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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
入夜，润物细无声”。冬天的寒意退去，春
天的暖阳把沉睡的绿色唤醒。春雨拽着
长长的丝线，淅淅沥沥地飘落下来，润泽
了大地上的万物。田野里干渴了一冬的
麦苗、油菜、花木全在春雨之中沐浴，显得
有点欣喜若狂、手舞足蹈，迎春花和梅花
如嗷嗷待哺的婴儿，张开小嘴喝了个够。

柳树把枝条伸展得那么悠然自得，随
着鸟雀的啼鸣，每一条都浸着诗意般欢欣。

小草拱出了地面，好奇地将世界打
探。它们呼朋唤友、手牵手，绿茵茵一片，
把“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诠
释得栩栩如生。

玉兰花含苞待放，在枝条上伸出“毛
笔”，书写着春意盎然、生机勃勃的诗句。
杏花和桃花也迎着春风沐着春雨，等待着
最好的时机向世界展示自己的美丽。

回归的燕子在春雨中呢喃，它们赶集

似的聚拢来，尽情地在雨雾中穿梭。
春雨打湿了上学去的孩子们的花伞，

滋润着孩子们努力学习、奋发向上、长大
为国争光的童心。把心中的鸽子放飞，翱
翔天空，使蓝天上的鸽哨响彻云霄。

大自然和谐之美，尽在这春雨绵绵中
显现。泥土的芬芳、馥郁将催生万物悄然
生长，把人勤春早、百花盛开、鸟语花香、
彩蝶飞舞的歌唱响。

“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
风”。走进若有若无的春雨里，和万物一
起沐浴在大自然温柔的馈赠里，享受着这
片刻的恬静。

昂起头，迎接那扑面而来的细绵春雨
的抚慰，一丝清凉，让雪藏一冬的心事如同
小草般倔强地破土而出。想与春天约会的
愿望总算得以实现了，久违了的不再寒气
逼人的风啊，请将我的欢喜和思念带到远
方。

提起笔，不知从何说起，相思的
泪如泉水般涌流，一滴滴落在纸上。

前几天，我去探望住院的大姐，
去之前她和我视频说要一味中药，看
我能否找到。我几经打听找到后给她
回复，说去看望她时带过去。她躺在
病床上，伸出一只手翘起大拇指，用微
弱的声音说：“有救了，有救了。”我不
忍直视，将脸扭到一边，泪水止不住地
流。她这是盼着我去救命啊！待我乘
车跨越千里去看她时，她已说不了几
句话。我握住她的手，深深地自责，轻
声地呼唤：“大姐，对不起，我来晚了，
没有多陪你说说话，你要的药我带来
了。”听到我的呼唤，她只是咧着嘴微
微一笑，并叫出了我的名字。

第二天4时许，我坚强的、为儿女
操劳一生的大姐，终究没能扛过病痛
的折磨，离开了她为之奋斗、经营了一
生的家，离开了她热爱的这个世界。

大姐生于1953年，由于从小姊
妹多，她只读到三年级就离开了学
校，开始帮助父母承担起家务。她聪
明伶俐，9岁学会纺线、12岁学会织
布。她虽然读书少，但勤奋好学，在
生产队劳动的同时，晚上参加扫盲
班，认真学习。我上小学五年级时，
教她查字典识字，成了她的小老师。

后来，大队部选拔人去公社参加
裁剪培训班，她踊跃报名参加。培训
结束，她回来后在大队缝纫部工作，
因此得到了很好的锻炼机会。之后，
家里买了缝纫机，一家老小的衣服全
是大姐裁剪制作，这在一定程度上帮
了母亲的大忙。

大姐的一生平凡又多彩，她哺育
了3个儿女，生活的磨炼使她坚强、
不屈不挠，一直在与病魔抗斗争。如
今，孩子们都已成家立业，她因多年
的操劳积劳成疾，身患多种疾病。但
她凭借自己坚强的意志，与病魔抗争
3年多，一直以乐观的心态面对。尽
管3年多里医生不止一次告诫子女
们要有心理准备，但当这一刻来临
时，亲人们仍然无法接受，生离死别，
痛彻心扉。她多想再陪孩子们多走
一段路，多想再帮助子女们照顾孩
子、料理家务……

大姐的一生平凡而伟大，她用积
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和勤奋努力的精
神，鼓舞和影响着身边的人；她用短
暂的69个春秋，诠释了生命的意义
在于拼搏奋斗，给亲人们留下了不可
磨灭的印象。我敬仰她、怀念她，她
是我心中的榜样。

愿我的大姐一路走好！

我的戏迷生涯从看戏开始，然后是演
戏、写戏本，直到耄耋之年仍沉迷于戏剧
的创作。

我父亲是一名铁匠，他边做活儿，边
哼唱怀梆，还时常带我一起去看戏。我进
城上高小时，豫剧团过来演出，我便喜欢
上了唱腔高亢嘹亮的豫剧。一有空闲时
间，我就到剧院看戏，有《白蛇传》《花木
兰》《义烈风》《麻风女》以及后来的《小二
黑结婚》《朝阳沟》《红灯记》等。

我还跟我的启蒙老师杨烈祯学拉板
胡。上世纪50年代初，我们村每逢春节
都要排戏庆贺。那年放假回家，杨老师让
我唱戏，演《小白旗的风波》里农业生产合
作社的质量检查员。我出身农民家庭，对
农村生活十分了解，把检查社员锄地质量
的场景演得活灵活现，获得观众好评。可
是由于嗓子不行，成了“唱戏没嗓，担担没
膀”。于是，我开始搞戏剧创作。

每逢节日，学校办文艺晚会，班级出
自编自演的节目中，有我编创的相声、快
板、话剧等。为此，同学戏称我为“作
家”。我还把自己写的作品向新乡市文联
投稿，如《街道的早晨》《相亲记》《春水绿
野》等。后来，参加工作来到焦作，曾参与

大型豫剧《焦裕禄》《红色矿工》的创作。
《焦裕禄》的演出引起周边市、县剧团观摩
仿照演出，剧本被河南省权威戏剧专刊采
用。1973年，《红色矿工》参加全省戏剧
会演，我曾与常香玉同桌用餐。她那平易
近人、和蔼可亲的形象，给我留下了深刻
印象。与此同时，我创作演出的独幕曲剧
《红炉下乡》参加了新乡市会演，并获得当
地文艺界专家的称赞。

之后，我全身心投入广播新闻工作
中，十分重视戏剧节目广播，除安排全剧
广播外，还邀请专家、名角解读、教唱重要
唱段；办有《听众点播》戏剧节目，很受市
民欢迎。

退休后，我每天看电视戏曲节目，也
没有停止戏曲作品创作：根据第一届全国
道德模范谢延信的感人事迹，创作了大型
豫剧《翁婿怨》；游览了汉献帝陵后，写了
古装历史剧《山阳公》，并由两家剧团演出
了其中的第六场《药店风波》；创作的《中
原赤子》，表现了济源抗日烈士于思礼的
英雄形象，省豫剧三团准备筹划演出。

虽然剧本还没有一部正式演出成功，
但作为戏迷，完成了我应做的，也为晚年
生活增添了诸多乐趣。

春天万物复苏，草长莺飞，又到
了植花种草的季节。

我爱好比较广泛，书法、绘画、写
作什么都会点儿，但养鱼喂鸟、栽花种
草是我的最爱。爱好归爱好，就是不
懂专业技术，每年春天我都会购买一
些花草，可今年种上到第二年就死掉
了，年年种花年年死，就是不见花开。

我对兰花情有独钟，它可以陶冶
情操，培养品位，文雅清静。平日里，
我把兰花摆放在案桌上，一边练字，
一边欣赏它，心情十分愉悦。

那天，我陪老伴到市场买菜，在
返回途中，突然一股兰花的馨香扑鼻
而来，我四处寻找，发现市场大门西
南角有一中年男子在售卖兰花，我连
忙走上前。“这兰花是什么品种，多少
钱一株？”我迫不及待地向卖方询问
价钱。“这叫四季兰，一年四季开花，
10元一株。”卖花人笑着回答。我当
即决定，买了一株。在回家的路上，
老伴一直唠叨我，说家里种有好几盆
兰花，我还买，多花这个钱。“家里种
的没有这个品种，这个品种好，一年
四季都能观赏和闻到兰花的香味。”
我不厌其烦地跟老伴解释。

老家有个邻居，是一个种花专业
户，叫王爱民。他在村里承包了一块
地，搭建了几个塑料大棚，里边种的
全部是花，什么品种都有。为了跟王
爱民学到一些种花的知识，我专门让
孩子给我买了一部智能手机，方便跟

他微信联系。通过微信，我向他求教
了种兰花的技术。去年春节后，他给
我邮寄过来4个品种共8株兰花，我
收到后如获至宝、欣喜若狂。包裹里
还用一张信纸注明了种植兰花的注
意事项，从种花用的盆具、培土、肥
料、浇水等都作了交代。当天收到兰
花，就让小女儿开车带我去了花卉市
场，购买了栽种兰花的花盆和营养
土，然后按照要求把兰花种了下来。

兰花在梅、兰、竹、菊“四君子”中
排行第二，它淡香雅趣，素心高洁，更
有君子之风。正像别人说的那样，兰
花好种不好成活，土壤瓷实了不行，浇
水勤了不行，阳光曝晒不行。所以，我
种的几盆兰花平时都摆放在阴凉处，
土壤里掺入一些松针和花生壳，让其
透气、漏水，同时按规定时间浇水。

功夫不负有心人。今年我养的
10盆兰花，盆盆生长旺盛，叶绿肥
壮。上周五上午，我正在案桌上专心
致志地绘画梅花。“老朱，快过来看
看！咱种的兰花开花了！”突然听到老
伴的呼喊，我立马放下手中的画笔，一
溜儿小跑到阳台前观看，真的有两盆
不起眼的兰花长出了花骨朵，其中有
一盆已成半开状态。花骨朵咧着小嘴
向我们微笑，瞬间整个房间散发出墨
兰的清香。“我说呢，今天上午光闻到
屋里有一股淡淡的香味，不知道是什
么原因，原来是兰花开花了。”老伴笑
嘻嘻地有点沾沾自喜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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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名作】

张乐意，中共党员，市
直机关退休干部，中国老年
书画研究会会员、军医师、
经济师。自幼喜爱书法、诗
词等，多次参加国家、省、市
组织的书法活动，曾获全国
诗书画家作品二等奖、美诗
团征集诗词三等奖、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及焦
作市老年书画研究会成立
30周年纪念奖等。

张乐意（照片由本人提供）

本版来稿请发至邮箱：
jzwbyiyuan@163.com

【专家点评】

（本栏作品均由张乐意作）

张乐意自幼颇好诗词翰墨，退休之
后，精研书法，并达到相当水平。其行书
师承晋唐诸大家，隶书遍临汉魏名帖，如
张迁、石门、曹全等碑帖。在广泛涉猎的

基础上，逐步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风
格。张乐意之书法如同其人，其结构潇
洒严谨，线条干净利落，真可谓翰不虚
动，下笔有由，字字跌宕起伏，笔力千钧，
作品给人以美的享受。

——杨德才，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焦作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焦作市老年
书画研究会会长

斑 竹（国画） 许跟虎 作

乡 韵（国画） 李弘林 作

自 戳（漫画） 顾培利 作

娴 静（国画） 郑清珍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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