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下雨天
■李学领

我喜欢下雨天。犹如现在，窗外的雨淅淅沥沥，
能让我丢掉手机，舍弃刷视频的乐趣，拿起笔来写
一点关于雨的文字，便是明证。

细究起来， 我对雨的喜欢应该源于孩童时代。
每每下雨，便可以不用下地干活，可以睡个懒觉，可
以找小伙伴玩玩游戏。 所以总是懊恼，为什么雨总
是下一阵子就停了？ 在我的记忆当中，很少有雨没
完没了地下过。 孩童时代的我，总是想着自己能安
逸一些，很少考虑大人的感受。当然，也有因为下雨
而紧张的时候。例如在麦收时节，天上一个响雷、一
片乌云，便像是要人命似的，人们着急忙慌地劳作。
如果碰巧麦场里摊着麦，不需要大人吩咐，小孩子
也知道事情紧急，犹如上了发条一般，抢着做自己
能做的活儿，就算累得筋疲力尽，也不会停歇。

随着年龄的增长，下雨天又给我增添了一份乐
趣，就是躺在被窝里看书。现在想来，多亏那个时候
没有手机，甚至没有电视机，在无聊的下雨天，我便
捧着不知道从哪里淘来的小说，看得不亦乐乎。 下
雨天不需要担心父母催促着去干这干那，更不用担
心被催促着学习。 他们看到我在看书，就以为我在
用功学习，便不会干涉。

更大一些，懂得了农民的艰辛，品尝了生活的
苦难， 经历了在大旱天光着膀子用压水机抗旱，甚
至手提肩挑取水，手上、肩上、脚上都磨出了水泡，
也要忍痛坚持。那个时候下雨，真如天降甘霖，带给
我和所有正在抗旱的农人们的喜悦是无法用语言

形容的。 但并不是每次下雨都是甘霖，尤其是我在
老家种西瓜的那几年。 在阴雨连绵的日子里，我也
是愁眉不展的。 但大多数情况下，下雨是让我高兴
的。就算是现在，我家里的土地承包给了别人，每逢
下雨，我还是暗暗欢喜，想着这场雨可以节省多少
人力，对农作物有怎样的影响，以及会增收多少粮
食。 毕竟，我还是一个农民。

习惯成了自然，每到下雨天，我心里自有一种
愉悦、一种暗暗的欢喜。

我也想回家
■李红岩

有一个人，有一件事，三十多年过去了，仍然让我
常常想起，那情、那景，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我读初中二年级时，我们的班主任是许老师，他当
时三十出头，明朗、英俊，举手投足之间尽显青春活力。
他性格倔强， 对于社会上一些不好的人和事， 常有不
满，偶和我们讲起，愤愤不平。 每讲到气愤处，他总是右
脚撑地，左腿抬起，蹬住讲桌底下的横木，同时右手一
把撸起左胳膊的衣袖，那神情，俨然想一拳打出去。 但
对学生，许老师却是没一点脾气。 有一件事，足以证明
这一点。

那个时候 ，每星期只休息一天 ，课从周一上到周
六下午，放学后学生回家，周日下午返校 。 班里的学
生，都是附近村庄的，近的有二三里地，远的五六里 。
每逢周六下午最后一节课， 班里总是空几个座位，学
生思家心切，提前收拾好书包，悄悄溜走了。 开始只是
一个两个，后来发展到三个四个 ，空位越来越多 。 当
然，这些先走的学生大部分都是离家稍远的 ，那时都
是步行来回，他们实在顾不上纪律 ，想早一点儿回家

见到妈。
又是一个周六下午，上最后一节课时，班里照例又

有几个空位。这时候，许老师进班了。他走上讲台，用大
大的眼睛扫视了一下教室，没有说话。 停了几秒，只见
他从粉笔盒里轻轻抽出一支粉笔， 转身在黑板上写着
什么。 黑板的上半部分抄的是习题，他个子高大，只得
微微弯下腰在下面空白处吃力地书写， 他写得很慢很
慢，双肩随着手的起伏微微移动。 我有点儿纳闷，平时
写字他总是大手一挥， 刷刷几下就写好了， 如行云流
水，秀美飘逸，今天怎么写这么慢？ 终于，他写完了，闪
开身子，黑板上赫然呈现几个端庄有力的大字：我也想
回家！

我愣住了。
那一刻，我们的班主任老师，他静静地站着，高大

的身躯像一座铁塔，让人倍觉压抑。 他嘴唇紧闭，眼神
暗淡、忧郁。 我隐约看见老师的眼角起了一层雾。 我不
敢再看，无力地垂下头。 我的脸热辣辣的，后背像有什
么锐器刺穿了皮肤， 凳子上像搁了蒺藜， 我坐得真难

受。 我想一下子冲出教室，或者地上有个裂缝，让我赶
紧钻进去。 教室里安静得出奇，我甚至能听见同学们不
均匀的呼吸声。

那时，我们都很小，只知道一到离校时就急不可耐
往家跑，我们哪里会想到，我们的班主任，他也有家啊！
他除了每天给我们上课、批改作业，处理各种繁杂琐碎
的学校事务外，还有家里的事需要处理啊。 疲惫不堪的
妻子在田间除草，幼小的孩子需要陪伴，沧桑的父母倚
门盼望……他，更想回家！可是，他能怎样呢？对父母的
愧疚、对妻子的抱歉、对孩子的想念、对学生的责任，都
化作一句沉默的话语———我也想回家。

那无声的批评教育，胜过天空的响雷。 从那以后，
周六最后一节课，班里的空位越来越少，最后，没有一
个学生逃课了。

几十年过去了，“我也想回家”那几个大大的字，像
鞭子、像警钟，时刻鞭策着我、提醒着我。 作为一名老
师，三尺讲台上，我用我的粉笔，在黑色的板面上，书写
着纯净的人生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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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韵新景醉游人
■何辉

二哥一家人来周口探亲， 我带他们到关帝庙附近
看看。

周口关帝庙始建于清康熙三十二年 （1693 年），系
山西、陕西两省商贾集资兴建，为同乡集会场所，又称
山陕会馆。 关帝庙沿南北中轴线分三进院落纵深布局，
现存楼廊殿阁一百余间。 整个建筑群宛若宫殿，布局严
谨，巍峨壮观。 照壁、山门、铁旗杆、石牌坊、大殿、炎帝
殿、戏楼、拜殿等依次建于中轴线上。 我们一行人从中
州大道东侧的“人和坊”进入，迎面看到银杏树均匀地
分布在道路两侧，参天耸立，蔚为壮观。 沿着小路走约
百米，宽阔的广场出现在面前。 广场西侧有两条古式长
廊，上书几副楹联，其中“风影高悬三百载，钟声惊梦五
千年”一副我觉得最是意味深长。 广场的东侧也建有两
个长廊，长廊东侧有一个大戏台，庄重典雅。 广场南面
建有钟楼和鼓楼，两层，可登高望远。 广场北侧是关帝
庙正门，匾额上题着“关帝庙”三个大字，刚劲有力。 迎
壁墙正对着大门，由纯铜铸造而成，上边写着“周口关
帝庙营造史图”，有山陕会馆等十大会馆简介和铁旗杆
的由来。关帝庙有三宝：铁旗杆、石牌坊和木刻浮雕。铁
旗杆，六角青石浮雕底座，铸铁座上每面都铸有铭文图
案，山水花卉、龙凤鸟兽，造型别致、工艺精湛。 旗杆顶
端铸有“大义”“参天”四字，象征关羽一生忠义，与日月

同辉。 石牌坊，四柱三楼，牌坊歇山顶，龙凤正脊，中置
瑞兽。 “二龙戏珠”“凤凰牡丹”“八仙过海”“喜上眉梢”
等各种吉祥如意图案纹饰，雕刻刀法精细，玲珑剔透、
惟妙惟肖，堪称艺术珍品。 关帝庙的木雕更为珍贵，精
品木雕 “王祥卧冰”“张良进履”“喜鹊闹梅”“鲤鱼跳龙
门”等，栩栩如生，令人叫绝。

历史文化记忆深，商业繁荣永留存。 出了关帝庙，
我们来到茶叶街。 大红灯笼一串串挂在墙壁上，增添了
喜庆、欢乐、祥和的气氛。

随后，我们来到河堤，护坡台阶层层叠叠，造型别
致。 台阶由大理石台面堆积建造而成，还装饰着灯带，
夜晚灯火通明。 水边设有护栏，沿河散步，有心旷神怡
之感。 沿河堤边走边看，小路两侧银杏树巍然屹立，像
魁梧的卫士守护在岸边。 红黄彩色路面像一条彩带铺
设在沙颍河畔，为沙颍河景观增添了不一样的色彩，把
我们的母亲河打扮得光彩夺目。

随后，我们来到关帝老街。 关帝老街有朝西、朝东、
朝南三个入口，风格各异，各具特色。 一杆“十六两秤”
雕塑横置在街道中间，造型逼真。 关帝老街两侧商铺以
经营特色小吃为主，市民来此，可以大饱口福，享受美
好生活。 特别是晚上，街上行人熙熙攘攘，灯光闪亮，好
不热闹。

播种与收获
■刘忠全

一

种子， 播进了土地， 便显示出它们生存的全部意
义。

于是，受滋润，便发芽扎根，汲取丰富的营养，生长
着，向着成熟，向着收获……

然而，也有的种子下地，碰到了干旱、水灾，或遇上
了霉菌的侵蚀，它会向着腐败，向着毁灭……

种子下地，不是发芽，就是腐烂。
人生的意义，难道不也如此吗？

二

播种的季节不耕种，土地会荒芜；青春的年华不读
书，心田也会杂草丛生。

读书是播种。 然而———
只有勤于引思想的水去浇灌滋润，你播下的知识

的种子，才能萌发智慧的幼芽；
只有勤于用实践的锄去耕耘除草，你才能收获精

神的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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