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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向我们走来
张承新

那年的正月十五
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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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开心，踏着一场兆丰年的瑞
雪，春天向我们走来。神州大地上的
我们，刚刚完成一场迎春的盛大庆
典，满天明亮的春光就洒下来。

虽说还是初春，乍暖还寒，春天
的魅力已经开始显现。不要怀疑，看
看荒野上盛开的迎春花，它已露出春
天最美的笑容。还有河岸边的垂杨
柳，一根根枯黄的柳条已转青发绿，
一片片鹅黄的嫩芽，呼之欲出。

春天向我们走来，沉睡了一个冬
季的土地，渐渐地开始复苏，它呼吸
着春天潮湿清新的空气，憔悴干涩的
脸色，一天一天红润饱满起来，像人
丰满的肌肤，有了几分柔软和弹性。
它沐浴着春天温暖的阳光，冰凉的身

躯渐渐回暖，就像一张温暖舒适的婴
儿床，任一棵棵小草一朵朵小花，快
乐成长。

吹面不寒的杨柳风，最给力，它
满世界忙碌，不辞辛苦，挨家挨户，唤
醒千千万万沉睡的生命。沉默了一
个冬季的天地，顿时沸腾起来，久违
的绿色，鲜花的芳香，小河的欢笑，小
鸟的欢鸣，碧水蓝天，都被它唤回到
我们身边，给世界带来无穷无尽的活

力，鼓荡我们美好的梦想向前飞翔。
轻轻柔柔的春雨，最甜蜜，它或

随风潜入黑夜，悄悄滋润万物生灵；
或如蜻蜓点水，轻轻荡漾一池春水的
涟漪；或在田野挥挥洒洒，描禾苗兴
旺；或莅临千山万水，绘秀丽风光；或
莅临我们的窗前，唱一首春天的歌
谣，吸引我们心里一个个渴望的种
子，发芽开花。

不要迟疑，赶紧伸出热情的双手

迎上前，春天真真切切来了，它带来
了勃勃的生机，给世界换上蒸蒸日上
的新颜，一个个充满希望的日子，呈
现在我们面前。仰望蓝天，希望无
限，延续着一如既往的激情，富民强
国的中国梦飞得更欢；俯瞰大地，炊
烟袅袅，生机盎然，神州处处是生长
的模样，面对这大好的春光，谁不信
心满怀，豪情万丈。

春天向我们走来，快脱掉厚厚
的棉袄，像甩掉沉重的包袱。一年
之计在于春，我们轻装上阵才能更
好地把春抓在手里。快脱掉重重的
棉鞋，像甩掉冬天的尘埃，一寸光
阴一寸金，我们脚步轻盈才能更好
地追逐光阴。

小时候，春节是我最期盼的一
个节日。除了穿新衣、拿压岁钱、
吃好吃的菜肴，最让我窃喜的莫过
于从年三十到正月初五，耳边竟然
没了母亲的一句唠叨。

好日子总过得很快，还没缓过
神，还没品尝够节日浓浓的味道，
短暂几天的无拘无束就画上了句
号。母亲的训斥又在耳畔萦绕。
外婆是最疼我的人，每回她总会在
第一时间和母亲叫板，新年头的，
难得把细小伙玩玩，老话说得好，
过了正月十五才算过完年，等吃了
圆子，再叫他收心也不晚。

过了正月十五才算过完年，十
五的圆子，尤其是外婆亲自做的油
脚馅圆子早让我垂涎欲滴了，抵挡
不了美食的诱惑，眼巴巴盼着十五
的到来。

盼十五的日子是难熬的，到了
那一天，我自觉地早早起了床，跟屁
虫似的听着外婆的调遣，外婆当然
知道其中的缘由，不紧不慢地张罗
着一切。她从米缸里搬出一个阳面
袋子，里面装的是做圆子的糯米粉，
看着雪白的糯米粉我就一个劲地咽
口水。外婆娴熟地用半开的热水和
好粉，再用从茶食店里买来的油脚
（油炸糕点的下脚料）拌上绵白糖搅
合成包圆子的馅，此刻整个堂屋弥
漫着浓郁的香气，我早已按捺不住，
恨不得要在和好的生粉上啃上一
口，催促着外婆赶快包圆子，外婆还
是不紧不慢，见我猴急猴急的馋样，
用筷子挑了一点馅放进我嘴里，绵
白糖的甜，油脚的香，溢满了口腔，
含在嘴里，久久舍不得咽下肚。我
安逸地坐在边上，看着外婆将馅一
点点包进和好的米粉团里，再用双
手的掌心搓成一个个圆子，整整齐
齐摆放了一竹匾。

圆子下锅是最喜人的时候，灶

台的大口铁锅里满满的水，烧开后
外婆小心翼翼地将一粒粒珠圆玉
润、雪白剔透的圆子沿着锅边滑进
滚开的水里，再用铁勺贴着锅边缓
缓探进锅底，轻轻来回推动一下，
让下水的圆子不会粘上锅底，盖上
锅盖，外婆往灶堂里加了一把柴
火，旺火很快烧开了锅，揭开锅盖，
刚才还沉底的圆子争先恐后地跃
上了水面，像一个个顽皮的胖娃娃
在滚动的沸水中跳跃。我早已按
捺不住，忘乎所以地用筷子敲打起
空碗来。

圆子盛到碗里，热气腾腾，香
气扑鼻，全家人围坐在一起，看着
碗里圆润饱满的圆子，柔软雪白，
大人们不忍下口，我早就等得快流
口水了，还在灶台边忙活的外婆见
状，对大家说起了祝福的话语，圆
子端上桌，不等外婆说完，我就迫
不及待动起了筷子，狠狠一口下
去，还没凉透的圆子在嘴里，烫得
直在舌头上打滚，外婆连忙喊着让
我吐出来，我倔强地张着嘴巴往外
呼气，舍不得吐更不敢咽，疼得眼
泪都快出来了。

现如今传统元宵所承载的节
俗功能已被日常生活消解，人们也
逐渐把复杂的节俗慢慢淡化。又
到一年正月十五，不知多少人家为
了品尝那碗圆子，去经历米到粉全
过程的劳作，还有多少人家为了品
尝那碗圆子，去亲力亲为动手和粉
包馅。现在我们什么都不用做，超
市货架上各式口味的速冻圆子，让
我们在这一天享用到美食的同时，
享用到了快捷和便利。可是外婆
包的油脚馅的圆子让我至今难以
忘怀，在我的记忆里那不再是享用
美食，是享受美食，更是在享受爱
的关怀和家的温暖。

怀恋外婆包的油脚馅的圆子。

我在周末的深秋黄昏，从公司大
楼出发，踱步到近在咫尺的江边。听
闻长江岸线湿地保护项目一期工程
早已完成，长达5.6公里的沿江风光
带，一路旖旎至老浦口码头，是江北
市民的全新打卡胜地。沿江岸前行，
移步易景，南京长江大桥，伫立一侧，
亘古不言，它是南京城市必须阅读的
章节，滔滔江水，像遥远的往事，拂起
我的记忆。

十八年前，到南京工作，三月的
春意正徐徐绽放，梧桐枝桠由光秃
萌出新绿。每天，都会从桥下穿行
往返几趟，从欣欣然的春，到皑皑白
的冬。铁路桥上，列车从早些年的

“咣当咣当”到现在的稳稳飞驰而
过。大桥墩身的标语，一直在提醒
着，不能忘却的纪念。那时的长江
边，原生态的芦苇、丛柳、荒石触目
可见，野塘、野菜藏匿其间，独自偷
欢；春柳堤岸江鸟两三只，飞掠水
面，盘旋大桥；江边是细细的沙，孩
童赤着脚，嬉戏作图，孩童长大了，
游戏在继续；极目眺望，上下游水天
一色、缥缈，青隐隐的树林头上，有
幕府山、阅江楼的背影，大自然以山
为琴、以水作弦。

与江岸风光带平行的，是公司
大楼外的一条梧桐、银杏交织的小

路，这些树各依脾性，各写春秋，彼
此摘选一些心喜的诗文，一路咏至
桥工新村。梧桐、小路、桥工新村，
它们都拥有与大桥一般长的历史。
转瞬间，已有几代大桥人，生生不
息，日出日落，乐于天命。在这里，
热热闹闹的早餐中，流淌无数建桥
故事，有些人在我的想象中，散发大
隐隐于市的味道，仿佛年轻的身躯
还在春天，但心灵已绕过好几个深
秋，储蓄着放歌的苍茫。

桥处电影院，还残留老剧本的旧
痕，紧接着，充当了若干年的菜场，暖
暖岁月中，人间烟火气。影院旁边有
一幢三层红墙砖瓦楼，建桥人称之为
单身宿舍楼，一半开放式走廊式的结
构，七十年代典型的建筑风格，走廊
外承接蔽日梧桐，公用的洗漱间，每
室不足十平米。盛夏周末傍晚，没有
空调，风扇声、炒菜声吱吱作响，油烟
呛出一阵咳嗽。推开窗户，不远处，
大桥上白色玉兰花灯正璀璨绽放，年
轻人聚一起，分工合作，一顿简酒淡

饭后，沿宿舍边几百米钢轨一路走至
大桥旁，去江边“乘凉”，至夜深方回。

夜间，随着每一辆火车的驶过，
楼房共振感，假若不关上窗户，汽笛
嘹亮，人们亦能酣睡。如今，桥工新
村的外壁换了新装，桥处电影院加入
新区改建的步伐，单身宿舍楼改为办
公楼。时光以亲昵的姿态流过我们
的生命，短短二十年，变了很多，不变
的亦很多。

那时，去一趟江南，从北堡内步
行40余米楼梯，至公路桥面，再转公
交。有时间者，或步行，或自行车，辛
苦么？不觉得。我会忆起，2018年
12月26日，南京长江大桥公众开放
日的第一天，“传承大桥精神、重温国
家记忆、共话奋斗时代”主题徒步活
动，我们拾阶而上，气宇轩昂地登上
北堡桥面。风雨中，桥上游人如织，
形形色色的雨伞，层层叠叠，为阴冷
的天气增添一抹亮丽风景。奔跑的
年轻人，跳舞的老年人，走路还不太
稳的娃，推行的轮椅……，所有的人，

热情满满，共同庆祝南京长江大桥建
成通车50周年，我们曾见证了历史
一刻，曾自由行走于这座伟大的大
桥，正桥中央。

大桥全新出镜后，夜夜，桥头堡
三面红旗，红光流畅反复，渐变光带
依附江中桥墩，倒映于水的波央，任
由浪花揉碎缓合，江与水，正在行一
趟心灵之旅，赋歌百年。我们将百
年赋歌融入一百八十平米的南京长
江大桥桥史馆，次递展开建桥人、建
桥事、建桥精神。有些故事已蕴涵
在真理的海洋中，有些相片朦胧中
留下期盼的甜美，焕发初心的此刻
及过程，我像一个欲挖宝藏的人，用
一只疏漏的网袋前去背负珍品，却
发觉一路云淡风轻，平常、细节之处
的伟大彰显，是那段历史中的寻
常。天长日久，点点滴滴，他们的路
在大自然的荣枯里留下了永恒，连
天光云影也前来驻足。

这些年，大桥两侧，矗立层出不
穷的高楼，有无数扇窗推开时，都能
见到大桥，无限风光。此刻，夜色浓
淡，再次穿过晶莹剔透的北堡下方，
一轮月朗朗入空，星空里星子移动，
皎洁银盘总也不老，江水，大桥，明
月，灯光，人们，共同和弦，演奏着大
桥笙歌。

和煦的阳光探出一脸灿笑的时
候，绽放自己的春天越走越深了。一
个个翘首枝头的花骨朵儿，在酥润漫
落，柔雨绵绵的早晨，轻启朱唇，脱口
吐出一朵朵花来，一点一点，一片一
片，缤纷了大地，氤氲了岁月，催开了
春天的一场花事。大自然给了春天一
个最为妩媚动人的微笑。

春天和人一样，是经不住撩拨的，
一拨心就动。植物们仿佛接到了某种
指令。辞郎河畔，通圣桥头、海春轩塔
旁，一树树梅花、玉兰花、红叶李，高举
岁月的杯盏，一传十，十传百，红红粉
粉，洁白如玉，暗香馥郁，绽满枝头，在
古镇辽阔地沸腾开来。盐仓监院子里
的牡丹更是不甘寂寞，也高调地盛开
了。吕夷简来了，他说：“异香深艳压
群葩，何事栽培近海涯”，这里是一个
花的王国。

小草似春天的一首小令，在春天
的梦里，不愿醒，醒了，就是莺歌燕舞
的万里春了。诸葛菜、蒲公英、迎春

花、荠菜花……相继转世，次第绽放，
大有花开一宇宙的节奏。它们慢拍子
自己踩，自己踏，怕扰了行人。风摇落
了些，又添补了些，前赴后继，赶荡儿
似的，似谁摆弄一副偌大的磨盘，只磨
得一树的花更繁、更艳，一池的柳更
绿、更翠。

春天美得更加理直气壮。无论是
“俏也不争春”，还是“万条垂下绿丝
绦”，抑或是“吹面不寒杨柳风”，一切
成了国画里不可或缺的笔触，百花含
笑，紫燕剪柳，一笔一画，只待落黑。
晏殊来了，他说：“无可奈何花落去，似
曾相识燕归来。”这里是一个值得留念
的地方。

黛瓦褐窗、古桥古塔，寺院庙堂
……高高低低，错落有致，国画大师早
已皴出层次。犁木街头，晏溪河畔，草
市街上，七位仙女身穿七彩衣衫，撑着
小花伞，婀婀娜娜，娉娉婷婷，走成了
一幅国画里的风雪问路人。汉潮街头
情侣脉脉含情，植物园仙湖碧波荡漾，

锦鳞戏浪，鱼翔浅底。以宋代三宰相
命名的吕公岛、晏公岛、范公岛上，鸥
鹭私语，百鸟啾鸣，上万只赤颈鸭、斑
嘴鸭、绿头鸭、绿翅鸭……野鸭大家族
在湖中繁衍栖息，相互嬉戏。隔岸的
柳枝新芽染绿了一湖春水，染绿了游
人的眼眸。

晏溪河的船娘扭着杨柳似的腰
肢，一声柔橹一销魂，“咿咿呀呀”轻轻
搅动一河春水，脱口唱出：“小船悠悠，
溪水汤汤，晏溪河摇来俏船娘。穿过
通圣桥，越过大牌坊，遥思仙缘盐韵，
三相流芳。啊，俏船娘啊，俏船娘，为
何痴望那戏水鸳鸯？心花和着浪花一
起绽放，一对红霞飞脸上……”范仲淹
来了，他说：“谁道西溪小，西溪出大
才”，这里是一个人杰地灵的地方。

“ 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
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杨柳浅
芽，梅香如故，田家新犁，春畴渐暖年
华。时光倏忽，花苞结了果，嫩芽蹿成
树，小草长成诗。

春天不说话，春天的一笔一画，横
竖撇捺，每一笔都刻在大地的宣纸上，
心心念念，不用投他人所好，从C位出
道，朝着自己的方向出发，一路前行，
成就最好的自己，走向更好的未来。

木棉花喜欢在有阳光的地方生
长，不耐荫蔽，阳光富裕的岭之南便
遍布她的身影。早春二月,木棉树
光秃的树枝就缀满了花蕾，它们如
熟透的紫黑葡萄，正攒着劲儿，酝酿
着草木年华的另一种成熟与绽放。
站在树下能感受到春的声音，花蕾
一点点炸裂细碎的声响。忽然有一
天，不经意间一抬头，木棉树已是花
团锦簇，热烈的火红的一片，像城市
露出灿烂的笑容。走过这里，我总
会抬头望望她们。

传说4月的第11天，是她盛开
的日子。木棉花的春天真正来了,
橘红或橙红，朝霞一般一路引燃火
树红花,细看每一朵都开得鲜艳如
血,像五片心形的花瓣,岁月之手已
把花尖抚平，花瓣肥厚光润，像少妇
丰腴的面庞。花瓣又像是母亲温暖
的五指向上张开，招呼她的儿女们
归来。木棉花的春天,是等爱的春
天,是希望的春天。在有限的花期
内,春天读懂了“母亲树”鲜红的手
语,亲人般手牵手,心连心。

自然风物，各有各的生存谱系，
就像一个智者。木棉树身如鼓，腰腹
布满树钉，密密麻麻，有如刺猬的尖
锐，像是母亲在抱护自己的儿女。于
是花朵高不可攀，骄傲地挂在枝头。
我够不着她们，我惟有仰望她们。我
喜欢看她们摇曳着大红的裙裾,自然
生长,欢瑞无比，在微风中荡秋千,无

拘无束。她们长在空中,不染泥尘,
不受攀折之苦。我尤其喜欢她那种
让人仰望的高贵或者说矜持。木棉
花的花语和寓意是很美好的，就如

“奇花烂漫半天中，天上云霞相映红；
自是月宫丹桂种”。

世说红花绿叶，红花绿叶似乎是
左右相随，红花衬绿叶，互相观照依
偎。而这木棉花却兀自地开着，花比
叶先发，花和叶不相见。“木棉花开，
花开千年，叶落千年，花与叶生生相
错”，似有几分伤感。莫不是不需要
衬托么？但其实不然。你瞧，那些个
大王椰子树，榕树，青草地，都围绕着
她舒展，仿佛都在为她鼓掌。一派绿
意盎然里，越发衬托出木棉花的特立
独行，木棉花的卓尔不群。

她开得红艳又不媚俗，她的壮
硕的躯干，顶天立地的姿态，英雄般
的风骨自现，花葩的颜色红得就像
英雄的鲜血染红了树梢，也许每一
朵爱的火苗都想在春天里完全燃烧
吧。花掉落后，树下落英纷呈，花不
褪色、不萎靡，很英雄地道别尘世。
于是，木棉花再得美名“英雄树”。
她们落地的姿势也很壮美，像流星
一样自由坠落，离开像是赴一场盛
宴。结束停当，木棉花鲜红如血，犹
是开在枝头的样子，没有一丝凄
凉。牺牲是为了成全，是为了迎接
另一场浩荡的气象，很快木棉树上
缀满新叶，一片葱茏。

喜欢把左手
放进你棉衣右边的口袋
让我的手和你的手成为一对
握紧了，手心里合拢的暖
会蔓延周身，开出花朵

先是梅花开了
接着是迎春花、海棠、桃花、杏花
这些大地之上的植物
都懂得春风的好意
努力地开，努力地艳，努力地幸福
春风吹，日子醒来。蜂酿蜜，花结果
我们越走越远

春意暖

一只小妖借了人的躯体
来世上修行，食烟火，嗅花香

在樱桃树下咯咯地笑
找一个温暖的人，相爱

春意渐浓
小白蛇遇见了许仙
九霄美狐被王生救起
之后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了
爱，原是一场报恩

人间浩渺，我提着一口气在此浮沉
在遇见你的刹那
便是一世

在梅园，一袭粉色明丽
已换了春装

梅园的春装上
绣了梅花
那绿的，是水
一丛丛梅花映在水面
小小的火焰
燃烧着，仿佛水做的灯笼

雪，落在陌生的城市

一场雪
落在一座陌生的城市
好想为它生一堆篝火
斟一觞酒
好想请大漠的胡杨
读一下我
写的诗句，我写下的
千年时光，每一秒
都是不朽的
就像是雪
只有融化，没有腐烂

漫山遍野菊花黄 枫叶红
桂花忙着派送甜蜜
草们，还在做着青春的梦

秋天其实很盛大
她的眼睛在白纱下闪烁
晴空下长满眷恋
她怀揣着一座玫瑰园一步三回头

此去关山万里 爹娘啊
儿只带走一掬月光 想家的时候
就斟满思念，与月光佐餐

驼铃隐隐 轻如细雨
云游进眼眸化作睫毛上一滴晶莹
还好有故乡的风陪伴
远方从烟波雾霭中走来
因为爱 异域从此是家园春节红包

郭良正

春 风（外一首）

谷玲玲

在梅园（外一首）

王蝶飞

远 嫁
王京

归来 肖明/摄

大桥笙歌
王帮琴

自从有了智能手机，发红包、抢
红包，便成了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
的重要内容。有喜事，有收获；值得
庆幸，值得炫耀，多会以红包形式庆
贺。甚至有时候，即使无厘头，心情
一爽，也会红包飘飞。

当春节来临，更是红包随心翻
做浪，神州无处不飞红。不只是个
人，也不只是个别群，整个华人界，
漂洋过海，飞越空间，都能感受到红
包的激情浩荡。个体也好，群属也
成，充其量也只是部分人行为。更
难能可贵的是，作为国家职能机构，
央视在红包上所花心思，也是无所
不用其极。早在春节前几多时日
里，就大张旗鼓宣传，集五福，抢红
包，过大年。这一信息，远比让广大
观众干其他事要凑效得多。为能够
集齐五福，找熟人，托亲友，不厌其
烦集来集去。一旦集齐，大有范仲
淹的风范，“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
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

集齐者，在除夕夜，幸福分享京
东出资15亿元红包，获得这个彩
头，预示着来年的财源滚滚。幸福
呀，人们。

央视红包，也就在那几个小时

里，撒向全国人民，过了这个时刻，
要等下一阵红包雨再次降临，恐怕
得一年。一年呀，何等漫长。所好
的是，还有小范围群属红包在细水
长流。和央视红包相比，群属红包，
不那么正规，也不按时按点，说来就
来，且还会几次三番重复。我加入
群不少，就理直气壮分享过群友红
包。当然啦，也奉献过自己的红包。

群里红包，大多没有预警，说来
就来，往往给弄个措手不及。手速
快的，逢包必得；手速慢的，就不那
么幸运。看到别人对发红包人感
谢，给发红包人奉送鲜花，无奈的发
个“又是一地红包皮”的哭笑表情，
逗得大家嬉笑声迭起。适此之时，
会有人撺掇：手气最佳的，继续发
呀。冷不防的，红包将会二次空袭，
逗得大家再次手忙脚乱。

群是集体，这集体一般分两种
形式：一是天南地北，各色人等都
有的混群；另一种是家庭、同学、同
事的熟人群。混群里的红包，只要
不超过群里人数，见包就拆，一般
不会剩。而熟人群就不同了，常常
会有二十四小时后，发而复归的

“圆满”结局。我所在两个熟人群，

就有过这种情况。所在的协会班
子群有17位群友，群主发15个红
包，只拆了4个，那11个完璧归赵；
同学群有40多位群友，有位群友
不知发多少个红包，反正退回的金
额相当可观，24小时后，他无奈晒
出这一“成绩”。

是熟人群都不缺钱，还是谁稀罕
你的臭钱？恐怕远非如此简单，这就
牵扯到熟人日常相处的融洽度了。
为发包者面子，在此就不多探讨了。
我只是想问一下：这样的发包人，是
该庆幸，还是不该庆幸呢？其中甘
苦，当事人自然会一言难尽了。

一个红包，折射出社会世态。这
远远超出红包自身固有的范畴，渗透
到复杂的人际关系里面去，这是红包
自己说啥也没想到的喜庆余波。

无论怎么说，春节喜庆红包，已
深深扎根国人心中。该发的，一定
要发；该抢的，一定要抢；只有当仁
不让，方显其乐融融。当结束这篇
小文时，翻阅一下网页，想找些对红
包褒贬言辞，看到这几句“高论”，与
读者共哂：少壮不努力,长大抢红
包。春眠不觉晓,醒来抢红包。举
头望明月,低头抢红包。

木棉花的姿势
胡笑兰

春天的一场花事
赵峰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