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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三月初六是
我和老伴结婚四十五
周年纪念日。我俩是
裸婚，没有花前月下没
有海誓山盟，没谈过
情，说过爱；没去大江
南北、长城内外去旅
游，在希望的田野里，
手握锄头从地南头走
过地北头。

我没给老伴买过
鲜花，只买过无数次麻
花，不过情人节，年年
都过五月节、八月节和
春节，谁也没说过我爱
你，却互相体贴入微，
关怀备至。

我和老伴最有成
就感的就是把两个女
儿养育成人。她俩也
为人妻、为人母，都是
贤妻良母。我和老伴
分工明确。她管三尺
门里，我管三尺门外，
她负责喂猪打狗，洗衣
做饭，我负责挣钱养
家，买柴米油盐。

我俩打过、闹过、

哭过、笑过。既有辛勤
的汗水，也有辛酸的泪
水，既有欣喜的泪花，
也有幸福时刻的欢声
笑语。

每当年节思念父
母、想念兄弟姐妹、盼
望孩子们早点回家时，
我俩都感到孤独、寂
寞、无奈。这时候我就
给她读我在报刊上发
表的文章。每次读完
我都问她，我写得好不
好？她都会坚定地说
好。

有时候，老伴做饭
而我闲着没事，我就一
边背文章，一边在她身
前身后转悠。她让我
离她远点，我说秤杆离
不开秤砣，老头离不开
老婆。她说都老夫老
妻一辈子了，有啥离不
开的？我说少是夫妻
老是伴，今生就把你陪
伴，咱俩这风风雨雨的
四十五周年就是这样
走过来的。

我和老妻
史万忠

粉嫩的紫樱花瓣

摇曳在春天的最后节点

夏日到来了，已经感觉到了

白日里，阳光普照，天空一碧如洗

夜晚 ，望舒朗朗，植物拔节有声

柔甲泛青，山峦翠微

万物都在明媚和温润里生长

生长的蓬勃和快乐

和我按捺不住的欲望一起

飞向遥远的地方

在路边的林荫小憩

只为铭记一场相遇

山林的静谧 ，市井的喧嚣

也只为过往的熟悉

有多少关于生命的联想和期待啊

美好的季节里，编织梦想

放入不安分的心情

连同我的所有的欲望、快乐和期待

写入诗篇

送给夏日

送给夏日
李海军

古代先民居住环境非常简陋，有
的住山洞，有的挖穴而居，在地穴上
面放置木头，树枝，覆盖茅草，有的用
树干绑成人字架，在架子的两侧绑上
树枝，再披上茅草，用来遮风挡雨。
随着年代的变迁，社会的发展，逐渐
演变为坐北朝南的泥草房。我们东
北的泥草房，土木结构，房顶苫草，冬
暖夏凉，造价低廉，具有浓郁的地方
特色。

家乡苫房最好的草是洋草，在大
甸子上一小片一小片地生长着，茎
细、挺实，坚韧。苫好了，一茬草能挺
十几年，这种草数量少，收割不容易，
因此价格较高，少有人家用这种草苫
房。其次是谷草和稗草，但价格也不
低，所以大多数人家苫房都用稻草。

六七十年代，人们的收入都比较
少，苫一次房也很不容易，所以有的
草房年久失修，经常漏雨，经常是外
面大下，屋里小下。就像杜甫描写的
那样，“床头屋漏无干处”，那时我家
租住的也是草房，也住过漏房子。

用稻草六七年就得苫一次房。
苫房首先要买草，到水稻产区买好草
后，自家找车拉回来。三间房草大约
需五百捆左右，拉回来之后还要投
草。投草就是用两条凳子或者木架
等支起来一块厚木板，拿过草捆，打
开，拿出一大把草用力在木
板边摔草的根部，把成绺的
草都摔开，然后一手抓住草，
另一只手将摔出的草叶、草
裤等用手拽下来，蹾齐了，然
后再捆成小捆。

草投好了，等到春天冰
雪消融，在春耕没开始之前，
选一个晴朗没风的日子苫
房。

苫房前几天，还要拉一
车黄土备用。要想苫好房，
找两个会拿梢的好师傅非常
重要。在苫房前几天人要定
下来。苫房的前一天，要把
之前的房草挑下来，并搭好
脚手架。还要准备一个水

缸，苫房前把投好的草在水里面蘸一
下，然后将根向上斜着依次摆上，这
叫洇草，用洇过的草苫房会使房草更
紧密。

苫房最关键的是占檐、拿梢和柠
脊。首先是占檐，人们把投好的草打
开，从中拿起一大把，专人用铡刀铡
草，把草从中间铡开，两名师傅此时
已经站在脚手架的两端，在檐上抹一
层黄泥，然后根据需要苫房的厚度，
一小把一小把地将递来的草，铡面向
下，整齐、均匀地摆放在房檐上，递草
叫“拿把”，师傅边占檐边要在檐草上
抹上一层黄泥，防止风掫，草要比房
檐长出二寸。

占檐之后，师傅从脚手架上分别
走到房子前坡的东西两侧，开始拿
梢，梢是指房子南北坡东西两边的地
方。从下往上苫，根据所需的厚度，
一把把地从两端的房檐往上铺草。
梢草最容易被风掫，所以隔两层上面
要抹上一层黄泥。拿梢需要有经验
的人来干，技术含量比较高。

苫三间正房，房上需要七八个
人，众人先站在脚手架上，随着师傅
往上铺草，有人专门负责往房上扔
草，苫房的人把草捆打开，草根冲下，
一层一层往上苫，苫到大约三米左
右，众人下房休息，师傅站在脚手架

上，用拍房木往苫好的草根上拍，使
苫过的草浑然一体，平整均匀，这叫

“找房”。拍房木是用厚木板制成的，
类似洗衣板，背面有拉手，找房时，用
一根粗细适中的长木杆，将木杆粗头
砍成扁面，插进拉手里，就可以用来

“找房”。
苫房一般都是先苫南坡，后苫北

坡，北坡苫到顶之后，把事先在地上
绑好的秸秆捆，三间房的长龙，抬到
房上，压在房脊上，秸秆捆两侧的间
隙处塞上稻草，然后抹上抹泥，这时
将 在 下 面 拧 一 部 分 的 脊 抬 了 上
来。

拧脊就是以直径五厘米左右的
小杆为轴心，草稍相对，绕过小杆，使
两侧的草根形成八字，拧出的草环环
相扣，紧紧相依，将拧好的部分脊放
在抹泥的屋脊上，然后接着拧脊，边
拧边抹泥，拧完房脊之后，为防止风
刮，还要固定好房脊。

苫房的最后一道工序就是“找
房”。苫完房以后，师傅站在脚手架
上，从整体上看，厚的地方，就用长杆
的拍房木拍打，使苫过的房顶整齐、
平整、浑然一体，能多挺几年。

现在家乡都是砖瓦房和楼房，泥
草房早已不见了踪迹，但它在历史上
的重要作用，人们不会忘记。

苫草房
朱乃波

初夏是一个充满生机与希望
的季节。它如同一名温柔的少
女，迈着轻盈的步伐，悄然而至。
在这个时节，大自然仿佛换上了
一件新衣，处处洋溢着青春的气
息。

阳光透过树梢，洒在翠绿的
草坪上，形成斑驳的光影。微风
拂过，带起一阵阵草木的清香。
远处，蓝天白云下，青山绿水间，
一幅初夏的画卷正缓缓地展开。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
立上头。”初夏的荷塘，正是这般
景象。荷叶轻轻地摇曳，荷花含
苞待放，仿佛是在等待着一个合
适的时机，好向世人展示她们的
美丽。飞舞的蜻蜓，时而落在荷
叶上，时而掠过水面，为这幅画卷
增添了几分灵动与生气。

在初夏的田野上，金黄的麦
浪翻滚着，仿佛在向人们展示着
大自然的丰饶和慷慨。农民挥舞

着镰刀，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
悦。他们的笑声和歌声交织在一
起，形成了一首美妙的田园交响
曲。

初夏的午后，阳光斜斜地洒
在老式的木质摇椅上，发出“吱
吱”的响声。这声音仿佛是大自
然的摇篮曲，让人不自觉地放松
身心，沉浸在这份宁静与和谐之
中。此刻，时间仿佛凝固了，一切
都变得如此宁静与美好。

初夏的夜晚，月儿高悬，星光
点点。习习的晚风，吹散了白天
的燥热，带来了一丝丝的清凉。
此时，人们纷纷走出家门，或漫步
在乡间的小道上，或坐在庭院里
乘凉。呱呱的蛙鸣，仿佛是大自
然的交响乐。

初夏的美，不仅在于它的景
色，更在于它所蕴含的情感。在
这个时节，草木欣欣向荣，人们的
心情也随之变得愉悦和舒畅，仿

佛所有的烦恼都被初夏的暖风吹
散了。

初夏的美，也在于它带给人
们的启示。它告诉我们，生活就
像这初夏一样，充满了希望和美
好。只要我们用心地去感受，去
珍惜，就会发现生活中的点滴美
好。同时，初夏也提醒我们，要珍
惜大自然的恩赐，保护环境，让这
份美好能够永远地延续下去。

初夏的美，也在于它带给人
们的无限遐想。它让我们想象着
未来的美好和可能，激发着我们
内心的激情和梦想。在这个充满
希望的季节里，我们可以放下过
去的包袱和束缚，勇敢地追求自
己的梦想和目标。

初夏的美，如同一幅流动的
画卷，为我们展现了大自然的魅
力和力量。它也让我们能够感受
到生命的美好和丰盈，更加明白
生活的真谛和意义。

初夏画卷
苏作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