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笔

春来矣
司新国

翻开日历，2 月 4 日立春 ，3 月 6
日惊蛰，3 月 21 日春分， 脑子里忽然
就蹦出一句：严冬将尽，春来矣！

三年疫情，我们经历了太多的风
风雨雨。

疫情的肆虐，诗和远方与我们渐
行渐远， 很多生活被改变。 单检、混
检、落地检、常态检成了我们的日常，
出行要扫场所码、行程码、健康码，所
在城市和小区以高中低风险区分类，
一旦被认定为密接 、次密接 ，就被要
求居家隔离或送集中隔离点。 据说疫
情期间创造出来的词汇 ，如 ：社区清
零、社会面基本清零 、总体社会面清
零，再加上静态管理、动态管理，还有
管控、防控、小阳人 、大白等等 ，词汇
之多，词汇之丰富，让我们叹为观止。

年前终于盼来了放开，我们可以
自由出行、自由呼吸，探亲访友，回家
过年了。 但放开后“阳”的速度，堪比
光的速度！ 朋友圈里不是这个 “阳”
了，就是那个“阳”了。 有人吐槽，坚
持月余足不出户，不串门、不聚餐，最
终亦未幸免。 反倒是没“阳”的人成天
提心吊胆，有着“等待靴子落地”的焦
虑。

“阳”并不可怕，但对有基础病的
老人，几乎就是一劫。 有朋友自嘲，三
年了，总算感同身受 ，在理性和非理
性之间选择了“阳 ”性 ，有了参与感 。
正话反说，透出了辛酸和无奈。 我们
尚须扶正固本 、培元养气 ，在复苏和
愈合中，修复心灵的疤痕。

抖音里看到很多让我感动的人：
有被妻子、丈夫、儿子、母亲照顾得妥
妥的“幸福羊 ”，有六七岁 “阳 ”了 、半
夜三更爬起来给“羊妈妈”送水的“懂
事羊”，有远离亲人在异地打拼，“阳”
了之后高烧不退、疼痛难忍也一声不
吭、怕家人牵挂的 “坚强羊 ”，有 “阳 ”
了的儿子、女儿怕传染给老人 ，天天
把可口的饭菜放在老人门前，跪在院
里给老人磕头拜年的“孝顺羊”……

三年磨难 ，见证了亲情 ，也见证
了人性。 我们知道了，这世上，最解病
毒的良药、 能让冰雪融化的是爱，是
国家和家人满满的爱。 国家是我们的
坚强后盾， 亲情是我们的幸福支撑。
健康之外，功名利禄皆是浮云 ，失去
了健康，也就失去了全部。 幸福其实
很简单 ，就是当下景 、碗中餐 、身边
人，就是父母在、孩子安 、夫妻和 ，就

是拿得起、放得下 ，有人爱 、有事干 ，
就是下雨有雨伞 、睡觉不失眠 ，从此
无灾无难、平平安安。

出乎意料的是央视春晚，相比之
前节庆活动演员对着空无一人的演
播厅演出，兔年春晚不但现场气氛热
烈，而且所有观众都不戴口罩了。 这
是在向世人昭示，我们的国家正式告
别了刚刚过去的三年艰辛 ， 草木蔓
发，春山可望 ，舒心自在的日子正向
我们走来。 当然， 还有象征着转机
和国家经济社会全面复苏的 “春运”
潮。 这场举世无双、南来北往的人口
大迁徙，终于在经历了三年疫情后回
归。 风驰电掣的高铁，呼啸而至的飞
机，承载着人们对回家的渴望。 同时
复苏的还有旅游业，我的朋友在电话
里对我说：“憋屈了三年，终于能带着
家人来广州逛花市、赏花灯、看舞狮、
品美食了！ ”我的另一个朋友选择了
出境游。 在发来的视频里，他在吉隆
坡“捞生 ”，和亲友围坐一圈 ，用筷子
把盘中生鱼片 、蔬菜丝 、水果丝反复
高高夹起，边夹边高喊“捞起”（与“捞
喜”谐音）等吉祥的话语，在小长假里
体验着不同的年俗。

许是惊蛰不远 ， 春分一步步近
了，风儿越来越温柔 ，阳光越来越明
媚。 田野里的麦苗约略嗅到了春的气
息，正在抖擞精神，准备返青拔节。 泥
土里蛰伏了一冬的虫儿，只待一声春
雷，就会舒展小小的身躯 ，发出呢喃
之声，争先恐后赴春的盛会。 这是大
自然不可抗拒的规律 ，是所谓 “天行
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的天道轮
回。 莫说“夏虫不可语冰”，生命固然
短暂，却有短暂的欢欣 ，即使昙花一
现，也有瞬间的灿烂。 回味季节的交
替， 惊艳生命的顽强， 让我感动、庆
幸：哦，我，我的亲朋好友 ，我所有认
识的人都好好的 ， 能在今后的日子
里，活成自己想要的模样，听炮响、听
虫鸣，看花、看草 、看烟火 ，所有的美
好都能如约而至。

经历过风霜的种子， 花会更艳，
果会更甜。 我们终将驱除“恶魔”，战
胜疫情， 把抗争留在不屈的过去，把
胜利写进吉祥的未来。 与更美的世界
相遇，与更好的自己相遇。 即使现在
身处逆境，也应该坚信：严冬将尽，春
来矣！ ①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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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笔

看一个老人
程习武

去看一个老人，随着别的人。 我
自己没有资格去看他，我看他的资格
是别人给的。 所以我不敢掠看望老人
之美。 在古人那里，我的角色大概可
以叫附骥尾。 常常扮演此类角色，却
也乐此而不疲。

老人不认识我，我也不敢说认识
老人。 在这之前，和老人只有“半”面
之缘。我看见他了，他没有看见我。在
一个做企业的朋友办的兰展上，我看
到了他，他没有看见我。 我们都是被
主人邀请的，但一个主角，一个配角；
一个必须去的， 一个去不去都行的，
前者不大可能“看到”后者。 这才有了
“半”面之缘。 朋友喜兰，经济基础扎
实，展出者都是名品。 他的那些兰花
都放在很专业的兰房里， 金屋藏娇，
不是真正的朋友他不大让看。 进过几
回他的兰房，梅瓣 ，荷瓣 ，奇花 ，一棵
棵都是人中吕布马中赤兔，一顾倾人
城 ，再顾倾人国———且打住 ，不敢三
顾，没有资本了。 放在炒兰热的那些
年，他的兰房的价值怕是要吓人一大
跳。 就是眼下，吓人一小跳也绰有余
裕。 有人就鼓动他，别光自己看，应该
与民同乐。 朋友从谏如流，于是就有
了那个兰展。

朋友颇有名士之风 ， 不只喜欢
兰，还喜欢收藏 ，几百平方米的地下
室满满都是千百年前的东西，一个宋
代的瓷瓶在他嘴里就是昨天的 ，他
把历史的大河压缩成一个池塘了。 朋
友还喜欢写诗填词，他做着省里诗词
学会的副主席。

朋友就请这老人来“唱诗”。 原来
不大知道诗是可以唱的，这之后知道
诗原本就是用来唱的 。 不过后来一

想， 读大学时老师已经讲过这一点，
时间长了，就馍吃了。不禁莞尔。又知
道在当今中国 ， 会唱诗的人少之又
少，最多只有一巴掌了。 而那老人，应
该是组成那一巴掌的最粗的那根手
指头。

一番繁文缛节 ， 终于老人来压
轴。 老人脚步蹒跚，慢慢走到那个作
为主席台的空处。 老人身材高大，有
些丫丫杈杈，像极了在南方古刹见过
的哪一位菩萨。 老人亦像极儿童，很
稚拙地站在那儿。 他的稚拙和纯洁从
他身体的深处透出来，如让人沐了春
风。 然后，老人操着他的家乡湖南的
口音咿咿呀呀唱起来。 他的声音弥散
着泥土之气和精灵之气，缥缥缈缈从
极远极古处来 ，来在我们面前 ，感染
我们。老人还跳着舞，极远极古的舞。
歌和舞极和谐 ， 是感情极深极贴切
的夫和妇。 歌和舞，一起把我们送到
先民那里 ， 我们甘心做歌和舞的奴
隶，甘心永远留在先民那里。 歌和舞
都住了 ， 我们在朋友的院子里静静
站着。 晚春的风吹着兰香过来，很浓
烈的味道。 靠墙的台子上，一盆大一
品开得正酣畅。 人常称兰为王者香，
该就是因了这蕙的馥郁吧。 那个快要
90 岁的老人已经坐下来，依然稚拙如
孩童。 我远远望着他，心里充满了敬
意。

一个很普通的小区，老人住在一
栋楼的二层。 正好有两个人从楼上下
来，看到我们一大帮子十几个人要上
楼去 ， 他们其中的一个对另外一个
说，这么一大群人 ，肯定是看那老林
头的。 我想，这应该是老人的邻居了，
他们说的老林头就是我们去看的老

人。 看那两个人的表情，老人在他们
眼里无疑是东家丘。 那么，这两位爷
注定逃不脱西家愚夫的命运了。 .

老人和他的老伴都在，老人和他
老伴正吃着一种什么豆 。 准确一点
说，是老人一个人在吃那些豆 ，他老
伴只是把那些豆的皮扒掉，把皮里面
的内容给他。 那些豆看来很面，老人
吃得一点也不费力， 也吃得有兴致，
嘴角都是豆的屑。 豆很大，比花生豆
大好多，应该和孔乙己的茴香豆差不
多大小。 看看碗里，豆已经不很多了。
女主人要去倒茶， 几个领头的不让，
一边喊着师母， 看起来是常来往的。
老人没有站起来，只是笑眯眯地看着
来人，眼光有些散乱的样子。 女主人
说，除了他的诗他的词 ，他就是个孩
子。 老人只是笑。

有谁拿一页纸到他面前，看样子
是请教。 老人的眼睛立刻放出光来，
他一边擦着嘴角的豆屑，一边看那页
纸。 老人的嘴依然不闲，刚才吃豆，现
在吐字。 老人说，好，好。 用典哈。 颈
联对仗工稳。 噢———这个“崩”不妥，
西周到战国 ，死的叫法很严格 ，马虎
不得。 天子崩，诸侯薨，大夫卒，士不
禄，庶人死。 你写的是晋文公重耳，当
然得用“薨”，“崩”是僭越。 老人语速
很快，这些很生僻的古代文化常识像
水一样从一个将近九十岁的老人嘴
里流出来 ，不涩又不滞 ，让我这个年
轻他几十岁的人吃惊且赧颜。

说完了 ，老人又一脸安详 ，一脸
笑，坐在那里仍如稚拙的孩童。

我看到，老人给我们呈现了两种
截然不同的状态。 说话的时候，他的
脸上飞翔着传统文化给他的灵动，他

通体散发着圣洁的光芒。 这时候，他
动如脱兔。 静坐的时候，他一脸的恬
淡，像一个尘世喧嚣的旁观者。 这时
候，他静如处子。 而这两种状态统一
在他身上 ，一点也不别扭 ，就像一个
人有了右手又有左手一样。

在看老人之前，我那个办兰展的
朋友就跟我说，近百岁的国学大师霍
松林在老人八秩寿辰时写给老人一
幅字：诗坛泰斗，词苑宗师。 这个评价
只能让人仰望。 一个大师说另一个大
师，怕是没有人能说上话了。 我小声
问朋友怎么看不到那幅字，朋友说老
人就没挂过，在柜子里放着呢。 老人
的墙上 ，只挂着一副对联 ，字拙朴如
主人 ：何止有米 ，相期以茶 。 有米有
茶，渴不了，饿不了，差不多神仙过的
日子。

走出老人的屋子， 一个人说，这
林老，除了写诗填词 ，到社会上两眼
一抹黑 ，什么事都做不成 ，百无一用
是书生啊。 我心里说，老人就是为诗
词而生的 ，在他的王国里 ，他长枪大
戟，纵横捭阖，万物都在他脚下，都臣
于他， 他在他的诗里词里就足够了，
他还要跑到别的地方干什么。 他有这
“一”就足够了，还要“百”干什么。

老人的头衔太多，他有些拿不动
了。 他一生写了四十多本书，他是世
界汉诗协会名誉会长，世界汉诗协会
授予他“国际一级诗人”称号。 太多，
不说了。

我想， 这些头衔对老人来说，一
点都不重要。

老人叫林从龙，一个很值得说道
说道的名字。 这也不重要了，和那些
头衔一样。 不说了。 ①8

在太昊陵过元宵节
施修兴

天意使然，癸卯年元宵节竟然尾
随立春而至，一下子给中华太昊伏羲
始祖圣地旅游区带来更浓、 更喜、更
闹的节日气氛。 虽然气温还在零下，
却不能阻挡四面八方游客涌向太昊
陵的脚步。 元宵节这天清晨 5 点，午
朝门外就已经有游客在等待开门入
园了。

当午朝门打开的那一刻，焦急的
游客如洪峰一样涌向景区。按照传统
习俗，赏民俗、观花灯、猜灯谜是元宵
节的重要节目， 而来太昊陵的游客，
往往要打破这个传统，因为大昊陵是
中华人文始祖太昊伏羲氏之陵，来到
陵前，必须要先拜一拜始祖。所以，一
批批游客带着追思和虔敬先涌到伏
羲陵墓前，磕上几个头，或鞠上三个
躬，为自己，为家人，为我们的祖国祈
福，许下美好心愿。

如果把从 5 点到 9 点的客流比
作一股涓涓细流， 那么从 9 点到 13
点便可用波涛汹涌来形容了。伏羲文
化广场上，人流熙来攘往，摩肩接踵。
午朝门的三个门洞下游人如三股洪
流，滚滚流入景区，从中轴线一直绵
延到伏羲陵前，形状如一条奔腾的巨
龙，那气势，那激情，也只有在太昊伏
羲陵才能看到。

祭了始祖后又该干什么呢？可以
尽情地游玩了！ 在太昊陵，可游的地
方、可玩的东西，真是太多了。

太昊陵最好玩的地方莫过于松
柏造型公园，这是个怡情的地方。 这
里有各种姿态的飞禽走兽，却不走不
跳，不吃不叫；有巍峨壮观的亭、塔、
阁、坊，却未用一砖一瓦、一木一石，
全是园艺工人以松柏为基础，用剪刀
剪出来的，被世界园艺界誉为“天下
奇观”。 不过，在元宵节这天，这里虽

然是艺术的殿堂， 却也是人的海洋。
如果游客想和某个造型合个影，对不
起，人太多了，不管你站在哪个角度，
不管摄影技术有多好，镜头里一定有
黑压压一片人作为衬托，当然，在这
个镜头里你依然是最美的。

喜欢历史、喜欢书法、喜欢碑刻
的游客， 都要到陈州伏羲碑林看一
看。 碑林汇集国家领导人题字碑 14
通、历史名人碑刻 7 通、港澳台书家
碑刻 40 通、御碑 4 通、当代名人碑刻
316 通，笔墨峥嵘、风格迥异、流派纷
呈，艺术价值极高。 这里文化氛围很
浓，在这里可以嗅到一股淡淡的远古
气息，感悟到先贤的圣德。

来太昊陵的游客，无不崇拜民族
英雄，无不怀着崇敬的心情走进岳忠
武祠，瞻仰岳飞雕像。 当热血沸腾的
时候，无不返身走向“跪地谢罪”的秦
桧（铁铸像），抬起疾恶如仇的手掌，
给奸佞秦桧来几记响亮的耳光。 快
哉！ 快哉！ 然而，今年的元宵节，铁铸
像被管理方用护栏“保护”起来了，究
其原因，可能是游人太多，出于安全
考虑，暂时不让打了。

几个景点看下来，游客都有点累
了，可是，没有哪个游客说累，因为还
有很多的民俗表演没看呢。太昊陵不
仅是民俗文化的摇篮，更是传承和发
扬民俗文化的舞台， 伏羲文化广场、
太极门广场、统天殿月台广场、独秀
园戏曲大舞台，到处是舞台，到处是
表演队 ，舞龙 、舞狮 、旱船 、盘鼓 、腰
鼓、传统音乐、舞蹈、戏剧等艺术形式
应有尽有。

这就是太昊陵的元宵节，十万游
人，祭始祖、看民俗、赏园艺、观碑刻，
从清晨 5 点一直闹到下午 5 点，甚是
热闹。 ③22

在梅园，掬一捧春色给你
田军

一阵微寒之风掠过天际
在淮阳梅园里忙个不停
年轻的年老的
花红柳绿的
自由自在，闲庭信步
在健康步道上行走
偷看那一树一树的花红

立春之候
最是蓬勃的节季
阳光无忧无虑
轻轻推开云朵
慈眉善目 笑意轻盈
覆盖在三十多万平方米的梅园
上空
鸭知春暖
在梅园凝香湖里洗浣
抖落春水点点
几只鸟儿在梅枝间嬉戏
讲述着
青梅煮酒的故事

一阵又一阵的微寒之风

静静地在花溪谷里不停地穿梭
我赶不上那些活蹦乱跳的
青春和萌动
只有轻移步履保持庄重
甩掉一切杂念
掬一捧春色给你
看梅朵云卷云舒
倾吐浓浓诗情
在微寒的季节里
寻梅探梅问梅品梅
破茧涅槃
你看古梅园里
那自由舒展的枝丫
斜的自在
横的新生

疏的阳光
瘦的神明
这个中意蕴
谁能读懂

浸润在香海里
哪里有暗香可寻
又一阵阵微风吹过林中栈道
随手接住一枚最美的童话
在夜幕开启时
醉看挑灯时最美的一朵
怀揣梅香的蕴意
在万物起始之日
期待所有复苏
盛开最美的笑靥③22

诗歌

散文

何不为君开一枝
冯剑星

�����������院外梅花未开
小圃春回每恨迟，
几番相约负花期。
生涯岁暮催人老，
何不为君开一枝？

画梅
寒浸香幽一夜风，
斜斜疏影短篱东。
清愁无数花阴外，
扶起归人雪满篷。

壬寅辞岁
明日春风一转头，
几番寒尽已消愁。

东君解得人心事，
开到梅花不自由。

题梅开后
不解春寒烂漫开，
白云生处满高台。
心如流水出山晚，
明月随君几去来？

癸卯人日
南溪晴后雪初消，
争看青青上柳梢。
剩有梅花如可寄，
草堂人日忆今朝。 ①8

春之声
李绍彬

����立春感赋
去岁立春疫正烈，
今次遁形迹近灭。
欲借春风抚旧殇，
移向梅花觅新阙。
一元复启壮国祚，
亿万旌旗拂城堞。
山河无恙与君共，
书与吾心寄日月。
癸卯立春日凌晨，不能寐，于

周口。

春望
一夜柔风惊细流，
千丝小雨绿田畴。
池鱼极乐敲薄冰，
归燕徘徊鸣啁啾。
大计运筹动朝野，
东风既来满神州。
人道春光无限好，
莫向枝头在心头。
立春日午后，于周口。 ③22

诗歌

������冬天终于过去了！ 这个冬天，世界之乱、国家之累、民生之
艰，令人压抑。 一个格外漫长的刻着深深印记的冬天，连同它灰
色的背影远去了。 内心深处对春的呼唤期待已久，对万物复苏充
满渴望。 立春之时，因成二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