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2月21日 星期三

编辑：冯莉媛 朴革 版式：郭紫薇

3莲 花 湖·文学副刊
电话：0433-7537167 E-mail：tumenjiangbao@163.com www.tmjnews.net www.tmjnews.cn

雨水前后，总是要下一场雨的。或连绵

数日，或下得时间更长一点。此时，天气阴阴

雨雨、冷冷暖暖，起初还觉得有些早春的氛围

感，及至时间稍长，便觉出诸多的不便来，也

就开始烦雨了。春雨可爱，有时也烦不胜烦。

湿冷的春天，让人难以消受。有人苦雨，

就有人喜雨。雨中的落叶树，仍然干枯寒瘦；

枯黄的草地上，间或可见一点绿色的野菜或野

草，还没成气候。溪流还是浅浅静静。远山还

待在某个冬日里，四处张望。村庄和我，也会

有些茫然，茫然于那场春雨。遇上雨天，就不

太想出门。冷雨打在肌肤上，冰凉。撑伞的手

明显感觉到冷和冻，即使左右手换着撑伞，也

不会觉得好受些。路面的积水，湿了鞋，也湿

了裤脚。在云与雨烟之间，留在视线范围之内

的东西越来越少。雨洗净了树叶上的尘埃，叶

和芽的绿意，在雨中渐渐清晰起来了。

有时，还是会经不住雨声的诱惑，一个人

走进雨中，听听雨声。风轻微的时候，雨在落

下的过程中，是悄然无声的，当它碰到树枝、树

叶，落在草地上时，才会发出一点微微的声响，

不留意，也是容易忽略的。稍大点的雨滴，落

在路面的积水，或是清浅的溪水、平静的湖面

上，会发出清脆的声音，也不太大，还是要细

听，才会听得真切。风雨之声混杂在一起时，

便不易于分辨了，是风借雨声，还是雨借风势，

都不大好说。风雨之声混杂时，我喜欢坐在家

中临窗的位置，听雨打在檐前雨蓬上的声音，

叮叮咚咚，毕竟是热闹而又清脆的。若是在失

眠的夜里，这样的雨声是烦人的。

听春雨之声，最好还是在安静的夜里。

春夜，杜甫在写一场春雨时说：“随风潜入夜，

润物细无声”，大概那一场雨下得悄无声息，

或是他的茅屋低矮，也或者是他另一种心境

的独白吧。还是杜甫，他在《赠卫八处士》中

写道：“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与好友在

一场春雨里相遇，是一件幸福的事，是可以

“一举累十觞”的，而“而十觞亦不醉，感子故

意长”。那一场春雨，于无声处拉长了故友间

的绵绵情意，是相隔二十载的重逢，也是明日

的世事两茫茫。

一直有夜读的习惯，喜欢夜里渐渐安静

下来的氛围，喜欢一个人坐在书房里，任目光

在一行行的文字间移动，仿佛随着目光移动

的，还有时光和另一个人书写的痕迹，还有一

个愿意陪着我的人，随时为我解读某一个疑

惑的地方，或是讲述某一个故事。这样的夜

里，文字是随着时光在游走的，我很享受这样

的时刻。眼睛累了，或是坐久腰酸了，会站起

身，在书房里走走，更多的时候，会站到窗前，

扭扭腰身，看看外面漆黑而宁静的夜。几乎

每一场夜雨，都难以逃过我的眼睛。再细小

无声的雨，也会在窗玻璃上留下雨水流过的

痕迹。静夜里，雨声会被放大，会变得更清

晰。雨声更大时，我会将窗户关上，听雨打在

窗户上噼里啪啦的声音，打在楼下枇杷树、广

玉兰树叶上的声音，从屋檐上落下时哗哗的

声音。夜里，春雨的声音是耐听的。

现在的家，离湖不远，一年四季，都习惯

于在夜里打开窗户睡觉。春天的夜里，有时

睡觉前，外面还没有下雨，便安心地睡了。睡

得正香时，会被窗外的声音惊醒，有时是风

声，有时是雨声。那场夜雨不知道是什么时

候开始下的，于是在迷迷糊糊的睡梦中，起来

关窗。关好窗后，隔着窗户，仍隐约有雨声传

来，又在雨声中回到梦里。在春天的一场雨

里入梦，梦中也在下着一场滋润万物的好

雨。好雨有声，声声入梦。

春 雨 有 声
□章铜胜

大年初一 开门见喜
门前的老槐树上喜鹊登枝
喜鹊站在最高的枝头瞭望
俏丽的早春有点儿姗姗来迟

灰鸭白鹅最先把脚伸进水里
“嘎嘎嘎”地宣告
大汶河一如母亲
敞开了温暖的怀抱

堤岸上的柳树
率先吐露鹅黄色音符
一任返回的紫燕呢喃
热情地试唱稚嫩的乐谱

性急的报春花
穿着金黄色马甲
拽着残冬的尾巴
燃亮了一束束火把

春是生命的轮回
让大地生机焕发
让温暖慰藉心灵
让万物萌动新芽

-玉兰花的芽孢举着毛笔
用雪水当墨大地作纸
潇洒优雅地写下
孕育了一冬的情诗

站在二月的拐角处
我翘首遥望
春草萌生 春鸟欢唱 春绽放
立春已过 雨水来临
谁人不在迫切地望春
望春风春雨
望万物萌发生长……

望 春
□李兆军

诗风词韵诗风词韵

编者按:

大国情怀,九域同歌。珲春

市诗词楹联学会积极推进吉林

省诗词楹联领域中华民族共同

体建设,在珲春市文联和珲春市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支持下，

举办了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为主题的诗词创作活动,

历时两月,共征集优秀诗词作

品 200首(篇)，来自省内外(包括

五个民族自治区)的 221 名诗词

楹联名家、爱好者联袂打造具有

中华文化底蕴、民族文化特色的

符号和形象,充分展现了民族文

化蕴含的历史之韵、民族之融、

人文之美,促进各民族人心归

聚、精神相依。本报特在《莲花

湖 ·文学副刊》开设专栏《诗词

风韵》,陆续刊发部分优秀作品

以供读者欣赏。

中华民族大花园
□苗峰

万里神州升暖阳，

繁花拥簇竞芬芳。

啼莺召唤东风起，

吹得江山一味香。

华夏同心

□于清芝

炎黄后裔同心脉，

文化悠悠载史书。

筑梦神州图国顺，

万民盛世庆安居。

祖国多民族，诚然是一家。

交融留史册，来往到天涯。

共创和昌曲，同栽幸福花。

夯歌何为最，爱我大中华。

中华民族共同体吟颂
□赵振生

盘古开天地，神州一脉亲。

阖家秋夜月，龙举沁园春。

五十六民族，三千千结邻。

同圆中国梦，共济敬如宾。

各族心连心
□徐敏

东方日出亮红霞，

五岳三江共一家。

兄弟齐心同筑梦，

敢教世界看中华。

中国人

□唐立凯

传宗同一脉，携手筑心齐。

差异相逢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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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戚与共

□周亮

相欢五十六枝花，

幸会殊荣独一家。

魂逐炎黄尧舜禹，

丹心热血献中华。

中华民族赞

□李家学

家存五十六根经，

中国结编心血凝。

民族相融情与共，

神州群举巨龙騰。

民族共结中国红

□张中武

史溯千年远，源头本一家。

同心石榴籽，追梦向阳花。

洪业开峨舸，前程耀绮霞。

何妨人兆亿，尽属大中华。

中华民族共同体
□邵红霞

朝花夕拾朝花夕拾

馨香一瓣馨香一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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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相扫描世相扫描

诗意盎然诗意盎然

“有灯无月不娱人，有月无灯不算春。”农

历正月十五元宵节，是一年中的第一个月圆之

夜。只有灯月遥相呼应，方能唤醒人间之春，

点化出春水映梨花般的美好，让人流连忘返。

小时候，每年元宵节，父母都带着我去逛

灯会。那年夜幕下，五彩斑斓的灯影照亮每

一个角落。舞狮队伍簇拥而至，巨龙腾空而

起，狮子张牙舞爪，舞姿翩跹。我兴奋地四处

张望着，只见一只龙灯活灵活现，便嚷嚷着要

买。父亲指了指我手里的玉兔灯说：“乖，咱

已经有一只了，不能浪费钱！”我一听“哇”的

一声哭起来。卖花灯的老爷爷赶紧安慰说：

“小姑娘，可以猜灯谜，猜对了，爷爷免费送！”

我擦去眼角的泪，去翻那些灯牌，可几次三番

都没猜对。正当我垂头丧气准备离开时，

“啪”的一声巨响，天空瞬间亮如白昼，朵朵烟

花绚丽燃起，点亮了我心头的晦暗。父亲把

我架在脖子上，我不停欢呼着，嬉笑着。待到

“繁星”落尽，父亲拍了拍肩膀说：“哎哟，闺女

长大了，再过一年可就驮不动你咯！”

第二年的元夜，父亲确实没架着我看灯

会了。那天，天公不作美，月亮被墨水浸染，

而我又发了高烧。当我躺在床上半梦半醒

时，母亲端着一碗汤圆，提着一只花灯进来

了。她将汤圆用小勺盛着喂我，嚼着那软糯

甜美的汤圆，我的眼睛却没离开过花灯。母

亲见状就说：“你爸知道你挂念那龙灯，就用

竹子给你编了一个。”我“噗嗤”一声笑出来：

“这一点也不像龙！”母亲也跟着笑，伸手缓缓

地拉开帘子。我转头望去，只见窗外的树梢

间挂着一枚“月亮”。那轻柔的月光透过树叶

的缝隙，照进房里来，洒在我身上。“扑通”一

声，父亲从树上跳下来，笑嘻嘻地问：“咋样？

闺女，爸做的这冰灯像月亮吧？”我心头顿暖，

原来是父亲用爱意为我浇灌了一枚月亮呀！

如今，千里之外，我体验着不同于故乡的

元宵习俗，欣赏着踩高跷、扭秧歌、皮影戏。

可我抬头仰望，那轮明月依旧柔情，它将母亲

那碗热乎乎的汤圆，父亲那枚手工月亮，都化

作一缕迷离的月光，轻柔地拂过我心田。让

我明白：即使今宵无法重聚，可有他们那深沉

的爱，我的元宵之月将永远圆满。

月 色 柔 情 绕 元 宵
□吴永谷

喜欢在午后时分安静地坐在

书房里，看书，码字，或者什么也

不做，只是静静地发呆。看落在

书桌上的阳光一点一点游离，从

桌面到书架，再到窗台，然后悄无

声息地消失在窗外。

偶尔会有一两只叫不上名的

鸟儿落到窗棂上，停一会儿，对着

窗户的玻璃梳理着羽毛，然后被

窗户外某个路过的行人惊起，忽

地飞走。

半日清闲里，那些发着呆虚

度光阴的时刻都是那么静谧那么

美好。时光慢慢的，以看得见的

速度在眼前轻轻地流逝，那些忙

不完的工作做不完的家务，那些

凡尘里肩负的责任义务都可以放

下，只需安心享受着忙碌人生里

小空闲带来的大幸福。

更多的时候，我喜欢坐在书

桌前看着闲书，在书的世界里看

从前和现在，或者跟着文字走到

许许多多脚步未曾去过的远方。

少年读书时的我也极爱看闲书，但是那时候有要完成的学习任

务，还有严厉监督着我学习的母亲，偶尔借来一本闲书，看得那

叫一个囫囵吞枣再加胆战心惊，少了许多心灵上的享受。

过年前我曾发动小女儿和小侄儿自己写春联，也是在午后，

孩子们写好以后就结伴到外面玩耍了，热闹的家里瞬间安静了

下来，桌上砚台里尚有余墨，纸和笔也齐全，于是我移了凳子坐

下，提起笔一笔一画地练起了字。阳光正好，有纸墨芬芳作伴，

不知不觉一下午的时光在一撇一捺里就静静地度过了。其实很

久没有握毛笔的手有着很明显的生疏，写得并不尽如意，但依然

喜欢那样缓慢写字的感觉，一笔一画提笔运笔间，心便静下来

了，慢下来了，日子的美妙就很自然地跃上了心尖，每一寸光阴

都变得饱满了起来，心灵亦变得富足起来。

偶尔，也喜欢一个人一壶茶闲度一下午。我来闽南已经生

活二十多年，虽然对茶艺茶道依然说不出多少所以然来，但喝茶

的喜好随着年龄的增加却愈发浓烈起来。等水开，温杯烫盏，慢

慢地泡一壶茶，慢慢地品茗。对茶的清香固然是极爱的，但更爱

的是等茶品茶时的那份宁静与恬淡，那种因为有了茶而慢下来

的生活节奏，才是真正让人心生迷恋的。

想起从前读苏轼词“几时归去，作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

一溪云。”读之，神往之心油然而生。但一腔神往之心终究不敌上有

老下有小的两肩责任，归去作闲人也终究不敌现实之柴米油盐与孩

子的学习，好在他还有诗句“偷得浮生半日闲”，慰藉着心灵。

最喜浮生半日闲。在忙碌的生活中，这样的半日清闲如同

一缕清风，让人倍感珍贵。寻常周末，上午有清洗打扫整理的忙

碌，下午有可享受的半日清闲，生活有疏有密，有张有弛，才更加

的美好起来。

最
喜
浮
生
半
日
闲

□
胡
美
云

李国强是一个孝子，在李家镇是出了名的。他在省城一家

大企业工作，工作很繁忙，但无论多忙，每年都会在他娘生日那

天，回家给她做一碗寿面。

前几年，因为疫情的影响，李国强没回家给他娘过生日，大

家都能理解。后来，疫情算是过去了，他娘生日他肯定回家，大

家这样想。

算着日子，他娘的生日快到了，李国强媳妇早早准备好了寿

面，问李国强什么时候动身回老家。李国强不紧不慢，走向阳

台，吹着夜风抽着烟，仿佛心里没有打算。

“今年不打算回？有三年没回了。”他媳妇走过来，拿开了他

嘴里叼着的快烧到他那干瘪嘴唇的烟头。

“嗯，这段时间工作忙着呢。”李国强将烟拿了过来，大口大

口地吸着。

“路程可不近，得提前准备，可别错过了。”

“我有分寸。你在家等我就是。”李国强重新点燃了一支烟。

媳妇走开后，李国强却掐掉烟头，对着自己的嘴又恨又轻地

打了一掌，“怎么又抽上了？这烟可稀罕着呢。”

第二天，李国强下了班，满头大汗赶回家，一副风尘仆仆的

样子。

媳妇催他去买东西，他竟然说，要去趟理发店理一下头发。

媳妇笑他，就回趟家而已，当年相亲也没见他这么认真。

李国强笑笑，不说话。

当李国强从理发店回来，整个人看起来精神多了。照着镜

子，他满意地笑了。

出发回家前，李国强换上一身干净正装的衣服，那是前几年

买的，还新得很呢。

“走，咱回家给娘过生日去。”俩口子提着大包小包出了门。

辗转几趟车，回到了李家镇。

他娘见李国强回来，嘴巴颤颤微微，拉着李国强的手左看右

看，像是有几辈子没见。大伯在旁边说李国强比几年前更年轻

了，看来日子过得挺不错的嘛。他娘也很欣慰，说：“他们都说疫

情后城里过得可难了，看到你比以前还精神，我就放心了。”

李国强有点不好意思，“娘尽管放心，我肯定是过得好的。”

大家都附和，说他娘好福气，瞧国强都四十多了，连根白头

发都没有，肯定是过得好的。

他娘听了，快七十岁的人竟像个孩子一样，笑得合不拢嘴。

这时，邻村的王伟来找李国强大伯的闺女，他俩前段时间相

亲认识的。

王伟进门就听到了大家在羡慕李国强黑发满头。当李国强

见到王伟时，他惊呆了。

一年前，李国强所在的企业倒闭，他找工作到处碰壁，一年

来白发疯长，后来他干脆去送外卖。王伟在发廊工作，他经常订

外卖，而李国强的黑发正是他给染的。

孝 子
□黄红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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