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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阵子参加一个文友聚会，结束后，有个人

特意留下来，走到我身边对我说：“老师，谢谢你

帮了我。”我惊讶极了，记忆里跟她没打过照面，

在网络上也没有任何交集。见我疑惑，她连忙解

释，上次她的征文获了大奖，是我提供的征稿信

息，她点开看后仔细阅读了征稿要求，觉得自己

也能写，于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写了一篇文章投

出去，没想到幸运之神降临到她的身上。

经她一番详细的描述，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

一年多前，我看到一个征稿信息，觉得很有价值，

自己那段时间很忙，抽不出空写，浪费又可惜，就

随手发在了一个文学爱好者群里。我呵呵直笑，

告诉她这是举手之劳，不必挂在心上。她却说因

为那次征稿，重新点燃了她写作的信心和热情，原

本枯燥的退休生活因此也变得丰富多彩起来。

这让我想起前不久看到的一则新闻，大学生

毕业之际，向外界求助寻找这些年每个月准时给

她转1000元钱的恩人。找来找去终于找到她的

恩人，这个人，竟然是她同班同学的父亲。原来，同

学见她经济拮据，就记下了她的银行账号，并恳求

父母资助她。善良的父亲遵从了孩子的意愿，默默

地帮助她的同学。这个结果让很多人感叹不已，都

说无论是孩子还是大人，都是善良而伟大的人。因

为不想伤害她的自尊心，不给她增加心理负担，不

想着付出一定要得到回报，虽然一直在她身边，也

要一直保守着这个秘密，不让她知晓。帮助别人是

良好的品质，不让别人知道自己的帮助，更是难能

可贵。而秘密终有被揭开的那一刻。相信知道真

相后感动的，这如花香般的秘密，被赞扬，被传颂，

善良传递下去，并将感染和带动其他人。

其实，你只管善良，总有一些人会记得你，就

像风会记得花的香。风会记得花的香，你只管善

良，那些善良散发出来的香气，会萦绕在时空里，

自会有人受到恩泽，心怀美好，一路前行；风会记

得花的香，你只管善良，那些不炫耀出来的善举，

自会有人记得，并铭记于心，念念不忘。

风会记得花的香风会记得花的香
●刘亚华

离开故乡多年，但是故乡的影子总是在

心底最柔软的某个角落，轻轻摇曳着岁月的

涟漪。

记忆中的故乡，有一条不大不小的溪流，

小溪从山的跟前环绕而过，青山连绵，翠色千

里。若是从高处俯瞰，整个村落仿佛一幅水墨

画，树木与村庄，农田与小溪，彼此萦绕，彼此

相互遥映。

今年夏天，我终于回到了故乡。路途中，

连心情也充满了期待和欣喜。车窗外，风景疾

驰而过，而我的心似乎早已飞回了那片熟悉的

土地。

记得年幼时，我总是喜欢在田间地头玩

耍，一个人躺在平整的土地上，身边是歪歪斜

斜的野草，身下是静静躺着的泥土。泥土中夹

杂着一些淡淡的花草香。

抵达故土，迎面而来的仍然是那一缕亲切

而熟悉的气息，那是泥土的芬芳，是稻花的清

香，是门前汩汩流淌着的溪水，是放眼四周的

绿意盎然，也是久违了的乡愁。我闭上眼睛，

深深地呼吸着这清新的空气，仿佛能听到大自

然的呼吸声，感受到生命的律动。

夕阳西下，我与父亲在溪边散步。远处，

一个熟悉的身影映入眼帘。那是住在另一个

村里的表舅，多年未见，他的脸上刻满了岁月

的痕迹，但目光依然炯炯有神。表舅热情地邀

请我们去他家坐坐，一路上，他不停地询问我

的近况，说起往事，仿佛就在昨天。

走进表舅家，眼前的一切让我眼前一亮。

那栋破旧的土砖房已不见了踪影，取而代之的

是一栋三层的小洋楼。表舅指着不远处的一

个老房子说：“那是政府帮我们翻新的老房子，

里面摆放着一些旧时的农具、渔具、家具等，供

游客参观。”我好奇地走进那座土砖房，墙上挂

着一些从前的照片，地上摆放着那些我未曾见

过的工具。这些陈旧的物件仿佛带着岁月的

痕迹，诉说着过往的艰辛与辉煌。

如今的乡村，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干净整洁的道路、绿树成荫的庭院、花香

四溢的花园……一切都显得那么美好。而这

一切的变化，都离不开政府的大力支持和乡亲

们的共同努力。他们用自己的双手，打造出了

一个美丽的新农村，让这里焕发出了属于新时

代的新变迁。

夜幕降临，我站在溪边，望着满天繁星，心

中充满了感慨。但无论岁月如何变化，那份对

故乡的情愫却始终没有变过。我期待着下一

次回乡的日子，再次感受那份亲切与温暖。因

为我知道，无论我走到哪里，我的根始终在这

片土地上。

归乡的日子虽然短暂，但那份美好的回

忆却将永远留在我的心中。我相信在未来

的日子里，这片土地将会变得更加美丽富

饶。而我，也将带着这份美好的回忆和期待

继续前行。

归乡记归乡记
●彭海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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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五月五，满街流淌着柳绿花红，弥

漫着粽子的醇香。去宽巷子排队买了新月斋的

粽子和凉糕。看着摊位前众多和我一样忠实的

“凉糕党”粉丝，那熟悉、温暖的记忆瞬间将我拉

回了儿时，于是我开始在沟渠畔寻一株五月的艾

草、拾一段童年的记忆、品一种古老的味道。

薄夏浅浅，杨柳依依。端午节，我记忆最深的就

是母亲做的凉糕和那少得可怜的“小糖儿”（方言）。

自我记事起，每年一到五月，母亲就开始忙

碌起来。做凉糕先要泡米，把江米和黄米淘洗好

后盛到一个大盆里，倒上清水开始泡。泡米要提

前两天开始，只有米泡好了，做出的凉糕才能软

软糯糯、入口即化。米泡好后，用家里的大锅烧

水，水开后把米放入，然后用柴火慢煮。隔一会

儿就得用勺子搅一下，以免糊锅。到了快熟的时

候，放入洗好的红枣、葡萄干，然后就可以出锅

了。把凉糕从锅里铲出来，盛到盘子里，摊平，盖

上纱布。等凉糕放凉后，用铲子把凉糕划成四方

小块，每次盛一块到碗里，撒上白糖，就成了舌尖

上的诱惑。为了色泽美观，母亲还会在上面刷一

层胡油，看上去更加晶莹剔透、光泽饱满，令人垂

涎欲滴、食欲大增。

吃的时候，我用小刀轻轻切出一小块放在盛

有绵白糖或者小糖儿的碗里，蘸过后放在嘴里，

刚入口是冰冰凉凉的感觉，随之而来的则是凉糕

和小糖儿相结合的那种沁人心脾的甜，发酵过的

米软糯滑爽、丝丝入味。甜中带酸，甜而不腻，那

种味道简直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只能说甜的“刚

刚好”。于是，在那个物质贫乏的年代，凉糕香了

我童年的山野，香了我少年的梦境，香了我中年

的口福，一直留在唇齿间的记忆里，浓郁到几十

年都化不开。

除了吃凉糕外，编五彩绳和挂艾草也是小城

端午必不可少的。大人们会把采回来的艾草洗

净晒干后挂在门口，据说可以驱邪避灾。我也会

跟着帮忙，虽然不太明白其中的深意，但却觉得

十分有趣。那时候，小伙伴们还会一起戴着自己

编的五彩绳，在小巷子里奔跑嬉戏。我们比着谁

的更漂亮，欢声笑语回荡在小巷里。

后来，直到上了小学，通过老师的讲解，才知

道端午节的来历，才明白端午节包粽子是为了纪

念爱国诗人、楚国大夫屈原的。

儿时的端午节给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带来了

味觉上的享受，给炎炎夏日印上了专属于自己的

印章。时光带走的，是再也回不去的清贫乐趣的

小城风味；家乡端午节的一切，已化作浓浓的乡

愁，只此青绿间，每每想起这独特的味道，总会让

我眷顾往事、回忆成行。

如今的端午节，我们的生活条件等各方面都

比过去不知好了多少倍，凉糕的品种与口感也提

升了不少档次，然而，再怎么吃也感觉不及小时

候那般有滋味。或许，那是来自家乡的味道，有

着父母的温度，浸润着亲情和关爱。

悠悠岁月如梦，如今，香包挂在胸前，成了

端午的图腾。享尽了明媚春光的艾草插上门窗，

飘进了淳朴的民俗。彰显的是一种勃勃气势，展

示的是一种生命能量。此刻，不禁想捧上买好的

粽子与香甜的凉糕投进汩罗江水，将爱国情怀融

进中国梦里，把深切的寄托融入淡淡的艾香中永

久传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