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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尔进

多少年来，在我生命中一直有个情

怀在支撑着，那就是农村的童年情怀。

像我这样一个从小山村走出来的小伙

子肩负着改变命运的使命，而能支撑我

完成这个使命的力量源泉就是农村的

情怀及父母的期望，正是这样的情怀与

期望让我有了拼搏的动力，让我在岁月

的沉淀中不断书写着岁月流年里的故

事，同时也不断滋养着我那颗疲惫和忧

伤的心灵。

童年山村的早晨，人们是在那一声

声雄鸡“喔喔”打鸣声中醒来的。那时

的山村生活，真正是“日出而作，日落而

息”的“原始”生活，现在想来也许是那

个时候的农村少有通电、大多数人家点

着煤油灯，人性淳朴的缘故吧。

童年记忆中的山是苍翠、充满活力

的，一眼望去是大片大片的松树林。山

涧有茂盛的灌木丛，孩子们像猴子一样

穿梭在野径中，嘴里哼着只有自己才能

听懂的歌谣，每逢雨季，漫山遍野都是

寻找野菌、野果的人，野菌种类繁多，有

牛肝菌、鸡枞菌、青皮菌、铜锣菌，鸡蛋

菌，松茸菌，竹荪及地香菇等，而野果更

是有覆盆子、车厘子，野柿子，野山楂，

野葡萄……数不胜数的野菌、野果和野

菜陪伴着我的童年。

童年记忆中的水是甘甜，让人回味

的。小伙伴们有的在小溪里戏水，有的

在小溪石滩上翻石头找小螃蟹，有的挑

着钩担两边挂着的水桶去井边打水，那

溢着水的小身子一颠一簸地小跑；各家

各户的换洗衣服都是妇女端着大木盆

去溪边洗的，她们一边唠嗑着东家长西

家短，一边挥着木棒敲打着水中的衣

服，溅起水花发出“噗、噗、噗”的声音

……还记得那时村里有个孤老，我们都

叫他”墩伯“，由于他年轻时躲避国民党

抓壮丁自毁右脚，所以家里水缸里挑水

的事情都被孩子们抢着去做。孩子们

那么积极，是因为每挑一担水可以得到

墩伯给的 5分钱，挑满水缸里的水可以

赚个2毛钱。

童年记忆中的人，是忙碌而充实

的。大人们要么在各自家里干农活，要

么去镇里打零工，虽然累但是很开心。

村里家家户户都有大水缸及猪栏，孩子

们放学后的家务活就是挑水及打猪草，

他们玩的是打纸炮、溜铁圈、跳皮筋、下

石子棋（五步棋），以及在屋前屋后玩捉

迷藏。一到晚上大家都拿着自家小凳

子去村里有 11寸黑白小电视的一两户

人家门口等着看电视剧《西游记》和《射

雕英雄传》，虽然那电视机时不时就会

发出“滋、滋、滋”的小蚊子声音，但是依

旧影响不了孩子们渴望看电视的热情，

晚上洗好澡后也是大人们聚在一起的

最好时光，这个时候，大伙会聚在一起

交流一下各自的见闻，家长里短的事拿

出来讨论，院子里热闹一片。

童年记忆中的情是醇香、无法忘记

的。一家有困难，家家户户都会无偿来

相帮。一家农活缺人手，都是一叫便

到；调皮点的孩子如果欺负邻家小孩，

父母第一时间是教训自己孩子，然后去

跟被欺负的小孩道歉。还记得我读小

学五年级时，我和班里几个同学由于个

子高，在假期的农忙时间还被老师叫去

田里帮忙拔秧干农活。那时候农村最

热闹的就是建房子、娶媳妇，或是过春

节、端午、中秋等传统节日了。春节时

小孩子穿着新衣服跟随大人走亲访友

吃美食；端午节时各家各户都在包不同

的粽子，煮粽子时香飘几里；中秋节的

晚上，孩子们摆好桌椅放上月饼赏月，

然后用小毛竹插在柚子里，并在柚子上

插香烛，举高高地从村口游到村尾，又

从村尾回到村口，时而唱着歌、时而舞

着柚子上的香烛，就像一条火龙在飞

舞；村里哪家娶媳妇最热闹，新娘子三

天不出门，而这三天是允许村里的大人

小孩去闹新房的。所谓的闹新房一般

都是晚上大人们带着自家小孩去新娘

的房间对诗，新娘子坐在床头，小姑坐

在旁边出题，谁家大人对得上诗句就得

到一把花生瓜子或糖果，这时孩子眼睛

是闪着星星的……

时过境迁，转眼三、四十年过去，山

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梯田荒废

成坡地，房子也只有几个七八十岁的老

人留守，大部分的人为孩子读书或者生

计生活在城里，真正从地里刨东西吃的

年轻人基本上没有了。如今的山村早

晨，很难听到孩子们嬉戏、喧闹的声音

了。

我一直很庆幸我是山村走出来的

孩子，质朴的农村情怀与执着的信念也

成就了今天的我。曾经我的昨天，是在

泥潭中挣扎，从业务员到高级讲师，曾

受邀主讲了 128场央企、国企和行政单

位的大型职业培训。我的故事其实很

平凡，那时更多的是一种坚持和信念，

是一种灵魂深处的执着，让我甘愿在疲

惫的黑夜里，一次次感悟着”我是谁、我

靠谁、谁靠我“的九字真言，还有一些故

事带给我的冷暖。于是在今天，我的文

字就会从内心记忆的碎片开始流泻，在

我看到的各种感悟里诞生。

山村，童年和梦里的光

尤荣开

雁荡山大山深处，相传从前有一户姓田

的家徒四壁穷人，生活艰辛，好不容易老年得

子，但在一年秋冬之交，由于孩子受了风寒，

烧得满面通红，昏睡不起，穷人急忙去镇上的

药铺买药。外号叫刘一刀的黑心药店老板慢

悠悠地对穷人说：“要退烧，就得吃羚羊角，离

了羚羊角，发烧退不了。”

穷人急忙问道：“那羚羊角需要多少钱？”

刘一刀说：“退烧需要五分羚羊角，名贵

药材，一分一两，五分五两银子。”

穷人哪里有这么多银子，便向刘一刀哀

求能不能少要点钱。刘一刀把脸一沉说：“穷

鬼，买不起药就别来，我还不想卖给你呢！”

穷人听了非常气愤，但又没有办法，无奈

之下只有忍气吞声走出药店。

穷人刚一迈出药店，就碰见了一个衣着

褴褛的叫花子。叫花子同情地对穷人说：“退

烧不一定要吃羚羊角不可，我教给你个法儿，

不花一分钱，就可以退孩子的烧。”

穷人听了非常感激，急忙问道：“好师傅，

什么法儿？”

叫花子说：“你赶快到池塘边挖些芦根，用

水洗净后，给孩子煎成汤药喝，烧就自然退了。”

穷人听了连忙到村外池塘边上挖了些鲜

芦根，用水洗去根上的泥沙，切成半寸长，煎

成汤给孩子灌下去。果然，一剂服后，高烧略

退一点，二剂服后，嚷着要吃饭，三剂过后，孩

子烧退病愈。

从此以后，村里的人都知道芦根能解大

热，是一种退烧药，谁家有发高烧的病人，便

去挖些芦根，再也不去药店求那个刘一刀了。

从此，芦根的药效一传十，十传百，田头

屋角的芦根也就成了一味不花钱能退烧的民

间草药。

注释
【植物形态】芦苇属多年生草本。秆可达

4m，直径 0.2～1cm。叶广披针形，长 30～

60cm，宽1～3.5cm，先端渐尖，基部钝圆。边

缘粗糙；叶鞘圆筒状；叶舌极短，截平或为一

圈纤毛。圆锥花序长 10～40cm，分枝纤细，

呈毛帚状，下部枝腋间有白色柔毛；小穗紫褐

色，长1.2～1.6cm，有 4～7 小花，第 1 小花常

为雄性，其它为两性；外稃无毛，第2 外稃基

盘棒状，具长0.6～1.2 cm的柔毛。颖果长圆

形。花果期夏、季。

【性味归经】甘，寒。归肺，胃经。

【功效】清胃生津止呕；清肺排脓利尿。

【应用】主治胃热津伤。用于肺热、淋痛。

【用量用法】15～30g，鲜品加倍，并可捣

汁服。

芦根的传说

药用芦根

中草药故事中草药故事

张炳岳

今年 4 月 8 日清明时节，细雨霏

霏。91岁的母亲离开了我们。她走的

时候安详而宁静。

母亲信仰基督教，教会为她做了安

息聚会。出殡那天，送葬的队伍浩浩荡

荡，亲朋好友和邻里一同来向我母亲

——这位慈祥和蔼的老人告别。

我母亲勤劳、善良，极富同情心。

在我们兄弟姐妹心中，我母亲是天底下

最好的母亲。

我从童年记事起，就看到母亲一路

走来非常艰辛。我排行老大，底下还有

五个弟妹。一大家子的生活花销除了

父亲微薄的工资，就靠母亲勤俭持家

了。20世纪 60年代初，是国家最艰难

时期，又赶上办大食堂吃大锅饭。我家

定量供应的大米饭不够我们兄弟姐妹

们吃的，母亲的碗里常常是空空如也。

她吃什么呢？剩下的只有糠秕、藕渣和

野菜了。母亲忍饥挨饿把我们兄弟姐

妹拉扯大。当我们陆续到了上学的年

龄，家徒四壁，生活难以为继，我们都面

临辍学的窘境。是母亲在忙完繁重的

家务之后，又以单薄的身躯干起了粗

活：搬砖块、抬石头、挖泥土、拉碎矾、挑

矿石等，男人的体力活她居然样样都能

来。以此挣钱贴补家用，交学费，让我

们兄弟姐妹能延续学业，没有一个因家

庭困难而辍学。

我母亲还是个助人为乐的人。我

们兄弟姐妹们长大成人后，她有空就帮

助有困难的乡亲们，如照顾病人等，甚

至不认识的病人住医院，她都会前往医

院照顾，帮助护理，帮助打扫卫生。

那个年代温州矾矿医院矽肺病人

居多。矽肺病人痛楚的情形，她看在眼

里，疼在心里。当时医院没有专门的护

工，于是她天天往医院跑、往病房里钻，

忙里忙外，跟病人们打成一片，以至于

屡被病人家属误以为是医院的职工，还

对她提出不少的要求，甚至还有过对她

辱骂的事情发生，母亲却从不辩解。

多年如一日，我敬佩母亲的义举。

一次回乡探亲的一天，我悄悄跟随母亲

去了医院，临近医院门口，突然看见两

个女人抬着一个装谷子的大箩筐向医

院急奔而去，箩筐里装着一个晚期矽肺

病人。矽肺病是我们这里矿山最为普

遍的职业病，晚期矽肺病人的典型症状

是胸部疼痛，呼吸困难，苦不堪言。若

病人身体稍有动躺则加剧疼痛。为了

减轻痛苦，最原始的土法是病人卷曲在

箩筐里，将身体紧紧挤在一起。送医

时，就连人带筐一起抬。母亲见此情

形，便一个箭步追了上去，帮着她们往

急诊室送。母亲俨然是行家里手，一进

急诊室，母亲就告诉病者家属不要乱动

病人，并嘱咐护士准备氧气瓶，紧接着

喊：“哪位力气大的，把病人从箩筐里抱

出来。”当时除我之外，现场没有其他合

适的人。我赶忙走到病人前，母亲这才

发现我也在场，她先是一愣，随即就直

接指导我如何正确地把病人从箩筐里

抱出，又如何减轻病人的痛苦。由于箩

筐已被挤压得严重变形，不能使用蛮

力、又要保持病人卷曲的姿态，我费了

九牛二虎之力才把病人从箩筐里拉出

来，然后按照母亲的指导将病人按原姿

势放到病床上，我也仍然保持抱病人的

姿势，两只手紧紧地挤住病人，身体紧

紧地贴着病人，和病人相拥在一起。母

亲一边协助我一边不忘安抚病人，其贴

心的言语举止让人动容。当医生给病

人打了止痛针，上了氧气瓶，母亲这才

舒了一口气。此时，病人慢慢地睁开了

眼睛，深情地盯着我母亲，眼光里充满

着感激……

母亲的形象在我心目中一下子就

高大起来，她专业操作不亚于一个专职

护士，简直就是一个白衣天使。

我父亲六十九岁那年患了重病，我

母亲不得不离开医院，回家守护照顾我

父亲。我母亲对我父亲体贴入微、无微

不至。为了不让我们工作分心，她独自

扛了五年，直到我父亲逝世。我母亲自

己受苦受累，为我们创造了一个好的生

活环境，成就了我们的事业，为我们撑

起了一片天。

我母亲 79岁那年，身患腰椎病，行

动不便。她不顾我们全家人的反对，执

着地住进了乡村养老院，把养老院当做

是自己的家，一住就是十年。很多老人，

病人，残疾人入住养老院时不安心，闹着

要回家。我母亲像部队的指导员一样，

一个个去做思想工作，劝他们安心留下，

并以自己乐观豁达的心情感染着他们，

以自己微薄的力量关心和帮助他们。

我退休以后，每年都会有一段时间

陪我母亲住养老院，发现我母亲经常帮

一些行动不便的老人梳头、洗脸、穿鞋

等，甚至还钻到床底下帮人捡东西，与

养老院的人和谐共处。在养老院的最

后一年，我母亲不慎摔断了股骨头，躺

在床上再也起不来了。两位老板的母

亲亲自伺候我母亲，轮流为我母亲端

水、送饭、洗澡、喂饭、喂药等，并每天晚

上守护着我母亲，像亲人一样关爱我母

亲。好人有好报，也许这就是养老院对

我母亲的最高奖赏。

母亲这一生想到的总是别人，唯独

没有自己。她在粒米不进的弥留之际，

正赶上我们清明扫墓。她仍以颤弱含混

的声调叮嘱身边的人：“天气热，扫墓的

人多，家里要多烧点茶水。”这是她人生

的最后留言，也是为我们奉献的终极爱

心。声音虽小，却强烈震撼着我们的心。

母亲走了，她洒向人间的仁爱，永

驻我们心中。

怀念母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