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版
文艺副刊 B3编辑：向若云

2021年3月3日

百节年为首，春节是中华民
族最隆重的传统佳节。前几年，流
行旅游过年、反向过年这些时尚、
轻快的过年方式。如今，传统年俗
不断被互联网重构，被移动社交
重构，被短视频重构。

而我，一直喜欢“读书，观月，
品茗”的过年方式。除夕，翻阅古
今名人笔下的“年味儿”，三五成
句，四六为情，纸短情长，让人心
生欢喜。唐朝诗人高适的七言绝
句《除夜作》写道：“旅馆寒灯独不
眠，客心何事转凄然。故乡今夜思
千里，霜鬓明朝又一年。”除夕之
夜，游子和家人分隔两地的相思
之情，深思苦调，委曲婉转，感人
肺腑。全诗精练含蓄，用语质朴浅
近而寓情深微悠远。故前人谓此
诗：“添著一语不得”。

《田家元日》是唐朝诗人孟浩
然所作五言律诗，叙写了诗人新
年伊始的心绪：“昨夜斗回北，今
朝岁起东。我年已强仕，无禄尚

忧农。桑野就耕父，荷锄随牧童。
田家占气候，共说此年丰。”诗的
首联写斗转星移，岁月不居，昨
天夜里北斗星的斗柄转向东方，
今天早晨新的一年又开始了。颔
联写诗人已进入四十岁的壮年时
期，本应出仕，大有作为，但未曾
得到一官半职，虽然如此，但他
对农事还是非常重视，非常关
心。颈联展示的是一幅典型的
田园牧歌图：白天，在田间，诗
人和农父一起扶犁耕作；傍晚，
在路上，诗人荷锄伴牧童一道
回归村庄。尾联扣题，明确点
题，写田家元日之际，村民们凭
借占卜纷纷预言今年是一个丰
收年。显然，这首诗没有状写辞
旧迎新的热闹，没有抒发节日思
亲的情感，而是将诗人自身恬
淡、惬意的情趣水乳般交融于节
日的气氛之中，读来自觉有一种
和谐自然之美。

北宋政治家王安石的七言绝

句《元日》家喻户晓。“爆竹声中一
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
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此诗
描写了春节除旧迎新的景象。一
片爆竹声送走了旧的一年，饮着
醇美的屠苏酒感受到了春天的气
息。初升的太阳照耀着千家万户，
家家门上的旧桃符都换成了新
的。诗人在描写新年元日热闹、欢
乐和万象更新的动人景象中，抒
发了自己革新政治的思想感情，
充满了欢快及积极向上的奋发精
神。点爆竹，换桃符，听乐曲，拜新
年，字里行间，跃动着半山先生一
颗赤诚的童心。

透过这些诗句和文字，我真
切地看到，不同的人生阅历，对过
年的态度各有千秋。对旧历年，鲁
迅一向冷淡，他要么逛书店买书，
要么读书，与平常日子没有什么
区别；老舍过年则喜欢热闹，《北
京的春节》写于1951年，笔调优
美，描绘了老北京春节前后的日

程、活动、礼仪、景观等，一幅活脱
脱的老北京民俗风情画卷，让人
回味无穷。仔细想来，我觉得每年
过年时读大师笔下的“过年”，领
略不同时代的“年味”，也是蛮有
意思的事情。

我喜爱过年读书，品味古诗
词里的年俗年味，因为那些古老
的习俗，刻印着我们一路走来的
风景，那是我们与故乡与亲人共
享的温馨记忆，是无法忘怀的乡
愁、甜甜的乡愁。

今日，我读着韦庄的《谒金
门·春雨足》：“春雨足，染就一溪
新绿。柳外飞来双羽玉，弄晴相对
浴。楼外翠帘高轴，倚遍阑干几
曲。云淡水平烟树簇，寸心千里
目。”一边读、一边想：“书香深处
心相知，只与东君偏故旧。”这书
中洋溢的风骨风情风味，其内核
是传统文化孕育发展终臻高度的
优秀基因的充分诗意表达，令人
沉浸，令人心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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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冬褪去冬归尽，万物吐
芽喜迎春。”下乡时，我骤然发
现在河边，那些在微风中拂动的
柳树枝条，已然有了嫩绿的颜
色。在它附近的一株桃树，也绽
开了粉红的桃花。而那些粉红的
花朵一经嫩绿枝条的衬托，就显
得格外娇艳。在柳树柔软的枝条
下，正有一个青年男子，对着在
桃花下的美女拍照，他俩是一对
情侣吗？

柳树虽说只是一种平凡的
树，既没有香樟木和金翅木的名
贵，也不像松柏和梧桐那样被人
关注和赞许，但它却透出了一种
阴柔的美，有着它独特的品格。

当粉红的桃花、雪白的梨花在
早春绽放时，柳树已然被春风染上
了一层淡绿，将桃花、梨花衬托得
格外漂亮。而在寒冷的冬天，它却
又是最后才褪去“绿妆”。虽然它没
有艳丽的花朵，也不提供甜蜜的果
实，但是，柔软而谦卑的它，总是栖
息在湖边、池塘边或河岸边为春风
和飞鸟伴舞。

陆游《游山西村》中的“山重水
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说的
是山峦重叠、水流曲折，正担心无
路可走时，恰好看到了绿柳和红
花，随之出现在眼前的就是一个崭
新的村庄。在这里，诗人就是借柳
写意，揭示了一种人生的哲理：面
对逆境，我们得保持一种乐观心
态，因为在逆境的背后，往往还有
希望和机会。

柳树在古诗中有着丰富的象
征意义。古代诗人或以柳赠别，因
为“柳”谐音“留”，所以常以“折柳”
表示离别之情。或以柳言愁，如柳
永的晓风轻拂、残月朦胧、杨柳依
依。晓风，残月，杨柳三个意象一组
合，就构成了一幅哀愁的景象。或
以柳寓情，“杨柳”就是一个情思缠
绵的意象，如唐朝诗人齐己在《残
春》中写道：“那堪傍杨柳，飞絮满
邻家。”

而古代以柳的意象所写的名
篇佳句更是数不胜数，诸如李白有

“春风知别苦，不遣柳条青”；温庭
筠有“杏花落尽不归去，江上东风
吹柳丝”；刘禹锡有“长安陌上无穷
树，唯有垂杨管别离”；白居易有

“人言柳叶似愁眉，更有愁肠似柳
丝。柳丝挽断肠牵断，彼此应无续
得期”；戴叔伦有“垂柳万条丝，春
来织别离。行人攀折处，闺妾断肠
时”；杜牧有“日落水流西复东，春
光不尽柳何穷”……

为什么总会有一对对的情侣
在柳树下悄然私语？我想主要还是
因为柳树是一种寓意了缠绵情意
的树吧。

柳树是平凡的，却是富于诗意
的，它那优雅的风韵，来自于唐诗
宋词的长久滋养，它伴随着一年
又一年的春风，丰富着我们的文
化内涵。

春天的毛毛雨，是从什么
时候开始的呢？

是在布谷鸟酣睡的夜晚？
是在蝴蝶和蜻蜓休憩的黎明？
还是在远方的燕子正憧憬着飞
回江南时开始的？

在这个乍暖还寒的时节，
风里还带着冬天的寒意。人们
刚从温暖的炉火边回过神来，
属于春天的毛毛雨就已悄悄
降临。

这是初春的第一场毛毛雨。
毛毛雨如烟似雾、无声无

息。近处的村庄、田野，远处的
树林、山峦，仿佛都蒙上了一层
薄纱，像一幅朦胧的写意画。笼
罩着毛毛雨的乡村显得格外安
静。这时，我一下子就想起了杜
甫的诗句：“随风潜入夜，润物
细无声。”

毛毛雨洒落之时，人们也
许不知不觉，而万物却悄悄地
发生着变化——河岸边的杨柳
枝条变得柔软了，开始抽出如
鸟嘴般的嫩芽；遍地的小草被
唤醒了，争先恐后地要冒出头
来。诗人说，那是春天的使者，
它们从风雪中一路走来，点缀
着初春的温暖。

因为一场毛毛雨，太阳的
脸变得嫩红，姑娘们的眼睛变
得水汪汪的，就连悬挂在农家
屋檐下的犁铧，也被毛毛雨洗
得亮闪闪了。用不了多少天，李
花和梨花就白了，杏花也不甘

落后似地争奇斗艳，引来无数
的蜜蜂飞舞，“嗡嗡”地热闹个
不停。

南迁的燕子还没有飞回
来，布谷鸟再也沉不住气，在
树林里高一声低一声地叫唤。
农夫的情绪立即激昂起来，他
们扛起犁，裤管挽得高高的走
向田野。于是，铺满紫云英的
田野里，翻卷起一层一层的泥
浪。几天的工夫，随着此起彼
伏的催牛声，大片的农田便翻
耕了一遍。

农夫好像一位擅长裁剪的
工匠，用一双灵巧的手将农田
裁剪成一绺一绺的长方形，整
整齐齐地排列着，那是为谷种
准备的“床”。在农家温室里正
鼓胀的金黄的谷种，在适当的
时分，会在那里美美地睡上一
觉，孕育胚胎，发芽生长。

农夫撒谷种的姿势很迷
人。一只手端着团箕，一只手撒
种。撒种人沿着田埂移动着步
子，谷种就被高高地抛起来，划
出一道道弧线，“唰”地一下落
进水田里，溅起无数个似有似
无的小水泡。再来一场毛毛雨，
水田里便会生长出齐刷刷的秧
苗，那是农夫的绿色梦境。

在那个毛毛雨发生的夜
晚，我梦见父亲在田野里撒谷
种，也梦见童年的自己，打着
赤脚，在湿漉漉的田野里奔
跑、嬉戏……

正午的阳光洒进茂密的竹
林，从枝丫间倾泻而下。这里是
望江楼公园，浩荡的锦江水就
在旁边奔涌而过。见惯了成都
的细雨蒙蒙，偶尔见到碧天阳
光也是一种享受。头顶上时常
传来吱吱呀呀的声音，小如机
关转动，大如霹雳弦惊。开始
时，我觉得有些蹊跷，后来，我
渐渐地想明白了，原来，这是竹
竿在自身重量及轻风摇曳下发
出的声响。随性的大自然用这
样的方式，使我浮躁的心灵得
到了前所未有的净化。

打完几趟拳，我站立在一株
又高又壮的竹子下开始进行武术
的拍打实操。双掌连拍，平肘进
击，翻腕上甩，捋手下带……伴随

着手掌肘臂与竹竿噼噼啪啪的互
动，我也享受着这番痛与快乐并
存的惬意时光。

不远处，一位手持专业照相
机的中年男人停下来，望着我的
方向快步走来。中年人刚要举起
手中的相机，又轻轻地放下。他
问道：“抱歉，打扰一下，我可不
可以拍几张你的照片，拿去参加
摄影比赛？”我笑笑：“没问题，您
拍吧。”我没有停，继续练功。中
年人举起相机，转换各种角度，
咔嚓咔嚓地一顿猛拍。我也变换
着不同的姿势配合他。其中一个
动作被他格外看中，又要求我反
复多做了几次。拍完后，他再三
称谢，说道：“竹与人，一动一静，
恰是一番意境与美景！感谢！”看

着摄影人如获至宝似的离开，我
心中亦是一番感慨。

山河胜景，竹林密境，在我们
眼中是一幅画，心中是一首歌，
但我们又何曾知道，我们自己在
别人的眼中亦是一幅动人的画
卷，只是我们置身其中，毫不自
知，抑或不以为然。我们在画外
看画，却又身在画中。“你站在桥
上看风景 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
你”人生就是这么看似平平常
常、波澜不惊，又时常风云突变、
一波三折。就像这满园的竹子，
每一株都大同小异，却都有各自
的成长故事、不同的生命走向。
今天，它们就静悄悄地矗立在这
里，可能明天有的就变成了地板
桌椅，有的变成了筷子书签，有

的奏响了盛世欢歌……
不论怎样，它们都不卑不亢

地实现了自己生命的价值，虽然
简简单单、平平淡淡，但也各得
其所。其实，中国的‘竹文化’源
远流长，竹子代表着谦逊、顽强、
清逸，备受人们推崇。而做人，也
应该像这一节节长大的竹子般谦
逊、有礼，莫要自吹自擂、目空一
切，俗话说：“三人行，必有我
师！”谦逊一些，总没有坏处。但
我们也不要妄自菲薄、自怨自
艾，只要做好自己，踏踏实实，一
步一个脚印地向前走就行了。毕
竟，山再高，向上攀，总能登顶；
路再远，走下去，定能到达！

人，就当像这竹子，虚怀若
谷，铮铮立身！

春春 芳芳 汤青汤青（（安徽安徽））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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