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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贾炳梅

那年，母
亲参加了乡

政府组织的

玉米种子培

育观摩培训

学习后 ，承
包了村子里

的一块试验

田， 给乡里
农资供应公

司培育玉米

种子。
育出来

的玉米种子

上交给公司，
按质量和数

量给报酬。
自从下

种后， 母亲
每天总是在那块地里忙碌。 浇水
灌溉，眼巴巴盼望出苗。 种子发芽
长出幼苗后，又开始松土间苗，追
肥浇水。 那块承载着母亲诸多的
期盼和希望的试验田， 成了母亲
日夜操劳最多的田地， 母亲如同
伺候孩子一般在那块地里精心劳

作着。
终于玉米苗长到一人多高，开

始结出小玉米棒了。 周末，天蒙蒙
亮，母亲就唤我起床，拿两个盘子

跟她去那块试验田。
试验田远离其他玉米地，独立

在一片平整开阔土质比较肥沃的

地里。母亲每天都忙碌的那块试验
田里的玉米苗，看起来比其他地里
普通玉米苗要低矮许多，让我在心
里直犯嘀咕，母亲那样用心在这块
地里忙乎，怎么长势倒不如旁边普
通玉米苗呢？

走进玉米地，看见有的玉米杆
苗上结着小玉米棒，有的却直挺挺
地光溜溜只长着碧绿叶子。我很奇
怪它们怎么就白白吸收养分却不

结玉米棒呢？ 正迷惑间，母亲已拿
起一只盘子托着，一边用手去摇玉
米杆顶端的伞状的花序，一边说这
培育种子的玉米苗不会像普通玉

米苗那样长太大，自然看起来小一
些。 并教我辨认，最矮小的那一排
结着小玉米棒的玉米杆苗是母株，
稍高一些顶端开出如撑开的袖珍

小伞样挂满小 的没有结玉米棒

的是公株。
“公株虽然不结玉米棒， 但它

的花粉特别重要，母株如果没有这
些花粉，即使结玉米棒也不长籽是
空芯。 ”母亲说，“就好比一个家庭，
大家各自分工不同。娘十月怀胎生
你们，而你爹早晚挣钱养你们一样
的道理。 ”看我似懂非懂，母亲笑
了。 “算了，你只要明白这世上的万
物没有一样是多余无用的就成。每

样作物都是各有各的长处，和人一
样。 ”母亲接着说，“来，趁太阳没出
来，花粉不会遗失太多，我们赶紧
将公株的花粉收集到盘子里”。

我跟在母亲后面，看她一棵一
棵将玉米杆苗轻轻折弯抖动，那些
如撑开的小伞般的花序上挂满密

密的小铃铛会噗噗的洒下一层土

黄色的粉沫，飘落到母亲接在下面
的盘子里。她沿着一排玉米公株杆
苗逐个摇着收集那些花粉。盘子里
有一小堆花粉后， 母亲招呼我，让
我拿盘子里的花粉给另一排玉米

杆苗的母株上的小玉米棒授粉。母
亲教我用小手捏一小撮花粉然后

轻轻的撒在小玉米棒顶端粉红色

细如发丝的花缨上。
母亲说，花粉很珍贵，每一个

小玉米棒花缨上只能撒一小撮。并
且嘱咐我每棵都要撒到，千万不能
遗漏， 否则这个玉米棒就不会结
籽。好奇新鲜的感觉让我很乐意做
这件事，我仔细的将捏起的一小撮
光滑细如面粉的花粉，轻轻的撒在
小玉米棒顶端的花缨上，唯恐撒到
外边，撒完还忘不了将粘在指头缝
的花粉在花缨上蹭蹭。母亲满意的
点点头，让我沿那排母株逐个撒花
粉，她又拿起另一个盘子继续去收
集花粉。

母亲很快便收集完所有的公

株花粉， 开始和我一起给母株授

粉。 不一会我就感觉腰酸背疼起
来， 母亲的额头也渗出密密的汗
珠， 我们只撒了一半玉米棒的花
缨， 收集来的所有花粉就用完了。
母亲用一根布条打上记号后说，这
个花粉得每天早晨来收集一回，直
到花期结束，这样才能将所有的小
玉米棒上都撒上花粉，才能让母株
上的玉米棒结出饱满的种子。

“好麻烦啊。 ”我一边揉着有些
发酸的腿，一边嘟囔着。 “要想收成
好那可不能怕麻烦啊，你们的学费
可全指望这些玉米棒呢。 ”母亲直
起腰擦着汗。

太阳已经爬上对面的山坡，灿
烂的朝阳在一片雾蒙蒙中普照开

来，照耀在一片碧绿的田野上。站在
地头的母亲和我，沐浴在阳光里，拍
打着身上粘的露珠草屑泥土， 回望
着试验田里那一排排如哨兵一样整

齐茁壮的玉米苗，心里满是希望。
到了秋收时候，母亲领着全家

人去收试验田里的玉米。母亲精心
伺候照料了三个多月的试验田里，
结满一个个虽然短小但颗粒饱满

的玉米棒。那是母亲辛苦劳做才换
来的累累果实，母亲终于露出欣慰
的微笑， 大声招呼我们掰玉米棒。
我们兴高采烈地一边劳动一边议

论猜测着这些玉米种子的价值，憧
憬着幸福美好的明天，试验田里充
满了欢乐的笑声和丰收的喜悦。

【笔墨有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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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姚妮

宅家几月， 喜闻：“市政府决
定，自 5 月 9 日零时起，将本市重
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响应级

别由二级响应调整为三级响应。 ”
嘿嘿！还不快些约起来？错过了

初春，不想错过暮春，去西塘晃晃。
其实江南的古镇大同小异，久

居之人看多了， 已然没有新鲜感。
但是仍然喜欢感受和享用那儿的

一份安宁和恬静。

喜欢闲闲地晃在窄窄小巷

中，轻叩着那青苔石板小路，袅袅
娜娜，走出一阙宋词唐诗；喜欢在
斑驳沧桑的古镇背景中， 看或老
或嫩的女人们千娇百媚地换装摆

pose；喜欢把小桥流水人家 ，五颜
六色的晕染开，搬到画纸上；喜欢
懒懒散散地歪在吱嘎作响的宽大

竹椅里，在流水潺潺小溪旁，摆三
四碟小菜， 和熟友或陌生人或独
自，一杯杯的小酌，微醺着漫无边
际的胡聊和瞎想； 喜欢在有些阴
森鬼魅老屋的雕花大床上， 枕着
透过窗棂的微微风, 听细雨敲窗，
想着能和鬼魂狐媚什么的聊个话

……

结果，一夜无梦。
有故事的古镇， 每年每年，就

是忍不住的要去它几次。早早晚晚
我也会变成， 那个坐在老屋门口，
白发苍苍老婆婆的样子。但是我一
定一定， 不会孤独寂寞着喃喃自
语。 我会一直一直微笑着，会有人
好奇的来到我身旁。我就讲故事给
他们听，自己编的瞎话，哈哈！

且听风吟，静待花开。
江南一定还是，烟雨朦胧游人

如织，人间春光依旧。

憨憨萌萌的
多肉植物

文 吴毓

肉肉植物已成为现代都市人

的新宠， 置一盆放在办公桌或家
中茶几上，养眼养心 ，令人欢喜 。
这肉嘟嘟呆萌萌的顽强小生命 ，
只需一点点水、阳光和土壤，便可
扎根于小小迷你盆内，慢慢生长，
陪伴着你， 给你意想不到的美的
姿态和美的享受。

最近我又去花圃里买了几盆

多肉植卉， 有胖嘟嘟叶瓣紧紧簇
拥着的女雏； 有张开伞样肉叶的
玉蝶；有亭亭耸立的春萌，它们不
仅有好看的造型， 更有诗一样的
名字。 最最耐看又讨人喜欢的是
山地玫瑰， 在花圃里看着那一垄
全都种上的山地玫瑰挤挤挨挨地

排满在地垄上， 一朵朵像极袖珍
的卷心菜，小如鸽蛋，一圈圈层层
密密像宝塔样卷上来的包叶 ，形
成了各种造型， 有被称之为酒杯
玫瑰，有鸡蛋玫瑰，黄金玫瑰 ，翡
翠山玫瑰等，各种形状惟妙惟肖，
可爱极了。 我买回家的是树根，花
盆中植入四枝形状各异的山地玫

瑰，那青黄黄的包菜色泽，灵秀纤
美，粉粉嫩嫩的，太招人喜欢。

我特别喜欢的是树马齿苋 ，
它类似我们儿时路边常见的野猪

草， 所不同的是这树马齿苋的顶
端伸展出的是粉粉嫩叶， 故人们
还 给 它 起 了 个 非 常 美 丽 的 学

名———“金枝玉叶”。 有诗赞道“金
枝玉叶一相逢 ， 便胜却人间无
数”。 形容得恰到好处，几株直立
的枝干顶上舞着细细密密的粉红

勾勒出的肉白白的小叶片， 似花
非花，在绿嘟嘟青叶衬托下，粉绿
相映，层次分明，妩媚清秀 ，煞是
好看，每每我坐在沙发上，就能目
及到茶几上的金枝绿叶， 让人赏
心悦目，百看不厌。

这些多肉植物真是可爱又珍

贵的沙漠宝贝，在花圃里，我向那
花匠要了几片掉落的多肉枝叶 ，
拿回家放入花盆培育。 这些天，植
入的多肉已在我家盆内存活了 ，
它叫玉树，很漂亮，肉肉叶片上奶
黄围裹着青绿， 展开了它鲜活的
新叶，妙曼多姿。

丰润饱满的多肉植卉生长缓

慢，喜干忌湿，较难伺候 ，我常常
买回家中，然而从没熬过冬天，最
终都光荣“牺牲”了。 在我养的肉
肉植物中存活时间最长只有一棵

仙人球， 那是我在家附近的花圃
买的， 买来时大约只有乒乓球那
么大，现在已长成十五公分高、腰
膀粗圆的大球球了。 这几天我把
它放在窗外， 在初夏阳光雨露滋
润下，那锋利的芒刺根根尖突，生
机勃勃，长势喜人。

春秋是多肉植物的生长期 ，
而夏季是它的休眠期， 因此现在
我在白天要把它们移进室内 ，防
暴晒，少浇水，让它们安静休眠 ，
我要以我的勤勉， 小心翼翼地呵
护它们， 让多肉植物能在我家久
久地安然生长，久久地陪伴着我，
让它们在岁月静好里成就最美最

愉悦的诗篇：“云想衣裳花想容 ，
春风拂栏露花浓。 ”这就是沙漠肉
肉植卉将呈现给我的美丽景象 。

人间春光依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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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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