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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梅萍

都说孩子是天生的诗人。
那天，我们班的孩子兴冲冲地跑过来，歪着小

脑袋得意地说：“黄老师，我们学校的芒果熟了，我
昨天在操场捡到一颗带回家，我妈妈说好甜啊！”

我摸摸他的小脑袋：“小傻瓜，地板上的芒果
不要吃啊。”

他急得涨红了脸：“老师老师，这些芒果都是
听着我们的读书声长大的，所以特别好吃，不是马
路上的芒果，可以吃！”

是啊，多么可爱的表达，我们学校这成片的芒果
树是整天听着孩子们的朗朗读书声长大的，是充满
灵气的纯天然佳果。它是有别于马路旁吸汽车尾气
的绿化芒。只因它太常见了，就像成天有事没事到
家里玩耍的朋友，只因寻常，难免就有所忽略了。

因了小朋友有趣的表达，我在下班的路上抬
眼打量起她。

我们这美丽的校园里垂悬着成群结队的金
黄，似阳光沉甸甸地凝聚。熟透的果实在叶隙间
低语，仿佛随时计谋着挣脱束缚，坠入大地母亲的
怀抱。那饱满的肚皮，被蜜汁撑得紧绷，薄皮下鼓
荡着快融化的蜜，仿佛要将夏日所有的炽热与等
待，在此刻凝结成欲坠的甜。

望着这些每到夏天都会准时来报到的精巧黄
灯笼，不禁想到13年前。

那年，刚大学毕业的我在福州的一家电子厂
当外贸业务员。一到酷热的夏天，厂区里面也挂满
了诱人的金黄。我就很羡慕那些男工友，因为他们
会像敏捷的猴子爬到树上采摘，或者自制一个长竹
竿，然后随意套个袋子，绑个皮筋，随随便便都能收
获满满。夏日的空气中氤氲着浓郁的甜蜜，让我垂
涎三尺。而笨手笨脚的我只能在树下望洋兴叹，运
气好的话，大方的工友会分享几颗给我，我会如获
至宝地收入囊中。回到宿舍，小心翼翼地剥开外
衣，金黄色的汁水已经迫不及待地溢出，我贪婪地
咬上一口，再慢慢品味唇齿间的甜润。

回忆过去，我猛然发现，在路边、在校园、在厂
区里种满芒果树，好像不只是我们闽南人，而是福
建人的执念。是否因芒果树比较皮实，不用怎么
管理就能随遇而安，且到夏天走在路上，还能随手
拾起地上的佳果解解馋呢？想必，省外游客看到
我们夏天满树的金黄也会惊讶艳羡吧？就像我们
到北方初次见到苹果树一样的惊喜。

时光匆匆，芒果树从春天就静悄悄、慢慢地酝
酿着美好。而如今，生活虽日益丰饶却也步履匆
匆，我们已鲜有为一味吃食而长久驻足。

然而，若能静心体味那句“芒果都是听着我们
的读书声长大的，所以特别好吃”，舌尖便仿佛漾
开了时光的芬芳。于是，那原本燥热的盛夏，也悄
然化作了满身的诗意流淌。

张涤非

生活中，悲喜交集。但我觉得，人活一世，
有许许多多的挑战等着我们去应对。每个人都
希望能够有一个好的结果，好的结果往往会让
大家激动万分。但是，过程的意义才是真谛，过
程比结果更重要。

就在6月24日，福建省高考成绩出炉，经过
十二年的寒窗苦读，当天，就是见证“奇迹”的时
刻，面对这场“大考”的即将落锤，不少人夜不能
寐，辗转反侧，都希望自己考得高一点，达成所愿。

但是，我想说，努力的过程才是最终的意义。
前两天，有新闻报道：一女生高考成绩288

分，全家人欢呼，女子兴奋得在家里来回踱步。
据说，她原本估分是200分左右，但实际成绩却
超乎了她的想象。而且，这是她从高一以来最
好的成绩，虽然分数不高，但她也为此下了功
夫，无论结果如何，家里人都替她感到高兴。所
以，哪怕结果不是很好，但只要有付出，也不会
觉得遗憾。这才是正能量生活该有的样子。

对此，我也联想到了我自己。过程如何我
都无所谓，我只注重结果。我父母也多次纠正
过我的想法。但我总认为，无论如何，大多数人
还不是只看结果，以成败论英雄，其他的过程又
有谁会在意呢？

时间一天天过去了，转眼间，我已经上高中
了，面临的学习压力越来越大。一开始，我对未
知的事物充满好奇，学习还有些劲头。但后来
发现，高中的难度远远超乎了我的想象，每道题
目根本没有解答思路。我上课的时候也是听得
一头雾水，每一次考试也都是垫底，像是一只落
入凤凰群里的鸡。我心想，要熬过这地狱般的
高中三年，对我来说难如登天，我还不如赶紧出
来找一份工作，为家里挣点钱。

于是，我壮着胆子向父母提出了这个要求。
显然，遭到了他们的拒绝。父母说，我这年纪就应
该好好读书，读书才是你当下应该做的事。当然，
在学校，除了学习，还有更重要的事，就是融入集
体，培养责任与担当。结果如何并不重要，过程才
是关键，只要你努力了，不管结果怎么样，我们都
替你感到高兴，都会竭尽所能地去帮助你。

父母的话让我有所触动，我决定换个角度思考。
我开始坚信：不管结果如何，我只做最好的自己。

有一首歌是这样唱的：“奔跑吧，骄傲的少
年，年轻的心里面，是坚定的信念。”是的，不要
太注重结果，过程最重要，我们应提高对生活的
态度，放松心态，认真完成自己的使命。等我们
也为人父母，回过头，不曾后悔，那才是我们完
成的最美丽的高考成绩。

（作者系晋江市致远高级中学高一学生）

暑假又至，女儿忙着计划自己的暑假怎么
过。看着女儿一副认真的模样，我忽然想起自
己儿时欢乐的暑假时光。

那时的暑假，每天一大早起来，我就和小
伙伴每人手执一根数米长的竹竿，嘴里嚼着刚
刚入仓的麦粒，一边竖着耳朵聆听知了的歌
唱，一边向着村外出发。待嘴里的麦粒被嚼成
了黏稠的如同口香糖一般的面筋，吐出来用它
裹住竹竿细的那一端，粘知了的神器就做成了。

小伙伴们马上进入“作战”状态，个个轻手
轻脚，屏住呼吸，高高举着武装过的竹竿，慢慢
靠近被瞄中的知了，知了几乎无一例外都会被
捕获。把到手的知了装进一只提前备好的小
袋子里后，开始搜寻下一个目标。一上午下
来，每个小伙伴都能粘得20多只知了。

我们回到家，迫不及待地把知了放在煤火
上炙烤，待到烤熟了，抓起一只放进嘴里，一咬
嘎嘣响，特有的香味瞬间溢满口腔，那真是怎

么吃也不厌的乡间美味啊！
吃过午饭，我们又手提小铁桶直奔村口，

小伙伴们早已聚集于此——这是要结伴去村
外的河里捞鱼捉泥鳅。

村外的那条河，其实不过是一条两米见宽
的河沟，水深不过膝盖，因此父母很是放心。到
了河边，小伙伴便像下饺子一样哗啦啦全跳进
了河里，互相往身上撩水，并不停地在河水里蹚
来蹚去。一会儿工夫，清澈的河水就变浑浊了，
这时藏在水底的鱼一条条冒出水面透气，有些
鱼甚至已经被我们蹚晕乎了，翻着白肚皮浮在
水面。这时候，我们就可以轻轻松松地捞鱼了。

捞完鱼，我们还觉得不过瘾，又在河沿乌
黑的淤泥里挖起泥鳅来。挖泥鳅可比捞鱼有
趣得多。泥鳅滑不溜秋非常难抓，它一旦逃
脱，就会迅速钻进淤泥里，极其考验我们的耐
心与技术。看着小伙伴们一个个身上、脸上沾
满污泥的滑稽样，却还那么专注地和泥鳅较着

劲儿，就知道这是一件多么有趣的事情。
太阳不落山，不听到村里父母焦灼地呼

喊，我们是不会打道回府的。
晚上的天气依然闷热，小伙伴们手里捧着

母亲炸的小鱼、煎的泥鳅，坐在院子里，一边津
津有味地吃着，一边听乘凉的大人们讲那些离
奇古怪的传说，直至上眼皮粘住下眼皮，再也
分不开了，这一天才算过完。

整个暑假就这样一身泥巴一头汗水的，一
天天重复进行着，但我们却从不曾厌烦过，每
天都是激情高涨地和伙伴们打成一片。一个
暑假下来，我浑身上下被晒得脱掉几层皮，整
个人比泥鳅还黑。每次临近开学的时候，母亲
都会欣喜地说：“又长高了，也壮实了。”

儿时的乡下没有电脑，没有智能手机，没
有五花八门的补习班，连台黑白电视机都难得
一见，更没有丰富多彩的娱乐活动。但因为这
个令人垂涎的“舌尖上的暑假”完全是“自给自
足”的，其过程中又不时发生些妙趣横生的小
插曲，所以总给人一种意犹未尽之感，渴盼着
下一个暑假赶快到来。

儿时“舌尖上的暑假”一去不复返了，那种
简单纯粹的快乐时光却永远留在了记忆深处。

小雅

暑天行走于五店市，别有一番风味。
小暑天，暑气蒸蒸日上，日头不到三竿就热力全

开，人不由自主地往阴凉处钻。
古厝幽幽，宗祠森森，檐前屋后，龙眼树芒果树

硕果垂挂，鸡蛋花黄黄白白缀满枝头，树荫婆娑网织
了一张自然天幕，为行人遮蔽了阳光的热辣。

阶前石埕，天井院落，红砖青石带着与生俱来的
清凉，让人蹲下来再也不想移动步伐；还有巷口的
风，带着历史的深沉幽思扑面而来，你想喟叹些什
么，又羚羊挂角，不知所终。

这番光景：庭院深深、花木葱茏、微风绕屋、凉意
拂面，一不小心就走进了唐诗宋词的意境里。

暑天何以消暑？唯有绿植。
夏天的绿色才是抵御暑气的主色调，这绿，是小

叶榕枝繁叶茂的苍绿，是大树参天的凤凰枝头的青
绿，是竹叶娇之欲滴的翠绿。绿，是生命本色，观之
忘俗，赏之消愁。

耳闻叶间鸟鸣啾啾，心头的燥热抑郁被涤荡得
一干二净。这些绿植是五店市的原住民，是名副其
实的主人，一路相迎，一路相送，好客又深情，它们重
重叠叠，密密匝匝，从桃花泉直上阳翠山，在池水边
垂首，在高台上眺望。它们思念着、企盼着。那远游
的白云何时归来？那“得得”马蹄声何时再响起？风
儿“刷啦啦”呼应着，把这无声的呼唤顺着海流送到
大洋彼岸，等待着一场台风送来久违的音讯。

此时的过客，倦怠了，停下来，与这树枝上的绿
叶为伍，看清水透蓝，听夏蝉不烦，看偶戏不急，听南
音不悲。躺在竹椅上，微眯着眼，细数枝头的几片绿
叶，闲来卷一支叶笛，吹奏一曲，和了这远远近近传
来的咿咿呀呀的梨园南曲，天地间，万物屏息，闲漏
的阳光斑斑点点，在身上跃动着，闪闪发亮，不禁在
心里喟叹：又得浮生一日凉。

七月五店市，人间胜地，在这炽热的季节里，我
们在这里寻得了属于自己的生活节奏。

晴天爱晴，暑天爱暑。因为这明亮的艳阳天，因为
这浓郁的绿、生机勃勃的绿，我爱晴天，也爱这暑天。

夏学军

儿子刚刚大学毕业，找到了理想的工作，我
终于可以坐下来歇歇了。可同时我忽然发现，
刺目的白发如黑夜里闪烁的星星，悄无声息地
提醒我：你老了！同一屋檐下的他，自然也逃不
过岁月之刀。掐指一算，我们已经坐拥“围城”
二十多年了，就连我们的爱情也上了年纪，老得
面目全非了。

看着老公精心地摆弄他的花花草草，我忽
然笑了，年轻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说我俩般配，现
在依然般配：我头上的白发配着他的白发，我眼
角的皱纹配着他的眼袋，我不再苗条的身材配
着他不再挺拔的身躯。

年轻的爱情离不开激情和浪漫，而老去的
爱情里，必定不缺温婉和平淡。还有几个月就
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相濡以沫这么多年，一个
个节日数不胜数，我们在端午节赏月，在国庆节
出游，为了春节铺张，唯独没有在结婚纪念日有
过任何行动。不是不浪漫，只是不善于表达，我
也早就习惯了没有惊喜和礼物的日子，把所有
的节日当作光阴里的过客，只用行动诠释一句
婚姻的真谛：把稳定留给对方，平淡最长情！

我俩的爱情上了年纪，也许只有这个时候
才能悟出平时的细心呵护胜过一时的缱绻甜
蜜。二十多年平淡如水的日子，我几乎天天围着
锅台转，记不清从什么时候起，锅碗瓢盆的交响
曲里有了和谐之声。在我烦累的时候，他能做出
可口的四菜一汤；在我窝在沙发里看剧的时候，
他悄悄把碗洗了；每当在外面吃到一款好吃的
菜时，都要细心记下回家做给我尝尝。炉火上煨
着一罐排骨，飘漫的香气让我觉得爱情其实就是
一罐老火靓汤，关怀体贴是最好的食材，用最笨
拙的方式，守住一地的琐碎，分分秒秒中慢慢煎
熬。

他真是老了，曾经火爆的脾气平和了，我感
受到的是越来越多的温情和关爱，有时候甚至
觉得他有点婆婆妈妈的。“药吃了吗？”“天冷，多
穿点。”“晚上想吃啥？”这样的提醒，一天不知道
要重复多少次。还记得前年我患病，疾病折磨
得我没了人样儿，用“面目狰狞”来形容也不为
过。而他为了照顾我，同样是“形销骨立衣带
宽”。为了逗我开心，龇牙咧嘴地扮作大猩猩的
样子，我笑了。他立马夸我：“看，你一笑多好
看！”当我因为疼痛掉泪的时候，他揽过我的肩，
柔声说：“靠过来，借你一点勇敢吧！”

我们就是两个围炉取火的人，爱情老了，我
们也越来越珍视对方，有了彼此在，漫长的冬季也
不觉寂寥寒冷。如今，他为健康戒烟戒酒，我为健
康研究营养美食，与此相伴的是寻常的家常话。

曾经以为的爱情，是有个人可以为我纵身
跃入大海，或浪漫而诗意，走着走着才知道，其
实什么也不会发生。生活里的爱情更多的是细
水长流的静好。当爱情上了年纪，我们被生活
的烟火气包裹着，在柴米油盐里穿梭，才惊觉爱
情不是海誓山盟的空中楼阁，还要落地，落实到
每一餐吃什么、每一分钱怎么花的絮絮叨叨中。

陈德进

说到笋脯肉，那绝对是一道别样胆战心惊的
菜。

在闽南山乡人家，若有谁家小娃儿调皮捣蛋，
招惹是非、贪玩好动、不肯学习什么的，大人就会
情不自禁跳起来，冲娃儿大呼小叫：看来，是想“吃
笋脯肉”了。

一般来说，识趣的娃，听闻这一声吼，要么跑
得不见人影，要么乖乖就范、埋头苦干。而不识趣
的，还在那边顶嘴扮怪、磨磨唧唧，就会被大人请

“吃笋脯肉”。
这种“笋脯肉”，是一根三尺见长的竹鞭子，是

待破开细瘦篾条的半成品。这样的竹鞭子，本来
是要细细劈开，做成斗笠，用以遮风挡雨的。一旦
大人急火攻心，一时间乱了方寸，那来不及躲的娃
儿，轻点儿的被这样的竹鞭子抽了个皮青肉肿，而
重些的，势必要被抽得鞭断皮裂。

让娃“吃笋脯肉”，含义自然是再浅显不过
了。也就是通过竹鞭子，这样一个农家唾手可得
的介质，家长把诸多的情绪、未了的心愿，一一敲
入、鞭在孩子的肉身上、心灵里。

棍棒底下出孝子。这是很多山乡人历来所信
奉的家训教条，他们坚信“疼皮不疼骨”的道理。
这样一来，请吃“笋脯肉”，也就成了很多山乡娃循
规蹈矩的入门课程。

山乡地带，阔野绵远，山多树多竹也多。作为
成熟的竹子身上，破下的小竹板，自然不能食用。
而真正的笋脯，是竹子还没长开，还是竹笋的时
候，就下手制作而成的。

就像山乡娃那样，那些竹子经打也经养。随
便给块地盘，竹根节那么一插，春风一叫唤，竹骨
节眼一下子就醒了，纷纷睁开眼、冒出芽，逐渐撑
破地表，长出笋应有的模样。竹笋们会探头探脑，
巴望着天空，一节比一节长得还要快，向上节节攀
升、步步为营，没花上几年工夫，就可以长成一片
不小的竹林来。

未待笋疯长成竹，山乡人就会及时出手，把将
冒未冒的笋们给挖了上来，用来制作笋脯。竹笋
若冒头还好，若不待冒头的话，有经验的山乡人，
会根据竹丛的长势，摸探竹根的走势，判断竹笋隐
藏的位置，再像管教那些调皮的山乡娃那样，一挖
一个准、一逮一个着，一个个地盘出来。

挖得满满一堆笋来，山乡人总是就地剥笋壳、
去笋根，用畚箕一头装笋壳、一头装笋心，扁担一
横，挑着下山去。笋壳用来喂养圈子里那些翘首
以盼的兔子们。而笋心则要经过一番削脚皮、滤
清水后，再行大火蒸煮、负石压榨、暴晒烘干等流
程，才能让曾经幼嫩的笋白变为老成的笋脯。

平日里，要炒上一份真正的笋脯肉。首先就
要将笋脯浸泡到清水里头，最好花上那么一两天，
让笋脯有足够的时间，再一次回到曾经的少年时
代，再一次天真起来、饱满起来。

等到笋脯吃饱喝足水分，切条切丝随便，再和
入切好的瘦肉片，或者五花肉条，拌到一起，入锅
开炒，让笋与肉在锅中亲密重逢、你侬我侬。随之
洋溢而起的笋脯肉滋味，势必是一种浸润着油香
的竹丛味，是在青山绿水竹林间穿行的味道。

三伏一到，天就热得不像话。人在户外，
仿佛置身于一座大熔炉，好在有空调相助，一
墙之隔，夏天被挡住了去路。为了贪图身体感
官的舒服，人们不惜耗费能源，将室内外隔出
十几摄氏度的温差，超市的店员们抱肘护膝抵
御冷气，明显降温过剩。

众蝉齐鸣成阵，唱着不知疲倦的歌。我特
别佩服它们，能在如此炎热的夏天持续高叫，
且不减音量，不会嘶哑，也不从嗓子里冒火。
耳边听得蝉说：“人类好不快活，晓得屏蔽自然
高温，奈何独我在这天地中煎熬得紧，虽不身
至，无以体会，我倒要叫与你们知道。”蝉儿如
此一想，更觉得占了理，便嘶啦啦地扯开嗓子
发力，“知了！知了？热啊烫啊，躯干都快被日
头烤焦啦。”

从窗台的一角望去，绿树、骄阳，蓝天、白
云，风儿并不吝啬，却是夹着高温袭来滚滚热
浪，怪不得蝴蝶、蜻蜓、虫儿们纷纷躲进草丛和
树洞里，不愿和风做伴。火辣的太阳把大地照

得明晃晃亮堂堂：香樟、梧桐、芭蕉的叶片都被
晒干了汁液，枯了、蔫了、糊巴巴软塌塌的，欲
自焚于烈焰。你看它们，垂头丧气的，一束光
就能引燃的样子；就连那青石也被晒出白光，
像能炸开，如果现在打一只鸡蛋在上面，一定
能听到煎熟的刺啦声。

小鸟是坚强的斗士，栖在树梢为蝉伴唱。
我熟悉这支曲调，曾在晨起时它们就已经唱过
一遍的曲子。它一定恰逢年少，正痴情婉转地
为爱啼叫，声音穿越浓阴遮蔽的阳光，穿透暑
气蒸腾的酷热，穿透藏纳在地底的潮湿，一直
唱到蓝天上碧海里去。它仿佛衔去了我心上
一颗忧伤的种子，那枚在人间被称之为“相思”
的红豆。我知道，世事与人情，凡要永久，必经
得淬炼，假以时日，才见出人心真性。

“不避寒暑，百毒不侵”“冬练三九，夏练三
伏”在尘世巨大的钢筋水泥森林里，盛放着一
个薄凉的夏天，而待在自闭的空间里，毕竟算
不上对大自然的回响。只有汗珠吧嗒吧嗒地

顺着脸颊滑落，一摔八瓣地滴在日子成诗的韵
脚上，结在宽大摇摆的衣衫上，凝出一片片一
团团盐白如雪的汗斑，才见得舒爽通透，才是
个酣畅淋漓的活法。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诗经》这句话的
意思是，在农历七月，暑热开始消退，可以看见
大火星从西方落下去；到九月天气变冷，要添
衣裳了。我走出空调房间，迎着一股扑面热
浪，闯进天地宽敞无碍的心房。任凭先前闭塞
的毛孔层层舒展，血管凝固的液体开始在体内
奔流……

我的脚板迈入被日头晒软的泥土，我的身
体去向工厂、地头、山林，去到那些辛酸劳苦，
有生机、有活力、有生命的地方。双手拔除杂
乱丛生的荒草，光与影投射出田园一览无余的
欢悦。我不管太阳将皮肤灼得通红，我不管汗
水将脊背浸得透湿；四周响起劳动的号子，“嘿
吼嘿吼……”劳动者在太阳底下创造这红彤彤
的日子，一副副臂膀被打造得如同钢铁般结实
强壮。

夕阳西下，大地宛如一幅涂了油彩般鲜亮
的图画。也许还有一场雨，濡湿了泥土，将热
浪深埋于尘土之间，和着草木的芬芳与清冽，
让爱渐渐蔓延。

绿萝，具有四季生长的特质，有顽强的生
命力，所以被称为“生命之花”。

绿萝的花语是“守望幸福”。其颜色闪着
光彩，美得自然，绿得可爱。苍翠欲滴的绿色
很有独特的味道。

我爱绿萝的郁郁葱葱，绿萝用绿色和奉献
实现了自己的价值，圆润且充实。绿得清纯，
绿得让人羡慕。

我喜欢将绿萝置于案头，每日观其茂盛地
生长，总能给人一种蓬勃向上的朝气。

绿萝，用幸福撑起绿色。她的四季，不都
是诗吗？

春季的绿萝，绿得纯真，绿得大气。刚长
出的翠绿躺在绿叶丛中，焕发着生机。

喜欢绿萝是因为它的品格，今人如此，古
人更是如此。唐代诗人杜牧就是一个喜欢绿
萝的人，他在《绿萝》一诗中写道：“绿萝萦数
匝，本在草堂间。秋色寄高树，昼阴笼近山。”
可见绿萝人见人爱。

绿萝是一种草本植物，它的叶子与茎是连
在一起的。藤蔓也非常长。远远望去，绿萝的

绿叶密密麻麻地堆在了一起，翠绿得让人眼花
缭乱。

夏季的绿萝，对温度没有特殊要求，需要
适时补水，晶莹的碧绿是那么肥厚。绿萝的花
语是守望幸福，用一段时光换取一次懂得。

其实，幸福犹如一束温暖的阳光，不只是
一种收获，更是一种付出。

其实，每个人都是幸福的守望者，带着希
望，守候幸福。有人说：“既然不能够在一起，
就做个幸福的守望者。”人生如此，种花亦如
此，培育绿萝更是如此。

秋天的绿萝，有些深绿，绿油油的让你眼
馋，犹如幻化林黛玉的那株绛珠仙草，总有一种
想要拥有的感觉。喜爱绿萝的大有人在，林徽
因便是其中一个。她曾写道：“红尘陌上，独自
行走，绿萝拂过衣襟，青云打湿诺言。”林徽因说
她就喜欢绿萝的攀登精神，更喜欢绿萝的朴素
无华，不惧环境的恶劣，遇到挫折也要坚持。这
位诗人兼建筑学专家更懂得绿萝的价值。

漫漫冬季，黄中带绿的绿萝需要在温暖的
环境中生长，泛黄的叶子，仿佛披着长发的淑

女。那是自然的美，我更喜欢这种成熟的色彩。
绿萝的造型端庄大方，只要温度适宜，一

年四季常绿，既可放于室内，也可露天种植，没
有光照的地方照样生长。我常常守着夜色在
办公桌旁独守，寂寞了、心烦了，与案头的绿萝
面对面聊上几句，这种没有距离的对话，感觉
心态平和了。看到绿萝那心形的叶，仿佛每片
叶子上都长着一颗心。其实喜欢上一盆绿萝
比喜欢一个人简单多了。与绿萝恬静地相守，
与室内光线融为一体，感受那静的美。

“一庵春静绿萝舒，拂拂香风宴坐馀。”宋代
诗人郭祥正这样写道。我被绿萝顽强的生命力
所折服，真想找一个醒目的位置安置它，让生命
的颜色“粉墨登场”，彰显旺盛的生命力。

绿萝不仅能美化环境，还能净化空气，有
效吸收空气中的有害气体。

绿萝虽没有开出姹紫嫣红的花朵，但它的
身份仍是主角。平凡的存在,值得尊重；朴实
无华的价值，值得尊敬。那满满的正能量，正
是赋予绿萝的品格。

我们每个人不都像绿萝那样吗？靠着顽
强的生命力和适应环境的能力，在流逝的时光
里弥漫着绿意的美感，抒写出一首首温暖励
志、守望希望的绿色画卷。

当我们面对失败与挫折时，不妨学学绿
萝。也许，你也会爱上攀登向上的绿萝。

听读书声长大的芒果

犹忆笋脯肉
爱情老了也很美

过程比结果更重要

晴天爱晴
暑天爱暑

儿时过暑假

夏日如诗

攀登向上的绿萝

七彩童年 陈巧玲 摄

时节 新苗

潘姝苗

四季

草木

关峰

尚庆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