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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 得 枯 荷 静 待 春
管淑平

雪一来，就不由得开始心疼那经秋
霜洗礼、经寒风冱冻的枯荷。

挺过晚秋的荷花， 是傲然独立的。
尽管，于风雪中，它们显得衰败、颓圮 ，
甚至是奄奄一息的惨淡景象。

看荷最好的时候，当属夏天。 芙蓉，
菡萏，水中荷花。 不论是含苞待放，还是
灼灼盛放，不论是娉婷袅娜 ，还是半开
半合，都有其独特的美与气质。 花开六
月，因此，荷花也有“六月花神”的美誉。

我觉得 ， 能与冬天的雪独相媲美
的，就不得不属这夏月的荷花了。

冬天，看雪；夏天，看荷。 一年四季，
清欢，恬淡。

然而，当钟爱的荷花，度过盛夏的花
开，一天天走向凋零，走向枯萎，就不得不
隐隐作痛。 尽管，天各有命，花有归期。

记得夏天 ，蝉鸣聒噪 ，滚滚热浪将
我们紧紧围裹时，去荷塘，去悠悠水畔，
看荷花，亭亭净直，不蔓不枝。 悠然凉风
起，阵阵清凉扑面而来，心底生微凉。

枯荷与迎着花开的荷，是颇不相同
的。

冬日沉沉 ，万物被雪花覆盖 ，荷塘
畔，不见荷花的影子，只有一些残枝败
叶，不免心生萧条与凄冷。

那些迎着风雪， 迎着寒冻的日子，
像是经受着种种酷刑，很难想象 ，那小

小的身躯，是如何熬过来的。
或许，生命的底色应该保持一点倔

强与韧性。
记得多年前 ， 我前往北方上大学

时，大学校园的图书馆楼前 ，有一片静
静流淌的湖水，湖里，正种满了荷花。 那
片湖，那些荷花，让一年四季都充满了

生机与活力。
刚到北方那年 ，不习惯清寂 ，像是

被故乡放逐的孩子 ， 在陌生的城市飘
零。 不过，生活却简单而充实 ，只为读
书。

那时，我住校外。 每天早上五点起
床，匆匆洗漱就前往学校。 刚开始，不熟

时，保安大叔好几次将我拦在门外。 慢
慢熟络后，每每见我一到学校 ，他们就
热情招呼， 让我进自修室或者图书馆。
晚上，也是和班里同学一同上完自修课
后，于月色溶溶中，独自回家。 如果高三
是艰苦而枯燥的，那么 ，我的大学生活
则是高三的延续与翻倍。

不过，现在想来 ，那几年 ，虽苦 ，但
是硬着头皮，啃了很多书 ，成绩一直稳
占前茅，几乎每年都获得了学校的奖助
学金， 还交到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
值得，而且幸运！

当然，也有迷茫无措的时候，这时，
静湖旁的小亭或者湖边的石桥是我常
去之处。 去桥上走走，到小亭坐坐，带着
书籍，看看荷花，烦恼便会自然消散。

还记得初到大学的那个冬天，初雪
漫天，湖里的残荷与枯枝 ，被雪花一点
点地覆盖，望着灰蒙蒙的天 ，望着铺天
盖地的雪， 望着那面被雪花盖住的湖，
不禁，热泪盈眶……

也正是有了迷茫时的热泪，才让我
有了坚持的毅力和勇气。 每每看荷时，
我觉得，荷花似故人，像另一个自己，带
着执着，有着韧性。

冬天，并不孤寂，也不凄寒。 有初雪
盈盈，也有枯荷傲然。 熬过了寒冬，便是
春天！

残荷冬韵 汪向阳 摄

□散 文 一 座 桥 ， 多 少 月
鲍 润

这是一个古渡口，世世代代的老辈
人都叫它“东津渡”，这里天空洁净 ，波
光粲然，一只灰白细瘦的孤鹭可能突然
就从成片的芦苇荡里直窜云霄，夕阳赶
着余晖下的牧羊人，信步恬淡 ，从田野
慢慢踱回家的方向。

不知何年何月，古渡架起一座桥，于
是顺理成章，“东津渡大桥” 就这样叫开
了。历史有时候很不需要改名换姓，这样
可以更好地传承地域文化和特色， 可以
追溯、遥思、传递，地名的保留也是我们
尊重先祖的见证。外来客过桥来，冲着寿
州古城墙沉淀的厚重岁月， 他们啧啧的
惊叹荡开了层层涟漪。 家乡的人过桥坐
高铁去，在未知的旅途上，求学、从商、远
嫁、谋生，是何等地沧桑苦楚，衣锦还乡，
还是一去不复还的悲壮， 或许只有这座
桥能参透， 或许这座桥用它长年累月的
沉默不语来诠释了所有问题。

每逢寒暑假， 我从这座桥上南来北

往接送亲朋好友。那是处暑的夏日，再次
经过大桥，偶一抬头，一弯明月烙心头。

在我的记忆里， 三十年前的某日，
三十年前的东津渡大桥， 早春的寅时，
朴拙的桥头桥身， 坑坑洼洼的桥头，高
冷清绝的月光照在身上。 天空深蓝，周
围静谧，穿着单衣的我瑟缩着 ，和我四
姐依偎蹲坐在桥上 ， 候盼着收菜的小
贩。 早起的倦意，赶路的急迫，朦胧迷离
的眼里，月光冷得无情而无道理 ，年幼
的我第一次体会到生活的残酷和艰辛，
我多么期盼太阳早早到来， 驱散寒气。
不知多时， 我在半睡半醒中被四姐摇
醒。 彼时，桥上人影散乱，喧嚣四起，抬
眼看月，不知何时隐没，儿时的月并不
真切，记忆却最深。 素净的心上没有过
多的滋扰，灵魂才得以容纳更多 ，所以
能忠实地记载着我成长中的一段故事，
菜农和菜贩的讨价还价声此消彼长，连
带着瘦弱的我也被淹没其中。

成年后，我独自背着行囊，过了桥，
去往省城谋生。 在川流不息的天桥上，
看到蛾眉月，想到露从今夜白 ，月是故
乡明。 后来，我遵循人生设定的自动程
序，结婚生子，先生是桥北的人，我是桥
南的， 桥又成了我人生的必经之路，无
数次穿越桥，无数次地奔波 ，无数次望
月或念月。 两地分居成了永远的遗憾，
如霜的月夜，在寒冷的古渡口 ，肯定也
在演绎曾经相似的我们。

兜兜转转， 经历了俗世的纷扰，心
渐渐沉静下去，依然忘不了那桥，那月，
那故乡，那是生我养我的地方啊。

那年 ，爷爷过世 ，我们回来奔丧 。
村子里都是同姓 ， 兄弟姊妹们只有在
这样特殊的时刻才能团聚 ， 想起小时
候， 一起到东津渡大桥下的芦苇荡里
扳茭白 、钓虾 、摸鱼 、捉蛤蟆 、逮野鸡 、
惊水鸟……现在为了生活 ，各处劳顿 ，
顿觉悲凉，唏嘘不已。 黄昏时 ，月亮西

沉，树梢的虬枝印在月亮上 ，长辈们谈
着爷爷的往事。

现在，爷爷和奶奶长眠在大桥不远
处，日日能望见东津晓月 ，侧耳倾听芦
苇荡里的风声 ，每年扫墓 ，我会长久伫
立凝望着不远处的桥， 是新生后的桥，
是现代化的桥，是科技化的桥 ，是幸福
的桥。 一水相邻的是高铁，东津晓月也
成了家乡的一处景致。

回到家乡定居，我的生活慢慢有了
起色，远方就在脚下，寿州高铁可以承
载我想去的所有方向。

三十年前的清晨，朝阳来接月亮的
班，我终于感觉身上有了热气 ，泼辣能
干的四姐和别人讲好了价钱，桥上只剩
下来往车辆的鸣笛声，桥下浣衣挥杵的
妇女，戏水的绿头野鸭 ，放养的红额曲
颈白鹅，河水缓缓地流动，新绿的原野，
牧羊人挥着鞭子， 踏着未干的露水，正
朝着前方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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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墅湖畔 蔡晓阳 摄

这个叫春节的日子（外一首）
赵向辉

这个叫春节的日子
一年只有一个
就像一块磁石
紧紧吸引着
能够走进一个家门的人

每个人都围绕着这个日子
说一些喜气洋洋的话
唱一首意气风发的歌
然后
把来年的打算写进日历

这个日子来了
带来一摞团团圆圆的年糕
这个日子走了
带走一家人相互的牵念
真想
把这个日子掰烂揉碎熬成汤
灌到每个亲人的骨缝里

带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除夕之夜

在我的家乡
一家人
吃过那锅积攒了一年的素食
就开始
陪伴被唤作除夕的老人唠嗑

提灯笼的孩子们
成群打伙追逐着星星
男人们
就着噼里啪啦的声音
干了一杯又一杯
好像要把明天的酒都喝出来
女人们
则会叽叽嘎嘎说个不停
甚至吵醒了大年初一

被父亲母亲呵护的村庄
李惠艳

捧读母亲
发丝间飘落的圣洁雪花
构筑了季节最后的风景
细碎生活打磨的风采
铭刻在充满诗意的庭院中
走不出土地的眷恋
那份淳朴的语言
已沾染故乡用一生坚守的情怀

覆盖在岁月边缘的涟漪
漾不起青春的芳华
忙忙碌碌蹒跚的背影
已深深地烙在疲惫的皱纹间
时间洗涤的风雨人生
便有了披星戴月的耕耘
便有了牵肠挂肚的思念

褪色的冬日，是一幅水墨画
袅袅升腾的炊烟，是绵长的意境
跌宕的山川水流，是刻骨铭心的风

景
浓郁的乡情，是故乡永远的魂
捧读母亲，母亲是琴弦上的一首歌
每一次吟唱，都魂牵梦绕
每一次领悟， 都有切入肺腑的感

动

父亲眼角的泪痕
随手采撷的一枚叶片
承载着生命拔节的轨迹
在田野上耕耘的背影
俨然是土生土长的雕塑
把对故乡的一往情深
刻画得惟妙惟肖
把对远方的雏鹰展翅
抒写得不卑不亢

与父亲相伴
长长短短的咳嗽声
回荡在仰望的视线中
挥之不去内心的骄傲伟岸
分明是渐行渐远的无奈
深植在掌心的问候
夹着冬日的几分寒意
那冬眠的庄稼，舒展眺望的眼神

从一种过程到另一种过程
村庄再次被抽空颜色
握不住别离的如泣如诉
流淌在眼角的泪痕
分明还有阳光下的舞蹈
那首早已不再流行的歌曲
依旧在熟悉的阡陌间跑调

小 寒（外一首）
刘治军

乡下的老院里
母亲冬藏好了一冬的吃食
南瓜、酸菜、肥猪……
每年都是如此，勤劳的她
总是把冬里的事，安排得妥妥当当

小寒一来
母亲的脚步就会慢下来，我
时常能看到她在院里忙碌的影子
寒风萧瑟，雪花飞舞
都阻挡不了她蹒跚的脚步

夜里，屋外犬声鼎沸
星光闪烁，母亲常坐在炉火旁
纳鞋缝衣，操劳生活
那景如诗如画，惬意无比

我，常常坐在城里的月光下
怀念那些时光，那时光
如同一杯甘甜的琼浆玉液
蕴含着亲情和爱

能温暖整个冬天

寒 夜

冬夜，月色明亮，星光闪烁
寒风一阵一阵吹过
在窗前沙沙作响

窗外的树影映照在墙上
那柔和的光线刺破寒夜的宁静
仿佛一幅岁月染尽的画
冷清而又美丽

夜，这般的美好
我，只想静静地躺一躺
让我在寂静中怀念过往

寒夜，告别尘世的喧嚣
优雅地煮一壶冬暖
借着月色，写一写
心中的惆怅，世界的美好

□诗 歌
□小小说 回 家 过 年

杜维民
腊月。
通往村里的公路热闹了，有开车回

乡过年的小老板；有吹吹打打迎亲的队
伍； 还有上集镇采购年货的男女老少，
他们三五一群 ， 乐乐呵呵地回到小山
村，回到各家各户。 顿时，村里多了像候
鸟一样的年轻人，笑声甜了，喜事多了，
年味浓了，鞭炮声此起彼伏。 于是，人们
忙着杀年猪、灌香肠、打年糕、酿米酒 ，
为迎接新年而忙碌。

接近年关，家家户户开始扫尘。 这
天，我领着妻儿回到乡下。 我们走下班
车，背着大包小包、拖着皮箱进村，远远
地就看见母亲在村前的小河清洗落满
灰尘、腌制咸鱼腊肉的坛坛罐罐 ，河水
被妇女们撩拨得“哗哗”作响。 岸边，我
停住脚步喊：“妈，我们回来啦。 ”

母亲回头，惊喜地把双手放在裤腿
上擦干，上岸拉住孙子的小手，说：“小
宝，奶奶看下，又长高了。 快，快回屋，奶

奶马上就来。 ”小宝在我的催促下，怯怯
地叫了声：“奶奶好！ ”

在河里洗衣服、洗菜的花婶说：“三
奶，你儿子的奔驰呢？ 改坐班车啦。 ”“也
许是环保吧，节约能源。 ”说完，母亲收
拾好坛坛罐罐起身回家。 “哟，三奶懂得
更多，还有新词。 ”

身后传来妇女们嘻嘻哈哈的一片
笑声。 我放下行李，返身回到母亲身边，
接过她手中的东西，一块回家。

过年的头天 ， 母亲开始准备年夜
饭。 十六道菜，寓意六六大顺，个个有讲
究。 例如红烧肉代表富贵吉祥、红烧鱼
代表年年有余、 红烧鸡代表鸿运当头，
还有金元宝蛋卷、黄金狮子头 、如意水
饺等等。 只见母亲挽起衣袖、穿上围裙，
一会在砧板上剁剁切切，一会在锅里翻
炒，厨房里热气腾腾，弥漫着肉香。

黄昏，太阳下山，寒气逼人，预示着
明天要打霜。 我们蜷缩在屋内烤火、看

电视、在手机上打游戏、视频聊天、发祝
福短信。 母亲把刚出锅的一大盆肉圆馃
端上桌，叫我们尝尝味道怎样？ 并给隔
壁左右邻居送一碗，让大家品尝厨艺如
何？

年三十，村庄一栋栋新居挂起了红
灯笼，门口贴上了红彤彤的对联。 母亲
开始烧年夜饭 。 她首先蒸满满一大锅
饭，表示新年有吃不完的饭。 再把头天
烧好的大菜放进蒸锅打火，然后开始炒
菜。 一盘盘冬笋炒牛肉、香菇煮肉圆、油
焖大虾、凉拌海蜇、猪肝炒荸荠、大蒜炒
腊肉、 牛腩炖萝卜等冷盘热菜端上圆
桌。 我赶紧拿出手机拍照，发朋友圈。

夜幕降临 ，华灯初上 ，家家户户灯
火通明、热闹非凡。 我们围住圆桌吃年
夜饭，大家挑喜欢吃的菜下筷。 再也不
用像母亲小时候那样，不准动鸡、鱼，要
留到正月里待客。 我们端起滚烫的米酒
敬母亲，感谢母亲的辛勤操劳 ，祝愿她

老人家寿比南山、笑口常开。 母亲从怀
里掏出带有体温的压岁钱递给小宝，祝
福他岁岁平安，健康成长。

正月初三，母亲就赶我们回城，说：
“年轻人应以事业为重， 回去忙自己的
事吧。 ” 母亲拎着红塑料袋，里面有土
鸡蛋、苹果、红枣等，送我们上车。 班车
启动，母亲把塑料袋递给我，挥挥手说：
“当心里面的东西。 ”

于是，我在沉甸甸的塑料袋里翻了
翻，发现有个厚厚的红布包，打开一看，
是六万元现金和一封信 。 母亲在信上
说：“儿呀，我从你们的聊天中，得知你
们去年生意亏空，欠下一屁股债。 妈这
里还有几万元积蓄，拿去应急。 记住，跌
倒了就要勇敢地站起来。 妈的家永远是
你们的家，累了、倦了，就回家歇歇……”

顿时，我望着车窗外母亲佝偻的背
影，眼泪“哗哗”地流，冲着渐行渐远的
母亲大喊一声：“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