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风轻轻（外二首）

戴俊贤

风真的很轻

枝条上的水珠晶莹透明

梅花的蓓蕾嫩红发亮

绽开了灿烂的笑容

知时节的雨润物无声

一连几天雾气蒙蒙

贴在脸上湿湿的凉凉的

把我从新春的沉醉中唤醒

风真的很轻

岸边的垂柳不摇不动

白鹭翩翩掠过水面

渐渐多起来的货轮追着春

天远行

桥上的车川流不息

绷紧发展繁荣的每根神经

风真的很轻

但是它又很重很重

它裹挟着满天烟雨

布置着覆载万物的萌动

在轻轻的春风里

走来了鲜活的春天

鲜活的生命

春天的笑容

在梅花枝头沉睡了一冬

被开花的声音惊醒

东风轻轻掠过梅梢

春天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布满花朵的枝条

宛如天上飘落的霓虹

春天呼出的气息

送来不绝如缕的暗香浮动

小鸟在枝头欢叫

唱出春天的歌声

拂堤烟柳 浮游的鸭

仿佛被迷住了

忘记报告春的来临

鸟的智慧

常常望着鸟巢惊奇

感叹小鸟了不起

在高高的树杈上筑巢

需要怎样的智慧和毅力

我猜想选择高处是为了安全

防止被伤害和攻击

结构布局巧妙而坚固

不怕风吹雨打霜侵雪欺

巢里温馨恩爱

开枝散叶繁衍生息

教会雏鸟飞翔

在蓝天白云下自由振翼

设计师工程师由此获得灵感

创作了鸟巢为奥运加力

但是我一直想不明白

鸟巢的第一根木枝怎样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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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二 龙抬头
郭志刚

二月二是个好日子。 民谣曰：“二
月二，龙抬头，一切都是好兆头。 ”自
古以来， 中国民间认为龙是吉祥之
物、和风化雨的主宰，并将龙抬头日
作为祈求风调雨顺、驱邪攘灾、纳祥
转运的日子。 在老百姓的心目中，龙
象征着威严，也象征着吉祥。 关于龙
的传说， 也常寄托着老百姓的希望。
很多地方都兴建有龙王庙，体现出老
百姓对风调雨顺的向往。

实际上，二月二处在雨水、惊蛰、
春分节气之间，时值春回大地，万物
复苏，运肥备耕，播种将始。 “龙抬头”
代表了农耕时代人们对于应时节令

的殷切期盼，期盼风调雨顺、五谷丰
登、仓满廪实。

二月二我国民间有很多习俗，其
中，最具代表性的习俗是理发，这一
习俗形成于清代。 自古以来，人们一

直保有“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
伤”的观念，毕生“束发”。 清代改男子
“束发”为“辫发”，额前顶部头发需剃
去，剃头业自此兴起。 “有钱没钱，剃
头过年”，剃头匠忙到春节前夕，纷纷
返乡， 直到来年二月初二方始营业，
为广揽生意，讨吉祥口彩，便把这天
理发叫“剃龙头”。 时至今日，不少人
仍在二月初二这天去理发，让面容与
春天同步，焕发出朝气蓬勃的“精神
头”，让自己的人生和事业虎虎生威，
蒸蒸日上。 中国人很早就有过二月二
的习俗。 作为一个吉祥的日子，二月
二这一天的饮食多以“龙”为名：吃水
饺叫“吃龙耳”，吃米饭叫“吃龙子 ”，
吃馄饨叫“吃龙眼”，吃面条叫“扶龙
须”，就连蒸饼也在面上做出龙鳞状，
称“龙鳞饼”。

在豫东农村， 人们过二月二，主

要吃炒豆子和煎饼。 二月二吃炒豆子
是农民对新一年好收成的期望。 在二
月二这一天寅时前，人们就会把豆子
炒好，让一家老小一大早就能吃到炒
豆子。 听家里的老人说，二月二吃炒
豆子相当于吃虫子，吃了豆子，地里
的害虫就会少，因此二月二吃炒豆子
是农民对新一年好收成的期望。 吃煎
饼的习俗流传已久，据说是为了供奉
龙王，祈求风调雨顺。 在民间传说中，
家家户户摊的煎饼， 就是龙的鳞片，
吃煎饼就是吃龙鳞， 这样可保平安、
健康。 摊煎饼是把面糊涂抹在平底锅
上，然后用专用的竹耙子把面糊涂抹
均匀。 待面糊逐渐凝固成薄饼后，把
鸡蛋打在薄饼上，刷上面酱，撒上盐、
葱花等，非常好吃。

说到二月二，我们顺便说一下中
国节日的形成。 中国传统节日很多，

是我国悠久历史文化的一个组成部

分。 传统节日的形成过程，是一个国
家或民族历史文化长期积淀凝聚的

过程。 中国传统节日，是从远古先民
时期发展而来，这些节日清晰地记录
着中华民族丰富而多彩的社会生活

文化内容。 同时节日的形成还与节
气、农时、农业生产劳动有关。 人们发
现，每年的某段时间天气转暖，某个
日子白天最长， 某个日子白天最短，
某段时间昆虫苏醒， 于是有了惊蛰、
春分、秋分等节气。 后来出现了历法，
比如太阳历、太阴历，然后就在历法
中规定了某些日子为节日。 同时人类
无法解释大自然的各种现象，比如雷
电，比如火，比如地震等，就产生了神
话和鬼怪，进而产生了和鬼神相关的
节日， 比如驱鬼辟邪迎新的春节、祭
祀先祖的清明节等。 ①8

团圆饭
刘忠全

大年三十，纷纷扬扬地飘起了梨
花雪。 不大一会儿，村里的楼房戴上
了白帽，树穿上了白袍，麦田盖上了
一床雪花被。

这入冬以来的头场雪，给坐落在
豫东平原的这个小村增添了喜庆气

氛。 暮色中，家家门口的新对联被雪
映得红光闪闪，剁肉声、切菜声伴着
一阵阵欢声笑语，像音乐般装点着这
不平静的村庄。

住在村南头新楼房里的军属刘

大妈，和好了面，剁好了羊肉馅，出门
望望南地里的麦田， 又看看远处的
柳河湾， 嘴里不住地嘟囔着：“这一
老一少，大年三十也在家落不住脚，
是吃了铁了还是咬了钢了，连饭也忌
了……”

夜幕拉开了，雪也渐渐稀疏。 刘
大妈捏好了饺子， 往锅里添足水，把
燃气灶的火调旺， 连蒜汁和油辣子
水也调和停当 ， 便又跑出门张望 ：
“哼 ，要再不回来呀 ，看我不把门关
了才怪哩， 叫你爷儿俩饿着去。 ”尽
管嘴里嘀咕， 手却不由自主地把两
扇院门开得大大的。

刘大妈家就四口人，儿子远在新
疆边防部队当连长， 剩下老两口和
女儿佳佳。就这，眼看天黑了，还凑不
到一块儿吃个热乎乎的团圆饭，真把
刘大妈急得火烧火燎的，心里不由骂
起了老头子：“哎呀， 六十大几的人
啦， 还是煎油锅的性子拼命的劲，当
了个作业组的小官儿，就成天把心拴
在他那责任田里了。 ”抱怨过倔老头
子，又数落开了憨女儿佳佳：“二十五

六的大闺女啦，成天爱舞个刀刀枪枪
的，又是看村护院呀，又是到柳河湾
巡逻呀，我就不信，谁还能把那河堤
上的林木偷到家里去！ ”

忙活了一天的刘大妈，就这么坐
在灶屋门口，心里想着，嘴里嘟囔着，
迷迷糊糊地打起盹儿来。 一会儿，她
看见———

老头子刘二强戴着大红花走来

了。 那是开春时节，村里搞起乡村振
兴农业生产比赛，八十户人家，划了
八个作业组。 当上第一作业组组长的
刘二强，真不愧是农业生产的行家里
手，把一年四季生产活路调理得顺顺
当当，夏季的麦子，他管的组每户头
年净增产二百多斤，到秋后，组里的
十户农民，玉米、黄豆又比头年多打
了不少。 那天村里开评奖大会，高支
书在会上念的头一个名字就是刘二

强。 老头子戴上红花进了门，喜得刘
大妈直抹泪珠儿……

女儿佳佳抱着一块匾走来了。 那
是早玉米吐穗时节，一天晚上，佳佳
和几个护林员义务巡逻，抓住了四个
偷伐林木的人，其中一个是佳佳的姑
父。 佳佳断然拒绝了姑父的苦苦哀
求，连夜将人和赃物一起送到了村警
务室。 后来，在县里召开的先进青年
代表大会上， 县领导向佳佳颁发了
“平安建设先进工作者” 这个金字牌
匾……

一只花喜鹊站在门前的核桃树

梢，衔来一张纸丢在院里，喳喳直叫，
刘大妈拾起来一看，哟，是儿子的立
功喜报，把刘大妈乐得咯咯直笑……

这一笑，刘大妈醒了。
人都说 “小娃梦多 ，老婆话长 ”，

刘大妈没想到，自己做了个这么长的
梦。 说是梦吧，细一想，全是这一年里
的真事。 你看，老头子戴过的花和女
儿得的匾都在墙上挂着。 儿子的立功
喜报也在玻璃镜框里装着哩。 不过，
那倒不是花喜鹊衔来的，那是乡武装
部长领着一群红领巾敲锣打鼓送上

门的。
“踏、踏 、踏……”一阵脚步声带

回了刘大伯，满脸热汗一身雪花。
“哎哟，我当你不要这个窝了呢，

还知道门？ ”刘大妈迎头先戗了老头
子一顿。

老头子并不生气，好像遇到了什
么大喜事。 “我说佳她妈， 你瞧这场
雪，多金贵，给咱省多少浇水灌地的
劳力。 不过，还没下透，这不，说停就
停了，麦子还没喝饱哩。 我和组里几
个老伙计把地头、路上的雪全拾掇到
河边那几亩良种试验田里了。 麦盖雪
花被，来年枕着馒头睡，佳她妈，你就
等着枕白馍馍吧。 ”老头子一边用刷
子拍打着身上的雪花，一边跟老伴逗
笑 ，忽然 ，他想起了什么 ，“咦 ，佳佳
呢？ ”

“哼，还不是跟你一样，自己屋里
的客，大家场上的人……”

“唉，这会儿，她到底到啥地方去
了？ ”刘大伯打断了老伴的话。

“今日听她说， 后晌要到村西给
烈属刘富家办什么好事，还要去柳河
湾巡逻。 ”

“好哇！ 好哇！ ”刘大伯不由得夸

赞起了女儿，“他们这几个没有外出
打工的年轻人，好样的，有一股子火
劲儿。 ”他一抬头看见佳佳的棉大衣
还在墙上挂着：“唉，佳佳走时没穿大
衣？ ”随手卸下大衣。

“你这是咋啦？ ”刘大妈问，“刚进
门又跑呀？ ”

“这么冷的天， 闺女在河堤上不
冷？ 你呀，全不知心疼闺女！ ”刘大伯
埋怨起了老伴。

“就你会心疼吗？ ”刘大妈从床头
拿起前几天才给老头子买的羽绒袄，
披在老头子身上， 叮咛着，“天黑路
滑，脚底小心点。 叫上闺女，快回来吃
饺子！ ”

“妈，不用叫呀 ，我还给你们带
回来一个人呢！ ”刘大伯出门就和女
儿撞了个满怀。 佳佳从背后拉出一
个人来，刘大妈一看可乐了，忙着打
招呼：“圆圆， 你咋来的 ？ 快 ， 快进
屋！ ”

“我给拉来的呀！ ”佳佳一边脱下
胳膊上的 “护林员” 红袖章一边说，
“你不是说要吃团圆饺子吗， 我哥回
不来，叫我未过门的嫂子来顶替，咋？
不行？ ”

“你再胡闹，看我不打你！ ”圆圆
把佳佳轻轻推了一把，转身向着两位
老人，“伯，大妈，今天我俩一道在护
林河堤巡逻，巡逻两遍后就跟着佳佳
来了。 ”

“好！ 好 ！ ”刘大妈一边忙着往
锅里下饺子 ，一边支派老头子 ，“你
愣着干啥 ， 还不快把火调得旺旺
的 ！ ”③22

张 望
张冬梅

在我国古代 ，每当冬至 ，人们常
画上一枝素梅， 枝上画九朵梅花，每
朵梅花九个花瓣，共八十一瓣，代表
“数九天”的八十一天，每朵花代表一
个“九”，每瓣代表一天，每过一天就
用颜色染上一瓣，染完九瓣，就过了
一个 “九 ”，九朵染完 ，就出了 “九 ”，
“九”尽春深，寒消日暖，天地间已是
一派桃红柳绿。

立春一过，人们企盼春归的心情
怎么也藏不住了。

只要走出家门，我的目光就不由
自主地向着各种树木的枝头张望。 蜡
梅是最早绽开的第一朵报春花。 也许
是积蓄了一冬的力量，蜡梅的花瓣虽
小，但是质地紧致、细腻，色泽黄润，
犹如上好的蜜蜡， 又恰好开在腊月，
所以蜡梅又称腊梅。 高洁如蜡梅，勇
敢如蜡梅，寂寞如蜡梅，清香如蜡梅，

在萧萧寒风中、在冰天雪地里独自开
放，天气愈寒，清香愈浓，尤其是黄昏
时候，从蜡梅树旁走过，那一脉馨香，
随着凛冽的寒风浮动在空气中，连寒
冷的空气都素雅起来，使人精神为之
一振。

蜡梅开满枝头的时候， 红梅、白
梅、绿梅的蓓蕾也一树一树缀满枝头
了。 梅树下，常常有我前去探望的身
影，只要有时间，我不厌其烦地走亲
戚一样一遍一遍去探望，远远地看红
如玛瑙、白如珍珠、绿如宝石般的骨
朵一串串紧紧抱在枝条上，去一次有
一次的收获。 从一朵花的芬芳到一树
花的绽放， 到一片香雪海的涌动，春
的脚步姗姗而坚定地向我们走来。

五九、六九，抬头看柳。
张望着、张望着 ，沿河两岸柳树

的枝条一天比一天柔软了， 渐渐地，

如怀春少女的眉头远远望去似笼了

淡淡的青烟。 走近了，可以看到枝条
上的芽苞星星点点地突出来，一天一
个模样，在早春的微风中摇摆。 摇摆
着、摇摆着，淡淡的绿色丝丝缕缕地
在枝头荡漾，直到春风均匀地裁出一
道道柳叶儿。

日暖的时候，适合在蓝天下向上
张望，天空中鸟儿多了起来，地上，放
风筝的大人和孩子也多了起来，孩子
们在欢呼，鸟雀在枝头跳跃，连叫声
都透着轻快。

春雨贵如油 ，天阴沉沉的 ，我站
在路边等人。 一滴雨珠吻上我的耳
朵，又一滴滴入我的头发，温柔的、凉
凉的，轻飘飘地落在我手上，更多的
雨点落下来，在我的眼前渐渐连成断
断续续细细的雨线， 飘飘忽忽地下
着。 我手中拿着书，书上也落几滴雨，

衣服上都落上一些，再看时，似乎又
无处可寻。 人们不紧不慢地走着，连
一把伞花也没有开，我的目光从近到
远张望着。

玉兰树很高，枝丫上举满了向上
的毛笔尖一样的花骨朵 ， 只等沾满
了春天的细雨， 向天空写下绚丽的
华章；樱桃树上的花苞鼓鼓的，在等
待和煦的风 ； 法国梧桐的果还挂在
树上，冬季里疏离的枝干已是有所不
同……冬天过去了，解冻的土地是那
么松软，阳气向上升发，植物的根系
苏醒，营养沿着枝干被输送到散开的
枝条上，催发蓓蕾。 李商隐说：“我是
梦中传彩笔，欲书花叶寄朝云。 ”季节
的彩笔在春风的熏染中， 在张望中，
将生命的密码在枝头浓墨重彩地书

写，五颜六色、花团锦簇、色彩纷呈。
春天终于来到了呢！ ①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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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说

诗歌

你是我的眼（外四首）

卞彬

以一种清澈的目光

专注着清晨初升的太阳

孩子 你是我的眼

让我看到了

纯真世界里的希望

以一种柔柔的目光

痴望着春天娇艳的花朵

爱人 你是我的眼

让我看到了

温暖世界里的美好

以一种深沉的目光

凝视着收割后的田野

父亲 你是我的眼

让我看到了

人生的付出与收获

立春

雪花已飘成往事

梅的红还清晰地点在冬的唇

上

从进入小寒

我冻得通红的双手

就一直在日历中摩挲

直到今天

才终于摸到这个温暖的词语

像一面旗帜插在春天的路口

引领着青草和百花

鞭炮

禁燃令出台后

那些鞭炮们一躲再躲

最后实在无奈

不得不化整为零

躲进我诗中一个个文字里

于是 我的诗歌

便充满了火药味

我不敢轻易地把它拿出来

怕它们炸伤了别人

也炸伤了自己

那是一首诗

我指着一朵花说

那是一首诗

你说那是路边一朵不起眼的

野花

我指着一只鸟说

那是一首诗

你说那是枝叶间一只鸣叫的

麻雀

我指着一朵飘飞的云说

那是我

你说那是一首诗

我所认识的菊花

我所认识的菊花

一直盛开在东晋的窗前

陶渊明的那首诗是块肥沃的

土地

只适合菊花生长

妩媚的桃花和出墙的红杏

适应不了那里的秋风

东篱不是卧在诗里的犬

并不能阻挡什么

包括蝴蝶和东风 包括夕阳和

飞鸟

甚至世俗的脚步

那些悠然盛开的菊花

千百年来不曾凋谢

高高耸立的南山

已悄悄长进它们的身体③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