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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茶坊

生活手记年年物候新
■赵传兴

草芽儿嫩。往脚底下瞅，嫩芽生于枯
草之间，怯怯生生，摇摇晃晃，似乎有些
冷，弱不禁风，站立不稳。旁边的枯草张开
双臂，为它们阻挡着风雨。

它们是草孩儿，我忍不住蹲下身来，
和它有了小小的对视。一张张娃娃脸，仿
佛才刚刚出生几天。它们正站在生命的起
点，等待着奔跑，那么专注于前方。我有心
用手轻轻抚摸一下草芽，又怕我粗糙的、
经过冬天严寒的手触痛了它们。我知道它
们奔跑的速度，过几日再看，草绿就将覆
盖整个大地。

柳芽儿黄。鹅黄，骨朵一般，蓓蕾似
的，紧紧抱着柳枝。由黄到青，有一个短短
的过程，需要缓缓地走，浅浅地品。阳光落
在柳枝上，一只小鸟静静地蹲在阳光里，
小小的嘴抿着，如一粒小小的芽。

静默多时，小鸟忽而飞了出去，落在
另一棵柳树上。它和我一起在等待，等着
柳芽儿醒来，伸伸懒腰，坐起来，站起来，
世界已经是一个全新的春天了。我们仿佛
看到，孩子们戴着柳帽，吹着柳笛，把音讯
传到村里村外，四面八方。

鸟雏儿俊。几只刚刚出生的雏鸟，眉
清目秀，亭亭玉立，着实好看，惹人怜爱。

“唧唧”，雏音清纯，一遍遍钻进耳里。侧耳
再听，仿佛它们在学唱歌，音调一点点上
升，音色一点点清朗。

初次知遇春天，三两只雏鸟儿结伴，
在树与树之间学习飞翔。几只老鸟在不远
处望着，神态中有怜惜，更多的是鼓励。这
是它们牙牙学语、蹒跚学步的童年。几天
过后，它们羽毛更加丰盈，脚爪更加锋利，
便可淡定地翱翔天地，搏击长空，行走天
下，春天便呼啦啦热闹起来了。

溪流儿响。清澈见底，哗哗有声，一路
献给溪边相遇的有缘人。风在水面上打了

个旋，又飞走了。我在打旋的地方洗洗手，
不凉不温。已经有胆大的鸭子洗羽、漱口、
畅饮，涤去一冬的疲惫，并随之或顺流而
下或逆流而上了。这股清泉，曾是去年冬
天的冰，融化成今年春天的第一股凉水，
随波逐流，流着流着就温了，再流着流着
就暖了。

麦苗儿青。目光所及，一片绿色无边
的海，身心遨游，永远不会有审美疲劳。父
亲的目光柔和，不时蹲下身来瞅瞅，田间
有新生的青草也不去拔除。听说一场春雨
在路上，麦苗们都在等待。父亲在田埂上，
从北走到南，从南走到北，父亲也在等待，
等待成长，等待收获。

年年物候新。我来得不早不迟，恰是
时候，一个全新的世界，令人目不暇接。此
刻，人间安宁，万物初始，所遇皆美好。只
是新与美的时间短暂，短暂得叫人心疼，
时光流逝的声音很轻，轻如这万物萌发的
声音。一圈圈的涟漪在心里，我愿陪着它
们迎来春天，走向夏天，走过秋天和冬天。

用半日的闲暇时光来热爱万物，融入
万物，成为其中的一员，宁愿说我也是新
的。去年50岁，今年又长一岁，我萌发了新
的感觉，新的希望，和新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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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思】

静思会产生美，仿佛
走入人间仙境，开启独享
的旅程。无论是在寂静的
夜晚，还是在阳光明媚的
白天，你都可以静静地放
飞思绪，进入无人之境，
打开想象的翅膀。

——孙志昌

【点燃人生】

大自然总能给我超
出预想的感动。闭上眼，
似有清酒入肠，还有那
温暖了小城的灿烂阳
光。耳边，有流动的乐音
正弥合在层层叠叠的过
往中，吟诵着流年。

——刘志敏

【流年】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手持
烟火，与自己相遇。以双手点
燃内心的梦想，绽放出独特
的光芒。人的一生，任何时候
都应该储存能量，坚定内心。
只是，当你为别人喝彩的时
候，别忘了自己也需要被点
燃。

——李柏林

打秧歌
■张希良

窗前看景
■蒋晓莉

花开诗旅

阳光绽放枝头的瞬间

远方的思念如同拔节的嫩绿

总把情感的绳索拉得很长很长

来自岁月的号角

吹响村庄曾经的往事

让透明的水域变得波光粼粼

从子夜的站台出发

远方传来的几声犬吠

打乱了思绪

跋涉的脚步与故乡渐行渐远

不敢回首

生怕泪滴打湿昨夜甜甜的梦

在乡音缭绕中

隐隐刺痛乡愁的心灵

眼神无法与其对视

每一根血脉都在呐喊中澎湃

每一缕呼吸都连着守望的家园

思念
■丁梅华

那年搬新家时，窗前空地上有一棵
梧桐树，如今已亭亭玉立，枝繁叶茂了。
这棵梧桐树随四季变化，呈现着各种各
样的姿态，站在窗前就能感受四季的美
好。

每当春风一吹，梧桐树露出了嫩
芽，那点点的绿意缀满大树。远看树有
色，近看像一团云雾一样，朦胧而美好。
尤其是去年初春时节，一家人整个春天
都待在家里。那天，我偶尔推开窗子，忽
然看到满树的绿意，仿佛看到了希望一
样，意外、欣喜，忙呼儿唤夫，全家人一起
张望满树的美好。那片绿意是春天的讯
息，是希望的象征，是整个春天里看到的
最靓丽的风景。

夏季时，繁盛的枝叶遮住了骄阳，时
时吹进阵阵凉风。梧桐树树冠高大，如撑
起的大伞。烈日炎炎之际，它送来阵阵凉
风，人们坐在树下纳凉，院中的孩子们在
树下嘻戏喧闹。孩子们有的拾一片叶子
顶在头上，开心嬉戏，有的用叶子剪成各
种各样的图案，互相交换，阵阵笑声和着
阵阵的凉风，交汇成了一幅生动的生活
场景。

秋风乍起时“始嫌梧桐树，秋至先改
色”，宽大的梧桐叶渐次变化，由绿变黄，
由黄变红，由红变紫，五彩斑斓，好像一幅
色彩缤纷的画。朋友来了，坐在家中，喝
茶、聊天，透过窗子赏一幅美丽的秋景，美
不胜收。我们站在窗前就能看到如此景
致，于是诗兴大发，“是谁打翻了秋色，是
谁舒展了秋叶”。寥寥数语不仅感动自己，
发在朋友圈，更赢得了不少的点赞。

据说梧桐树代表着爱情，梧是雄树，
桐是雌树。梧桐同长同老，同生同死，且
梧桐树枝干挺拔，根深叶茂，成了忠贞爱
情的象征。寓意如此美好，难怪夜晚的树
下经常有情侣牵手。

冬天一到，落叶缤纷，遒劲的树干
在空中招摇，有几片叶子坚挺在枝头，
翩然如蝴蝶一样飘落。高大的梧桐树，
裸露在寒风中，儿子站在窗前，若有所
思。

树有四季，人的一生也像树一样有
四季。有春风得意时，也有顶风冒雪时，
树尚且如此，人也是一样。站在窗前看枝
叶在寒风中摇曳，枯叶在寒风中坚守，也
不失为一种鼓励与启示。

四季有景，景景不同，看景、赏景、悟
景。

门前有树，窗前看景，真好。

从前过完年，好多村庄锣鼓喧天，开始准备扭
秧歌。在我们那里叫“打秧歌”，从大年初一一直打
到元宵节，别提多热闹了。

敲锣声、打鼓声，音乐感和节奏感都很强。演员
们穿着戏装、踩着高跷，在指挥的带领下，走进拥挤
的人群，开始转着圈往外踩场子。

打秧歌的演员也分主角和配角。场上的总指
挥，就是那出口成章的“高脚杆子”，他不仅要掌控
场上的局势，还要根据实际情况，现编歌词唱出来，
是很考验功底的。

打秧歌队伍的最前边，一般是村里最漂亮的
姑娘，她们穿着红蓝色的戏袍，一个扮演崔莺莺，一
个扮演红娘。她俩打扮得最漂亮，是整个演出的亮
点。每每轮到她俩走到台前演唱，观众席里的呐喊
声就不断响起。

她俩后边就是4个年轻的帅哥。他们穿着白衬
衣，扎着腰带，脸上化着妆，头上扎着红飘带。在里
这个阵营里的小伙子，一个正月的秧歌打下来，四
周八村的女孩，有不少会托媒人上门提亲。

秧歌队里不可缺少的老太太，可是男人装扮
的。他的装扮经常令人捧腹大笑，戴着棉帽子，后边
露出一个圆圆的小发髻，脸上画得皱纹满满。他穿
着老年妇女的大襟褂子、肥大的裤子，扎着裤腿，弯
着腰，挎着一个篮子，演得那真是惟妙惟肖。队伍里
还有脸上粘了一个大黑痦子的媒婆、长了白胡子划
旱船的老头、骑毛驴回娘家的小媳妇，个个风趣幽
默，惹得观众哈哈大笑。

《西游记》里的师徒四人也悉数登场。孙悟空拿
着金箍棒，围着场子转圈跑，又蹦又跳。其实他就是
利用这种方式打场子的，要不然，那些拥挤的观众，
总往演出场地里挤，影响秧歌队的演出。二师兄猪
八戒，挺着个大肚子，耷拉俩大耳朵，扛着九齿钉
耙，到处溜达。唐僧和沙僧就稳重得多，默默地跟在
队伍里。

其他演员穿着戏服、浓妆艳抹，两手拿着扎在
腰里的红绸子，踩着鼓点扭着，嘴里还唱着。秧歌队
的演出会持续一段时间，只要听到外面锣鼓一响，
人们就立马放下手中的活儿，赶紧出去看，那可真
是热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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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松解决哺乳期奶少，堵奶，乳腺管
不通畅，清水奶，大小乳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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