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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意盎然

朝花夕拾

诗词风韵

闲情偶记

馨香一瓣

信
手
拈
来

我从不曾想到过，有一天我会和鸟做了

邻居。

四月的午后，窗外鸟儿啁啾，就像是在练

声唐诗宋词里的韵律：平平仄仄平……声声

入耳。拉开窗帘，顺着鸟鸣方向寻觅鸟影，果

然楼下电线杆上停着一对丝光椋鸟。它们停

在那，互相紧挨，耳鬓厮磨，时而互相梳理羽

毛，时而窃窃私语，时而突然飞走，但很快又

飞回来，几次三番，凭直觉，我判断这对鸟儿

有故事。于是，我拿起单反相机锁定并跟踪

它们。

它们开始在我对面的楼层飞来飞去，有

时还停在人家窗户的遮雨棚上东瞅西看。我

终于看明白了：原来这对鸟儿是在找合适的

地方“安家”。而对面楼户人家北面卫生间的

排气孔便是它们的选择目标。经过几番“侦

查”后，这对鸟夫妻把比我家高一层的对面排

气孔最终敲定做了“新居”。

站在阳台上，我用变焦镜头观察着，它们

只是在有排气口的窗子雨棚上走来走去，有

时还互相梳理着羽毛。偶尔有鸟儿飞过时，

它们便紧张的大声鸣叫示警。当有鸟儿在附

近盘旋时，它们便会利箭一般双双飞起去驱

逐。这样的动作在不时地重复着。天将晚，

光线也开始黯淡，于是我收回了视线，但我知

道这对“鸟夫妻”已经是我的准邻居了。

翌日清晨，我醒来的第一件事便是看新

邻居。没想到它们比我还早，正在窝边作

“晨练”呢，一只羽毛是灰色的，另一只脖子

上有圈白色的羽毛，我一时分不清谁是妻子

谁是先生。那只灰色的鸟儿在排气孔进进

出出，而那只灰白相间的呼地一下飞走了，

只一会工夫，它嘴里衔着一片吊篮叶子一样

的枯草回来了。只见它衔着草机警地观察

着四周，估计没有危险了，便迅速地钻进了

排气孔。一会儿，两只鸟儿又相继钻了出

来，迎着阳光慢条斯理地梳理着羽毛。有

时，它们互相间大张着嘴“唧唧唧唧”的对叫

着，不一会，其中一只就会迈着小小快快的

步子钻进了洞里去搭窝。这多像寻常过日

子的小夫妻做家务时，互相推诿打趣的“剪

刀石头布”啊！

然而谁又会想到接下来却会有着惊心动

魄的一场战斗呢。忽然屋顶一只椋鸟鸣叫着

直冲下来落在了这对鸟身边，紧接着又一只

落下。这下，两对鸟大张着嘴，伸着头激烈地

“争吵”起来。也许一言不合，两只黑白相间

的，就开始厮打起来，而两只灰色的却在雨棚

上抬头鸣叫着助威。这下我有点明白，灰白

相间的可能是公鸟了。因为保卫家园的责任

似乎更应该是“男人”。两只鸟厮打着从雨棚

到空中，“侵略者”毕竟要胆怯一些，几个回合

下来，终究处于下风，它们落荒而逃。驱逐了

“侵略者”后，鸟夫妻先是并肩警戒着，而后散

开，一左一右地观察着周围，此时它们的站姿

是“金鸡独立”式，我想可能是累了吧。

我认为那对侵略者应该是不会再来了，

没想到，我错了，只平静了不到一分钟时间，

那对鸟又鸣叫着俯冲而下，这次是冲上来就

打，而且不再是单打独斗，是“夫妻”双打，四

只鸟在空中激烈地厮打着，鸣叫着。从雨棚

到空中，再到地上，它们腿、喙和翅膀并用。

再次回到雨棚的时候双方都有些筋疲力尽

了，只剩下两只公鸟还在酣斗着，另外的两只

母鸟在旁边伸长着脖子嘶叫着：加油啊，加

油！忽然，打斗中的两只好像有了胜负：我的

邻居一个“鹞子翻身”，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将入侵者牢牢地按在脚爪下。入侵者的伴侣

见势不妙，扑腾着翅膀偷袭，凶猛地咬住我

“邻居”翅膀。它疼得尖叫一声，一松爪子，侵

略者趁机跑了。自古邪不压正，一场家园保

卫战终于以正义的胜利结束了。对于我们人

类来说“敌人来了有猎枪，”对于鸟类来说，强

盗来了有利爪和喙！

新邻居安然入住了我对面，每天早晨，我

都会早起观察它们。这对鸟儿依然保持着警

惕，继续衔着草在布置新居。奇怪的是，近几

天我很少看见这对鸟的身影，也听不见它们

的鸣叫声，当然，这祥和安宁中正在孕育着新

的生命呢！

我 的 鸟 邻 居
□宛小红

并非唯其微小含蓄

就会失去点缀山野的意义

当她低头顾盼脚下的土地

流动的温柔胜过千万种

难以名状的娇羞

别惊扰她在风中

默默颔首致意

别打断她把袅袅幽香

涂抹成春天斑斓的色彩边上

醇厚馥郁的留白

风吹梅蕊闹，细雨杏花香。四月的丹东

大孤山杏梅花灿烂绽放，放眼远望，到处都是

花的海洋。以前因为工作忙碌，每年只在朋

友圈赏花。如今退休赋闲，开花时节，文友相

邀，终于可以去古镇与杏花零距离亲密接

触了。

大孤山是长白山脉的老岭支脉，由三十

多座山峰组成，山腰处有始建于唐朝的千年

古刹，集佛教、道教和儒教三教合一，有百余

间寺庙，是东北现存最完整的古建筑群之

一。据史料记载，唐太宗李世民曾御驾亲征

到过辽东大孤山古镇。这里古木参天，百年

以上的古树随处可见，其中两棵古银杏树是

唐代崂山道士栽种，距今一千二百多年，树高

二十多米，胸径一米半，至今枝繁叶茂。大孤

山最有名气的就是赶庙会，相传从宋朝开始，

善男信女们就来这里烧香祈福，如今许多名

人影星也来此寻求精神和心灵寄托，因此，这

里的香火一直不断。孤山镇也因此闻名

遐迩。

周末，阳光明媚，到处绿意盎然，文友数

十人驱车来到了古镇大孤山，和我们一样远

道来赏杏花的人比比皆是，络绎不绝。

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杏梅花，一团团、一簇

簇，粉里透着白，白里

透着粉，仿佛每个角

落都能看到它的身

影，空气中弥漫着杏

花独有的软糯香气。

在杏梅园，文友们兴

致勃勃地和花一起合

影，与蜜蜂一起捉迷

藏，一阵微风吹过，树上的花瓣片片飘落，像

一个个白蝴蝶在空中飞舞，此刻，真假蝴蝶已

经分辨不清了。只见两瓣花朵落到一位文友

的长发上，我快速抢着拍照，生怕花朵离开镜

头，然而，直到回去的路上，那两瓣花依然黏

着美女，像两个发卡一样别在她的发梢，引得

其他人好不羡慕。

大孤山的杏梅树，是一百多年前的丹麦

传教士聂乐信培植而成的。当年聂乐信将孤

山黄杏和丹麦黄杏嫁接改良，从中选出优良

果实再进行种植，优中选优，最后培植出新品

种，由于叶子介于黄杏与青梅之间，故称为杏

梅。大孤山的杏梅个大皮黄，肉厚多汁，酸甜

可口，食后唇齿留香。如果离开孤山沃土，杏

梅则索然变味了。《人民日报》曾发文介绍杏

品之冠孤山杏梅，辽宁电视台也做过专题报

道，每年孤山杏梅成熟之时，人们争先订购。

其实爱杏赏花，不是现代人的专利，古

人对胭脂万点，占尽春风的杏花尤其喜爱，

杏花在古时又称及第花。

陆游就写过很多杏花诗，有脍炙人口

的“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在

小楼上，春雨下了一夜，清晨，深巷传来卖

杏花的叫卖声，说明此时已是春深了。陆

游这首诗歌是客居京华临安时作的，因为

王师北定的愿望无法实现，只有用春天里

的杏花安慰自己。宋朝志南和尚用拟人手

法创作了著名诗句“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

不寒杨柳风”，表达了诗人对春天的热爱。

宋绍翁的“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

来”，情景交融，形象而富有理趣，深受人们

喜爱。细雨蒙蒙，轻风剪剪，穿越在古诗词

里的杏花疏影令人心旌摇动。

散发着历史芬芳的古镇，杏花和春雨追

逐嬉戏。徜徉其间，花海与村落交相辉映，家

家户户的杏梅花都会伸出墙外迎接八方游

客，碎红乱点，真可谓半城红瓦半城花！快离

开的时候，微风吹拂，飘下几滴细雨，忍不住

回望，花瓣像雪花一样飘舞凋零，仿佛落了一

地春光。

杏 花 微 雨 春 意 闹
□孙宏伟

四月的时光
□尚庆海

四月的风儿更暖了一些

吹在脸上

让人莫名生出些许情愫

有时候闭上眼睛

那些花花草草的气息

瞬间变得浓郁

脑海里时常浮现一些

美妙的画面

全是四月的元素

我席地而坐在四月的一隅

静静地聆听四月的呼吸

四月的时光就这样

在我多情的目光里流淌

四月的时光

随手撷取一段

就是一首极美的诗

而我和你

都是其中的一个词句

结香
□刘开栋

“细雨连绵暮春到，雨生百谷夏将至。”春

天从立春而始，缓缓走过雨水、惊蛰、春分，来

到了谷雨时节。此时放眼望去，草长莺飞，牡

丹花艳，春耕农忙，正是万物尽情生长的大好

时光。谷雨带着对春意融融的欢喜和对美好

生活的憧憬 ，一路走过春雨绵绵，穿过田野山

林，走在生机勃勃的路上。

谷雨，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六个节气，也是

春天的最后一个节气。谷雨时节，不凉不燥，春

日安宁，阳光正好。朵朵百花赶在晚春时节绽

放，小小的青杏在枝头长大，稻苗在春雨里摇曳

扎根，一年的希望在春风里肆意生长。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曾记载：“盖谷以此

时播种，自上而下也。”谷雨，正是春耕的好时

节。当远处山林里隐约从来一声声婉转清脆

的“布谷布谷”，休息了一个冬天的人们便知道

要开始着手春耕了。对于祖祖辈辈以农为生

的爷爷来说，谷雨是要数着日子等待的节气。

田中的秧苗初插，作物新种，最需要雨水的滋

润。而此时谷雨的到来，正为这场春耕带来了

足够滋润的雨水。

从小我便知道，爷爷那老一辈对土地有着

很深厚的感情，可以说他们大半辈子的生活都

在地里。他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坚守着四

时之常，在一桩桩农事里耕耘生活的希望。他

们懂得“雨生百谷”的道理，也知道“一粒雨一粒

谷”的意义，更清楚谷雨是播种稻苗最好的时

候。在他们的心里，有“春华”才会有“秋实”，只

有“春种一粒粟”才能“秋收万颗子”。这些农耕

智慧，既是人与自然的相处之道，也是千百年来

劳动人民对自然节气的尊重与传承。

除了春耕的新生蓬勃，谷雨也带来了细雨

绵绵的诗意。这雨，是王维笔下的“渭城朝雨

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是郑板桥笔下的

“正好清明连谷雨，一杯香茗坐其间”，更是黄

庭坚笔下的“落絮游丝三月候，风吹雨洗一城

花”。经过了谷雨的滋润与洗涤。远处的山间

林野峰峦叠翠，田里的稻谷绿油油一片，池塘

湖面隐约可见小荷才露尖尖角，绿色与花艳交

相辉映，装点谷雨这最后一抹春光。正所谓，

谷雨过后再无寒，人间芳菲已向暖。

雨落生百谷，万物皆可期。作为春天的最

后一个节气，谷雨有着看不尽的春雨连绵，品

不完的春花烂漫。它像一壶装满春日的清酒，

饮醉了浪漫的人间四月天。谷雨至而春将归，

时间在流淌，岁月在成长，那就将所有新生与

希望留在这个春天，等待夏日的生生不息与热

烈生长。

春 遇 谷 雨
□高婉怡

郎鹏郎鹏 摄摄

风 起 时 ，万 物 皆 有 所

动。或摇曳于树梢枝头，或

藏匿于墨香书页，或游走于

青石古巷，或留恋于喧嚣红

尘……有时候，仅仅是轻风

拂面。但风过之处，往往会

留下旧痕。那是岁月的印

记，如旧日的情书，悄然藏匿

于生命的每个角落。

家乡的小河旁，有一片

小树林。儿时的我，喜欢在

树林里面玩耍嬉闹。玩累

后，我总会仰躺在草地上，静

静望着头顶的树枝，以及被

树枝割成碎块的蓝天。这个

时候，总会有风起。树枝晃

动，树叶摩挲，发出“沙沙”的

声音，仿佛母亲哼唱的摇篮

曲，催人入眠。有时，我会沉沉睡去，在暖阳与轻风中，做一

个个香甜的美梦；有时，我会望着像动物世界一般不停变换

模样的白云，想象着白云上方踩着云头的神仙，羡慕着神仙

的自由。当看到白云被风吹散时，年幼的心里，也总会浮现

出些许怅然。

少年时期，总要去田间割麦。我手提镰刀，时而站起时

而蹲下，将割离地面的麦子，一把把整齐放在身后。日头毒

辣，满手血泡，腰酸背痛。这个时候，总有一阵风吹过，清凉

袭来。我站起身，让轻风拂过脸颊，吹干汗水，也吹走身体的

疲累。在休息时，坐在湿热的田地上，望着在风中摇晃的金

黄麦浪、野草大树，望着视野尽头隐入云雾中的大山，总想象

着自己也变成了风，飞过九曲十八弯的路，飞过一座座高大

的山，飞到了繁华的都市……

成年后，我离开家乡，如愿来到繁华的都市。这里的风，

与家乡的风有所不同。它没有泥土的味道，没有麦田的香

气，没有虫鸣的声音，有的是都市特有的气息。它有时候是

电脑旁的打字声，有时候是繁忙的脚步声，有时候是街道的

喧嚣声，有时候是汽笛的轰鸣声。有时候，我会特意去到城

市的边缘，寻找一片宁静。在那里，我可以听到风穿过树梢

的声音，可以看到远处山峦的轮廓，这些景象让我想起了家

乡的田野和小山丘。虽然眼前的风景与家乡不尽相同，但那

份宁静和辽阔却能带给我同样的安慰:那条石板路上，有幼时

糖葫芦的香甜；那家简易小店里，有家乡特有的食物风味；那

处小小庭院中，有三世同堂的温馨气氛。有时候，我会站在

高楼大厦顶层，任风穿越我的双手十指，任风掀起我的衣袂，

任风吹乱我的头发。在风里，我仿佛看到家乡小河旁的那片

小树林，仿佛看到家里那片长满麦子的田地，仿佛看到田间

劳作的母亲的满头霜发。即使现在我已身处远方的城市，但

每当闭上眼睛，那些旧日的痕迹依旧清晰可见。

风，是时间的使者，它无声地穿梭在城市的高楼大厦和

家乡的田野小路之间，带着过去与现在的对话。每一次它吹

过，都轻轻地触摸着我们的心灵，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让我

们感受到从内心深处涌出的温暖。

那些痕迹，就像是一串串珍珠，串联起我们的过去、现在

与未来。它们或许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得模糊，但绝不会

消失。因为风，从不会停止它的旅程。它继续前行，就像我

们的生活，每一天都在不断地前进，每一天都在留下新的痕

迹。

让我们一起珍惜那些旧痕，珍惜那些与岁月的约定。在

未来的日子里，愿我们都如风一般自由而坚定，在像风一样

吹拂的时光里，留下独属于自己的印记。

风

过

有

痕

□
贺
志
强

二
风歌早已历沧桑，未了先贤筑梦长。

始自人文存广域，终教信念谱华章。

心融九鼎无穷迹，气贯三辰不朽光。

遍数于今天下阔，堪怜屹立国泱泱。

“ 筑 牢 中 华 民 族 共 同 体 意 识 ”

优 秀 诗 词 作 品 展

中华民族共同体颂
□刘元德

石榴结籽命相连，本是同根九域缘。

社稷和谐书盛世，神州踔力谱新篇。

丝绸步月日边过，高铁穿云天路旋。

铺展宏图承国泽，东方巨舰启航船。

中华民族共同体
□陈永久

中华崛起振乾坤，完就牢牢民族根。

反腐倡廉圆旧梦，脱贫治富建新村。

人心团结呈春色，世事和谐铸国魂。

禹甸复兴皆助力，江山万里映朝暾。

感赋“中华民族共同体”二首
□吴文彦

一
九州风雨一时过，无尽情怀感掷梭。

望去山川终麦稼，思来岁月几兵戈。

汉唐统括家真大，尧舜经营梦太多。

寄语繁华今更好，从头道路未蹉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