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节气已经立春，天气在渐渐地转
暖，门前的小河清澈起来，两岸的杨柳
开始吐着新芽。

初春常会乍暖还寒，母亲还是受了
冷风，病了，我带母亲去省中医院。

现在去城里，开车不如坐地铁。开
车太堵，地铁舒服。

我住的小区，地铁就在家门口，腿
一抬，就可以通达天下。

从东山到医院要四十分钟，为了能
早一点到，我们八点不到就出发了。

这正是上班的高峰，坐地铁的人
很多，我担心上去了会没有位子。母
亲的岁数大了，这么远的路一直站着
会吃不消。

一个星期前，媒体报道某个城市的
公交车上，七个中学生没有一个给身边
站着的白发老人让座，有的埋头刷手
机，有的干脆闭起眼睛装睡，网上开展
了一次大辩论。

各种观点都有，有人直言学生们也
很累，他们累得已伸不直腰了，哪里还
有力气让座？

我在心中默想，上去后位子肯定不
会有，估计也不会有人让座。

列车亮着大灯，呼啸着来了，裹挟

着一股寒风，稳稳地停在面前，我搀扶
着母亲进了车厢。

刚进门，旁边的一个小伙子就站了
起来，微笑着让座。他的旁边是一位姑
娘，也赶忙站了起来让座。我连声致
谢，她微微地笑着。

我打量了一下眼前的小伙子，长得
很帅气，头发有些微卷，嘴角有些上
扬。他应该是一个中学生吧，手里拎着
一个书包，戴着眼镜，一股书卷气。

我的目光扫过他的身体，让我惊讶
的是他的右手正拄着一个铁拐，原来他
的腿是残疾的。

这让我心里很不安，怎么能让他
让座？他站不稳的！我和母亲说了这
个意思，母亲便站了起来想把位子还
给他。

但这个男孩坚持说自己没事，扶着
我的母亲又坐了下去。

车子到安德门的时候，他和那个女
孩下去了，我再次致谢，他们只是回头
微微一笑，轻轻地摆了摆手。

我们从新街口回家，仍坐地铁。
新街口站是南京最大的地铁站，是

各条线的交汇点。车站里熙熙攘攘，万
头攒动，摩肩接踵，特别的拥挤。

回去也要半个多小时。来的时候
运气好，遇到两个素质高的学生，回去
就未必了，我心里有些担心。

随着人流，我搀扶着母亲进了车厢。
车厢里塞满了人，我们找到一个稍

宽松的地方站好。对面的位子上坐着
一位年轻的妈妈和一个四五岁大的小
男孩。

年轻妈妈看见了我们，立刻抱起
坐在一旁的儿子站了起来，示意母亲
去坐。

母亲不肯坐，说让小宝宝坐。那个
小男孩眨着乌溜溜的大眼睛说：“宝宝
让奶奶坐，奶奶老了，站不动。”

身边的人都转过脸来，微笑着看着
他，每个人的眼里充满着赞许。

年轻的妈妈轻轻地抚摸着小男孩
的头，对他竖了一下大拇指。

小男孩对着他的妈妈也竖了一个
大拇指，小脸红扑扑的，甜甜地一笑，
露出一对白白的小虎牙。

我的心头一热，真想抱抱他，亲亲
他的小脸。

到中华门站了，好多人下车，车
厢一下子宽松起来。在我右侧的一
个年轻母亲抱着一个三岁的小女孩

准备下车。
小女孩的手里正握着一个空易拉

罐，在列车停站抖动的瞬间，她随手地
抛了出去，“当”的一声落在了车厢的地
板上。

站在她前面的是一个穿着红色外
套的小伙子，他的前脚已快迈出车门
了，听到响声后，迅速地转过身来，弯
下腰，把那个空易拉罐悄悄地捡起，带
走了。

整个过程是那样的短暂，短暂得没
有多少人看到这一幕。他没有说一句
话，好像是在自己的家里，一切是那样
的自然。

列车仍在前行，出了小龙湾站到达
地面的高架时，天已全黑了。

路的两旁，远远近近的都亮起了
灯，照亮归家的路。

那位让座的年轻妈妈和大眼睛的
小男孩已下了车，那位捡易拉罐的红衣
小伙子也已下了车，他们温暖的气息好
像仍在身边洋溢。

到站了，我和母亲下了车。迎面吹
来一阵风，吹面不寒，在这初春的傍晚。

列车依然向前，开向远方，开向春
天的深处。

□熊代厚

开往春天的地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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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前，朋友送我七瓣水仙花，每
瓣皆发株三两。置入黑色陶盆中，放
卵石几枚，倾清水半盆，一丛青碧，亭
亭玉立，春意宛然。每株枝头，都顶花
苞一竿，形若刀形锦囊，包以淡绿皮
膜，内有三两瓜子状花蕾，正欲拱破壁
垒，只待砉然而放。

拍照片发给朋友，友曰：年初五
六，当翻然一放，君一觉醒来，肺腑
皆雅香。不由大喜，叫女儿过来同
赏。女儿良久才到，倦眼惺忪，清楚
缘由后，瞄一眼这丛无声无息，摇头
叹息：“老爸，多大的人了，大惊小怪
的。别高兴太早，这边跟南方不一
样，开不开还真说不定。”径自走
了。不由微窘。

女儿高三，还有百十天就要高
考。她有做不完的卷子，背不完的书，
对于身体，她有一两千个兑现不了的
睡眠承诺，一盆尚未开放的水仙，动不
了她的诗情，这也难怪。我只好独自
看它，看它叶如蒜而形似兰，想象它绽
放时满室清香，也许那时候，我喊女儿
过来，她的眼里也会惊喜乍现吧？

女儿是爱花的。上幼儿园时，要
从一个花园小区经过。小区四季繁
花，常有人随摘随扔，女儿便一路拾
花，或映山红，或桂花，或梅花，或花色
艳丽，或花香袭人，她小手紧紧地攥
着，眼里满是欢喜。直到一天，她轻轻
地弯下腰去，拾起一把小雏菊，犹豫
着，终于把它轻轻地放在花丛里。我
问她，她抿着嘴，却流了泪，说：“梅老
师骂我了。”梅老师是一个圆脸的姑
娘，女儿拾花，多是送给她。她也是爱
花的，但院长怕引起小区误会，只能拒
绝。“我又没有摘花，我是捡的。”女儿
哭得厉害。她是委屈，梅老师并没有
骂她，甚至都不是责备。送她回来，我
拾起那束雏菊，养在花瓶里。傍晚接

她到家，拿出花瓶给她看，她笑了，像
一个小小的向日葵。

上小学时，女儿依然爱花，连扁豆
花也爱，说它们是忘记飞走的紫蝴
蝶。连覆盆子那小小的白花也爱，说
它们与玫瑰、桃花、梨花、月季原是同
一科，只不过它们是草本，长在不显眼
的地方罢了，它们也是美的，你看……
她指给我看。不由心一沉，我不想她
心灵受难，只愿她是个快乐的孩子。
我喜欢她乱花插满头，喜欢看着她披
着印满大红牡丹的床单，边舞边唱《女
驸马》，我喜欢她懵懵懂懂不识愁滋
味。相比较世上的“成功”，我更愿意
她拥有简单平淡平安的人生。我希望
在平平淡淡的生活之外，她依然能爱
花，爱美，爱笑。我相信现在她只是太
忙了，太累了，她的心灵花园只是暂时
关闭着。

年初二，女儿便提前回来复习，我
留在母亲家。我拜托她每天给花换
水，她嫌烦，还是做了。我每天都问花
的情况，她都漫不经心地回答：“海棠
依旧。”我让她仔细观察：难道就没有
一点变化？她就给我白眼的表情，说，
你那花，怕是开不了喽，我看它们就是
蒜，没准哪天抽出蒜薹，还能炒一盘咸
肉呢，比您这“花”强多了！她虽如此
说，每天还是会给它换水。我不时让
她过我房间看看，更多是让她休息一
下眼睛，看看那盆青绿——哪有忽然
的花开呢？

年初五过了，初六也过了，我也相

信那是一盘谎花了。初七那天深夜，
我被一阵阵急促的铃声叫醒，女儿在
电话里开心地叫着：“爸爸！花开了！
开了！”她的声音里透着激动、兴奋，似
乎有些哽咽，我似乎看到了她眼里的
泪花。她有一会没有说话，接着说
时，声音里就是欢快了：爸！它多像
一盏路灯，高高挂起，花盘朝下。只
开了一朵，可是真香啊，香得像月光
和泉水，我的心里就像放了一块十二
水硫酸铝钾。爸！你不知道它有多
美，它就是凌波仙子，一丛青玉托着
一个白玉六角，里面一个鹅黄色的酒
杯，花蕊三簇，颤颤巍巍的，中间伸出
一个白色的小管，就像一根世上最小
的白色蜡烛……

花一朵朵地开着，基本都是每天
一朵。每开一朵，女儿一定会在夜里
告诉我，描述这一朵与那一朵的相同
与不同，描绘着它的香，恨不得通过
声波把香气传达给我。在她的描述
里，我回想着她的蹒跚学步，回想五
岁那年我把她从奶奶身边接过来，她
看我时眼里的羞怯，回想起她拾花的
样子，回想她的欢笑和泪水，回想她
的辛苦和努力。她就是我的花，一年
一年地开放，一天一天地开放，不断
地打开自己，不断地为自己的花园植
上一株花。

花全部开了，一簇洁白，一簇鹅
黄，一室幽香。

我拍照片给朋友，朋友点赞，说：
真香！

□董改正

一朵一朵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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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日好光景春日好光景 张永生张永生 摄摄

雨水前后的江南，总要下一场
雨，连绵数日，或时间更长一点的
雨。此时，天气阴阴雨雨、冷冷暖
暖，起初还觉得有些早春的氛围感，
时间稍长些，便觉出诸多的不便来，
也就开始烦雨了。

江南湿冷的春天，是让人难以
消受的。雨中的落叶树，仍然干枯
寒瘦；枯黄的草地上，间或可见一点
绿色的野菜或野草，还没成气候；溪
流还是浅浅静静的；远山还待在某
个冬日里，四处张望；村庄和我，也
会觉得有些茫然。遇上下雨天，是
不太想出门的。冷雨打在肌肤上，
冰凉；撑伞的手明显感觉到冷和冻，
即使左右手换着撑伞，也不会觉得
好受些；路面的积水，湿了鞋，也湿
了裤脚；在云与雨烟之间，留在视线
范围之内的东西越来越少。

有时，还是会经不住雨声的诱
惑，一个人走进雨中，听听雨声。风
轻微的时候，雨在落下的过程中，是
悄然无声的，当它碰到树枝、树叶，
落在草地上时，才会发出一点微小
的声响，不留意，也是容易忽略的。
稍大点的雨滴，落在路面的积水，或
是清浅的溪水、平静的湖面上，会发
出清脆一点的声音，也不太大，还是
要细听，才会听得真切。风雨之声
混杂在一起时，便不易于分辨了，是
风借雨声，还是雨借风势，都不大好
说。风雨之声混杂时，我喜欢坐在家
中临窗的位置，听雨打在檐前雨篷上
的声音，叮叮咚咚，毕竟是热闹而又
干脆的。

听春雨之声，最好还是在安静
的夜里。春夜，杜甫写一场春雨时
说：“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大
概那一场雨下得悄无声息，或是他
的茅屋低矮，也或者是他另一种心
境的独白吧。

我一直有夜读的习惯，喜欢夜
里渐渐安静下来的氛围，也喜欢一个
人坐在书房里，任目光在一行行的文
字间移动，仿佛随着目光移动的，还
有时光和另一个人书写的痕迹，还有
一个愿意陪着我的人，随时为我解读
某一个疑惑的地方，或是讲述某一个
故事。这样的夜里，文字是随着时光
在游走的，我很享受这样的时刻。眼
睛累了，或是坐久腰酸了，会站起身，
在书房里走走，更多的时候，会站到
窗前，扭扭腰身，看看外面漆黑而宁
静的夜。几乎每一场夜雨，都难以逃
过我的眼睛。再细小无声的雨，也会
在窗玻璃上留下雨水流过的痕迹。
静夜里，雨声会被放大，会变得更清
晰。雨声更大时，我会将窗户关上，
听雨打在窗户上噼里啪啦的声音，打
在雨篷上啪啪的声音，从屋檐上落下
时哗哗的声音。夜里，春雨的声音是
丰富的。

家离湖不远，一年四季，都习惯
于在夜里打开窗户睡觉。春天的夜
里，有时睡觉前，外面还没有下雨，
便安心地睡了。睡得正香时，会被
窗外的声音惊醒，有时是风声，有时
是雨声。那场夜雨不知道是什么时
候开始下的，于是在迷迷糊糊的睡
梦中，起来关窗。关好窗后，隔着窗
户，仍隐约有雨声传来，又在雨声中
回到梦里。在春天的一场雨里入
梦，梦中也在下着一场滋润万物的
好雨。好雨有声，声声入梦。

□章铜胜

春雨有声

我踩着厚厚的积雪走来
身后留下冬的印记
在我的前方有一扇
被阳光正在温暖着的门
我需要迎着寒风的考验
我需要绕过腊梅的芳香
眼前的路，是一片洁白的光芒

我听到了
听到了小河里冰裂的炸响
我看到了
看到了柳条吐芽的摇荡
我感受到了
感受到了心底深处的冲动和渴望

春天的门就在我的前方
那红红的灯笼
依然将漫长的黑夜照亮
那祝福的话语
还紧紧贴在门楣的上方
那把冰冷的铁锁
已经不知躲到何方

披着满身的白雪
站在春天的门前
我有些激动，我有些彷徨
眼里的泪珠闪烁着星光
期待已久的渴望
终于在我僵硬的手指上
瞬间传递出蒸蒸热浪

春天的门在无声中打开
阳光将我的心照得更加敞亮
那由浅而深的绿呀
如一层层的波浪
印染了山峦、大地和村庄
那姹紫嫣红的色彩呀
肆无忌惮地绽放着它们的艳丽
让我喜悦，让我慌张

我看到了
看到了一张张笑脸
灿烂得如花儿一样
我听到了
听到了欢腾的脚步
迸发出的活力和铿锵

在我的身后
凝聚着许多的力量
在我的眼前
飞翔着许多的梦想
当我展开双翅
我的热血沸腾
我的眼睛明亮
大地在延伸
江河在奔腾
高山在歌唱
蓝天在拥抱每一个被照亮的地方
这，就是春回大地的新气象

□杨勤华

打开春天的门

惊 蛰

惊蛰是农历二十四节气中第三
个节气，标志着仲春开始。

据《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介绍：
“二月节，万物出乎震，震为雷，故曰
惊蛰。是蛰虫惊而出走矣。”意思是
农历二月，气温转暖，雨水增多，春雷
惊醒了蛰伏于泥土中冬眠的小动物，
此时过冬虫卵开始卵化了。故有“春
雷响，万物长”，道出“惊”的内涵。

春雷，这春天的号角吹响大地，
撕破大地的沉默，让蛰伏土壤的小动
物开始在春天的门槛前探头探脑，探
试春寒是否已走开。初春，如同深情
的手轻抚绿色铺陈的山谷，原野便在
这时开始桃红李白菜花黄，尽情彩绘
诗情画意；鸟鸣清脆，声声抚过耳际、
田园和村庄；蜂蝶蹁跹，在各色鲜花
上起舞，演奏着浪漫的春之歌，歌声
抚过人们萌动的心田，让人们开始期
待诗与远方。

雨过天晴,植物开始野蛮生长，
顿时花开遍野，草木纵横。春风让
摇曳的柳丝开始吐绿，蛰伏一冬的
昆虫开始起身活动，漫山遍野的梨
杏开始竞相绽放生命芳华，为春天
摇旗呐喊。

青青的小草在土坡上倔强地挺
直腰杆，像人来疯的淘气娃举着头顶
的绿，欣喜地接受阳光和春风的检
阅；结束冬眠的青蛙钻出塘堤土洞，
纵身一跳，扑咚一声跃入水塘，开始
呱呱高唱与春同来的爱情；塘边大
片的油菜花尽情炫耀着璀璨的金
黄，夹杂其间的麦苗长得嫩绿而又
茁壮，把春天打扮得生机勃勃；面对
蜜蜂辛勤地采花酿蜜，走在春风中
的踏青人兴高采烈，大口地呼吸着
春风，尽情地欣赏着春意，仿佛若有
所悟，脚步更显轻松，心情更显愉
快；公园平坦宽阔的草坪上，早有好
动的孩童正在放飞着五彩缤纷的纸
鸢，那天空上忽高忽低、时急时缓翔
飞的风筝，也将孩子们春天的记忆
描绘得绚丽多彩。

青春年少时，我分不太清二十四
节气，懵懵懂懂地过了很多年。那
时，我喜欢的是春天的浪漫，爱读的
是春天的古诗词。回首那些已逝的
春天，明亮的春光点亮的是心中热情
的火焰，我们一路奔向前方，仿佛看
见的是谁家姑娘依着亭台楼阁在随
风放飞心事，幽雅和婉，满面含情；我
仿佛一伸手就抓住了春天的诗句，一
跺脚就惊动了小生灵们的歌声，生活
充满了诗情画意。

在儿时惊蛰，我常看到父亲扛犁
牵牛去翻新秧田，过后又紧张地布

“草包”(即用稻草包着瘪稻壳或晒干
的牛圈粪草)，烧“秧田包子”(类似烧
火粪积农家肥，即在秧田中挖一个个
的小坑，再把犁耙好的田土垒放入小
坑中的“草包”上，点火烧尽土堆中的

“草包”)，放水挖“秧田包”平整秧田，
整理田垅，在垅上洒浸泡发芽的稻
种。这样一来，就能育出好秧苗，于
是一年的好收成就有指望了!如今，
我方才明白父亲常说的那些道理：

“一年之计在于春”，“幸福不会从天
而降。有劳动，才会有收获；有春种，

才会有秋收”……

行走春风里

蓝得近乎透明的天空上，一道长
长的白霞从我头上的低空划过，那是
飞往附近机场的客机正在低空开始
降落。一直有每天午后坚持徒步习
惯的我，在这样的平常春日中午，正
悠闲地走在单位附近满目青翠的山
间公路上，只见几只灰喜鹊轻落路边
的樱花树上休憩，昂首望着我徒步；
更有两只小燕子灵巧地斜身掠过竹
林边的水塘，从我眼前飞向远方……

风儿轻轻一吹，春天的竹林与正
怒放的各色花儿便有了声音，空气中
便弥漫着或浓或淡的花香。

蛰伏一冬的小山岗，在春风中伸
了个懒腰，在淅淅春雨的滋润下变得
朗润起来，不再是往日蔫头蔫脑的干
巴模样，顿时春色盎然。

山岗上无人耕种的山地，现在成
了小草的舞台。一丛丛、一簇簇的青
青绿草，纷纷从泥土的缝隙里钻出头
来，呈上嫩嫩的、亮亮的、深浅不一的
绿，春的气息就这样直接与我撞了个
满怀，顿时逼走积压心头的一些不
快。于漫漫一片绿意中，身心似乎瞬
间就随风中的花儿一起绽放, 心情
更像翔舞的风筝被和煦的春风拽着，
往天空上不断飞扬……

山间公路的尽头，是一座小村
庄。村边有条潺潺流淌的小溪，溪上
有方便村民行走的小桥，溪窄，桥
小。桥下溪水涓涓，有几只白鹅和
一群麻鸭在溪流中栖息，看到我从
溪边经过，几只白鹅紧张地伸长脖
子大声叫唤；倒是那群鸭子仍若无
其事地将头伸到翅膀里自在地休息
着。小溪两岸草色青青，偶有几朵
野花点缀其间，不时地看到溪边村
民开荒的小菜地上，一簇一簇的韭
菜与窝笋、青菜散长在菜畦上，鲜嫩
得很；萝卜种苗开着零星点点的小
白花，有几只不同颜色的蝴蝶、蜜蜂
在花上尽情地起舞。

过了小桥，便是一大片的莽莽
山林。此时的山林，植物繁茂，都在
争先恐后地抽枝发芽，一片生机勃
勃。山路盘旋，不时地能看到路边
一丛一丛洁白的金樱子花独自在芬
芳。这金樱子虽是蔷薇科，但它那
单瓣的白色大花朵长得像凤丹花一
样鲜艳、好看。一路走来，只见一座
水塘边那片大桂竹园中，竹林间开
始长出几支小嫩笋了，虽有些柔弱，
缺乏春光的滋养，但它们仍在拼命
地向上生长。

水塘中的一泓碧水，清晰地倒
映着塘边的绿树、竹林，在春风中
漾起一波一波的绿，层层叠叠，在
正午的阳光下闪着粼粼波光。看得
久了，倒让我觉得每天午后就这样
在春天的山间随意走走，随意看看
每天不断变幻的春光，让人身心爽
朗，真好。

原本只是想每天午后随意地
徒步锻炼，顺带出门寻一抹绿，不
曾想竟与满目春色撞个满怀，乐得
我行走春风里，看那春光喧闹枝
头，听那春水流过小桥，实在是好
惬意哦!

□吴 华

踏春二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