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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胜明

如今的孩子们对晒谷坪这三个字，一
定感到很陌生。而我对其记忆颇深，因为
那是我孩提时最乐意去的地方、最能得到
快乐的地方。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田土归集体所
有，集体的粮食颗粒归公。一般的村组都
要在仓库前整平地两亩多，铺上石子，拌
好三合泥，摊得平平的，用于晒粮食。

这个晒谷坪离我家不远，走过一条田
埂就能到达。有时候，家里晚饭吃得晚，
伙伴们都在那边闹腾了，我就三扒两咽，
丢下饭碗就奔去，父母阻止的话一句也不
听了。有时跑得急，跌落田埂，扭了脚也
不管了。不玩到父母打火把来寻，声嘶力
竭叫骂，谁也不肯撒手。

玩什么呢？这么快乐，这么起劲，现
在的孩子们一定想不到。晒谷坪的谷物
收好了，留下许多秸秆，有荞麦秆及豆秆
等，堆起有小山那么高。我们这些孩子们
就分组玩捉迷藏，哪个被最先发现，下一
轮就由他来捉，捉不到就一直捉。由于杂
物太多，捉的人一般不容易把躲在各处的
人捉到，因此一轮下来得半个小时以上。
到了第二轮又是这样，虽然大伙儿弄得满
身是杂物屑，甚至痒痒的，却总是快乐地
玩，乐此不疲。

当然，捉迷藏一般在傍晚进行，还有
其他的得在白天进行。比如踢毽子、跑方
阵、打啪啪、跳石子等等。跳石子女孩是
强项，可男孩照样能玩，而且有人玩得比
女孩子还利索。这个游戏靠的是手巧，还
有的得靠智慧，那就是捕麻雀。晒谷坪很

大，谷物扫不净，引来麻雀，人少时，它们
纷纷飞来觅食，却不提防有人设了圈套。
支起一张网子，用一根丝线远远地牵着，
觑着有麻雀进去了，手一拉，网子覆了，鸟
儿在里面挣扎，孩子们见了，扑上去把鸟
儿捉了。

晒谷坪边一般还有两座小房子，一是
打药房，二是蒸汽室。打药房就是农药及
药具库房，庄稼喷药由队里统一安排。那
时庄稼虫子比较多，队里除了打药外，还
要安排大伙儿下田捉。我一丘田一丘田
捉过去，用不了一个小时，准能捉到上百
条。捉到的虫子拿到晒谷坪点数，每十条
记0.5分，挣个五分不难。但是，晒谷坪可
惨了，全坪尽是虫子，你踩我踏，虫子稀
烂，发出腥臭，雨后才得清新。

蒸汽房是用来育苗的温室房，房里有

28个像上下铺一样的床架子，架子上有四
层格子，格子上放上粉末状泥土，拌匀，洒
上水，再放些肥料，又拌匀，然后把浸过水
的谷种轻轻地撒上面，再铺上薄薄的苔
藓。之后，从外边往里面的大灶烧火，灶
上有口大锅，盛满了水，不断往灶里加柴，
火旺起来，水慢慢热起来，最后沸腾了，房
里全是蒸汽，让谷种快快发芽。

小小的蒸汽房，虽然房门常锁着，但
几个小窗口成了我们进出的通道。我们溜
进去，在里面吊“单杠”，从这根横条攀到另
外一根，一路吊过去，看谁来回次数多。末
了，还可以在里面铺开秧箱板打扑克，累了
就睡觉。有几回睡过了头，天黑了，大人在
外叫喊，却不出声，等他们走远了，便一个个
摸索着钻出来，悄无声息回家睡觉。

晒谷坪，神奇的晒谷坪，虽然没有好
的玩具，却是那时孩子们乐此不疲的好去
处。随着改革开放的号角吹响、农村承包
经营责任制的实施，家家户户有了属于自
己的田地后，晒谷坪日渐被侵占，你一分
他五厘，晒谷坪成了田，种了庄稼。我们
这些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却经常
怀念这个去处。

晒谷坪的乐趣

马亚伟

“我吃饱了，要上班了！”
我两三口吃完早餐，急匆匆
要去上班。换衣服、换鞋、拿
包，我的动作就跟快镜头一
样。老妈看着我，嗔道：“你
呀，整天就没闲下来的时候，
仿佛有个鞭子抽着你往前跑
一样，停不下来，还跑得倍儿
快！”是的，我的生活节奏太
快了，而且总停不下来。

中午吃饭的时候，老妈
很郑重地对我说：“现在电视
上经常说慢生活，慢生活对
健康有利。你呢，真的该学
会慢生活了。人不是机器，
一定得让自己慢下来，不然
身体会出问题的。再说了，你
年纪也不小了，毕竟不是二三
十岁的时候了，该让自己慢下
来了……”这还是老妈第一次
用如此郑重的口吻跟我说话，
我明白，她看我总是急匆匆、

忙碌碌的样子心疼。
老妈的生活可谓慢生

活，她吃饭慢，走路慢，说话
慢，每天都给自己留休闲时
间。我真的应该跟老妈一起
享受慢生活，学着放慢脚步，
过张弛有度的生活。好吧，
就从慢慢吃饭开始吧。

老妈吃饭细嚼慢咽，而
我总是狼吞虎咽。我总感觉
大块朵颐吃起来饭菜才香，
老妈却说：“细嚼慢咽才好吃
呢！就说这米饭吧，你慢慢
嚼，才能吃出里面的香甜味
道。这藕片呢，你吃着吃着
会觉得里面有种特别的香
味。像你那样马马虎虎吃
饭，跟猪八戒吃人参果似的，
还没吃出啥味道早到了肚子
里。”我被老妈逗笑了，也学
着她的样子慢慢嚼着藕片，
果然，清脆甘甜，回味悠长，
这是我以前没尝出的味道。
跟老妈一起慢慢吃饭，不仅

尝出了饭菜的美味，还品味
出了生活的真味道呢！日子
要尝，幸福要品，慢才是人生
真谛。

老妈经常在晚饭后去小
区散步，她挂在嘴边的话是，
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
老妈让我陪她一起散步，我
却懒得动弹。她说：“你不是
跟我说，陪伴是最好的孝。
陪我散步是啥难事吗？”是
啊，陪老妈散散步，聊聊天，
母女两个人的距离会更近
的，这应该是最幸福的事，我
答应了。老妈散步很悠闲，
脚步舒缓，一点也不着急，我
走着走着就会把她丢在身
后。老妈上前来，拉住我的
手，一边跟我聊天，一边散
步，这样我们的脚步都慢了
下来。我渐渐体会到，散步
其实是一种心灵的境界，慢
慢行走中，身心得以放松，体
验到一种轻快闲适的自在

感。跟老妈一起散步，温馨
弥漫，感觉又放松又幸福。

老妈喜欢晒太阳，每天
下午，阳光照进玻璃窗，老妈
都会在窗前晒一会儿。她招
呼我说：“过来陪我坐会儿，
在这儿坐着太舒服了。”我赶
紧配合老妈，沏上一壶好茶，
说：“妈，咱也喝喝下午茶！”
老妈虽然不懂什么下午茶，
但她懂人要随时让自己放松
下来，这也是在善待自己。
我跟老妈一起享受慢生活，
还真体验到了生活的另一种
滋味。

过了一段时间，我明显
感觉到自己的生活节奏慢了
下来。吃饭细嚼慢咽，走路
闲庭信步，读书细品慢读，这
在以前是我不曾体验过的。
我对老妈说：“妈，没想到你
的影响力这么大，我都被你
改变了。”老妈笑笑，脸上浮
现出成就感和幸福感。跟老
妈一起体验慢生活，不仅品
出了生活的真滋味，把日子
过得张弛有度，而且母女之
间的感情也在关爱与陪伴中
更深更浓了。

跟老妈一起享受慢生活

赵向辉

冬天来了，有空就在家里窝着，一天，我和妻子
坐在阳台上晒太阳，因为天气格外晴朗，虽然外面气
温很低，但是阳台上的阳光很充足，不一会儿就觉得
浑身暖洋洋的，我说，不管什么时候，阳光总是温暖
的。

是啊！阳光总是温暖的，是阳光就会暖人。都
市繁华路段的便道上，一名中年男子抱着个三四岁
的小姑娘面对行人坐在一个鼓囊囊的大提包上，旁
边还有一名中年女子，也侧坐着一个稍小的旅行包，
他们面前一块白纸板上写着黑色的字，大意是给孩
子治病时丢了钱包，希望好心人献点爱心捐点钱给
孩子买吃的。一位戴眼镜的女子走了过来，从口袋
里掏出十元钱蹲在地上轻轻地放在了那张白纸板
上，中年男子抓起钱连声道谢；一位老大爷，看过白
纸板上的文字后，转过身从贴身的衣服里掏出一元
纸币来，弯下腰递到中年男子的手上，并且低声问些

“哪里人”“孩子什么病”之类的话。不管他们是职业
乞丐还是真遇到了困难，我相信，俯身相助的镜头肯
定会定格在他们的脑海中，因为给了他们尊严，让他
们感觉到了人间的温暖。

一名被判了死缓的犯人，在监狱里经常一个人
对着某个地方发呆，这引起了一位女狱警的注意。
女狱警觉得这名犯人不是有内心深处的牵挂，就是
有没有交代的案情。查阅犯人档案，原来，他有个老
母亲，十几年了一直一个人孤苦伶仃地生活，没有收
入，靠亲友、邻居帮衬过日子，而他只知道在外面又
偷又抢，还在抢劫过程中杀了人，老母亲不认他了。
狱警们捐款把老人送进了城里的敬老院，但是一直
没提他儿子的事。在敬老院里，老人穿戴一新，吃喝
不愁，生活有人照顾，病了有人护理，过得很舒心，但
是有时也会唉声叹气。就这样过了一年，一天，女狱
警突然对那名犯人说，想看看你母亲吗？犯人一愣，
马上就嚎啕大哭起来，哽咽着说，我妈没我这个儿子
了。女狱警说，也许事情会改变的，我带你去看看母
亲吧。犯人将信将疑，跟着狱警来到了敬老院，见到
母亲的那一刻，犯人扑通一下就跪在地上，母亲看见
儿子，一把抱住儿子就哭了起来，边哭边喊，你可想
死妈了。回到监狱，犯人说，我要自首。就是犯人这
一句话，让十三年前的一桩灭门杀人案告破，他是凶
手之一，其他两名凶手两天内全部被缉拿归案。

这就是阳光的力量，这就是温暖的效果。其实
每个人都能够散发阳光般的温暖，也许你的一句话、
一个举动就能温暖别人的一生。伸出手吧，在别人
需要帮助时，伸出你的双手，给别人以温暖和爱，这
种温暖能够传向四面八方。

阳光总是温暖的阳光总是温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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