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联系电话：88423056知味斋知味斋知味斋知味斋知味斋知味斋知味斋知味斋知味斋知味斋知味斋知味斋知味斋知味斋知味斋知味斋知味斋知味斋知味斋知味斋知味斋知味斋知味斋知味斋知味斋知味斋知味斋知味斋知味斋知味斋知味斋 2023.03.02 责任编辑 魏 萌/组版 吴 轶 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邮箱：ydrb2019@126.com

春日慢，季节的神韵在慢节
奏中呼之欲出。

春日来得慢。春天不像秋
天那样，一叶知秋，来得猝不及
防。春天的到来先要做足铺垫，
气温乍暖还寒，冰雪将融未融，大
地暖意迟迟，山峦寒气犹存，草木
露头观望，虫兽忐忑试探……经
历了这样的过程，春日才姗姗而
来。正因为来得慢，我们的期待
才会久。期待久了，拥抱灿烂春
光时才会格外珍惜和欣喜。

春日慢，风光淡。随着时令
的推进，春色一点点加浓。这个
过程，跟画家画一幅水彩一样。
春天的颜色越来越多，越来越
浓。当春之画笔逐渐酣畅淋漓起
来，最美好的春光就登场了。每
次我走在春风里，脑海中必然会
冒出那句：“陌上花开，可缓缓归
矣。”这话是吴越王钱镠对他的王
妃说的。我觉得这是春日里最美
的情话，一个大男人要多细腻才
会体察到爱人的心愿？春日花开，且在花间缓缓流连，
踏花归来，花香满衣。

春日太美，随处都是美丽的风光，牵绊着人们的脚
步。前几天我开车带着上幼儿园的孩子出门，孩子隔
着车窗看外面的风景。他忽然对我说：“爸爸，外面的
风景真美，你开车慢点，我还要看风景呢！”我顿时哈哈
大笑，看来“缓缓归”不是谁的专属，而是人类的天性。
这么小的孩子，对春天的美有天然的感知能力。

我索性把车停在路边，把孩子带入春天的深处。
尽管我此行有所谓的要紧事，但有什么事比欣赏美丽
的风光更要紧的呢？人生在世真没那么多非做不可的
事，唯有春光却是不可错过的。我带着孩子，在田野里
尽情享受春天的美丽。风缓缓地吹着，温情柔和。天
空浅蓝蓝的，大地潮润润的，温暖的气息浮荡在田野
上。我和孩子附身观察绿茸茸小草，我还教他认识返
青的麦苗，告诉他青草与麦苗的区别。

我跟孩子讲，春天的意义，不仅仅在于美丽，还在
于孕育万物，赐予我们生生不息的希望。我觉得用这
种方式给孩子深层次的启迪，是水到渠成的事，一切都
自然而然，不牵强不刻意。尽管他太小了，不懂所谓的
意义，但我相信我在春天里陪伴他，一定可以在他心里
种下一颗美好的种子。

春光无限，脚步放慢。这个季节真是好啊，让我们
随时从审美的角度过日子。孩子还看到了一只春天的
鸟儿，那只鸟儿不是麻雀，麻雀没有季节概念，是一只
从南方飞回来的鸟儿。我对鸟儿没什么研究，说不准
这鸟儿叫什么，便把这个“悬念”丢给孩子，也留给他一
个回归春天的线索。我们在田野里慢慢走，把春天走
成了一首缓慢的抒情诗。

慢节奏的春天，孕育出一幅幅鲜活的画面。我想，
如此美好的春日，我们应该慢慢享用。如同品味美食，
需细品。凡是美好的事物，都值得我们慢慢享用。春
日时光如此珍贵美好，怎能不用心体味？台湾作家刘
大任在《春迟更好》中写道：“人生得失难免，只要有一
个完整的春天细用慢享，一切就无所谓了。”

春日慢，慢慢行走，慢慢享用，慢慢品味……

春
日
慢

□
王
国
梁

“芳州拾翠暮忘归，秀野踏青来不定。”村野泛绿，
柳絮如雪花般漫天飞舞，布谷鸟的吟唱响彻云霄，触目
之处一派明清丽质，一派生机盎然。

踏青是季节性较强的传统民俗。先秦古籍《礼记·
月令》中有天子及后妃九嫔亲往欢游的描述。此间，人
们除祭祖、扫墓而外，便是踏青游春，正如明代《帝京景
物略》所载：三月清明日，男女扫墓，簪柳，游高梁桥，称
之踏青。明清时，踏青已成为一种“定制”，祭拜祖先，
远足踏青，传至今日。

田野阡陌间的油菜花次第开放，不几日便连成一
片，铺天盖地，濡染了朴素的村庄。即使身处婺源和罗平
的菜花丛中，感觉亦如此。油菜花在春天阳光的舞动下，
金灿亮丽，耀人眼目，仿佛走进凡·高的《向日葵》。

轻风如笛似箫，有一种丝绸般的滑润，有一种处子
般的清新。船娘头裹方巾，身着花衫，悠闲摇橹，身姿
袅娜，船儿轻捷地滑过菜花染黄的河面。游客们咔嚓、
咔嚓地摄下风情万种的“小桥流水人家”和“桃花红李
花白菜花黄”。

河岸边，几位老者蹲在青草丛中静静地垂钓，随着
一阵泼剌剌的声响，一条鲫鱼便拎上岸来，引得行人驻
足。岸边有窈窕村姑用铅丝篮子拉青螺，一派古雅意

韵。圩堤旁，芦苇身材颀长，如娉婷仕女。有孩子采来
细长苇叶，折成笛，叠成哨，韵味十足的叶笛声灵动了
整个村野。

人们欣喜地采摘鲜嫩甘甜的草莓，走进乡野里挑
挖嫩绿的野菜，采撷浓郁乡情。野枸杞，香椿芽，像京
剧西皮慢板，慢悠悠讲理叙事。枝蔓点点爆青，是铿锵
板眼儿，春光凝在那儿。

踏青逢庙会，欣赏会船表演。汉子们分列船上，手

握竹篙，随着咚咚锵锵的锣鼓声整齐划一下篙起篙。
姑娘们披红戴绿，手持木桨，一齐划水，小船燕子般迅
捷前行。河两岸如织的人群爆发出雷鸣般的喝彩声。
鼓声阵阵，彩旗猎猎，整个乡村沉浸在欢乐的海洋中。

“竹马踉跄冲浪去，纸鸢跋扈挟风呼。”旷野晴空飘

着各式风筝。有拖长尾巴的四角风筝、孔雀风筝。有
的带着哨口，遇风如笙似笛，凌空轻奏，极具管弦之
韵。五彩风筝凭风飘忽，灿烂了春日晴空。

骀荡春日单车骑行，人们会感受到生命的活力与
生活的激情。大家可以深入大街小巷，找寻城市和乡
野最美细节。微风拂面，快慢之间，欣赏沿途风景，感
受乡风民俗，进入身心俱泰、物我两忘的境界。

风雅踏青深受文人雅士青睐。古时上巳节，郊外
水边洗濯，祓除不祥。晋时曲水流觞，至唐赐宴曲江，
倾都修禊踏青，均是此意。杜甫“三月三日天气新，长
安水边多丽人。”尽现王公贵族踏青盛况。吴惟信“日
暮笙歌收拾去，万株杨柳属流莺。”描述踏青临暮不想
返回的情景。杨巨源“若待上林花似锦，出门俱是看花
人。”道出春游赏花的场景。杨基“何处祓除女儿散，来
过流水郁金香。”踏青场面跃然纸上。苏轼“已约年年
为此会，故人不用赋招魂。”每年春季都要东门踏青，朋
友不要挂念。

身居闹市，抛开琐碎和喧嚣，带露而行，卧草而眠，
探蕊寻香，玩怿山水，游目骋怀，心滓澄清。踏青春半，
体味生命绚烂，感悟生命真谛，抵达内心的清明与平
和，任由疲惫的身心在无边的乡情里沦陷。

踏青攥春光
□ 宫凤华

一只海燕，飞过琼州海峡，飞过天堑长江，飞到
我夤夜的梦中，让我思绪萦怀这天之涯、海之南的美
丽及其一往情深。为此想起，那天涯海角的沙滩、白
浪、椰树和这迷人的热带风光，以及鹿回头的遥远传
说，已刻进记忆深处，挥之不去。

我喜欢独具海南特色的木棉花、三角梅，喜欢黎
寨的跳竹竿和燃烧激情的篝火，喜欢黎家女子火一
样的情怀。所以海燕，你一定想告诉我，春天的海南
木棉花开了，像娇艳的红五星的色彩，绽放火一样的
光焰，或是三角梅那虬枝妖娆的花冠，红的紫的和粉
红色的花团锦簇，次第延展在山岭、悬崖和坡丘，盛
开在黎家土著人的篝火晚会及其柴扉相间的寨子
里，像极朝霞红晕和落日熔金的光辉。

那个并不遥远的春天，我乘银鹰飞翅去海南，
云游海口和三亚，抵达天涯海角。我曾游走鹿回头
的绝壁，叹海天一色万里湛蓝。我曾仰望椰子树的
高大俊立，想象它的前世，一定是那逐豹救鹿于悬
崖，赶走山恶而救美的黎族俊少年。我曾搏击风浪
挥臂掀波，让白鲨伴我访珊瑚。我曾徜徉金色的沙
滩，把插翅的想象飞向海涯天际。我曾与海鸥擦肩
雪浪惊涛之上，比试谁更有搏击风浪的坚强。我用
我的心浪，把诗文遗落在海天的月光下，心约远方

的一悬思念。
听着苍穹回声似的音乐，我攀爬五指山上，看琼

州山上山下郁郁葱葱，看万泉河清波激荡，听南渡江
缓缓流动，日夜歌唱四季风光，听胶林风动沙沙作
响，探悉爱国华侨报效祖国的心声……哦，还有那惊
艳山山岭岭的男高音，歌声影响两代人的美声王子
李演唱的《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在那山泉一样
激越的歌声里，回味艰苦卓绝的红色岁月，遥想当年
红军在这里留下的战斗足迹，目击新时代的橄榄战
士，沿着红军的足迹在万泉河边巡逻站岗。我看辽
阔的海空雄鹰展翅，碧波之上战舰驰疆，心驰神往祖
国的日益强大，万里江山再无被侵被霸的屈辱。

遥望五指山的沉默，像极一个游牧的老人在沉
思仕途在禅悟人生，山无言景无言，但他却分明在用
心写诗：“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从京城
贬谪到海南，一路颠簸，一路艰辛，与大海做伴，与星
辰为邻。但三年的流放与务实，使他与这片热土和
热土上的黎族人民结下深厚情谊。重回京都的路
上，他动情地用诗心告别黎寨说“他年谁作舆地志，
海南万里真吾乡。”这老人当然是鼎鼎大名的苏东
坡。曾经的海南飘浮海上，是尚未开窍的不毛之地，
土著居民与荒野为伍。这朝廷名士，把中原的文明

种子撒到这片土地，让海南从此开启文字的亮牖。
海燕，你掠过那片椰林，在我梦中回旋，让我思

绪也飞翔到这汪蓝天下的绿洲。看高耸的塔基掩映
林中展开幅度，像巨人伸向苍穹的臂膀，一次次点燃
激情升腾的热焰，将尖斗似的火箭送入茫茫太空，探
索人类的许多未知和神往。象征中华民族腾飞的长
征系列卫星，从文昌的土地出发，开启独步苍穹的万
里征程，让鲜艳的中国红与星辰交相辉映，扛起中华
民族载人航天的千年梦想。博鳌——亚洲论坛，这
托起世纪风光的亚洲首脑际会之所，让开放的中国
在此洋溢迷人风采。海南，这片风景如画的绿色宝
库，正焕发勃勃生机，惊艳世界，展示风景这边独好。

海燕，你一定知道我爱海南爱三亚，爱碧海蓝天下
的春风扬帆。我爱琼崖下的美丽传说，爱那艳放粉红
色记忆的岛花三角梅。海燕，你也一定知道，这片热土
有我用文字寻梦的足迹。我把梦想遗落这片土地，生
长出著文写诗的翅膀，穿过椰林，飞越海峡和长江，飞
翔在中国散文网络，接受天外来客一样的惊喜。我的
散文梦想绽放于《天涯三角梅》上，这空灵之吻一样的
烙金奖项！海燕，谢谢你这天使，把海南给予我圆梦的
美好演绎，告诉我这曾经的过客。我记住了海南，记住
了海南的三角梅，记住了这梦幻一样的世界！

海燕，从海南飞进梦中
□ 夏 牧

2011 年，笔者曾经在《北京
晚报》发了一篇文章《兔年的那
些歌》。

今年又逢癸卯兔年，在共
和国的怀抱里，我是一个已跨
越了七个兔年春节的人，亲身
经历了伟大的祖国从贫困走向
繁荣，从改革开放走上小康之
路的这样一个历史进程。深深
感到：兔年的那些歌声，诠释了
祖国的沧桑巨变。

记 得 第 一 个 兔 年 春 节 的
1951 年，我刚 6 周岁。新中国建
立不久，抗美援朝捷报频传，西
藏即将和平解放，施光南的《歌
唱祖国》成了母亲的摇篮曲，也
是那时人们释放的一种激情。

1963 年，第二个兔年春节，
我初中毕业。国家刚刚告别了
三年自然灾害困难时期，战胜
天灾人祸，是反映那个时代的
最强音，周恩来总理鼓励下，酝
酿构思的歌曲《我们走在大路
上》《社员都是向阳花》《李双双
小唱》等传唱于千家万户，很快
在民间生根发芽。

到了 1975 年，第三个兔年
春节，一首知青歌曲《南京之

歌》，以口口相传的方式悄然传遍大江南北。京剧样
板戏，李玉和的“雄心壮志冲云天”，杨子荣的“气冲
霄汉”，阿庆嫂的“垒砌七星灶，铜壶煮三江”，以及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等，深受群众喜爱，表达了那一
代人的喜怒哀乐。

1987 年，春节联欢晚会的第五个年头。党的改
革开放政策初见成效，深得民心。主宰这个时期的
歌曲，有《在希望的田野上》《我的中国心》《万里长城
永不倒》《血染的风采》等。内容内涵丰富，节奏从容
明快，歌声细腻微妙，宽敞更嘹亮。

跨世纪的 1999 年，在构建“和谐社会”、强调“以
人为本”的社会主旋律的影响下，年轻歌手陈红的一
曲《常回家看看》，让电视机前的所有观众为之动
容。在丰富的歌声海洋里《纤夫的爱》《弯弯的月亮》

《心太软》等，引导着人们，把市场经济的快节奏转向
人的情感、人性的温暖。将我们这个民族的优良传
统“百事孝为先”，渲染得格外的酣畅淋漓。

2011 兔年春晚，最牛的歌手，当属农民工组合
“旭日阳刚”以 289597 票排名第一，获得铁定上“春
晚”的资格。这是 2011 年“春晚”公开确定的第一个
节目。评论说，粗粝沧桑的嗓音，“唱得中国泪流满
面”，预示着当今“奋斗改变命运精神让人感动”的观
点，折射出“有梦想才能改变现实”的理念。它展现
了中国最真挚、最坦诚的灵魂。

2023 年，是中国共产党二十大胜利召开后的第
一个央视春晚，这台热气腾腾、暖意融融的晚会跃然
大小屏端，从四颗门齿的吉祥物兔圆圆，到演播大厅
顶棚花型结构，创作者从自然万物和历史文化中汲
取艺术审美元素，传递中华民族永葆信心、奋进拼搏
的精神力量。

春天，是万物萌发的季节，是梦想破土而出、拔
节生长的时节。“江山宽广，在我心中，都是我的家
乡”，在歌曲《我的家乡》冬不拉、马头琴、吉他、贝斯、
鼓等乐器的和鸣中，我们听到对家的依恋、对梦想的
坚守。

正如一首歌曲《远征》所唱：
“远征吧！我们的脊梁扛起万千牵挂。出发

吧！亿万颗心啊都是驰骋的火把。出发！”
春在脚下，春在心间，春在千家万户。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歌曲，一个时代有一个

时代的旋律。我们这个民族缺不了歌声，我们正处
在一个歌声如潮的时代。谁也没有办法否认这样的
事实。

因为，歌声的力
量 ，是 无 法 比 试 的 。
正如著名作家王蒙在

《歌声涌动六十年》中
所描述的那样：“这歌
声不是从喉咙，而是
从心底的深处、含着
泪 、破 涕 为 笑 了 才
唱 出 来 的 …… 像 浪
涛 、像 春 花 、像 倾 盆
大 雨 一 样 地 到 处 汹
涌澎湃。”

还
说
《
兔
年
的
那
些
歌
》

□
邵
玉
田

狂欢是一群人的寂寞，寂寞是一个人的狂欢。
和今天中国任何一个城市都是整个中国的缩影一
样，当年大纵湖上的那个小小村庄，就是一个完整的
世界。

犹如猎犬寻觅猎物，翻墙挖洞，能找的角壁角落
都找遍了，特别是地主老财的旧宅子，五梁八柱，都
是用的木板，连根洋钉子影子都没看见，家里除了一
口破铁锅不能变卖。听着渐渐远去铿锵的洋鼓声和
糖担子，冬冬耷拉着脑袋。

乡村社会里布满的是风、泥巴、芦苇、草房子，还
有长长的河流，乡村的孩子从小对铁铊子由来的敏
感，因为铁可以在糖担上换糖吃。村庄上没有土豪，
用钱买糖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换”，一种朴素原
始的交易方式几乎涵盖了村庄的整个生活，用家里
母鸡下的蛋换油盐酱醋，用小麦换小蟹仔，用甲鱼壳
子牙膏皮换针头线脑。庄上凡是能换糖吃的，孩子
们从来没有忘记算计，门锁、把搭扣、铁铲子、秤砣、
破锅、奶奶的铜炉子，想来想去，整个庄子上就是这
些金属物件了。

对了，还有村小里高高挂起的铜铃，村委会门口
大树上高悬的大喇叭。冬冬白天和夜里做梦都对这
两个大家伙打过主意，寻思过哪天爬上树把大喇叭
和铜铃取下来换下糖担子所有的糖，一次吃过瘾
了。可想到村支书在大喇叭里传达的鸡毛蒜皮的村

务就是村庄上的大事，学校丢了铃，老师忘记了时
间，无休止地拖课也不是个事啊。尽管踩过无数次
点，终究没有下得了手。

村庄贫乏，但也不是没有让冬冬心动的物件，庄
上除了拥有一家所谓现代化的碾米厂外，还有一家
五金加工厂，今天百度冬冬还可以自豪地找到——
大纵湖乡杨港五金加工厂。这家工厂就是村庄工业
经济的启蒙和发端，厂子主要生产煤球炉、簸箕。厂
设在村西头的旧礼堂，偌大的一个大车间，摆满整装
待发的煤球炉，十分壮观，一字排开的炉子漆得一身
绿或者一身红，现在遥想起来仍令人兴奋。

一口普通话的高老师教体育，乒乓球的直拍横
拍、侧旋弧旋等招式就是高老师带给孩子们的，但高
老师不仅仅教体育，他似乎什么都会，语文、数学老师
忙起农活来，课都是高老师代。一年级拼音字母村小
的老师没有一个有勇气教，记得都是高老师上课，字
正腔圆，抑扬顿挫。村小没有音乐课，高老师一有空
闲就唱歌给孩子们听，抓住一切机会教他们识谱，还
从上海请人带来录音机给孩子们放各种小曲子听，站
在讲台上的高老师，手捏小枝条，指挥全班大合唱，有
板有眼，很是陶醉。那年村小第一次由高老师带队参
加全乡国庆文艺会演，冬冬有幸参加，列队正步走上
舞台，那铿锵有力的节拍至今震撼人心、感动人心。

冬冬12岁前只见过穿在别人脚上的皮鞋，他的第

一双皮鞋是知青老杨从上海捎回苏北的旧鞋，是母亲
花三块钱巨资从一堆旧货中精心挑选出来的，那次母
亲一下子买了四双，冬冬兄妹四人一人一双。冬冬从
来就以为穿皮鞋神气就神气在人未到声先到的那种
感觉。可冬冬穿上旧皮鞋在大队部门口宽敞大道上
溜达了好一阵，与土布鞋无异总是闷声不响。冬冬纳
闷寻思了好多日，终于有一天碰到穿皮鞋的大军子，
讨教摸索了半天，这才破解了其中的真相，原来这响
声是铁掌子发出的。铁掌子哪里来？从前村庄上能
有个破鞋穿穿就已有头有脸，哪有修鞋的小摊。

终于有一天，冬冬对着天花板寻思发呆时，有
了，天赐鞋掌啊，冬冬取来图钉，每双鞋狠狠地前后
各钉了 8 颗。那种铁踏大地铿锵有力的感觉，心情爽
爆了。可是让人要命的是，乡村里尽是些松软泥泞
的小道，破皮鞋哪能踩出响亮的旋律啊。

看到一船一船运出去的煤球炉，冬冬多么想跟
船到遥远的大都市去，去看看外面精彩的世界。冬
冬看到开船的陈二爷，总是心生羡慕。那时候乡下
没汽车，冬冬自然对开船的师傅十分崇敬。常常流
连在西村头的大桥上，痴痴守着来往的船只，渔船、
货船、柴船、扒泥船，唯有五金厂的运货船在记忆里
最特殊，它不仅满载着一个孩子年少远行的梦，承载
了乡亲们的致富梦，更见证了古老村庄通向现代化
的漫漫征程。

大纵湖上的村庄
□ 王迎春

春逍遥 顾正山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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