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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意盎然

朝花夕拾

诗词风韵

馨
香
一
瓣

生活随笔

信手拈来

阳春三月，和风拂面。这个时节，最适合

暂别都市喧嚣，回乡下老家小住一段。一是

陪陪年迈的父母，领略一下久违的田园春色；

再就是尝鲜解馋，一样是春韭，另一样便是奇

香无比的香椿芽。

其实这两样东西在城里的超市或菜市场

到处可见，但与我在老家吃到的相比，味觉上

却是差了一大截子的。老家的春韭是现吃现

割，香椿芽更是树上现掰下来的，从田间、树

上直接到餐盘，何其鲜，可想而知。

因为提前给母亲通过电话，那天我的车

一拐进胡同口，就远远地望见身材瘦削的母

亲已经站在大门外等我了。

“这不，我刚从你四叔家的菜地里割得头

刀小紫根儿，一会给你烙韭菜盒子吃，”母亲

手里掐着一大把郁郁葱葱的韭菜，边往院子

里走边笑盈盈地对我说：“香椿芽，你爸嚷着

非要等你到家后再去树上掰，说，树上、盘里，

那才叫鲜哪！”

那顿午餐，一壶小酒就着一盘香椿芽炒

鸡蛋和母亲最拿手的韭菜盒子，我们爷俩喝

得很是酣畅。饭后，趁着父亲午休，我一个人

来到了大街上。

午后的村街有点静，只有几个上了年纪

的长辈背着墙根懒洋洋地晒太阳。行至村

口，忽见右手边一家门楼上的一副对联，不禁

眼前一亮，上联：“黄莺鸣翠柳”，下联：“紫燕

剪春风”，横批：“莺歌燕舞”。这一“鸣”一

“剪”，顿时觉得整个村子都鲜活生动起来。

出村口，便是那条堪称我儿时乐园的白

水河。河水很浅，就连刻在河底的沟沟壑壑

以及随波慢摇的水草都看得十分清晰。河边

的柳树，已开始吐芽，纤细的枝条随风摇曳，

恰似翩翩起舞的少女。突然就想到宋代严仁

《春景》中的两句“帘半卷，露新妆，春衫是柳

黄”，实在佩服古人的才气，竟将柳黄比作春

天的衣衫，何其绝妙。河两岸是一片一片的

麦田。节气，果然神奇，惊蛰一过，仿佛就是

一夜之间，沉睡了一冬的大地开始变得松软，

脚踏上去，飘飘然，像踩了一层薄薄的云彩。

沉睡了一冬的麦苗，在春风里伸着懒腰，

仿佛在窃窃私语。地头的几簇迎春花似乎听

懂了，高兴地纷纷绽开了笑脸。我弯腰，轻轻

托起几朵，一股狭裹着泥土味道的清香立马

扑鼻而来，沁入心脾。那嫩黄嫩黄的小花瓣

虽薄如蝉翼，却努力张开着，透出勃勃的生

机。望一眼田间的麦苗，摸一下随风摇曳的

柳枝，再看一眼潺潺流动的河水，我终于知道

了什么是春意盎然。

行走在这如诗如画的春意里，不知不觉，

已是日头偏西。我沿着河堤的另一边，开始

往回走。母亲说晚上有县里的文化下乡演

出，舞台就搭在村小学的操场上。

街上，来来往往的人也渐渐多起来，最喜

人的当属那些刚刚放学的娃，村上的小学并

不像城里，非得统一着校服，所以孩子们身上

依然是我行我素的五颜六色，有两个虎头虎

脑的男娃更是顽皮，居然将两只风筝系到了

后背的书包上，他们在前边疯跑，风筝便跟着

他们起起伏伏，宛如两只调皮的燕子正在跟

小男孩快乐嬉戏，“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

风放纸鸢”好一幅现代版的“村居”图画，煞是

可爱。

待我走进家门，母亲已将晚饭做好，外焦

里嫩的炸香椿鱼、一清二白的小葱拌豆腐，炉

子上还在“呲呲”冒着热气的锅里是我从小就

最爱喝的小米粥。

吃过晚饭，年轻那会儿曾很是“文艺”过

的母亲，乐颠地去看演出了。我和父亲则留

在家里边喝茶边天南地北地闲聊。不知不

觉，母亲已经看完演出回来，见我们爷俩依然

毫无困意，便催我快去睡觉：“开了三个多小

时的车，多累啊！”

我只好听话。

爬上久违的土炕，被子是母亲刚刚晒过

的，全是阳光的味道。我一骨碌钻进被窝，关

了灯，闭起眼睛，似睡非睡间，直感觉浅浅的

月光正透过窗户影影绰绰地洒进来，轻轻牵

起我的思绪飘呀飘，飘呀飘，一直飘回到了那

久违的童年时光……

美丽可爱的珲春河,

沐浴着明媚的阳光,

蜿蜒穿过珲春城,

带着黑土地的芬芳。

岸柳在微风中婆娑,

鲜花辉映亭阁桥梁,

翠岛紫燕在河边戏水,

白鹭海鸥在晴空翩翔。

休闲的人们兴高采烈,

在河滨公园起舞欢唱,

繁荣兴旺的两岸街市,

迎来八方游客宾朋。

珲春河的碧水清波,

连接着祖国母亲的脉搏,

流淌着青春的旋律,

明天会更加壮丽辉煌!

在漫长的时间长河中，每个时代都有其光

辉的名片。六十年前，一位普普通通的中国军

人雷锋，以他的实际行动和高尚情操，书写了

一份让历史久久回响的答卷，成为无数人心中

的一座明灯。

“向雷锋同志学习”，这句口号随着春风，

吹遍了大江南北。雷锋精神，一种奉献、友爱、

互助、进步的精神力量，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

前行。如今，当我在键盘上轻轻敲打着这些文

字时，内心依旧被这股力量深深触动。

雷锋的一生都在为人民服务。他热爱集

体、关心战友、乐于助人，用实际行动践行了

“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他的事迹让我深受感

动。记得有一次，雷锋外出时看到一位妇女抱

着孩子站在寒风中，便毫不犹豫地上去帮忙。

他把孩子送到家后，才发现自己的衣服已经被

汗水湿透了。

我 不 禁 回 想 起 那 个 冬 日 里 的 温 暖 场

景。老人失足摔倒在冰冷的街头，周围行人

匆匆而过，唯有一个身影停了下来。他俯下

身，轻声安慰，细心搀扶。这一幕平凡而又

动人的画面，是我心中学雷锋最朴素的表

现。那个人，或许早已忘记这一举动，但他

留给老人的回忆，却如同春日的阳光一般温

馨而恒久。

在新时代，我们仍然需要学习雷锋的精

神。在实际生活中，有很多需要帮助的人和

事。无论是社区里的老人、行动不便的残疾

人，还是那些因贫困而面临生活困难的人们，

我们都应该伸出援手，帮助他们度过难关。在

这个过程中，我们不仅能够收获内心的满足和

快乐，还能够为社会做出一份贡献。学习雷锋

不仅是一种责任和义务，更是一种信仰和精神

传承。我们要时刻铭记雷锋的精神，将其融入

到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中去。

岁月流转，社会变迁，但雷锋精神永远不

会过时。它如同一条清泉，滋润着我们的心

田，让我们在人生的征途中不忘初心，矢志不

渝。让我们一起将这份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

行，无论在哪个角落，都能成为他人眼中的一

道温暖的光。

最后我想说的是：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学

雷锋这一宝贵的精神财富始终闪耀着璀璨的

光芒，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人为建设美好家

园而努力奋斗！

雨水已过，惊蛰未至。入蜀。

蜀地秀雅，秀气别雅，是一幅好画。

蜀地人家多是临山而居。屋后树木林

立，门前溪水潺湲，房前屋后鸟声啁啾。说是

房前屋后，蜀地人家绝大多数只建屋舍，很少

建有院门，鸟声进来，水声进来，白昼黑夜的

时光进来，这庭院，便是画境了。

庭院多是建在半山腰，半山腰好，半山腰

别有几分贵气。树木经年的绿，嫩绿，青绿，

翠绿，油绿，即便是冬日，还在绿着。绿色住

进山野，也住在庭院里。松树，柏树，不知名

的攀缘植物，齐腰深的丰草，不用时光催促就

兀自经年开着的花，白的，黄的，红的，白云飘

起来，默默然，悠悠然，不紧不慢的样子，就绕

在半山腰，绕在瓦舍之上。

门前的田地，是蜀人辛苦开采出来的砂

石地。一绺一绺的斜坡，一绺压着一绺，像一

本薄书，从书脊的位置一拧错落出来，单薄的

地埂边垒着大小均匀的石头。油菜花金黄金

黄的，烂漫地开，像洒在斜坡上的金子，细碎，

却泛着金色的光芒，那么耀眼。我极其喜欢

油菜花，油菜花开，清新明丽，不像牡丹，开得

贵气过了头，不像蔷薇，大快朵颐，油菜花开

得小心翼翼，一茎绿杆开一簇花，一茎绿杆开

一簇花，旁逸斜出，错综有

致，有米芾笔法，有王维诗

境。一绺一绺的油菜花地，

连缀起来，恰是一首七言绝

句，每户人家门前都有一首

七言绝句。句末的句逗连

缀起来，便是高高低低的山

间小径。

沿着小径缓步而行。抑或，索性就地而

坐，坐在小径的石头上。这石头上没有尘土，

徐风轻拂，烟岚淖洗，干净得一尘不染。晨间

坐在小径的石头上，可以什么也不去想，什么

也不去做，只是坐着，雾霭升起来，缠在山头

上，一座山缠绵着另一座山，看似兀自而立的

女子，实则联袂而舞，高高低低，却谁也不愿

撒开手，一峰连着一峰，一山挽着一山。此

刻，适合听鸟声。至于鸟声什么时候醒来，起

得再早的人也是没法知道的，只是鸟声从高

树上跌落下来，像是跌碎了的银子，有金属的

空灵。鸟声空灵是一副好药，能解困乏失眠，

亦能祛除心中思虑。在这样的小径边坐得久

了，会湿了发际，湿了衣衫，不是滴落的鸟声，

是雾霭中的水汽，水汽清凉，能唤醒梦中人。

梦中人的梦中，还是梦。

梦醒后，大把大把的阳光从树木的罅隙

间斜洒下来，落在青青屋瓦上，是一屋顶的银

币。炊烟升起，落在屋瓦上的银币躲躲闪闪，

炊烟的草木清香弥散开来。

有人取了山涧水，提壶烧水，在瓦屋下沏

茶。

周作人喜在瓦屋纸窗之下喝茶，以解十

年的尘梦，喝的是一份独有的境地。《红楼梦》

中妙玉用雪水煮茶，取得是一份冰清玉洁。

蜀人取山涧水在瓦屋纸窗之下围炉煮茶，慢

煮的是一份不紧不慢的情怀。陆羽《茶经》煮

茶取水“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蜀人取山

涧水当是最好的水了，茶亦是蜀地高山茶，慢

煮一壶茶，当是人生中的一件乐事。

喝一壶川茶，胜解十年尘梦。

一梦醒，已是日暮时分。日暮时分的人

家浸在融融暖意里，山野是暖的，树木是暖

的，夜归的鸟影是暖的，翻过山坳的风是暖

的，从檐前挂下来的夜幕是暖的。

吱扭一声，合上木扇窗的余音是暖的。

夜梦，入蜀地。

多元融一体，共济跃惊滩。

独木难行走，双赢易得安。

能源生态化，战略重型观。

华夏同心守，山河社稷宽。

春风如诗，温暖而细腻，带

着一份生命的期待，我轻轻地走

出了家门。此刻的我，仿佛置身

于一幅流动的水墨画中，感受着

春天的气息，倾听着大地的脉

动。

野外，一片枯黄的柳条已经

换上了新装，嫩绿的叶片在阳光

下舒展，仿佛是大自然精致的雕

琢。我凑近它们，深深地吸了一

口气，淡淡的清香萦绕在鼻尖，

那是春天的味道，清新而醇厚，

让人沉醉。树下，绿油油的麦田

如同一块巨大的翡翠，麦苗经过

一冬的沉寂，如今开始拔节生

长，充满了勃勃生机。我跳下田

埂，用腿去丈量它们的高度，它

们已经长得超过了我的小腿肚

子，看着它们茁壮成长，我不禁

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菜园里，蚕豆花开得正盛，

浓郁的香味吸引了蜜蜂的驻

足。我回忆起小时候用蚕豆叶

做毽子的情景，那时我能一口气

踢上一百多个呢。而焖蚕豆时

的诱人香味，更是让我难以忘

怀。除了蚕豆，菜园里还有叶子绿得发黑的菠菜，这种贴地菠

菜在城里的菜场很受欢迎，软糯香甜的口感让人回味无穷。我

决定今天就烧这道菜，再配上旁边新出的韭菜，想起“夜雨剪春

韭，新炊间黄粱”的诗句，心中涌起一股暖意。一畦畦青菜碧绿

肥硕，白灼应该是很好的选择，这样的日子充满了烟火气，我深

深地喜欢。

果园里，更是一片花的海洋。桃花、杏花、梨花竞相绽放，

粉白色的花朵争着向我展示它们的美丽。我在花丛中漫步，看

看这朵，闻闻那朵，阳光透过树枝的缝隙洒在我身上，温暖而舒

适。我轻轻推了推葡萄架，试探它的坚实。乌黑的葡萄藤上已

经长出了嫩叶，我期待着再过些日子，在这里搭起秋千。劳累

的时候，我可以坐在秋千上，悠悠地荡一会儿，感受清风拂面的

惬意。等到果子成熟时，迎着清风明月，我可以边品尝美食边

享受荡秋千的乐趣，这样的生活谁都会羡慕吧。

天空中的麻雀忙碌而欢快，它们飞来飞去，“叽叽喳喳”地

叫着，仿佛在商量着什么大事。几只麻雀落在离我不远的草地

上，我拿出手机悄悄地靠近，想捕捉它们灵动的瞬间。然而它

们非常机警，一察觉到我的动作就飞走了。我收回目光，却被

一声声“喵喵”的声音吸引。顺着声音找去，我看到两只田园猫

正在互相舔毛，打扫卫生。它们半眯着眼睛，胡须上下颤动，显

得十分悠闲。我不禁露出了微笑，这份宁静和和谐让我心生欢

喜。

不远处，一个六七岁的孩子向我跑来。他手里拿着一只蜻

蜓形状的风筝。孩子的脸红扑扑的，额头冒着细细的汗珠。年

轻的妈妈跟在后面指挥着：“放线，放线。”起初风筝摇摇晃晃、

忽高忽低，但孩子似乎很快领悟了放风筝的技巧，风筝平稳地

越飞越高。“咯咯咯”耳边传来孩子欢快的笑声，我也被这份简

单而纯粹的快乐所感染。

我迈着轻盈的步伐，走在春天的田野里，心中充满了希望

和期待。这片生机勃勃的土地，孕育着无限的希望和梦想。而

我，也将自己的希望种在了这春天里，期待着未来的丰收和美

好。

烟 花 三 月 回 故 乡
□刘世河

致三八妇女节
□陆章健

三月的鲜花灿烂

三月的女人如花

三八妇女节

一个属于女人的日子

节日的喜悦

写在脸上

她们的笑靥如花

与这个春天

争妍斗艳

所有的祝福

裹着浓郁的花香

所有的女人

每天都会笑靥如花

放歌珲春河
□赵向东 学雷锋，让爱在人间传递

□谢正义

入 蜀 记
□任随平

把
希
望
种
在
春
天
里

□
潘
铜
娟

各族大团结
□赵书成

中华儿女众，五十六枝花。

姐妹同兄弟，征行是一家。

民族共同体
□王靖

千枝连万叶，族异却同根。

每遇风霜袭，齐心护国魂。

休戚与共
□周亮

传宗同一脉，携手筑心齐。

相迎情意重，融通各见蹊。

承优书古训，复梦话新题。

民族重兴日，东方炫彩霓。

中华民族共同体
□马淑坤

“ 筑 牢 中 华 民 族 共 同 体 意 识 ”

优 秀 诗 词 作 品 展

油菜花海油菜花海 张成林张成林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