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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学 副 刊

春在我的心中，永远是故乡一缕清
新的风，一支赋有生命的歌。每当早晨
或傍晚，她便会在村庄上空化作一股股
馨香的袅袅炊烟，弥久不散。

故乡小巷曲曲弯弯，让人猜不透究
竟有多深、多长。每年春回大地，我总
爱去钻故乡那些青石板路的巷子，踏响
满巷的足音。在远远近近、零零落落的
声响处，春风不时撼动我的心弦，赋予
我人生的感悟。

故乡的春如诗如画，每到雨季，春
便成了一幅山朦胧水朦胧村庄朦胧小
巷朦胧的天然水墨丹青画，让人看不
够、爱不够。记得孩提时候，省城很多
大画家都爱到我的故乡去画画，他们画

山，画水，画树，画鸟，画小桥人家的风
土人情。那时，我便想；长大了当一名
作家，用识字的笔把故乡春天的美写出
来，让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读到她。

在故乡，最耐人寻味的是在春天
里帮爷爷看水轮碾米车的情景。碾米
车在哗哗春水的推动下，周而复始地
旋转着，发出“吱吱呀呀”的吟唱，而那
春韵般“咚-咚-”的碾锤声，不停地响
着，直到把稻谷碾成白花花的大米为
止。虽然这种古老碾米方式，如今已
被机械化代替，但我想，假如没有那欢
快的春水伴着祖先古老发明的歌谣，
也许未必有今天现代“芭蕾舞”般的碾
米声声。

而最难忘的，就是故乡春天的古戏
台了。故乡的古戏台是用杉木搭建而
成的。每年春季“三月三”村里那些

“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庄汉农妇，穿上
古戏服，抹上几笔淡妆，给乡亲们演几
台“打龙袍”或“白蛇传”什么的，虽不
那么精致，村民还是乐得满脸春花。
那时，我还小，手里拿着一根杨柳条喊
着“看不见”，爸爸便让我骑在他的脖
子上，我随着爸爸看戏时发出的笑声，
前仰后摇地晃个不停。我有五年没有
回故乡了，总想回去看一看。那天，父
亲从乡下回来，说村里这几年发生了
许多变化，并特别告诉我沉默了二十
多年的古戏班在乡政府的支持下又重

新组建起来了。他说，乡亲们现在有
钱了，可还是爱着村里自编自演的戏，
他虽然比不上这“星”那“星”的花里狐
俏，可它实在。再说了，花几千元听歌

“星”唱几首歌，划不来，还不如把那些
钱捐给“希望工程”，多帮些失学儿童
复学呢！

爸爸的话像故乡吹来的一缕春风，
虽夹带着浓浓的田野泥土味，可他却溢
满着“离离原上草”的馨香，更唤起了我
对故乡春天的思念。我盼望着能够再
一次脚踏故乡的田埂，漫步故乡的青石
小巷，喝一口小溪里清冽的春水，看一
看乡亲们在古戏台前脸上重新笑开的
春花……

□杨 敏

故乡春恋
楼房护坡与缘山而上的围墙之间有

一方隙地，不足半亩，我名之为野墅。取
意唐人元稹诗句“何处生春早？春生野
墅中。”野墅之内，竹树草木，不假人力，
惟天光雨露为之润色，深得野渡舟横野
径云漫之趣。年来月余，门虽设而常关，
阳台伫望便是最好消遣。野墅不能至而
可驻目，游目骋怀，久之心生缱绻。

围墙之上苔藓斑斓，却是不植自
生；护坡石缝郁郁井栏边草，也是未种
而茂，四围宛如绿障。数丛早园竹，各
抱地势，兀自摇风；潇潇声动，愈显野墅
静谧。覆盆子狗牙根黑麦草密密匝匝秀
了一地绿毡，无人踏青，越发没心没肺地
疯长。丛丛碧绿的芥菜，鲜嫩非常，往时
早成了餐桌上的嚼口，此刻徒增眼羡。
沿墙随意搁置的若干盆栽，都是他人从
阳台移来，南天竹、十大功劳、山茶错落
高低，接了地气，也就有了生机。

浅浅一点人迹，是东侧半畦菜园，种
的也不是家常菜蔬，却是不需要打理的黄
花菜。见过隔壁单元的女人来过一两回，
手铲松了土，浇了水，转着看一圈，拍拍衣
裳走了。黄花菜又名忘忧草，学名萱草，
孙女名字有这个字。时令已是二月杪了，
萱草才拱出一拃来长，肥嘟嘟的，恍如孙
女的小手。孙女极爱涂鸦，常常将画作连
同沾满绿色颜料的十指展示给我看。眼
下路尚封，无法去宣城看孙女，见萱如面，
足可忘忧，也就相看不厌了。

树三株，一株樱桃两株桃树，野墅
里最为抢眼。樱桃已经着花，似天真烂
漫的孩儿吹着粉色气泡，桃树一如拄杖
皓翁，一如佝偻老妪，看着调皮的樱桃
吹得粉色气泡满头满身都是。桃很容
易联想到桃园结义或世外桃源，三两株
桃树（不知道樱桃算不算桃）很不成气

候，既非桃园，又非桃源，甚至称不上桃
林；桃实小且酸，不堪食用，树下自然成
不了蹊。

既是我之野墅，自然我有一番经
营。我酷爱长江石，贪多而未能取其
精，蜗居难容，月夕偷偷背了一袋，围墙
根下埋了，孰料竟天成了一份浪漫。到
了雨天，云雾自墙根漫起，与山腹薄岚
相勾连，舒卷诡谲，堆涌窗前，古之人

“种石生云”，此其谓也？再者，七八年
前，六弟的岳父匀了几株三七苗，扦插
下去，年年春来，三七藤蔓不依不饶爬
满围墙，也曾采来嫩叶做汤、摘下花实
泡茶。如今匀苗之人已作古，三七油油
的叶片在草木中尚隐约可见，虽没有往
年旺盛，但只是活着，就是欣慰。

野墅涉足，需等时日，能够自来自去
只有成群的鸟雀。紧绕着樱花，叽叽啾
啾，上下扑棱，它们定是为打探消息而
来。鸟雀极聪明，也是极仁义的。樱桃
成熟，人若不采，只作空中观，待人开摘，
方一哄而上。此时樱桃尚未结实，鸟雀
好像等不及了，甚至钻进枝条里看个究
竟，碰落繁花如雨。鸟雀是我的客人，我
明白它们的心思，嬉闹间传粉已成。窥
破鸟雀的秘密，我不说，只是抿着嘴笑。

当然，光顾野墅的还有雪，蹑手蹑
脚来了两次。孙女嚷着要来看雪，这个
小小的愿望今年无法满足了。雪来得
疾，融得快，孙女即使来了，也无法拍雪
人。抱憾之余，蓦地想起晋代王羲之
《快雪时晴帖》所言，“快雪时晴。佳想
安善。”抗“疫”宅家的日子如冰消雪融
快快过去，便是佳想，晴空万里，山河无
恙，乃为安善。

我有野墅，地非奇胜，寓情宽心便
是佳境。

□沈成武

野 墅

蒲公英

不小心踩了一棵蒲公英
她是我的邻居
我们共同生活在这个世上
我比她强大 俯下身来
看她滴血的叶脉和花瓣
伏在大地胸口疗伤
一只路过的蝴蝶
轻声告诉我 在故乡
用温暖和爱心行走
才不辜负一片春光

候 鸟

候鸟追逐着
自己想要的气候和方向
在春天 一群候鸟飞来了
又一群候鸟飞来了
它们从南往北飞

在故乡的河畔
我终于忍不住
迅速脱掉世俗的衣衫
换上思想的羽毛
加入候鸟的飞翔

赏 花

山巅溪畔 田塍村落
迎春 玉兰 杏花
按时开放 紧接着
桃花 梨花 苹果花

花朵从不发脾气
也不误花期
花朵有一颗木质的内心
超凡脱俗 博大温馨

紫 燕

贴近柳林 桃林
掠过明镜一样的水面
落在农家干净的房梁

在故乡 随处可见的紫燕
用自己的方式
热爱生活 时光

□邵光智

故乡的春天故乡的春天（（组诗组诗））

春天悄悄地来了。我特别喜欢南宋朱
熹的《春日》诗中那句“等闲识得东风面，万
紫千红总是春。”

窗外，柳树吐出了新芽，在风中摆弄自
己碧绿的长发。小草沉睡了一个冬季，才懒
懒地从土里钻出来。树上的鸟儿在搭窝，一
个个歌唱得比谁都欢。花儿迎风起舞，播撒
花香。公园里，河水流得更有力了，鱼儿更
活跃了，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

可唯一奇怪的，是每个人都戴着口罩，
每个人，离得那么远。

这些正是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疫
情，让多少家庭承受着生离死别，有多少无
畏的“逆行者”舍生忘死，又有多少防疫志愿
者在昼夜中默默坚守……正是有这样的毅
然付出，才赢得了战“疫”的最后胜利，才铸
就了人类抗“疫”历史上的不朽丰碑！

这个春天，无论多美，多有生机，可背
后，是多么令人沉重的经历！

这个春天，不再是单纯了的春天了！这
个春天，春机盎然，是胜利的春天！

眼前，树木葱葱郁郁；背后，病毒悄悄溜
走。窗外，路上车水马龙；那里，医院人渐散
去——这才是我想要的春日。

盛春来了，动物醒了，花儿红了。可真
正属于我们的春日，是疫情走了，白衣天使
回家了，我们胜利了！

愿四月的春风，轻拂你我。愿山河无
恙，人间皆安。

愿我们又能在饭馆里，大快朵颐，寻找
舌尖上的美味。

愿每个人的计步器，都能突破1万。
愿这样特殊的春天，永不再来。只有花

海与人海。
春天来了，我们一起去看山花烂漫吧！

春 日

马菜又叫马齿苋、马蜂菜，常见于
菜园、农田或山野路旁一隅，如同《诗
经》里“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的静
女，热烈而不招摇，静默而又内敛。

马菜叶翠、梗青、茎红，肉厥厥，肥
厚多汁。绛红的茎总是匍匐在地，卵
形的嫩叶绿润肥厚，红黄的小花儿点
缀其间，粉面含春，娇羞欲语。野蜂和
蝴蝶翩然而至，缠绵悱恻。

马菜如邻家女孩秀珠、阿香、翠花
一样，羞怯地躲在田塍陌头，静静地等
你去采撷，采撷无边的风花雪月。圆润
的茎如少女纤细的脖颈，青绿的叶如温
软的手指肚。如捧温香软玉般地洗净，
堆到盘子里，细盐陈醋、姜末蒜泥众星
捧月般的，衬托得马菜愈发妩媚。

春风翦翦，阳光温和，轻抚肌肤，蚀
到骨子里的暖。童稚的我们麻雀似的，
扑进春天的原野。挑马菜，剜荠菜，竖蜻
蜓，唱民谣。田埂上搁着一只竹篮、一柄
小锹，远山如黛，柳林似烟，木桥静穆，炊
烟袅娜，牧笛轻飏，一幅经典的油画。拨
开菟丝子和奶浆草，一簇纤细的马菜跃
进眼帘，贴地皮小心一铲，啪的一声，马
菜便温顺地躺在脚边。姿势优美而飘
逸，颇有采薇采葛的意境。掐一段入口，
微甜，汁液黏滑，透一股泥腥味儿。

马菜搓洗，晒干。放到铁锅里煨
熟，砧板上切碎，掺进香干丁子，加点
葱蒜佐料，淋点本地的小磨麻油，装上
白瓷盘，如一堆碎玉，给人以清凉之
感。细嚼，口感肥厚，脆滑爽嫩，清凉

里带着一丝微苦，夹几分芳香，满口生
津，朵颐大快。

难怪汪曾祺说：我们祖母每于夏天摘
肥嫩的马菜晾干，过年时作馅包包子。她
是吃长斋的，这种包子只有她一个人吃。
我有时从她的盘子里拿一个，蘸了香油
吃，挺香。马菜有点淡淡的酸味。

用马菜做煎饼，咬起来自有一股
浓浓的馨香和乡土气息。出锅的煎
饼，柔若玉脂，清香扑鼻。马菜与肉末
做馅，可做青团、蒸包子。起锅，一只
只葱绿如翡翠，温润似碧玉的青团，撩
拨得人直咽口水。

乡下老妪常将马菜曝晒数日，坛
里密封保存。冷凝冬日，取出，掺入五
花肉红烧，味道鲜美。马菜平添几分
油腻，韧性未变，骨子里浓缩的阳光雨
露气息，在舌尖上百转千回。

南京人春天常吃的“春八鲜”中也
有一味马菜。扬州人更是有腌贮马菜，
岁暮以此为馅做包子。“马齿任藏汞冷，
鸿头自胜硫温”，诗人范成大时常将两
者慢火熬炖，养生健体，收效良好。

寻常马菜常在餐桌上泄露春光。
大家吃腻膏腴肥甘、玉盘珍馐，想咀嚼
一下往昔的清苦，领略淳朴的民风。
一道菜肴，唤起绵绵的乡愁，让人拥有

“布衣暖，菜根香”的淡定与满足。
马菜恣意生长，开花结籽，点缀旷

野，寂寞的人生旅途中，是对生命的彻
悟和警醒。凝望马菜，如同晤对一位
内心丰盈、恬淡平和的市井布衣。

□宫凤华

陌上采青鲜

杏花开时燕飞忙，正值好春光。
儿时在儿歌里知晓，因为春光美

丽，那燕子才年年归来，寻春歌唱。
燕子爱春天，爱春风、春雨、春草、春
花、春光……一对对飞回南方，飞到
屋檐下、村庄里、田野上，它们需要的
是自然气息，春天纯美的气象。

“红襟惹尽百花香，翠尾扫开三
月雨”，写的是春燕飞来，伴着花香，
挟着风雨，春意盎然，风光无限。正
如“春燕衔书来，南国絮白飞”，还有

“燕子飞来时新社，梨花落后正清
明”，表达的意蕴都是燕子归来时，春
和景明，万象更新。唐杜牧有诗写春
燕:“帘前白艾惊春燕，篱上青桑待晚
蚕。”那白艾，青桑，相伴春燕，多么
宁静美好，是生态农耕的景象，也是
人文和美的记忆。宋梅尧臣也写道:

“春燕不时来，秋鸿今始至”。那春燕
飞来，不知不觉，是大自然规律的不
可抗拒，生生不息。

春燕飞来，它们衔柳、衔草、衔泥，

就是为了筑巢安家。宋鲍照云:“逐春
燕而登梁”，写的就是燕子筑巢的风情
与风光。那燕子筑巢后，在春天忙的就
是孵蛋、觅食、养育后代。我看着一窝
绒绒雏燕被孵出来了，那四个尖尖小脑
袋，红舌头，喙边有一圈黄色乳唇，憨
态可掬，十分可爱。它们伸脖颈，张大
嫩黄小喙，叫着让父母送食。它们啁
啾，争抢，叽叽喳喳，吵得不亦乐乎。
我发现孵蛋时，雌燕子露出剪刀尾巴，
忽闪着两只黑豆般眼睛，有时惊悚警
觉地盯着人，有时累了也惺松睡去。
雏燕孵出后，雌燕也要劳动了，不再只
是雄燕飞进飞出，为它衔来飞蛾或昆
虫，站在窝沿上，嘴对嘴地喂食着雌燕
吃。

“燕子不归春事晚，一汀烟雨杏
花寒”。那纷飞的春燕，真是知性鸟
呀。农谚有“燕子低飞蛇遛道，大雨
不久就来到”，它们的知性，是天性
的，给了农人多少启迪与农耕智慧。
有首燕子儿歌：“不吃你家米，不脏你

家地，只借你家的屋檐垒窝育儿女，
也给你家添份喜。”燕子知性，从不给
农家添烦恼，它们养育小燕子时，把
小燕子的粪便衔在嘴里，扔到荒郊野
洼，保持着巢穴的清洁、卫生、干净。
院子里的谷物米粒，它们一粒都不
食。更让人惊讶的，它们喂养那些雏
燕时，雌雄单独回来、从不重复地按
着顺序依次给小燕子们喂食，好像商
量好了，总能清楚地区分那只小燕子
吃过了，那只没有吃过。

春燕歌唱，那歌声醉人，甜美沁
心，于是就有了春燕呢喃，莺歌燕
舞。因为喜爱燕子，人们把“报春燕”
比喻成报春使者，喻示着美好与吉
祥。宋代，皇家把每年春季宫廷大宴
称为春燕，“宴”字改成“燕”字，那盛
大宫宴，会更显吉祥喜庆。

春燕纷飞，就像勤劳的农民一样，
每天早出晚归捕捉庄稼地里的害虫；
它们读懂人性，知晓风雨，它们在春光
中歌唱，它们是春天里舞动的精灵。

□鲍安顺
春燕纷飞

母亲骨瘦如柴，两只眼睛却如灯
泡般浮肿的厉害，她忍不住叫来了我
们兄妹五人，执意要交待后事。

父亲不意间竟已走了近六年，母
亲坚强的一人独处。我们时不时回
家探视，她都浑身透着干劲，着急给
我们弄吃弄喝。有时因事不能来看
望她，电话打回来，她也是声高八度，
让我们各自做好各自的工作，不要担
心她，一切都好。期间我们也注意到
她的不断消瘦，几次三番劝她去医院
检查，她都以没病不需要回绝。实在
心急时，硬拉了母亲去医院检查，母
亲干瘦如柴的手，抽血都找不到经
络，着实让人心疼。

母亲辛苦勤劳一生，年轻时随父
亲落户铜官山。父亲在铜矿上班，母
亲算家属也在矿上打零工，长期在太
阳底下砸石子，后因工作表现好被调
到炸药库。其实，她那时有机会到好
点的企业，但是终因我们兄妹多而不
能如愿。母亲从不后悔，反倒感激之
情溢于言表。感谢单位把她们家属
工组织起来，让她们有了自食其力的
能力。所以即便是顶着烈日在架头

上砸石子，母亲也是满心欢喜，不曾
埋怨过半句。长期的体力付出，烈日
下的劳作，母亲五十几岁就作了白内
障切除，六十几岁又割除了胆。作胆
切除手术时，麻醉医生一针下去，便
说这小老太年轻时肯定吃过大苦，才
有这一幅好身板，后背肌肉结实、硬
朗。的确，记忆中，母亲很少生病，她
总是精神矍铄，六十五岁前还在打零
工，帮助我们带孩子。及至今天，我
们兄妹身上及我们子女的身上，都还
有母亲一针一线织的毛衣。

母亲天生聪慧，看了花样就能对
着实物织出花来，反倒是我们对照着
书本也没母亲织的好看。年轻时，她
只参加过文字扫盲班，零星认得几个
字，通过自学，和不懂就问，她现今能
读懂许多书。有一回我晚上回去看
母亲，她正趴在墙角一张小方桌上用
台历的背面空白处抄抄写写，密密麻
麻，工工整整，足有十几大本。我开
玩笑说：“老太，我把您写字的模样和
这十几大本写满字的台历背面放到
网上，您很快就会成为网红了。”

母亲节俭一生，从不舍得乱花一

分钱。我们兄妹每次回家，父母总是
准备得盆满钵满，让我们吃的丰富，
吃的新鲜，而我们走后，她们老两口
从不舍得倒弃剩菜，要吃得很久。父
母从牙缝里省下的钱帮助我们兄妹
五个成了家，立了业。苦日子都过来
了，好日子才开始，父亲却因病去世
了，母亲则身体日渐消瘦，但她却又
不想引起我们的关注。去年中秋节
前的一天，母亲摔了一跤，不得不到
医院拍片。医生让她住院，我们兄妹
亦劝说，但母亲却执意要求回家。然
而，母亲在家卧床月余，先是眼睛浮
肿，继而腿脚浮肿，进而全身水肿，全
身痛疼，挪动一点都似重似千斤。

母亲总是欣喜地接受着生活给予
她的一切，任劳任怨，也总是怀着一颗
感恩的心对待一切。此时全国、全世
界都在进行一场“抗疫”大战，母亲也在
进行着一场抗病大战，那就是她意志
与身体的“抗战”，好在母亲从不缺抗战
经验，一生坚持，一生坚韧、坚强。

我们相信阳光总在风雨后。期
盼全球抗疫早日成功，祈祷母亲亦安
康、无恙！

□万 青

阳光总在风雨后 山茶花，又名“海榴”。有诗云：“海
榴红似火，先解报春风。”它花色多样，
花瓣繁复，描尽春天的姹紫嫣红。

初春时节，百花还未盛放，独有山
茶花开得灿烂，色似胭脂，艳若桃李，端
如牡丹。探春，当看山茶花开，在那万
紫千红中，先一窥春之本色，先感受春
之生命力。苏东坡很喜欢山茶花。那
时，扬州邵伯镇上的梵行寺，山茶花分
外娇娆，引众人慕名而来。苏东坡曾与
友人一起前来赏玩，但总意犹未尽。一
天，春寒料峭时，细雨霏霏，苏东坡一个
人踱步而来，探访那一缕缕春光，不禁
诗兴大发：“山茶相对阿谁栽，细雨无人
我独来。说似与君君不会，烂红如火雪
中开。”

汪曾祺有一年在云南昆明，见到一
棵大茶花树。满树的肥厚绿叶上，开着
像汤碗那么大的花朵，据说有三百来
朵，“像烧得炽旺的火球”，当真是大红
大绿，热闹之极。诚如张岱所言“燔山
熠谷”，又如杨朔所说“春深似海”。

山茶花色多变，最常见的当属正红
色的山茶，如姑娘的烈焰红唇，仿佛在
诱惑你去感受那一抹春色。桃红的山
茶，则如美人的脸颊，“回眸一笑百媚
生”。白色的山茶，是心中的优雅女神，
一低头总有万千温柔。什么是春色？

是在这万紫千红的色彩里，有尽力绽放
着生命的热情，有热烈而自由的花魂。
山茶花开，是迎春之到来，是以万紫千
红迎接春的姹紫嫣红。

喜欢山茶花的人很多，但论最懂山
茶花的人，当属明朝的李渔。李渔在《闲
情偶寄》里说，世间的花，最耐开的，且越
开越盛的是山茶和石榴，但石榴还不及
山茶，因为榴叶遇霜会落，山茶却很是耐
寒，能“戴雪而荣”。他还赞道：“具松柏
之骨，挟桃李之姿，历春夏秋冬如一日。”
可是他家里园子不大，不能种太多花花
草草。山茶花本有山野之气，却只能种
在怪石旁的小盆里。气得李渔自己说，
喜欢的东西又不能享用，讨厌又没用的
东西却不能丢，这样做人有什么意思。

世间的花，凌寒而开的不多，而山茶
花却有牡丹之艳，即使寒冬腊月，它仍有
春夏之暖。待到春来，依然峭立枝头的
还是山茶花。或许是因为忍耐过冬天的
严寒，山茶花更懂春之美好与可贵。

好一朵山茶花，报一季春光来。
不禁让人想起海子的那句“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是呀，在当前疫情笼罩的
阴霾下，相信只要我们同舟共济，共克
时艰，就一定能够战胜疫情。一定会
枝头满春，繁花漫天，山河无恙，人间
皆安。

□彭 晃

一枝山茶报春来

家园如画 小城春色 摄

□钱颢轩

铜官山铜官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