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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亚伟

我特别喜欢“采风”一词，总觉得它
有古韵和雅意。

每每提到采风，我的脑海里总会浮现
一幅动感而浪漫的画面：春日迟迟，卉木
萋萋，优雅而多情的采风者游走在烂漫春
光中。应该是在乡间的小路上，就是“陌上
花开缓缓归”中提到的那种小路，采风者
的脚步不时被美丽的景色绊住，频频回首
留恋。忽然，西边的山里响起了悦耳动听
的情歌，多美啊！简直是天籁之音。不经意
间，东边的林子里传出婉转清脆的乡村小
调，那么活泼俏皮，太让人陶醉了！人不自
觉地醉在美丽浪漫的春天，抬眼、侧耳、俯
首，到处都是天地之精华，怎能不让人动
情？

于是，采风者像一只轻快舞动的蝴
蝶，把散落在民间的歌谣小曲一一采撷，
就像捡拾散落一地的珍珠一样———这是
美丽春天盛大而慷慨的馈赠。那些纯朴
自然、原汁原味的民间曲调，分明就是产
自大自然的奇珍异宝！此情此景，恐怕再
矜持的人都会歌之咏之舞之蹈之，来表
达自己的愉悦和欣喜。

所以，我以为这世上最浪漫、最诗
意、最有雅韵和情趣的活动就是采风！对
于我来说，采风不再是搜集民情民俗，我
把采风的意思理解为“采集好风光”。好
风光都在乡间。春来了，何不在春日里走
上一遭？冬去人间暖，春采一缕风。

春来了，采一缕春风暖暖心吧！你感
觉到春风的柔情与暖意了吗？柳色尚浅，
桃李未开，春风却越来越浓情了。午后的

风，柔得像轻纱，软得像浅梦，醺醺然与
你耳鬓厮磨，把暖意从耳畔、脸颊一直传
到心底。我张开双臂，迎着春风，揽一缕
风入怀，顿觉心胸开阔起来。这春风，有
香有味，有声有色！风里有大地初融时的
清新气息，有草木萌动时的甘美气息；鸟
儿的叫声被春风过滤过了，分外清脆嘹
亮；大地的底色是单调的，别着急，用不
了几天，被春风染过的地方就会五彩缤
纷。

春采一缕风，采几笔最早的春色来
描摹春之美吧。残雪消融，冰河解冻，水
声又开始悄然唱起欢歌，依旧是寻常小
调，涓涓潺潺，婉约依旧。山上的草木抖
落了一身灰扑扑的冬装，正在裁剪嫩绿
绿的春之华服呢，它们的兴奋之情即刻
就要涨满了。大地上的小生灵们，终于在

长长的梦中醒来，互相问候着“早安”，瞧
它们欢呼雀跃的样子，定然是在准备新一
轮的精彩演出。春来好风光，时光静美，日
月常新。

春采一缕风，定格春日里最美的故
事。春天注定是温暖的季节，人们纷纷走
出来，投入春天的怀抱。你看，那里有一个
漂亮的小姑娘陶醉在春光里，正闭着眼睛
深呼吸，她单纯的样子多美！春游的人们，
三五成群，扶老携幼，大家把赏春的最佳
位置留给老人和孩子，美好的画面与春之
温馨相映成趣。朋友们在相互拍照，大家
要把春光上传到网上。春来了，采一缕春
风吧，让美丽铺天盖地！

季节轮回，春如期而至。春采一缕风，
美丽的春天赐予我们希望和憧憬，我们会
沿着春的足迹，一路向前！

春采一缕风
□陈树庆

春节的味道还意犹未尽，新年的
鞭炮硝烟尚未散尽，元宵节便宛如俏
丽娉婷的村妇，满面春风地款款走
来。

在家乡人眼里，乡村最美不过元
宵节，大年是春节的序幕，元宵节才
是春节高潮，就像压轴戏放在最后演
一样。乡村小镇元宵节虽没有县城阵
容庞大，但也别具一格，融合了灿烂
而悠久的乡土文化精髓，踩高跷，舞
狮子，耍龙灯，划旱船，顶花桥，传递
着一种古老而传统佳节的韵味。

在我的记忆中，演出者都是村里
爱好文艺的叔叔伯伯婶婶们组成的，
每天酒足饭饱之后，踱到村委大院
里，边胡吹海聊边舞动起来。表演大
都以戏剧化装人物出现，演出的故事
情节均源于当地民间传说和历史典
故，整个表演既惊险刺激，又诙谐逗
趣。于是震耳的锣鼓声，鞭炮声，人们
的笑声汇聚在一起，把整个村子渲染
得既喜庆又祥和。因好的文艺节目还
要到镇上去汇演，各村儿里的叔叔伯
伯婶婶们都暗地使劲儿，整个村庄都
会因为元宵节的即将来临而沸腾。

到了元宵节这一天，大家伙儿倾
门阖户，扶老携幼，穿红挂绿，欢天喜
地到镇上看演出去，里三层外三层围
个水泄不通，有镇上组织的，也有来
自各村庄的，从清晨一直耍到深夜。
踩高跷的踏着高低不平的街道路面，

摇晃舞步，动作惊险，围观的人群中不
时发出一阵阵惊呼声。舞狮子的从街一
头舞到街另一头，活灵活现，锣鼓喧天。
尤其是划旱船最有情趣，漂亮的船姑娘
坐在船舱，恰似一朵流动的花儿在小镇
上飘荡，船儿搁浅了，老艄公用桨撬、肩
扛、手抬，动作诙谐夸张、惟妙惟肖，引
起阵阵喝彩声。元宵节时就连平时不怎
么出门的老头老太太也要在儿孙搀扶下
颤微微地出门观看。此时劳碌了一年的
乡亲们身体放肆地扭一扭，憋屈了一年
的嗓子吼一吼，喊出一年的舒心如意。因
元宵节是乡村的狂欢节，于是，嘻闹声、
欢笑声、锣鼓声，声声交织在一起，汇成
乡村元宵夜晚的交响曲，回旋地飘荡在
上空。

元宵节吃元宵，也是乡村一道靓丽
风景。乡下各家各户的主妇们都善做饮
食，元宵做得最拿手，用家乡的山楂、芝
麻、核桃仁、枣泥为主，加上白糖，用糯米
粉包成圆形，可荤可素，风味各异，吃起来
齿颊留香。不知是那家最先点燃了元宵
夜，噼里啪啦地鞭炮声引爆了整个乡村，
不绝于耳的炮竹声此起彼伏，飘荡夜空，
打破了乡间的宁静，一道道光束银花划破
夜色，形成一支震耳欲聋的交响曲。吃罢
元宵节的汤圆，小孩子们提着各式各样的
灯笼吆喝着同伴满街巷里钻出钻进。大人
们乘兴走出家门，聚在一起闲聊，或去小
镇上看看文艺演出。家家户户门口挂着的
红红灯笼摇曳在夜风中忽明忽暗，每一盏
灯有每一盏灯的心思，是乡亲们在里面点
燃的对这新的一年的盼望与祝福。

乡村元宵节

□王征社

我很幸运，在读书阶段曾遇到
过一位责任心强、善于启迪学生兴
趣的老师，且熏陶良久，影响深远。
在他的身上有意无意地展现出
“学高为师、德高为范”的师者风
范。

这位老师就是我初中语文老
师兼班主任王晓传，他与我同姓同
村同辈份，只不过比我年长 20 来
岁。韩愈在《师说》中有：师者，所
谓传道授业解惑是也。我以为，大
家用“传老师”来尊称他，似乎名
至实归。他是我们哪一方最有名的
老师之一，早年毕业于枞阳浮山中
学，后考入师范学校，终生从教，桃
李满天下。

传老师幼时家境极贫，在村人
帮助下走进学堂完成学业，他个子
不高，微胖，人极聪明，琴棋书画全
会，语数理化门门精通，更难得的
是他能用通俗的语言解析枯燥无
味的课本知识，使人永久不忘。

年少时，一个周日下午，传老
师回浮山中学读书，经过某路卡，
被人拦下，要教他识字，那时全国
兴起扫盲运动，拦他的人让他必
须学完黑板上几十个汉字，否则，
不放行。传老师扫一眼，惟有一个
“讹”字不识，便“诈”问扫盲教
员：“扫盲也不看看对象，我考你
一个字。”遂手指“讹”字问对方：
“认识么？”对方当然认识。于是，
传老师一口气读完其它的字，顺
利过关。

我识初传老师的风采，还是初
一第一次上生物课的绪论，该课真
正授课老师是他的妻子。可能是他
的妻子刚被聘为代课老师，也可能
是为提高大家学习生物课的兴趣，
这堂绪论他讲得太精彩了，亦庄亦
谐，通俗易懂。至今我还记得，世界
上最大的树木有多高多粗，世界上
最大的鲸鱼有多长多重。可以想象，
原本枯燥不堪无人愿听的生物课，
在传老师的演绎下，居然让学生 30
年后还记得。就授课水平而言，在我
们那一方的乡村中学，恐怕无出其
右者。

传老师上语文课颇有特色，
先是在黑板上写几行字词句，让
同学们对照字词句自学 20 分钟
左右，后他再开讲。他讲课不带课
本，一切文章烂熟于心，等同学们
聚精会神听完课，再一翻课本，重
点要点全部讲到，知识早已入脑
入心。

记得我初中毕业时，同学们
“强烈要求”传老师“露一手”，盛
情难却，传老师给我们来了一段笛
子独奏《友谊地久天长》，一曲未
了，掌声不断。

传老师的书法极好，尤其是
板书，以我的观察，他年轻时一定
练过柳体字，且下了很大的工夫。
前几年，他偶尔写一封信给我，很
多同事看到他工整秀丽的毛笔
字，称赞不已，忍不住用手机拍下
来。我还记得年少时，每近春节，
传老师总会搬出桌椅，研好墨，村
人不约而同拿来红纸，请他书写
春联。

我转业到铜陵有色工作后，
附庸风雅，偶尔在报刊上发表一
些散文随笔，不忘寄给传老师，
请他点评一下，他来信总是鼓励
我，让我多读书、多观察、多思
考。

2013 年 9 月，某日，我接到传
老师一个学生的电话，得知传老师
在教师节前于安庆女儿家溘然长
逝，享年 70岁。我突然有一种悲凉
的感觉。一方名师，驾鹤西游；教学
有方，功力深厚；身为弟子，焉能不
悲！

传老师

□丁松英

水，无色无味，无形无状，形散神
凝，壮阔涓小。虽是随处都有，却自有
一番为人处世的大智慧。

水懂得因势而处，顺势而下，在
寒风中凝结，也在夏日里激荡。水深
知无法重新改变，于是努力去做得更
好。千年皑皑冰雪有它的孤峻，九曲
黄河也是它的潇洒奔放。不为汽化消
散而哭泣，不为凝结冰封而忧愁，超
脱凡人之庸，碌者之愁，天地间来去
自在，无拘无束。省却了浮华万千，锻
结了一身灵物。水是陶潜，是阮籍，是
王维，是山间长青的翠竹；水也是李
白，是王勃，是李贺，是横漫天际的才
思。水的变化是另一种进取，以己之
长扬之，以尔之短击之，水永远能为
自己留下天地间一席清净之地。

水固然善变，却也有一层不可触
碰的原则。水柔时为汽为烟，急时如
浪如涛，也有逆鳞不可触，否则就是
滔天巨浪，纵然无法瞬间摧毁，也会
将敌逼入窒息的囚牢。中华文明，正

如水之刚柔。刚时，山河血染，寸土激
战，用血与火铸就民族脊梁。柔时，来者
不拒，包容四海，以文化与沉积写下新
篇章。刚柔并济，是水的智慧，也是中华
民族的智慧。恪守原则，以刚为矛，以柔
为盾，方能凝水之形，展国家之盛。

水不会腐朽，时刻都萌发新的体
验。生而为水，该是何等快意。为烟尘则
仰九天，为潜流而临幽冥。时而爽荡快
意，大气张狂，时而温柔隽永，叮叮作
响。流水不会腐，水样的人生也永远勃
发生机。

水，谦虚对物而自律于己。不同于
野火燎原的狂躁，平日中水安静，恬淡，
只会从你手边滑过，水流是轻柔而洁净
的。它不愿世间有泥泞，于是牺牲自己来
洗涤途经的一切。不带给你一丝疼痛，是
慈母的手。它是宁死也不愿沾染油污的，
自清自洁，岂能陷于污浊？水是万物之君
子。

水衍形而生万物，是世间一切的本
源。人心如水，圣心备矣。

轻轻接下一盆水，浸泡双手，你明
悟了什么？

智慧源头活水来

□陈之昌

2015 年一个春日的午后，铜陵市
作家协会采风小组走进了地处铜陵、
南陵、繁昌三县交界之地九榔村。

我们一群人进入太阳冲口，便是
面积达百亩的太阳冲水库，湖水静影
沉碧，青山翠竹倒映池中，山风徐徐，
野雀争鸣。此处有“静坐崖下听泉声，
胜似雅居空调间”的美誉。韬玉峰在
太阳冲山东，其峰雄丽壮秀，内含白
色，隐然如玉韬璞中之状，龙首峰与韬
玉峰相对，高有百丈，山峦石势昂藏如
龙首，然天旱有云覆其上，即雨。双桂
峰与五老峰相近，有两峰并列，若人拍
肩而立。洗砚池有泉出石窦中阔丈余，
唐代人王冲霄于此处读书，曾将笔砚
常洗于池中，至今水仍墨黑、实谓奇
观。另有燕石、观音岩、神笔峰、神兵阵
等奇景，太阳冲内奇石美景，甚为壮
观。是九榔村白茶种植基地，毛竹资源
十分丰富，北宋文人陈翥曾在此著书
《桐谱》。

九榔村被外界誉为世外桃源，是
省新农村建设示范点，省级生态村，市
应急疏散基地，青少年红色革命根据
地及教育基地。走进首先吸引我们眼
球是多姿多彩文化墙的内容，在刷白
的院墙上绘制了许多展示优美风景的
山水画和讴歌自然的古典诗词，“百
善孝为先，敬人即为礼。”二十四孝的
图文，这些栩栩如生文化墙促进了村
里长幼、婆媳之间关系的和谐融洽，日
益成为村民劳作之余休闲的聚集地。

九榔老街的房子依山而建，典型
水墨徽派建筑，粉墙红瓦两层小洋楼
有太阳能、有卫生间、有闭路电视，还
能用沼气烧火煮饭，房前屋后青藤古
树、绿油油的白菜煞是喜人。我们在村
中穿梭，一簇簇菊花、榆树点缀着我们
眼球，还有一个个举着红灯笼的柿子。

一转弯，眼前出现一块路牌：三家巷，
说来还有一段佳话，在九榔村村子里，
有一条新建的“户户通”道路，这是三
户村民主动拆移自己的农家小院后新
修建而成的。为“户户通”让路的事迹
在九榔村广为传播，村民们说，美好乡
村建设离不开“三家巷”的精神，因此
给这条小路起了一个通俗却不失深意
的名字—————三家巷。九榔村为提升
九榔街道整体形象，完成 200 座卫生
厕所的改造任务，启动有线电视户户
通工程，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还对
九榔河道予以清淤，提升九榔河防洪
能力，村庄美化亮化了，村民们生活正
如芝麻开花节节高。

再往前走，我们眼前突然一亮，
在村部门前村民休闲广场，总面积达
340 平方米，绿化面积近 200 平方
米。钟鸣镇文化站缪悟之站长介绍道，
为建设美好乡村，这广场是由过去废
旧老队屋、废弃稻场、露天厕所、猪圈、
杂草残垣断壁拆除改建而成。地面都
是由地板砖铺就而成，跟城里一样。各
种健身器材一应俱全，是村民健身场
所，夜晚村里许多妇女在这里跳广场
舞，缪站长还说道，村里修好了村民休
闲广场，村民打麻将少了，跳广场舞多
了，有时还自编自演一些文艺、黄梅戏
小节目，自娱自乐，丰富活跃村民文化
生活。听了缪站长的介绍，一股崇敬之
情从我心底油然而生，就是美好乡村
带来的翻天覆地变化啊！

走进了你，美好乡村———九榔，一
脉相承的青砖红瓦的徽派建筑，还有
传为佳话的“三家巷”精神，我不断地
用手中的相机记录着这个美好的一瞬
间，九榔的村庄是灵动的，有传承，有
创新，有激情，更有诗意，古老让村庄
显得厚重，新貌令村庄英姿飒爽，美轮
美奂的九榔村让我们如痴如醉，这就
是美好乡村的典范。

走进九榔村

□白俊华

春天来了吗？
来了！你听，那灵动而清新的语言，

已经在肆意泼洒的阳光里，温暖成美妙
的乐音！

轻柔的风。风，原来居住在北方，在
大雪纷飞的日子，把刺骨的严寒和冰冷，
次第向南部推进。沙哑狂虐的嗓音，像一
次严重的感冒，流行了整整一个季节。

在肆意穿行的旅途上，因为冷酷无
情的本性，承受了太多太多的责怪和流
言蜚语。其实，风的内心，也有莫名的苦
楚说不出口。

还有一朵鲜艳的花儿，在雾霾的缝
隙绽放成素洁。此时，一棵树和一个人，
站在岁月的街口，相互默默地对视着，试
图把一枚依然挂在空中的叶子，从血液
里抽出几枚新芽。而风，也在用脉脉如许
的眸光，温情地欣赏着别样的景致。它的
心里，有一股暖流，已经缓缓升腾。

小心地避开一些情节，然后升起少
许温度，在思索中尽情地观赏着街上的
行人，于懵懂中脱掉了厚重的衣服。还有
甜美的笑容，在快步行走中仔细地聆听，
那来自南方的一声口哨。

泥土的味道，伴随着风的轻柔，慢慢
地，慢慢地，在广袤的土地上弥散开来！

展翅的鸟。一只小鸟飘然穿过寒冷，
翅膀的叫声，带着一丝丝凉凉的冷风。掠
过田野的呼啸的语言，在窗户或者门的
缝隙，试图把温暖拽成一缕温馨，让房间
飘展季节的意象。

天空变得越来越朦胧，仿佛一首远
古的情诗，悠远了一个精灵悠长的梦！天
空里，一个句子，一个标点，都闪动着呼
唤的身影。

刚开始的时候，只有一只小鸟在飞，
后来又有一只携来了它的伴侣，那呼唤的
心思，缓缓地舒淌成了河流。此时，有一种
爱的萌动，已经在阳光下破冰！

飞临村庄的时候，鸟儿们停伫在一
处草房，在眺望中欣然地发现，草房门前
的两棵柳树，正准备在恰当的时机，迎娶
一年一度的新娘。

而鸟儿们不管落在哪里，都会惹来
庭院里一抹善良的微笑。白发苍苍的父
亲，目光透着温暖。粗糙的大手，一遍遍
地抚摸着潮湿的空气。因为他知道，里面
有空灵的韵律，正在慢慢地发芽。

如此境况之下，机灵的鸟儿们，也扑
棱棱地拍打出一句句情话，惹得屋檐下

亭亭玉立的小丫，一抹红晕瞬间爬上了脸
颊！

婀娜的柳。休眠了一个冬季的柳树，
悄悄地从冰雪内部探出头来，然后惬意地
伸出手臂，让筋骨在微风中舒展成舞姿。
那一抹淡淡的鹅黄，已经涂满换季的衣
裳，让季节的颜色，变得越来越丰富，越来
越鲜艳。

而此时，惬意的人们，已经纷纷地站到
了树下，尽情地嗅着柳树散发出的新鲜的味
道。一点点微醉的感觉，瞬间浸透了心脾。

去年在这里飞出的喜鹊，又不舍不弃
地衔来了第一枝温暖的爱情，开始构筑融
入经世柔肠的家。那婉转的吱吱喳喳的叫
声，充满了无边的喜庆和柔柔的祥和。

柳树的旁边，那一泓池水，宛若处子，
闪动着亮晶晶的眼睛，脉脉地感受着鱼儿
肆意的跳跃。

一枚去年的叶子，还透着些许秋韵，
静静地卧在泥土里，不知道今年的一抹新
绿，究竟会在哪一根枝条上，调皮地伸出
毛茸茸的舌头。

谁家的小女孩来到了树下，无意间甩
动的羊角辫儿，把一缕微风染成了春天的
颜色。她善感的眸光，向远方招着手，好像
在召唤一个久违的身影。

乡间的小路，顺着女孩的目光，蜿蜒
成跳跃的意象。而在这绝美的景致里，一
抹甜蜜的微笑，已经在明媚的阳光下，灿
然绽放成满眼的娇艳！

春天的语言

□王举芳

我自幼喜欢吃烤红薯，莫名的喜欢，
没有理由，没有原因。于是，隔三差五，我
总要买上几块烤红薯，在那绵甜的味道
里，心情变得简单、轻松、满足，还有珍
贵。这珍贵的味道来自 15 岁那年的那
块烤红薯。

那时我上初三，学校离家很远，我只能
住校。没有父母在身边，有时候头疼脑热或
者身体不舒服，心里总会陡生忧伤。

初三下学期的早春，天气时冷时热，
倒春寒频发，我得了感冒。为了不让父母
挂心，我没有让老师给家里打电话。老师
安排同学陪我去校医务室拿了药，送我回
宿舍休息。谁知第二天，我竟然发起了烧，
头晕晕的，感觉身体没有一丝力气，更要
命的是，我的腮上和舌头上起了很多水
泡，钻心的疼。

吃不下东西，只能喝一点水。我坚持
着不给家里打电话，因为父亲要上班，母
亲知道了，一定会步行到学校，几十里的
路，一定会引发她的腰疼病。我已经15岁
了，应该知道体谅父母了。

晚自习课间，舍友帮我从食堂打了
一份粥，她匆忙去上课了。我拿着勺子，
一点点的喝着粥。响起了敲门声，一下一
下，不疾不徐，却不间断。

开门，是我们的班长，一个清瘦的帅
气男孩。

“好点了吗？”他有些羞涩。要知道
八十年代，男女同学之间还是有“鸿沟”
的。

“吃了药好多了。”因为口舌生疮，
我说话有些含糊不清。

“你怎么了？说话怎么都不清楚了。
我陪你去医院看看吧？”他很认真地说。

说话太疼太费力，我拿来纸笔写：我没
事，口舌生疮，疼得厉害。他看了，点点头。

“那你想吃什么？我给你去买。”他
望了一眼碗里的粥，又说：“光喝点粥怎
么行，不吃饭病好的慢。说吧，你想吃什
么，我去买。”

我在纸上写：我什么都不吃，吃不下
去，也不想吃。

“你知道吗？你这样子不行，不吃饭
怎么行？我知道你口舌生疮疼，但总得坚
持着吃点东西啊，这样病才能好得快。”
他是那样诚恳真诚。

“我知道了，你等着。”他转身急急
走出了宿舍。

有一节课的功夫，他才回来，从怀里
拿出来一个纸包，不好意思地说：“我知
道你喜欢吃烤红薯，这是我特意挑的，很
软，你用勺子挖着吃，应该能行。”他腼
腆的、无所事事地挠着头发。

“你一定要吃哈，我先回去了，晚自习
快结束了，我回教室收拾一下，一定要吃
哈。”说着，转身，飞快走了出去。

我剥开纸包，烤红薯的香静静地在空
气里缭绕。那块烤红薯，很软很糯，是那样
甜，那是世界上最甜最美味的烤红薯了。
以后的很长时间直至现在，回味起来，依
旧是无与伦比的香甜。

后来听同桌说，他打听了我最喜欢吃
的东西，然后出去买。因为已是春天，卖烤
红薯的人少了，加之是晚上，更不容易买
到。转了好多地方，最后终于在一家超市
买到了最后一块烤红薯。

那块烤红薯，让我的心里升腾起丰沛
的暖。病仿佛一下子好了很多。

紧张的复习、测验、模拟考试，我和他
再无交集，但烤红薯的香在我的心间久久
弥散，挥之不去。

后来我们考上了不同的学校。毕业、
工作，失去了联系，音讯全无。

多年后一次偶然相遇，说起那块烤红
薯，他说：“作为班长，我应该给你关心。再
就是，我知道一个人孤独的生病很需要别
人的呵护。我是一个孤儿，我知道那种情
景有多凄凉。”他居然是个孤儿，这是我多
年后才知道的秘密。

不管过去多么久远以后，我都会记得
那个清瘦帅气的男孩，他在我的记忆里纯
净的犹如山中的清泉，任岁月风尘不断，
依然澄澈明亮。

15 岁的烤红薯，一份纯美的爱与怀
念。

烤红薯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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