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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学 副 刊

文 摘

烟雨江南 郭任坤 摄

阳光蹦蹦跳跳，春天说，来来，靠
近我温暖你。清晨街头，车如流水马
如龙。人行道上，远远看见一个二十
来岁的女孩子背着五彩缤纷的双肩包
旖旎而行，一道亮丽的风景。恰似辛
弃疾的一句词：疏影横斜，暗香浮动，
春消息。

不要以为五彩缤纷是俗气的，从
黑灰色调为主的漫漫冬日走过来，腻
透了，缺的就是这一把绚丽明媚的俗，
这一抹张扬大胆的春意。不远的日
子，就是大好河山，迎春朵朵开，桃花
朵朵开，只要是有泥土的地方，就会感
受到萌动和勃发，那是大自然赋予的
独特的生命暗香。

一位南边的编辑在QQ签名里写
到:早晨骑车行经在林立的高楼间，下
过雨的空气湿蒙蒙的，想到眼睛看不
到的地方，虫在萌，草在长，万物在生
发，人类用钢铁和水泥一层层将自己
包裹起来，似乎是可见的安全，但世界
的生机和活力却多由我们看不见的事
物创造的。

闲翻空间动态时看到，停住，一个
字一个字，细细读。写得真是好，让我
想到一句话:人人心中有，人人笔下
无。现实总是这样的，平常的日子里
时不时会有一些触动和感悟，过去了
也就过去了，没有记录的习惯，也就荒
废了文字能力。读书或浏览网络时看
到心仪的句子，就会忍不住在心里暗
暗称赞，甚至拍案叫绝。这便是共
鸣。像这位编辑写下的“虫在萌，草在
长，万物在生发”，那是属于春回大地

的暗香浮动。而我们所共鸣的那些思
想是一缕缕迷人的芳香在灵魂里跳跃
欢腾，多么美！

看看日子，惊蛰临近。惊蛰是反
映自然物候现象的一个节气，意思是
天气回暖，春雷始鸣，惊醒蛰伏于地下
冬眠的昆虫。惊蛰有三候:一候桃始
华；二候黄鹂鸣；三候鹰化为鸠。此
时，雨水渐多，人间进入春耕。这是一
年中最好的时光，万物生发，暗香浮
动，自然就是这么神奇！

而人间也非常有意思，单说女孩
子最喜欢的事，逛街买新衣，或者逛淘
宝，热闹和欢喜是一样的。棉衣还在
身上，心就飞向了春天，暗香浮动着，
都是春日的好。每天看天气，温度一
上升，就谋划着去心仪的地方看新
衣。春和景明，没有几件好看的衣，又
如何配得上这光阴如梦，年华似水？

谁知，卖衣者比买衣者更心急。
刚想着要买春衣，夏装就开始盛大登
场了。

可见，人心是急的。春光短暂
吗？一点不，它有它的节奏，缓缓的，
柔柔的。不经意间的，春意早已盎然
人间。

读到这样的诗句:你开不开花，我
不计较。打马从门前走过的人，我已
把他的无语视作深情的歌谣。生命有
各自的无奈，你耐心地活着，就好。

这个世界到处暗香浮动，春天来
了，花迟早会开的，别去计较太多。一
计较，就落入了世俗的圈套。像春天
一样淡定，生命无奈，却暗藏芳香。

□ 耿艳菊

暗香浮动春消息

冬谢幕，春上场，行经处，星星点
点，生机怡然，一派春光。

空气软了，甜了，轻轻浅浅，迷离
的颜色，缠绕的芬芳。风拂过脸颊，
微动发丝，含着微笑的试探与触碰，
细细的、柔柔的，似有若无，不着痕
迹，叫人惊喜、张望、流连。

春色美。春意醉。春风碎。
碎了的春风，一片片，仿佛散开

的蒲公英，又似轻盈的羽毛，漫无边
际，随物赋形，沾了春情千百遍，染成
清丽图画一篇篇。

春风碎，碎在枝头。褐色的湿
湿的枝干将在冬日里凝聚的太多对
春的思念，化为点点青绿，含情倾
吐。一树如此，满山这样的青绿就
很壮观了，掩了山的峭，添了山的
俏。随处可见的小野花，生于绝壁，
长在石隙，一点儿土，就是生命的摇
篮，待春风一起，便展出自己的灿
烂。不娇不艳，碎碎的淡黄浅蓝纯
白色，一丛丛一簇簇，如乡村人家的
小姑娘，仰脸向天，亦笑亦歌，娇憨
自在。

春风碎，碎在春水。滑如绸缎，
清如明镜，引得燕子贴水过，映出蓝
天好容颜。满湖的细浪画鱼鳞，满湖
的轻纱起了皱，被风轻轻推着，一波
未平，一波又起，还念着当年的凌波
微步吗？还记得采荇菜的女子吗？
恍惚间，洛神远走，诗经定格，而那

“阳春二三月，草与水同色”的岸边，
在每一个春日，又怎少得了人影绰
绰、笑语隐隐、芳洲拾翠、秀野踏青？

无数的春，都过了，却有无数零
星的碎片，在风里流转、留香。

谁将一行行碧玉般的秧苗，插在
青翠的大唐，五绝、七绝、五律、七
律、排律，整齐干净。碎碎的春风从
秧上吹过，吹过长安三月的水边冰
肌玉骨的丽人，吹过灞桥边执一杯
酒一枝柳的送行人，吹过临安小楼
夜听春雨的不眠诗人……斗转星移，
又吹着一袭裙裾，那是谁的一双妙
手，捧一碟悠长的小词，在优雅的两
宋，闲闲而行，听一排风敲竹，赏几只
蝶恋花，鹧鸪天里采桑子，蓦山溪畔
踏莎行，烛影摇红时，数春风袅娜，诉
衷情。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如杜
丽娘，春情动春心，生生死死，定守着
梅根相见。亦如那些不知名的女子，
杏花当头落，年少陌上行，妾心拟嫁
与，风知君可知？桃花人面两相红，
这一春，有缘相遇；那一春，再见无
期，叹。桃花笑，离人泪。

春风碎，碎染枝头青杨柳，碎作
田间荠菜花，碎成一地桃花水，碎发
池塘小浮萍。碎了的影像，这一处山
花烂漫，那一处溪涧清流，一处一处
的画面拼接成色彩斑斓的美丽锦缎，
在天地间铺展。

□ 程丽英

春风碎

如果把季节比作一本厚重的文
集，那么，春天，无疑是其中最耀眼
的诗句，优美隽永，韵味无穷。

归燕是春天的引语。“细雨鱼
儿出，微风燕子斜”。一路呢喃的
燕子，把春天的讯息，自南而北，准
确 及 时 而 又 完 完 整 整 地 带 回 故
园。一身乌黑发亮的羽毛，再配上
红唇尖喙，俨然一幅俊秀洒脱、优
雅十足的绅士派头。时而振翼高
飞，箭一般直入云霄，时而展翅低
掠，紧贴地面迅疾而过。那高超的
飞行技术，即便是一流的飞行员，
看了都会拍手叫绝、叹服不已。

花草是春天的主题。“乱花渐
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花
草，是春天不折不扣的主题。随着
第一枝迎春花的悄悄绽放，桃花、
杏花、梨花，还有叫不上名的各种
野花，你争我抢，竞相开放，为大
地披上一件华丽的盛装。草儿也
经不住诱惑，蠢蠢欲动的同时，破
土而出，茁壮成长。一棵棵、一簇
簇、一片片……递增出一望无垠的
碧绿，来报答广博无边的三春之
晖。

细雨是春天的标点。“好雨知
时间，当春乃发生”。夜里，一场淅
淅沥沥的蒙蒙细雨，总会在渴盼已
久的期待中偷偷而至，带来一份特

殊的惊喜。那点点滴滴、漂漂洒洒
的景象，难道不是春天最生动、最
形象的标点。“一年之计在于春”，
喜上眉梢的庄稼人，在雨后初晴的
日子里，从来都不怠慢。一大早，
就套上犁铧，赶着牛儿，来到潮润
的田地，耕耘收获，播种希望。

虫鸣是春天的韵脚。春日里，
和煦的阳光，把象征生命之源的光
热，毫不吝惜尽情挥洒。河水解
冻、大地苏醒。在大自然温暖的怀
抱中，沉睡一冬的各种小昆虫们，
也懵懵懂懂，开始眨巴起惺忪的睡
眼。随着暖意一天胜似一天，它们
也逐渐放开了喉咙，唧唧哼哼、嘶
嘶嗡嗡，不管高低、无论平仄地浅
呤低唱，好似无数丝竹管弦俱拉齐
鸣，奏和起春天自由和谐的韵律。

孩子是春天的注释。“儿童散
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春
天里，最兴奋、最激动，莫过于那些
稚气未脱的孩子们。脱掉冬衣，穿
上春装，迫不及待跑出家门，投身
大自然。树林里折嫩枝、拧柳笛，
山坡上采野花、抓蝴蝶，公园内放
风筝、玩游戏，小河边捉泥鳅、打水
仗……不亦乐乎，流连忘返。而他
们爽朗的欢声笑语，恰是春天最恰
当 的 注 释—— 挂 在 脸 上 ，一 眼 便
知。

□ 逯富红

春之喻

雾所连江，雾散去，当然能看到对
岸的皖南了。皖南，皖之南。就是雾不
散，也知道对面就是皖南。

对于皖南，我并不陌生，虽说不上
跑遍了那儿的山山水水，但到过的地方
也不少。两条河，把安徽分成了三大
块，皖南就是其中的一大块。这一块与
同样在长江以南的江苏浙江相比，皖南
的特点就是山多，身处于某一片小平原
上，别以为这样的平原能成得了多大的
气候，冷不丁地，就会有一座孤峰毫没
由来地耸立在你的眼前。

走过了山路才知道什么是山路。
走着走着，路没有了，若真这样想，你多
虑了，车到山前必有路，怎么会错得了；
柳暗花明又一村，谁说不是这样的？总
以为大山之中再也不会有人家了，偏偏
出乎你的意料，可能是几十户甚至是上

百户的人家合抱在山坳之中，有些人家
真切的在白云深处，你会觉得他们在过
着神仙一般的日子。在祁门一个叫做
赤岭的地方，行路之难总算让我开了一
次眼。就一座山岭，汽车一上一下，盘
旋了两个多小时，上去了，我记得我曾
长出了一口气，不无感慨地说：登天
了！云就贴着车慢悠悠地移动着。当
车从赤岭下来后，感觉真的有点像重回
到了人间。而走在山中的那些人迹稀
少的石板路上，有人跟我开玩笑说，你
此刻所踩的地方，没准就是胡雪岩当年
踩过的地方，你的脚印盖过了他当年的
脚印。徽商就是穿越着这么崎岖陡峭
的山路走出去的吗？真不敢想象。

山是皖南的骨骼，水则是皖南的
精气。有些流水，让你想象不出它们的
源头，或许是接通了天河，毫无道理地在

山谷中游动着。诗仙李白造访过的秋浦
河，怎么看，都像是仙境之中的一条河，
使你不得不佩服李白会挑地方。两岸峰
峦叠翠，群山婀娜多姿，树影婆娑，花木
争芳，流水分明是流动的晶体，是醉人的
酒。云雾之中，总似有仙人过往，不时有
白鹤从天而降，飘落在山中的松木上。
看见这样的河，神仙们也禁不住要飘飘
忽忽来到人间了，用他们的葫芦，舀一壶
河中的酒，神仙也要失态了。在皖南，像
秋浦河这样的河流实在不是少数。不少
绕山流淌的河，犹如王母娘娘的发簪，
将聚集在山脚下的人家与对岸划成看
似不可逾越的两个部分，但这当然不能
阻挡得了人们从水的上空越过，石头和
木头筑起来的桥，不经意地给山乡增添
了秀丽奇特的景观，宛若彩虹，有些桥，
堪称工艺品，有着精致的雕刻。

皖南就是一幅画，粉墙黛瓦的民
居，那无疑是一串怀旧的意象；高高低
低姿态万千的山峦，分明就是在召唤
着什么；起起伏伏蜿蜒曲折的路，在委
婉深情地讲述着乡愁；饱经沧桑的树
木，无不在诉说着一种难以名状的传
奇……“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徽
州只是皖南的一个部分，但皖南却不
仅仅只有徽州。“五岳归来不看山，黄
山归来不看岳”，黄山风光，早为天下
人认同。书写着几千年文明的文房四
宝，又几乎都与皖南有着密不可分的
联系。牌坊、牌楼、石拱桥，古藤、怪石
和傩戏，都不过是皖南的细小的音符。

近几年，我依然没少到过皖南。今
天的皖南，真切地成了游人的世界，游人
几乎可以与山中的树木比数量了。在西
递，在宏村，在屯溪老街，在九华山，在齐
云山，在太平湖，在歙县古城，哪一处不
是车来人往，人走了一批又来了一批，
车，不仅可以攀登绝顶，还可以在山的腹
部穿过。一直静养的皖南，似乎改换了
惯有的风格，意气风发地走上了前台，在
以新的姿态书写另一种传奇。

□ 范方启

皖之南

杨柳青青。一些绿色介入
将色彩涂抹在鸟的嘴角
一抹淡雅，划过季节的头颅
春天的册页打开，诗篇彰显

侧耳聆听。春天一株桃花盛开
内心供养一束梅，清香四溢
春日里，土壤里满是激情
一头牛的足迹，踩出韵律

乡村的舞台上，苔藓退却
一粒种子，从地面探出脑袋
夜晚赶路的猫，遗失墙角
用眼角望穿，春天多彩的斑斓

迎春词
在春天，风就是书写诗意的笔
河岸倒柳的影子，随风飘摇
荡漾着春潮，从河堤漫延
一丝绿，透过季节的隔离带

迎春花，告知春天来临的消息
守望着雪的纯洁，芽苗吐露
心事被枝头高叫的鸟雀，说破
寂静的山村，顿时热闹非凡

春天的宣纸铺开，挥毫泼墨
玲珑的词赋，在笔尖触动
所有艳丽的色彩，齐聚春天
用时光的画笔，将春天描绘

早春

春风吹过，草木一字排开
蚂蚁开始出入洞穴，苍茫中
万物灵动，在灌木林修整
春天的征途上，花朵正艳

一阙春词，将绿色播撒
浓郁的大地上，春意盎然
提前迈开春天的脚步
行走在诗意浓浓的春潮中

二月的春风，将杨柳修剪
一只燕子，带着春天的气息
在屋檐下驻足，用体温
丈量春天，这热情的时刻

□ 何军雄

春天的诗篇
（外二首）

生活中有时需要批评，有时需要
关爱和帮助，有时也需要赞美。

卓别林小时候，有一年圣诞节学校
组织合唱团，卓别林却落选了，他很沮
丧。卓别林在班上背诵了一段喜剧歌
词，博得了大家的喝彩。老师说：“虽然
你唱得不好，但表演很有幽默的天分。”
为了生计，卓别林四处到剧院打听，希
望能演一个角色。一天，伦敦一家剧院
要上演一出戏，剧院老板答应让卓别林
演一个孩子的角色，结果演出并不成
功。当地一家媒体在批评该剧的同时
却说：“幸而有一个角色弥补了该剧的
缺点，那就是报童桑米（卓别林）。以前
我们不曾听说过这个孩子，但可以预
见，在不久的将来定会看到他不凡的成
就。”再后来，年轻的卓别林获得了一个

去美国演出的机会。不巧的是，这次演
出没有引起任何轰动。然而美国《剧艺
报》在谈到卓别林时说：“那个剧团里至
少有一个能逗笑的英国人，他总有一天
会让美国人倾倒的。”多年后，卓别林终
于成为享誉世界的艺术家。卓别林的
成功，除了天赋和勤奋，在人生的十字
路口和最关键时刻，他还受到了赞美和
肯定。

有一位母亲，她的小孩上幼儿
班。孩子非常调皮好动，课堂上一会
儿也坐不稳，但班主任还是对他母亲
说了赞扬的话。回到家里，这位母亲
笑着对孩子说：“宝宝，今天老师表扬
你了，说你有进步，一节课有5分钟可
以坐得稳稳的，乖乖的。”宝宝听了很
高兴，第二天上课竟有10分钟能坐稳

了，后来，他真的慢慢地克服了这个不
好的习惯，班主任也感到很欣慰。

有两位同学，他们总为一点点小
事斤斤计较，总看着对方不顺眼，相互
指责时有发生。有一次，一位同学在
地摊市场，看到一只非常漂亮的文具
盒。看着价格便宜，他就顺便买了，送
给另一位同学。接到文具盒的同学说
道：“谢谢你，我真开心。”这句赞美的
话，看似简简单单，却成了两人和好如
初的润滑剂。两人说了好多心里话，
都感到以前的事情是自己不对。

生活需要欣赏和肯定，学会赞美
别人，人与人之间会多一份理解，少一
份隔膜，多一份温暖，少一份冷漠，还
有可能会给一个人增添生命的活力，
改变他的现状和命运。

□ 胡 可

生活需要赞美

在我的老家庐江县泥河镇乡下，过
年是家家户户一年之中最大最热闹的
事。尊崇祖祖辈辈的传统习俗，从腊月
二十三过小年到正月十五闹元宵，都是
过“大年”。最看重、最庄重的是三天“大
年”——三十晚上的年夜饭、正月初一和
初二的合家欢。长辈们严令家人：过年
头三天,万事靠一边。就是说，无论走亲
访友还是外出游玩，必须过好过完这三
天“大年”才能外出，但今年，我们家却改
变了这一旧习。

破旧规：简化年夜饭。自从长女
接过老伴的班开始张罗年夜饭后，我
们老俩口就在长女家的大房子里过
年。长女每到春节来临之际，便一连
几天去菜市场采购各种各样的食材。
今年节前，她老妈左打招呼右劝告：日
子都好过了，不要再集中在过年时买
许多吃的东西了，平时都有的吃。过
年嘛，意思到了就行啦。

今年的年夜饭，摆上餐桌的菜肴也
不像往年那样大鱼大肉、炖鸡烧鸭卤猪
蹄等花样众多。桌上的菜肴减至六菜一
火锅，以素为主，且一点都不浪费全部吃
光，在说说笑笑中完成了除夕大餐。

改旧路：初一外出看灯展。按老规
矩：大年初一初二这两天，无论天气阴
晴，一家人都聚在家中或玩牌或看电视
并吃吃喝喝。而今年正月初一，多云天

气，用罢午餐，稍事休息，我们老少五口
动身前往义安区西联乡犁桥村看灯
展。约摸50分钟车程抵达目的地。

远远望去，犁桥村道两边灯笼高高
挂起，彩旗迎风飘扬，伴随着欢快的《迎
春曲》，身着节日盛装的男女老幼从四面
八方向明塘文化艺术村涌动，欢声笑语
此起彼伏……我们夹在人群之中缓步进
入现场，欣赏各式彩灯造型。

放眼望去，万千盏灯笼把约500米
长街点亮，宛如一条玉龙在驰骋，行走
其中，恍如进入梦境一般。细看吧：主
灯组成的“威风锣鼓”造型向游人传递
喜庆和祝福；“和平盛世”灯组映衬着人
们歌颂的美好情怀；“金玉良缘”灯组展
现人们对新人的美好祝愿；“万象更新”
灯组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灯组和西游
记人物造型吉祥物吸引了许多小朋友
和年轻人的青睐……各种灯饰造型在
设计上都颇费了一番功夫，形状各异：
方的、圆的、菱形的、腰鼓型的、六角八
角形的，分布于大小街区及各个拐弯抹
角的小巷中，喜庆祥和氛围浓。此外，
还有中国结、十二生肖、祥云、花瓶、大
鼓、花伞、福字、大象等十余种传统文化
符号的灯笼以及上面的灯谜，不由看得
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

锻炼身心：初二三代去爬山。大铜

官山森林公园已建成两三年了，我们早
就想去看一看，如今女儿倡议大家动动
筋骨去，得到一致同意。大年初二下
午，我们就启程——爬爬铜官山。

赶到大铜官山东部山脚下，问明
登山线路，于一点四十分开始登山。
满山枯树密布，道路曲折弯多。越往
上爬，梯路越陡，双腿渐渐开始颤抖不
止。祖孙四人解开衣扣，仍汗津津，继
续坚持着一步步往上艰难前行。来到
半山腰，站立片刻向下看，只见一栋栋
高楼拔地而起，点缀在对面山谷间，映
衬着蓝天白云煞是好看。远处长江东
路上跑着的大大小小的汽车在明媚的
阳光的照耀下宛如跳跃在白练上的颗
颗珍珠……

我们老小忍着双腿发胀酸疼，继
续向山顶挺进。汗透全身，几近瘫倒
在地，终于三点二十五分到达大铜官
山顶。这时，只见小城东、西、北三面
的美丽容颜：东面的螺丝山展开热情
的怀抱，将纵横数里、一排排楼房掩映
在绿树丛中；往西，长江路更像一条彩
带一路伸展到长江之滨；往北，铜陵经
济开发区一带工厂林立，一派繁华景
象。而西北角的笠帽山上，树木葱茏，
纪念碑高高耸立……

看够歇足，我们小心翼翼地从北坡
下山，人人觉得这个年过的真有意义。

□ 徐业山

三天“大年”说“三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