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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 花 夕 拾

甩  鞭
◎陈留根

我喜欢锻炼，尤其喜欢甩鞭。
退休后常外出散步，在渭河公

园看到几个朋友正在打陀螺，出于
好奇，我便试着一同打起了陀螺。差
不多一年的工夫，我的水平已经有
了明显提高，友人夸我姿态很优美，
动作很娴熟。这时，有一位朋友告诉
我，比打陀螺境界更高的是甩鞭，依
我目前的状况，应该练练甩鞭子。

清晨的公园，满目葱茏，湖光
潋 滟，一 切 都 是 那 样 的 宁 静 与 美
好，偶 尔 传 来 几 声 清 脆 的 鸟 啼，
令 人 顿 感 神 清 气 爽。随 着 太 阳 升
起，来 公 园 锻 炼 的 人 也 渐 渐 多 了
起来，有悠闲散步的，有打太极拳
的，还有打篮球、跳广场舞、抖空竹
的……在一处处安有各式各样健
身器材的运动场地上，一个个矫健
的身影让人眼前一亮。只见他们手
把器械，动作行云流水，各显其能。
我被眼前这激情的场面所感染，听
从朋友的建议，随即在网上购置了
麒麟鞭，加入了甩鞭的队伍。

麒麟鞭起源于沈阳，源头可追
溯到上世纪东北马车队的赶车大
鞭。经过改进和完善，如今已成为时
尚的武术器械，全称为中华麒麟鞭。

它有很多种鞭法，其最大特点是将
健身活动和武术动作融为一体，从
挥鞭、跳跃、转身到收势均按照武术
套路进行，目前已形成多套鞭法。

一般的麒麟鞭长约 3 米、重 1
公斤左右，是软鞭子。使用者可根据
个人习惯设定鞭子的长度和重量。
不锈钢链条是鞭子的主体，这种材
质使鞭子更具耐受力和实用性。当
你运足了气向外发力时，甩出的鞭
子瞬间形成“S”形，像是一条长蛇在
空中舞动，发出连续不断、富有节奏
且极具穿透力的“啪啪”声响，让人
振奋。如今，全国习练麒麟鞭的人越
来越多，不少城市还成立了麒麟鞭
协会，经常开展展演比赛。

相比于打陀螺，甩麒麟鞭就没
有那么容易了，它集健身、娱乐、竞
技于一体。初学时，我认真了解了麒
麟鞭的结构和鞭法，仔细观察鞭友
们的甩鞭动作。让我印象最深的，是
两位年逾八旬的老同志，他们并没
有因为高龄放弃锻炼，而是不甘人
后，不仅鞭子甩得好，体能和耐力也
远远超出同龄人，他们步履矫健、身
板硬朗，让我由衷敬佩。两位老同志
的鞭法和毅力，更坚定了我要习好

鞭法的信心，也提升了自身胆量。刚
开始练时，我还真有点胆怯，动作也
显得十分笨拙，一不小心鞭子会落
到身上，有时还会缠到脖子上，让人
既尴尬无奈，又疼痛难忍，身上也经
常青一块紫一块。但我并没有退缩，
而是在老同志的精神鼓舞和高手的
指点帮助下全身心投入练习，每一
个动作都不马虎，做到一边练、一边
琢磨，慢慢有了长进，能够比较好地
控制鞭子了。

如今我已甩鞭三年多了，动作
虽没有那么标准，但也初步掌握了
基本技巧，如劈鞭、回头鞭、左右交
手鞭等鞭法，频次也由最初的百余
次到现在的一千次左右，习练的时
间均在一个半小时以上，虽汗流浃
背但精神饱满，能够一鼓作气完成
所有规定动作。甩鞭让我的心中有
一种久违的兴奋，那种逍遥自在、悠
闲快乐又自勉自信的感觉溢于言
表，这一运动既锻炼了心肺功能，又
使我的身体素质得到了大大增强。

麒麟鞭吸引了我、陪伴着我，它
让我的退休生活又多了一份乐趣，
我也从中感受到了体育锻炼的独特
魅力。

蝉鸣夏日，暑气蒸腾。周末，得
知 附 近 有 个 集 邮 展，让 我 这 个 有
四十多年集邮经历的集邮爱好者顿
生欣喜，忍不住前去观展。

此次集邮展旨在用“国家名片”
邮票，展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
周年来发生的重大变化，集邮类别
有邮政历史类、航天类、专题类、印
花（税票）类、青少年类、图画明信片
类、现代类、开放类等，同时增加了
趣味类展品。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于我这个
已走过六十载岁月的人来说，好多
事都是靠坚持和努力完成的，几十
年来没有干成什么轰轰烈烈的事
情，爱好也不多。体育锻炼没有我的
影子，唱歌跳舞也不是我的特长，唯
有爱看书、爱集邮一直坚持。我出生
的那个年代物资较为匮乏，坚持读
书和爱集邮，让我在退休之后仍有
乐趣，邮票的增值保值功能虽有所
减退，但也是记录历史的一种形式。

在时光的长河中，每个人都有
自己独特的兴趣爱好，而我的乐趣
便藏在那一枚枚小小的邮票中。从
上小学起，我就对花花绿绿、印刷精
美的邮票感兴趣。集邮可滋养人的
心田，集邮要靠坚韧不拔的精神作
支撑，集邮也能修身养性。通过收集
和欣赏一枚枚邮票，参加一次次集
邮活动，撰写一篇篇集邮文章，编组
一部部邮集，我在邮品呈现的知识
海洋中一步步得到历练。

邮票是国家的名片，邮品是反
映和记录历史的载体。邮票的历史
源远流长，其设计也经历了诸多变
迁。通过学习，我了解到 19 世纪中
叶英国就发行了世界上第一枚邮
票——黑便士，它的设计简洁明了。
后来，各国纷纷效仿并创新，邮票的
设计开始融入更多元素，如风景、文
化、艺术等。

到了 20 世纪，邮票设计更是百
花齐放。有的展现了著名的历史事
件，让人们铭记那些重要的时刻 ；有
的以杰出艺术家的作品为蓝本，使
艺术通过邮票走进千家万户 ；还有
的以珍稀动植物为主题，呼吁人们
保护生态环境。早期的邮票设计都
较为简单，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的
艺术水平不断提高，科学技术也不
断发展进步，邮票设计越来越丰富

多 样。
我国的邮票设

计和发行，多以记录重要历史事件
和展现祖国的山川秀美景色为主，
邮票不仅是种通信工具，更是文化
和历史的载体。通过邮票，我们可以
看到历史上的重要时刻和自然秀丽
的山水风光。

邮票，是方寸之间的世界，它宛
如一扇扇通往不同时空的窗户，让
人们了解历史、增长知识。集邮还有
给人力量、消除疲劳的作用，每每在
生活劳顿或是心情不敞亮时，我总
是一个人在炎热的夏季，光着膀子
聚精会神地欣赏邮票，或是在寒冷
的冬季裹着厚厚的棉衣，翻开整理
好的一本本集邮册，欣赏一枚枚邮
票，心情就会变得愉悦起来，仿佛开
启了一场奇妙的旅行。

我爱集邮，常常钟情于票面上
那些精美的图案、壮美的山河、古老
的建筑、珍稀的动物，抑或是为祖国
发展建设作出贡献的杰出人物。每
一张邮票背后，都承载着一个故事、
一段历史。凝视着邮票上蜿蜒壮丽
的长城，我仿佛能感受到它的雄伟
与沧桑 ；看着印有熊猫等珍稀动物
的邮票，它们憨态可掬的模样怎能
不让人心生喜爱！

收集邮票的过程是漫长的，更
是充满乐趣的。我常与邮友们交流，
分享彼此的新发现和心得。为了得
到一枚心仪的邮票，我会定期去省
城的集邮市场，在众多的摊位中寻
觅，一旦发现心仪的邮票，就用攒下
的钱将其收入囊中，那种满足感是
无法言喻的。

爱好集邮四十多年，为了更加
了解集邮文化，我还购买了一些相
关书籍，参加附近的集邮展览。常言
道，“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集邮让
我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与
他们一起参展，欣赏那些珍贵的邮
品，探讨邮票背后的文化和历史价
值。在这个过程中，我不仅增长了知
识，还收获了珍贵的友谊。 

邮票，这一曾经在日常生活中
扮演重要角色的信使，虽然随着科

技的发展和通信
方式的变革，其
在现实生活中
的 直 接 作 用
逐渐淡化，但
邮 票 所 承 载
的文化价值、
历 史 意 义 与
艺术魅力却历
久弥新，永不褪色。邮票
仍是我生活中的一道亮丽风景，
每年我还会一如既往地购买邮
册和邮品。在这小小的邮票世界
里，我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宁静与
美好。我相信，这份邮趣会一直
陪伴着我，让我尽享集邮带来的
诸多乐趣。

八月果香飘满园
◎王晓霞

“西红柿红了没人吃！”
“桃子熟了没人来！”
“葡萄紫了没人摘！”
“香蕉梨也快熟了！”
一周前我在外培训，早上一睁

眼就看到了老爸发了如上朋友圈。
图片中的新鲜水果是让人抵挡不住
的夏日诱惑，简单表达的背后却是
含蓄的召唤。是的，又是小院果蔬飘
香时，老爸又想我们了。

老爸的小院是我的最爱。
小院不大，约一百五十平方米，

呈“L”形围着房子。房子前面是硬化
了的水泥地面，沿围墙一侧被父母
打理成了小菜园。菜园边栽了两棵
桃树、一棵杏树、一棵梨树，还有一
棵葡萄树。几年下来，葡萄藤就爬满
了整个院墙，大哥还在院子里搭起
了葡萄架。一到夏天，满是绿意的墙
宛如天然凉棚，一进院子，立刻让人
感到凉爽和舒适。

带上孩子，发动车子，五个小时
后就到家了。还未进门，二宝就惊喜
地喊 ：“妈妈，桃子都结到墙外面
了！”只见又大又红的桃子傲娇探
出墙外，向我们表达着炎炎夏日的
热情。大宝顺手摘下一个，进门开水
龙头一洗，咬了一口，一如既往地赞
叹不已 ：“我只能在姥爷家吃到这
么好吃的桃子。”

我最喜欢夏天的小院。
虽然春天的小院花香四溢、春

色满园，给人以视觉和嗅觉上的冲
击，但夏天的小院却更现实地满足
了我味觉的需求。

每 年 暑 假，我 都 会 带 着 孩 子
回家避暑，一住就是半个月。在这
里，仲夏的早晨，倘若没有一件薄
外套，恐是会感冒的。白天，我和孩
子在院子里玩，在葡萄架下乘凉，
搭着梯子摘最红最大的桃子吃。西
红柿、黄瓜这类果蔬也都是现摘现
吃，洗都不用洗。爸爸把小菜园打

理得井井有条，几行豆角、几行茄
子，间隔几行西红柿，还有几行青
椒，各种绿叶菜也在自己的一方小
天地茁壮成长。

最惹人爱的还是那两棵桃树。
八月初，桃子成熟了，满树的桃子又
大又红，芳香四溢，自家人根本吃不
完。因为我家是村口第一家，过往的
邻居总会被老爸邀请进来吃桃子。
前几年，母亲还总是催促父亲摘了
桃子送给因为太忙没能来吃的邻
居，如今，母亲永远离开了。回家后，
我和二宝便继续给邻居送桃。父母
的忠厚善良深深地影响了我，我知
道，要把这一美德传承给下一代，身
教绝对胜于言传。我常说，这两棵桃
树，香甜了大半个村。

吃过晚饭，和孩子在屋后的葵
花园散散步，到了晚上，在习习凉风
中讲着故事哄二宝进入梦乡后，就
是一天中让我真正放松的时刻了。

搬来老爸的躺椅，躺在葡萄架
下感受静谧的夜晚。蟋蟀不停地叫
着，不时飘来淡淡的清香，乡村独
有的气息将这样的夜晚装点出无
限诗意，我陶醉其中。这个时候，我
更加想念可以依着靠着、说心里话
的母亲。

第二天醒来，前一天的一场暴
雨让天气很是舒适，以至于午饭后
我都不想休息，于是打开笔记本电
脑，坐在葡萄架下，匆忙敲下这些文
字。此刻，我的身心是放松的，感情
是充沛的。

我爱这座小院，不仅因为这里
四时之景不同，还因为它详尽地记
录下了勤劳父母的一生，他们在晚
年时光中那份难得的轻松、愉悦与
惬意，成为我们心中温馨而珍贵的
记忆篇章。

听，一首《可可托海的牧羊人》，
正通过老爸的扬琴，悠扬地萦绕在
小院上空。

乡间小路
◎刘哲

走在乡间的小路上，儿时的记
忆雪花般纷纷扬扬飘进我的思绪，
飘进我思念的土地，融入泥土。

勇是我童年最好的玩伴，只是
上初中后，他选择进入家乡的学校，
我去了县城的一所中学，从此，我们
这对形影不离的伙伴，一年中唯一
能碰面的日子就只有暑假了。

那时候，总感觉暑假好长，我们
全然不惧酷暑，尽情玩耍。大人眼中
的酷热，在我们看来微不足道，每当
他们说天气太热晚点出门的时候，
我们会异口同声地说“这算个啥”，
随后一溜烟地跑远。

出了门的我们默契十足，甚至
路线都不用商量，若不是怕地上的
牛粪、羊屎蛋弄脏了鞋子，我相信
我们是可以闭眼走过那段乡间小
路的。

风在耳边吹，鸟在树上叫，路旁
夏蝉的聒噪亲切熟悉，就好像母亲
在村口唤我的乳名。我们在路上走
着聊着，便来到一棵柿子树前，他把
头抬得高高的……

“呦，野柿子红了，要不要摘几
个尝尝？”他一边观望一边惊呼。

树上的柿子红中泛青，挂在高
高的枝头，诱惑着我们二人肚子里
的馋虫，我连涎水都快流出来了。

“那摘两个尝尝！”我看向这棵
不算高的柿子树，这么细的树干是
支撑不住两个人的重量的，虽然不
能一起爬上去，但这一点都不影响
我们的兴致。柿子摘下来后，我俩一

人一个，咬一口，好涩！我不由得把
吃到嘴的柿肉吐了出来，可惜已经
来不及了，嘴里那苦涩的滋味真是
叫人难受。一抬头，发现勇也“中招”
了，正在那里痛苦地干呕，吐完拿出
纸巾拼命擦嘴想减轻涩味，但无济
于事。

“哇，真是‘苦瓜二世’，涩死我了。”
“唉，这啥柿子树嘛。”
“真是苦瓜长柿子树上了。”
“苦瓜都没这苦。”
我们一边抱怨一边径直走向

一面土墙，把柿子砸向土墙宣泄自
己的不满，啪的一声，一块墙皮狠
狠掉在地上，扬起了小小的尘雾，
原本光洁一新的土墙瞬间成了“麻
子脸”。

我们相顾无言，突然意识到这
是别人家的房子，要是主人发现告
状到家里，我们是要挨打的。刚刚还
不可一世的我们一下子就蔫了，恐
惧像狼一样追了上来，我们赶紧落
荒而逃。两个人一口气跑到小路尽
头，已是气喘吁吁了。

晚饭时，母亲说起六爷家墙壁
被糟蹋的事，说谁家孩子会这么缺
德，六爷盖个房子多不容易。我把头
深深地埋了下去，心想，地下要是有
个老鼠洞就好了。

这条根植在我心间的乡间小
路，存放着我不谙世事的童年、我
的友情、我的无知，多年后，回想起
来，依然是又酸又涩，足以让我细
细咀嚼。

邮  趣
◎清泉东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