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洋文化 32023年4月7日 星期五 本版责编：冯梦琪 版式设计：陈 效

JINRIDINGHAI

我时常惦念故乡，惦念故乡低矮的屋檐，青

苔绿茸茸；开满菱花的池塘，散着幽幽的青草

香；时短时长的牛哞声，在炊烟袅袅的村庄里

回荡，还有故乡那皎洁的月亮，伴着熟悉的蛙

鸣虫吟，挂在田野上。

故乡，一阙隽永而又深情的宋词，一隅心

上，炽热、滚烫、豪迈、深情，念一句，就会唇齿

荡起春意，阡陌犬吠，杏花微雨，蝶燕蹁跹……

太多欢喜与怅惘，在无数个夜深人静的夜晚，

让我们一忆再忆，含泪微笑，不忍卒读！

记忆里，故乡的院子，总是春气萌动，樱桃

花幽幽地开，疏影横斜的枝条，透过低矮的窗，

如同一幅水彩画，浓淡相宜，墨香扑鼻。风吹

来，花瓣小朵小朵地落，落在篱笆上，落在院落

里，落在母亲乌黑的发鬓上，更落在有着皂角

香的木盆里，被母亲用双手轻轻地揉搓，揉进

了丝丝缕缕的樱桃香。荷苞花，一朵朵在栅栏

附近静静地开放，风吹来，仿佛就要发出叮叮

当当的玉坠声响，一朵荷包花一颗琉璃梦，它

们开得灿然婉约，香气淡然，一切仿佛都在梦

中。指甲花，粉滟滟，摘一朵吮吸里面的蜜，甜

甜的，笑得我们花枝乱颤。到了晚上，月亮胖

胖的，白白的，慵懒地挪到院前的槐树上，槐花

给月儿戴上细蕊般的发簪。静谧的小院儿，到

处都是幽香，斑驳的树影，悠悠闲闲地在院落

里随风摇曳。栅栏旁的水缸里，明月的影子如

冰清玉洁的美人，半遮半掩，若隐若现，意境恬

淡销魂，让人不知天上人间。

儿时的月亮，总是那么肥亮，圆润，像一盏灯

笼，亮在荡着秋千的大门口，低低地。一晃儿，再

抬起头，颤颤巍巍地一抖，再一荡，月亮就飞到了

头顶上。院子里的砖墙，是爹爹用手一块一块垒

上去的，仿佛有着爹爹生命的纹路，月亮把皎洁

的光，倾泻到石砖上，爹爹擦把汗，把最后一块砖

垒上去，直起身来，望望头顶的月亮，一把明亮的

光，落在父亲的头发上，似岁月里的霜。

到故乡，无疑是最心潮澎湃的事了。走进

院落，仿佛想和一切问好。去看望小院，看院

子里的一切，牛哞响起时，母亲如同儿时一般

在院落里喂猪，牛哞是村子的，牛哞声入耳，猪

叫得就更加欢畅。院子里一个龙头压水井，记

忆里总能压出甘甜的井水，像一眼四季泉，井

臂被磨得光滑锃亮，井身高高的，踮起脚尖往

里望去，水汩汩地涌出来。我深情地抚摸着井

臂，从前高大的压水井，如今却变得格外低

矮。母亲说，村子里都有自来水了，这口井也

很少再用。母亲看出我的心思，用水瓢舀来

水，当我再次把它唤醒，汲出甘甜的井水时，我

笑得像个没有长大的孩子。我知道，只要我的

脚踏上故乡的泥土，无论我是多大年龄，何种

身份，都会变成一个不舍得离开故土的孩子。

故乡有太多回忆，太多的人，陪着我长大，他们

仿佛从未老去也从未离开，而我也仿佛永远可

以如同孩子似的，在故乡的土地上肆意奔跑。

月光轻柔地洒满院落时，母亲正在屋里包

饺子，白菜猪肉馅的饺子很普通，对于我来说，

却是久违的味道。当一锅饺子像一尾尾小银鱼

在母亲的笊篱下浮起，母亲的笑格外灿烂。我

看着母亲，试图找到母亲年轻时的模样，可看

到的却是母亲再也染不过来的白发，那一刻，

有泪水在笑容满面的眼角荡漾。

月光长长到故乡，我多想裁一方月光作纱

巾，将它披在肩上，让它一直陪着我远走他

乡！那圣洁、清澈、明亮的月光，可以是河，是

潭，是甘甜的井水，是父母双亲温热又滚烫的

眼眸，永远追随着我，温暖我的心房。

月光长长到故乡
□高玉霞

草长莺飞，风和日丽，暖意融融，百花盛开

的春天，好像就是为读书人准备的最佳阅读季

节。

当然，就阅读本身而言，应该是没有时空限

制的。也就是说，一个自由的阅读者，只要有阅

读的欲望和时间，不论何时何地都可以亲近书

本。然而，对于我来讲，一年四季中的阅读侧重

点是有所不同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一

种科学与明智的阅读方式。就我的阅读感受来

说，一年之中最佳的阅读季节是春季。

记得清代学者张潮在其名作《幽梦影》中写

道：“读经宜冬，其神专也；读史宜夏，其时久

也；读诸子宜秋，其别致也；读诸集宜春，其机

畅也。”很显然，张潮对于春天阅读内容的见解

是能够让人认同的。“读诸集宜春，其机畅也”

一语的大意是：“在春天里阅读历代文人的各种

（文学、文艺）作品，能使人心旷神怡，胸襟坦

荡。”若相互比较，我们不难发现，在阅读中，无

论冬之“经”，还是夏之“史”，或是秋之“诸子”，

都是有专门领域的，而春之宜读的“诸集”，所

指的阅读内容就显得宽泛而有些抽象了。谁能

保证这“诸集”之中就没有一点或“经”或“史”

或“诸子”的内容呢？从历代文人的作品来看，

其中关乎“经”“史”“诸子”的内容还不少呢！

这至少说明这样一个事实：春天是最好的阅读

季节，无论什么书都可以在春天里进行阅读。

在我看来，一个人的生命史，也是一个人的

阅读史。即便你一生都与书本无缘，或是若即

若离，但阅读总是少不了的。因为人生在世，你

必须阅读“大自然”这部永恒的经典和“人世”

这本厚重的大书，以及参与撰写“人生”这篇多

彩的文章。

庆幸的是，我虽然生在一个偏僻的小山

村，但凭着几本被前人翻得破旧不堪的小说，

还是开始了我自己的阅读之旅。多年后，我还

清楚记得，在那个乍暖还寒的山地之春，当我

沉浸在曲波的《林海雪原》中时，春天的爆米

花、风车，甚至喜宴，对我来说都失去了诱惑

力。我因此成了一个能将书本当饭吃的“小书

虫”……

回想自己几十年的阅读生活，可以说每一

年的春天，都是一个阅读的好时节。而在春天

里得到的书籍，也最容易体现“新”和“精”的特

点。其原因是，新春里的报刊，无论从内容到形

（版）式，都会因推陈出新而富有朝气和活力，

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读来颇有新意。而在春

天购买图书，选择的余地也很大。只要你有耐

心和信心，就不难从图书市场中找出过去一年

里值得阅读乃至收藏的作品，毕竟尘埃落定之

后才容易沙里淘金。

实在记不清自己经历过多少与图书有关的

春天了。但我知道，为了充分享受春天的美好，

我少不了要到书店里认真选购自己的精神食粮

——图书。读书，使我在喧嚣的时代保持着应

有的平静与坦然。不负春光好读书，在春天里

阅读，则使我的生活有一个良好的开端，再混沌

的心境也能够不断澄明。

不负春光好读书
□王玉美

周末，和风暖阳，为了不辜负这大好春

光，我带着妻儿前往公园赏花踏青。走得乏

了，我们便坐到公园的长椅上小憩。仰望晴

空，偶见数点风筝，飘飘袅袅挂于天际，蓦然

忆起又到了放风筝的好时节。瞩望那长长

的、轻轻抖动的风筝线，丝丝缕缕牵出了我对

爷爷的思念。

从小，我就对风筝钟爱有加。每逢草长莺

飞时节，我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带着爷爷亲

手为我做的风筝，约上三五小伙伴，一起到村

东头的空地上放风筝。那时候，家里条件不

好，能填饱肚子就不错了，玩具什么的哪敢奢

望。买不起现成的，都是靠自己做。是爷爷用

他那双长满老茧却又灵巧的手，为我编织出最

美好、最难忘的童年。

小时候，每到春天，我总要缠着爷爷帮我做

风筝。爷爷最疼爱我，哪怕此时正是春耕农忙

时节，也总要抽出时间，满足我的要求。那时，

我就喜欢蹲在爷爷身旁，看他妙手生花地帮我

扎制风筝：爷爷先是从山坡上砍来一截自家种

的竹子，用刀破出片片薄而均匀的竹篾，把竹

篾弯成弓似的和轱辘似的几何形状，拼在一

起，悉心用细绳子细线系好，这样风筝的骨架

就做好了。

然后，爷爷找来一些厚实耐磨的彩纸，把它

裱在风筝的骨架上，再贴上一些彩色剪纸，风

筝立刻生动起来。最后将风筝线拴在主体的中

心部位，一个风筝便做好了。爷爷做好了风

筝，都会进行试飞调整，看两边是否对称，看是

不是头重脚轻了，看要不要调整线轱辘……所

以，爷爷给我做的风筝，在天上总是飞得最高。

记得有一年，爷爷帮我做了一个极好看的

公鸡风筝，挺拔的身材，鲜红的鸡冠，五彩的尾

羽，威风凛凛，栩栩如生，看得我心花怒放。一

从爷爷手里接过风筝，我便迫不及待地往村外

跑。很快，雄赳赳的公鸡风筝便乘风而起直上

云天，我顿时成了伙伴们眼中的焦点。我拽着

长长的风筝线，一会儿往东跑，一会儿往西跑，

身后跟着一群艳羡的小伙伴儿，一路撒下一阵

阵欢声笑语。正当我兴致高涨的时候，忽然吹

来一阵大风，我手忙脚乱地准备收线，线却嘣

地断了。风筝在空中抖动了一下，便极快地飞

走了。我大惊失色，千呼万唤，那风筝越来越

小，倏地便没了踪影。

我失魂落魄地回到家里，哭得撕心裂肺，哭

声惊动了正在屋后的农田里忙于春耕的爷爷，

他撂下农活，急匆匆地跑回了家里。听完我抽

抽噎噎地哭诉，爷爷二话不说又帮我扎制了一

个新的风筝，我这才破涕为笑。

我的童年就在爷爷五颜六色的风筝和他深

沉的爱里度过。然而，在我十三岁那年，我慈

爱的爷爷突发重疾离世，我跪在爷爷的床前哭

得死去活来。

韶光如流，一转眼爷爷已经离开我们二十

几年，再也不能在春天给我做风筝了。每当春

暖花开，风筝满天时，我就会想起爷爷离去时

的背影，心就会痛得无法呼吸，思念的潮水就

像决了堤一样。我想，无论何时，我都是爷爷

手里放飞的一只风筝，那细长的亲情线，永远

把我和爷爷连在一起。

系在风筝上的思念
□林新发

春
日
赏
花
觅
芬
芳

□刘瑜

小时候，上过私塾的姑祖母经常给

我出谜语。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字谜，

谜面是“三人同日去赏花”，我绞尽脑汁

也猜不出来。姑祖母笑眯眯地提示道：

“什么季节花最多呀？”我顿时恍然大悟，

谜底正是一个“春”字。

是啊，春日里，人们最喜爱的事情莫

过于踏春游园、结伴赏花。

早春时节，呼朋唤友一起去踏春，最

惊喜的是那黄灿灿的迎春花。当第一缕

春光洒向人间，空气中还夹杂着丝丝寒

意，树木还裹着清冷的萧瑟，舍不得伸出

一点点绿色枝芽，百花更是徜徉在去年

冬日的睡梦里，不见踪影。然而，迎春花

却已早早醒来，它在清爽的春风里抖擞

精神，静悄悄地将光秃秃的枝条编织成

一根根金色的腰带。当这一抹温柔的亮

黄色闪现在我眼前时，那份惊喜与感动，

恰似春日里收到最珍贵的礼物，不禁吟

出诗人白居易的那句：“金英翠萼带春

寒，黄色花中有几般？”

待迎春花从枝头默默离开，在它身后开得最繁华

的当数绚烂多姿的桃花。“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桃花

怒放的场面多么生机勃勃，一朵朵，一簇簇，犹如一群

盛装打扮的少女，竞相登上春日的舞台，璀璨夺目，明

艳动人。红色的鲜艳似火，粉色的娇嫩欲滴，白色的

纯洁如玉，绯红的绚丽如霞。“桃花一簇开无主，可爱

深红爱浅红？”行至花间，一株株桃花开得正盛，诗人

杜甫也犯了难，究竟是爱那朵深红色的还是更爱那朵

浅红色的呢？跨越千年的春光，我在心底情不自禁地

和他扬眉抵掌：“各有各的美，实在不好抉择。”

如果说开得最动容的是桃花，那最诗意的非梨花

莫属。小时候我没见过梨花，只知唐代诗人岑参用梨

花比喻雪花，写下“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

开”的千古名句，从此在我脑海里构筑了一个漂亮的

水晶球，水晶球里绽放着一树洁白如雪的梨花，梦幻

而诗意。后来有一天，我终于遇见了梨花，那盛开的

花瓣宛若一只只冰清玉洁的蝴蝶，在春风中翩翩起

舞，白得发光，白得耀眼。难怪汪曾祺在《人间草木》

里说：“梨花像什么呢？梨花的瓣子是月亮做的。”月

亮做的梨花瓣，清透而诗意，这不就是春天的倩影吗？

喜欢丰子恺《豁然开朗》中的一句话：“你若爱，生

活哪里都可爱。”在这风和日丽的春天里，采撷一束温

暖的阳光，拥抱一席柔和的春风，细品一缕淡雅的花

香，生活何处不芬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