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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节，豫西家乡有包槲坠的习

俗。除了煮粽子、大蒜和鸡蛋，谁家冒

不出槲坠的香味，是要遭人嗤笑的。

刚入农历五月的门槛，村里人便

忙活起来，纷纷到山里去打槲叶，为包

槲坠做足前期准备。

在这里，槲坠是端午节不可缺少

的 食 品 ，类 似 粽 子 ，形 状 却 与 粽 子 不

同，粽子为三棱锥形，用竹叶或苇叶包

裹；槲坠如圆柱形吊坠，用槲叶裹身，

故 称 槲 坠 ，体 量 比 粽 子 大 两 到 三 倍 。

粽子和槲坠所需的食材大体相同，都

为糯米、红枣、花生之类，味道却有极

大差异。

包 槲 坠 的 叶 子 是 山 上 槲 树 的 叶

子。槲树为多年生灌木，木不成材，易

弯曲，杂乱疯长。这皮质粗糙、肤色灰

暗的槲树，却偏偏长出了状如莲荷的

大片叶子。这叶子有种特殊的清香味

道，具备天然的防腐功效，且有安康、

吉祥的寓意。享用槲叶包裹的槲坠，

便把美好的愿望和福祉融入身心，驱

邪消灾，一生平安。

《本草纲目》记载：槲叶，气味甘、

苦、平，无毒，具有止血、止渴、利小便

的功效。

用槲叶包槲坠，物竞天择，是绝妙

的配搭，是大自然的布施，也是当地人

生活智慧探索的杰作。

端午前夕，家家户户把肥嫩的槲

叶采集回家，先用清水浅煮，待叶子由

青变为褐红时，一摞一摞捞起，揭起两

片槲叶贴紧磨合，去掉叶子表面绒毛，

再放入清水中淘洗，直到污渍涤清、叶

面光滑，才可以用来包裹槲坠。

制作槲坠是有讲究的，工序也十

分烦琐。先把一片槲叶铺开展平，倒

上适量糯米，配上一至两粒红枣，再点

缀几颗花生，也可加入几粒红豆、豇豆

做辅料。接着双手捏住槲叶各一角，

轻轻卷起，而后附上金银花叶子，扯来

备 好 的 龙 须 草 ，在 外 层 一 道 一 道 缠

绕。切莫捆绑太紧，要给食材留足因

热膨胀的空间，这样，蒸熟的槲坠才能

圆润丰满。

附上金银花叶片，也是有几分说

辞的。金银花既能宣散风热，还能清

解血脉毒素，自古被誉为清热解毒的

良药。金银花三月开花，芳香透达可

辟邪，蒂呈红色，花初开则色白，经一

两日则色黄，故名金银花。又因一蒂

二花，成双成对，形影不离，故象征家

庭美满幸福。

龙须草的寓意就更明显了。且不

说其有清热安神的功效，人们精神骨

髓里信奉的是民族的图腾。吃了龙须

草包裹的槲坠，家旺人旺，梦想飞跃，

事业腾达。

一切准备就绪，还需要耐心等待。

锅里添上两瓢水，把包好的槲坠摆放

在竹篦上，不能太挤，留够缝隙。压上

锅盖后，干柴生火，最好用槲树的树枝

树杈。待锅滚沸腾，要留心火候，把握

温火慢煮，约三四个小时，便可熄火。

槲坠已经熟在锅里了，心还是不

能急的。原本已经可以食用了，但最

好原封不动，焖上一晚，这样槲叶、金

银花、龙须草的味道，加上甜枣、豆品

的养分，完美浸入糯米内，槲坠的风味

才会独特绵久。

经过一夜的漫长等待，第二天掀

开锅盖的刹那，一缕微弱气息弥漫开

来，瞬间清香四溢，满屋生津。慢慢剥

去槲叶，轻轻咬上一口，香甜清爽，润

泽身心，食一个神清气爽，吃两个如醉

如仙。

吃上一顿地道的槲坠，要经过选、

泡、洗、搓、包、煮、蒸、捂八道工序，前

后耗时两天余，不仅要精心制作，还要

有足够的耐心。煮熟的槲坠只要浸淹

在原液中，可一月左右不变质，原汁原

味，弥久留香。如今，随着生活水平的

提高，槲坠的加工制作也不断更新，比

如在食材的选用上，依据喜好，加入了

水果、蛋类、咸点，甚至还有选用肉类

做 料 ，做 出 的 槲 坠 百 味 俱 全 ，花 样 迭

出。人们似乎对槲坠的吃法也不再固

守传统，富有创意地将煮熟的槲坠放

入冰箱冷冻，随吃随取，加温加热，质

感却不失原味。

槲坠是豫西一种季节性特色风味

食品，在端午节前后食用，具有节日祈

福的内涵和向往美好的祝愿。如果换

在其他时节制作和品尝，或就失去民

俗意义的本真了。

豫西人喜吃槲坠，源自古老的习

俗和诱人的风味。能传承不息，延续

至今，其中的缘由，或许是人们对绿色

包装的青睐，或许是那饱满的槲坠里

裹满了难以忘怀的乡愁。

受 数 千 年 儒 家 宗 族 宗 法 思 想 影

响，凡事国人总喜欢追踪溯源，认祖归

宗 。 人 ，要 追 溯 其 姓 氏 来 源 、乡 籍 郡

望。节日，也自然要查其本始，以示渊

源有自。端午节的起源，学界历来争

论不休，不过流传甚广、为普罗大众所

接受的是纪念屈原。唐代诗僧文秀有

一句诗“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

为屈原”，说得很是明白。屈原是政治

家，更是诗人，楚骚与《诗经》一起，开

启了中国诗歌的源头。端午是一个与

诗人有关的节日，端午的承传，嵌入着

一首首动人的诗篇。

轻汗微微透碧纨，明朝端午浴芳兰

——苏轼

《礼记》记载，周人五月采摘兰草，

用兰草煮汤沐浴，所以端午又称为浴

兰节。屈原在《九歌·云中君》中说“浴

兰汤兮沐芳，华采衣兮若英”，正是说

的楚地这种习俗。农历五月五日是仲

夏 时 节 ，是 兰 叶 薇 蕤 、百 草 丰 茂 的 时

候 ，是 适 合 登 高 凭 栏 、飞 花 入 梦 的 季

节。唐玄宗说“端午临中夏，时清日复

长”，此时，春寒早已远去，溽暑尚未来

临，菖蒲的清香、椒兰的芬芳格外让人

心旷神怡。用兰花沐浴，温泉水滑洗

凝脂，连那薄薄的轻汗都透着夏日的

芳香；以深井烹茶，豆蔻连梢煎熟水，

连那午后的清梦都蒙着碧绿的轻纱。

彩线轻缠红玉臂，小符斜挂绿云鬟

——苏轼

豆蔻梢头二月初，少女的红酥手本

来就是一幅美好的画面。《红楼梦》里，

看惯了大观园形形色色女孩子的贾宝

玉，竟会对着薛宝钗“雪白的一段酥臂”

出了神。那么，这酥臂上再缠绕“青白

红黑黄”五色丝线，配上“金木水火土”

五行驱邪的寓意，无疑是端午节一抹迷

人的色彩。香雾云鬟，戴上一枚趋吉辟

邪的小符，在这个家家焚兰烧艾、饮雄

黄酒的时节，也不会显得那么唐突。王

安石说“诚使巧且华，不必适用；诚使适

用，亦不必巧且华”，而这五色线、小黄

符不仅有实用的价值，更增添了节日的

美感，和上元时节的“蛾儿雪柳黄金缕”

一起，形成了东方美学的独特韵味。

屈子冤魂终古在，楚乡遗俗至今留

——边贡

江上的龙舟，盘里的粽子，无一不

让人想起屈原。公元前 278 年，秦军攻

破楚国郢都，屈原抱石投江。时隔两

千多年，大江东去浪淘尽，多少风流人

物在中国历史舞台上纷纷登场，可屈

子的独特魅力依然没有被遮盖。闻一

多说“痛饮酒，熟读《离骚》，方可为名

士”，我觉得这话很好，却有些不全，如

果在前面加一句“于端午时节”，就再

好不过了。如今，屈原已经成为整个

民族的符号，楚辞已成了中华文化的

基因。因为一个人，一个民族形成了

一种习惯；因为一个人，忠诚爱国成为

永恒的纪念；因为一个人，一个节日被

赋予丰厚的内涵。

“五月五日午，赠我一枝艾”，或许

这才是端午节正确的打开方式，这才

是中国人应有的表达习惯。这和“忆

梅下西洲，折梅寄江北”一样，蕴藏着

一种美好的表达，传递着一种生生不

灭的真挚情怀。

槲 坠 飘 香
●叶剑秀

端 午 诗 话

致敬祖国母亲
●李江伟

金色的五月，天地进入小满时节，万

物热气腾腾，奋发向上。

咣咣咣出，收麦种谷——咣咣咣出，

收麦种谷——

黎 明 时 分 ，布 谷 鸟 就 飞 越 沙 河 、丛

林，落在家的窗棂上不停地探着头，对着

屋子啼叫。

我听出来了，这是母亲的呼唤，家乡

的麦子要熟了。

立即起床，车轮滚滚，奔赴原野深处。

母亲，孩儿回来了。

一场春雨，麦子喝足了水，拔节、抽

穗、扬花、结实，持续发力一段时间后缓

下劲儿来，将最后留存的乳汁供养给麦

粒后，麦秆儿渐渐由青变黄，化作金灿灿

的原野。雨露沾衣，暗香浮动，岚烟氤

氲；阳光洒下，疏影横斜，祥瑞粼粼；微风

吹来，头扭身动，跳起舒缓轻慢的集体

舞，时而前仰、时而后合，时而低眉、时而

弄首，时而推起密密匝匝的巨浪。呼，呼

——一波连着一波，一阵接着一阵，此起

彼伏，此消彼长，前赴后继，奏响丰收在

望的交响乐。

麦子，黏度大、味道好、营养价值高，

自古以来就是濡养中华民族繁衍生息的

命根子，与黎民朝夕相伴、生生不息，承

载多少喜怒哀乐，留下几多悲欢离合。

苏辙有“今年久旱麦粒细，及半罢休饶老

宿 。 归 来 烂 熳 煞 苍 耳 ，来 岁 未 知 还 尔

熟 。 百 口 且 留 终 岁 储 ，贫 交 强 半 仓 无

谷”，一种艰辛和无奈跃然纸上；白居易

诗云：“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夜来

南风起，小麦覆陇黄。妇姑荷箪食，童稚

携壶浆。”我居然觉得，白居易写这首诗

时是居“庙堂之高”，难察百姓疾苦，不然

不会充满着闲情与雅韵。

时光倒溯到上世纪 70 年代，距今相

隔 40 多年光景，在我的记忆深处镶刻的

是些什么呢？

咣咣咣出，收麦种谷——

那时候布谷鸟的叫声下，是奶奶陪

着我捣脏兮兮的脚丫子。“捣、捣，捣跟

脚，压腰葫芦吃菠萝，菠萝北、菠萝南，南

地有个大菜园，葱花、芫荽，小脚蜷回。”

当 数 到“ 小 脚 蜷 回 ”时 ，脚 丫 若 没 有 蜷

回，奶奶就把拐棍儿伸过来要敲它，我抬

起屁股赶快逃跑，搬个板凳到屋子的大

梁下——站到板凳上偷蒸馍吃，专拣麦

面多的聚头拿，但不敢拿全是用麦面蒸

的杠子馍——那是母亲专门给父亲蒸的。

少年不识愁滋味。大姐那时已十几

岁，听到生产队上工的钟声响，就马上起

来，抱起头天晚上磨好的三四把镰刀往

田间跑。晨雾给野草挂上一层亮晶晶的

露珠，用手一摸，全是清澈的水流，往脸

上一抹，就算洗了脸和惺忪的睡眼；太阳

缓缓地冒出地平线，将整个天地都涂上

丹红色，煞是浓郁、庄严；割麦的社员们

在地头一字排开，根据各自的能力，多的

排七八拢，少的则四五行。割麦竞赛开

始了。唰——唰——一镰下去就是一溜

子，几镰下来就是一抱子，云霞映红了脸

庞，汗水接起了露珠，蹦跳的蚂蚱顾不上

逮，野鸡飞过来来不及看，能够让人直起

腰来休息休息的是“抓兔子”。那时不时

会有野兔子出没，一个人吆喝，满地人响

应，大田里到处都是“抓兔子”“抓兔子”

的呼喊声，兔子逮没逮住不要紧，人们借

此可以松一口气。

割麦，男的总是“甘拜下风”，是妇女

大显身手的好舞台。看一个女人本事大

不大，在家看织布、在外看割麦。割麦甚

至会成为男人挑选对象的条件。母亲

说，您大花婶就是你闯叔走到孙湾地头

时，看一位闺女割麦特快，回来就打听，

后来还真给娶到了咱家里。

收麦的季节正值大热天，但越热越

忙，越热越要大干快干豁着命干。那时

候的宣传词是“三夏（夏收夏种夏征）大

忙”；父母亲等老一辈的口头语是“焦麦

炸豆”“虎口夺粮”，彼时也叫“双抢”，抢

收抢种。怕一场风过来把麦子全刮倒，

怕一场雨下来将麦粒全霉掉。父亲是生

产队的“大把使”，天不明就要起床喂牛，

接着到地里拉麦、去场里碾场，麦子入库

后就赶紧送肥、耕地、耙地、种玉米，再加

上铡草、喂牛，披星戴月，昼夜不停，吃不

好饭是扛不下来的。

有一年父亲正在拉麦，晕倒在田间，

整个麦田都是“送水来，送水来——”的

叫喊声，当母亲踮着小脚一路小跑送来

“井抹凉水”灌到父亲嘴里后，父亲才睁

开了眼睛。那时候，地头哪有矿泉水、饮

料 ，连 卖 冰 棒 的 也 是 往 后 好 多 年 的 事

情。老少爷们儿将父亲送回家，大姐要

去公社医院抓药，家里翻来覆去仅找到

四毛钱，只好经过大队到公社农村信用

社贷了 5元钱的款，才将父亲从生死线上

拉了回来。40 年后母亲不在了，收拾遗

物时，在她的宝贝盒子里发现两张早已

褪色的纸条，一张是信用社开的 5元贷款

条，另一张是一年后的还款条，加上利息

一共 5.12元。

“双抢”从收到种得紧紧张张忙活一

个多月，能使人脱几层皮，仅“抢收”就经

过割麦、拉麦、摊麦、碾麦、扬麦、装麦、入

库等一系列流程。其中，扬场可是个技

术活，有的人当了一辈子农民也不一定

能扬好麦。俺们生产队扬得最好的要数

小孩伯了。辨风、扎步、搓麦、举掀、撂

出、换势，老道着呢，扬出来的麦子一鳞

一鳞的，麦是麦、糠是糠。“无风不起浪”，

扬麦靠风，小孩伯扬麦即使无风，也能把

麦扬得干干净净，再不服气的人站在他

面前也得频频点头。

收麦时最怕啥？打雷声。天热好打

粮，但夏季雷雨也多，且说来就来。麦子

正在摊着、碾着，眼看快要入仓了，一阵

“哗啦啦”的瓢泼大雨就前功尽弃。打麦

时，麦场有两样东西是必须提前准备好

的：水缸与防雨布。

咣咣咣出，收麦种谷——

接连不断的布谷鸟叫，将我从沉醉

的思绪里拉出来，麦秆已由黄变白，停住

了舞步，低下了沉甸甸的头颅，相互耳鬓

厮磨，作起最后的诀别。可是，这镰呢？

牛呢？人呢？“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

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

何处来？”一个身影站到了面前。他不是

贺知章笔下的儿童，乃是村上风华正茂、

年轻有为的党支部书记：“如今，已经进

入了新时代。联合收割机开进地里，只

用拿着麻袋等着装粮；联合播种机开进

来，从耕到耙到种也是一次完成，全村千

亩良田，从收到种三天即完。”

“这是啥感受啊？”

“没割住麦就麦罢了。”

“村民不都没事干了？”

“可不是哩！大家参与人居环境整

治，发展集体经济，共建美丽乡村，享受

幸福生活才刚刚开始呢。”

哦，我明白了，“双抢”已经渐渐成为

历史，成为多少代人回不去的记忆，苦难

的岁月终于熬出了甜蜜的汁。珍惜拥

有，继续奋斗，才是对大地母亲和国泰民

安的最好报答。

六一儿童节恰逢周六，朋友几家

相约带着孩子小聚。吃过午饭，我们

大人懒洋洋地躲在屋内闲聊，突然院

子里传来孩子们的哭闹声——原来因

为争夺手机而吵闹起来。

本来家长就烦孩子玩手机，趁着

哭 闹 ，我 们 索 性 把 手 机 没 收 ，结 果 不

但没把孩子镇住，反而哭闹得更厉害

了 。 可 怜 的 孩 子 ，在 学 校 作 业 多 、压

力大，放假了又没人陪，依赖手机成了

习惯。

我一看这阵势，再继续下去会更

乱，便突发奇想，立马招呼孩子们玩一

种游戏——摔响炮。摔响炮其实就是

摔泥巴，因为摔的时候会发出放炮一

样的响声。我们这里也叫摔锅，小时

候经常玩。大家一听说可以玩泥巴，

个个来了兴致，也忘记了手机的事。

很快，我找来一把铲子和一个铁

盆，挖了一盆土，又端来一盆水，慢慢

地把土和成柔软的泥巴。孩子们好奇

地跟随着我。泥和好后，我给每人分

了一块儿，自己留了一块儿。我先将

手 里 的 泥 巴 在 水 泥 地 上 反 复 摔 打 揉

搓，孩子们也跟着我做起来。待手中

的泥巴揉搓得细腻光滑，我又将之揉

捏成圆柱形，然后从圆柱中心向外挖

开，小心地把泥块做成小圆锅形状，用

唾沫将锅底中心研磨得薄薄的。一个

待摔的泥锅就大功告成了。我右手端

着 做 好 的 小 泥 锅 ，示 意 孩 子 们 往 后

退。孩子们用崇拜的、羡慕的、惊异的

眼神看着我。这时的我明显地感觉到

自己就是个孩子王，骄傲地冲他们喊

了一声：“开始摔了！”然后突然将手中

的小泥锅口朝下摔在地上，只听啪的

一 声 ，像 放 了 一 个 炮 仗 ，响 声 清 脆 悦

耳。泥锅的中心破了一个小洞，溅出

来的小泥点散落在孩子们的脸上，大

家边抹脸边拍着手笑。

我又做好了一个比较精致的小泥

锅，在孩子们面前炫耀一番后，放在一

边儿作样板，让孩子们模仿着做。孩

子们开始行动了。会做的，不会做的，

手脚并用，那认真劲儿，比玩手机、看

电视还要专注。大点儿的孩子比葫芦

画瓢，很快就做成了。有两个小点儿

的也不甘示弱，可越急越揉捏不成，看

着别人一个个都做出来了，俩人急得

都快哭了。我赶忙过去帮忙，很快，两

个人的小泥锅也做了出来。

我就命令孩子们排成一排，由我

发 令 大 家 一 起 朝 地 上 摔 。 当 我 发 出

“预备，摔”的命令之后，大家都把锅口

朝下，狠狠地朝地上摔去，只听接连啪

啪几声响，摔在地上的泥锅锅底都炸

开了口。孩子们看到自己的响炮摔成

功了，都高兴得蹦跳着欢呼。孩子一

轮一轮地玩着，别提多高兴了。没有

争 抢 ，没 有 吵 闹 ，每 个 人 做 得 都 很 认

真，我一会儿给这个指点指点，一会儿

给那个说道说道。

外面的欢呼声把屋里几个大人也

给吸引了出来。大家看几个小家伙都

玩嗨了，我这个孩子王也玩得这么欢，

此情此景似乎是把朋友们儿时的记忆

给 勾 了 出 来 ，大 家 的 手 也 都 痒 痒 的 。

不知谁说了一声“咱们也玩吧”。一声

招呼，几个朋友也都甩掉了懒散和矜

持，迅速和好泥，加入到我们摔响炮的

行列。看着大大小小一堆人尽情地玩

着泥巴，没有了规矩约束，忘记了工作

烦恼，不去想世俗之事，在这里只有童

年，只有开心，只有玩儿。

曾经看过一个报道，有人对 100 多

位 获 得 诺 贝 尔 奖 的 科 学 家 进 行 了 调

查，发现他们的童年惊人相似：喜欢亲

近自然、探索自然、喜欢阅读、善于思

考 …… 他 们 的 家 长 在 其 中 起 到 了 重

要 的 引 导 作 用 。 而 现 实 中 我 们 身 边

的很多家长，总把外面的事情看得很

重 ，到 了 需 要 和 孩 子 交 流 互 动 时 ，便

没 了 时 间 。 很 多 人 在 谈 到 童 年时总

是 说“ 致 敬 我 们 回 不 去 的 童 年 ”，其

实，童年并没有走远，是我们在意识中

弄 丢 了 童 心 ，把 自 己 隔 离 在 童 年 之

外。当我们陪着孩子一起看动画片、

读童话故事、坐跷跷板、玩童年游戏的

时候，我们的童年不就回来了吗？捡

拾起了童心，童年就会一直陪在我们

身边。

很喜欢当前流行的一句话：“老去

的是年龄，不变的是童心。”儿童节当

天，朋友圈里有很多老顽童的视频，他

们像孩子一样坐碰碰车、玩老鹰捉小

鸡、丢手绢，那画面颇为可爱。忽然想

起一首诗：童年，很久不见/每当想起

童年时光/好想那个张开的双臂/好想

拥有一个/大大的抱抱/时间，带不走

的童真……

舞动的麦浪
●高朝阳

捡拾起童心
●尹红岩

六一儿童节前夕，我和一位年轻

妈妈聊天。她有两个孩子，大的 9 岁，

是男孩，上小学四年级；小的 5 岁，是女

孩，上幼儿园。我恭喜她儿女双全，是

人生赢家。她却愁眉不展，说最近正

为儿子的精神状态着急上火——眼看

就要期末考试了，儿子却一点也不当

回事，从不复习，说是考多了也没用，

及格就行。问他将来准备干点啥？说

是无所谓，好赖有口饭吃就行。看到

左邻右舍的孩子都在上特长班，也想

给 他 报 个 ，他 说 没 兴 趣 ，提 不 起 劲 儿

来，啥都不想学。问他儿童节想去哪

儿 玩 玩 ？ 他 说 去 哪 儿 都 行 ，不 去 也

行。闻此，我不由脱口而出：这不就是

个佛系少年吗？而据这位妈妈说，班

里像这样心态的孩子还有不少，家长

们在一起交流时无不忧心忡忡。

少年，是人生的黄金时期，如同早

晨七八点钟的太阳。古往今来，有多

少赞美少年时代的诗词：少年天不怕

地不怕，敢想敢干，所以“自古英雄出

少年”；少年勇于创新，不落窠臼，所以

“雏凤清于老凤声”；少年志向高远，心

胸无羁，所以“少年心事当拿云”；少年

精力充沛，血气方刚，就有了“恰同学

少 年 ，风 华 正 茂 ；书 生 意 气 ，挥 斥 方

遒”；还有人皆共知的“少年智则国智，

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这才

是一个少年应有的精神状态和风采，

也是其最宝贵的品格特质，与那种什

么都无所谓的佛系做派格格不入。

佛系思想无疑是一种慢性麻醉剂，

一旦沾染上，人就会变得浑浑噩噩，日

渐丢了理想，没了追求，对付着干工作，

敷衍着过生活，对他人无真情，对社会

无热情。这样的人若是多了，成了风

气，则必然导致民风萎靡、国势不振、百

业凋敝，实非国家民族福音。

退一步说，一些青年之所以沾染佛

系思想，或因工作压力过大、生活负担

太重所致，还有点客观原因。可是，小

小少年，花样年华，不虑吃穿，无需养

家，尚处于“不知愁滋味”的岁数，就这

么毫无道理地“未老先佛”，实在不可思

议，更令人担忧。因为，优秀习惯会伴

随一生成长，颓废品性也会随着年龄发

展，如果少年时就“佛”气十足，无欲无

求，凡事不争，那么则很难会“树大自然

直”，日后也难成为“气吞万里如虎”的

栋梁之材。而且，在最适合学习提升的

少年时代，却蹉跎岁月、放任自流，起步

就比人家要晚，肚里又没多少存货，将

来拿啥去参与竞争、立身处世呢？

让少年远离佛系，告别惰性，成为

奋 发 向 上 、生 气 勃 勃 的 有 志 少 年 ，父

母、老师、媒体、网络乃至全社会都责

无旁贷，要从方方面面来影响孩子，形

成合力，给他们灌输阳光向上的正能

量，引导其树立远大志向，发奋学习，

努力进取。首先，身教言教皆不可少，

教育者自己要努力工作，自强不息，给

孩子树立拼搏奋斗的榜样，潜移默化

地影响他们。其次，要努力挖掘孩子

渴望求知的天性，培养他们不甘人后

的品格，启发他们敢打必胜的信心，鼓

励他们树立建功立业的目标，让佛系

在孩子这里没有任何落脚之地。

南北朝时有个人叫宗悫（què），少

年时即很有抱负，人家问他有何志向，他

回答说：“愿乘长风破万里浪!”愿我们的

少年儿童都能以宗悫为楷模，少小时立

志“为中华崛起而读书”，遨游书海，勤学

不倦；成年后为实现“中国梦”砥砺前行，

乘风破浪，以无愧时代，不负年华！

少年请远离佛系
●陈鲁民

祖国母亲，您很伟大。

1989 年是祖国母亲您 40 岁生日，那

年我 9岁，正在叶县东部一个盛产烟叶的

乡村上小学三年级。作为一名 80 后，我

有幸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茁壮成长，

健康活泼。记得那时候上育红班，老师

谆谆教导我们要“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我们跟着老师学

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学习雷

锋好榜样》，并立志要做一名合格的社会

主义接班人。我的老师也讲了您的愿

望，1997 年要收复香港，1999 年要收复澳

门。老师让我们深信，祖国会越来越好

越来越强大，收复香港、澳门时，定会扬

眉吐气，一雪国耻。

1999 年是祖国母亲您 50 岁生日，我

上高二，老师说得没错，1997 年顺利收复

香港。记得 1999 年国庆 50 周年大阅兵，

隆重威武，我国好多先进武器第一次亮

相，惊艳世界，我也由此成了一个军事

迷。我身在学校心系天下，关心国家大

事，校园里有个书店，每期《世界军事》杂

志一回来，我宁愿少吃一个馒头、少买一

份菜，也要买一本尽情饱览。我心里想，

要好好学习，将来上军事院校，保家卫

国，维护世界和平。

2009 年是祖国母亲您 60 岁生日，我

已大学毕业，在作家路遥的名著《平凡的

世界》影响下，在煤矿勤勤恳恳工作了 5

年。煤矿基层区队是广阔天地，可以大

有作为。著名作家米兰·昆德拉曾在《生

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一书里说：“负担越

重，我们的生命越贴近大地，它就越真切

实在。”尽管煤矿基层条件十分艰苦，但

我不怕苦不怕累，每天和结实强壮的矿

工兄弟一块儿下井开采光和热，奋斗属

于自己的幸福。2009 年我有幸参加了一

次红色旅游，来到了魂牵梦萦的革命圣

地井冈山，朝圣洗礼，瞻仰了烈士陵园、

革命历史博物馆，参观了朱毛旧居、茨坪

旧居、黄洋界，亲手抚摸了修直挺拔的井

冈翠竹。遥想无数革命志士，为了祖国

抛头颅洒热血，我真切地理解了祖国一

路走来的不易，并立志一定要永远跟党

走，创造幸福的生活。

2019 年是祖国母亲您 70 岁生日，祖

国母亲您辛苦了。中国正在新时代的道

路上大步向前，雄姿英发，意气昂扬。全

国人民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都在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自己的贡献。目

前，我已在煤矿工作了 15 年，正值青春年

华，工作得心应手，事业蒸蒸日上。“长风

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在这个

新时代里，我还要继承发扬五四精神，放

飞青春梦想，勇于学习，提高本领，大显

身手，建功立业，创造新业绩，开始新征

程，奋斗新幸福。

致敬祖国母亲 70周年！

●吴又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