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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和她的古樟树
◎蒋仁凯

我老家院子里有颗数百年历史的大樟树，高约30米，主干半径1米多，根系长到了全屋
场20余户人家屋基下，它昂首云天，巍峨挺拔，日夜散发出沁人心脾的樟树香，枝繁叶茂的
树冠像一把巨型大伞,覆盖着半个村庄。

村上老人说，我的母亲对这棵大树格外有感情，始终用心保护着它。那是1942年下半年的一天，
一群日本兵进村烧杀掳抢，日本鬼子看到樟树后，怀疑树上藏有百姓，用机枪扫射了半个小时，很多树
枝被扫断，落了一地，树干上也留下了不少弹痕。日本鬼子走后，我母亲请了一些乡亲上树将弹洞用
泥土塞上，还为树施了大量的肥。经过我母亲两年多的护理，大树又恢复了昔日的雄姿。六七十年代
有很多商人想高价买走这树都被我母亲赶走了。“文革”时，有造反派说这个古树有迷信色彩，要砍掉，
有一天，他们几十个人带着锯子、斧头来了，母亲守在树前对这些人大声吼道：“如果你们要砍树就先
把我砍了！”双方对峙半天后，这些人还是撤了，第二天这些人写了张大字报贴在树上，说我母亲“死保
迷信树，就是反党反革命”。其实，解放前，我母亲出身赤贫家庭，不到5岁就到地主家放牛做小工。
因吃不饱，冰天雪地的冬天还光着脚穿着破烂单衣，跟着我奶奶在外要饭。解放后，母亲翻身了，她是
村上第一个入党的，还当了村上的妇女队长，她对党和政府充满着深厚的感情。听见有人说她反党反
革命，我母亲气愤不已，当即把大字报撕个粉碎。母亲保树的事传到了当时的县委书记刘菊秋那里，
刘书记当即指示当地政府要保护好这颗古树，后来县林业局还在树上挂了重点保护的牌子。

2018年5月，我妹妹检查出重病，在湘雅医院治疗，母亲听到这消息后十分悲伤，焦急得也卧床不
起了。在病床上抗争了十多个日夜后，母亲在5月28日妹妹生日那天，用微弱的声音对我说：“为娘的
会把女儿的疾病带走，不再让病痛折磨我的女儿，你妹妹的病会好的。”说完母亲松开我的手走了。我
们当地有替死消灾的说法。可以告慰母亲在天之灵的是，经过两年多的治疗我妹妹的病情已经稳定
了。我是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但我也宁愿相信：这是伟大的母爱感动了天地。

母亲去世不到半个月，院子里的大樟树叶子突然全部凋谢，枝干也随之干枯死去。它怎
么会突然死去？后来我请来了林业专家来，他们研究了几天也说不出原因。但当地老人说
树木是有灵性的，你母亲曾经爱护它救过它，它肯定是陪你母亲去了。

有人担心这棵大树干枯了会把我家房子损坏，劝我把它挖掉，我没同意。如今双亲已故，每
次回到湘阴老家，只看到老屋墙上挂着的父亲用过的农具，母亲用过的菜篮，还有母亲曾全力保
护过的古树，但再也看不到父母的身影，再也听不到父母的声音。每次返程回岳阳，在村口回望
老屋时，心中总是泛起阵阵酸楚，泪眼蒙眬中，那樟树伸展的枝干就好像当年母亲在向我招手。

母亲一走转眼3年了，时间过得好快，常常感觉她
还在家乡的街巷里穿行，在湖边、山间散步。甚至，有
时我坐在窗前写作时，仿佛觉得她仍在隔壁看书、喝茶
或坐在阳台边晒太阳。

前两个月，二哥忽然告诉我，找到父母当年写给我的
一些书信，是我读大学期间写给我的。这让我意外有些
惊喜，父亲的信我保留了一些，但母亲原本就很少写东
西，她去世后，我与父亲一起清理她留下的遗物时，基本
上找不到她手写的东西，只有一本《美术日记》里写有不
多的几篇日记。

那些书信，应该是我大学毕业后，将它们带回了家
乡保存。但几十年过去，我全然忘了这些东西，也不知
二哥是从哪里翻了出来，他对我说“你要好好看看”。

我内心莫名有些激动，让二哥尽快将它们快递过来。
二哥的快递到了！我迫不及待地打开它，里面除了父母的
书信，还有其他一些老物件。我迅速翻查了一下，母亲的
信一共有10封，其中有个信封还是旧信封翻过来用的。
母亲特别节约，那时经常将用过的信封拆开，翻过来再用。

看着母亲熟悉的字迹，想象她当年伏案给我写信
时的样子，我忍不住鼻子一酸。打开这些信，看了几
行，尤其看到她的落款“你的妈妈”“妈妈写于80年10
月14日灯下”，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情不自禁
泪如雨下……

母亲的这些信写于1980年9月18日至1981年6月
22日之间，9个月中，除了81年1、2月寒假我回家过年，母亲每个月都给我
写了信。这些信件每次最多地写了3张信纸，只有一封写了一张纸，其余
最少都是两页纸。母亲平时寡言少语，也很少动笔写东西，可想而知，她
那时给我写这么多信，该是多么用心，多么牵挂。

母亲的第一封信写在我离家去上大学后整整一月。那年8月中旬，
我先到北京，住在朋友那里，在北京玩了好些天，然后才去学校报到。母
亲开头便说：“时间过得真快，离家又已经是整整一月了，对于你这个初
次离家的人来讲，确是一个考验。远离家乡，一切全靠你自己料理。”

母亲的信主要强调两件事情，一是嘱咐我注意身体健康，二是要我
努力搞好学习，另外捎带说点家里的杂事。在嘱咐我好好学习时，她拿
自己做例子说：“我自己是有亲身体会的。由于我原来是学的护士专业，
后来组织上的培养，送我到衡阳医专学习一年，回来后即担任医师工作，
由于以前的基础不牢，学的东西也就不够牢固，致使现在工作起来困难
重重。特别是我们是修理人体机器的人，人的生命就掌握在我们手中，
因此我一上班总是提心吊胆，生怕出差错事故。”

在我的记忆中，母亲平常做事特别认真细致，一丝不苟，上班兢兢业
业，从不迟到早退，从医几十年，从来没有出过什么事故。从信中不难看
出，在她心中，人的生命重于一切，一点马虎都不行。

有时，母亲也会书写对我的思念。在1980年10月14日写给我的第
二封信中，她写道：“每逢佳节倍思亲，其实我和你爸爸都无时无刻不在
想念着你，因为你是家中最小的一个，也从未离开过我们……”

这封信母亲也写了3页，而且最后特意注明是写于灯下，那是中秋
和国庆过后的一个晚上，我能想象夜深人静之时，母亲坐在当年那间平
房中，在有些昏黄的白炽灯下，一笔一画给我写信的情景。记得有一年
回家，母亲特意跟我说：“你在外面，别以为我们不想你。”母亲平素很少
表露内心的情绪，不会直说“想死你了”这类话。上大学期间好几次回
家，母亲都会亲自到车站接我。后来好多次离家回校，她也会执意送我
到火车站，看着我上车，直到火车开走。有一次因为火车晚点太多，母亲
陪我在汨罗车站等了几个小时，我看火车迟迟不来，就劝母亲先回家休
息。劝了好几次后，母亲才依依不舍地和我告别。每次离家时，母亲也
都会特意叮嘱一句：“到了就给我们打电话来告诉一声啊！”拳拳之心，殷
殷之情，都深藏在这些平平常常的小事中。

1980年11月12日，母亲与父亲同时写信给我，她最后提道：“自你去
天津后，我们在食堂吃饭，有时自己弄点菜吃……我们都好，你就安心学
习吧！”当时，我两个哥哥都已工作，父亲经常外出开会、下乡，母亲常常
只有一人在家，难免牵挂我这个走得最远的人。多年以后，当我女儿离
家出国求学，我才终于体味到母亲当年那种牵肠挂肚的感觉。

那年入冬后，母亲给我寄来棉大衣，又特意在大衣中放了两盒清凉
油，还寄了老家屈子祠八景的画片，告诉我注意保暖、健康，同时聊解思
乡之苦。此外，他们还介绍了一位同乡的老教授。在11月26日的信中，
母亲细细交代说：“你可去他家里走走，学习上有什么问题可以请示老教
授指点你，对人要尊敬，要有礼貌。”最后母亲又叮嘱说：“学习一定要专
心致意，少讲闲话，做到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专读圣贤书。世上无难
事，只要肯登攀。最后祝你学习进步！”

这年12月20日，我给家里写了一封信，母亲接到信后立刻给我回了
一封信，还特意托一位去山东出差的同事顺便给我带些东西。在23日
的信中，母亲写道：“我们托他给你带了陆拾元钱，以及一瓶子干鱼、辣
椒、萝卜、姜等，你离家这么久了，也吃一点家乡的东西。”当时我两个月
的生活费是60元，母亲一个月的工资是40多元。刚上大学时，母亲还算
过一笔账，大概就是我每年要花大约300块生活费，四年要花1200元，这
笔钱当年不是个小数。

那些年我放假回家再回校时，母亲总会用瓶子装满她亲手做的腊
鱼、腊肉、辣椒萝卜等家乡菜，让我带回学校解馋。那时在北方完全吃不
到湖南风味的食品，既没有湘菜馆，也没有快递业务……

来年3月初，母亲来信仍是叮嘱我好好学习，坚持锻炼，其中还特意
嘱咐：“给家里至少每月来两封，介绍你在学校的一些近况，学习、生活、
身体等情况，使我们放心。”不难想象，那时母亲每个月都多么期待看到
我的信，希望随时了解我在学校的情况。

3月底，母亲又写了一封信给我，同时还附有两张照片，可惜这封信
和照片都找不到了。4月18日，母亲接着给我写信，关切地问我：“生活
是否较去年习惯些了？身体好不好？我和你爸爸都非常想念你。”接下
来，她聊起家乡的天气，说那里几乎天天下雨，但气温很高，忽冷忽热，然
后便问：“天津的气候怎样呢？如果也是这样时冷时热，你一定要注意加
减衣服，不要受凉、感冒。”字里行间，满满可见都是关切、体贴和思念。
接下来在5月下旬和6月上旬的来信中，母亲绘声绘色给我描述了家乡
过端午节和龙舟赛的盛况：“下午两点即开始龙舟竞赛，河的两岸人山人
海，河中除了龙船外，还有彩船，彩船上扎了故事……”

在6月22日的信中，母亲先是嘱咐我努力考出好成绩，接着希望我
暑假尽快回家。当时，我计划回家时顺路去武汉玩玩，母亲特意劝阻说：

“我认为没有必要，现在天气很热，气温已达到了38-39℃。武汉是火盆
……热得太厉害是要患病的，我建议你放学后，直接回家好一些。”不难
看出，母亲一是想早点见到我，二是担心我受热生病。

40 年后再读母亲这些信件，似乎依然能感受到信纸上的温暖、爱
意。我将信纸轻轻贴近脸面，细细闻着上面残存的味道，仿佛还能闻到
母亲的气息。那时，母亲身上总是带着淡淡的来苏水、蛤蜊油或者马头
肥皂的味道，那淡淡的香味清新、淳朴，令我迷恋。

我很庆幸这些信件能保存下来，让我从字字句句中再次感受母亲的
关怀、母亲的爱，让我重温那些难以磨蚀的温暖时光，用这样的方式再次
触摸母亲的心灵，读懂母亲无限的深情与深厚的关爱。

我常常想，那些能够亲手书写信件的年代多么难得和可贵。现在虽
然电话、语音、微信、视频都可以远距离随时交流，却很难替代邮递员送
来的书信，不会让人时隔多年之后，还能翻着有些发黄的信纸、看着熟悉
的笔迹、读着用心写出的文字，体味那种“见字如面”的亲切感。往后，不
管多少年过去，我还是会像当初刚收到母亲的来信一样，想象她在家乡
那头给我寄出信件，我在遥远的北方这头看到她熟悉的字迹，耳边回响
起母亲熟悉、轻柔的乡音。

妈妈，好想好想您，永远想您……

初冬,万物撩开冬藏的序幕，悠悠岁月沉淀
淬炼，散发出淡淡幽香。此时的屈原东古湖迎来
了一批珍贵的客人——数千只白天鹅不远千万
里光临水乡，栖息东古湖，制造了一道亮瞎眼的
风景，扮靓了冬季，陶醉了屈原人。

上周周日，我来到东古湖，只见蓝天上朵朵
棉花白云，映在波光粼粼的湖面上，成群结队的
白天鹅在悠闲地戏水，那洁白的羽毛，那如玉的
长颈，丰盈而矫健的身体，在蓝天绿水碧草的映
衬下，显得格外优雅华贵。有的一头扎进湖水
中，倒立翘臀肥尾，划动着一双脚蹼，像朵盛开的
掌莲。正应了一句歇后语：天鹅水中寻食，尾巴
翘上了天。有的则成双成对栖息在湖边，互相梳
理羽毛，温情脉脉，情意绵绵。有的则昂首挺脖，
引颈高歌，神气得像位大将军，似乎在向来人宣
示，这里就是“鹅们”栖息的家园，不准靠近。突
然一群天鹅冲天而起，飞向蓝天，在天空中秀出
各种队列造型，一会儿编成“V”字，一会儿编成

“1”字，一会儿又编成了“J”，变化莫测，却又秩序井然，展示着最美姿态。
天鹅云集东古湖的喜讯，在网络光速传播，吸引了众多媒体频频聚焦，撩发了人

们观赏的极大兴趣，从四面八方赶来的人群络绎不绝。有四代同堂的家庭全员出动，
有驱车几百里的观鸟人士，带着帐篷和“长枪短炮”专业设备，准备长时间观赏天鹅。
围观的人群一边赞不绝口，一边不断变换角度拍摄不停。我问身边的一位白发老人，
多大年纪，从哪里来？老人幽默一笑回答：我还不大，才85岁。也不远，从长沙到这里
才一百多公里。人生一世，第一次看到这么多天鹅仙女，非常有幸。

居住在东古湖四十年的渔民龙勇兴奋地介绍了天鹅飞迁而来的过程。早在10月
底，就有一支天鹅小分队，大概二十多只吧，在东古湖上空飞来飞去，来回盘旋，估计是
在侦察东古湖的水质、食物、生态，试探性地栖息了几天。11月初，天鹅先遣部队来了，
约一千只。这么多天外来客，使龙勇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激动不已。他说，这是做梦
也想不到的事，他立即向区里主管部门报告。接连几日，天鹅越来越多，11月13日，东
古湖清一色的白天鹅达到三千多只。屈原区迅速采取特护措施，欢迎远道而来的天鹅
宝贝。抽调林业部门、公安、法院、检察院人员组建了一支队伍，每天24小时昼夜巡逻守

护，定时投喂食物，确保天鹅安全栖息。作者看到通
往东古湖的多处路口，设置了路障，树立了警示标牌，
温馨提示：天鹅栖息地，车辆免入。观鸟人群不得穿
鲜艳服装，不得放飞无人机，不得大声喧哗，不得抛投
食物，不得焚烧秸秆、枯草杂物，服从执法人员管理，
共同守护好天鹅，爱护美丽天使。

林业站的负责人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满脸笑
容地介绍着，天鹅是一种珍贵的冬候鸟，国家二级
保护动物，更重要的是一种吉祥鸟，天鹅洁白的羽
毛，象征纯洁无瑕；它们一生只有一个伴侣，象征
着忠贞不渝；迁移时不达目的永不放弃，象征着不
屈不挠；飞行高度极高，象征着志存高远。在我国
南方地区，出现如此大规模的栖息盛况，实属罕
见。天鹅对环境质量非常挑剔，天鹅之所以选择
来东古湖，一定是看中了这里良好的生态，丰沛的
水源，肥美的水草，充裕的食物，宁静的环境。我
们决不能辜负天鹅的器重恩赐，要像爱护心肝宝
贝样保护好天鹅，千方百计留住它们在此过冬，使

东古湖真正成为天鹅的家园乐园。我国北方地区也只有三个有名的天鹅湖。新疆
的和静县天鹅湖处于天山脚下，每到春天冰雪消融，万物复苏，大批天鹅从印度和
非洲南部成群结队飞越崇山峻岭，来到天山天鹅湖栖息繁衍……山东荣成天鹅湖
是北方最大的天鹅湖，面积6.3平方公里，湖中有着大量的小鱼、小虾和浮游生物，
是天鹅冬季的理想生存之地，每年冬季大批天鹅相约而去，场面极为壮观……

东古湖位于屈原营田镇荷花村北部，农场围垦筑垸前属汨水流域洞庭湖东
汊，围垦后形成3000余亩的内陆湖，逐年来，屈原管理区坚持“生态优先，科学修
复，合理利用，持续发展”的环保理念。特别是湘江流域退耕还林还湿，东古湖
湿地项目建成三年以来，利用人工湿地生态系统的净化功能净化农业面源污
染，通过湿地系统优化配置，改善东古湖湿地生态环境，恢复水生植物，为越冬
候鸟提供栖息场所、食物源地。如今的东古湖湿地，尽显田园风光，树木葱茏，
垂柳依依，芦苇摇曳，湘莲、菱白、红菱，三十多种水生植物竞相生发。

如何留住天鹅，让天鹅年年常来常往，变“稀客”为“常客”，使东古湖成为名副其
实的天鹅湖？正是屈原人在思考的问题。屈原人正在描绘更优更美的生态蓝图。

人间至味是清欢
◎刘昌宇

俗话说得好：“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此语中所涉及的
每一件事，样样都离不开一个“吃”字。的确，吃，在人们的日常生活
当中占据着很重的分量。如何在吃饱的基础上，吃得香甜，吃出营
养，吃得富有品位，绝不是件简单的事。近读文学大家梁实秋的散
文精选集《人间食色，至味清欢》，更是加深了这样的认知。

全书汇聚了梁实秋谈吃的散文 76 篇，有对故乡北京（北
平）及各地和异域美食的介绍，也有从文化和养生健康的角度，
畅谈了对“吃”的一些理解。

梁实秋这些谈吃的散文，充满了对故园的怀念，氤氲着淡淡的
乡愁。虽然时隔多年，但只要一提起年少时在故乡品尝过的特色菜
肴和风味美食，梁实秋都难抑内心的激动。那些京味十足的菜名，
那些熟悉而久违的拖着长腔的吆喝声，那些不因岁月流转，一直珍
存在他记忆深处的饭香菜香，都是他魂牵梦萦的家乡味道。梁实秋
说，早年间，老北京人唤北京烤鸭为烧鸭，叫豆汁必定要在语末加一
个“儿”字。这些有着浓郁地方风味的称谓，一直让梁实秋念念不
忘。多年以后客居他乡，一次上街，梁实秋买了只北京烤鸭和一杯
豆汁，食毕，竟与儿时啖过的味道相去甚远，彼时，他才顿悟“一个地
方有一个地方的美食，可见在什么地方吃什么东西，勉强不得。”这
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梁实秋对家乡美食的偏好。

梁实秋这些谈吃的散文，饱蘸地气，洋溢着强烈的生活气
息。他除了谈食材、品相、刀功、火候这些烹饪元素之外，还由
表及里地大谈做美食的人，谈馆子，谈饮食里的人文。无论是
做北京烤鸭、醋熘鱼、佛跳墙这些大牌名菜，还是做糖葫芦、炸
酱面、包饺子这些寻常吃食，梁实秋都写得兴趣盎然，细腻雅
致。尤其是对烹饪各式美食核心要诀的解读，更是文章中的一
大看点。比如，做北京烤鸭要选通州一带的白鸭，做之前先要
往鸭嘴里填高粱等食料，直到养得肥肥胖胖时，才可以拿去烤
制。而包饺子也有学问，“饺子馅要剁碎，可是不能剁成泥，应
多切少斩。”即便一碗再寻常不过的炸酱面，做起来也大有讲
究。“肉丁也好，肉末也好，酱少了不好吃，酱多了太咸，酱里加
炸茄子丁，味道特佳。”这些做美食秘诀的一一披露，既大长见
识，又极具可操作性，在雅俗共赏中让人受益匪浅。

梁实秋这些谈吃的散文，涉及诸多饮食文化，每每温婉恳
切，娓娓道来。书中，对关乎涵养的吃相问题，他不仅没有大张
旗鼓地宣扬什么餐桌上的繁文缛节，反而以不偏不倚的态度，
中肯地写道“人生贵适意，在环境许可的时候是不妨稍为放肆
一点……”而对各地宴席上盛行的一些吃请陋习，以及“喜帖满
天飞”的现象，梁实秋则委婉地提出了批评，诚望每一个人都莫
要被一张薄薄的人情薄所累。

书中飘逸着美食的馨香，也融入了梁实秋沉甸甸的思考。
由做萝卜汤多放排骨少放萝卜少放水，梁实秋联想到了做文
章。“文字而掷地作金石声，固非易事，但是要做到言中有物，却
是不难办到的。少说废话，这便是秘诀，和汤里少加萝卜少加
水是一个道理。”而对于中国人的饮食理念，梁实秋更是觉得有
进一步改善的必要，他在书中不无忧虑地指出：“我们中国的
吃，上层社会偏重色香味、蛋白质太多，下层社会蛋白质不足，
碳水化合物太多，都是不平衡，问题是很严重的。”这些凸现着
人文关怀的字眼，早已超越了饮食本身的意义，读来倍感亲切。

梁实秋用生活家的从容告诉我们，要想把生活过得热气腾
腾，不仅要爱吃，更要懂吃、会吃。这种典雅的文字中所透出的
悠然与智慧，不正是人间至味中最美的清欢吗？

如果有人问我最喜欢的事情是什么，我会回答：除
了美食，那就是旅行。旅行，我拒绝跟团，只喜欢背包
游，我特别喜欢那种在路上的自由自在的感觉。不过，
作为上班族中的一员，是无法享受旅行自由的，一年中最

多休假出去两次，那么，其他漫长的时间怎样实现旅行梦
想呢？我的做法是：旅行不够，微旅行来补救。

那是去年春天一个久雨初晴的早晨，我和女儿站在七楼
的露台上看风景时，悄悄感叹了几句：“春光明媚，正适合出去旅游，可惜是只能空想想，明天又
要上班喽！”读高一的女儿听了，以征求的口气对我说：“我有个主意，要不我们今天下午花两个
小时，徒步绕湖一周吧，来一次微旅行。我看书看得头昏脑涨了，想出去放放风。”女儿说的湖
是我们城市南郊的人工湖，离我们家不到十公里，有直达公交车。

读高中的孩子伤不起，我自己也特别想出去走走了。说走就走，我们换上休闲服、运动
鞋，带上水果和水就出发了。走到小区门口，我准备去买点面包当中餐。女儿笑我说：“老
妈，我们政治老师说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你以为湖还是原来那个湖呀，湖边早已有了餐
馆，中餐、西餐随你挑，我中午请你吃牛排咯。”

上了公交车，因为是倒数第3站，座位充裕。坐下来，本想拿出手机来刷，想想，又收起
了，得让女儿的眼睛休息下，我一刷，难免她学样。公交车行了10多站后，由东向南拐，那鳞
次栉比的商场和住宅楼，让我有点恍恍惚惚，如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

下公交车后，走过一小段马路，我们就来到了湖边的人行步道上。阳光明媚，微风和煦。湖光
山色扑面而来，岸边五彩缤纷的绣球花开得灿烂，晚樱花也开得特别热烈。我和女儿都忍不住拍
起照来，当然我们也分别成了景中人。很快，一个小时过去，女儿说饭点到了，前面有几家很不错的
餐馆。我们选了一家很有情调的西餐厅，每人点了一份牛排。坐在临湖的窗口用餐，充满了诗情
画意。我当然没有要女儿买单，我说以后她工作了再请我吃饭不迟。

吃完中餐，我们继续徒步，完成剩下的环湖路线。我们不急不慢地走着，轻松惬意，这湖
真是大变样了，到处是依依杨柳，鲜花镶岸边。记得3年前来的时候，有的地方还是泥巴路，
那天下了点雨，我回家后，一双皮鞋擦了很久才擦干净。

我们一路欢歌一路聊天，包括用餐在内，3个多小时就完成了绕湖一圈，手机上显示走
了两万多步。

这次微旅行，我和女儿都觉得十分开心。我们花一百多块钱，不到5个小时，就完成了
一次旅行，还享用了美味的午餐，太合算了。我们相约，以后每个月这样的活动可以进行两
次，至少一次，还可以去得更远一点，周边的一些小镇，农家乐都可以去。

上一个周六，我和女儿去了城郊的一处农家乐，它离我们的住处才20公里，半个小时车程。农家
乐有一个绿树环绕的大池塘，有很多人在钓鱼，我和女儿虽然不会钓鱼，但坐在一个小小的雅致的亭
子里喝喝茶，发发呆，看人钓鱼，也蛮舒服的。正值挖红薯的季节，我和女儿去山坡上挖了很多蛋黄红
薯，中午，我们吃着美味的农家菜，灶里柴火烧熟的蛋黄红薯，感觉很爽。下午，我们坐在山坡上的秋
千上，各自从包里拿出一本小说来看，视线偶尔被田野里的牛儿牵引……好快乐的一天！

女儿说，她剩下的一年多高中生活，只想在明年暑假去青岛看看海，其他的，一律微旅行
代替，我当然积极赞同。

屈原天鹅湖
◎曹建赓

微旅行之乐
◎布丹丹

叶叶 子子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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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