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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时代读苏轼词：“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
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那时觉得“诗酒趁年华”
是世间最妙的事，趁着春色正好，年华正盛，吟诗喝
酒，妙趣横生，风雅潇洒。

每个季节都有本该做的事，诗酒趁年华，我们
要在春季里尽情放歌，尽情欢乐，不然就白白辜负
了大好春色。漫长的冬天，双脚被寒冷禁锢了，无
法纵横驰骋。春终于来了，冰雪消融，土地松软，天
空蔚蓝，草色初绽，柳色正新，花朵含苞，每一片风
景透露着久违的生机。面对美丽的春色，谁能不心
动？我们在春天里采撷春光，在春天里对酒当歌，
在春天里播种梦想，在春天里计划未来……诗酒趁
年华，最美的时光要做最美的事。

春色无边，风光绚丽。春天是用来吟诗饮酒
的，诗意的春天，每个人都成了诗人。

诗 酒 趁 年 华 ，关 键 是 要“ 趁 年 华 ”。 同 学 少
年，风华正茂，每一个日子都如诗如画。青春如
歌，跳荡着壮丽豪迈的音符，演绎着激情澎湃的旋
律。青春如诗，抒写着婉转灵动的词句，吟诵着明
丽生动的篇章。青春岁月，就应该是狂傲和激昂

的，用无限热情和无限激情谱写一首动人心魄的
诗。青春本身就是最大的财富，我们有的是资本，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和一场奋不顾身的爱情，
这些都是岁月的馈赠。如果一个人的青春时代都
波 澜 不 惊 ，那 么 他 的 人 生 还 能 掀 起 什 么 样 的 浪
花？诗酒趁年华，且行且歌，且饮且醉，无需有太
多顾虑。把青春过成一幅精彩纷呈的画，你就完
成了对生命最美的礼赞。

诗酒趁年华，不是及时行乐的消极享乐思想，
而是要把青春的风采演绎出来，把青春的特质展现
出来。青春如歌，生命无悔，人生大美。

人生何其美，诗酒趁年华。虽然大家都说“人生
没有太晚的开始”，可有些事真的不能太晚去追逐。
从这一点说，张爱玲的那句“出名要趁早”还是有些
道理的。青春做伴，生命绽放，最华彩的人生阶段做
最惹眼的事，这样不会给别人丝毫的违和感。

每个季节都有不同的色调，我们也应该调整自
己的生活姿态。春季是用来播种和歌唱的，夏季是
用来耕耘和酝酿的，秋季是用来收获和收藏的，冬
季是用来安守和期待的，我们都像辛勤而智慧的农

人一样，在不同的节气里做不同的事，把农事安排
得妥妥帖帖。只有顺应了大自然的规律，才能呈现
出最好的状态。

四季的生活如此，我们的人生也应该如此。生
命的每一个阶段，都有不同的面貌，不同的使命。
我们要把握人生每个阶段的底色，做得体的事，说
得体的话。违背自然规律的做法，会让别人感到不
舒服，也会让自己找不准人生定位。

我也见过“小大人”，他们青春正好，却让人感
觉不到可爱。他们总想掌控周围的一切，可却因为
没有必备的人生智慧，所作所为很拙劣，总是流于
算计和心计，让人一眼看穿。我见过“老顽童”，他
们总是做出天真可爱的样子。他们说的话，做的
事，真的与满脸皱纹和满头白发不匹配。有时候他
们的表现稍有点过火，就给人浅薄之感。我不认为

“老要张狂少要稳”，人还是应该在人生的不同阶段
做出最自然最得体的事。青春时代，敢闯敢做。过
了这个阶段，就应该修炼自己的涵养和修为。

青春时代，就做属于青春的事。春风春雨，新
火新茶，诗酒趁年华。

诗酒趁年华
□ 王国梁

世间花卉千姿百态，妩媚竞妍风情万种，但能
唤起人流如潮涌，竞相花前说国色的，只有牡丹花。

牡丹花开，是春日的流丹飞霞；牡丹花开，似天
界的云霓落垂。看牡丹吐艳，芳菲无比：红的如朝
阳喷薄，紫的似晚霞燃烧，粉的如花旦涂脂，白的似
云絮浮动，而绿的则风韵独具……一朵花是一张笑
脸，一片花开是彩霞飞艳，而满园花开则让天上花
仙也艳羡。

春天似乎总与出游密切相关，否则咋会有踏春
之说呢！只是我们一脚踏得远了点，自驾直抵千年
古都洛阳城。九朝古都洛阳位于邙山之南、洛水之
滨，具形胜固险，拥漕运便利，居豫州守中，殊为难
得。明朝谋士陈建作《建都论》纵论古今天下都会
时，毫不吝啬于赞美这牡丹花都“尽善尽美唯洛
阳”。春末夏初时的洛阳，尽管花残无甚多，但未尽
的牡丹花苑，依然敞开热烈怀抱，绽放迷人笑靥，欢
迎我们这远道而来的黄海之滨盐城人。那成片成片
的牡丹花，在山脚，在河滨，在花圃，也在乡村人家
的庭院中，五彩缤纷，娇艳似锦。

听花都友人讲牡丹花的传承，也是一种享受。
尽管牡丹与生俱来于世间已不知多少年，但自有史
记载的上古以来至秦汉，漫长的岁月里都没有牡丹

花的名分，只统称为芍药。两千八百多年前的《诗
经》中依然谓牡丹为“芍药”：“洧之外，洵且乐。维
一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芍药。”文意曰青年男女
在洵河洧水岸边春游，戏谑谈笑间互赠芍药为信
物，而此处勺药即牡丹。从芍药到牡丹这特立于世
的美名，始于东汉首帝刘秀的赐予。刘秀逃避王莽
追兵时，藏身于芍药花丛幸免厄运，称帝后命名勺
药为“汉牡丹”，此后被骚客引用诗文中。

洛阳人说，牡丹的栽培最早源于河洛，至今已
有一千六百多年的历史。而洛阳则是“视野所及皆
牡丹，洛城无处不牡丹”，洛阳果然不虚为华夏牡丹
之帝都的盛名。回望千年传承史，牡丹作为观赏植
物，始于南北朝时期。相传隋炀帝在洛阳建西苑
时，易州道进献牡丹为贡物，自此牡丹进入皇家园
林，并成为官民皆赏识的华贵之品种。但诗咏牡丹
至热点则非唐时诗人而莫属。与白居易同时代的徐
凝《牡丹》诗曰：“何人不爱牡丹花，占尽城中好物华
……”刘禹锡的《赏牡丹》则进一步说“花开时节动
京城，唯有牡丹真国色……”用国色天香形容牡丹的
绝世之美，且唯此花而动京城于万人空巷，可见诗
咏牡丹已至极。

牡丹不仅是美的化身，更因铁骨铮铮的人格

化而罕见。想必人们都听说过牡丹不屈于女皇武
则天的故事。据洛阳友人介绍，武皇受宫女掇哄，
兴致所至竟令寒冬雪飞中的牡丹开花助其兴，但
应季休眠的牡丹不因女皇宠爱而违背自然规律献
殷勤。盛怒之下的武女皇竟令宫女燎火焚烧后花
园中众牡丹。傲骨牡丹于武女皇谢冕之后才露新
嫩再复原。友人说，你别管这是真的假的或野史
的传说，但赋予牡丹的傲骨之真是毋庸置疑的。
我等当然信，真也信假也信，盖因推崇备至于牡丹
花，不然咋会千里迢迢于一路风尘去春天的洛城
看牡丹？

年轻时看电影《红牡丹》，备感震撼，尤其是那
首《牡丹之歌》如行云流水般跌宕起伏，更是激荡心
扉：“啊，牡丹，百花丛中最鲜艳；啊，牡丹，众香国里
最壮观。有人说你娇媚，娇媚的生命哪有这样丰
满；有人说你富贵，哪知道你曾历经贫寒……”牡丹
就是这样一种风骨一种特立，娇而不媚，贵而不淫，
一如不媚权贵的烈女子。牡丹花以其艳阳之下的万
种风情特立于世，给世人以无比的惊艳，给春天以
最后的花魅，让春天画上一个完美的符号。洛阳之
行，欣赏了牡丹的国色天香，也增添了牡丹的丰富
见识，不虚此行，回味犹新！

国色天香竞芳菲
□ 夏 牧

晨曦微露时，微风轻拂。

有一份执着在朦胧中若隐若现，

有一群身影在忙碌中点亮微光。

他们的每一次弯腰，

都是在致敬远方；

他们的每一步向前，

都给身后留下芬芳。

当人们沉醉于绿水青山，

可否会心疼那双带茧的手掌？

当人们流连于大街小巷，

可否会铭记那背影的沧桑？

无论生活多么平凡，

可平凡中仍有坚挺的脊梁；

无论城市多么繁华，

繁华中依然有耀眼的玫瑰黄。

玫瑰黄
——致敬环卫工人

□ 王祝一

20 个月大的丫丫，还没学会说话，急得年轻的
爸爸妈妈像热锅上的蚂蚁，向人打听，向医生专家
咨询，丫丫不会是听力有问题吧？丫丫的曾祖母，
一头银发，慈眉善目，打包票对孙儿孙媳说，你们瞎
操心！丫丫说话只是迟点，你们看她小嘴薄唇，将
来说起话来有你们烦的。说完曾祖母剥起新采摘的
蚕豆荚，丫丫见之，搬来一张小兀凳，依偎在曾祖母
的怀中陪着剥起蚕豆来。曾祖母干瘪的双唇亲了一
口丫丫红扑扑的小脸蛋，咱家丫丫最灵气，打小爱
劳动，真让人心安！丫丫听懂曾祖母的夸奖，把刚
剥的三只青蚕豆送到曾祖母的手中，还不忘回亲了
一下曾祖母……没多久，丫丫会说话了，同时印证了
曾祖母的所言。

男孩在高考后完全放松的一次旅游中，遭遇了
车祸，等他醒来，他的双腿截肢了。男孩像是做了
一场噩梦，歇斯底里哭喊着，我的双腿哪去了？失
去了双腿，我的人生完了！你们为什么要救我，还
不如让我……男孩的母亲搂着他失声痛哭，男孩的

父亲摇头叹息以泪洗面……可日子还得过下去，三
个月后，父亲从噩耗的阴影中走出来，工作家务两
头忙；半年后，母亲从悲伤中挣脱出来，不过请了长
假留家照看男孩，以防他想不开……其间，父母请心
理医生开导男孩，起初拒绝，一来二往男孩接受了
心理医师的医疗……一年后的一日，男孩对母亲说，
妈妈你去上班吧！我会照顾好自己的！我要用自己
的方式让自己站起来……一时，母亲不相信自己的
耳朵，虽顺从男孩的话语，还是不放心，说是出门上
班，还是偷偷返回观察男孩的举动，男孩的确忙碌
起来，电脑键盘敲得嗒嗒响……第一张 2000 元的稿
费单寄到家中，男孩郑重向父母宣布，爸妈，我在写
网络小说，我要用稿费养活自己，我要挣更多的稿
费为你们将来养老……父母把此消息告知心理医
生，医生祝贺父母，男孩的“双腿”长出来了！失去
双腿的男孩劳动了，自己心安，父母心安。

八十又三无儿无女的叔父，不抽烟不喝酒的他
养活自己不成问题。我们侄儿侄女多次邀请他来城

里享清福，可叔父固执地守在乡下，拾起边边角角
的土地种植起蔬菜瓜果，忙碌得手不停脚不住。我
们曾埋怨他，种植那么多蔬菜瓜果，不卖钱，自己又
吃不完，岂不是劳民伤财！叔父倒不这样认为，种
植的蔬菜瓜果自己吃不完，可以分给左邻右舍，还
可以进城为你们送点，让你们和带给同事朋友们尝
尝鲜！再说，劳动了一辈子，都习惯了，若是什么都
不做，眼见着土地荒着，心疼呢！自己无病无恙，种
种蔬菜瓜果，活又不重，人又不累，劳动劳动，活动
活动筋骨，日子才过得心安踏实呀！

俗话说劳动最光荣，光荣的是自我心安，心安
的是身体的本能、做人的尊严、情感的寄托、自我的
生存、活着的意义乃至生命的价值……人一旦鄙视
劳动，离开劳动，幸福的源泉将枯竭，精神的世界将
空虚，物质的生活将单调，人生变得无味，如行尸走
肉活着，心难求安，情无所寄……

原来，人生在世，唯有劳动，心安踏实，忧愁远
去，日日好日，岁月悠长……

劳动最心安
□ 胥加山

暮春傍晚，凉风习习，
落日西垂。饭后漫步，就走
到了街头一溜子路边菜摊
旁。都是一群老奶奶照顾
着单薄的小生意，看她们做
小买卖其实是一件蛮有意
思的事。

地摊上无非是一些小把
的青菜、韭菜，青翠欲滴，把
扎的湿润稻草上还带着泥土
气息；三五一捆的莴苣，叶片
肥硕，根部粗壮；小撮的分
葱、芫荽，滴着水珠，香味芬
芳 扑 鼻 。 也 有 河 里 趟 的 螺
螺、摸的河蚌，在盆里用河水
静静地养着，螺壳贝壳晶莹
剔透。因为快立夏了，也有
一筐一篓一篮的草鸡蛋、土
鸭蛋，和小盆子盛着的大鹅
蛋，都是散养的鸡鸭鹅新近
生的蛋。

让我想起了多年前机关
一位副业助理的话，他在全
乡大力发展多种经营动员大
会上曾这样说，“你们没事不
要摸牌打麻将，整天无所事
事的，那怕长点蔬菜，趟点螺
螺摸点河歪，也是为发展副
业搞活经济作贡献嘛……”

副业助理的话当时自然引起了哄堂大笑，但是，到街
头卖点自家长的菜蔬，鸡鸭们生的禽蛋，捞捕的河
鲜，的的确确一直是那些闲不住的奶奶贴补家用的
好办法。

我这边看着想着，那边大娘就开张了。“一块钱
一把，粉嫩的小青菜，要几把，你随意拿！”“三把。三
元扫码。”一位看着像下班的女工跨在电瓶车上掏出
手机。“嘿嘿，不会用不会用，有现金吗？”大娘看着伸
过来的手机手直摇。“你支付给我，我替你付现金。”
旁边买两把韭菜的大爷，要帮女工用现金付青菜
钱。买韭菜的大爷麻利地掏出皮夹，替上现金，大娘
向怀口里揣下十元纸币，又在地上塑料袋里找出四
个硬币，两笔买卖顺利成交。当手机支付成为常态，
数字人民币也将进入寻常百姓家的时候，在街头巷
尾看他们用现金做着一笔笔小买卖，忽然觉得还是
一件蛮有情怀的事情。

前几天也曾发生只用现金支付的事情。一帮
同学春游三胡故里，行走在沿河的廊道上，两叶渔舟
引起了大家的兴趣。一前一后的小舟，在宽阔的蟒
蛇河上飞快而稳健地划行捕鱼。几个住在城里的同
学不常见捕鱼，格外的兴奋，“买点鲜活的野生鱼回
去煮煮！”说啥干啥，很快鱼娘应声划着双桨靠近了
码头。“季花鱼好！大野刀子鱼也好！”小渔船上的鳜
鱼、鲫鱼都被相中了。那边鱼娘熟络地抄网捞鱼，装
袋称重，算账等钱。这边掏出手机，急急准备微信支
付后拎鱼成交。“有现金吗？”那边鱼娘放下鱼袋，双
手在围裙来回擦了几下，拨拉一会手机，皱眉说“实
在弄不起来，没有现金就算了，卖不成了！”鱼娘独自
生气，几个同学面面相觑。隔了会儿，总算有个同学
从身上掏出了张百元钞票，80 元的生意皆大欢喜。
此刻，付现金不仅仅是成就了一笔生意，而且双方各
添高兴。买鱼的欢天喜地拎着活蹦乱跳的野生鱼，
卖鱼的也可以开心地捕鱼了。

当一方贫瘠的土地，被辛勤的汗水浇灌出一茬
茬青绿的蔬菜上市；当一叶小舟驾轻就熟地出没在
风波里，捕来一条条鲜活的大鱼；当即使不用手机支
付，也可以掏出现金各自欢喜地做成一笔笔小买卖，
我们所谓的诗与远方，其实总在那些富有情怀的日
常生活里。

日
常
的
情
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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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间劳动者 周文静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