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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是名编匠，打小就喜欢编，练出一手硬功夫。父亲

的编织，在十里八乡首屈一指，人人叫好。真说的上是，窗纸

上吹喇叭——名（鸣）声在外！

父亲的三个舅舅都是编席出身，他跟亲戚学会编席。他

编的席密实，不脱边，不脱角，而且有欣赏价值，耐用，在当时

供不应求，畅销不衰。

他有一块苇地，待成熟收割后，把苇做精细，加工编席，卖

了钱改善家里生活。

在盘龙台村的中心街，有个下头院，南边有两间平房和过道，

是父亲用四领苇席买村人李常的。父亲成家立业是从这开始。

父亲一生吃苦耐劳，勤俭持家，省吃俭用，维持七口人大

家庭日常生活。他靠的是荆编，用硬木做成一种叫“刻”的工

具，把一根荆条分成三瓣，编出各种农家使用的筐和篮，同时

还有“二十四茎”、有花样、专门盛礼物的花式篮，装上礼品专

门走亲串友时用。每年到割荆条，父亲会用两天时间到山上

割荆条，准备冬闲编。

到农闲和正月，正是无事歇着的季节。父亲把准备好的

荆条拿出来，坐在屋地，开始编东西，每天都有人上门找他做

荆编活儿。

他为人厚道，忠诚老实，人们信得过，他编的样式独特，又

结实耐用。

父亲常劝诫我们，语重心长:“我在世，一切用的工具齐

全，没有我了，你们还要求人，趁我在，把荆编技术传给你们，

防求人时为难。”

他的三个儿子没有一个学成。

现在，虽然不常用荆条编篮筐了，但在农村依然使用，依然

发挥着它盛物放东西的作用。在城里，荆编已成为一种艺术。

晚年，我和孩子们生活在一起，心想如果当时能跟父亲学会

荆编，不正可以打发晚年岁月，而且还能把父亲的手艺传下来。

学艺要早，要主动，我特别遗憾没有把父亲的手艺传下来。

一

从保定出发，沿西北方向行走，过

了易水湖，向北穿过狼牙山，就到了这

个世外桃源般美丽的小山村——易县

上阳村。这里四面环山，山势俊逸灵

秀，墨绿色的轮廓连绵起伏。有成片的

槐树、酸枣树、刺玫、柿子树、榆树、椿

树，还有许多叫不上名字的绿色植被。

这些树每年在固定的时节开出灿烂的

花，为小蜜蜂提供着丰富的蜜源。

顺着蜜蜂飞行的方向，就能看到一

片茂密的槐树林。此时槐花开得正旺，

一朵朵，一簇簇，一团团，雪白的花朵点

缀在绿色的叶片间，像是撒落的熠熠的

珍珠。

郭志刚从事采蜜行业已经六年

了。如今他已是一名成熟而有经验的

养蜂人。这个小村庄也因他的蜂场远

近闻名。越来越多的人慕名而来，一边

欣赏独特的山林风光，一边品尝着甘醇

的蜂蜜。村里顺势开了一家超市和一

个餐馆，这个茕立一隅的小山村像旅游

区一样热闹欢腾起来。志刚为小村带

来了经济繁荣，乡亲们亲切地称他为

“甜蜜大使”。

二

“今年雨水适中，日照充足，花儿开

得艳，打出来的蜜浓度很高，达到了42

波美度。”志刚认真地向大家介绍着。

眼睛盯着飞来飞去的蜜蜂，心疼地说，

“可辛苦它们了，它们是最伟大的劳动

者，几乎全天无休。可惜它们听不懂我

的话，不然我一定会告诉它们歇歇吧，

别累坏了。”正说着，就看到一只小蜜蜂

一头栽倒在地上，挣扎了半天，再也飞

不起来了。志刚伤感地说：“这只小蜜

蜂就是累死了，它们从不贪图安逸，一

生都在奔波劳作，直到飞不动了为

止。”这时我们才注意到地上有许多死

去的蜜蜂。像凋落的黄色花瓣，看着这

些殉难的“勇士”，志刚像一名忧伤的将

军，目光里满是爱惜和爱怜。

我们跟着志刚来到家里。这是一

幢红色的二层小楼。高高的台阶，宽敞

的院子，有五间房。褐色的断桥铝门

窗，水银色宽大的对开防盗门，美观大

气。一楼的几个房间用来存放蜂蜜和

蜂箱等用具，二楼才是居住的地方。

我们来到一楼的客厅，正中间摆着

一圈宽阔的沙发和茶几。沙发东侧有

两个乳白色塑料桶，每个都有四五百

斤。其中一桶是槐花蜜，一桶是百花

蜜。这是专供客人们品尝的。打开桶

盖，浓郁的槐香扑鼻而来，甜腻的味道

顺着鼻腔沁入心脾，清爽甘冽。志刚的

妻子将水白色亮洁粘稠的蜂蜜盛在一

个大玻璃杯里，拿到茶几上。我们坐在

沙发上，喝着蜂蜜水，享受着大自然的

恩赐，听志刚讲蜜蜂和他的传奇故事。

三

高中毕业后，志刚和村里其他年轻

人一样，去了大城市打工。商品经济和

城市化的浪潮，像一股风，吹遍了大江

南北，也吹进了上阳村。年轻的男人和

女人们背井离乡，到城里逐梦打拼。村

子里留下的都是老弱病残和孩子们，他

们和那一棵棵坚守在山上的绿树一样

守候着自己的家园。

几年的时间，志刚像浮萍一样在城

里飘来荡去。他做过酒厂的工人，在物

流公司跟车跑过运输，还做过几年保

安。志刚在城里没有实现他的“发财

梦”，日子依然捉襟见肘。这时，他已经

到了结婚的年纪，他和邻村的一个女孩

秀莲经人介绍走到了一起。

志刚觉得他的根基始终在那个风

景秀美的小山村里。

在一个春暖花开的季节，志刚回到

老家，他去山上放羊。这时，槐花正在

吐蕊绽放，散发着幽幽的香气。他看到

几只小蜜蜂正趴在花心里采蜜，放眼望

去，原来槐树上有好多小蜜蜂在轻舞流

连，仿佛和槐花说着悄悄话。它们来自

哪里又去往何处呢？志刚盯着这些可

爱的精灵，出了神。他在想：山里的槐

花长得这样好，花瓣硕大肥嫩，干净无

污染，蜜蜂采下来的蜜一定也非常好

吃。突然他脑中闪过一个念头，就在那

天，他心里萌生了一个想法。

对，养蜂，他要养蜂酿蜜。他觉得

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这片山，其实就是

聚宝盆啊。这里是多么的富有啊，正在

等着人们去开发利用呢。

他和妻子秀莲说了自己的想法，秀

莲很支持他。他们一拍即合，决定一起

搞养蜂产业。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白手起

家的日子需要最基本的资金支持。养

蜂需要投入，需要置办物件。他们现在

家徒四壁，哪里还能拿得出钱？

唉，去哪里借呢？夫妻俩犯难了。

这时，志刚想到了一个人——罗书记。

身为党员的村干部罗庆民一心想带领

乡亲们脱贫致富。这些年依靠村子独

特的气候和沙性土壤的天然优势号召

人们种红薯。罗书记向上级部门反映

了当地的自然条件，得到了上级领导的

大力支持。为了鼓励大家耕种，乡政府

给村民们发放了红薯种和化肥。家家

的地里都种起了红薯，红薯销量也不

错，只是这里山多地少，农民的收入依

然微薄。

四

听了志刚的设想，罗书记眼睛一

亮，来了兴致。他兴奋地说道：“你的想

法很好，这是要把咱山里的槐花变成琼

浆玉液呀，了不起，不错，不错！”罗书记

搓着双手，满面红光，在房间里来回踱

着步，“我怎么就没想到呢，还是你们年

轻人头脑灵光。这一年年眼见的山里

的花开了又谢，谢了又开，没人问没人

赏的，太可惜了。甩开手干吧！记着，

如果你的蜂场办成功了，可要带动村里

人一起干，等大家都富起来，咱们村就

能把贫困的帽子摘了，这可是头等大

事，也是我的梦想。”

很快，志刚利用罗书记申请的支援

款，购置了养蜂需要的器物。蜜蜂、蜂

箱、巢础、摇箱、食品专用塑料桶，还有

一些零碎的东西，基本上置齐了。志刚

下决心一定要把养蜂场建起来，酿出最

好的蜂蜜。他不懂技术，就去城里的书

店买了几本关于养蜂方面的专业书，认

真研读学习。他从网上查阅资料，了解

蜜蜂的生活习性，学习蜜蜂的繁殖技

术。什么时间该做什么事，他都严格按

照专家的嘱托实行。由于资金有限，他

只买了三箱蜜蜂，这远远不够，他必须依

靠自己的技术尽快繁殖出更多的蜜蜂。

刚开始，由于温度掌握不好，蜜蜂

都死了。志刚看着这些莫名其妙死去

的蜜蜂，就像失去了亲密的战友一般难

受。他打听哪里有养蜂专业户，就辗转

着前去拜访，聆听他们的经验。原来，

养育蜜蜂对时间和温度的要求很严格，

稍有不慎，就会前功尽弃，一点也不能

马虎。在师傅们的指教下，他不断地摸

索经验，渐渐地掌握了一些技巧。

经过科学细致的培育，他的蜜蜂逐

渐多了起来，由三箱变成四箱、六箱、八

箱……慢慢地院子里摆不下了，他就把

蜂箱挪到了山坡上。蜜蜂多了起来。

每天他看着这些精心培育出来的蜜蜂，

就像看着自己的孩子。他的蜜蜂王国

在不断壮大、成长，他仿佛看到希望之

神正在向他招手致意。

“明年就可以采蜜了。”想到这里，

志刚的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

五

槐花的花期一般12天左右。它们

像商量好了一样，仿佛一夜之间，全部

绽开了笑脸，群山成了花的海洋，槐香

四溢。蜜蜂们像接到了指令，成群结队

地赶过来，来赴槐花的这场盛大约会。

那几天是蜜蜂最忙碌的时候，也是

志刚最繁忙的时候。每天天微微亮，勤

劳的小蜜蜂就已经飞到山里去采蜜

了。这时志刚夫妇也像长了翅膀一样

里里外外地准备着。蜜蜂们满载而归，

匆匆地赶往自己的家——蜂箱。每个

蜂箱里有一只蜂王，蜜蜂们通过辨别蜂

王的气味，回到属于自己的领地。在事

先做好的巢房里注入新采回来的蜜，巢

房里的蜜注满后它们会用蜂蜡封住，防

止蜂蜜外流。

志刚和妻子不停地检查着蜂箱，蜂

箱里摆着一块块巢脾，码放得很整齐。

哪个巢脾变得鼓囊囊白花花一片，说明

里面的蜂蜜差不多满了。他们就取出

来，拿到摇桶前，用刀子割开白色的蜂

蜡，里面的蜂蜜亮晶晶地溢了出来。再

把割好的巢脾放在摇桶里。一个摇桶

里差不多能放四块巢脾。转动摇把，巢

脾飞速旋转起来，里面的蜂蜜被甩出

来，流进桶里，一块巢脾就空了，再重新

放回到蜂箱里，周而复始，

小蜜蜂源源不断地将蜜采回来，志

刚两口子马不停蹄地将蜜摇出来，一桶

桶的蜜就酿造出来了。勤劳的蜜蜂们

一刻也不停歇，它们在与花期抢时间。

漫山遍野的槐花诱惑着它们，它们将花

之精华提取出来，将花的味道储存在花

蜜里。那是鲜花的重生，是生命的另一

种绽放形式。这些小天使往返于花丛

中，互相间快乐地打着招呼。只要不超

过6公里，它们是都能找到家的。

我问志刚：“这样忙一天累不累？”

志刚笑着说：“累并快乐着，只要蜜蜂不

停歇，我们就得跟着干，蜜蜂可是比我

们人勤劳得多呢。总不能让小蜜蜂笑

话我们人的懒惰吧，呵呵。”说完，志刚

像个孩子似的笑起来。

其实，他们比蜜蜂更辛苦。等到太

阳落山，小蜜蜂就歇息了，他们的工作

并没有完。因为新采的蜜里面会有一

些杂质，主要是一些花瓣和被粘住的小

蜜蜂。需要过滤处理。过滤完的蜂蜜

晶莹透亮，纯净乳白，成品蜜就做好了。

志刚有一个类似于温度计样的测

蜜仪，能测出蜂蜜的成熟度。一般达到

42波美度就是上好的成熟蜂蜜，营养

丰富，口感纯正，入口绵香。

坚持品质，诚信至上，这是志刚几

年来一直坚守的原则。

六

功夫不负有心人。如今，志刚的蜂

场远近闻名，他的客户已经遍布大江南

北。村里修了路，将羊肠小道变成了宽

阔的水泥路。便利的交通，像一条纽

带，将小山村与外面的世界连接了起

来，像一颗耀眼的明珠呈现在众人面

前。蜂蜜产业，带活了山里的经济，大

山中的特色农副产品，吸引着人们从四

面八方涌来，采购观光，驻足拍照，小村

庄一时间热闹起来。

志刚的蜂场也热闹起来，村里许多

年轻人参与其中。志刚所给的工资比

他们在城里挣的还要多，大家尽心尽力

地工作着，回报志刚的恩情。

志刚善良正直的处事风格为他赢

得了客户的信赖，顾客滚雪球般倍增。

为了满足远方顾客的需求，他开通了网

络销售。乡政府将快递站点设在了村

子里，每天快递员都会上门服务。志刚

的蜂蜜已经跟随着发达的互联网步伐

走进了全国的千家万户。

志刚没有忘记罗庆民书记的话。

如今村里已经脱了贫，他们要带领村民

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他已经和罗书

记商量好了，接下来，注册公司，购进先

进设备，向正规化、高科技迈进，让更多

的村民们都有事情可做，都有钱可挣。

发展成以蜂蜜做支柱产业的蜂产品企

业。还要因地制宜，将村里其他特色农

产品推广出去，让更多的人们品尝到来

自大山的美味。

我问志刚：“你现在已经不缺钱了，

还有必要这么辛苦吗？没想过去城里

买房子，享受更便捷舒适的生活吗？”

志刚顿了顿，说道：“人不能为钱活

着。养蜂酿蜜是我当初的梦想，我运气

好，赶上了一个好时代。是国家的扶贫

政策成全了我，成全了我的甜蜜事业。

人要有感恩之心，我已经把这份事业当

成我生命中重要的一部分。而且，一想

到每年有那么多人在等着吃我的蜜，我

就会有一种责任感、使命感，我就没有

理由让自己停下来。”

“这些年，蜜蜂的精神一直在激励

着我，生命的过程就是勤劳和奉献。当

你看到别人因你的付出而幸福，而满

足，你才会有成就感，才会快乐。”志刚

意味深长地说着，眼里充盈着浓郁、淳

朴、甜蜜的光茫。

这个大山里的甜蜜大使，正在用自

己执着的信念践行着他的人生理想。

甜 蜜 大 使甜 蜜 大 使
□□安丽霞安丽霞

说到水文人，我就会感到无比的自豪，因为我的父亲是一

位老水文人，1978年河北水利专科学校毕业后来到了河北省

水文总站承德分站参加工作，母亲为了父亲所钟爱的事业，辞

去了原有的工作，辗转于大山下、小河边，而我就是在水文站

院里长大的孩子。

汛前整顿是水文工作的基础，是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

做为一站之长，父亲总是带上工具站在十五米高的吊箱上，边

干边讲，一干就是几个小时。抢测洪峰则是一项技术性强、危

险性大的工作。父亲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哪里危险就出

现在哪里。不论中高水还是特大洪水，总是一马当先冲在最

前面。记得有一年汛期发大洪水，突然河对面的山锚出故障

了，情急之下，他一跃而起跳了下去。虽然父亲当过兵，水性

还可以，但面临如此大的洪水……10分钟，20分钟，半个小时

过去了，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冲着河对面喊：“爸爸，

为了工作，你连命都不要了，心里还有没有这个家？”当爸爸拖

着疲惫的身体回来的时候，我看到他满脸的倦容，充满血渍的

眼睛，一时间所有的气和怨都转化为了心疼。

命运不公，父亲不幸患上了心脏病，医生们建议不能劳累

过度，尽管如此，父亲却没有离开过站上一天，2003年迁站，父

亲每天靠吃药坚守在工地，困了累了就睡在凉地板上，他的病

情越发严重。

水利部原水文局局长陈德坤到站上调研时，见到我，亲切

地问道：“小姑娘，你的理想是什么？”“我长大了，要像父亲那

样，当一名水文人。”我回答。如今我的理想实现了，可是父亲

却永远地离开了我。

有人把父亲比作高山，也有人把父亲比作大树，而在我的

心中，父亲是一本书，没有华丽的词句，却有道不尽的真实。

而这些不尽的回忆，让我更加钟爱自己的工作，誓做一名合格

的水文人。

麦苗翠色欲滴

拔节的声音在深夜

叭叭地响个不停

力道之大吓得春天发抖

转眼山花烂漫

转眼麦浪如海

飘香的麦子点燃了农家的希望

母亲青黄不接的愁容

荡然无存

孩子们嚷得最欢

锋利的镰刀拦麦入怀

接纳了大地最丰厚的礼物

成片的麦田几天就颗粒归仓了

不能添大力气的我们

就相约捡麦穗

三五成群

在麦茬中寻找快乐

眼明手快

争分夺秒

一枝枝遗落的硕果

集结在童真的手掌

勤劳的孩童喜悦了父母的心窝

清晨，晌午，傍晚

一把把麦穗

从麦田的四面八方聚集

小小的积攒在麦垛上闪着灵光

童年的心事

连同捡麦穗的脚印遗落在心田

曾经，走过千山万水；曾经，览阅

千册书卷；曾经，结识芸芸众生；曾经，

历数歌哭悲欢。直到有一天，遇见

“柴门”。

刹那间，一纸文气，一纸清朗，扑面

而来，沁入灵府。仿若千年的过往，瞬

间生机鲜活，寂静、安然，如如不动，莫

名的欢喜。

我知道，那是“柴门”赋予的此心安

处，传承了几千年的文人心，给所有推

开柴门的人一个心灵的栖居地。

柴门修心，持一颗自性光明的心，

礼敬先贤圣达，照见彼此。

“古人所以传者，天地秘藏之理。”

这里，青山巍峨，深涧绝响，松涛阵阵，

暮色苍茫。这里，花开遍野，溪流潺湲，

月华如水，星河璀璨。大自然的千奇百

妙、千幻万化，可做心灵的天然道场。

体味庄子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

我为一”，感悟王阳明的“有仁爱的人是

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山中莫道无供

给，明月清风不用钱”，此语信然。圣人

之心如明镜，只是一个明，则随感而应，

无物不照。

柴门人拥一颗慈悲之心，以自身的

光明，照拂着周围的每一个亲人、友人，

以及乡人。

柴门修心，持一颗清宁中和之心，

感悟无处不在的美，照见彼此。清透的

晨曦中，温暖的黄昏里，身边的草木在

微笑。

七色的霞光，漫天漫地，如墨与水的

游戏，衍生出层层山水，轻盈、静谧、沉

穆。缥缈的流岚，穿行于深深浅浅的绿

色，升腾于层林尽染的山间，恍然间，藏

在千百年纸间的宋元山水宛然重现，刻

在心版的山水记忆活泼泼地走了出来。

这里，“树木交荫，时鸟变声，亦复

欢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

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莫不是

来到陶渊明的田园居？这里，细雨斜

风、淡烟疏柳、雪沫乳花，人间有味是清

欢，莫不是在造访苏轼的东坡？王维之

于辋川别业，半仕半隐，以放光明的心

境，基本完成了修心的功课，成为文人

画祖。宋徽宗之于艮岳，以丹青妙心，

叠山理水，“括天下之美；藏古今之胜”，

营造出极致的北宋皇家园林。

造园，其实是在苍茫天地间，给漂

泊的心灵一个安放的地方，承载一个敏

锐善感有情的灵魂。

通无常随缘之道，通透而深刻，静

谧祥和，随缘自在。柴门亦是如此，你

看，君子左琴右书，风度盎溢，些无尘

染，得之心应之手，听其音得其人，如松

之风而竹之雨，涧之滴而波之涛，婉婉

成吟，丝丝叶韵，所有人的情感与心性，

瞬间，走向一种典雅气息。

柴门人以独有的审美之心，以大地

为纸，洋洋洒洒、元气淋漓地呈现出曼

妙的诗意和情致。

柴门修心，持一颗喜悦自在之

心，各自在天地中寻找弦外之音，照

见彼此。

月出东山，推窗见月，掬月在手，举

杯邀月，心魂飘忽，往来天地。漫步花

间，眼中带笑，心如花开，只闻花香。李

白曾来过，“不向东山久，蔷薇几度花。

白云还自散，明月落谁家。”抬眼望去，

分明是倪云林的一亭翼然，将简古清

绝，原地驻扎，精魂不灭。

室内悬挂的水墨精神，古往今来的

文人墨客，刹那间的神思妙想，流淌千

年的是同一颗文心。一尊尊庄严妙相，

是天地间的大光明，一芥子的空，装得

下所有玄想。

茶烟沉醉，香雾缭绕，品啜的是澄

净自在的韵致和怀想。林泉高致，诗意

悠远，分明是对生命流逝的敏锐，淡淡

的哀愁弥漫心间，对美的追求，又发现

美的无奈和绝望。

“忘彼千载忧，且极今朝乐。”柴门

人以一颗深沉的赤子之心，入世则儒，

积极有为；出世为道，辽阔淡然。期待

着同道之人的心心相印，以执着的生命

热情、天人合一的生命智慧，一道守望

故乡，守望心灵。

“君未看花时，花与君同寂; 君来

看花日，花色一时明。”你看，天人之间，

有如此神通。澄然秋潭，皎然月洁，划

然山涛，幽然谷应，你看，大自然之间如

此绝妙。清光发外，山高水流，于此神

会，王维诗清且敦，苏轼誉之“摩诘得之

以象外，有如仙翮谢笼樊”，你看，有趣

的灵魂总是惊人的相似。

柴门，得山水之滋养，得人文之沾

溉，新鲜、深厚而舒畅，只消看一眼，便

迷醉逍遥于天地山水间。我想，柴门的

灵魂内核，概源于此。“踏遍江湖今几

春，归来一个云水身。”在此，握一脉古

今文人之气，彼此珍视，绵延传递，千年

不绝，千年凝望。

从此，每聆听曲中意、每领悟画中

诗，脑中闪现的总是柴门的一帧帧风

景，我知道，那是心灵的风景。

柴 门 修 心
□张国岚

父亲的荆编
□李振建

水文人的女儿
□张玲玲

捡麦穗
□孟石代

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