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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安宁 胡乐浩

空调热汗几时休，
忽见日历报秋。

热去凉来有尽头。
炎炎酷暑日，
只盼送君走。

再过半月处暑至，
寒蛩夜鸣有期。

绒换鲛绡生暖气。
冷热万年同，
贫富两不知。

（作者系枣庄市峄城区文学爱好者）

临江仙·盼秋凉

○洪少霖

睁开一只眼，闭上一只眼
一眼光明，一眼黑暗

你只用一只眼睛来看世界
从此

世间没有了丑陋，只有美好
人心没有了残忍，只有善良

温馨、温暖长在，冷淡、冷漠远离

你只用一只眼睛来看我
我却想把全世界秀丽风光

放进你的眼
你只用一只眼睛来看我
我却沦陷了所有理智

想要把自己生命与所有心情
统统给你

我外表粗糙，一无所有
我全部身心

早已融入你的眼
我精神焕发，无法安睡
我缕缕思绪，字字心声

只为入你的眼
（作者系福建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南安市政协

文史委员）

你的眼

一

题图赠冯翠翠
○释了

碧空芳圃两氤氲，谁爱耕耘步夏晨？
凝目青桃枝上闹，杏坛锦绣自长春。

题图赠马运颖
○释了

夏日谁云佳蕊少？一枝更比春时俏。
逢秋折桂待明朝，竞渡千帆齐笑傲！

题和
○王莹

霁月风光无限好，粉红嫩绿花枝俏。
年年折桂一枝秀，岁岁无怨案牍劳。

题和
○马运颖

云开雨霁骄阳闹，葳蕤一枝迎面笑。
争问是谁留芳驻？夫子白发案前傲。

题图赠李克峰
○释了

霭霭黛云空，依依翠柳风。
看花青满目，别样是楼红。

题和
○张军

柳绿红楼掩映中，晴空浮霭曳天穹。
蝉鸣盛夏昨犹记，最热大伏今不同。

（作者皆系渴口中学教师）

渴口中学暑期值班
题图诗撷英其一

爷爷是个聋子，但不是天
生的，而是岁月赋予他七十岁
的勋章。

收到爷爷的视频通话，我
正在回宿舍的路上。校园的秋
风正无情剥落着数以万计的秋
叶，也见缝插针地钻入我的皮
肤，而爷爷的视频通话，让我
心中泛起无限的温情。

我接通视频通话，借着路
灯，一张爬满皱纹的笑眯眯的
脸露了出来。“你知道今天院子
里什么成熟了吗？”我还没来得
及回答，他停顿两秒，就回答
了自己的问题，“葡萄成熟了，
你小时候种的那棵葡萄…”我
恍然想起，不论我说什么，他
都听不见了，一丝怅然浮上心
头。

“你知道我现在为啥躺着
摆烂吗？”听到摆烂，我忍俊不
禁，我可爱的活宝爷爷在5G冲
浪学新词了，他又是停顿两秒

后，“因为我刚吃了桂花糕，你
奶奶做的，可好吃了。你想吃
吧？你吃不到，嘿嘿嘿。”还是
那个熟悉的“大顽童”，那个熟
悉的潮语配方，哪怕相隔上万
里，再多的离愁别绪也在他的
幸灾乐祸中灰飞烟灭。

每 一 次 与 爷 爷 的 视 频 通
话，我就像看一部电影一样，
爷爷是唯一的演员，一个人自
问自答，而我是唯一的观众。
于是，我把通话内容记在本子
上，改写成一篇篇文章，让自
己的牵挂有地可去，让爷爷的
爱得以分享，同时，也分享我
那魂牵梦绕的故乡。

每当我翻开微信，看见我
和爷爷的一个个或长或短的视
频通话记录，都给我带来无尽
的 感 动 和 慰 藉 。 这 个 上 过 战
场，别别扭扭的小老头，明明
关心我，却从未说过半句关心
的话。平时我要是叫他说说关

心 的 话 ， 他 总 是 顾 左 右 而 言
他，幸好，这么二十几年，我
已经学会从他的言语中自动提
取到关心。

爷爷的微信朋友圈，随时
都是跑在吃瓜一线，完全看不
出他是一位七十岁的老人。“我
今天云监工一天，好累。”“我
也在喝秋天的第一杯茶。”“我
真的会谢”等等，令人捧腹大
笑，这位“70后”，完全可以无
缝融入我们“90 后”“00 后”。
我仿佛看见了“老骥伏枥，志
在千里”的样子，想象着他坐
在椅子上，看着智能手机上的
各种“瓜”，或皱眉思考，或恍
然大悟，或奋起笔书，试图跟
上时代的步伐，让我肃然起敬。

每当遇到困难的时候，我
就会想，没有什么困难是我跨
不过去的。相比爷爷不可逆转
的衰老和耳聋，我的困难都是
暂时的，只要我努力，总会克

服困难，走出自己的路。
奶奶曾悄悄拿出爷爷的独

角戏“剧本”给我看，只见扉
页上的几个大字：“永远跟党
走。”我仿佛看见了一笔一画的
热血和理想仍在喷薄。他们这
一辈人，操劳了一辈子，也见
证了无数的兴衰荣辱，却不得
不接受时代日新月异的变化。
而 爷 爷 ， 努 力 学 习 ， 不 甘 落
后，迎难而上，把自己变成了
时代的“弄潮儿。”

夜深了，爷爷自问自答式
的潮言潮语似乎还在我的耳边
传来，哪怕并没有一句担忧的
问询，包容的安慰，也不能解
决我的任何问题。可是，仍然
让我满心欢喜，感受到爷爷不
远 万 里 独 特 的 爱 。 愿 多 年 以
后，我也能如爷爷一般，做后
辈的榜样，做一位时代的“弄
潮儿。”

5G冲浪的爷爷

同事去超市买化妆品，差5角钱没买回来，正巧在超市门
口遇见我。我掏出一张100元的，她伸手挡了回来，问，有5
角的吗？我明白她是被 5 角钱难住了，就随手递过去一枚硬
币。

第二天一早去上班，同事端坐在电脑旁搞设计，见我来
了，就不急不缓地站起来，一边笑，一边从小拎包里拿出几枚
5角的硬币朝我晃了晃。她要还我钱啦，耶，5角钱也放在心
上，这人真逗。我思维稍一停顿，同事说话了，别让我欠你5
角钱的人情哦，我可不想欠账。她说这话，是想让我收下不值
一提的5角钱。我当然不屑一顾，说，200元以内勿需偿还，
还了本人也不要。同事手里的几枚硬币，有旧的，有半新半旧
的，还有一枚崭新的。她随手把那枚闪着亮光的新硬币抛过
来，我一看心里就乐开了花。瞧，金灿灿的真是好看啊。新旧
硬币虽等值，但感觉就是不一样。我急忙伸手接过来，得意地
说，不要白不要，谢谢你给了我一枚新硬币。说完，我们相视
而笑。

下班回家的路上，遇到一个小姑娘在路边小摊买东西。她
头戴大红花，嘴里哼着快乐的童歌，样子很可爱。摊主找零递
过来5角钱时，小姑娘撅着嘴，一下子不高兴了。我看见那5
角钱的票子脏兮兮皱巴巴的不成样子，就上前招呼一声，把那
枚金灿灿的 5 角新硬币换给了小姑娘。小姑娘大声说了声谢
谢，还行了个学生礼，高兴得又蹦又跳地回家了。

在我们生活当中，有些事情看似无足轻重，不会引起我们
更多的关注和思考，就像那枚等值的新硬币。但举手投足间，
却能给人一个好心情和好心态。我们身边这样的事情还真不
少，又如一次倾听、一个微笑、一句问候、抑或一片云朵、几
个轻浅的脚印，都是生活中善意的表达、美的点缀和好听的声
音啊。

（作者系山东省微山县文学爱好者）

一枚新硬币

《雾漫山村》 汤青 摄

（作者系四川省眉山市文学爱好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