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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小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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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来了
冰 消 溪 涌 欢 歌 ，细 雨 柔 风 润

泽 。 归 来 紫 燕 祥 和 ，故 友 重 逢 忆
昨。

[带]桃花透粉添姿色，小麦返
青长势茁。一年盛景巧裁夺，春唱
夏来合。

（作者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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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爱 闫凤仙（（恒顺达公司恒顺达公司））

爱做针线活的母亲 我们都成为游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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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次我在公园的长椅上休息时，
和我同坐在长椅上的一位陌生阿姨
一直盯着我的水杯看，见我也扭头看
了她几眼，阿姨不好意思地说：“闺
女，我是想看看你的杯套，上面的图
案简直太精致了，能不能让我好好瞅
瞅呢？”

当时我杯子上套了一个用毛线
钩织的熊猫吃竹子的护套，整个杯子
从下到上按照螺旋式旋转的方向用
不同颜色的毛线搭配出二十多只栩
栩如生的熊猫，看起来就和个工艺品
一样，这是母亲几年前精
心给我做的。

看着阿姨直勾勾地盯
着杯子的模样，我微笑着
将杯子递给她，她边看边
和我聊起来：“闺女，这是
你买的还是自己做的？”

“阿姨，这是我妈妈给我做的!”
“哦，一看这做工就能看出你妈妈是
一位心灵手巧的人，阿姨虽然也会用
钩针织毛线，但手工和你妈妈的差太
远了！”她边看边不断地啧啧着嘴，眼
神里透漏着羡慕的目光。

母亲的针线活的确受到很多人
的夸赞，不过这手艺都是从小一针一
线苦练出来的。母亲从小家穷，姊妹
们又多，作为长女的她还没有小学毕
业便开始了繁重的家务劳动。为了
养育弟弟妹妹，母亲早早便学会了洗
衣做饭、养鸡喂猪、缝衣做鞋、耕田种
地等杂活，白天要忙活各种家务活和
农活，到了晚上要跟上当裁缝的姥姥
学针线活，从一开始学缀扣子、锁扣
眼到给弟弟妹妹们缝补衣服、袜子，
从学简单的裁剪到给大人们熟练量
身裁剪、缝制衣服、鞋子，姥姥说母亲
只用了半年的时间就基本上拿下来
了，不过这期间母亲的手上不知留下
了多少针眼。可想而知，一个十几岁
的女孩从笨拙地拿起针线到双手熟
练游走于衣服之间需要付出多少的
心血，每每想到这些，我的泪水总会
不由地滚了出来，母亲在本应该上学
的年龄却早早承担起了比大人还辛
苦的活计！

记得小时候每晚写作业时，母亲
都会边做针线活边陪着我们写作业，
好多时候都是我们写完作业钻进被
窝了母亲还在灯光下不停地忙活着。
我们从小到大里里外外、从头到脚的
穿戴都是在母亲勤劳的双手下一针
一线做出来的。因为有心灵手巧的
母亲精心给我们做各种不同款式的
衣服，我们姊妹们从小到大的穿戴都
特别的受人青睐。

我清楚地记得小时候母亲每年
都会给我织一个带有围巾的帽子，戴

上帽子后将围巾在脖子里
绕上一圈然后交叉一系，再
冷的天气都不怕冷了。为
了让我喜欢，母亲每年都会
变着花样地给我织不同款
式、颜色的帽子，每个冬天
当我戴上崭新的帽子出去

时，都会让小朋友们眼馋的不行，一
个个争先恐后抢着要戴一下我的帽
子，有的还叫来大人嚷嚷着非要要一
个和我一模一样的帽子，那时候的我
别提有多得意了，心里也为有心灵手
巧的母亲感到分外自豪。

会做针线活的母亲不但承揽了
我们姊妹几个的穿戴，顺便还包揽了
奶奶、姥姥、姨姨舅舅、叔叔婶婶家好
多人的衣服，大家坐在一起常常会
说：“燕子家妈
勤 快 又 能 干 ，
做出来的针线
活 细 致 又 好
看 ，穿 出 去 得
体 大 方 ，就 让
她抽时间给咱
们做一做吧！”
只要亲戚们开
口母亲再忙都
不 会 推 辞 ，有
时我实在看不
下去了便会说
母 亲 ：“ 妈 ，你
能不能推掉这
些 营 生 ，自 己
白天累哼哼的
操 劳 上 一 天 ，

晚上就早点休息，答应下这么多针线
活图啥了？每个晚上还得免费加班
操劳！”母亲看着我摇摇头，“燕子呀，
他们都是咱们的亲人，况且他们是做
不来才让妈妈做的，我稍微花点时间
大家能穿上衣服了，做人呀，不能太斤
斤计较了！”我心里虽然觉得母亲说得
对，但每次看着母亲缝制衣服时一会
儿伸伸腰一会儿扭扭脖子便知道她确
确实实是累得不行，但为了她的亲人
她嘴上从不说累，几十年来，母亲就这
样一直坚持着。

走进我们家，随处都有母亲的杰
作，电视机、洗衣机、冰箱上盖着的布
料上都有母亲一针一线刺绣上去的
各种花鸟鱼虫图案，沙发上、椅子上、
板凳上有母亲用毛线或织或钩的垫
子，门上有用各种颜色的布拼接出来
的帘子，即便是放饺子用的篦子，都
是母亲拿高粱杆穿针引线缝制裁剪
出来的，凡是去过我们家的人见了这
些东西都对母亲的手艺赞不绝口，但
他们不知，母亲为了这些不知耗了多
少心血。母亲尽管没啥文化，但她在
竭尽努力地把她对这个家和孩子们
的爱浓缩在一针一线里！又是一年
母亲节，请让我深深地对您说一声：

“妈妈，您辛苦了，我们永远爱您！”
（作者单位：西铭矿）

 

















乡下的月亮
一轮金灿灿明亮亮的月亮，从

东山后冒出头来，从树杈间慢慢升
起。此刻幽深的夜空，令人产生岁
月之美与诗情之意。犹如梦幻，万
籁俱寂，山村的夜走向静谧。

月光从天空洒下来，洒在街道
上、打谷场、大门口、小院落、石墙上
…… 那 是 生 命 的 美 好 、自 然 的 恩
赐，让天空与大地记录了下来。

月 圆 之 夜 ，我 怀 着 轻 松 的 心
情，走在村中，顺着上街走过，穿过
小 巷 子 ，向 南 拐 ，再 到 下
街，最后向南到十字街往
前的一片空地，站在一盘
石碾旁，向远处眺望。

月亮升高了，静静地
吐洒着清辉。月光洒落在
屯兰河里，河面被照亮了，流动的河
水中有千点万点晶莹闪烁的光斑在
跳动。河南岸的平地上柳树、榆树
汇成疏林，簇拥着南山，在天之交界
处隐隐约约地起伏着，月光为它们
镀上了一层银色的花边。屯兰川里
罩上了一层轻纱似的薄雾，朦朦胧
胧，给村落增添了几许生动……

披着一身淡淡的月光，凝神望
着月亮，眼前一片银色，心中更多的
是平静。那桔黄色的月亮由大变
得小了些，颜色也变成了银白色。
随着一片朦胧的云朵舒展开来，天
际间的云雾变成了片片彩缎。再
望望山村，那月亮把千古的柔光涂
抹下来，山村慢慢变得神秘、温暖。

我徜徉在故乡的小路上，轻风吹
来，山野的清新空气一波一波地拂着
川道村庄，一阵阵清香袭来，仿佛天

降神韵，仙女散花，忽远忽
近，忽浓忽淡，沁人心脾。

小 时 候 听 多 了 嫦 娥
奔月的故事，长大了也喜
欢这带着神话色彩的月
桂。在故乡的土地上，这

种 亲 切 神 秘 幽 深 的 感 受 更 真 切 。
城市里的人，对月亮的感受基本为
零，因为城市早被现代化的灯火辉
煌淹没了，月亮自然的清辉早被冲
淡了。

此时，我发现月亮已卸下刚才
的浓妆，换上了一身素洁的打扮，显
得文静、俏丽，含情脉脉地俯视着山

岭、川道。村庄里，有星星点点光亮
在闪烁，那是农家的灯光。灯光和
月色相互辉映，别有一番风味。这
时，村中的声音，在这寂静的夜里，
格外清晰。

欣赏璀璨的月色，我油然想起
诗人张九龄的“灭烛怜光满，披衣觉
露滋”，其意境与眼前何等相似。此
刻，我陶醉在山村的夜景里，陶醉在
屯兰的月色中，想到工作之余，在为
生计拼搏的世界里，无论什么样的
心情，浮躁也好、急迫也好、苦恼也
好，在大自然中都会得到净化、沉
淀。

月亮、山峦、大树、老屋，相互
映衬，构成一幅朦胧的人间仙境。
这黄土高原上如果没有屯兰河水，
缺少这水银般的月色，乡村也不会
如此妩媚动人。

夜深了，月亮升得更高，夜空
更幽，我走得再远，也走不出我的故
乡。

我陶醉了，久久凝视着月亮，
轻轻地展开了幻想的翅膀……

（作者单位：马兰矿）

霜花，静静占据着双鬓

在故乡门槛，我拒绝漂染

坐在熟悉的炕沿，我不再倔强

我还是我

浓浓乡音涂抹着一行行瓦脊

炊烟萦绕着年根

那是爷爷的拐杖和奶奶的裹腿

它们的影子还那么长

我呼唤着发小们一个个乳名

唯有山谷回音阵阵

他们也成为游子

天南地北漂泊

（作者单位：西曲选煤厂）

宇宙多年寂寞；如今热

闹非凡；神州多次派飞船，已

在空中建站。

玉帝魂牵下界，嫦娥意

悔飞天。神仙大会聚神仙：

都去人间看看。

（作者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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