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入冬的南池公园，五彩斑斓，这景色像是眷恋着秋的温
柔。闲来无事的我，坐在公园古色古香的长廊上，安静地看
着冬日的荷塘。

在风中婆娑的残荷，没有了春天粉嫩的红菡萏，没有了
夏日绿色的小荷尖尖，更看不到“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
花别样红”的风姿。这时，只见两名少年伸长手臂，正在折
一个干枯的莲蓬。眼前的这个画面是那样的熟悉，顿时，打
开了我脑海记忆的大门。

那是我的中学时代，冬天真的很冷。教室里没有柴火
了，老师便会拿着两个麻袋，领着我们从操场的墙洞钻出去
捡柴火。尽管天气很冷，同学们的心情却很兴奋。离开校
园，是别有洞天的王母阁，大小不一的荷塘上，到处是在寒
风中轻轻摇摆的残荷。白中透着豆绿色、半透明冰封的荷
塘上，荷叶枯萎，莲蓬凋零，虽然失去了往日的光彩，但荷茎
仍然挺立，展示着一种坚韧不屈的美。

在这美丽的画卷中，在冬日的暖阳下，在冰封的荷塘
岸边，我们说着笑着、跳着跑着，像自由放歌的小鸟。又像
是暮春初夏的蝴蝶、蜻蜓，自由地在荷塘中飞舞。

荷塘里，男生们有的在折断荷梗，有的把散落一地的荷
梗堆成堆。女生们也不示弱，把长一点的荷茎折断，挑选出
几个漂亮的莲蓬，然后往麻袋里装，荷茎的刺刺痛了手也不
停歇。突然，一位男生像发现宝藏似的大声喊着：“那边有
一块大木板！”随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那块大木板在荷塘
的中央，男生们争着去捡。这时，老师跑着追上去说：“你们
俩不要去了，我去捡。”老师高高瘦瘦的背影，迈着轻盈自信
的步伐，穿行在冰冻的残荷中，捡回一块大木头板。老师此
刻仿佛带着光芒，那种强烈的责任感，鼓舞和照亮了同学们
的干劲，很快第二个麻袋也装满了荷梗。

当集合哨吹响，我们收获了一池的清香，留下一塘的欢
歌……

南池的冬
刘静（任城）

天色已晚，前来吊唁的亲友陆陆续续散去，婆婆的丧
事也落下了帷幕。小院逐渐恢复往日的冷清，一如现在的
冬，可关于婆婆的那些温暖而细碎的记忆，让我总忍不住
想说点什么，记住点什么……

初见婆婆是在1993年，那时她才五十六七岁，一副宽
厚慈祥的模样。三十余载的光阴流转，婆婆以她的一言一
行，无声地验证了我直觉的正确。婆婆心灵手巧，针线活
特别棒，她送我的第一件礼物就是一件缎面棉袄，大小合
体、针角整齐。我女儿降生后，婆婆更是尽心尽力，冬日的
棉袄和棉裤，每一件都提前精心缝制，稍有脏污便细心拆
洗重做。在她的照料下，孩子们的衣服永远都是柔软、干
净、合身。

婆婆待人真诚宽厚。我和爱人结婚以后难免会有摩
擦与争执，婆婆总是批评自己的儿子，把更多的体贴给
我。我有了女儿以后，婆婆更是主动承担起照顾孩子的重
任，孩子有时半夜醒来哭闹，婆婆总是默默起身，将孩子抱
到另一间屋去陪着玩，让我能好好休息。婆婆白天看孩
子、做饭，把家打理得井井有条，每当我们回家还有可口的
饭菜。当时我未曾体会到那份辛苦，也没听到婆婆的任何
抱怨。直到我自己亲自带儿子时，才理解婆婆当年的辛劳
与不易，心中对她的敬重，也因此多了几分。

婆婆还精心照料着我爱人的老奶奶、爷爷和奶奶。三

位老人晚年因病卧床多年，婆婆以一己之力，既照顾老人，
又兼顾孩子，还要打理自家的庄稼地。婆婆每次给我讲起
这些，就像说别人家的故事般云淡风轻。送走三位老人
后，婆婆又转而全心全意地照顾公公。每天把饭菜做好端
给公公，饭后再泡好一杯茶，公公到一边去喝茶，而婆婆则
忙着收拾桌椅碗筷，一日又一日，天天如此，从未有抱怨。
我曾经半开玩笑地说，婆婆一个勤快人养了一家子懒人！
但是，现在，她终于可以休息了。

婆婆自己家里的事尽心操持，亲戚邻里关系也照顾得
周全。我的大弟曾在济宁住过几年，婆婆隔三差五就骑着
三轮车去送菜，说他们工作忙，没时间好好吃饭。二弟也
曾因工作在老家住过一段时间，婆婆总是耐心等他下班回
来，或者在二弟屋里放好热水、放点吃的，怕他半夜回来饿
着。婆婆不识字，没有更多的钱物给予我们，现在想想，有
些东西是金钱买不到的。比如，她对我们的这些默默付
出，是多大的爱！

然而，岁月无情，婆婆终究离我们而去，享年八十九
岁。在她没生病以前，我本以为时光会很长，我还有数不
清的日子撒娇和闹情绪。没想到短短40天后，我竟再也见
不到她了，那份“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遗
憾，让人痛彻心扉。千言万语都化作云烟，亲爱的婆婆，愿
天堂里没有操劳……

我的婆婆
冬晨（任城）

那个时候，天冷了，地铺就会铺上厚厚的麦秸，暄腾腾
的，暖和，还有麦秸的香味。晚上，脱了棉衣，钻进冰冷的
被窝，蜷缩得像小狗一样。早起，穿上冰冷的棉袄棉裤，
真冷。

那个时候，教室的窗户虽然用泥糊上了，可北风还是从
缝隙里钻进来，教室里冷得像冰窖，我们得一个劲地搓手和
跺脚来驱赶寒气。下课了，我们会齐刷刷地排在教室墙根，
互相拥挤取暖，这叫“挤加油”；太阳好的时候，就蹲在墙角
晒太阳，若有人站在前面挡了太阳光，我们就齐声唱道：“挡
我的亮，活不长。挡我的太阳地儿，活不一小会儿。”

那个时候取暖，一般用火盆。将一个陶盆倒扣在地
上，外面拍贴一层厚厚的、掺了碎麻的黄泥，晾干，取出陶
盆，略作加工就成了火盆。母亲往盆里装满粗糠，再从灶
膛里铲来一些没有烧透的红灰放在上面。粗糠引着了，
冒一阵烟，搬进屋里。加一些松壳子，屋子里就会填满松
香味。家人围坐，吃着烤得喷香的土豆、红薯，闲唠家
常。屋外北风呼啸，而屋里的盆火则很可亲。

冬天的游戏主要有踢毽子、跳房子、打瓦、打揦子、抽陀
螺、赶蛋、打坷垃仗等。我们男孩子最热玩的是打坷垃仗。
模仿电影里的样子，分成敌我两方，以软硬适中的土坷垃为
武器，相互攻击。即使“中弹”，也轻伤不下“火线”。

冬天的夜晚，还可以捉麻雀。我们拿了手电筒，扛了
鸟套子出门了。在茅草屋檐下，用手电照，发现麻雀缩在
墙缝里或檐草中，把套子悄悄靠上去，晃两下，麻雀受惊
往外飞，一下子钻进布袋里。用棉线拴住麻雀的腿，喂着
玩，若它们一直不吃食，就会放了。

早起一睁眼，窗户纸上亮晃晃的，下雪了！雪天，到外
面滑雪、打雪仗、滚雪球、堆雪人，更是其乐无穷。雪化的
时候，屋檐下挂了长长的冰溜，掰下一段最长的去和别人
比长短，赢了就吸溜吸溜地漱起来。虽然跟今天的奶油
巧克力雪糕没法比，可还是津津有味地漱着。

从前的冬天真冷，也真有趣，塑造了我们皮糙肉厚的
身体和顽强乐观的性格，留下了美好的回忆。不知现在
的孩子长大以后，会有怎样的冬天回忆呢？

从前的冬天
丁德慧（微山）

报平安

李同宁（济宁高新区）

冬的故事有许多
一个“福”字像降落伞一样

从天而降
贴在门上

给我们带来人间的祝福
感谢天上

飘来五彩祥云
幻化成雪

与红红的“福”字映对
红更红
雪更白
白里透红
平平安安

阳光的味道

公冶秀云（嘉祥）

冬
凛冽的寒风
摇摆的树枝
房间里
窗帘正厚重
梦正香甜
是谁

爬上了窗台
撩拨着窗帘的丝线

是阳光
拉开夜幕
把光

轻启微透
公鸡开始了鸣叫
小鸟开始了歌唱

太阳把微笑洒向四面八方
有人说闻到了太阳的味道

在哪儿呢
在阳台的被子上
在你我的微笑里

在那杯刚端来的茶水里
母鸡正呼唤着鸡娃们进餐
金黄米粒在太阳下闪闪发光
树上的梅花开得正香
那在寒风中的花朵
红得饱满且圆润
像极了太阳

傲雪松

黄希庆（汶上）

无意随风抖绰姿，
休疑蕴露傲霜时。
推幽烟雨人皆仰，
点翠江山谁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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