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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疏 雨

能养就一段春的心，必然是温
软的。

想那《春闺梦》中的女子，那
段游丝醉软的春：“去时陌上花如
锦，今日楼头柳又青，可怜侬在深
闺等，海棠开日我想到如今……”
从前的日子，确实慢，慢到春去春
来的光阴只够去想念一个人，这
份想念在陌上花开，在楼头柳青，
在 夜 深 花 睡 去 ，亦 在 高 烛 照 红
妆。怀着这份想念，终朝如醉还
如病，苦倚熏笼坐到明。她不知
自己的春闺梦里人，已是无定河
边骨。靠着心中这一段春翘首期
望一次又一次的陌上花开，伊人
归来。这样的日子一天天泛着微
微的光彩。

姨在戏中便是这样的女子，有
着细腻柔婉的闺中情愫，有着绵长
如缕的缱绻愁思。她的风情，不像
三月杨花一般漫天飞洒袭人面，却
是淡妆浓抹总相宜。台上养就一
段春，温良妩媚，相夫教子，勤俭持
家，支撑着岁月中不足为奇的平淡
的日子。台下多少沟沟坎坎，多少
凄风冷雨，用心中养就的那段春，
软化，温润，消解。台上舞着游丝
软系飘春榭，落絮轻沾扑绣帘。台
下细数似水流年，用心中养就的那
段春，将人生的跌宕与寂寞在慢
板，流水，散板中起承转合。

或许，我们每个人心中都养就
一段春，都开着艳不求名的陌上
花，让自己的日子有了只有自己知
道的微微的光彩。那天看电视上
的诗词大赛，那个农妇白茹芸就是
这样一朵素洁的陌上花，若不是这
样的机缘，我们怎会知道脸朝黄土
背朝天的山村，有一个农妇每日辛
苦劳作之余与诗词相伴，身患绝
症，每次为省下二十四块钱，一个

人辗转十七个小时到医院，别的病
人有人陪护，而陪护她的是一本诗
词鉴赏辞典，那一页页，一字字，已
然氤氲在她恬淡的笑容中，或许，
那一句句，一行行，养就了她心中
的一段春，在这一段葳蕤的春中她
走出了山重水复，在料峭的春风
中，一蓑烟雨任平生。

然于我而言，文字便是我在阡
陌红尘中，觅得一叶轻舟，在风里，
有她相伴灵魂更轻盈和纯粹，她养
就了我心头的一段春，别人从我的
文字里读到的更多是唯美的东西，
以至于让很多人一致认为我的生
活是浸在袅袅的茶香中的，甚至还
氤氲着沉香的味道。并猜想着我
十指不沾阳春水，没有一丝一毫烟
火的气息。其实，我是过早地被人
间烟火熏大的孩子，世间种种皆在
心间眼底。文字不过是我偷欢的
所在，所有尘烟在还没成为文字
前，已在我的心头指尖滤尽。我在
我的文字里，绽放成自己想要的模
样，让自己在文字中享有这片刻的
安宁和美好。

作为写作者，生活中我也有为
人妻为人母为人子女的辛苦，牵挂
和焦灼。我的生活也不仅是书中
的琴棋书画诗酒花，还有油盐柴米
酱醋茶，所有的尘哀尘乐，挣扎纠
结都有，也有想逃得远远的，一人
吹吹风透透气的时候。也有时光
深处忆流年的伤怀：“白发何时
生？在你猝不及防的时日，偶尔一
天从明晃晃的镜子里，忽然发现一
根银色的发丝在满头乌发之间若
隐若现，真正如暗藏的间谍，无声，
无情，在悄然摧毁你的青春。”

是啊，人生真是快，红胭脂绿
芭蕉，别时窗前燕，飞来几时回？
转眼就是秋凉，如果能养就心中一
段春，自逐明媚，那么，何日不是素
年锦时。

养就心中一段春

□ 余述祥

“过年”是中华民族最大的节
日，它历史悠久、节期长、民俗活动
多。过年还是中华儿女心目中分
量最重的节日，再大的风霜雪雨依
然阻挡不住人们回家的脚步，它比
任何一个节日都能更好地诠释我
们的民族精神，讲述我们民族的价
值偏好。

在我的家乡弥渡，“过年”有着
丰富的文化内涵，包括更新、庆贺、
祈福、迎春、和谐、团圆等。一到过
年，家家户户都通过各种传统民俗
来欢庆新春佳节。城乡到处氤氲
着浓浓的乡愁。

“尽头街”备年货。“尽头街”是
除夕前的最后一个街子天，过年
的大幕也就此拉开。“尽头街”这
一天，过年的气氛已充盈大街小
巷，置年货，卖年货，这是一年中

买卖最兴隆的时候，赶“尽头街”
成了人们的头等大事。无论是县
城集市，还是乡村集市，排满了小
摊货位，人来人往的集市也成为年
前的一道风景。年画、春联、香烛、
鞭炮、甘蔗、水果、米花及米花大圆
糖、瓜子、糖果、时蔬干货、水产海
鲜、服装鞋帽、儿童玩具……老百
姓需要的年货应有尽有。来赶街
的人们大包小裹，满脸喜气地逛着
集市，不时与商家大声讨价还价，
整个集市充满了过年的喜庆气氛。

放爆竹贴春联祈吉。“礼义顺
祥曰吉。”吉是中国人一生的追求，
对一个人最美好的祝福莫过于“万
事大吉”。祈吉实际上包含着驱除
凶邪和祈求吉祥两个方面。除夕
日一大早，家家户户在大门、堂屋
门上张贴大红的“福”字斗方或各
种吉祥画、春联、门神，则是祈求吉
祥的重要习俗。放爆竹是典型的

驱除凶邪的习俗活动。爆竹用响
亮的声音、明亮的火光和爆发的力
量，将一切不利的东西驱除干净，
并渲染着过年吉祥的热烈气氛。
因此，在吃年夜饭前及除夕夜零点
之时，每家都要鸣放爆竹。

团圆年饭添余庆 。家乡弥渡
人的团圆年饭桌上有一定的“讲
究”。煮年饭时，如果是闰年，米要
煮 13“碗”，正常年份 12“碗”，要煮
够吃“两年”的饭，从除夕的年饭吃
到大年初二；要有鱼，因为鱼代表

“富裕”，当然鱼也不能全部吃光，
要剩下一些，寓意“年年有余”。除
了鱼、鸡、火腿、卷蹄、香肠……大
鱼大肉外，还要煮一锅杂菜，有青
菜、白菜、葱、蒜、藕……寓意清清
白白、健健康康、聪明伶俐、能说会
算、四通八达。

“守岁”。除夕夜，一家老小，
团坐在客厅里吃着瓜子糖果，嚼着

甘蔗“守岁”，小孩子是最喜欢“守
岁”的了，因为在除夕夜，有老辈给
小辈“压岁钱”的民俗。除夕夜“守
岁”时，长辈就将事先准备好的压
岁钱分给晚辈，据说压岁钱可以压
住邪祟，因为“岁”与“祟”谐音，晚
辈得到压岁钱就可以平平安安度
过一岁。除夕的钟声响起时，要将
一根甘蔗放在堂屋门后，寓意一家
人日子“年头甜到年尾”。

吃糕。大年初一早上吃米花
甜开水、米花圆糖、米面蒸的糕，
那是老祖宗传下来的习俗。寓意

“甜甜蜜蜜、圆圆满满、大吉大利、
步步高升、飞黄腾达。”大年初一
这一天，人人穿上新衣服，说着“新
年大吉”的吉祥语，带着满满的希
望，让一切从头开始。初二开始走
亲戚串门拜年啦。对于乡里乡亲
来说，互相拜年就是过年期间最重
要的庆贺。

乡愁氤氲过大年

□ 张凤姬

生活在兰花之乡鹤庆，先生也
爱兰，养兰，在周末偶尔休闲的日
子，他也常出入兰花市场，买的时
候并不多，大多时候只是看看热
闹，赏赏花而已。他养兰，以敝帚
自珍为原则，只是一种发自内心
的喜欢，会心畅意，并不以赚钱为
目的，追名斗奇，以珍稀名贵而自
豪。清风、绿叶、幽香、飘逸、葳
蕤……也许，无论什么样的兰草，
只要心中欢喜，便是最好。

先生常邀我去花房看他养的
花，我没兴趣，从不当回事，一年下
来进不了两次花房，而他却每天至
少两次，我常笑他痴。这几天，他
说花开得正好，兰香满屋。再三邀
请，我勉为其难上花房看看。

还未开门，一股芬芳弥漫，整
个人处在花香的海洋中，让我瞬
时神清气爽，每个毛孔每个细胞
都浸染了馥郁的花香，令人舒畅
而沉醉。“芝兰出幽谷，不以无人
而不芳”，阵阵幽香飘逸而沁人
心，不由想起《春夜喜雨》“随风潜
入夜，润物细无声”的句子，这芬
芳一样醉人细无声！“兰生深山
中，馥馥吐幽香”，兰生温室中，一
样也吐幽香。

花房里一盆盆兰草整齐有序
地摆满了花架，许多花盆里都开满
了花，难怪花香如此沁人心脾，也
难怪先生三请四邀锲而不舍地非
得请我到花房来看看，我确实已好
久不到花房了，而花的确开得不
错。看他得意忘形的样，我开玩笑
说:“难怪非得劳夫人我大驾光临，

难怪非得向我炫耀，原来真是花香
醉人啊！”

一盆盆兰草，长得郁郁葱葱，
细长葱翠的草叶自然舒散开来，柔
美曼妙。真是“婀娜花姿碧叶长，
风采难隐古中香”。所有的兰都没
有一点点烧尖的痕迹，一片片新叶
如剑指云天，还有不少叶片弯弯如
弦月，一些较老较长的叶片则袅袅
娜娜，从窗缝钻进来的清风微微拂
过，片片墨叶如婷婷的少女水袖轻
舞。其婀娜的身姿，轻柔的身段，
浅唱低吟间曼妙的舞蹈，含而不露
的天然之美，令人陶醉。我不由想
起唐代诗人张九龄《感遇·其一 》

“兰叶春葳蕤，桂华秋皎洁。欣欣
此生意，自尔为佳节。谁知林栖
者，闻风坐相悦。草木有本心，何
求美人折？”

这些兰草如此欣欣向荣，清香
醉人，我来与不来，这些兰草都在
默默地生长，静静地芬芳啊，真如
白居易所赞“不因纫取堪为佩，纵
使无人亦自芳”。

一片片繁复的兰叶间，枝枝蕊
蕊的兰花晶莹清丽，朵朵绽放，散
发着清新的幽香，令人流连忘返，
心旷神怡。不同品种的兰草开着
不同花色的花，一朵挨一朵，一束
又一束，千姿百态让人无限怜爱地
香。素兰素颜出镜，素洁无瑕；色
花端庄迷人，奔放飘逸，竞相绽
放...弥散一种返璞归真的灵动。

轻风过处，兰香时聚时散，欲
淡还浓，兰花朵朵忽左忽右，俯仰
颔首间，如各色蝴蝶翩翩飞舞。一
种风景，一种心境；而一种心境也
会是一种风景，看这生机勃勃的兰
花，白天的烦恼已烟消云散。

“我爱幽兰异众芳，不将颜色
媚春阳。”此刻，从不关心这些兰草
的我，忽然也爱上了这些兰花。

□ 刘 冬

某日下班回家，儿子迫不及待
地拉我来看他“种”的花，我瞅了一
眼他在花盆里丢埋的松子、瓜子、
核桃仁不禁扑哧一笑，望着儿子满
眼期待的眼睛，我摸摸他的头夸
道：“宝宝能干，会种花了。”有了这
一句夸，孩子几乎每天都来探望是
否有所变化，小心翼翼地呵护着心
中期望，看着连日来毫无起色的籽
种，终于按捺不住，“妈妈，怎么我
种的花还没有开？”“没那么快，要
生根、发芽、长茎、抽叶，慢慢才会
开花。”“那你让它快点长嘛，我想
看它开花。”“种子种下得有个过
程，它还小，要慢慢长大才行……”

“我也还小，你怎么老让我快点快

点？”还未说完，孩子便打断了我的
解释，这句“你怎么老让我快点”在
心里顿时一惊，震颤久久。

回想怀胎十月时，亲手制作床
铃，看着视频教程裁剪制作各类小
玩具，兴致勃勃地买来布料和缝纫
机缝制背带裤；出生后耐心照顾、
关爱有加，会为做一顿辅食饭泥跑
到几年未迈进过的菜场挑选新鲜
时蔬，编家家歌认识家庭成员，绘
制图册卡片，绞尽脑汁与其一同亲
子游乐，让爱在时光里荡漾弥散，
绢成回忆。指缝太宽，而时间孱
瘦，儿子不觉已到两岁半，看着日
渐长大的孩子，比对着周围环境里
的人事，加之家人对其百般溺爱，
身为一名教育工作者的母亲，对儿
子的教育，我自认严泽爱施，张弛

相宜，在不紧不慢中与孩子一同成
长着。然而，当两岁半孩子的这
句“老让我快点”不禁让我沉淀反
思：稚幼的儿子聪伶可爱，除了睡
觉之外异常好动淘气，随着年纪
的增长有过之无削减之象，工作
疲极回家时对儿子的教育断不如
从前那般耐心细致了：“这个脏，
不能玩；那个不能吃……”“你不
准这样、你必须那样……”这类话
语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曾几何
时，对他的关爱不知不觉变成了

“你怎么又这样”“快点快点”“你
再不听话妈妈要走了”……明知是
不当的交流方式，却偏觉有用有
效，哪知竟不自觉忽略了孩子心中
的想法，甚至未做到尊重孩子，替
他做了选择。

“要努力，不能落后，不能输在
起跑线上！”小小儿郎，背着沉重的
大书包，连假期周末都奔忙在各种
各类培优班上，可这些还不够，家
长依旧用“大人速度”催促着孩子，
把“家长期望值”无条件附加在孩
子身上，忘记了孩子能否承受得
下，真正关心走进孩子的内心世界
越来越少……

当要求孩子务必无条件“满
足”自己所愿时，试问自己的幼时
成长是否如孩子一般稚拙？当每
学习一种看似简单得不值一提的
生活技能时，自己幼时能否如孩子
这般聪明易懂？当催促孩子要达
到自己速度时，能否躬下身子伏于
耳畔、与孩子同处一个视角高度看
着孩子的眼睛认真诉说？

童稚之子，接近神灵。不要试
图用你的催促、责备和抱怨去加快
孩子的速度，妄加个人想法和意
志，别走得太快，等一等孩子。

记得等一等孩子

生活怡趣兰飘香
生 活 笔 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