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红槐花

朱萸

多是春来满素花，
思乡睹物总无涯。

大红国色国槐独，
开得枝头落晚霞。

坚守

王立志

情未了

像春风走来

脚下的草儿青了

树上的枝头绿了

而我，我们
却依然守护着你

直到阴霾散去

虽然我们从未相识

但爱让我们紧紧相拥

虽然我们从未相识

但我们一直众志成城

爱无言

像春风幻化着的春雨

条条丝绦

一如我们相识的美丽

而我，我们
却依然不能将你舍弃

直到阳光明媚

我依旧会紧紧拥抱着你

虽然我们不曾相识

但爱的热烈

让我们永远在一起

有种幸福是历经风雨

而风雨后

却始终如一

情未了 心依旧

我的生命里注定会有你

是什么让我们志同道合

是什么让我依然拉着你的手

在这狂风里

昂然而立

一个庄严的誓言

在我耳边响起

为了你的幸福

我愿意 我愿意

爱无言

像冰雪悄悄融化

我依然用心呵护着你

虽然我们不曾相识

是爱让我们紧紧相拥在一起

纵然时光如梭

我也会热烈地注视着你

纵然岁月老去

我也会坚守着那份美丽

你的目光

终会让尘埃落定

你的拥抱

终会让喧嚣寂静

有种幸福是历经风雨后

我依旧牵着你的手

人依旧 心如初

有种幸福是历经风雨后

我依旧牵着你的手

情未了 爱无声

清新隽永儒雅风流尽显书卷之气
———蔡峰敏行草书法印象

米学军

蔡峰敏先生是近年来渐为人知的

国内实力派书法家，其作品曾多次入展
全国性书法比赛或获大奖，如纪念邓小
平诞辰一百周年暨庆祝建国五十五周

年全国首届书画艺术分科选评展、当代
中国书坛中青组草书入选奖、第三届新
世纪全国教师三笔字毛笔字作品优秀

奖、庆祝西藏和平解放五十周年全国艺
术联展三等奖、 21 世纪世界艺术发展
最具贡献奖银奖、中华文人书画优秀小
品展银奖、纪念苏东坡逝世 900 周年全
国书画大展入选奖、王屋山杯中国名人
书画大展书法组佳作奖、中国国学杰出
贡献书法金奖、首届草圣奖暨纪念张旭
先贤诞辰 1330 周年全国书法大展金
奖、中华腾龙书画大赛二等奖、避暑山
庄杯全国书画大赛银奖、和平女神杯首
届国际书画大展赛和平奖、国际精品榜
书大展赛优秀奖等。 2012 年，其书法作
品入展中国农村文化节书画大展；2013
年，其作品入展中国书法家协会教学成
果奖等。

蔡峰敏诸体兼善，尤擅行草。 观蔡
峰敏的行草，清新、隽永、蕴藉、优美、可
人，儒雅风流，尽显书卷之气。

自古以来， 书法就有庙堂之气、金
石之气、山林之气、流俗之气、书卷之气
等诸说。 清人刘熙载独推“书卷之气”：
他在《书概》中说：“凡论书气，以士气为
上。 若妇气、兵气、村气、市气、匠气、腐
气 、伧气 、俳气 、江湖气 、门客气 、酒肉
气、苏笋气，皆士之弃也 。 ” 他所说的
“士气”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书卷之气。

何谓书卷之气？ 著名书法家张华中
先生说：“竹影弄月，风姿绰约。 箫吹古
梅，萧散中和。 灵动俊丽，温文尔雅。 清
虚高简，蕴古扬逸。 如束身老儒，节疏行
清。 有春阳之丽，夏荷之芬，秋兰之韵，
冬泉之冽。 非学识广博，裁择宜精者弗
能至也。 ”简单来说，具有书卷之气的书
法作品总体来说应该呈现出一种 ：温
醇、儒雅、蕴藉、清新、隽永、优美、可人
的书风。

楚默先生在《“书卷气”的几个重大

问题》一文中说，书卷气的作品一般具
有如下特点：“在用笔上， 垂缩往复、顺
逆上下都能随情性到位，转折收放无不
如意，因而线条圆劲有力，无轻靡浮弱
之病；在结体上，奇正、疏密、堰仰向背
和谐优美，纵横潇洒又不主故常，平正
险绝寓于一体， 粗纤浓淡皆得自然；在
章法上，穷变化于毫端，合情调于纸上，
形势错落，行气流贯，整幅作品是一个
生气勃勃的生命。 ”

楚默所讲的书卷气作品应有的这

些特征，在蔡峰敏的行草中基本上都有
很好的体现。 蔡峰敏的行草，气势充沛，
线条流畅，运笔转折收放自然，结体奇
正 、疏密 ，向背和谐优美 ，章法错落有
致。

观蔡峰敏的行草， 线条有粗有细，
但他的粗不是粗笨、粗壮，而是粗中有
柔、粗中有细；他的细，不是纤细、弱细，
而是细中带刚、柔中带硬。 他的结体，虽
有险绝，但他的险不是险怪、奇谲，而是
险中有平、险中有稳，他的险是平中之

险、稳中之险。 因此，他的行草线条粗细
适中，结体险稳和谐，节奏缓急有度，布
局疏密得当，虽纵横潇洒、变幻无穷，但
仍不失法度，视觉上给人强烈的冲击力
和审美的快感。

蔡峰敏的书法作品之所以具有浓

浓的书卷气， 这是他长期浸淫经典、饱
学诗书的结果。

蔡峰敏人品厚重、生活朴素 、为人
低调、博览群书，尤爱传统经典，有儒者
之风。 在与蔡峰敏不长的接触中，我对
此有深刻的体会和感悟。

古人云 ：“言 ， 心声也 ； 书 ， 心画
也。 ”刘熙载说：“书，如也，如其学，如
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 ”
（《艺概 》）杨守敬说 ：“一要品高 ，品高
则下笔妍雅 ，不落尘俗 ；一要学富 ，胸
罗万有 ，书卷之气 ，自然溢于行间 ，古
之大家，莫不备此，断未有胸无点墨而
能超逸等伦者也。 ”（《学书迩言》）由蔡
峰敏的人品、学识及作品来看，方知古
人非欺我也。

春满三川

姜玉海

春满三川四野清，
鹊鸣林苑草花明。

帆扬舟竞千重浪，
诗梦波摇万里风。

咏油菜花

史学杰

����������一
正是三月好风光，
油菜花开遍地黄。
不与群芳争艳丽，
志在千家万户香。

二

撒玉铺金十里长，
蜂儿采蜜花丛忙。
碧溪流韵渔樵影，
淡墨难描是故乡。

不老是亲情
李扬

清明前夕，又到了“看望”父亲的日
子。

前天晚上，哥哥打来电话，问能否
提前几天回老家给父亲添坟， 我犹豫
间，哥哥又说，不是有“早清明晚十一”
的说法嘛。 想想也是，况且因为疫情，我
有近两个月没有回老家了。 听说我明天
准备回老家，在客厅正上网课的孩子嚷
嚷着也要回去“看”爷爷。

你不是还要上网课吗？ 耽误了跟不
上趟怎么办？ 我问孩子。

网课偶尔有一两节不上，还可以抽
时间补，可清明节要是过了，今年就没
法再补了。 孩子噘起小嘴嘟哝着。

孩子的主动，让我有些意外，他所
述说的理由，更是让我没想到。

对于上坟，我是极看重的。 可每年
清明节， 孩子的表现总是让人不满意，
甚至有些窝火。 在仪式将要开始时，一
不留意就不见了踪影，不知跑到哪里疯
玩了。 仪式结束返回时，孩子又不知从
哪里跑了出来。 我正要发火时，姐姐哥
哥便都劝，孩子年龄小贪玩，就别跟他
较劲了。 细想一下，他们说的也不是没
有道理。父亲走时，孩子还小。对爷爷的
印象，孩子的记忆应该是模糊的，甚至
一片空白。 于孩子而言，“爷爷”或许只
是一个称呼。

孩子从小好奇， 总喜欢问这问那，

尤其喜欢问我的过去，听我讲小时候的
事儿，于是我便给他讲：夏日的夜晚，我
喜欢躺在院子里的床上，看着满天的星
星，和着蝉叫虫鸣，听父亲讲嫉恶如仇
的齐天大圣孙悟空与取经路上的各种

妖魔鬼怪斗智斗勇、嫦娥奔月的美丽传
说；冬日的夜晚，我喜欢挤在暖和的被
窝里，和着窗外北风吹着枯枝发出的哨
子声，听父亲讲匡衡“凿壁借光”苦读诗
书、“岳母刺字”精忠报国的故事……

其实， 因孩子上网课学习紧张，这
一次我本不打算带他的， 可没想到，他
却主动要求和我同回。 对此，我又如何
忍心拒绝呢？

路上， 孩子说他为爷爷写了一封
信，想在上坟时读给爷爷听。 那封信我
读过，是孩子放寒假前写他三岁时我们
陪父亲去体育馆玩、父亲抱着孩子玩他
喜欢的举高高。 那个场面，是孩子在一
次看视频时获得的对爷爷唯一直观的

印象。
上午近 11 时，我们来到父亲坟前，

叩头行礼祭拜后，孩子读起了他写给爷
爷的信———

亲爱的爷爷：
您还好吗？
我们都很想您。 记得在三岁时我们

一大家子去体育馆玩儿，虽然您的年龄
已经很大了，可您依然抱着我玩我喜欢
的举高高。

爷爷，您什么时候能回来啊？ 周口
依然阳光明媚、晴空万里，小区门前的
榕树像一个个卫士一样保护着小区的

安全，那一片片大榕叶像一个个奖章一
样挂在胸前，那一片片落叶像蝴蝶翩翩
起舞似的落在地上。 有时我会找一片最
大的榕树叶，放在《论语》里，每当晨读
时，我总会闻到榕树的味道……

看着坟顶刚添上的几锹新土，看着
坟顶刚插上的几枝嫩绿的柳枝在风中

轻轻摆动，听着孩子的朗读声，对父亲
的思念从心底慢慢涌上来，我的眼泪逐
渐模糊了双眼。

孩子写的这封信，老师在评语中给
予了肯定， 同时指出详略安排不够得
当。 我初始也和老师有同样的感觉。 我
问孩子：有些话，比如爷爷已经不在了，
为什么没有在信中说呢？ 如果说了不是
让人更明白一些吗？ 他答：有些话我不
想说，也不能跟他人分享。 我心里涌起
一阵感动，也瞬间明白了，孩子对爷爷
的那种思念是深深地埋在心底的，从不
多的文字中，从天气、环境等的描写中，
从那一字一句中，我读懂了孩子那一颗
孝心、爱心。

一片哀思祭亡灵 ， 两行清泪流不
停。 但愿天国路不远，殷殷情深可倾听。
敬爱的父亲， 您的孙子读给您的信，您
在那边听到了吗？

时光， 也许可以冲淡世上的一切，
但唯一不能带走的就是来自亲情的记

忆，这记忆使人温暖、让人感动。
“天下之本在家。 ”我想，支撑中华

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不正是尊老
爱幼、父慈子孝、耕读传家、勤俭持家这
些传统家庭美德吗？

疫去春来桃李笑 ， 清明人心自愁
思。 思念故人的，又何止我一个呢？

老去的是时光，而不老的是亲情！

遗落民间的柳笛（外二首）

路雨

一种原始乐器

从不会被时间冷落

带着满脸的本真和稚气

诞于民间

喧闹于乡野和市井

早早吵醒了春天

柔柔的春风里

那些青涩的身影

沿着古老的民俗

用最淳朴的方式

抒发内心的情感

没有登过大雅之堂

却能让一个民族的记忆

生生不息 产生共鸣

柳笛声声 声声柳笛

把风儿吹暖

把思念拉近

让绕指的原生旋律

在浓得无法化开的乡愁里

轻抚时光的旧梦

已是草长莺飞

山花烂漫

拧柳笛儿

旋转的手指

触摸冰冷深处的温暖

能听得见骨骼松动的响声

骑在枝条上的嫩芽

欲言又止

经历着怎样的扭曲和痛

一群群鸟儿

像掠过枝头的音符

扑棱在鲜亮的阳光下

放飞了欢快的童年

把绿油油的旋律

带到远方

谷雨帖

从南方归来的鸟儿

处于极度兴奋中

用浓重的方言阐述

敲打尚未透亮的窗纸

听着似懂非懂

侍弄了大半辈子庄稼的父亲

把生命所有的希望

都寄托给了钟爱的土地

他熟谙所有的节令

和节令里生生不息的农谚

天不亮就起床

他要下地去转转

听一听

庄稼吭哧吭哧的拔节声

田野里齐刷刷的麦子

在风的簇拥调侃下

卖弄风情 交头接耳

诉说期盼已久的孕事

耐不住清闲的母亲

在自家门口的池子里

育了各种瓜苗

一夜淅淅沥沥的喜雨

让嫩生生的秧苗

争先恐后探出脑袋

在春风里举起小手

与大街上忙忙碌碌的人

打着招呼

槐花开时更思“槐”
倪莉

前几天，有外地朋友问我哪种树木
最具有周口地方的特点。 思索了一会
儿，我告诉他———槐树。

但是现在，周口怎么就不常见槐树
了呢？ 这个时节正是刺槐开花的时候
呢！

再没有比槐树更适合周口了 。 豫
东的四五月份是明亮的、丰满的，让人
动情的。 城春草木深，孟夏草木长。 特
别是下过几场雨后， 整个大平原仿佛
是浓绿的， 草木的枝叶里的水分都到
了饱和状态，显示出过分的、近于夸张
的旺盛。 记得小时候，槐树到处都是，
房前屋后、田间地头。 在这个季节，你
如在空中鸟瞰， 就能看到村庄邻里全
参差在绿海里。 这绿海，大部分是槐树
形成的。

我想念槐树，更想念槐花。 大槐树、
村口、 饭场是旧时豫东人家特有的风

貌，浅白微绿的刺槐花，串串晶莹剔透，
沉甸甸的，树下三五成群的人们端着饭
碗聊着地里收成和家长里短，点缀着周
口的暮春初夏。 在槐花飘香的季节，摘
一篮香甜诱人的槐花，蒸一箅槐花饭是
最美好的回忆。 周口这个地方，有一览
无余的大平原， 实在适宜绿树的点缀，
而绿树能亭亭如盖又浑身是宝的，莫过
于国槐树。 它见证了世代豫东民俗生活
的沧桑百味，有着朴实的烟火气。

周口市树———国槐， 又名槐树、家
槐、豆槐、白槐，是长寿树种之一，具有
顽强的生命力。 槐树被人类赋予深厚的
人文情怀，自古以来是官运亨通、吉祥
如意的代名词。 《周礼·秋官·朝士》中有
述：“面三槐，三公位焉”。 由此，古人把
皇宫称槐宸，宫廷称槐掖，宰辅大臣叫
槐宰、槐岳、槐卿。 若是赞誉公卿德高望
重，则称为槐望。

周口人喜槐， 不仅是因为槐树实
用，更是因为其有着浓厚根源文化的寓
意。 我以前不知道有所谓的乡愁，这种
惆怅的、稍带忧伤的乡愁，是懂得槐树
的历史以后才有了具体感受的。 民国
《洪洞县志》 载：“大槐树在城北广济寺
左，按《文献通考》，明洪武、永乐间屡徙
山西民于北平、山东、河南等处，树下为
集会之所。 ”由此，槐树成了河南人移民
惜别家乡的标志，故有“问我故乡在何
方，山西洪洞大槐树”之说。 如今的周口
沈丘县有槐店、槐园，更是闻名中原的
地理标志，成为周口籍著名作家刘庆邦
先生笔下具象的乡愁。 可见国槐成为市
树，多少带了点周口的地理标志物种和
原产地之意。

国槐，之所以能成为代表周口风物
的树种，除了因为它有人文象征、深受
百姓喜爱， 还因为它的根系深扎土壤，

可以很好吸收养分。 同时，既喜阳又耐
旱，抗寒耐高温，极适合周口的气候。 槐
树被称有君子之风，坚硬、正直，荫盖广
阔。 又因槐树极易存活，遇暴雨狂风不
易倾倒，便为行道树首选。 2016 年 1 月
11 日，周口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听取审议了市

政府报告，确定了本土树种国槐为周口
市树。

国槐荣登为周口市树，已经过去了
5 年。 但是，周口的大街小巷，也只有文
明路有一段种植了国槐，而且看起来还
有些年头了。 其他路段，特别是周口新
区，一路上看到的是多是法桐、泡桐、玉
兰，还有名贵的秋枫树等，只有高速公
路出口的休息区有几株槐树。 就连周口
市图书馆，这座城市的文化中心，也只
有大门口孤单的两株。 近年来，特别是
近 5年来， 为什么深受周口人喜爱的槐
树没有得到大规模的种植呢？ 取而代之
的反而是“舶来品”。 要想准确探究这个
问题并不容易，但肯定有其原因，原因也
肯定是多方面的。 随着周口城市化建设
的进一步深入，传统文化在获得传承的
同时，也遭遇了损失的危机。 我们可以
从周口“荷文化”“槐文化”等传统文化的
具体内容，以及它们与周口传统文化价
值的内在联系，来辩证思考城市化进程
与城市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梳理周口
这座中原港城传统文化变迁的轨迹，探
究城市传统文化进一步发展的原动力。

市树是什么？ 它肯定是一种文化和
精神的载体。 它来自本土，是最“下里巴
人”的寄托。 正因如此，它具有天生的泥
土芬芳，深受百姓喜爱。 槐树，这种“根
祖树”，价格不比法桐、银杏、楸树、玉兰
等外来树种贵，反而更因“皮实”好活，
充满乡土乡愁，而更具周口特色！ “种外
来法桐银杏是绿化，种乡土国槐海棠是
文化”。 “满城文化半城水”的周口文化，
就在这大街小巷举目可望特色乡愁的

遍地“绿化”与“文化”里。 这些文化符号
犹如周口不可替代、 不可复制的胎记，
传承着周口记忆、 提炼着周口精神，构
成城市独特的凝聚力与竞争力。

槐花开时更思“槐”，失去的记忆和
正在失去的文化符号，有时会引起人一
点淡淡的忧伤。 正如豫东童谣所唱，“大
槐树，槐树槐，槐树底下搭戏台”。 现在
长在周口的孩子，还能找到这种童谣的
感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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