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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令寿 文/摄

在 一 个 晚 霞 布 满 西 天 的 黄 昏 ，我

又一次来到了九渡溪。

九 渡 溪 民 宿 度 假 村 的 老 总 叫 黄

贞武，五十来岁，个子不高，长得却很

敦实。他放下手中的电工工具包，邀

我 到“ 村 ”里 转 一 转 。 沿 着 白 色 栏 杆

的 游 步 道 漫 步 ，脚 下 是 欢 腾 的 三 岔

河。浪花跳跃着，不时溅到脚上。

黄 贞 武 指 着 一 片 红 砖 灰 墙 建 筑 ，

说那就是他家的老宅，是老祖宗留下

来 的 。 这 山 庄 原 来 没 名 ，属 九 渡 村 ，

后来不知哪一位高人来到此地，啧啧

赞 叹 其 四 面 环 山 、溪 流 淙 淙 的 风 景 ，

赐山庄名九渡溪。这样，九渡溪便附

上了一份浓浓的诗意。

走到 三 岔 河 的 一 处 拐 弯 地 ，黄 贞

武 指 给 我 看 河 上 的 一 座 山 峰 。 这 座

山 峰 叫 罗 汉 山 。 抬 眼 望 去 ，眼 前 的

这 尊“ 罗 汉 爷 ”圆 圆 的 脑 袋 ，圆 圆 的

肩 膀 ，圆 圆 的 肚 皮 ，就 连 那 耳 朵 都 是

圆 圆 的 。 仔 细 一 瞅 ，他 有 眼 睛 有 鼻

子 ，还 有 嘴 巴 ，笑 眯 眯 地 看 着 尘 世 人

间 ，一 副 福 态 。 黄 贞 武 说 原 来“ 鼻

子 ”没 塌 的 时 候 更 像 ，他 们 想 把 他 的

鼻 子 补 上 去 ，在 上 面 种 上 植 被 ，护 上

青 苔 。 有 同 行 就 说 ，大 可 不 必 ，再 怎

么 修 补 都 无 法 还 原 本 来 的 样 子 。 鼻

子 塌 了 ，这 是 自 然 的 缺 陷 ，自 有 它 内

在 的 玄 机 ，没 必 要 去 刻 意 追 求 完 美 ，

搞 得 不 好 会 弄 巧 成 拙 。 黄 贞 武 颔 首

称 是 。

六 七 月 份 雨 水 期 ，水 满 陂 塘 ，会

涨到路牙上。现在已进入枯水期，三

岔 河 成 了 一 条 缓 缓 流 淌 的 小 溪 。 在

罗汉山左侧，黄贞武让我们看一块巨

石 。 那 巨 石 原 来 大 部 分 被 土 掩 着 。

老 黄 带 领 员 工 把 巨 石 周 边 的 土 一 锹

一锹地掏掉，镂空了的巨石竟然成了

一只“乌龟”。龟壳黑白相间，高高隆

起而有弧度，龟尾朝上，龟头向下，两

眼 欲 闭 还 开 。 好 一 个 银 龟 戏 水 ！ 自

古龟兆吉祥长寿。右有罗汉加持，左

有银龟护佑，避邪挡煞，消灾纳财，此

地不旺才怪呢。

我 们 跟 随 黄 贞 武 ，沿 着 一 条 小 道

拾 级 而 上 ，来 到 了 后 山 。 在 这 里 ，我

认 识 了 一 种 树 ，此 时 ，它 宽 大 的 叶 子

已 经 凋 零 ，落 在 地 上 铺 了 满 满 一 地 。

我 躬 身 捡 起 一 片 树 叶 ，那 形 状 极 像

《西 游 记》中 铁 扇 公 主 的 芭 蕉 扇 。 此

树 学 名 厚 朴 树 ，它 的 种 子 可 以 榨 油 ，

还 具 有 很 高 的 药 用 价 值 。 此 山 可 到

处都是宝啊！我不由感叹道。

游 客 来 到 九 渡 溪 ，不 仅 可 以 欣 赏

山 水 景 观 ，还 可 以 参 加 一 场 多 姿 多

彩、吸引眼球的篝火晚会。

闪 亮 登 场 的 是 土 家 幺 妹 和 小 伙 ，

点 亮 篝 火 的 是 黄 贞 武 的 女 儿 俏 俏 。

“俏俏”这个名是我给她取的，因为这

丫 头 长 得 俊 俏 ，脸 上 总 挂 着 笑 ，整 天

乐呵呵的，属于人见人爱的那种。她

白天在公司里上班，与父亲一样啥活

都 干 ，摘 菜 、刷 锅 、端 盘 样 样 在 行 ，客

人来了端茶递水，是庄上公认的开心

果。她一身土家幺妹打扮，头上的丝

帕闪耀着迷人的光彩。

俏 俏 的 嗓 子 很 亮 ，只 要 她 一 开

口，池子里的锦鲤都会跳出水面来分

享她美丽动听的歌喉。

篝火 熊 熊 燃 烧 ，幺 妹 和 小 伙 便 在

迷 幻 的 灯 光 中 劲 歌 劲 舞 。 那 闪 闪 烁

烁 的 光 影 宛 如 彩 蝶 的 亮 翅 ，在 夜 空

中 翩 然 而 动 ，比 星 河 还 璀 璨 。 我 喝

了 一 碗 俏 俏 递 过 来 的 摔 碗 酒 ，便 有

了 几 分 醉 意 ，在 欢 乐 的 海 洋 里 翻 腾

起 潮 水 般 的 情 感 。 从 原生态的《六口

茶》歌 声 中 ，我 瞧 见 了 一 个 古 老 民 族

生命的原色。夜色里，九渡溪曾经的

原始和荒蛮，仿佛被现代的金风吹得

极远极远。

花 簇 是 多 彩 的 ，小 溪 是 多 彩 的 ，

连缕缕湿润的山风从头上刮过，仿佛

也是多彩的。

在 九 渡 溪 的 吊 脚 楼 上 看 天 ，抬 眼

望 去 皆 是 惊 艳 的 高 原 蓝 。 那 时 而 变

成巨人时而变成大象的云朵，仿佛负

着 生 命 的 力 量 。 山 风 摇 曳 着 玉 兰 叶

片 ，宛 若 梦 中 缠 绵 的 低 语 ，月 下 依 恋

的沉思，如诗，如歌，如画。

吊 脚 楼 式 建 筑 是 土 家 人 的 文 化

象征，弧形的翘檐、镶花的走廊、乳白

中带着微黄的墙面，凝固成一首久远

的古歌，多姿而浪漫，得天独厚，粗犷

而洒脱，淳朴深沉。这些依山而建的

群 楼 ，遵 循 着“ 左 青 龙 ，右 白 虎 ，前 朱

雀，后玄武”的风水布局，白虎图腾依

稀 可 见 ，人 神 共 处 的 境 界 超 拔 风 雅 ，

成了九渡溪的主旋律。新潮也好，古

旧也罢，都在这里聚合。

在 土 家 幺 妹 的 主 持 下 ，演 员 们 跳

起 了 欢 快 的 民 族 舞 蹈 摆 手 舞 。 在 他

们的召唤下，一些时髦的男女也加入

跳舞队伍，把一个小小的九渡溪闹腾

得 翻 江 倒 海 似 的 。 九 渡 溪 的 主 人 在

这里忘情了，远道而来的客人也忘我

了。不少人拿起手机拍照或录像，留

下一个个终生难忘的瞬间。

歌 声 舞 影 ，梦 幻 般 的 美 丽 缥 缈 ，

这 是 一 种 尽 兴 的 欢 愉 、沉 醉 的 欢 愉 ，

显示出土家人自由奔放的野性。

在 九 渡 溪 这 片 风 景 旑 旎 的 山 坳

里 ，透 出 一 股 盎 然 向 上 的 绿 色 希 望 ，

将 土 家 人 的 豪 情 鼓 荡 得 满 满 的 。 一

曲 曲 土 家 民 歌 带 着 深 深 浅 浅 的 诗 意

向天空弥漫，悠远而深邃。我似乎读

懂 了 岁 月 沧 桑 镌 刻 在 九 渡 溪 风 华 正

茂的年轮。

我 的 心 宛 若 从 凋 零 的 沙 漠 上 舒

展开的一片绿叶，随着灯彩映照的绿

色小溪徜徉着，漫向远方。

晚风沉醉九渡溪

九渡溪民宿

时光深处枫树坞
□ 王俊

一 座 房 子 ，流 淌 着 多 少 不 为 人 知

的秘密，有谁能说得清楚呢？房子与

人 朝 夕 相 处 ，时 日 久 了 ，自 是 沾 上 人

的气质，有了与人一样的魂灵。

没 有 风 ，坐 落 在 江 西 省 横 峰 县 葛

源镇枫树坞的汪家宅院，把自己幻化

成一只大鹏，翱翔于时光中。整个房

屋建筑以灰色为基调，没有张灯结彩

的热烈，一点都不张扬。一座马头墙

托 着 苍 穹 远 眺 ，逶 迤 出 生 生 世 世 、遗

世 独 立 的 模 样 。 宅 院 前 后 种 着 高 大

的枫树，居高临下地审视山谷。枝丫

在半空中连成一片，无法辨认每棵树

的边界，也看不出始终。灰色的瓦片

有 如 鸟 羽 ，一 片 拱 一 片 ，顺 着 屋 檐 的

坡 势 排 列 。 青 灰 色 的 翘 檐 在 枫 树 翻

翠 卷 绿 的 掩 映 下 ，如 同 伸 展 开 的 翅

膀，跃跃欲飞。

乍 一 看 ，汪 家 宅 院 就 是 一 座 极 其

普通的乡村大宅院。几十年前，院子

里 住 进 了 被 毛 泽 东 称 之 为“ 有 勇 气 、

有 志 气 而 且 是 很 有 才 华 ”的 方 志 敏 。

汪 家 宅 院 见 证 了 方 志 敏 在 乱 世 中 开

辟一个新天地、构建起盛世桃花源的

故事 ；而方志敏的气场不仅改变了汪

家宅院的秉性和历史，也赋予它另外

一种光。

贴 在 墙 根 的 一 块 青 石 是 拴 马 石 ，

枫 树 坞 人 叫 它“ 信 访 石 ”。 青 石 泛 着

天上的云纹，让路过的人总生出无端

遐思。不知在某个梦回的夜晚，青石

会 不 会 想 起 那 些 老 区 百 姓 投 寄 的 书

信，还有从他们那清癯的身体内发出

的 武 装 斗 争 的 吼 叫 ？ 宅 院 旁 一 条 鹅

卵 石 小 径 ，聚 积 一 缕 缕 阳 光 ，闪 耀 金

色 。 哒 哒 ，哒 哒—— 传 来 一 路 山 花 相

送 的 马 蹄 声 。 方 志 敏 素 爱 骑 白 马 。

天边一钩新月如水，一骑白马驰骋山

林。夜风窸窸窣窣作响，马的鬃毛在

空中飞舞，意气风发的男子策马揽过

明月，马蹄哒哒，响彻枫树坞。

院 子 的 西 窗 下 ，是 方 志 敏 种 下 的

一 丛 芭 蕉 。 春 夏 蓬 勃 ，秋 冬 渐 次 枯

萎。一花一叶，兀自盛放光阴。在芭

蕉树下，方志敏时常与贫苦农民亲切

交谈。心与心的碰撞，让受苦受难的

民 众 露 出 了 笑 靥 。 革 命 的 种 子 被 播

撒 在 广 大 群 众 的 心 底 ，就 像 这 丛 芭

蕉 ，只 要 一 丝 春 天 的 讯 息 ，就 足 以 令

它们生根发芽、开枝散叶。关于芭蕉

的故事，枫树坞人至今津津乐道。据

说在方志敏牺牲的那年秋天，这芭蕉

一 夜 之 间 枯 萎 ，却 散 发 出 一 阵 异 香 。

到 了 第 二 年 春 天 ，香 味 倏 然 消 失 ，芭

蕉 也 未 曾 发 出 新 芽 。 就 在 人 们 误 以

为它再也不可能存活之时，它竟在次

年 开 春 ，呐 喊 似 的 挣 出 地 面 ，枝 叶 长

得比往年还要郁郁葱葱。之后，芭蕉

一年比一年长得茂密，花朵一年胜似

一年娇艳，散发出的香气一年比一年

浓 烈 。 我 与 芭 蕉 对 视 。 只 要 一 息 尚

存 ，它 就 依 然 屹 立 ，将 生 命 延 续 、繁

衍。须臾间，我觉得这丛芭蕉就是返

生香。《十洲记》中曾记载：“西海中洲

上有大树，芳华香数百里，名为返魂，

亦名返生香。”传说中的返生香，死者

闻其香，可死而复生。这芭蕉亦有以

命相知的秉性，懂得用铮铮铁骨安抚

英烈的不朽之魂，懂得凝聚奇香与英

烈的魂魄唱和。

踅 出 院 门 ，迎 面 是 一 棵 桃 树 。 不

远处，盖着一间简陋的小庙。荷锄下

田的村民和赶路的行人路过小庙，都

会 进 去 点 几 根 香 ，或 者 喝 杯 茶 ，再 各

司 其 事 。 我 走 进 去 。 佛 堂 里 没 有 供

奉 菩 萨 ，墙 正 中 的 镜 框 里 是 方 志 敏

的 照 片 。 镜 框 下 有 一 张 案 桌 ，红 烛

摇 曳 ，香 火 袅 袅 。 或 许 是 看 出 我 的

疑 惑 ，守 在 案 桌 边 的 老 妪 主 动 打 开

话 匣 。

年 逾 鲐 背 的 她 ，乐 于 回 忆 往 事 。

每 每 与 人 谈 及 方 志 敏 ，她 的 脸 上 仍

浮 现 出 少 女 般 的 红 晕 。 一 簇 光 明 亮

上 来 ，又 黯 淡 下 去 ，明 明 暗 暗 ，闪 烁

不 定 。

1927 年 ，她 亲 眼 看 见 方 志 敏 像 一

团 火 焰 ，瞬 间 点 燃 横 峰 县 ，使 葛 源 镇

成 为 赣 东 北 苏 维 埃 坚 实 的 根 据 地 。

方 志 敏 住 进 枫 树 坞 ，每 次 遇 见 她 ，都

鼓 励 她 要 做 一 个 新 时 代 的 女 性 青

年。在方志敏的帮助下，她进了学堂

学文化，扛起红缨枪站岗放哨。

方志 敏 牺 牲 的 噩 耗 传 到 葛 源 镇 ，

她 哭 成 泪 人 儿 ，三 天 三 夜 滴 水 不

沾 。 之 后 ，她 毅 然 而 然 地 搬 进 了 无

人 问 津 的 小 庙 。 从 此 吃 斋 念 佛 ，匆

匆 数 十 年 。

山 风 吹 来 ，庙 前 的 枫 树 就 像 猎 猎

翻 飞 的 经 幡 。 在 葛 源 ，枫 树 是 风 水

树，象征祥瑞和福兆。一代又一代村

人的生存，都依赖树的滋养。她和枫

树相依相伴，厮守到老。

从 前 开 口 唱 山 歌 ，没 有 甜 歌 唱 苦

歌。山歌越唱心越苦，哪有心思唱山

歌 …… 自 从 来 了 方 志 敏 ，翻 身 穷 人 爱

唱 山 歌 …… 穷 人 翻 身 山 歌 多 ，唱 了 一

歌又一歌。唱了恩人方志敏，再唱共

产胜利歌。

每 天 做 完 佛 堂 功 课 ，她 就 坐 在 枫

树底下，反复吟唱久远的山歌。

我 突 然 觉 得 ，方 志 敏 是 以 一 棵 树

的 生 命 形 貌 延 续 与 她 未 尽 的 因 缘 。

尽 管 烈 日 烘 烤 ，狂 风 暴 雨 摧 之 ，树 依

然擎着一树蓊郁的绿，抗拒黑暗的淫

威，润泽后人。

在 枫 树 坞 ，人 们 谈 及 方 志 敏 ，眼

眶 依 然 会 湿 润 。 当 黄 昏 跟 着 风 溜 进

枫树坞，人们依然会像往常一样站在

村口，翘首一骑白马翩翩奔来……

阳 光 停 驻 在 山 坞 。 一 坞 的 温 暖 ，

来路分明。枫树坞 横峰县文化广电新闻出版旅游局 供图

□ 钟明山

立 春 ，占 农 历 二 十 四 节 气 之 首 ，

又 名 岁 首 、岁 旦 等 。 立 春 ，意 味 着 万

物 起 始 ，一 切 更 生 。 秦 汉 以 前 ，礼 俗

所 重 非 正 月 初 ，而是立春日。重大的

拜神祭祖、祈年、迎春和农耕庆典，均

安排在立春日及前后几天举行。这一

系列节庆活动，构成了后世岁首节庆

的框架，其民俗功能一直遗存至今。

传 说 古 时 候 ，立 春 快 到 时 ，县 令

会 带 着 本 地 的 士 绅 名 流 去 土 地 里 挖

个 坑 ，然 后 将 羽 毛 等 轻 物 放 入 坑 内 。

等 到 立 春 时 节 ，羽 毛 会 从 坑 内 飘 上

来。于是人们开始放鞭炮庆祝，祈愿

全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由 于 中 国 幅 员 辽 阔 ，各 地 的 气 候

相差悬殊，立春时节所对应的地域主

要在我国华南地区，分界线在广西桂

林 到 江 西 赣 州 一 线 。 日 平 均 气 温 连

续 5 天 达 10℃ 以 上 ，才 算 立 春 。 南 方

春 意 盎 然 时 ，北 方 还 在 霜 雪 封 冻 天 。

故“立春”二字，是一个相对的参考。

从 立 春 到 立 夏 ，其 间 3 个 月 系 美

好的春天。在通常的概念里，立春是

一 个 充 满 希 望 的 节 气 。 俗 话 说 ：“ 一

年 之 计 在 于 春 。”“ 春 种 一 粒 种 ，秋 收

万颗粮。”人们在鸟语花香之季，耕耘

播种。诗云：“东风带雨逐西风，大地

阳和暖气生。万物苏萌山水醒，农家

岁首又谋耕。”单就一个“春”字，春天

的 气 息 已 扑 面 而 来 ，冰 雪 融 化 、草 芽

萌动、花枝孕蕾、劳动快乐，春天以它

特有的形质铺展人间。

立 春 节 气 ，有 许 多 有 趣 的 习 俗 。

据载，春秋时候就有周天子率领三公

九卿到东郊祭祀迎春的仪式。自秦以

来 ，江 浙 地 区 要 祭 祀 土 地 神 、句 芒 神

（春神），占风向、望云气、占岁成。宋

朝 时 ，立 春 前 一 日 ，地 方 官 送 春 牛 入

宫，立春日正午时分，春官用柳条鞭打

之，谓之“鞭春”。到了清代，“鞭春”演

变为全民参加的重要民俗活动。民间

也要制作春牛，鞭打之，意在提醒人们

要抓紧春耕生产，莫误农时。山西民

间 流 传 的《春 字 歌》：“ 春 日 春 风 动 。

春江春水流。春人饮春酒，春官鞭春

牛 。”唱 的 就 是“ 鞭 春 牛 ”的 盛 况 。 所

以立春亦称“打春”，煞是有趣。

牛 是 春 天 农 事 的 主 角 。 江 苏 高

邮地区有“送春牛”的习俗，穷人制作

泥 牛 送 往 各 家 。 牛 高 五 六 寸 ，长 尺

许，涂了颜色，有的还有一个小泥人，

是 芒 神 。 送 到 时 ，吹 唢 呐 鸣 短 笛 ，供

之神案上，可以得到一些赏钱。还有

的 地 方 喜 欢 贴 春 牛 图 ，在 堂 屋 墙 上 ，

贴 一 幅 画 在 黄 纸 上 的 春 牛 图 。 黄 纸

代表土地，春牛则代表农事。

宋 辛 弃 疾 有 词《 汉 宫 春·立 春

日》：“春已归来，看美人头上，袅袅春

幡 。”说 的 是 一 种“ 戴 春 胜 ”的 习 俗 。

“胜”，指古时人们头部的饰物。唐宋

时盛行制作幡，谓之“春胜”。春幡为

长条形，如凤凰展翅。妇女用乌金纸

或 布 帛 剪 制 成 燕 子 、鸡 、柳 枝 、花 卉 、

蝴蝶等样式，大小男女各戴一支于头

上 ，意 在 禳 凶 邪 、求 吉 利 。 大 人 小 孩

也 可 把 春 幡 戴 于 手 臂 上 ，男 左 女 右 ，

作为立春的标志。

北 方 一 些 地 方 还 有“ 咬 春 ”的 习

俗。立春日吃萝卜，谓之“咬春”。这

在《月 令 广 义》卷 五 有 记 ：“ 唐 人 立 春

日 食 春 饼 、生 菜 ，号 春 盘 。”杜 甫《立

春》诗 亦 云 ：“ 春 日 春 盘 细 生 菜 ，忽 忆

两京梅发时。”这里的生菜是指韭菜，

而 在 南 方 则 是 指 春 卷 。 春 卷 可 以 咬

着吃，富有诗意。

在 我 的 家 乡 江 西 瑞 金 ，每 年 立 春

日 ，家 家 户 户 燃 放 鞭 炮 ，热 热 闹 闹 迎

新春，驱祟避邪祈丰年。养殖了耕牛

的农家，还要为牛的双角和尾巴圈上

红 纸 条 ，然 后 携 带 香 烛 鞭 炮 ，牵 牛 去

拜社公菩萨，在社公庙前左转三圈右

转 三 圈 ，祈 求 菩 萨 保 佑 耕 牛 身 强 体

健，庄稼丰登大熟。

俗 话 说 ：“吃 了 立 春 饭 ，一 天 暖 一

天 。”天 暖 了 ，日 子 长 了 ，不 能 再 日 日

游 玩 闲 逛 。“ 人 误 地 一 天 ，地 误 人 一

年。”勤劳的人们过完了新年，便走向

希望的田野，开始了新一年的劳作。

一年之计在于春

□ 卢丽娟

好 美 的 一 幅 立 春 图 ！ 红 梅 、白 梅

在枝头或含苞或绽放，摇曳在轻柔的

春 风 里 ，沐 浴 在 和 煦 的 春 阳 下 ，散 发

着清新淡雅的新春气息。

立 春 ，奏 响 了 一 曲 诗 意 与 激 情 齐

飞扬的春之序曲。立春时节，尽管春

寒料峭，大自然却在悄无声息地演变

着。阳气生发，万物始生，白昼渐长，

气温渐升，太阳渐暖，空气中弥散着春

的气息，大地上处处播撒下春的足迹。

“ 花 木 管 时 令 ”“ 春 到 人 间 草 木

知 ”。 立 春 以 后 ，不 知 不 觉 中 ，那 墙

角 、河 边 的 一 丛 丛 迎 春 ，零 星 开 出 了

几朵鹅黄的小花，率先为春天画上了

明艳的一笔。根据二十四番花信风，

立 春 三 候 的 第 一 候 便 是 这 迎 春 。 你

看 ，湖 畔 的 垂 柳 ，不 知 什 么 时 候 鼓 出

了 小 米 粒 样 的 芽 苞 ，假 以 时 日 ，待 到

“ 吹 面 不 寒 杨 柳 风 ”之 时 ，“ 嫩 如 金 色

软 如 丝 ”的 依 依 柳 条 就 会 随 风 飘 拂 。

枯 黄 的 草 地 已 冒 点 点 绿 意 ，可 真 是

“ 草 色 遥 看 近 却 无 ”啊 ，待 到“ 春 风 又

绿 江 南 岸 ”之 时 ，又 是“ 芳 草 碧 连

天 ”。 晴 空 丽 日 下 ，前 阵 子 下 的 雪 越

发莹白，安然地卧在树荫屋角。蜡梅

犹有傲霜枝，在清冽的寒风中散发缕

缕幽香。向阳的梅花，含苞的略显娇

羞 ，绽 放 的 热 情 奔 放 ，正 笑 迎 春 风 。

还有那有着温润名字的“结香”，颔首

低眉浅笑，正以温柔谦卑的姿态迎接

春 的 到 来 …… 爱 春 的 人 们 ，欣 喜 地 寻

觅着春的芳踪。

“ 鸟 鸣 报 农 时 ”“ 春 江 水 暖 鸭 先

知”。东风送暖，大地开始苏醒，蛰居

的虫类慢慢在洞中苏醒，河里的冰开

始融化，鸟兽虫鱼再也不甘寂寞活跃

起 来 。 你 听 ，“ 叽 叽 喳 喳 ”，那 是 鸟 儿

在 枝 头 呼 朋 引 伴 ；“ 哗 啦 ”一 声 ，那 是

鱼 儿 跃 出 水 面 探 一 探 外 面 的 世 界 。

春风吹皱一池湖水，三五只小野鸭自

在游弋、嬉水。待阳春三月风和日丽

之 时 ，莺 歌 燕 舞 ，蜜 蜂 嗡 嗡 ，百 鸟 和

鸣，那将是多么美妙悦耳的一曲春的

合奏。

立 春 了 ，厚 实 的 外 衣 早 已 包 裹 不

住 人 们 那 颗 迎 春 的 跃 动 的 心 。 天 气

晴 好 时 ，户 外 活 动 的 人 渐 渐 多 起 来

了 ，健 身 的 ，散 步 的 ，遛 狗 的 ，放 风 筝

的 …… 运 动 使 人 面 色 红 润 血 液 加 快

身轻体健心情愉悦，蜗居了一冬后满

血复活，精神抖擞去工作去学习。爱

美 的 人 们 ，徜 徉 在 湖 畔 、田 野 、公 园 ，

用镜头捕捉春的美颜。

自 古 以 来 ，人 们 就 对 春 充 满 渴 盼

和欢喜。古老的“报春”习俗中有“喊

春”，农村有鞭春牛促春耕的传统，还

有“咬春”（尝春）——据说咬一口萝

卜 不 会 春 困 ，吃 一 吃 春 卷 有 头 有 尾 。

立 春 ，标 志 着 春 的 开 始 ，人 们 对 之 寄

寓 太 多 美 好 的 愿 望 。 想 起 了《红 楼

梦》里 贾 府 四 姐 妹 的 芳 名 —— 元 春 、

迎春、探春、惜春，不正代表了我们中

国人对春的绵绵情愫吗？从立春（元

春）开始，我们欢天喜地迎接春天，兴

致 盎 然 去 探 访 春 天 —— 踏 春 、寻 春 ，

领 略 无 限 春 光 ，然 而 ，春 光 易 逝 ，“ 无

可奈何花落去”，在叹惜之余，人们会

倍 加 珍 惜 这 美 好 而 短 暂 的 春 天 。 暂

不去深究曹雪芹如此拟名的深意，单

从字面上看，也是极富意义的。

立 春 了 ，气 候 乍 寒 乍 暖 。 但 是 ，

春的前奏已经奏响，春的序幕即将拉

开 。 打 开 春 的 画 卷 ，绽 放 春 的 活 力 ，

一 个 桃 红 柳 绿 、草 长 莺 飞 的 明 媚 春

天 ，正 向 我 们 款 款 走 来 。 光 阴 流 转 ，

也 许 昨 日 还 是 寒 鸦 衰 柳 ，几 缕 东 风 ，

几 日 暖 阳 ，今 日 已 芽 发 花 开 ；也 许 昨

日 还 是 桃 花 三 两 枝 ，明 日 将 是 朵 朵

“灼灼其华”……要不了多久，春光尽

显，生机无限，“有桃花红、李花白、菜

花黄”，“正莺儿啼，燕儿舞，蝶儿忙”。

立 春 后 ，我 们 很 快 会 迎 来 又 一 个

红 红 火 火 的 中 国 年 。 红 灯 、春 联 、红

包 、福 字 、窗 花 、中 国 结 …… 那 一 点

点、一抹抹、一簇簇、一片片靓丽鲜艳

的 红 ，是 醉 美 的 中 国 红 ！ 点 亮 了 生

活，惊艳了时光，热烈，喜庆，吉祥。

立 春 ，一 年 最 美 好 的 开 始 。 立 春

之“立”，不只是开始，还包含着“凡事

预则立”的含义，我以为。都说“一年

之计在于春”，亲爱的朋友，2021 年你

定下小目标了吗？愿你像牛一样“不

待扬鞭自奋蹄”，鼓足干劲奔向前。

“ 东 风 吹 散 梅 梢 雪 ，一 夜 挽 回 天

下春。”在轻柔和煦的春风中，一年四

季的序幕又开启了，勃勃的生机正在

酝酿萌发之中。带上一颗善感的心，

让我们全身心去感受春的气息吧。

春到人间草木知

本版插画 王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