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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题作联   秋分

悬联求对
出句：枫叶燃情秋意暖

（韦化彪）

上期“悬联求对”应对结果

下期“同题作联”联题 ：丰收节

灯谜擂台

（段序培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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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短信/ 微信投稿 ：13008488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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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稿邮箱：bjrbwxzksw@163.com

节约粮食专题灯谜（二）

 

1. 勤俭有我           （二字词语）
2. 勤俭成风尚         （历法名词）
3. 勤俭兴中华         （抗日英雄）
4. 举事例讲勤俭       （中药别称）
5. 开源节流了心愿           （字）
6. 两人吟诵倡勤俭 （少数民族节日）
7. 勤俭要广而告之     （养生名词）
8. 勤俭节约要躬行         （民俗）
9. 杜绝浪费点滴做起    （二字词语）
10. 节俭与半边天相关  （机构简称）
11. 节约要付诸实际（金融机构简称）
12. 节约标兵列长队（金融机构简称）
13. 节约文件不能忘  （媒体连称谓）
14. 太行两侧皆勤俭  （行政区名二）
15. 军队要树立过紧日子思想（节日）
                       马爱国 作
参与方法 ：
见 报 之 日 起 3 日 内 发 至 微 信 ：

13891771088。答 卷 只 写 序 号 和 谜 底，注
明真实姓名、地址及电话号码。更多注释
可查看宝鸡灯谜公众号。按猜中数量和收
到答卷时间顺序，评出 5 名幸运读者，赠
送精美纪念品。下期公布谜底和幸运读者
名单。

上期谜底 ：
1. 立 2. 食 3. 粮 4. 省长 5. 省优 6. 日全

食 7. 不容、漏谷 8. 美食节 9. 全省多云 10. 饭
后一包 11. 花落知多少 12. 一日三省 13. 守节
不移 14. 省道 15. 省长

幸运读者 ：
净 红 利（ 陕 西 ）、张 钧（ 甘 肃 ）、吴 妍

（广东）、张宏阳（陕西）、魏咏梅（陕西）

出句 ：
斜雨叩窗惊旅梦      （张小凤）

应对 :
轻风拂面动乡魂      （任广民）

清樽做伴慰乡愁      （史  晏）

孤灯伴影写清愁      （李安林）

疾风穿户动乡情      （徐萱波）

江枫当户引乡愁      （马双林）

寒风侵客动乡情      （罗凤霜）

黄花泣露诉秋心      （燕小燕）

夜莺啼柳添乡愁      （何熙祥）

巨涛拍岸唤归魂      （辛列奇）

孤灯伴影思乡情      （毛祎辉）

秋风拂面慰游人      （李  强）

轻风入室掀帏帐      （张建峰）

残阳卧岭惹乡愁      （雷丙应）

残灯映影写离愁      （卢小成）

乱云翻岭寄思情      （罗昱开）

暗香盈袖冷清秋      （杨权宪）

微云拂岫唤离愁      （郑智虎）

孤怀煮酒叹归期      （杨金卫）

彤云托日照归帆      （胡广勤）

彩云追月耀神州      （许红军）

阴阳衡等金风爽 ；

昼夜平分丹桂香。

（李显峰）
云朵愈高，秋天走向更深处 ；

露华渐至，皓月醉于夜久时。

（赵禄蕙）
昼夜等长，寒临暑退菊争艳 ；

冷暖交替，露冷霜莹柳已残。

（何熙祥）
月至满轮，沁凉玉露盈思影 ；

秋临中段，送爽金风溢果香。

（何具征）
秋分平昼夜，古道扬西风阵阵 ；

月顾断肠人，寒星点瘦水层层。

（王  卓）

起  早
◎吴振兴

鸡叫过了头遍，窗外还是一

片漆黑寂静，偶尔几声夜虫的低

鸣，平添了几分夜的凄凉……

我坐起身看了看时间——凌

晨四点。一夜辗转难眠，不仅仅是

因为又将踏上清晨的列车远行，更

担心的是面对母亲送别时红红的

眼圈和打转的泪水。相聚，离别，期

盼，父母的情感就在这样的循环往

复中经历着起起伏伏，短暂相聚后

的喜笑颜开，直面离别时的伤心不

舍，长久期盼中的度日如年。对于

父母，子女是全部；对于子女，父

母是归途。

“小点声，别把孩子吵醒

了！”父亲低低责怪母亲的声音闯

进了我的耳朵，虽然很小，但听得

真切。之后，厨房昏黄的灯亮了起

来，后门被轻轻推开，我能感觉到

母亲推得很轻很小心，生怕老旧

的门合页发出吱吱扭扭的声音吵

到我。再然后，我听到了母亲从后

院抱进一捆玉米秆发出的窸窸窣

窣的响声。母亲生起了火，灶膛里

红红的火光透过门缝在清晨显得

格外温暖，上学时母亲为我起早

做饭的情景又浮现在了眼前。那

时我上学的地方总是离家很远，

于是起早便成了伴随我整个学生

时代的深刻记忆。母亲起得更早，

每天清晨五点都会准时起床为我

和全家生火做饭，玉米秆燃烧发

出的噼里啪啦的响声夹杂着鸡叫

声、犬吠声在宁静的小村庄里温

暖着时光过往。九年间，母亲每天

都要起早为我准备早饭，还要把数

着手指头攒下的鸡蛋和采摘得最

好的蔬菜做成美味，装进我的午餐

饭盒。这些她都舍不得吃，因为在

她看来，这就是一个母亲给予孩子

最真切的爱，这份厚重的爱让我丝

毫不敢怠慢，我能回报给父母的必

须是优异的成绩和一张张写满荣

誉的奖状……

十六岁那年，我离开家到

三十公里以外的县城上高中。虽

然母亲不用每天起早为我做饭，

但每月休假回家那两天，母亲还

是会早早起来，做好饭菜一遍遍

叫我趁热吃。对于冲刺高考睡眠

严重不足的我来说，睡觉比吃饭

更重要。于是我只是应付性地答

应两声，如果母亲再来叫我，我便

会发脾气嫌她太唠叨。每每这个

时候，母亲都只能无奈地叹口气

悻悻离去，等我起床再热给我吃。

十九岁那年，我告别家乡只身远

赴南方上大学，四年之后大学毕

业来到了更加偏远的西北工作，

回家的时间越来越少，也更加理

解了母亲起早所包含的深厚情

感。我时常想起吃力地抱着一大

捆玉米秆的母亲瘦弱的背影，想

起清晨昏暗的厨房里母亲忙碌操

劳的身影，想起灶膛里红彤彤的

炉火和噼里啪啦的柴火燃爆声，

想起母亲给我做的世界上最好吃

的早饭，这一切成了我对家最深

的思念，每每夜深人静时，我便格

外渴望回家的路。

窗外的鸡叫了第二遍，把我

的思绪拉回到了这个即将与父母

离别远行的清晨。我有了工作也成

了家，每年也只有春节期间才能抽

空回来探望父母。相聚的时光很短

暂，但我还要被同学发小拉去叙

旧喝酒。我知道，父母多么希望我

能在家里多待片刻，因为这一走，

他们又要面对一整年深切的思念

和期盼，再回来又是一轮春秋冬

夏……只是，连这个小小的心愿我

都没能满足父母，每次回家连几句

贴心的话都顾不上说。

“当当当……”“快点起来吧，

你妈给你煮的饺子，赶紧吃了走，

别误了火车……”父亲轻轻地敲

门提醒我该起床了，我看了看时

间——五点半。在这一个半小时

的时间里，父母嶙峋的身影在昏

暗的灯光下相互配合着和面、拌

馅儿、捏饺子，既要速度快又要动

作轻。肉一定是父亲昨晚到集市

上割的最好的前腿肉，母亲一定

戴着老花镜很认真地把饺子包得

小一点紧实一点，因为她知道我

不喜欢吃个头大的。面对一大碗

热气腾腾的饺子，面对越来越近

的分别时刻，我心中五味杂陈，这

一刻，我仿佛看到了父母静坐窗

前眺望远方的样子……

“爸、妈，饺子真好吃，我走

了，你们保重身体！”我拿起背包

走向门外，没有勇气回头，因为我

知道转身离去的那一刻便是父母

一整年期盼等待的开始，我的背

后一定是母亲悄悄抹去的泪水

和父亲搀扶母亲一同张望的身

影……直到我彻底消失在远方清

晨的薄雾中……

现在，我把年过六旬的父母

接到了身边，父母也早已养成了早

起的习惯。母亲每天还是会早早起

来做早饭，在她看来，早起是一种

时代烙印，是对岁月的尊重和珍

惜，是凝望时光里最深邃的爱。

每个人的生命中都会经历过

或者正在经历着起早，有的是为了

生活与生计奔波，与时间赛跑；有

的是等候清晨的列车，满心期待地

迎接亲人或旧友来访；有的是叫

醒迟迟不愿起床的孩子，唠叨叮嘱

着背上书包上学；有的是赶上一

天最早的行程，兴高采烈地踏上旅

行的时光……起早，永远都是为了

努力走在时间的最前沿，也许风尘

仆仆，或者感慨无奈，抑或欢心期

待……无论哪一种，都是我们凝望

时光里最深邃的爱！

陪  伴
◎郑金侠

乡  愁
◎李欣泽

祖母瘫痪在床一个多月了。

自三月份祖母出院回到家以

来，病情迟迟不见好转，精力也一

天不如一天。父母在家里轮番照

看，我能帮上忙的，也只有偶尔去

帮她翻个身、喂口水。

祖母今年八十七岁了，向来

身体硬朗。四年前犯过一次脑梗，

瘫痪在床两个月，但她坚持康复运

动，竟奇迹般地从病床上走了下

来，甚至后来还随家人出远门旅

游。一开始，全家人都期待祖母这

次也能像之前一样康复起来，但她

的情况却一日不如一日，我开始听

到父母小声商量祖母有没有黑白

照片之类的话题。

祖母近日时而会出现幻觉，

经常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话。一个下

午，只有我和祖母在家，突然我听

到她喉咙里仿佛有痰咳不出的声

音，我生怕她被痰堵住呼吸，慌乱

之中一边从她口中接痰一边给上

班的父亲打电话求助。好在很快就

清理掉了，祖母呼吸平稳了以后对

我说：“把你吓着了，你别害怕，你

和娃都别怕。”

我很纳闷：“婆，家里只有我

一个人，哪还有个娃呢？”

她拍了拍床边的空地说：“你

看这里有个碎娃啊。”

我告诉她家里只有我在，她

好像恍然明白过来，便不作声继续

躺着了。

前几日，祖母总催促父母赶

紧送她回老家。祖母提及的老家在

农村，自从祖父去世后，父亲把她

接到我们家中，老宅子就再没住过

人，院里杂草丛生，没水没电实在

不方便。但祖母的焦虑日渐增加，

催父母送她回老家的频率也增加

了，甚至想当然地说她要穿上外套

自己搭车回去。

父母理解祖母的心情，答应她

中秋假期就送她回家，她便稍稍心

安，也不再吵着要回老家了。我猜想

祖母大半辈子都是在老家的小宅院

伴着那一亩三分地度过的，尽管后

来跟着儿女四处辗转生活，但在最

后还是想回到属于自己的地方。

生长在宝鸡的我，不知什么

时候起有了想要去大城市生活的

梦想，怀揣梦想来到上海求学，放

眼世界。我时而也会想家，我曾在

上海的大街小巷奔走，只为找到一

碗与家乡味道相似的面；曾听不

惯沪语，想念淳朴浑厚的乡音。此

刻我身处三秦大地，窗外眼前便是

层层叠叠的秦岭北麓，心里一股

莫名的苍凉，求学之人如一叶飘

萍……

祖母夜间时不时传来梦呓，

偶尔打断我发散的思绪。想到中秋

过后祖母被送回老家，能和她见面

的日子屈指可数，甚是难以心安。

之前听姑姑提起过有老人家弥留

之际，因有未了的心愿而会坚持很

长的时日，全家现在都是心照不宣

地担心，担心祖母满足了“回家”后

是否就了无牵挂。作为晚辈，我只

能祈祷祖母病情好转，一家团圆。

祖母的执念，便是乡愁。

（作者系宝鸡籍上海大学新
闻系学生）

人间
真情

（段序培整理）

随着年龄的增长，母亲的身

体不时会被病痛缠绕。而我，她唯

一的女儿，在母亲住院的日子里，

着急焦躁，却常常无能为力，只能

在医生一次次的治疗中祈盼，在母

亲一天天的好转中逐渐轻松起来，

最后几乎忘记了我们是来医病的，

而不是来做保健治疗。

住院的第一天，铺天盖地的

检查单子总是把我搞晕，好在每

次都有父亲在侧。父亲沉稳，一张

张化验单在他手里有序地排列，

然后按照医生嘱咐先查这个、再

查那个，查这个不能吃饭、查那个

又需如何做。说起来惭愧，每次住

院，不是哥哥，也不是我，而是年

迈的父亲第一时间送母亲到达医

院。接到电话后我心急火燎地赶

往医院，每次赶到医院的时候，父

母都已安排妥当，说着“没啥大问

题”“有点不舒服，来看看”之类轻

描淡写的话。

由于年龄的原因，加上母亲

患有“三高”症，每次住院，也是我

给父母普及生活保健知识的时候。

父母像小学生一样听着，可是回家

后，依旧保持他们那一套几十年不

变的生活习惯。改变很难，所以每

次都要旧话重提，我絮絮叨叨地叮

嘱也像他们平日里对我的嘘寒问

暖一样了。

母亲的人缘极好，在病室里，

每次都会结交不同的病友，半天

下来甚至一半个小时就会与同病

室的人建立起同病相怜、患难与

共的病友情，同吃同病同聊，那感

情胜似朋友。在医院里，病人之间

有一种天然的心灵上的默契，共

同为了医治身体的病痛，聚在医

院这个大家庭里，检查、挂针、吃

药，哪怕喊痛，一个个都像孩子似

的敞开自己，没有任何隐私与芥

蒂。医生总会叮咛每位病人保持

乐观的心态，其实大家心里都清

楚，只有生命存在、身体健康才是

最重要的。

母亲住院，有父亲陪伴在侧，

我就只在下班去陪陪她，聊一聊，

说些让母亲开心的话。每次见我，

母亲总说不需要买这买那，也不用

不停地跑去看她，但是从她的眼神

里，我能看得出，她还是高兴有我

的陪伴，这让我在她病床前显得多

少有了些分量。

已经记不清安静地坐下来与

母亲聊天是多久以前的事情了，每

次见面总是匆匆，回老家也像路过

一样，只有吃一顿饭的工夫，难得

在母亲住院的日子里，能与她坐下

来说说话。话题一打开，她似乎积

攒了许久，终于一口气痛痛快快地

说了出来，其实也都是一些生活琐

事：大哥忙村上的事情，周末也总

是忙着加班；二哥的俩儿子，老大

都谈女朋友了；三哥做建筑图纸

设计，很用心，就是眼镜度数越来

越高；最让母亲骄傲的孙女考上

研究生啦……她还说到最后与父

亲只剩一个人时，就把这些年的积

蓄包括我们平时给她的零花钱都

留给我们兄妹。对这个话题，我总

是不乐意听，不愿意让颇有兴致的

闲聊突然黯淡下去，母亲总是插进

来几句听着沉闷但是又绕不开的

关于生与死的话题。

我的母亲，一位普通的农村

妇女，对生死自然不会有更高的见

解和认识。但是，村子里日常所见

的生老病死，她表现得很淡定。每

次说起村里谁家老人又殁了，母亲

就会念叨着逝者生前种种的好，或

其子孙的孝顺。我知道，那是母亲

惦念逝者的一种方式，在我的理念

里，那是一种向死而生的气度与豁

达的生命张力。

时光总是匆匆，陪伴母亲的

日子弥足珍贵，让母亲高兴的日子

总是太少太少。多么想在每天的匆

匆中，让步子慢些，再慢些，像父母

曾经陪伴我们成长的时候一样，陪

他们慢慢变老，让时光在陪伴中生

动起来，定格为永恒与难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