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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美国科罗拉多州大峡谷中的雕用一种特殊的树枝筑

巢。为寻找这种被称为“铁树”的树枝，一只雌雕一天中有时要

飞行 200英里。“铁树”的树枝上还生着许多刺，使得雕巢能够牢

固地建在峡谷的悬崖上。巢建好后，雌雕还要在上面铺上树

叶、羽毛、杂草，防止幼雕被刺扎伤。

随着幼雕渐渐长大，对食物的需求量迅猛增加，以至于雌雕再

也满足不了它们的需求。雌雕本能地感到，这窝幼雕如果要生存下

来，就必须离巢。为激发幼雕的独立生存能力，雌雕开始撤去巢内

的树叶、羽毛等物，让树枝的尖刺显露出来，幼雕纷纷躲到巢的边缘

上。这时，雌雕就逗引它们离开巢穴。一旦幼雕离巢后向下坠落

时，就拼命地扑打着翅膀阻止坠落，接下来它们就开始飞行了。

每年高校秋季开学时，新生家长都要送孩子到校。于是，高校

门口车排起了长龙。有的高校周边酒店、旅社住满后，一些家长干

脆在学校操场“安营扎寨”……因为现在的孩子大都“衣来伸手，饭

来张口”，独立生活能力差。孩子也几乎没有独自外出过，往往上大

学是第一次出远门，家长不放心，陪孩子去报到。

鲁迅曾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中，主张大人要尊重孩子

的天性和独立人格，强烈反对凡事由家长包揽的育人方法。如今的

家长却有过之而无不及，延长的是孩子的心理断乳期，压制的是孩

子的精神成人，弱化的正是孩子未来的生存与发展能力。

父母要真正关爱孩子，就要给孩子学会克服困难的机会，培养他们

良好的耐挫力和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就要舍得让他们到艰苦的环境

中去锻炼，只有这样才能成长为具有独立人格的人。要让孩子独立，不

能一味地用自己的翅膀去庇护，放开手、放宽心，让孩子自己去闯。

孩子总要长大，总要独立生活。不论学校离家是近还是远，都要

让孩子勇敢地去接触陌生的世界。一句祝福、一声嘱托，鼓励孩子一

个人走，让孩子独立地面对生活。广大家长不妨学学“雌雕逗引幼雕

离开巢穴”，培养孩子像幼雕那样独立，别让溺爱折断孩子的“翅膀”。

别让溺爱折断孩子的别让溺爱折断孩子的““翅膀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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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苹七 彩时光

如 歌岁月 □魏海霞

红 色印记 □段佩明

青 萍絮语 □高国春

在合肥，一条名为“延乔路”的马路，随着电视剧《觉醒年代》的

热播而走红。

这条全长 1.2公里的路，是我上下班必经之路，以前叫泰山路。

改名之际，我好奇：难道延乔重于泰山？带着疑惑，跟随光阴的脚

步，走近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我方知延乔路是为纪念陈延年、陈乔

年烈士而命名的。“为人民利益而死，比泰山还重。”

陈延年和陈乔年，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陈独

秀先生的长子和次子，为了理想，他们一路披荆斩棘，哪怕是献出生

命都在所不惜。哥哥陈延年 1927年 7月 4日晚，在上海龙华刑场，

面对敌人的屠刀，视死如归。刽子手喝令他跪下，他凛然怒斥：“革

命者只有站着死，绝不下跪！”恼羞成怒的刽子手，竟乱刀将他残忍

杀害，时年29岁。弟弟陈乔年在哥哥牺牲的第二年，即1928年6月
6日英勇就义，年仅 26岁。走向刑场，他还不忘笑着同狱友告别：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的幸福吧！”

延乔路为南北走向，北与繁华大道相接，南和汤口路相通，向东

不到一公里就是南北向的集贤路。延乔路向南走，一路上多为商

店、学校和工厂，一派安然祥和。

7月1日中午，风轻云谈，太阳正烈，上班途经延乔路北路口，只

见“延乔路”路牌下，整齐摆放着一束束鲜花，有的还被胶带固定在

路牌的杆子上。里面卡片的内容吸引众人的目光：

“于乱世探索真理，在至暗时刻寻找光明，虽千万人往矣！”

“谢谢你们为时代留下浓墨重彩的青年足迹，我辈将一往无前，

沿着你们的道路，替你们看尽繁华！”

“谢谢你们，你们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我们享受到了！”

“这盛世，如您所愿。”

……

我掏出手机，拍下这些珍贵的画面，发往微信朋友圈并写道：

“延乔路、集贤路和繁华大道彼此相交相连，有如血脉相通，骨肉相

连。‘延乔路短，集贤路长，皆

通往繁华大道！’这句网红语，是

人民对陈独秀、陈延年和陈乔年父

子三人的深切缅怀，对今天来之不易的幸

福生活的感恩！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

有力量！”

一块简朴的路牌，成为一座“临时纪念碑”，成为

花的海洋。前来追思缅怀的人们络绎不绝，大多数是年轻

人，有的是情侣，有的是妈妈带着宝宝。不少的人饱含热泪，哽

咽地诉说如今的美好生活是先烈用热血和生命换来的。大家

用朴素而真挚的情感，表达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今天，我们伟大的祖国海晏河清、

繁荣昌盛，人民在享受幸福美好生活之时，崇尚英雄，不忘初心，胸

怀天下，矢志奋斗，书写无愧于时代的篇章。

延乔路尽头是繁华延乔路尽头是繁华

出梅入伏，天气变得酷热难

当。面对骄阳高照、鸣蝉聒噪，消暑

纳凉成为人生的惬意之事。来一根

香蕉绿豆冰棒或一口冰镇红瓤西

瓜，真是“爽透了”！

这是小时候的真切感受。在那

个没有电扇摇头和空调轻拂的炎炎

夏日，一把蒲扇、一张竹床、一盆井

水，在乡村可说是司空见惯。高低不

等的竹制凉床，一溜儿摆放在村前的

晒谷场上，每每夜幕降临，打着赤条、

穿着肚兜的孩童们，趋之若鹜地赶往

那里，争先恐后地抢占有利位置，因

为晚饭过后，还有《三国演义》《聊斋

志异》等故事大会呢！

在蒲扇的轻摇中细数漫天繁星

挪移，在竹床的舒坦里聆听妖魔鬼怪

纷呈，在井水的浸润下品尝沧桑人生

五味。走出乡村、走上社会的我们，

对纳凉品质的追求随着时代的变迁

而有所不同。“懒摇白羽扇，裸体青林

中。脱巾挂石壁，露顶洒松风。”有人

推崇李太白的旷达潇洒；“高树秋声

早，长廊暑气微。不须何朔饮，煮茗

自忘归。” 有人喜欢梅尧臣的寺院

寻幽；“山光忽西落，池月渐东上。散

发乘夕凉，开轩卧闲敞。”有人仿效孟

浩然的亭楼闲适……

对于平时喜爱附庸风雅的我来

说，乐守一盏台灯，轻啜一口香茗，到

书中去寻一份清爽，陪墨客去纳一份

清凉。记得刚大学毕业的那几年，我

被分配到远离故乡千里之外的一座

城市，白天忙忙碌碌倒也过得比较充

实，即使日上三竿，地上冒烟，也仗着

身强体壮而无所畏惧；可是夏夜漫

长，加上蜗居的宿舍又在西晒的位

置，呆在室内犹如闷罐之中，片刻工

夫便会汗流浃背。不过，我时刻牢记

古人“读书遣长夏，乐而忘暑热”的谆

谆教诲，或畅游书海，那字里行间似

有小南风悠悠飘来；或奋笔疾书，那

点横撇捺里犹有细细清泉汩汩涌出，

一颗原本浮躁的心，也渐渐舒展平和

下来。抬头望窗，那皎洁的月光，明

澈如情人的眼眸；侧耳细听，那起伏

的蛙鸣，亢奋如催人的号角。汗珠早

已滚落地下，酷热都不见踪影，这份

宁静与淡泊、优雅与闲情，非读书人

所不能悟也！

中年过后，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殷

实的家庭条件，纳凉并非奢侈之事。

且不说山中避暑、水边度假、林下吸

氧，单单那温度可随意设置的空调，就

将室内与室外隔成了迥然有别的两个

世界：一个热浪灼人，一个别有洞天。

其实在这两个世界之间，还另有一番天

地，这就是古人所崇尚的“心静自然

凉”，白居易的《消暑诗》便是佐证：“何

以消烦暑，端坐一院中。眼前无长物，

窗下有清风。散热由心静，凉生为室

空。此时身自保，难更与人同。”心静是

一种境界，也是一种智慧，所以，阅透了

红尘，经历了沧桑，拒绝了喧嚣，精神上

的“纳凉”才是人生的大美呀！

消暑纳凉滋味长消暑纳凉滋味长

“五一”假期，爸爸要我陪奶奶回趟老家。

坐上通往家乡的高铁列车，奶奶兴奋得像个孩子，这摸摸，那

拍拍。“这是家乡的高铁呀！”奶奶兴奋地说。

奶奶今年80岁，发如银丝，但耳不聋、眼不花，一路精神矍铄，

拿着手机正和家乡70多岁的姨奶奶视频通话。姨奶奶家以前是山

里的贫困户，奶奶没少帮衬。

很快，典雅、大气的桐城高铁东站映入眼帘。站前广场，黄色

书简造型上篆刻着“文都桐城”四个大字；电子屏幕两边有以龙眠

山、龙眠河为主题的山水画；进站口两侧有石雕对联“文章甲天下，

冠盖满京华” 。

表爷早在站前等候。多年没见的表爷西装革履，气度不凡。

他笑着对奶奶说：“大姨，知道您回来，桐城特地开通高铁呢！”奶奶

乐得合不拢嘴。表爷又说：“为接您，我刚提了新车，您看这档次可

行？”贫困户如今成了土豪，表爷开上大奔了！

车子行使在宽广的水泥大道上，绿化带里有错落有致的各种

绿色植物。路两边是一座座小楼。“现在的山区太美了！”我感叹。

不一会，车子在一幢漂亮的小楼前停下。

姨奶奶一家迎出来，笑盈盈地把我们迎进院子里。一条精心

铺设的鹅卵石小路把院子分成两部分，一边是停车场，里面停了两

部崭新的小货车，另一边是花园，里面的映山红开得正艳。

二层小洋楼高大气派，黄铜色的金属大门，红色的琉璃瓦的坡

顶在阳光下格外耀眼。客厅内，陈设着一套典雅、高端的红木家

具，墙上大屏电视正播放着黄梅戏。

表爷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村里依托好山、好水、好空

气，因地制宜发展高山有机蔬菜、中药材、茶叶、食用菌、山地养殖

等扶贫产业，实现美丽乡村建设与脱贫攻坚互促互进，老百姓的

“钱袋子”鼓起来了。

作为养殖户的“带头人”，表爷主动为群众送技术、送资金、拓

宽销售渠道，带领乡亲们一起致富。表嫂做电商，开通直播带货，

她把村里的土猪肉、土鸡、土鸭、香菇、桐城小花茶、蒿子粑、黄栗豆

腐等特产推广到全国各地。

毗邻的干群服务中心广场干净整洁，傍晚，有跳广场舞的，打

羽毛球的，唱黄梅戏的，聊家常的，不时传来阵阵笑声。

龙眠山村的小康路龙眠山村的小康路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人这一生“吃”相随，趣闻轶事最有味。

现今的孩子们喜欢吃肯德基、汉堡包、饮料、方便面、多味瓜子

之类的食品，我们小时候哪见过这些玩意儿？每日三餐尚不能管

饱，零食更是难以寻觅。但那时有我们爱吃的食品：小粒的糖豆

豆、鼓囊囊的糖三角、沾了辣酱的豆腐干、一小碗馄饨担上的小馄

饨等等。春夏时节新上市的杨梅、菱角、西瓜，秋冬天的荸荠、炒熟

的白果、板栗等，偶尔也会尝尝鲜。

回溯此生，嘴巴吃个不停，吃着吃着就长大了。我在外婆老家

上小学一年级时，有幸获选参加县里的文艺调演，这才第一次来到

县城。当年演出的节目，依稀记得有《小红帽》《果园里的三姐妹》

等小朋友们喜欢的内容。演完后最开心的，就是上街用零用钱买

一串沾了酱的豆腐干美美地吃着，时不时地互相打趣说对方吃成

个大花脸。早餐佐菜的，是每人一个小三角纸包的炸盐豆或油氽

花生米，大家是一粒一粒数着来吃的。

外婆家在江南水乡，湖荡水泊少不了种些莲藕，看着采莲人坐

在木盆里采摘新鲜莲蓬、菱角是种享受。那时年纪小，喜欢跟着别

人在田里或沟渠塘边摸田螺，等外婆炒熟了再有滋有味地吃。那

时我用嘴吮不出螺蛳的肉来而要用针去挑，外婆老是摇着头说：

“阿苹那侬嘎笨呀（阿苹怎么那么笨）！”我跟着大人去拔茅针，和小

朋友们上树摘桑椹，还采一种不知名的小红果子吃。

后来，随父母来到北方。我们去摘槐花、打榆钱……有时也能

买几个杏子、李子等。北方人吃面食，夏天西红柿多得1角钱可买

到满满 1脸盆，吃不完就做成西红柿酱，用旧的酒瓶装上、香油封

口，可留到冬天吃。

我们小时可不像现在的小孩每天都能喝牛奶，那时最多泡一

点糖水喝。记得小学四年级的时候，为去火气和增加营养，母亲每

天早晨将1个鸡蛋搅碎用开水冲成鸡蛋花，少放一点咸盐，给我喝，

每天一杯，很享受。

插队当“知青”，我又从北方回到南方。之后的求学、工作、结

婚、生子，直到退休，一直都是在“吃着吃着就长大了”的人生旅途

上跋涉着、品尝着、快乐着——莜面栲栳栳、澉浦炖羊肉、黟县千张

酥、屯溪蟹壳黄、徽州徽墨酥、老街寸金糖、大白兔奶糖、话梅杏脯

干、开心麻花、苏打饼干、舟山黄鱼、野菜山珍、杂粮稀粥……

真是好生奇怪呀，只要记住了这些个地方特色美食，就记住了

自己那些个“天南地北处处家”的温馨、快乐与故事，并因此而萌生

出许多惊回首、难再有的、酸甜苦辣咸的五味乡愁……

天南地北处处家天南地北处处家

在关于丝瓜的写意画

中，我最喜欢的便是齐白石

的《丝瓜蜜蜂》。

一根木柱撑立于左，如

同画的脊梁，高高地举起厚

厚的青藤，袒露出鹅黄色的

花，任由丝瓜如拉长的露珠

般垂向大地。风不会将它

们吹落，只会逗弄着花丛中

的蜜蜂，用拨动琴弦的指法

弹动着自由生长的藤蔓，奏

出一曲曲渺茫的清音，和花

香飘一起，在似隐似现中勾

动了丝瓜的玩心，蠢蠢欲

舞。“瓜蔬中此予最喜得，香

而甜结瓜易大”，这是齐白

石的题书。

丝瓜是普通的，也是神

奇的。但它并不像蜜蜂，把

筑窝的智慧用精妙的物理

学模型炫耀出来，丝瓜喜欢把智慧藏在生活的细

节里，只让细心的人观察到。这也是丝瓜被大师

们所喜爱的原因吧。他们已经走过了争辉的阶

段，不再被名利的是是非非所束缚，放下花哨与

浮华，让生命内敛、藏起锋芒，返璞归真，将之沉

淀为更加深沉、醇厚的热力。只有善于发现、懂

得欣赏美的眼睛，才能在大巧若拙的笔墨里看到

他们力透纸背的思考与造诣，画龙点睛，亦或羚

羊挂角。于是他们看着丝瓜，也就看见了另一个

自己，在时间的架子上洒落鹅黄色的小花，结出

香甜、硕大的果实。

我也是喜欢丝瓜的。小时候，家门口有一小

块空地，母亲每年都会种一些丝瓜。它们自从抽

出芽后，就一刻不停地生长，沿着粗糙的砖墙一

路高歌，用流淌的绿意弥补了墙面的粗糙和丑

陋，直到爬满了小房子的顶板，在拉好的架子上

铺上层层叠叠的叶子。我在院子里背书、写作

业。时间在童年的光影里，有了丝瓜叶的遮挡与

花的挽留，流逝地非常缓慢。

等到了暑气逼人的时候，丝瓜就和豆腐一起

投入锅中，合力书写夏日专属的清香与鲜嫩。母

亲说，丝瓜能清暑凉血、解毒通便和祛风化痰，所

以丝瓜成为酷暑时节餐桌上的主力

军。蒜蓉蒸丝瓜、丝瓜炒毛豆、剁椒丝

瓜、丝瓜炒鸡蛋……这些丝瓜懒洋洋

地躺在屋顶、挂在藤上很久了，最终在

我们的胃里，用香而甜的方式完成了

一生。

不过，我们怎么吃也不腻，这也是

它的神奇之处吧。所以每一年，我都

有一项娱乐活动，便是在屋顶上搜寻丝

瓜的漏网之鱼。母亲会让我留下几个，

等它们干枯了再摘下来。一方面是为

了取种，另一方面是为了得到丝瓜瓤。

这是天然的刷碗工具，我相信那些被丝

瓜瓤刷过的碗中，都会留有一抹清香，虽

然我们闻不见，但它会积蓄在碗中，直到

第二年的夏天，由肥嫩嫩的丝瓜将它释

放出来。它也会浸入每一碗饭里，藏到人

的身体中，把丝瓜的平凡与神奇都印染在

人生命的底色中。

于是，丝瓜和人一起，奔赴着每一年绿色

的约定，也陪伴、参与着彼此每一年生生不息

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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