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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到大，我的兴趣一直非常广泛，性格也很要强，画画、书
法、写作，必须样样出色才行，结果往往事与愿违。

那年，高考临近，每次模拟考试，我的成绩都在班级垫底。压力
让心高气傲的我无比沮丧，一度心灰意冷，以致不想参加高考。

周末，我逃回了家。在屋后的一块棉花地里，望见父亲站在棉丛
中，拿着剪刀麻利地剪下棉花枝叶。衬衣被汗水浸透，紧紧地贴在父
亲的背上，我远远地注视着，心里说不出的难过。

一会儿，父亲弯腰用草绳把剪下的枝叶捆了起来。就在这时，他
看见了我，顿时神情很惊讶，朝我大喊：“小子，咋回来了啊？”

我低着头，沉默不语，摆弄狗尾巴的双手不停地颤抖。我实在不
敢看父亲那被骄阳晒烤得如黑炭般的脸。父亲见我良久没有吱声，匆
忙跑到我身旁，把自己头顶上的草帽摘下，扣在我的头上，关切地
问：“是不是没有生活费了？”

我压低声音，快速地说了句：“我不参加高考了。”
父亲的表情顷刻凝固。原以为他会对我吼叫，甚至拿起棉花枝抽

我一顿。我做好了一切准备，可他却意外地轻声细语问我：“为什么？”
我仍然不敢抬头，兀自一五一十地把心事告诉了他。父亲顺势在

我身旁坐下来，点燃了一根劣质香烟。沉默了好久后，他突然指着旁
边的一捆棉花枝，憨笑地问我：“小子，知道为什么我把这些枝叶剪下
来吗？”我无精打采地摇摇头，心里也正纳闷。

父亲猛地吸了口香烟，很平静地说：“这些枝叶在棉树上，不但是
多余的，而且还影响着整株棉树结苞开花。每株棉树有三五枝最好，
这样所有的养分就会集中起来，结出许多饱满的花苞。所以，每年我
都要剪掉一些多余的棉枝。”

听了父亲的话，我静静站立在田间，若有所思。阵阵微风吹过，
这片棉花，因为枝叶稀少，每枝都能摇曳弄姿，尽情享受着清风的抚
摸。看着眼前的景象，我的心仿佛涌进一片阳光，透亮了许多。

第二天，我重新回到学校，将学习以外的兴趣全部抛下……那年
八月，我收到了一所专科院校的录取通知书。

如今，我一直铭记着父亲当年的那番话，他用朴实简单的务农经
验告诉了我终生受益的生活哲学：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株棉树。当生活
中各种枝叶繁茂地疯长时，应该立即有选择地剪去一些，让所有的精
力集中在关键的几枝上，用心地去浇灌栽培。这样，我们的“棉枝”
才能开出更饱满的花朵。人生亦如一株棉树，删繁就简方为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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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高考落榜时
于佳琪

难忘那年，因为一场突兀起来的重感
冒，影响了我的高考成绩，高考落榜后，因
家庭经济贫困，我没有选择复读，后来正赶
上公路部门招工，经过考试，我到市公路段
的一个养路道班，当上了一名养路工。

养路工的工作当时非常艰苦，“晴天一
身灰，雨天一身泥”是那个时代养路工人的
真实写照。为了确保公路畅通无阻，我们起
早贪黑工作在公路一线。

在我所工作的道班里，我是唯一一个高
中毕业生。我们班长见我写的一手的好字，
便对我说：“我看你的文化还可以，就担任
咱们道班的会计，主管道班的账目与精神文
明建设工作，除掉工资，每月还有50元钱的
补助费。”我听后，既高兴，又害怕。高兴
的是自己所学终于可以派上用场了，害怕的
是自己没有经验，完成不了班长交给的任

务，而影响单位的工作。班长好像看出我的
苦衷与不安，拍着我的肩膀说：“做什么事
不仅要胆大，还要细心，我相信你一定会将
这项工作做好。”

经过班长的鼓励，我好像吃了一颗定心
丸。每天起早贪黑，在管养好自己路段的同
时，将道班的精神文明建设各项工作做得井
井有条，经常受到上级的表彰。

当时，我们公路段下属的各个道班每个
月还有投稿任务，我们道班这项任务也自然
而然的落到了我的身上。为了完成任务，我
辛勤笔耕，出色地完成了新闻报道任务。

我常常在想，自己在本行业、本系统的
刊物上发表作品，为什么不给别的报刊投稿
试一试。于是，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将
我写的一篇散文，投给一家省级报刊。大约
过了两个月，一天，班长拿着一份报纸和一

张稿酬单对我说：“看，这是邮递员今天送
过来的，你的文章在省报上发表了。”接过
那份样报与稿酬单，我兴奋得一夜没有睡
好，拿出那份被印成铅字的报刊看了一遍又
一遍。

自此后，我在写作上更加下功夫了，只
要稍有闲暇时间，便辛勤笔耕。后来，我的
作品不仅发表在本省的报刊上，还发表在国
内大大小小的报刊上，有些文学与新闻作品
还多次获奖。

是文学为我插上了腾飞的翅膀。伴随工
作的变动，后来我也走上了编辑岗位，每当
面对一本本获奖证书和一摞摞样报样刊时，
我的心情无比地激动，虽然那年高考落榜
了，可世上不仅仅是高考一条路。只要努
力，路就在你的脚下。

致高考
侯镛

校园里飘荡着青春的气息
一尘不染的追梦少年
走进用红笔圈出的六月
犹如初出巢窠的雏燕
张开翅膀去迎接人生的风雨

每天都是倒计时
战鼓从未停息
东方欲晓，读书人走进教室
温习数理化，背诵古诗文
文字和公式排成队列
引领着少年勇往直前

忘记在草地上奔跑的笑声
忘记秋千荡起的欢乐童年
母亲还在辛勤地劳作
父亲已外出打工多年
赢下高考，梦想才能起飞

经历十年寒窗的等待
一朵青春之花，在此强势绽放
展示才华，亮出风采
在洁白的考卷上
书写一段精彩的人生

爷爷的智慧
王淑芹

只懂栀子花
钟芳

话说有个北大研究生去漆油漆，因为漆
得不好，被现场的很多人嘲笑。看到这里我
内心一酸，想起自己的一个事。

过年回家时正逢一亲戚家杀年猪，退完
了毛，开膛破肚后自然切肉上锅。我怕自己
闲着别人说，就拿着刀跟几个厨师在厨房切
肉，可是我发现不管自己怎么努力，就是没
有他们几个切得好，也没有他们切得快。他
们自然也发现了这个问题，然后就开始嘲笑
我：“你一个堂堂大学生，还切不赢我们，不
行！”面对他们的话语，我无力反驳，因为事
实上我确实切不过他们。

虽然很尴尬，可并不可耻，我是个大学
生，可我不是个专门切肉的大学生。我突然
想起了韩愈的《马说》：“千里马常有，而伯
乐不常有。”这里的千里马是能力，而伯乐就
是位置。纵使你有很好的才能，但如果不放
在一个合适的位置之上，你也只能“辱于奴
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

鲁迅的故事就说明了这一点，如果他不
弃医从文，我想他莫多不过是一个好医师或
者好药师。而他给自己找了一个好位置，才
成了一个用笔杆子同敌人斗争而唤醒众多麻
木中国人的人。

“漂母饭信”的故事众人皆知，可是谁
能想到一个曾经吃不饱穿不暖、饿了只能靠
乞讨的流浪汉能成为韩王呢。可喜的是韩信
后来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不仅拥有自己的封
地，还帮刘邦平定了天下。

我们都知道创造了许多战事“奇迹”的
诸葛亮曾是“躬耕于陇亩”的一介布衣，而
尊称太公望的姜子牙只是渭水之滨的垂钓
者。因遇到了刘备与周文王，他们找到了自
己的位置，不仅成就了一番事业，也让自己名垂千古。

好位置，好，合适，擅长。可是现在不论职场还是官场，都喜欢
身兼数职，好像没有几顶帽子就不正常一样。我们都知道若让兔子去
游泳队任职，让乌龟去长跑队工作会逗人笑话，可事实是很多企业单
位仍喜欢这样的用人机制。

当然作为个人，我们更应该明白自己适合什么，擅长哪些。只有
给自己找个好的位置，才能物尽其用，发挥优势和特长，让自己更好
地发光发热。

小时候，因为父母都在外地工作，我才三岁时就
生活在爷爷家，爷爷家住在乡下，爷爷奶奶对我更是
百般呵护。

爷爷性情温顺，总是宽厚待人，更不愿意与别人
争吵。总是拿出自己家的钱财接济贫困村民，村子里
的人给爷爷起了一个绰号“王大善人”。

因为前些年，粮价不高，爷爷总是种一些经济作
物，收入自然也是别人家的几倍，当时我记得爷爷家
是当时那个村子里第一个盖上砖瓦房、第一个买彩电
的户，一到农闲的季节，不少村民都到爷爷家看电
视。爷爷家的生活好，引来不少农户啧啧称赞，当然
也引来了不少人的妒忌。

爷爷家的邻居张大爷因为好吃懒做，住着又低又
矮的旧草房，村子里的人也总是冷嘲热讽，总爱拿爷
爷家与张大爷作比较，同样是邻居，差距也太大了，
一来二去，张大爷一家就更嫉恨爷爷家了。

那年，爷爷家种了一大片瓜，爷爷是种瓜的能
手，一片瓜地长势喜人，快要到瓜熟的季节，很快就
能有一笔好收入，邻居张大爷看着格外眼红，于是有

了坏主意，他买来一包糖，对村里的一帮淘气的孩子
说，只要你们玩的时候，把老王家瓜地里的瓜当球
踢，每踢掉2个瓜就奖励一块糖。那个年代的糖果对孩
子的诱惑是很大的，于是，这帮孩子就趁爷爷不在瓜
棚的时候，将瓜地当成了足球场，瓜蛋子直飞，等爷
爷回来看到瓜地被踩踏成一片狼藉的样子，很是痛
心，奶奶气得要报告派出所，被爷爷拦住了，都是一
帮孩子，就别告了。

后来，我通过一个孩子了解到此事的罪魁祸首是
邻居张大爷时，就将此事告诉了爷爷，爷爷对我说，
此事千万不要告诉你奶奶，如果你奶奶知道了，派出
所一定会来抓人的，都是乡里乡亲的，就算了吧，后
来此事一直被爷爷压着，没有让奶奶知道。

第二年，爷爷家又种了一片瓜，瓜要熟的时候，
爷爷奶奶一直守在瓜地里，当年获得了大丰收！

邻居张大爷却是愁眉苦脸，原来他儿子考上了大
学，本来是高兴的事，但是录取通知书来的时候，全
家人都傻了，昂贵的学费，让他们贫困的家庭根本就
承受不了，眼看大学都要开学了，孩子的学费还没有

凑齐，如果没有去年的事，还可以跟爷爷家去借，可
现在无论如何也难以开口。

后来爷爷听到了此事，跟奶奶商量能否借给张大
爷家 5000元钱，帮他家度过难关，可奶奶说什么都不
同意，爷爷苦口婆心说了大半天，奶奶才点头。当爷
爷给张大爷家送钱的时候，张大爷一家人给爷爷跪下
了，爷爷急忙扶起来，都是乡里乡亲的，谁有困难大
家都要帮一把。

帮人帮到底，张大爷的儿子每年都需要一笔学
费，为了从根本上解决难题，爷爷开始帮助张大爷一
家学习怎样种瓜，自从张大爷一家学会种瓜之后，每
年不仅能解决孩子上大学的费用，还能补贴家用，生
活也逐渐摆脱了贫困。

爷爷常说的一句话：“总有一种办法比发怒好，发
怒的结果是两败俱伤。”如今，我明白了爷爷的生活智
慧：化解矛盾不一定要剑拔弩张，还可以用春风化雨
的方法，有时温情的力量胜过刀枪剑戟。宽厚是一种
智慧的生活态度，给别人留了余地，也让自己海阔天
空。

案上的小玻璃瓶里插着两朵栀子花，洁白如雪的
花瓣开在清水里，宛如小家碧玉般清秀隽永，空气中
到处弥漫着幽幽的清香，沁入肺腑，令人怡然陶醉，
全天都有了好心情。

栀子花是母亲从栀子树上采摘下来的。乡下老家
的庭院里栽种了两株栀子花树，长得枝繁叶茂，形如
伞盖。每到夏日雨季来临，便到了栀子花开放的时
节。这时，密密匝匝的绿叶间开始冒出嫩芽，缀成小
花苞，渐渐结成花骨朵，和叶子一样翠绿欲滴，花尖
上透着月牙色的白，酷似翠玉所雕。不多久，皎洁纯
净的花蕊一瓣一瓣地展开，满树的绿白相间，幽幽地

吐露着芬芳。远远看去，就像蹁跹着的白蝴蝶飘
落在枝头，煞是好看。

栀子花不娇不媚，特别好养，它不择环境，
不需什么养分，只要剪下一段枝条，往土里一
插，它就能生根、长叶、开花。不记得从什么时
候起，每当我家院子里的栀子花溢满了栀子花香
味时，总有认识或不认识的邻人前来要花，母亲
是个热心人，这个时候，她总会剪下那些枝条和
花骨朵，送给大家。因这一袭花香，邻人无不欣
喜感激，留下了一串串欢声笑语，脸上洋溢着栀
子花般的笑容。

念小学时，母亲总要在我的书包里放几朵栀
子花，用纸包好，以免损坏雪白的花瓣。然后再
三叮咛，送给老师和同学。看着他们沐浴在栀子
花的芬芳香味里接花时那满眼的喜悦，我觉得自
己是世界上最幸福、最快乐的人。栀子花弥漫的

是一种暖香，浓郁而又持久。赠人栀子，手留余香，
母亲无形中给我的这种生活启示让我受用一辈子。

栀子花怒放时，花瓣全摊开，把生命的辉煌渲染
得淋漓尽致，这时的花美得令人羡慕而又浓郁醇香。
母亲常在这样的早晨带我去园子里采摘，回家后一部
分洗干净，用开水焯去花的涩味，或做汤，或清炒，
或蒸蛋，或放上榨菜、肉片，都一样味鲜诱人，齿颊
留香。另一部分用针线穿成一串一串的，挂在蚊帐
内，说是可以驱除蚊子，净化空气。当时年幼的我并
不知其功效，只是留恋蚊帐内的香气。望着那惹人喜

爱的宛若出水芙蓉的花瓣，闻着那清雅醉人的芬芳，
我渐渐地进入甜美的梦乡。

朱自清在《只懂栀子花》中说：“栀子花的香，浓
而不烈，清而不淡，也是我乐意的，我这样便爱起花
来。”栀子花透着浓郁的香气，在我那单调而不富裕的
家乡，也没有哪一种花儿能像栀子花这样受到人们的
喜爱。枣树下乘凉的老奶奶、田间忙碌的大婶、河边
洗衣服的姑娘，人人发间都开着一朵栀子花，就连不
愿打扮、素面朝天的母亲也会折一朵别在发间，她忙
碌的身影穿梭在菜园、厨房，花香随即在农家小院里
荡漾开来。幽香浮动中，女人因栀子花的点缀而俏丽
妩媚，栀子花也因女人的情趣而纯洁无瑕。

对栀子花，我有一种特别的情愫。栀子花是一味
常用中药，其味性苦，寒，有清热去火、凉血解毒之
功效。据《辞海》介绍：栀子花、叶可用来熏茶、做
香料，十月果实成熟与根、叶、花均可入药。儿时我
脚踝上长了一个疮，奇痒无比，用了好多药都不好。
后来母亲听一位乡村医生讲，栀子花谢了，把花瓣晒
干就是一种很好的药材，有清热解毒之效，我的这个
疮只要用干的栀子花瓣粉末敷在患处，就可治愈。母
亲如法炮制，几天后，我的脚疮果然奇迹般地好了。

“尽日不归处，一庭栀子香。”栀子花盛开的季节
是迷人的，也是我童年最快乐的时候。经年离乡，洁
白如玉的栀子花仍是我的最爱，每到栀子花飘香时，
温暖而馨香的记忆便淡淡地氤氲开来，遍地芬芳，在
夏天里袅袅娜娜地舞动，饱含诗情和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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