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谢
成
龙

谢
成
龙

摄摄

黄山雪韵

一朵风欢蹦乱跳
向大地宣布
她收到了一张请柬
等待锋利的剪刀拆封
她张开翅膀把这个消息传递

阳光来接
把温丽的句子
凝成绸缎般柔软的诗情
万众齐声朗诵

红梅收到请柬蜜蜜地笑了
她娇羞地掀开盖头
赴会 约会
甚至举行盛大的婚礼
梦中的新郎一袭白衣 洒脱英武

母亲不慌不忙 她收到请柬
就像一日三餐那样自然地
就着烟火 擦亮犁耙
与父亲一道翻阅黄灿灿的希望

我深情接住 请柬设置了密码
暖心解开长长的字符
诗与远方 映红的画面
惊艳了岁月 温柔了时光

细 雨

细雨如丝 轻轻地
飘在馨香四溢的年味中
滴滴答答 敲开了春天的心扉
杯中的美酒 盛满祝福
穿过珠帘
醉了一弯清泓

细雨 舔吻着
甜美的甘露
低声吟唱幽幽絮语
它正在酝酿一首新绿的情诗
生动的诗意 弥漫天空

细雨 叮叮咚咚
窃窃私语
它喊燕子归来

唤柳树梳妆
叫小河唱歌
催人们踏上了新程

细雨 温婉地嵌入我的心中
划过一丝甜蜜的浪漫
缕缕情思绽放
拥抱新绿 追寻花红
与我的身心珠联璧合

春天的诗

午后
小憩后的柔软
写首诗吧 把温暖写给春

油菜花吐出串串金色的句子
丰收念着动词端丽韵脚
桃花涂脂抹粉
挥洒深深浅浅的诗意

鸟语里蕴含喜悦的情愫
我读到它们与天空的爱恋
翅膀沾有花香

我发现一场盛大的爱恋来临
山峰拔高 大地凸起
疯长的意向洋洋洒洒

蛙声惊艳对对情侣
抱紧春天 孕育希望

茶花迎君

微信飞来喜讯
你要来井湖书院观光
软风来接，细雨来接
我来接，茶花来接

一朵朵娇艳的茶花
在雨中低吟浅唱
恰似贵妃醉酒
等待皖南的一首诗

你来了，步履轻盈
茶花将一缕缕馨香奉上
将胭脂红涂染
和着春雨，酽酽入醉

我是一个土著
在早春遇见你
眼眉低垂，灵魂向上
相逢、交谈、观赏书画

□郑 怡

春天的请柬（外三首）

若不是转身欲走那一霎那的凝眸，
我将与这盏铁皮油灯失之交臂，“枞阳
县第一个中共党支部活动旧址”之行，
也只能是将来之前了解到的章家大屋
状况与实地看到的现状做了对照，徒增
喟叹而已。

足为之住，身为之震，睛为之聚。
这是我看见这盏铁皮油灯时的情形。
对于老物件，我有着深深的癖好，也就
具备一些探究考据的基本功。

这盏油灯，大不过拳头，用铁皮制
成，中间一截储油的圆筒微微凸起，一
侧半尺长的流，供引灯芯之用，另一侧
立起一块铁皮，上有孔。油灯可以放在
桌子上，也可以持行，此刻它正静静地
挂在屋角的木柱上，如一位饱经沧桑的
老人。这盏手工制作的油灯，样式古
朴；厚厚的灰尘、陈年蛛网和入骨的铁

锈，让它在无情
岁月面前黯然失
色。油灯几乎与
斑驳的墙壁与灰
黑色的木柱融为
一体，不迫近谛
视，很难发现。
这应该是百年前

的物件。
这个念头闪现出来，我心中咯噔一

下。既是百年旧物，这盏铁皮油灯一定
在1928年1月30日那个寒冷的夜晚被
点燃，菜籽油燃烧生发出淡淡的馨香，
驱散满屋的黑暗，一群人，不，准确地说
是八个人。八名怀揣着救国救民理想
的共产党人，围坐在堂屋的桌前，他们
年青的心如火苗般跳动；模糊的形象，
映在墙壁上却是铁一般刚毅、坚定。热
烈的、压低了话语的讨论，透着激动、兴
奋、庄严和神圣。每个人的眼里都有一
团火，一团可以燎原的星星之火。这不
是我的幻觉，枞阳地区共产党的第一个
党组织就诞生在这里。我甚至还看见
这盏铁皮油灯被一只只或清秀或粗糙
的手高擎着，在方家仓的田埂上，在来
龙岗的林径里，在横埠河畔，在农民协
会的礼堂里，在育才农民夜校的教室
里，光焰荧荧，洞穿黑夜，烛照一方……

这一刻，我的想象得到极大的满
足。虽然没有确切的文字表明这间屋
子就是枞阳县第一个中共党支部活动
旧址，可仅存的房屋让我相信，就是这
里。正如我相信这盏铁皮油灯粉刷过
曾经的黑暗，照亮过前行者的脚步一

样。置身其中，我体察到先贤足迹的余
温，感受着他们一呼一吸的气息，甚至
听得见那滚烫的热血仍在奔涌。这种
体验，是网搜或阅读书籍难以获得的。
只有身临其境而又满怀敬畏之心，这
倾圮的墙壁，散了架的龙骨水车、散落
的门窗，半埋着的石磨，乃至于一块青
砖，一片小瓦，一块土墼，也都有了温
度。那当然，也包括这盏锈迹斑斑的
铁皮油灯。

我从屋里出来的时候，一同前来的
市党史研究专家正在讲述发生于此的
历史，说者慷慨激昂。听者如痴如醉。
我想，只有设身处地，情感共鸣的火花
才如此璀璨吧。

党史研究专家反复申明的一句话，
一下又提升了我的感知：这些人不是因
为贫穷而闹革命，完全是因为信仰。我
品砸着这句话，回望着凋敝的房屋。阳
光透过檐口处的漏洞照在里间一张雕
花刷金的木床，倒塌的隔墙露出一截雕
有“太平有象”精美图案的横梁，这是章
家大屋往昔的辉煌。由此，我品砸出信
仰的深义：如果没有坚定的信仰，章家
大屋的人可以在“太平有象”的寓意中
安享富足的生活，雕花刷金的床第间也

足以温暖地度过一生。为了信仰，年仅
28 岁的桐庐县委第一任书记章逐明积
劳成疾、病逝于欧家岭起义前夕，时年
30岁的桐庐县委第二任书记陈雪吾血
洒桐城县紫来桥下……

睹物而思人，需有物可睹。仅仅是
大屋门楣上那块一尘不染的“光荣人
家”的牌子是不够的，也不是一块簇新
的“枞阳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
可以完全承载的。现存这些没有被人
为规划的、不加雕饰的场景，固然可以
引发我们追思之情，只是，200多年的
章家大屋已经十多年没人居住，还能存
在多久？其实，我的担心与不安是多余
的。一直陪着我们的横埠镇乔东福镇
长说，镇党委、政府正积极申报修缮此
旧址。我希望修缮工程能快些，再快
些。也把这盏铁皮油灯擦得更亮，它的
光影里不仅映照出革命先贤在腥风血
雨中慷慨前行的身影，也辉映着这片土
地上脱贫致富的艰辛历程，乡村振兴的
美好愿景……

若不是转身欲走那一霎那凝眸，
我将与这盏铁皮油灯失之交臂，也将
少了一份真切感悟：光焰虽小，信仰
如炽……

□沈成武

这盏铁皮油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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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8月6日，我
接到北京大学录取通知
书，全家都万分高兴。父
亲开始为我筹措费用，母
亲日以继夜赶做棉衣。
每当夜深人静，我多次听
到父母轻声叹息。我深
知，他们一是牵挂我离家
远行，二是为我上大学
的各项费用犯愁。我深
知，我家祖祖辈辈没有

人出过远门，我要到离家2000里的北
京去上学，他们不放心。我更清楚，我
全家七口人，祖母已年过古稀，父母也
年近半百，三个妹妹还在家乡中小学
读书，全靠父亲月薪28元维持全家生
活，实属不易；如今，我又上大学，无疑
给父母又平添千斤重担，父母犯愁，我
同样犯愁。

我家在枞阳县陈湖区周潭乡。我
是土生土长的乡下青年。离家赴京那
天，父母送我一程又一程，我也是一步
三回头，鼻子发酸、潸然泪下。从周家
潭步行40华里到桂家坝，坐小轮到安
庆，从安庆坐大轮到南京，在南京火车
站上火车，过轮渡到对江浦口，然后
风驰电掣北上，整整花了三天时间，
好不容易到达北京前门车站。想不
到，出了车站便喜出望外地看到了北
大新生接待站，跟随接站老师上了校
车；一路上，老师又指引我们新生一
睹天安门城楼的雄伟气势、西直门的
城墙旧貌和中央民族学院、中国人民
大学等高等学府的崭新校园。想不
到，车到北大校园南苑学生宿舍楼群
区，我被录取的图书馆系也在32号楼
门前设有新生接待站，一位年轻的老
师笑脸相迎，自我介绍名叫史永元，
系党总支宣传委员，办公室主任；并
介绍身旁两位助手：一位是系学生会
主席李修宇大哥，东北吉林人，志愿
军副连长转业干部，参加过朝鲜上甘
岭战役战斗；另一位是学生党支部宣
传委员罗玉如大姐，北京人，此前是
某科技部门资料员。他们帮我报到
登记后，发给我北大统一赠送新生的
一套精美餐具和一星期免费餐券，然
后发给我一张新生家庭经济状况登
记表，要求如实填报。更想不到，不
过五天后就见到门厅宣传栏公布的
新生助学金名单，我名列甲等助学
金，每月获伙食费12元，生活补助费
4元。我感激涕零，当即写信报告父
母这一连串想不到的喜讯。父母很
快回信，大意是：他们心里一块大石

头落地了，不再担心儿子上大学的学
杂费生活费的负担了，并将喜讯告知
亲友，都说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
特别叮咛又叮咛：要我知恩图报，听
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

开学了，上课了。到系教学楼小教
室上图书馆学、目录学等专业课，听名
师讲授，看名师板书，真是一种精神享
受。可是，到阶梯大教室上《马列主义》
《世界通史》《中国文学史》《古代汉语》
和《科技概论》等公共课，“莫道君行早，
更有早行人。”若抢不到前三排座位，我
就看不清楚板书，记笔记就困难；遇到
乡音太重的教授授课，更是难上加难。
想不到，罗大姐眼明心细，问我是不是
近视眼？我点头称是；问我为什么不戴
眼镜？我不好意思，说乡镇没有眼镜
店，还听说配眼镜价钱很贵。她要我立
即请假到医院眼科检查，验光、诊断的
结果，我左眼近视 400 度，右眼近视
450度，还有散光。大姐知情后，立即
给系领导汇报。系领导知道我家经济
状况，决定全额补助，凭发票报销。星
期天，罗大姐回家带我到王府井大街亨
得利眼镜店，配了一副民主德国产品克
罗克丝镜片近视眼镜，票价18元。从
此，我心明眼亮，觉得太阳的光辉更加
灿烂。

国庆节到了。我有幸参加新中
国成立七周年庆典游行，第一次看到
天安门城楼上伟人毛主席和朱德、刘
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伟
岸身姿，第一次看到盛大的阅兵式，
第一次看到几十万人的群众大游行，
真是大开眼界、欣喜若狂。可惜天公
不作美，10月 1日上午大雨倾盆，浑
身湿透；回校后，我觉得好像要感
冒。想不到，大小食堂都熬制了滚烫
的红糖姜汤，李大哥带学友抬了一铁
桶上楼，招呼我们乘热喝。此后又吃
了感冒药，才避免生病。更想不到，
当年冬天很冷，我总是缩着脖子走
路，又是大哥大姐发现问题，问我为
什么不多穿点衣服？我如实相告，身
上的小棉袄还是母亲新做的。不几
天，学生处通知我去领棉大衣，原来
是我没有见过更没有穿过的“大棉
猴”，蓝色卡其布面，长及膝盖，衣领
上还连着棉帽，非常厚实。我穿在身
上，暖在心里。

今天回想起来，此情此景，历历在
目，融入心血骨髓。这许许多多想不
到，给我在课堂外上了一次次深刻的
政治思想教育课，使我获益终身，牢记
终身。

□周大钧

上大学二三事

每天都到湖畔走走，看了一个冬
季的柳，由绿色变成金色，然后短暂落
叶。那绿色，是柳在一年里的主色调，
翠柳生烟，盈目怡心，迷离朦胧。而那
金柳，非常耀眼，只有几天的
辉煌，就烟消云散，在深冬落
叶殆尽。那柳，整个落叶期，
在江南很短暂，不到一个月，
它就新芽微出，有了绿意春
动。是呀，柳在立春后，渐吐
新叶，生出翠盈新丝，显现迷
人风光。

万物生长，不负春光，那立
春，是新一轮季节轮回的开
启，为二十四节气之首，乃斗
转星移，万物起始，一切更生
之时。唐代诗人刘长卿，在
他的《立春》诗里写道：“谁家
二月煮新丝，一江黄鲫应不
识。”诗意是说，在立春后的
二月里，春意渐起，冬雪掩藏
下的柳树绿芽，悄悄探出了
头，很快就新丝长成，垂到
了水里，或者倒映水面。那

“煮新丝”之说，是形容二月
柳枝新荣，煞是迷人。此句
后半句的意思是说，在立春
后，柳映江南的春天景象，让
江水里的黄鲫鱼，在经历了
漫长的冬季后，不再认识。
是呀，那春之生机盎然，柳态
之美，都是新鲜的，有着异样
的风光，异样的生气，异于寒冬，大
不一样。

立春后，日暖烟轻，春与人宜。在
《汉宫春·立春日》里就有记载：“春已归
来，看美人头上，袅袅春幡……却笑东
风从此，便薰梅染柳，更没些闲。”那诗
里的“染柳”，在我看来就是“二月煮新
丝”，那“立春一日，百草回芽”，大自然
万物复苏，柳更欣喜，它是春发新绿的
前奏，春意盎然的新嫁娘。有人说，“大
地和气暖，二月煮新丝”，在正月节里，
立春是冬去春来的气象节点，以柳叶吐
绿为代喻，最恰如其分，符合立春的气

象特点。唐代诗人，写二月春柳者众
多，其中温庭筠有一句：“弱柳千条杏一
枝，半含春雨半垂丝。”那景致含羞，弱
柳婆娑起舞，春雨生烟，春意若隐若

现。王之涣写有一句：“羌笛何
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成
千古佳句，妙不可言。贺知章写
得更精彩：“碧玉妆成一树高，
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
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那二
月春风似剪刀，剪出的柳叶，也
似剪刀，形象生动，让人思绪万
千，心驰神往。

唐代另一位诗人聂夷中，在
他的《咏田家》中写有一句：“二月
卖新丝，五月粜新谷。”那诗里的

“卖新丝”，不是指新柳吐绿，撩水
轻波，风姿轻盈。此诗是写田家
的，那卖的新丝，是蚕农养殖的蚕
丝，那蚕在二月尚未结茧，蚕丝却
早就成了抵债之物。在此诗后句
说：“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
那是说，新丝抵债，犹如挖掉心
头好肉，来补眼前烂疮，蚕农永
远还不清阎王债，脱离不了苦
海。那诗意里，充满悲情，无法
与立春的景象相比，可是那蚕农
在二月里的宿命，至古弥新，让
我痛定思痛。

立春了，白昼渐长了，太阳
渐暖了，春天的序幕揭开了，意
味着冬藏结束，万物萌发，乃一

年之计在于春的大好时光，终于要
开始了。二十四节气，是中国老祖
宗发明的，数千年间，一年又是一
年，我们数着春夏秋冬，从小到大，
从大到老，一代一代，生生息息，看
着冬走尽，春又回。那立春，是春的
开始，一年的希望，有柳的美好，人
的愿望，时光的风情如画，天地的沧
桑。记得泰戈尔说 :“我存在着，
这便是一个永恒的惊喜，是人生。”
那立春存在着，必然就有“二月煮新
丝”，有世代延续的季节情缘，美好
渴望。

□
鲍
安
顺

二
月
煮
新
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