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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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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空，不分贵
贱、学识、教养、出身、老少、男女，人
人皆有。问题在于，每个人都有自己
的天空，并不等于每个人都可以飞上
自己的天空。

有的人，终一生，只好抬头看看
自己的天空。有的人，幸运地偶然飞
上去一下，又掉了下来，不论多么想
再飞上去，都飞不上了。有的就算把
影子向后变成了直角，一直向上望，
也看不见自己的天空，更别说飞上去
了。自然，也有人飞上去后，一直在自
己的天空之中翱翔。

人人都想飞上自己的天空，飞不
上去的，不要怨别人，只能怨自己。你
有尽力去飞吗？你尽了所能尽的一切
力量了吗？你努力了多少？是不是把
阻碍你飞上去的负担全部抛下了？还
是地面上有太多值得你留恋的东西，
以致虽然渴望飞上天空去，却连试也
不敢试？

不想飞上天空的人，和能够飞上
天空的人，都十分幸运，因为他们都快
乐。想飞而飞不上去的人，可以讨厌自
己，把自己列为世界上最讨厌的人。

天空就在头顶，每个人都有，很
公平。 倪匡

“故溪黄稻熟．一夜梦中
香。”故乡的味道是一缸陈年
的老酒，满溢着面朝大海春暖
花开的舒适和温暖。

一个人无论是住在哪里，
总不如住在自己的故乡，因为
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也找不
到故乡那种根植在地的安全
感。当你自由自在的走在故乡
长长短短的村街上，天是你
的，树是你的，房舍和土地都
是你的。活在沾满草屑和泥巴
的乳名里，四平八稳的踏实
着，又怎么会慌张的起来。

一辈子都没有离开过故
乡的人是幸福的，没有独在异
乡为异客的孤独感，没有寄人

篱下的自卑感，可以不必为了
春运时的一票难求而涕泪横
流，也不会因为思念父母亲人
而彻夜不寐。“床前明月光，疑
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
思故乡”从来没有离开过故乡
的人永远读不懂李白的乡愁，
也不会对着南飞的雁阵仰天
长叹。远离了故乡的人，漂泊
的时间越久，月光下的影子就
会被自己的思念拉得越长。

我的故乡在北方，年末岁
尾常常会下一尺来厚的大雪，
父亲带着我们把洁净的白雪
挖到大铁锅里，母亲在灶下点
燃通红的高粱杆火，炙热的铁
锅慢慢征服冷硬的雪，热气蒸
腾弥漫一屋子最原始的柔情。
我偷偷跑到院子里玩雪的时
候，就会看见清澈而湛蓝的天
空，母亲烧出来的那一缕炊烟

正悠悠地飘散在那里。诗意的
烟熏的糯香在干净的空气里
拥挤着，分明是长年累月积攒
下来的柴草的味道。

下大雪的日子，我们和父
亲都可以不去上课，他温和地
教我们功课，或者把我们的毛
线帽子戴在头上给我们跳舞
逗乐，我们和母亲经常一起前
仰后合地笑倒在灶前的柴火
堆里。大雪来了，年也就近了。
父亲快乐地收拾出他的笔墨
砚台，开始给左邻右舍写喜气
洋洋的对联。一个村子就是一
个幸福的大家庭，一副副鲜红
的对联如鲜艳的花朵，盛放在
乡亲们的眼里心里，整个村子
的气氛亲切而热烈，浓得化不
开的亲情悄悄蔓延扯疼了一
颗颗远归的游子心。

年来了，绵长的思念牵着

在外的游子的脚步急急地踏
入故乡的热土，踩着实实在在
回家的路，裹一身烟熏的糯香
情，在三三两两的鞭炮声里融
进这无限温暖的怀抱中，踏踏
实实地找回原本就属于自己
的那份从容和轻松。

故乡很小，小的可以装进
每个人的心里；故乡很大，大
到可以装下整个世界。

崔向珍

人在故乡不慌张

春节将至，在您的
脑海里，有哪些关于过
大年的美好记忆？欢迎
您围绕“记忆中的年味”
为主题向我们投稿。截
稿日期：2月5日。投稿邮
箱：sdjbrmjl@163 .com。

征稿启事

记忆中的年味

爱河船声
有一次，我到高雄出差。因为晚

上没事，我就跟当地的朋友坐在爱河
边欣赏夜景。

在我们聊天的时候，远方的河面
上隐约传来咚咚的声响。我好奇地
问：“那是什么声音啊？”

朋友说：“这是拖木船的马达声，
一会儿你就能看到了。一条小船用绳
子拉着几十根长长的木头在河面上
行驶，有时浮木上还坐着人呢！”

“真的？那一定很有意思。”于是
我就兴冲冲、眼巴巴地望着远方。可
是等了半天也未见船的影子。

于是，我们又继续闲话家常。谈
了一会儿，我突然想到那拖木船应该
已驶至眼前，赶紧转过头去寻找，但
是咚咚的声响依旧，却仍是一片空荡
荡的河面。“怎么还没到？”我抱怨道。

“已经过了。”朋友讲，“你没发现
这声音传来的方向与刚才相反吗？”
我闻言大惊，侧耳细听，果然那声响
已移到了河的另一端，渐行渐远，最
后只剩下一片苍茫的夜色、潺潺的水
声和我的一颗怅然若失的心。

唉！人生机遇，稍纵即逝，谁说不
是呢？ 刘墉

天空

高僧问：你觉得是一粒
金子好，还是一堆烂泥好
呢？

求道者答：当然是金子
啊！

高僧笑曰：假如你是一
颗种子呢？

启示：甲之砒霜，乙之
蜜糖。适合别人的，不一定
适合你自己，只有适合自己
的才是最好的。

一青年向道士求教：
“师傅，有人说我是天才，
也有人骂我是笨蛋，依你
看呢？”

“你是如何看待自己
的？”道士反问，青年一脸
茫然。

“譬如一斤米，在饼家眼
里是烧饼，在酒商眼中是酒。

在乞丐那里，就是救命
的一顿饭。

米还是那米。”
青年豁然开朗。
启示：只有我们自己能

决定我们自己的样子，而别
人是以你看待自己的方式
看待你。

据中国新闻网官微

童年的饭桌
我的家在运河畔一

个比较小的村庄，村西有
一条弯弯曲曲的小河。夏
天河水清澈如镜，游鱼可
数。我们时常到小河里洗澡、
摸鱼、捉蟹。

在河里摸鱼，一些大同学
都摸得满满的一篓子，而我因
为年纪小，摸的相比就少些。
我提鱼回家，母亲非常高兴，
把鱼拾掇干净就炖了。母亲很
俭朴，舍不得吃白面，就用玉
米面贴饽饽熬小鱼，那味道真
是好极了。全家八口人围着八
仙桌吃得有滋有味，这在那个
年代算是很好的饭了。记得河
畔上长有碧绿的芦苇，每年端
午节，母亲都叫我去摘苇叶包
粽子。粽子熟了，我们吃得很
陶醉。

小河东面是一条土堤，堤
的两旁有很多榆树。春天榆树
上结了好多榆钱儿，我背上个
空书包，爬上榆树就大把大把
地捋榆钱儿。捋得满满一书
包，母亲就喜笑颜开地给我们
做榆钱儿饽饽或蒸糕。

父亲是个斗大字不识一
筐的农民，每逢下地他都要带
上我们兄弟三个练习劳作，到
了地里他就耐心地教我们如
何操作。

记得有一次麦秋，父亲带
我们下地拔麦子，那活真够累
的，但我们还是坚持了下来，
真正体会到“锄禾日当午，汗

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
粒皆辛苦”的道理。麦子拔
下后捆成捆儿，拉回家用
铡刀一捆捆地铡，然后打

轧、晒粒。我们哥仨的农活都
是那时候学会的，我们在劳动
中磨练了意志。那时候我们村
没有小学校，上学要到几里远
的外村。冬天中午不回家，带
上一个玉米饽饽外加一块老
咸菜算是午餐，在教室的炉子
上烤烤就吃。

如今，新农村建设改变了
贫困落后的状况，农民都赶上
了好时代，我也到了耄耋之
年。但有时我总会想起饭桌上
的往昔，想起父母对我们的付
出，想起艰苦岁月里的苦与
乐……

据《天津日报》

鹰和鸡
一只鹰蛋阴差阳错地落

到了鸡窝里，被一只老母鸡
和其他鸡蛋一起孵了起来。
过了一段时间，一只小鹰和
其他几只小鸡一起破壳而
出。斗转星移，小鹰渐渐羽翼
丰满，身体里时时有一种渴
望飞上蓝天的冲动，于是有

一天他问母鸡妈妈：“我什么
时候学飞行啊？”

这只可怜的母鸡以前从
来没有意识到自己不会飞
翔，她也不知道别的鸟是如
何教自己的孩子飞翔的。但
是她羞于承认自己的能力缺
陷，就说：“孩子，你现在练飞

还早，你再等等。等你完全长
大了，我就教你。”

几个月过去了，小鹰开
始怀疑妈妈根本就不会飞，
但他始终下不了决心独自飞
去，尽管他那么向往蓝天，可
他更不愿愧对母鸡的养育。

据《羊城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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