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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广告

《春联》 陈庆恒

□耿艳菊

在一篇文章里知道了一副楹帖：受
尽天下百官气，养就心中一段春。说是
李鸿章在签押房看到的，赞叹不已。如
此心性和气度，着实难得。文章的作者
释义说：“受尽百官气，可见其自寻阔
大；养就一段春，可见其自逐明媚。心
有大天地，易养一段春。”

这样的阔大和明媚让人喜悦，好像
眼前真的有一个春天在慢慢打开一样，
那样和煦，那样明净，那样泰适。

谁人心中有大天地呢？谁人心中养
着一个春天呢？我想到了丰子恺先生。
网上看过他的照片，和乐，慈静。他的
文和画，也早已熟识在心了，无不给人
以春天般的感觉。

他说：心小了，所有的小事就大
了；心大了，所有的大事都小了；看淡
世事沧桑，内心安然无恙。

他说：你若爱，生活哪里都可爱。
你若恨，生活哪里都可恨。你若感恩，
处处可感恩。你若成长，事事可成长。
不是世界选择了你，是你选择了这个世
界。既然无处可躲，不如傻乐。既然无
处可逃，不如喜悦。既然没有净土，不
如静心。既然没有如愿，不如释然。

我曾经很慎重地把这些美妙的文字
抄在笔记本的扉页上，每读之，总能嗅
到一股清新的芳香，春天的气息无处不
在。郁结的心事和烦闷，便会变得微茫
可笑，心境也随之浩然开朗。

相比于生于平和年代的我们，丰子
恺先生是不幸的。他经历了最苦难的岁
月，携着家人在战火纷飞中四处逃难。
战乱中，他用画笔记录下背井离乡所遭
受的苦难和恐惧，用文字记录下人间难
以愈合的创伤。他对女儿们说：“我恨
不得有一只大船，尽载了家乡石门湾及
世间一切众生，到永远太平的地方。”

纵使在流亡中，丰子恺先生也坚持
完成了《护生画集》第二集60幅画作。
历经家仇国恨，目睹华夏大地生灵涂
炭，他的画集却没有任何刀枪杀戮，愁
苦惨淡。他的画作，静美安恬，生命都
能得到尊重，心灵安宁，和乐自然。处
处体现着美和真纯，这是他内心那片广
阔的田地上滋养出的人间春天。

我又想到了一位曾经的同事，她亦
是心中养着春天的人。她是客服部的经
理，每天都要处理很多令人头疼的客
诉，有的客户甚至会恶言恶语，怒气冲
冲来办公室理论。而她总是好脾气着，
温言细语，如春风暖阳般化解着三尺寒
冰。她爱笑，不抱怨，走到哪儿都是笑
盈盈的，像带着一场春风。

有一年，总部调来一个小姑娘，性
情傲慢，并不把她这个经理放在眼里，
处处找茬与她作对。我们看不过去，劝
她，她却说：“她还小嘛，又初来乍

到。”依旧很大度地像一个大姐姐关心
照顾小姑娘。半年后，小姑娘离职回老
家结婚，她还亲自为小姑娘饯行，送上
一份祝福。

她善待身边的每一个人，她常说：
“前世的五百次回眸才换来今生的擦肩
而过。我们能相遇，是缘分，多不容易
啊。”她知缘惜缘，心田上的春天花香
袅袅，馨香着她的生活，工作，与她相
遇的人。

丰子恺先生有一幅漫画《不宠不惊
过一生》，是普通夫妇，一者荷担，一
者挽篮。行走于田间小路，燕子飞过，
微风轻吹，青草悠悠，一派平淡、恬静
之气。伟大如先生，平凡如昔日的同
事，他们都是心中养着春天的人。心中
养春的人，像先生的这幅画一样，恬静
安然，不宠不惊。

（作者系北京市通州区文学爱好者）

心中养春
□刘圣明

元宵好，火树映星桥。曲韵悠扬声渐起，龙灯争艳影轻摇。嘉夜乐逍遥。

元宵妙，瑞彩漫重霄。靓妹游园歌婉转，帅哥欢宴酒香飘。节庆意难消。

（作者系枣庄市市中区文学爱好者）

忆江南·元宵节
（双调）

□杨丽丽

当灿烂的烟花

轻触春天的窗扉

心底的冰悄然融化

阳光像金色的纱幔

轻柔地披在大地肩头

枝头的鸟儿欢歌笑语

奏响春的旋律

那一抹抹缤纷色彩

晕染在眼眸醉了心房

不经意间抬眸远望

青山如黛

绿水悠悠

春已爬上眉梢

烦恼被春风卷走

忧愁在暖阳下消散

怀揣着希望与憧憬

笑意绽放在眉眼之间

幸福如繁花般绚烂

（作者系北京市门头沟区文学爱好者）

春上眉梢

□刘炳章

忆往昔，最令人怀念之事莫过于春
日里捉泥鳅。彼时，田野未被无机化肥
所染指，泥土依旧肥沃，适宜泥鳅栖
息。于是乎，溪流、稻田、沟渠间，泥
鳅的身影随处可见。

及至春寒料峭渐退，大人们便开始
忙碌于犁田翻土。冬眠的泥鳅经此扰
动，也开始在泥土中活跃起来。父亲头
裹白巾，腰系素带，挽起裤管，一手执
犁，一手扬鞭，驱赶着黄牛前行。翻飞
的泥土如波涛般涌起，散发着大地的芬
芳气息。

“这里一只。”“那边又是一只。”
听到父亲的呼喊，我手持竹篮迅速

前往，轻轻将竹篮插入泥中，小心翼翼
地把泥鳅捧入篮中。泥鳅在竹篮中挣扎
跳跃，不知是因恐惧还是兴奋，而我则
像是一位凯旋的小将军，心中满是喜
悦。若心急用手指去夹，那滑溜溜的家
伙便会脱手逃走，只能徒留遗憾。

有时，在连续的阴雨之后，太阳终
于露面，万物复苏。这正是捕捉泥鳅的
好时机。白天，父亲会从山中挖来的松
树根中选出几块，用斧头将其劈成小段
晒干。到了晚上，月光初现，蛙鸣阵
阵，父亲带着自制的照明工具——一根
长木棍顶端绑着铁丝笼子，内放燃烧的
柴火——领着我走向田野深处。

新翻的泥土初时浑浊不堪，然而待
到晚间，经沉淀后，水面变得澄澈如

镜。此时，大小泥鳅和黄鳝纷纷钻出泥
面，静卧其上，仿佛在享受这难得的清
凉。在松膏火光的映照下，它们的身影
清晰可见。

父亲手持鱼鐕，那是一种由竹片制
成、前端密布针刺的独特工具。只见他
轻轻一扎，一条泥鳅便被挑起，在鱼鐕
上挣扎扭动，似是在做最后的抗争。我
急忙将鱼篓递过去，父亲轻巧地一敲，
泥鳅便滑入篓中，在底部扑腾不止，发
出轻微的声响，仿佛不甘心就此被擒。

若是遇到黄鳝，则需另备一套工
具。父亲从背后的松膏堆里取出一把特
制的鱼钳，那钳子形似火钳，前端两行
尖齿锋利无比。他蹑手蹑脚地靠近目
标，忽然间猛冲上前，上下一夹，黄鳝

顿时如被蒸的毒蛇般胡缠乱搅，但终究
敌不过父亲刚硬的手劲，最终被扔进扁
篓，与泥鳅一同共舞。

偶尔也能拾到几颗田螺，几尾小
鲫，在这万籁俱寂的时刻，唯有满村的
犬吠声打破寂静，伴着我们踏上归途。
回到家中，我们将捕获的战利品倒入瓷
盆或脚盆，满满的收获让人感到无比惬
意。

随着岁月流转，童年的记忆渐渐模
糊，唯有那份纯真与快乐永远留在心
底。那些点滴往事如同泥鳅一般光滑细
腻，在人生中悄然滑过，留下一抹淡淡
的痕迹。

（作者系江西省吉安市文学爱好者）

春水初生捉泥鳅

□李青蔓

清晨，窗外已是一片朦胧。雨丝如
织，似轻纱般遮掩了远处的楼阁，将之
晕染成一幅淡雅的水墨画卷。这是本年
早春的第一场细雨，细密而悠长，携着
初春独有的湿润气息。

雨滴落在窗台，溅起细微的水花，
那声音轻柔得仿佛不愿打扰任何人，却
又执拗地敲打着玻璃。推开窗户，湿冷
的空气扑面而来，夹杂着泥土的芬芳和
草木的新鲜。这股气息令我忆起童年，
在故乡田野间，每逢春雨过后，田埂上
便点缀着星星点点的野菜，母亲会带着
竹篮与我去采摘。

雨中的世界仿佛被时光缓缓拉长。
街边银杏尚未吐绿，光秃的枝干在细雨
中显得格外清瘦。偶尔几只麻雀掠过，
虽羽毛被打湿，却依旧欢快地鸣叫。它
们或许也知晓，这场雨后，春天的脚步
将更加坚实。

漫步于小区小径，雨水沿着青石板
汇聚成涓涓细流，蜿蜒流淌。路边迎春
花绽放，嫩黄的花瓣上挂满晶莹的雨
珠；玉兰树上的花苞毛茸茸，显得更加
饱满，仿佛下一秒就要盛开。儿时的记
忆涌上心头，奶奶常说：“春雨贵如
油”，望着田野里的麦苗沉思。那时不
解其意，如今方知，这一场绵绵细雨
里，蕴含着农人对未来的希望。

行人稀少，各自撑伞在雨幕中缓缓
前行，犹如移动的彩伞。一个小女孩穿
着红色雨靴，在水洼中跳跃，溅起的水
花弄湿了母亲的裤脚，换来一阵温柔的
笑声。童年的回忆浮现眼前，我也曾在
这样的春雨中嬉戏，直到全身湿透才被
母亲带回家。

转角处有一家老茶馆，透过细雨可
以看到里面的人影绰约。老人们围坐在
竹椅上，手持热气腾腾的茶碗，谈论往
昔岁月。雨水从屋檐滴落，在青石板上
敲出清脆的声音，仿佛为他们的故事伴
奏。正如杜牧诗云：“清明时节雨纷
纷，路上行人欲断魂。”但此刻的雨，
少了那份孤寂，多了几分温情。

随着雨势渐弱，天空露出一丝亮
色，远处的建筑隐约可见，宛如被薄纱
笼罩。空气中弥漫着泥土的气息，那是
大地苏醒的信号。我明白，这场春雨之
后，田野将会更绿，花朵将会更艳，春
天将以更加绚丽的姿态拥抱这个世界。

回到家中，泡一杯绿茶，坐于窗前
听雨。雨声渐渐稀疏，但仍执着地敲打
窗棂。这春雨，诉说着生命的轮回，岁
月的变迁。而我，在这春雨之中，仿佛
听见了故乡的呼唤，听见了春天的脚步
正轻轻叩响心门。

（作者系辽宁省沈阳市文学爱好者）

春霖润物

《春天来了》李昊天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