一派绿意葱茏，忍不住走近了
去看。花园里，在楼的拐角处，一根手
腕粗细的爬藤，从各色花草里钻出来，
顺着墙壁，爬上二楼的窗台，依着窗沿
铺开一片绿色，又继续在二楼搭建的小
阁楼上肆意伸展，铺满阁楼的墙壁和房
顶。在铺陈的绿色上闪耀着一簇一簇
的花朵，我仰着头，想看看是什么花，奈
何距离太远看不真切。阳光下，透亮的
绿叶，摇曳的繁花和蜿蜒苍劲的藤蔓构
成一幅极具对比却又和谐无比的画
面。我决定去楼上仔细看看花的“芳
容”。

我三步并作两步，绕过楼群，跑上
楼梯，奔赴一场与花的约会。不知道是
走得急，还是“约会”带来的激动，我的
心儿“怦怦”直跳。终于，在二楼天台上
我看到了它！碧绿的椭圆形的叶子密
密匝匝，枝头开着一簇簇花儿：白的、粉
的、红的……我站在天台护栏和阁楼形
成的夹道上，看它如一条波澜壮阔的大
河，从阁楼倾泻下来，在我面前砸出一
片漩涡，稍作停留，又满满当当溢出护
栏，流向二楼。好一棵充满活力的使君
子啊！

使君子的花，初开时是白色，细长
的花管托着五个花瓣直立向上，方便昆
虫传播花粉。慢慢地，花朵变成浅粉、
深粉，等花朵颜色变成深红，它便垂下
来，回头向下，似乎在告诉那些忙忙碌
碌的蜂蝶们——我已经没有花蜜了，去
找蜜汁多的小花吧！这样看来，使君子
真是善良贴心的小花啊！使君子花谢
之后结的果实，是著名的驱蛔虫药材，

“使君子”的花名就来自发现它药用价
值的北宋著名郎中郭使君。

沐浴着阳光，嗅着空气里使君子似
有若无的清香，我深深吸了一口气。忽
然一阵风吹来，下起了花瓣雨，看着脚
下凋落的花朵，我记起使君子的花语是

“身体健康”。我想，使君子有这样的花
语不仅仅是因为它的药用价值，更因为
它顺应自然本性——既享受花开的繁
盛，也接受“簌簌落”的寂寥。我于花下
静坐了一会儿，似乎就恢复了力气，获
取了继续前行的力量。看来，在忙碌的
生活里，我们该学习草木，顺应本性，接
纳当下，享受生命的每一个瞬间！

“千日造船，一日过江”，这句闽南
俗语表面的意思是造船需要很多时日，
而船一旦造好了，“过江”就很容易，“一
日”就可以了。

其实，俗语背后是有深意的，它暗喻
做事不可心浮气躁，急功近利。对那些
不甘于做艰苦繁杂的准备工作，而幻想
一蹴而就的人，无疑有很好的警示作用。

众所周知，造船是一项复杂浩大的
工程，即使是木帆船制造年代，也要经
过设计图纸、采购材料、精工制作、安全
试水等一系列工序，花费大量的人力物
力，并得假以时日。倘若这些前期的工
作做好做实了，那么，“过江”就是水到
渠成、瓜熟蒂落的事了。

一直听说，成都是一座慢生活的城市。那个
“慢”字，令生性慵懒的我心向往之。不久前，我
来了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去成都体验慢生活。

位于成都人民公园内的鹤鸣茶社，是我此行
的打卡地之一。进入人民公园，往人头攒动的地
方走去，很快就能找到鹤鸣茶社。在露天的空地
上，摆满了桌椅，也坐满了人。我沿着茶社绕了
一圈又一圈，偶有空位便见缝插针上前询问，最
终觅得一张小圆桌，舒心地坐上了小藤椅。

刚坐定，服务员便奉上茶单，点单后不久，服
务员就给我送来一套盖碗，一泡茶叶，一把老式
热水壶。服务员帮我把茶叶放进盖碗里，泡上热
水就“功成身退”。我端起盖碗浅饮一口，一股茶
香混合着惬意的气息沁入心脾。我一边喝茶一
边环顾四周，整个茶社当真是座无虚席。紧挨我
左手边的是一对母女，七八十岁的老人家，舒服
地倚靠在藤椅上，不时端起茶碗喝口茶，再吃口
零食，随后闭目养神；边上的女儿适时帮母亲添
茶，并在母亲小憩时安静地喝茶看手机。我茶桌
右手边的几个男孩子正在连线打游戏，玩到兴起
时虽然激动却也只是小声交流，并没有影响其他
人泡茶聊天。不远处有个茶客正在让“舒耳郎”
帮忙采耳，看其神情甚是享受。我目之所及，无
论是当地居民还是外来游客，不管是三五成群还
是孤身一人，都在做着同一件事：停下脚步，放松
身心，享受当下的闲适。

在那个阳光明媚的午后，我放弃当天计划中
的后续行程，在鹤鸣茶社坐了一整个下午，彼时，
我的眼里、心里、手里只有那一碗茶。我忘记琐
事，褪去浮躁，在这座城市的一隅，感受着人间烟
火气，也体验到慢生活简单的幸福。其实，慢生
活是一种生活方式，更是一种心态。在喧嚣的尘
世间，在庸碌的生活中，只要我们能适时放慢脚
步，静下心来用心感受，生活的乐趣无所不在。

每天晚上，四岁出头的女儿几乎都是和
我一起度过的：看书、画画、玩玩具、做游戏
……时间总是过得很快，我们相处得也很愉
快，可唯独最后的睡觉环节，却让人头疼。

她喜欢睁着眼睛，看那昏黄的世界，她像
是要睡觉的人儿吗？一双眼睛炯炯有神，配
合微微泛起的笑容，这分明是告诉我：她还精
神饱满，电力十足！果不其然，下一秒，她双
腿往上用力一蹬，她的小被子瞬间带着一股
疾风飞到半空又落下，她则乐呵呵地看着我，
似乎是等待着我的称赞：“怎么样，厉害吧！”我
怒目圆睁：“再这样，我要把夜灯也关了！”她这
才赶紧又重新躺好，装睡。可好景不长，下一
个“惊喜”正在路上……她一般得折腾半个小
时以上，才会真正入睡，如此贪玩，我摇头叹
息，怎么办？必须得想想办法了。

今晚，很快又到睡觉时间了，我故作神
秘，悄悄靠近她的耳边：“爸爸的手机里有一
本很神奇的绘本，我们一起看看再睡觉，好
吗？”“好啊！”见我神秘兮兮，她自然也来了
兴趣，依偎在我的怀里。

故事的开始，是一只绿色小怪物不睡觉
跑到客厅，背后，是正追赶着他的爸爸——
一个长得再正常不过的大人。“你看，你想变
成那只小怪物吗？”我指着那只长得像鳄鱼
又像恐龙的小怪物，下一页，小怪物已经被
他怒发冲冠的爸爸紧紧抓住，正在那挣扎咆
哮呢！“不想不想！”她脱口而出，态度坚定，
这是我预料之中的答案，毕竟，没有人想变
成一只怪物。在接下来的故事中，小怪物所
做的事情是和临睡前的女儿高度贴合的：在
他爸爸的催促下，小怪物不得不刷牙、上卫

生间、读睡前故事、喝水，甚至连在床上玩都
和她如出一辙！就像我当时第一次看完这
本书的感受一样——这是根据我女儿的真
实经历专门创作而成的吗？如果今天的阅
读奏效了，那我真得好好谢谢这位比利时的
作者马里奥・拉莫啊！

“晚安，怪物爸爸！”绘本的最后，小怪物
和他爸爸轻轻道声晚安，只是这个爸爸，因
为一直生气，已然变成一只大大的绿色怪物
了。“你要爸爸变成大怪物吗？”我低头深情
地看着她。“不要不要！”她突然就抱住了我，

“爸爸，我等下会乖乖睡觉的。”当晚，女儿乖
乖平躺着，不踢被子，也不睁眼，她不想变成
小怪物，也不想我因为一直生气而变成大怪
物。“谢谢你也深爱着我！”五分钟后，看着她
熟睡的样子，我情不自禁地说道。

退休后，在家带外孙，累并快乐着。如
今生活好了，外孙有很多玩具，想起我们小
时候，哪有那么多新奇的玩具，真是羡慕现
在的孩子。

我们小时候，虽然有玩具，但品种着实
不多，大家都很善于就地取材玩游戏。男孩
子喜欢玩弹玻璃珠、推铁环、鞭陀螺、踩高
跷，女孩子喜欢玩抓石子、踢毽子、跳房子、
跳橡皮筋。捉迷藏则是男孩女孩都喜欢的
游戏。而我，更喜欢一个人与虫子为伍。蜻
蜓、蝴蝶、蚂蚁、天牛、金龟子、蚂蚱、知了、萤
火虫都是我儿时的玩伴。

捉蜻蜓方法很多，最简单的就是蹑手
蹑脚接近停在灌木丛或草丛中的蜻蜓，
食指拇指快速捏住蜻蜓的翅膀或尾部，
即大功告成。我会一种比较高级的捕捉

空中飞翔蜻蜓的方法：用一根铁丝绕成一
个类似羽毛球拍的圈，圈中用线系成一个

“米”字，把这个铁丝圈绑在一根三米左右
的竹竿上，然后举着竹竿到处取蜘蛛网，
当铁丝圈上布满蜘蛛丝时，捕捉空中飞翔
蜻蜓的工具就做成了。夏天、秋天的清晨
和傍晚，低空中到处飞舞着蜻蜓。我们就
举着这个蜘蛛网拍在空中来回晃动，不多
时，就有蜻蜓落网。这样捉到的蜻蜓，一
般是活的，在蜻蜓腿上系根线，它可以
飞。蜻蜓不经玩，很容易折翅折腿，甚至
死掉。

捕到的蜻蜓死了，我就用它来喂蚂
蚁。在田地里，找到蚂蚁活动的路径，放一
小截蜻蜓尾，蚂蚁劲大，一只蚂蚁就能把蜻
蜓尾拖回蚁穴去了。若我们放的是整只蜻

蜓，特别是大个头蜻蜓，一只蚂蚁是搬不动
的。发现这只蜻蜓的蚂蚁会在这蜻蜓身上
来回爬，这闻闻，那嗅嗅，像是在做评估工
作，寻思着，得来多少蚁兵才能搬动它？随
后这只蚂蚁会离开蜻蜓，回到蚁穴通风报
信。不一会儿，蚁穴里便出来浩浩荡荡的蚂
蚁大军，向着蜻蜓存放地进发。这样，这只
大个蜻蜓就被搬到蚂蚁的粮食仓库了。有
时，我也会作弄蚂蚁，在蚂蚁大军到来之
前，把蜻蜓拿走，这样蚂蚁大军就会扑空，
只能原路返回。不过，我有时也会内疚：那
只蚂蚁侦察兵会不会因为提供情报不准确
而受到蚂蚁家族的批评或惩罚呢？

现在的孩子，玩着各式新奇的玩具，看
着精美的动画片，不知他们会不会羡慕我们
小时候的玩乐方式呢？

一天下午，一只外表鲜艳，身大腿细，举止笨
拙的虫子飞来我家的阳台，它的身体闪耀着金属
光泽，上缀北斗七星似的黑点，老伴惊呼：“一只

‘花大姐’！”
老伴闻惯了泥土芳香，喜欢种菜栽花，退休

后在城里安了家，十多平方米的阳台被她充分利
用，一年四季，花、菜一茬接一茬，不时引来“不速
之客”。对这些“不速之客”，一般情况下，老伴都
会驱除，有时还用上喷雾器。

我招呼小外孙出来见识小虫子，毕竟，城里
的孩子想见到田野的生灵，机会难得啊。果然，
他看着菜叶上的“花大姐”欣喜不已。我告诉他，
它其实是瓢虫。这只瓢虫是冲蚜虫来的。可别
小看小小的蚜虫，这群小家伙贪婪无比，被它们
啄过的绿叶会慢慢枯黄，农人无不痛恨。蚜虫警
惕性不高，它们路过的地方总要打卡，留下蛛丝
马迹，似乎在宣示“老子到此一游”。

正看着，小外孙发现花盆的边缘有黑蚂蚁急
匆匆地爬上来。老伴问他：“孩子，你可知道蚂蚁
是奔啥来的？”“难道蚂蚁也是为绿叶而来的？”他
回答。“那倒不是，它们是来品尝蚜虫的屎尿呢。”
老伴说。“啥屎尿啊，那叫‘蜜露’。”我纠正。许多
蚂蚁聚集在“蜜露”的周围，吃得津津有味。站岗
放哨的蚂蚁发现瓢虫不请自来，立即上前阻拦。
这时的蚂蚁为了“蜜露”，竟成了蚜虫的保镖。瓢
虫要攻击蚜虫，蚂蚁抬起前脚，好像在说：“问问
我的铁拳答不答应。”

聪明的瓢虫为了不消耗体力对抗蚂蚁，绕了弯
路避过蚂蚁，顺着青椒的叶梢螺旋式地向上挺进，然
后就地恭候蚜虫。蚜虫一只紧跟一只，排成长队，从
叶端下行觅食，根本想不到已陷入可怕的埋伏圈。
当瓢虫发现猎物进入火力范围，瞄准蚜虫队伍的先
锋，张开大口，轻而易举地将蚜虫吸入嘴里。

大千世界多姿多彩。蚜虫蚕食农作物成了害
虫；瓢虫猎食蚜虫被誉为庄稼的“守护神”；蚂蚁为
了一点蝇头小利与瓢虫结为冤家……大自然真奇
妙啊。邪不压正，一场捕食的战斗结束了，青椒树
上恢复了安宁。小外孙的喜悦溢于言表。

小小虫子给大家上了一课，老伴不禁有些羞
赧，虫子也有益虫害虫之分，保护益虫，老伴收起
灭虫剂，再也不对小生灵大打出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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