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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前那个秋日，阳光正艳，
清风徐来，在我们的无比期待中，
你降临世间，粉雕玉琢般躺在妈
妈的臂弯里。从此，我们家人口
多了，笑声多了，幸福多了！

那些天，你的名字成了热议
话题。爷爷奶奶煞费苦心，爸爸
妈妈绞尽脑汁，翻书本、查字典、
搜索手机……全家人反复商讨，
终于决定为你取名邵子悠，愿你
日子甜蜜蜜、生活乐悠悠。

有你的日子，多了几分忙碌，
却荡漾着欢乐和希望。从六斤重
的小婴孩到三十斤的胖丫头，从
翻身到坐起，从爬行到站立，从蹒
跚学步到健步如飞，从牙牙学语
到口若悬河……我们把你托在爱
的掌心，目睹你成长的每一个瞬
间，享受你带来惊喜和感动。

刚学会说话，你就跟着奶奶
背古诗。《春晓》《悯农》《静夜
思》……很快，你就把十几首诗词
背得滚瓜烂熟。你时常在众人面
前表现，“大家好！我叫邵子悠，下
面我给大家朗诵一首《沁园春·
雪》：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你
那抑扬顿挫、饱含热情的声调、语
气、表情、手势，真是太可爱了！

教你学唱歌，刚学几句就要
换身份当老师，“我当老师，你当
小朋友好不？来，跟我唱：我和我

的祖国，一刻也不能

分割……”你在微信群里唱歌，
“心上银（人），我在可可托海等
你，他们说你嫁到了伊伊（犁），喜
（是）不喜（是）因为那里有美丽的
那拉提……”你的表情和发音让
众亲友捧腹大笑。你还喜欢篡改
歌词，把“爸爸妈妈去上班，我上
幼儿园”唱成“爷爷奶奶爸爸妈妈
姥爷姥娘去上幼儿园，我自己去
上班”，宝贝啊，我们都上幼儿园，
你一个人养得起吗？

两岁半，尝试教你认汉字，我
找来五颜六色的硬纸板，做成识
字卡，你轻轻松松一天就能认识
三四个字。随着识字量增多，你
开始念标语、读广告，甚至煞有介
事地看报纸。我订了一份《平顶
山晚报》，每天，邮递员一送来报
纸，你就边抢边说：“让我先看，看
看上面有没有我认识的字。”然
后，认真浏览，寻找你认识的汉
字。我想，如果评选“晚报最小读
者”，你大概会荣登榜首吧！

全家人对手机的酷爱无形中
影响了你，你每天拿着你的玩具
手机煞有其事地拍照片、聊微信、
刷抖音，每次出门也不忘带上手
机，说怕有人给你发信息。晚上，
你像模像样地拿着手机自言自语：

“我该学习强国了，谁和我双人对
战？唉，四人赛又输了！”

你一天天长大，问题越来越
多：“花盆里的石头为什么不会

发芽？”“月亮为什么不能拿下来
当玩具？”“燕子可以飞到蓝天
上，我们为什么不会飞？”……很
多时候，你的“十万个为什么”
让拥有本科文凭的奶奶无言
以对。

爷爷要出去钓鱼，你千叮
咛万嘱咐：“爷爷，你戴上头
盔，慢点儿骑，晚上早点儿回
来！”爷爷去接种疫苗，你全
程陪伴，一直鼓励爷爷：“可
快都打完了，别害怕，要坚
强，不哭，微笑，一会儿打针
时，我扶住你的胳膊，等打
完针给你买好东西吃！”那
种贴心和周到让一直以

“硬汉”形象示人的爷爷心
都要融化了。

正当我们为年轻的岁
月渐去渐远而怅然时，你
天使般地出现在我们的
世界。三年来，在养育你
的过程中，我们饱经辛苦
劳累，也享尽了天伦之
乐。就像你喜欢的那首
儿歌的歌词：春天和你漫
步在花丛间，夏天夜晚陪
你一起看星星眨眼，秋天
与你徜徉在麦田，冬天雪
花飞舞有你更加温暖！亲
爱的孩子，人生有你，皆是
欢喜！

人生有你 皆是欢喜
◎董朝霞（河南叶县）

乡谚说：黄豆黄，嘴儿忙。实际上，等
不到黄豆变黄，豆荚尚在青嫩之时，嘴就闲
不住，开始吃毛豆了。所谓毛豆，就是新鲜
连荚的嫩黄豆，其荚扁平，荚上附着一层绒
毛。若把黄豆比作人，色绿柔嫩的毛豆应是
处在青春期，待到秋风劲，褪去一身青涩葱
茏，换上浅黄战袍，往昔圆头憨脑的毛小伙变
成英气逼人的豆将军，历经风霜，锋芒不减。

我家老宅在村南头，门前有道水沟，翻过
沟，就是一大块庄稼地。地是东边邻村的，很肥
实，少说也有百十亩，一路蔓延到村口。可能嫌
离家远，耕种不方便，不少人把地租给了我们村
的人。当年，祖父也租了邻村一块地，多说也就
七八分，每年给人家50斤麦、100斤玉米。这块
地离我家很近，正照大门，抬脚就到。从我记事
起，祖父一直在地里种杂粮，蚕豆、绿豆、花生、黄
豆、豇豆、红薯都种过。不是整块地只种一样作
物，而是各样都种些，不图卖钱，吃个新鲜。相比
之下，黄豆种得最勤，几乎年年种，也最多，占一
半地。黄豆是庄户人家的“人造肉”，换豆腐、磨
豆浆、晒酱豆，用的地方多，吃着也好吃。

豫中乡间，多是麦茬黄豆，耩得晚，熟得也
晚。白露后，吃毛豆，是农谚，也是经验。豆荚弯
如钩月，初长成，青豆粒渐饱满，体丰腴，最适合
煮着吃。散学归家，我把书包往床上一撂，抓个
荆篮就出门了。那时候的田野真静，除了偶尔从
远处飘来几声牛哞，或者乱草丛中响起一曲虫
鸣，便是庄稼咯吱咯吱拔节的声响了。我掂着
篮子绕过沟，站在田埂上，看一地黄豆在风中摇
摆，像碧波在绿海荡漾。祖父是这块庄稼地的
大王，统领着这群豆兵豆将，锄地施肥，出力流
汗。我是祖父的马前卒，沿着窄窄的地墒沟，穿
梭逡巡，看到哪棵豆荚稠，连根带泥拔出来，薅
一捆，坐地头，摘完豆荚，连棵抱走。人吃豆，
牲口吃豆棵，各得所愿，皆大欢喜。

现摘的新鲜豆荚，回去后还要拾掇一番，
拣出豆叶草梗，剪掉两头尖角，沉入水中浸
泡。吾乡村妇浸泡毛豆，习惯往水里捏一小
撮盐，豆荚上的细毛褪得更净。水泡后的毛
豆出落得更加娇嫩，洗时要轻柔，不能使劲
搓，外面一层皮破了，豆粒就会散落出来。

乡邻煮毛豆，口味有轻重，佐料不相
同。口寡味淡之人，喜欢清水煮，一锅毛豆
不放盐，细细品咂味道鲜。淡有淡的好，简
单，纯粹，豆香中还带着一丝甘甜。也有
人爱吃咸香，放盐多，提味大料也多，煮出
来，正宗五香味，一吃停不住。

毛豆就酒，越喝越有。秋雨连绵连阴
天，是庄稼人的休息日，天气不冷不热，最
适合饮酒。三五农人坐一圈，扯扯闲话，
排遣着单调乏味，诉说着稼穑桑麻。酒
是三五块钱的便宜货，菜是刚出锅的热
毛豆，连盘子都不用装，一人抓两把，
搁自己桌前，便是一道时鲜的下酒
菜。在高一声低一腔的猜枚声中，大
家龇牙咧嘴恣意欢笑。外面是不停
歇的潇潇雨声，屋内是叙不完的炽热
乡情，一次次抬头仰脖，一盅盅辣酒
进肚，末了，剥几个毛豆，放在嘴里
嚼，嚼出了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向
往，嚼出了冷暖人生的五味杂陈。

秋风凉 毛豆香
◎梁永刚（河南平顶山）

高铁的那一处护坡是水泥做的，
为了排水，水泥坡里就下了几根塑料
管道出来。水泥护住了坡，也把那原
先生草长树出花的土闷住了。

打罢了春，树的枝头就有小芽包
顶出来，地上的草也露了头，睁开了
眼。你若四下里看看，朦胧的春色就
会动了你的心。

那一日，我打那护坡处走，明晃
晃的水泥沾着日头的光，刺人的眼，
让我不由自主地把头扭到别处去。
蓦然间，就有了一点绿把我拽住了。
待我定睛看了，又不免为它叹息起
来。

那是长在塑料管道出口处的一
棵草，叶片是绿的，却是零星的碎，好
像有谁用剪刀剪过一样。我知道它
是靠着管道口那一星点土长出来的，

而那一星点的土又是雨水冲积到那
里的。若雨下得大，那土会被冲走
的，它的命自然也就没有了。

“它真可怜，何必要争着出来
呢？”我想着，就走过去了。

这个春天雨水多，温度也适宜，
草木就长得茂盛，各种花儿也开得妖
娆，把整个春天扮得排场，如那些开
了情窦的小妮儿一样。

那棵长在塑料管中的草也长了
不少，它的枝丫四下散开，却细瘦得
让人心疼。

春天的雨水柔，但下起来往往就
是两三天，地面上就会积起水来，水塘
里也满了，河里也“轰隆隆”地响起来，
那塑料管里自然也出了水，喷到水泥
坡上，就有不小的水头。

我心想再下几天，那棵草肯定是

不中了，要被水冲走了。
晴天时，我再去看，它的
身子果然歪在那儿了，连
白色的根须也有散在外面
的。但它的头仰着，日头照
在它的脸上，它是在微笑
呢！又过了几天，它站起来
了，叶儿也青翠了许多。

春天过去了，夏天来了，
天热得人都瘦了下来。那个
上午，我又打那护坡前过，无意
中往那里瞟了一眼，就惊住
了。那棵草竟开了花，金黄的小
花在每一个枝头绽放着，没有风
吹，也有香气袭来，还有蜜蜂在花
间穿梭着，不少已停了下来，送上
了最甜蜜最深情的吻。我看着看
着，不由得羞愧了自己。

塑料管中的花
◎赵大民（河南鲁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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