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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世界星河滚烫，因为总有

人擦亮星空。

前些日子，在网上看到一张

老照片：他着一袭长衫站在绞刑

架前，面容平和，凛然大义，尽显

国士雄风——他就是李大钊。

1916年 7月，从日本归国的李大

钊出任《晨钟报》编辑部主任，表

示要“高撞自由之钟”激励青年，

惊醒“睡狮”中华。1917年，听闻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后，他

兴奋地写道：“试看将来的环球，

必是赤旗的世界！”1919年 6月，

与其志同道合的陈独秀因散发

《北京市民宣言》传单被捕，后由

安徽同乡作保出狱。1920年 2月
中旬的一天，一辆骡车缓缓驶出

北京城，李大钊化装成赶车的车

夫，秘密护送陈独秀南下。数天

里，在这辆骡车上，李大钊、陈独

秀讨论建立共产党的问题，缔造

了相约建党的历史佳话。革命年

代里，有那么一群青年用他们的

热血擦亮了中国的星空。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也有那

么些人将青春芳华奉献给了一座

座山，一条条河，一个个油田，一

间间工厂。

曾看过纪实作家春桃的作品

《失忆的龙河口》，文中“刘胡兰

连”连长、“五大英雄”之首的许芳

华形象让我震撼。许芳华1939年
出生在舒城县干汊河镇瑜城村的

一个贫民家庭。1958年 3月，19
岁的许芳华结婚才 3天就来到龙

河口水库建设工地。1959年，春

汛异常迅猛，当大坝升到 50米高

程时，山洪将大坝撕开了一条 20
米的大口子，形势万分危急。许芳华领着“刘胡兰连”的姐妹们

手挽着手，在急流中筑起了三道人墙。大坝合龙时，肆虐的洪水

把许芳华冲出十多米远，幸好抱住一块大石头才免于一难。水

库建设时期，许芳华和队友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硬是垒起了一

座世界水利奇迹的“粘土心墙沙壳大坝”。龙河口的水灌溉出层

层稻浪，下游乡民露出甜美的欢笑。当我们欣赏着龙河口水库

（今万佛湖）的粼粼碧波时，又怎能忘记擦亮建设时代星空的先

辈们？

而今，80后，90后，00后，也都在用自己的青春书写时代的

答卷。

东燕是我的堂妹，小时候常来我家玩。后来，东燕的父亲在

县城创办了仁和老年公寓，东燕便去帮忙。2019年，我学校组织

去老年公寓开展“根植爱心树，亲近夕阳红”活动，接待我们的正

是东燕。她剪了短发，衣着朴素，看起来比同龄人成熟干练不

少。“听说哥来老年公寓，我特地来接待你们。我平时在百神庙，

很少回来。”原来东燕受父亲影响，2018年，她攻坚克难，在老家

百神庙镇建成了舒城县第一座护理院——厚德护理院。

现今，护理院从 100多张床位发展到 260张，累计收住 374
位失能老人。东燕和小伙伴们用青春为亟需关爱的老人擦亮

了星空！

这样的感人故事每天都在上演。在日前参加建团百年主题

团日活动，金寨县希望公益服务中心理事长周玉梅分享的故事

让我动容。

周玉梅是金寨县花石乡人，希望工程早期受益者。18岁那

年，周玉梅赴上海打工，经过一路打拼，她从普通职员做到了企

业高管，还获得“上海市优秀青年标兵”和“农民工先进个人”等

荣誉。2015年 4月，共青团金寨县委筹备成立安徽首家希望公

益服务中心——金寨县希望公益服务中心，邀请周玉梅担任理

事长。“我是希望工程资助的学生，能有今天，离不开希望工程。

我要尽一份力量，把这项爱心事业传承好。”周玉梅毅然返乡开

启了新征程。六年来，公益服务中心募集爱心物资及爱心款近

亿元，组织并开展公益捐赠活动数百次，资助贫困学生近 7000
人。周玉梅用她的回眸与守望擦亮了渴望读书孩童们的星空。

每个人的青春都是人间琳琅，每一片星空都值得深情凝

望。愿我们携手擦亮时代的星空，让盛世光华永远闪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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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童年时光是在剧团大院里度过

的，大院里的生活和院外的社会有很多

不同，承载我太多的童年记忆，至今难以

忘怀。

大院有两家剧团——黄梅戏剧团和徽

剧团。那时的剧团和现在的剧团不同。每

天早晨六点，剧团办公楼前悬挂的大铜钟

一敲响，沉寂了一夜的大院立马热闹起来，

练功喊嗓子，乐队的演奏员吹、拉、弹，好一

个热闹。

老话说，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其

实，热闹背后的辛苦是常人难以想象的。

印象最深的是，徽剧团有一位年龄最小的

杨姓演员。他的父亲是剧团的武功老师，

母亲是家庭主妇，腿有残疾。他是独子，八

九岁时，为了练功，母亲每天早晨一手拎个

篮子，一手拿根木棍，领着他上菜场买菜。

一路上，他就在人行道上翻跟头，母亲则一

瘸一拐地紧跟着，还不停地用木棍帮他抄

后腿。就这样翻一段，走一段；再翻一段，

再走一段，直到菜场。他和母亲买好菜返

回时，还和来时一样，直到进了大院。

乐队的演奏员也是如此。有一位打大

锣的周叔叔，每天左手悬空托着一块红砖，

右手执锣锤，对着红砖中间用粉笔画的一

个圆点有节奏地击打，眼睛还要盯着镜子

里红砖上的圆点，一练就是一个小时。如

果有五次没有击打到圆点，还要加时再练。

大院有一个小剧场，平时剧团排练没

人去看，只有彩排，大院里的人才会跑去

看。我在小剧场看了太多的戏，有古装戏

和现代戏。戏看多了，我渐渐感受到戏曲

文化的魅力，潜移默化中爱上了戏曲。小

学期间，我一直是学校的文艺骨干。每年

“六一”儿童节，我和班上同学在学校的大

礼堂唱戏、跳舞、拉二胡。有一年，还代表

学校参加市里的“六一”文艺汇演，我和一

位女同学表演了黄梅戏《打猪草》，获得第

一名。小学四年级时，我还被选进市少年

之家。在那里，我学习演儿童剧、说相声、

打快板，这为后来考进一家文工团打下了

基础。

大院里有个篮球场。当时两个剧团都

组建了篮球队。每到周末，两个团的篮球

队相聚球场进行比赛。徽剧队都是年轻

人，练武功出身，三步上篮无人可挡；弹跳

又高，篮板球几乎由他们控制。黄梅戏剧

团队是老中青结合，除了远投不错，其它都

不行，结果每场比赛都是输。两个队的演

员相处得很好，为了友谊，后来比赛时，两

个队除了两名主力不动外，其他三位队员

两队互换，这样打起比赛来，看点多多，输

赢也有了悬念。

球看多了，我们也学着拍球、投球、运

球，练三步上篮。除此，我们还玩出了花

样。比如投篮，每个人站在罚球线上投篮，

每人一次。投不进者，趴在地上，用头拱

球，而投进者则两腿分开，站成一队，让球

从每个人的跨下滚过。后来觉着不过瘾，

改成人和球，连滚带爬一同从跨下通过。

20世纪60年代末，我们全家离开了大

院，下放农村，那年我 14岁。虽然离开了

大院，但我从没有忘记它。这么多年来，无

论是身处喧嚣的市井，还是宁静的乡村，我

梦中大院里那坛艺术泉水一直汩汩流淌，

在岁月中深处静静飘香。

前两天打扫卫生，无意间摸到一本发黄的相册，里

面都是我小时候与父母的合照。一个个笑脸、一段段过

往，让我陷入了儿时的回忆中……

我满月时，吃得白白胖胖，母亲却又瘦又憔悴。我

出生的时候胎位不正无法顺产，医生只能采用剖腹产手

术，20世纪 80年代的医疗水平不高，剖腹产手术属于试

验阶段。母亲腹部留下了一条歪歪扭扭的伤疤，触目惊

心！可她从未抱怨过。别人坐月子会发胖，而她却瘦了

十多斤。在我满月合影时，她特意穿上大红棉袄，抱着

沉甸甸的我。我在笑，母亲也在笑！

5岁起过生日，父亲都会送我三样东西：蛋糕、礼物

和生日照。而且每年照片的内容都不同：在家里吹蜡

烛，在外面玩雪，和小伙伴一起唱生日歌……父亲在用

他的方式记录我的成长和快乐。虽然不记得哪年的生

日蛋糕最好吃，但我一直记得每年的生日都是父母精心

准备的。他们对我的爱从来没有变过，从来没有敷衍

过，并且深深留存在我的记忆里，就像甘甜的美酒，醇厚

而沉醉。我捧着蛋糕眼睛笑成了月牙，父母看着我开心

地笑！

8岁时，我一直想学习钢琴，因家庭条件买不起昂贵

的乐器。但是父母没有忽略过我的愿望，后来父亲出差

专门买来“百灵牌”小提琴送给我并且报了班，直到考上

大学音乐系。十年的学琴生涯充满了汗水和泪水，父亲

一年四季风雨无阻地骑车送我去学琴，酷暑难耐奖励我

吃雪糕自己却舍不得吃，上坡路他奋力地骑车而后背的

衣服早已汗透，下雨天有积水的地方他背着我小心翼翼

地趟过去……13岁，我捧着全省小提琴大赛一等奖证书

开心地笑了，父母站在我身后也欣慰地笑着。

小时候，我的学习成绩很一般，经常拿着不及格的

数学试卷给母亲签字；脑子反应慢不会拐弯，父亲讲解

过三遍的题目我还是不会写……但父母从来没有抱怨

过我。连学习成绩好的同学都羡慕，说我“有福气，摊上

这么好的爸妈！”母亲常说：“不成才不打紧，一定要成

人！”父母言传身教地教育我要善良宽厚、尊老爱幼、诚

实守信、团结友爱……这些可贵的品质一直陪伴着我成

长。我喜欢音乐，在音乐的道路上砥砺前行。18岁那

年，我考入大学音乐系。放榜那天，我举着录取通知书，

挥舞着手开心地笑着，父母站在我身后也开心地笑着，

只是眼角泛着泪光。

合上相册时，泪水打湿了我的眼眶。我一直被父母

的爱包裹着、呵护着，从未间断；我一直是幸福的、幸运

的人；我一直是许多人羡慕的那个人。我要用行动感谢

父母的养育之恩，感激他们为我付出的一切！我要陪着

父母慢慢变老，就如同他们牵着我渐渐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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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曼是妻子的闺蜜，住在对

面四楼。平日里，她难得下楼，

整天就在家里洗洗刷刷，料理家

务。但也没什么好忙的，女儿在

外读书，男人虽忙，每天起早去

市场将菜买回来，再去工地。我

曾笑话她男人将女人当女儿养。

今早上，我又见小曼将一只

拴好细绳的小竹篮慢慢地从阳

台窗口放下来，降至地面时，楼

下一汉子伸手接住，转身从身

后的电瓶车上拎出几条鱼放进

去，然后仰着脸嚷道：这鱼是刚

出水的。说完，两手轻轻往上

一送。小曼便喜滋滋地将竹篮

提了上去。

小曼男人好交朋友，时不时

就有人送条鱼或送几个瓜果蔬

菜过来。她男人不在家，朋友来

了也不上楼去，就在楼下喊“小

曼小曼”。次数一多，这样的画

面就成了我们小区一景。

她男人休工回到家，就想看

到人，加之外面疫情尚未彻底结

束，就劝小曼别再出去打工了。

之前，小曼在上海做家政，一年

回来不了几次。这次男人这么一说，小曼果真不出去

了。其实，腰椎痛才是主要原因。

这男人一进门，看到女人，便絮絮叨叨地将这一整

天的大事小事，全都兜出来，说与女人听。嘴动的同

时，手脚也不闲着，围裙一系，炖肉、烧鱼……忙得不亦

乐乎。

闲聊时，小曼时常对我妻子说：这些硬菜她也能做，

只是没海做得地道。

海，就是她家男人。一个彪形汉子，心却很女人；小

曼呢，长得小鸟依人，却不失个性，为人处世亦有自己的

底线和原则，不打牌、不串门，也不热衷广场舞，有兴就

跳一跳，唯一的爱好就是看书。做家政时，东家书房里

有满墙的书，她很羡慕，却不敢动。现在好了，宅在家里

没什么事，就隔三岔五地到图书馆借书看。

海不看书，海说家里有人看就行了。

闲下来，小曼就翻看茶几上的小说。中饭，男人在

工地解决，她便一个人坐下来，面对海头天晚上做好的

“荤腥”，细嚼慢咽，享受生活。

晚上，快到妻子和她散步的点时，小曼不时会发来

微信语音：今晚陪海出去吃饭，走不了。她家海喜欢喝

两杯，一个月总要小小地聚一下。让我和妻子不解的

是，海喝两杯总喜欢将婆娘带去。小曼呢，也不拒绝。

上个周末，海请我们在小区“夫妻店”小酌。席间，

一小年轻也在。酒一酣，小年轻话就多了，舌头也跟着

打转：“谁不知道小曼阿姨长得漂亮？叔每次出去吃饭，

都要将小曼阿姨带去。今后，我若能娶个像小曼阿姨一

样漂亮的老婆，就好了。”

小曼坐在一旁，听了，不喜也不嗔，依旧是静静

地吃。

小曼回头对我妻子说，吃一顿饭，要听他们闲扯一

两个小时。但她懂得男人的心

理——要面子，更懂得男人工

作辛苦，适度喝点小酒也是一

种调养，就顺了海的性子，坐陪

到底；同时也是一种监督，不让

男人多喝。

可海还是有遗憾，那便是他

女儿。女儿长得酷像他，连那个

手指上有螺都一模一样，却不愿

与他多交流，还动不动就说恨自

己长得像爸爸，不像妈妈。

小曼呢，儿女心没她家男

人重，可女儿却喜欢缠着她，隔

三岔五的，总与她视频一番。

海的苦恼便在于，能掌控工地

上的几十号兄弟，却搞不定自

家的女儿。

女儿嫌他话太多，是个话

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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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晴日暖风生麦气，绿阴幽草胜花时。”小满前后，江

淮大地，被金灿灿的麦田和绿树青草晕染成梦幻般的童

话世界。

在二十四节气中，小满是夏季中的第二个节气。每

年5月20日到22日之间，当太阳到达黄经60°时，即为小

满。《月令七十二候集解》载：“四月中，小满者，物致于此

小得盈满。”此时麦类等夏熟作物的籽粒开始灌浆乳熟，

虽已饱满，但还未成熟，故谓之“小满”。

传说小满为蚕神诞辰日。江淮地区农村多栽桑养

蚕，这时节，蚕茧结成，正待采摘缫丝。故江淮地区有

“小满动三车”的习俗，三车即为水车、牛车和丝车。小

满作为一个节气，是古老的中华文明；作为一个词汇，则

不失为一种哲学智慧。《说文解字》解释道，“满”的意思

是“盈溢”，是一种丰盈到能够溢出来的状态。小满这个

节气的名字，在“满”字前加了一个“小”字。有小则有

大，可二十四节气中没有“大满”，这里大有玄机。小满，

是小小的满，是留有余地的满。它告诉人们：月盈则亏，

水满则溢！做人还是要谦逊一些。虽则小满，但还未到

收获的时候，只有低下头来，才能更加饱满，日臻成熟。

小得盈满，是一种智慧，也是人生的“小确幸”。得到一

点小小的收获，有可以把握住的东西，就应懂得满足。

正如洪应明所说：“花看半开，酒饮微醉。履盈满者，宜

思之。”

被称为“千古第一完人”的曾国藩，所追求的人生境

界也是“小满”。他写给弟弟的家书中说，平日最好“花

未全开月未圆”七字。连他的书房，都取名为“求缺

斋”。“水满则溢，月满则亏。”中国古人信奉中庸之道，过

满，容易招致损失；不满，则空留遗憾。因此，小满，则成

了最优的境界。就像村上春树所言：“寻找微小而又确

切的幸福与满足。”

愿我们在出征梦想的路上，也能留心那些流淌在生

活里的每一个稍纵即逝的美好，寻觅自己的小美满。花

开半夏，闲听雨落，人生小满足矣。

最爱江淮小满天最爱江淮小满天
□朱绍学况 味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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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时光 周文静/摄

与时间赛跑 李肖容/提供

儿时的剧团大院儿时的剧团大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