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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我去接刚上一年级的小豆丁放学，

小家伙兴奋得脸上都快炸开花了，一路蹦跶

着过来，对我说：“妈妈，有个大消息！这周我

们要去郊游、野餐，重点是得自己准备食物，

而且老师说了，咱们的预算就只有30块钱，一

分钱都不能多花哦！”

接着，我带着小豆丁进了超市，她像一只

快乐的小松鼠，开始精心策划她的“美食清

单”。先是选了几样能和小伙伴们分享的小零

食，接着挑了水、饮料、水果、巧克力和面包。

眼瞅着购物篮里的东西堆成了小山，我在一

旁偷笑，心想：这老师真有招儿，既让孩子们

重温了30以内的加减法，又让他们实实在在

体验了一把金钱的价值。

结账时不出所料，小豆丁的预算超支啦！

后面还排着长长的队伍，为了不影响大家，我

建议先付款，回家再重新分配食物，多出来的

部分就由爸爸“高价收购”。回到家里，面对琳

琅满目的零食，小豆丁犯难了，皱着眉头问

我：“妈妈，你们小时候出去玩，老师对带多少

钱有什么规定？为什么感觉这30块钱不够买

吃的东西呢？”

我笑着给小豆丁讲述了我小时候的故

事：“那时候啊，我们可不是准备30元买东西，

而是要通过劳动挣到10块钱才能参加活动！”

听我说完，小豆丁的眼睛瞪得溜圆，催着我要

听更多关于我的童年趣事。

时光倒回20多年前，那时我还是个小学

生，学校坐落在美丽的汉江边。每隔一段时

间，学校会组织一次“勤工俭学”的大挑战，让

我们这群小孩通过干农活赚取自己的学杂

费。

记得那时候开学第一天，老师要求每个

人交10块钱，但不用担心，只要肯出力，比如

挖蒲公英、捡麦田里漏下的麦穗，就能挣到这

笔钱。于是，我和一群小伙伴戴着草帽，背着

书包，提着编织袋兴冲冲地出发，走了大概一

个小时才到了那片金黄的麦田。我们在麦田

里跑来跑去，看见一根麦穗就像发现宝贝一

样，赶紧捡进袋子。饿了渴了，我们就拿出自

家做的馒头和煮鸡蛋充饥，稍微休息一下。

太阳快落山时，我们都累得快走不动了，

可手里那一包包辛辛苦苦捡来的麦穗就像是

宝贝，咬牙也要拖着编织袋往家挪。回到家一

称，才发现离抵学费还差一大截！当时我们都

哭成了泪人，尽管爸妈安慰说明天再陪我们

一起捡，但我们还是哭得撕心裂肺。

勤工俭学结束后，老师会在课堂上念诵

《治家格言》中的名言：“一粥一饭，当思来之

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现在回想起

来，最难忘的是自己晒得黑黝黝的小手和磨

出了茧子的小脚丫。

后来，当我再次问小豆丁觉得现在的 30

元够不够用时，她这次毫不犹豫地保留了必

需品——水和面包，将零食饮料“卖”给了爸

爸。此刻，我对学校的教育方式深表敬意，他

们总能找到各种实践活动教给孩子生活的道

理，而作为家长，我们需要陪伴并引导孩子深

入理解其中的意义。

比如，我有个同事的大儿子今年刚好上

四年级，他们学校安排了一场特别的生活实

践课，让这些 10 岁的小孩在良渚体验了 3 天

农夫生活。听说那孩子体验回来后变化很大，

不再任性挑食，还懂得了珍惜粮食，与同学的

关系也变得融洽了。

我们一致认为，这是因为孩子亲自参与

种植、浇水、除草、收割等过程，明白了每一粒

米都是农民辛勤劳动的结果，所以再也不敢

浪费粮食。同时，在团队合作中，孩子们学会

了互相帮助，培养了团队精神。

正如法国思想家卢梭提倡的“自然教

育”，让孩子亲身经历、动手实践，把勤俭节约

的理念融入内心，形成良好的品质。作为一个

母亲，我已经迫不及待想知道学校下次会给

孩子们布置什么样的动手实践作业了。我特

别期盼看到我家那个小不点儿在小学阶段一

步步长大、不断进步的样子，这过程“想想都

觉得刺激”，又充满惊喜。

春和景明，微风不燥。春花徐徐绽放，

在田间地头，也在城市的一隅，在暖阳与雨

露所能抵达的每一寸土地。从智能手机普

及开始，人们对于生活的精神追求开始发

生变化。过去踏春赏花，如今赏花、惜花、拍

花，感受美好的方式在变化，但人们对于美

好事物的向往不变。

城市街角，各种花树林立。我家小区门

前的公交站牌旁，种着几株紫藤。每到初春

时节，那些肆意生长的藤蔓沿着站牌标杆

攀爬，转瞬间化作一把柔软的大伞。我见证

了这几株紫藤花在四季之间的风雨变迁，

故而每次春日里相遇，我都会忍不住拿起

手机拍下它最可人的模样。时光荏苒，每年

春季，相册里的紫藤花相似地繁盛着，却又

不全然相似地延续着岁岁年年。照片将它

每一个春天的样子都定格了下来，永远留

在了我的记忆中。

我也常在街道上漫无目的地游走，遇

到一眼惊艳的花，我总忍不住为之驻足流

连，细细地观赏着它的美丽，选择最恰当的

视角为它找寻最适宜的构图。有时，我会沉

浸在花儿的感动中，忍不住发朋友圈分享

遇花的欣喜。美丽的事物总是能轻易唤醒

心中的美好，正如同每次去翻看那些与花

有关的朋友圈记录，便觉得时光不曾被辜

负。

生活中的美好也像是会被传染似的，

每到周末，去公园、植物园、郊外寻花之人

如潮如浪。沐浴在花香之中，每一个女孩的

笑容仿佛也化作了春花，融化在芬芳的气

息之中。无论是在花丛之间的小道上漫步，

还是奔跑在花香之中，无数美丽倩影，都与

春花一同定格在了镜头里。

有些花适合与人同框，而有些花则适

合独自芬芳。取景框里的白玉兰是脱俗的

存在，一树玉兰花与蓝天相衬，静美之气相

得益彰。仰望天空的时候，玉兰花总会霸占

着半边天的视野，在枝丫的缝隙间，看到从

嫣红的花蒂处轻柔张开的白色花瓣，清雅

素净，自带一种古典气质。那些开得越发繁

盛的枝头，大片大片玉兰花如飞鸟般飘飞

的镜头亦是生动的，它们齐齐朝着阳光充

裕的方向开放，才创造了这锦绣的一幕。

郁金香也是拍花之人所钟爱的，随着

培育技术的不断发展，各色郁金香在花坛

中璀璨夺目起来。镜头里，拥挤的郁金香花

海令人惊艳，数朵郁金香的疏疏落落也有

其独特的美感。

时光如流水般汩汩流动，我的手机相

册中也存留着每年春日不同花儿的身影，

人也如同春花一般，在经历着四季的变迁。

与春花同在，让时光在花香中得到了美好

的印证，也不枉费了岁月的流逝。拍花，让

春花定格，将春天留在人间，留在故去但始

终鲜活的岁岁年年中。

近期，我居住的城市这一带进入了“回南

天”，就是那种随处都能冒出水珠、到处都湿

漉漉的独特天气。这样的日子里，空气中的水

汽能够被皮肤感触到，身体似乎也一下子变

得沉重起来。

我本没有意识到已经进入了“回南天”，

以为闷热的天气和潮湿或许是即将下暴雨的

预兆，甚至希望通过开窗通风来缓解室内的

沉闷。直到我换洗的衣物多日未干，原本干燥

的墙体突然流起了“汗”，地面上也无缘无故

地出现大片水渍，衣橱的一些衣物长起了霉

斑，我才明白，原来传说中的“回南天”来了。

我连忙打电话向母亲讨教：“妈，这边‘回

南天’了，衣服晾几天了都没干，衣柜里的衣

服好多都发霉了，怎么办啊？”

“发霉的衣服你就等天晴了重新洗了晾

干，现在的衣服洗了不容易干，就多买几件换

着穿，或者用空调、吹风机给它吹干。”母亲继

续问道：“你不会是开窗了吧？”

我一听母亲的语气便知大事不妙，但还

是硬着头皮承认：“我只是觉得闷嘛，开窗通

通风。”

“是不是一开就是一整天？”老妈紧接着

叹了口气：“你这样，让我怎么放心你一个人

在外面？”

其实我的家乡也有“回南天”的，只是有

母亲在家，家中事务都由她操持，所以我对家

乡的“回南天”没有什么印象，只知道我家衣

柜里的衣服没有发过霉，每天都能穿到干净

整洁的衣服，好似只是偶尔的闷热与潮湿，却

不至于出现我现在这样狼狈的情况。

离开了家到异地生活，很多平时不注意

的小事像是突然由简易模式跳转成了困难模

式。鸡蛋没有及时放进冰箱保存，结果坏了好

几个；灶台上的油烟总是擦不干净；白衬衫就

是不能像妈妈洗的那样白；穿的鞋子没几天

就特别脏……明明在家的时候，这些我都不

曾在意。我没有吃到过坏鸡蛋，家里的灶台总

是那么清爽整洁，白衬衫能白得发光，鞋子每

天也是干干净净。离开了家，我似乎不会生活

了，原来我并没有自己想的那么独立，还是一

个被母亲庇护的小孩。

在家的时候，母亲的身影总是忙碌的，她

的日常充斥着无数琐碎的家务事，那些事看

似微不足道，离家后的我才明白隐形家务的

繁重。是母亲无声的守候与牵挂，和那些我不

曾注意的琐碎与辛苦，维持了我看到的干净

与整洁，营造了我感受到的温馨与无忧。

“妈妈教教我吧。”我现在就是一个犯错

的小孩，在电话这头羞愧不已。母亲亲切的声

音从电话那头娓娓传来。

临挂电话，母亲还是重复着之前的叮嘱：

“一个人在外面一定要照顾好自己，注意安

全。”

以前，出门常听到这句叮嘱，总觉得是母

亲唠叨，都是不必要的担忧。然而，独自身在

异乡的日子让我逐渐明白，这些叮嘱背后蕴

含的是母亲无尽的牵挂。感谢这个“回南天”，

它以它特有的方式，让我体验到了生活的不

易，更让我深刻地感受到了母爱的深沉。尽管

它带来了潮湿和闷热，却让我有了更多的成

长和领悟，也让我再次重温了母爱的温暖。

小时候，最喜欢做的事，就是站

在春天的路口，伸手去捉风。如果哪

天风带着暖意，心底就无比高兴。因

为春风一来，各种好吃、好看、好闻的

就陆续上演了。

“吹面不寒杨柳风”，春风是温柔

的，温得像井水，柔得像白云。等不及

气温攀升，一群群鸭子纷纷下河，欢

快地拍打着翅膀，潜入水中去觅食。

我们小孩子也忙脱掉厚重的衣

服，顿时感觉轻松了许多。跳一跳、跑

一跑，有点身轻如燕的感觉。燕子在

电线上呢喃，大雁在天空写意，我们

则在大路上迎着春风疯跑。那时总觉

得跑得飞快，不然耳旁的风怎么呼呼

直刮。

冬天的风像刀一样刮耳朵，夏天

的风热浪滚滚，只有春风才舒服，柔

柔的、暖暖的，吹在脸上痒痒的。风里

带着花的香，还有各种草的味儿，闻

一闻就醉了。

“春风不刮，草木不发”，风是春天

的使者，她到哪儿就把春天吹到哪儿。

风经过的地方，都有了春天的气息和

味道。难怪王之涣在《凉州词》中感慨：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春风吹不到的地方，就没有春天。

风把春天吹来，还吹来了云朵。

暖暖的春风迎面吹着，吹得花开、吹

得柳绿。

儿时的记忆中，一直有幅画面不

曾忘记。春风十里，父亲吆喝着耕牛

开犁。犁地的父亲，随口唱起了信天

游。风把父亲的山歌扯得老远，站在

村口都能听见。父亲犁田，我则常常

坐在田埂上，一会儿玩玩泥巴，一会

儿抬头看看游走的白云。“田这么干，

会下雨吗？”有时我就问父亲。父亲

说：“雨都在云里呢，你看那低低的云

朵，里面都藏着雨呢。”

当时不太懂，云是云，雨是雨，怎

么雨还藏在云朵里呢？后来，偶然听到

《风中有朵雨做的云》，一下子联想到

父亲的话，顿时释然。父亲的话像土地

一样朴实，却蕴藏着深刻的道理。

每年春天，我都要站在春风里看

云，那是最富有诗情画意的，因为风

中有朵雨做的云。

春雷隐隐，那些挤在布袋、瓦罐、仓房

里，散在泥土废墟石缝里的种子们，会不会

被惊醒呢？

能做种子，定是同类中最优秀的。它们

曾藏在壳子里、被荚里，缀在枝子上、穗子

上，连在横枝八叉的根茎上，成熟在田野的

秋风里。之后，它们被风牵着、被鸟啄着、被

小兽的皮毛粘着，被粗犷的手臂搂抱着，搭

车走上了归程。粮食种子，还免不了受一番

捶打扬簸。浑身糙泥被敲净，破陋荚衣被扬

弃在风里，它们露出润滑的容颜，晾在明丽

的秋阳下，晒出健康好模样。

辣椒籽、茄子籽、丝瓜籽、葫芦籽、瓠瓜

籽……它们被存放在小瓶子、小罐子、旧衣

缝制的小布袋、方便面袋子里，还有大批种

子，入了仓房，笨笨实实摞在一起，沉沉地

睡在梦里。

那些不起眼的容器，因种子的入住，注

满了希望。大人闲谈时，爱用眼睛瞅瞅它

们，话语里，就透露出几分展望和自信。在

他们看来，那些种子是一畦绿、一片花、一

季的蔬菜和口粮、一年里最美的希望。

很多种子是孩子喜欢的吃食，花生、南

瓜籽、葵花籽，炒熟吃，能咀嚼出日子的浓

香和富足；生吃，有微甜的豆腥味。它们还

是祖母口中的谜语。夜间，昏黄的灯下，祖

母用温爱的语气念:“奇怪奇怪真奇怪，头顶

长出胡子来。解开衣服看一看，颗颗珍珠露

出来。”毫无悬念地，我们说是“玉米”。“麻

屋子，红帐子，里面住着白胖子。”不等问

“这是个啥？”我们齐喊:“花生!花生！”

有些种子，充满了神秘的生命力；有

的，又美得不可思议。那葱籽儿小得呀，如

蚕屎，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么小的东西，

竟可以萌发满园碧绿，究竟是什么样的力

量和心思，让它长成那样的？

跟着父亲种葱时，心里想着，自言自语:

“怎会这么小、这么小哩？”父亲说:“有啥稀

奇的？那些辣椒、芫荽、谷子、韭菜、油菜，不

都这样小吗？种子不在大小，重要的是要长

好。饱满坚实才好。”

豆类的种子个头儿大，耐看：扁豆遍身

乌黑，侧面一弯白牙，像极了小斑鸠的嘴；

梅豆绯红的衣裙上缀着些精致斑斓的花

纹，串个手链，定会惊艳；绿豆和小红豆，绿

的如玉、红的似火，有莹莹的光泽。煮餐饭，

豆子们会开花，汤粥融着自然的彩色，口感

绵糯，味道甜美。

瓜的种子，别看一色扁平，性格却千差

万别。从瓜子壳上看，南瓜籽、冬瓜籽，性格

绵软，善解人意，稍稍用力便能破开；而丝

瓜籽、西瓜籽、葫芦籽，都是刚强的烈性子。

娇嫩的萌芽如何挣破那桎梏般的胞衣？不

可知。我只见过，春雨之后，瓜芽以问号的

姿势，从土里钻出来，仿佛一边奋斗、一边

发问。不多时，问号展开，两只胖胖的嫩绿

小手，托腮思考一般，托起阳光和风。

种子都很皮实，送到哪便在哪安家。在

它们身边插一根竹竿子、木棍子——它们

的秧子就依附攀援，在凌霄处开出花来。

那些种子啊，哪个不美、不神奇、不鲜

活？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种子的心再

坚硬，遇到泥土，就会变软、发芽、开花。

多么像爱情啊！

我们人类有的好品质，种子都有；我们

遗失的好品质，种子依然还在保留。可现在

的我们，谁还会想起那默默无闻的种子呢。

“仲春季春，种子出门。”种子们要向田

野出发了，愿它们此去，发芽开花，结籽成

熟，一路风调雨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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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感冒了

流着鼻涕无力行走

草坪、地板、墙壁，

停留之处都是一片湿滑

路上的行人不小心摔倒

恼怒之下把它赶出了家门

好心的医生收留了春天

为了掩人耳目，

把它的名字登记成“回南天”

只有同病房的小男孩是开心的

他用手指在窗户玻璃上作画，

画了两个太阳

一阵北风吹过，

春天的感冒好了

它是夜里悄悄走的

没有来得及和大家打招呼

匆忙之下帮小男孩多盖了一层被子

床头留下一朵木棉花

预定明年这个季节还会再来

“回南天”
里的醒悟

■ 杨姣琦

被嫌弃的“回南天”
■ 黎江毅

春风里出发的种子
■ 米丽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