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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志胜

散淡的春天(外一首）

春天在不寒的杨柳风中到来
晚雪的印痕被彻底抹掉
辨识，眺望
远方的缺失愈发严重
往往来来的洁羽
拂去愁容
飞檐下的风铃叮当作响
一如故里
流水不腐的天然文岩渠

父亲的小酒，母亲的麻将
随春天从香亭村赶来
一直平衡着夕阳下的光照
我目光短浅
固守着三分责任田
秋种菜冬裁枝
春浇返青水

这个春天有些散淡
入夜，披挂的暖色收入茗香
消隐的月光
纷纷从诗词歌赋中踱出
抱拳，对饮。简单程序过后
有空儿说话
没空儿各忙各的

春鲜儿
在大寒的尾候下单，吃得好
不完全看胃口、心情
迎新春的彩灯
与绕耳的轻音乐
都是时下这间春饼屋的摆设
关键是舒适度够高
所有的寒，被关在室外
所有源于期盼、祝愿
祈福之春江水
早在臆想的滩涂边
解开了思想的缰绳
香椿、榆钱、槐花、青笋、荠菜
万千喜爱，作奔马状
春色满园关不住
薄阳擅厨事，泥软地抻长
韭菜鸡蛋绿豆芽
素妆移步
一遍遍远眺，近观
细品慢鉴若嚼春
身旁的啧啧声
难掩鱼跃之欢
春天今晚的开场预演
仅是未来
怦然亮翅的牛刀小试

灯下漫笔

♣ 赵 洁

穿越千年梦回神都
“寒雪梅中尽，春风柳上归”，在人们热切

的期盼中，春天悄然走来，伴随暖暖的春风，人
们欢乐的笑声和曼妙的歌声，也飘荡在这座城
市的大街小巷。

风和日丽的一个周末，我与远道而来的朋
友一起来到洛阳天堂、明堂遗址公园。刚走进
景区，迎面一群身着汉服、头戴金钗的游客，她
们步履姗姗，衣袂飘飘，讲着一口吴侬软语，那
声音听起来柔美婉转，我虽然听不懂她们讲的
什么，但从她们花一般脸上洋溢着的微笑，可以
猜测出她们心中的喜悦。我的几位朋友，用艳
羡的目光一直目送她们走远，朋友们感叹，真
的有种从千年前的神都大唐穿越而来的感觉。

跨过厚重的红漆大门，在明堂内，首先映
入眼帘的是武皇居中，文武百官觐见朝拜的场
景。往事悠悠，不堪回首，隋唐盛世，万邦来
朝；隋唐乱世，战乱频仍。听着导游的讲解，那

“战马奔驰，弓弦惊鸣”的场景，在我眼前若隐
若现……

公元690年九月初九，67岁的武则天按捺
不住称帝的雄心，这一天她盛装打扮，登上城楼
正式即位，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她
定都洛阳，并将洛阳改称神都，立年号为周。

神都洛阳曾是武皇的盛世天下，这里人文
荟萃，思想文化包容，对于八方来宾、异域商贾，
她同样以海纳百川的广阔心胸，不断加以吸收、
容纳，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来自西域的“胡
商”。大量胡商通过丝绸之路在这里经商、生
活，使得双边经济贸易日渐繁荣。胡商文化也
迅速渗透到大唐社会的方方面面，在物质、文
化、生活等各个领域，呈现出别具一格的异域风
情，鲁迅先生曾感叹道：“唐人大有胡气。”当你穿
越到千年盛唐，走在行人如梭、摩肩接踵的街
道上，就能体验到当年唐朝盛世的景象，感受
到古今辉映、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洛阳。

在历史的涤荡中，明堂是王权至高无上的
象征。据说历朝历代的君主均有修建明堂的
愿望。唐高宗在位时也有修建明堂天堂的计
划，但因故搁置了。自武则天继位，为了能更
好巩固掌握手中政权，将明堂视为自己得天命
标志和王朝国运的象征，因此她对建造天堂明
堂之事极为重视。公元690年，武则天力排众
议下令拆除乾元殿，在贯穿洛阳城南北的中轴
线上，修建了明堂、天堂、天枢等建筑，构成了
一条繁华壮丽的天际线。

天堂、明堂的修建倾尽了大唐的举国之

力，他们层层选拔技艺精湛的能工巧匠，武则
天以她独有的方式和创新精神建造天堂明堂，
从传统意义上改变了周制的复古传统和呆板
四方的单层建筑模式，继承了传统明堂“象天
法地”的设计原则。仅用时一年，就建成了高
达90米的明堂。明堂共三层，底层为方形，四
面各施一色，象征四季。中层十二面，效法十
二时辰。顶层为圆形，四周环绕九龙雕塑。据
历史文献记载，明堂是历代史上体量最大的木
构建筑，充分展示了古人在建筑力学方面的智
慧和深厚的造诣。武则天给明堂起了一个很
大气、庄严的名字 ——万象神宫。从此这里便
成为她的政治权力中心，她在这里朝会官员、
发布政令、祭祀上天，并配祀宗祖……当时的
大唐，正站在世界之巅，神都，则是万国中心。

历史仿佛从未远去，时光的记忆一直留存
在这里，曾经的万象神宫，是至高而圣洁的地
方，它印证了隋唐洛阳城的悠悠岁月，也见证
了武则天的虔诚与迷惘，每当结束一天的朝政
公务，她喜欢一人独上高楼，回归自我。站在
权力最顶峰的她，更能真真切切地感受到高处
不胜寒。夜已寂 ，天已黑，站在佛祖面前，她双
手合十 ，默默地祈祷着，吐露着心声。

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在公元695年正月的
一天晚上，武则天的面首薛怀义因失宠泄私愤，
将这座能与当今摩天大楼比肩的巍峨建筑付
之一炬，从建成到烧毁，它的寿命仅有可怜的7
年，由于距离过近，天堂起火殃及明堂，直至次
日清晨，明堂亦被大火焚毁。武则天随即下旨
重建两堂，并于次年完成，同时将明堂更名为

“通天宫”，即“七天建筑”中所说的天宫，此后，陆
续重建翻修过几次，但再也没有当年的风采。

明堂，代表着国运的象征。也见证了大
唐风起洛阳，梦入神都。盛衰沉浮、荣辱变
迁。它曾经以世界第一的高度傲然于世，睥
睨天下……公元755年，在安史之乱中被安禄
山摧毁，在战乱中轰然倒下，化为焦土残垣，彻
底沦为废墟，最终消失在繁华的都城之内。

“暗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铮鸣”。
现如今的天堂、明堂遗址公园，是 1986年考
古发现后，2014年在遗址上重建的。这是一
座历史遗迹与现代科技于一体的古建筑群。
以其深厚的历史底蕴和宏大的建筑规模，吸
引了成千上万游客的目光，置身于此，不仅可
以追寻历史的足迹，更能感受到中华文明的
深厚底蕴和无限活力。

春和日丽春和日丽（（国画国画）） 王长水王长水

我三岁的时候，爷爷因脑溢血导致偏
瘫。在我的记忆中，爷爷总是扶着墙一瘸
一拐地挪动，几乎没有离开过他的小卖
部。打我记事起，奶奶便耳聋，每次说话
我都要扒着奶奶的耳朵大声讲。爷爷的
性格很温和，话不多，总是笑呵呵地，真是
慈祥的爷爷。奶奶虽耳聋，但性格热情开
朗，大嗓门爱说话，喝两杯小酒后兴致来
了还会唱戏，真是可爱的奶奶。

记得小时候的冬天很冷。经常是接连
几天下雪，放学的路上冷风呼呼地吹，把我
和姐姐的小脸儿冻红了，手也冻麻了。每
次走到村口，便远远地望见爷爷的小卖部，
外边的木门敞开着，门里遮着厚厚的棉帘
儿。这时我和姐姐总会快跑几步，钻进小
卖部，直冲向屋里的小木床，顾不得脱去外
套，便一头扎进被窝嬉笑打闹。

“外边儿冷吧？哎哟哟，赶紧让奶奶
给你捂捂手。”奶奶一边关切地说话，一边
把我的小手捂在她的胸口。

“冷！冷！奶奶，给我倒杯热水再放
点儿糖。”姐姐一边哆嗦着一边撒娇。

奶奶听后赶紧边倒水边说：“喝点糖水
暖一暖，一会儿给你们做你爱吃的花卷儿。”

这时爷爷从外边进来：“这几天冷得
狠了，多穿点衣服，人小搁不住冻，记着
没？”“嗯。”

爷爷的小卖部只有十多平方米，拥挤
的空间，却承载着我儿时所有的甜蜜。

小屋坐北朝南，正对屋门靠墙摆着一
个货架，整齐摆放着各种零食：薄荷糖、糯
米团、西瓜泡泡糖、香瓜子、炒花生、黄桃
罐头……屋子东墙边放着一台冰箱，里面
有奶奶买来的各种瓜果，还有奶奶亲手腌
制的西瓜黄豆酱，每天一放学我和姐姐都
会打开冰箱狼吞虎咽一番。西墙边置着
一张小木床，床脚边砌着一个煤炉子，炉
子上时常烧着热水，屋子中间摆着一张既
是餐桌又是麻将桌的小方桌。冬天的晚
上，外边飘着雪，炉子上的大水壶里冒出
来的热气弥漫了整个小屋。

别看小卖部很小，但是晚上来小卖部
聊天的人很多。爷爷和奶奶是村里出了名
的热心肠，和邻里街坊相处得都很和睦。

天刚黑透，小屋里就聚满了爷爷奶奶、叔叔
伯伯。村里的老人们聚在一起总有聊不完
的话题，有时候是村里的新闻和家长里短，
有时候聊正热播的电视剧，更多的是意味
深长地翻开几十年前的陈年旧事……

爷爷奶奶都是老党员，爷爷年轻时是
村里的民兵营营长，每当村里修路架桥、
抗旱防涝等急难险重的任务来临，爷爷总
是奋不顾身地冲锋在前。奶奶也是村干
部，年轻时在村里小学的开水房烧开水，
热情地为全校师生服务，喜欢帮助人，时
常还买烧饼去接济村里更加贫苦的人。
即使到了花甲之年，奶奶还每天下田干农
活、种菜养家……

每天晚上，爷爷小卖部的床沿上都坐
满了人。我被挤在床的最里边，拿着花卷
儿边啃边听他们闲谈。有时候会被突然
发现我的人问一句：“妞儿，学习成绩咋样
啊？考试能考多少分？”这样的热闹总是
在深夜才慢慢散去……

光阴流转，一切恍如昨日。如今家乡
的新农村建设，在党的领导下日新月异。
村干部带头脱贫攻坚，发展产业经济，带
队到山东寿光学习先进蔬菜大棚种植、花
卉种植和艾草种植技术，还引进种植新品
种西红柿、以色列小黄瓜，带领村民勤劳
致富，家家建起了新楼房。

爷爷奶奶去世后，小卖部和祖宅荒置
了 20年，像一个孤独沉寂的老人静默不
语。我和姐姐从小就有一个愿望：给爷爷
奶奶建一座楼房，让爷爷奶奶享清福。如
今我们已翻建了爷爷奶奶留下的祖宅，以
前那个十几平方米的小卖部，取而代之的
是一栋 600平方米的三层洋楼。终于圆
了儿时的梦，但遗憾的是，子欲孝而亲不
待，每次回到老家给爷爷奶奶上坟，我都
泪流满面，希望爷爷奶奶在天堂能够欣
慰和幸福。

就这样，爷爷的小卖部成为一个温馨
而伤感的烙印，永远定格在我充满遗憾的
梦中。小时候的冬天很冷，但也似乎不
冷。那时候总有爷爷奶奶的笑语温言，还
有小卖部直至深夜的灯光，暖暖的，照亮
了黑暗的夜，也照亮我努力前行的路……

民间纪事

♣ 曹 荔

爷爷的小卖部

荐书架

♣ 彭 进

《午夜猿人》：寓言叙事下的动物小说谱系建构

青年作家衣水的短篇小说集《午夜猿人》日
前由线装书局出版。该书由中国先锋小说之父
马原鼎力推荐。马原如此评价《午夜猿人》：“奇
异的想象力，令衣水的动物小说呈现出幻彩。
那是一些有趣的有着无与伦比反省能力的生
灵，轻而易举就模糊了人与畜生的界限，让他的
主人公突破了儿童文学的箩筐，忽然就生出了
全新的意趣。”著名小说家墨白认为衣水是河南
小说作家中的“另类”，指出衣水小说与诗歌存
在互文性，小说富有思辨色彩、意识流等现代创
作方法运用娴熟等特点。

衣水的小说风格独特，文本富有隐喻性、思
辨性、探索性。整体来看，《午夜猿人》已经初步
构筑了一套先锋叙事探索观照之下的寓言谱
系。衣水本人也对文学作品乃至人生的寓言性
有着深刻的理解，《午夜猿人》中曾有这样的表
述：“所有人都活在一个寓言之中。寓言是开启
整个世界的按钮，而我在这个系统中完成了宿
命。”笔者认为，作品中的这一段话，是作者自身
写作观念的一段告白，也是小说一直致力于表
达的主旨之一。

短篇小说《活鱼》通过一名单身、困窘的都
市男青年白小冷一大段一大段的意识流心理活

动，尝试着去构筑关于身体、生理、心理、精神、
物质、爱情、欲望、财富、权力尤其是人性的一个
庞大寓言，甚至是一个寓言体系，通过展示人的
生存状态的紧张性、荒诞性、多维性，从而多方
面挖掘并部分揭示人心幽暗深处的丰富世界。

其中短篇小说《钻进地铁的羊》同样引人关
注。40岁的郝思奇正处在人生转折的关键点，
现实困窘，前路渺茫，瞻前顾后，顾虑重重，他在
地铁站不远的桥墩下，邂逅了 20年后以及 20
年前的自己……《钻进地铁的羊》称得上是虚
构、想象、思考和智慧的有机结合，也正是因为
拥有如此丰富的蕴含，才使这篇仅7000余字的
小说荒诞而深刻，简洁而浩瀚，在看似新锐、探
索的表征之下，阐述的则是一个大道至简的生
存哲理。

评论家李霞认为，《午夜猿人》是一部令人
惊讶地以动物为载体的小说，融合了生态学、
天体物理学，以及自然科学的诸多元素，以直
觉叙述直达内心变幻和华彩诗意。难能可贵
的是，这部冠之于动物小说的作品，在梦幻、魔
幻、科幻的加持下，挖掘出了不一样的具有异
质的故事景观，共生出直抵社会现实、撼动人
心的内省力量。

人与自然

♣ 袁占才

梨花宴

梨花宴，主角当然是冷艳的梨花。别把
“宴”看窄，以为摆至桌上，珍馐美食才可称
宴，那撑眼的是视觉盛宴，娱耳的是听觉盛
宴。花懂人语，观花之豪奢，惊花之气势，得
美之享受，诚花宴妙解。想古之花宴，曰花
朝宴、花朝节，这一日择花枝，祭花神，赏花
影，吟花赋，饮花露，且把花儿揉碎了，百样
调制。只是老百姓忙于生计，鲜有这般闲情
逸趣。而论起来，诸花之中，不管入眼入馔，
是赏是吃，梨花都该排在首位的。

梨花，花宴之魁也。这不，春着五彩盛
装翩然而来，鲁城之西五里岭，六万亩梨园，
雪崩似的。看这阵势，园主唯恐慢待了这漫
天飞白，就让梨花邀约，办起梨花节，搞出梨
花宴。人们脸上漾笑，蜂拥而至。那天阳光
正好，我随朋友也去赶潮。但见梨花映天，
众客咔咔摆拍。女子们撑开花伞，如花瓣摇
动，呈古典之美。梨棵中，众人抛下喧哗，荡
落无数梨瓣；扔下呐喊，晃一地缤纷。窸窣
窣，扑簌簌，惊飞采蜜之蜂儿。

五里岭名曰五里，实不只五里。山岭
起伏，地皆石骨。偏梨树最喜山坡石地，瘦
土下深扎，石缝间渗水，水润梨根，花开灿
果结甜。人说石上开花，石上结果，是石供
着梨。春花秋果，一年里，石头上奉出两度
饕餮盛宴。多年以前，这里还是秃岭，是谁
率先栽下这棵棵梨果？引几梨花绽，袭几
簇雪白？至如今万亩雪浪缥缈入云，十里
幽香一山又一山，成雪的海洋。梨花昵称
晴雪、香雪、玉雨、梨霜，黏个“雪”字，贴个

“雪”意。难怪人誉这里“香雪海”。“香”

乃透香盈香，“海”是如海涌动，“雪”为雪
的海洋。香雪海，初听，风马牛不相及，仔
细品，味觉视觉齐全。春天里，白花儿多
矣，拉出来遛遛，哪花儿都没梨花开得恢
宏，有气韵。说她“占尽天下白，压遍人间
花”，一点儿不为过！

梨花之开不扭捏。她敞开心扉，说白
就白。不像桃花，着一层粉，攀着桃枝，节
节妖娆。她簇成束，聚成团，不轻佻，蕊心
中缀上淡色花药，营造出静谧。一样的璀
璨，桃花风流，紫荆冷艳，油菜热烈。铺地
的草花像乡野村姑，攀爬的树花似小家碧
玉，梨花是大家闺秀，雅韵绵绵。

诗人们看出了梨花的矜持，给予了深情
的哀婉，满树的飞白，就缭绕出惜别的依依。
无论是元稹的“梨花万片逐江风”“白妆素袖
碧纱裙”，还是韩愈的“闻道郭西千树雪”“百
花寥落梨花发”，无不充溢伤感。至于刘方
平的“梨花满地不开门”，周邦彦的“空余梨
花满地雪”，唐寅的“雨打梨花深闭门”，无名
氏的“一树梨花一溪月”，都凝出离恨的凄
美。苏轼的“惆怅东栏一株雪，人生看得几

清明”，更是心绪的惆怅、人生的彻悟。
梨花无辜。一树梨白与五里梨白，有着

本质的区别。古时，鲜有人规模种梨。除了
唐玄宗的梨园，其他的梨树，都是零星的一
棵两棵，生在沟畔溪边、村头路旁。春分时
节，天气和暖，该远行的要远行了，梨树下，
面对这揪心之白，几声叮咛，饯别有万分的
不舍。此情此景，一树梨宴比之在酒店设宴
饯别还要伤感。人生悲喜交集，那种寂寂孤
哀、一别经年的回味，只有这一袭素白才相
宜，换作其他颜色，格调就错了。

作为百科全书式的《红楼梦》，设有无数
盛宴。我原想，唱衰四大家族的《红楼梦》，
怎会少了梨花宴？细读之后，方才悟出，“梨
花宴”是隐在幕后的。荣府的东北角有处院
落名曰梨香院，梨香院乃“离乡远”也。贾府
里，树木虽多，鲜有梨树，唯梨香院满院皆
是。这绝非曹公随意安排。梨香院的首位
主人是荣国公，他缔造贾府，为的暮年养
静。之后梨香院住进了冰雪美人薛宝钗。
宝钗所用冷香丸，其中四蕊虽没梨蕊，却要
千巧万妍地配好，埋到梨花树下，才生得出

异香异气，犹未脱梨花本色。其后几位主
人，皆以梨花设伏寓谶，命运堪堪可叹。黛
玉所居之潇湘馆里，也有梨花一株，梨花的
清雅，亦与黛玉气质契合。您说这梨花宴是
不是设在屏风后的一桌特别宴？

社会发展至今，地球小到一握，朝发夕
至，思念不再。一棵两棵的梨树不再单生，
白居易的“梨花一枝春带雨”有了别解，赏
梨花，似乎只剩了左偃的“千枝万枝梨花
白”、岑参的“千树万树梨花开”。

回归梨花宴的本真：品梨花膳。那天，
赏过梨开，时已近午，顺势一拐，进到梨园一
座梨花簇拥的农家院里。不用点餐，主人端
来好几个梨花菜，有素炒梨花，有肉炒梨花，
有粉蒸梨花。清鲜沁脾，耐嚼耐品。又有热
腾腾金黄软糯的馒头，咬上一口，甜丝丝的，
一打问，玉米面里掺了梨花汁。这让我忆起
幼时母亲做的梨花饼。老家后山坡有片棠
梨林，当河滩上小草染茵、坡上棠梨花要开，
母亲就嘱我们兄妹几个，上坡去摘棠梨骨朵
儿。棠梨树有刺，手常被刺烂浸血。梨棠花
酸涩微苦，采回来，先焯后漂再洗，然后或凉
拌或炒食。那时家家都穷，不缺清纯缺油
香，所以，吃梨花菜并未觉出好。倒是母亲
烙的梨花饼，溢着满口香。梨花打苞孕蕾，
成花骨朵儿时入口最好，要是等到它大开，
香气弥出，就没了清鲜味了。

看街上卖过梨花糕、梨花酒，倒是至今
不曾食过饮过。

品着这梨花宴，我想，这春天，分明可
以叫作梨花春的。

诗路放歌

春天与我
田野，怀揣春天的脚步
醒来的时候，悄然无声
过去的时光
被一双无形的手遮住

庄稼地里
牵牛羊的人
长满拳头大小的力量
把春天移动

蜜蜂，用了我一生的文字
生锈般抚摸

阳光穿过树枝
省略我从前的背影

从前的月光
偶尔能拾得一枚从前的月光
不大，也不小
刚刚从圆轮中剥离出来
今日再去
沙滩上裸露一些尖硬的石子
就像一把成人的刀子
扎进天空

春的序曲
让阳光在微风中摇曳
高楼外的春天
一束光被释怀
我带着影子
坐在空旷的田野

而我的距离
盖过蜜汁的间隙

能像春天一样
树木按着时间的顺序
一点一点渗透
花朵铺开透明的液体
让鸟鸣衔着每一个清晨

锄头翻动着许多熟悉画面
整个画面都在移动

我用尽了风里的雨滴
在钟声过后，开始分娩成
大地的新芽

油菜花
成片的，像春天长出的新芽
天空只是一群放牧中的羊群
倒映出蓬勃生机
油茶花匍匐在田野
一群大雁
复印成装在粮仓中的谷粒
等一群人的手
撑起一片绿

一些虫鸟
在油菜花内心吟唱
时间截然不同
我种下
大地上每个饱满的日子
陪时间走完一程

♣ 阿 娉

让春天的疼痛开出花朵

银锭子，银豆子，
银霰子，银雹子
都是某人浓缩的眼泪
春天不会让一个人凭空消失

河流是大地的眼睛
带着冰碴的泪水
冲撞河岸
眼眶生疼 生疼

我躲在一滴雨水里哭泣
它奔跑在枝头

昭示温暖的遗迹
那花苞里的笑脸一闪而过

还有草尖露珠的秘密
春天来了
我把你搞丢
野外无踪 万物是你又不是你

你别给我捉迷藏了
最好笑出声
让春天的疼痛
开出花朵

立春后的枝条
冒出嫩嫩的米

春水潺潺
大地种满鸟影
斜织的雨
是草根拉着的细线

与你一样
泥土里的一点点鹅黄

悄悄探出头
偷看
红红的朝阳

墙边的几个老人
眯着眼晒暖
他们在谈论
年轻的时候
如何用春风递过来的词
捂住冬天的嘴

大地种满鸟影
♣ 潘新日

春的序曲（组诗）
♣ 周英德

春天，一直在我身外打转
我困居巴山蜀水
听不见寒气被接走的声音

我知道，春天很遥远
远至心跳加速
也触摸不到的距离

我感觉，春天很近

近至一纳米
我打开所有的眼神
也捆不住
缤纷色彩的稍纵即逝

路灯
在春雨中流泄了一夜的光
像我心脏
挂着一行永不止步的眼泪

♣ 黎二愣

雨中的路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