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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 分
章铜胜

春分的分 ， 容易让人联想到分开
和离析的意思，好像日夜明晰分散，也
仿佛季节此时崩离。 这只是节气给人
的一种错觉， 或是我们单单只是从字
面上误读了一个节气。

春分前，好像还是冬的尾声 ，早开
的木兰花在寒风中零落一地 ， 春有浅
尝辄止的意味。 像才沾唇的酒，我们舌
尖并没有尝到它的香醇味厚 ， 酒的浓
烈还只是贮藏在杯子里。 早春就是这
样，还没有展现出春的万种风情。

而春分一到 ， 万物就有了春日浩
荡的感觉，仿佛也只有到了春分时，春
才真的来了。 有了早春的铺垫，此时的
节气没有了扭捏的步态， 它们次第有
序、自自然然地相约而来，节气就有了
绵延而至的有序和浩荡， 如之后的夏

和秋。 可见，春分在我们的心中是怎样
重要的一个节气。

《春秋繁露 》上说 ：“春分者 ，阴阳
相半也，故昼夜均而寒暑平。 ”春分，是
日夜清明的时节， 阴阳相半 ， 昼夜均
平 ，寒暑平和 ，是岁月的中庸之姿 ，是
时序调和的一种理想状态， 也是岁月
中最美好的一段时光。

春分日，昼夜等分之后 ，白昼就一
天长似一天，也一天暖似一天。 时节有
了雨水的滋润，有了惊蛰的唤醒，就变
得丰润起来， 也仿佛进入了轨道的列
车 ，轰轰隆隆地向前驶去 ，心无旁骛 。
天气暖了，日子长了，人就有了恹恹的
睡意， 日子也就生长出了春日迟迟的
模样。

春日迟迟，正是春的性格。 仿佛春
本来就应该是一个性子慵懒的人 ，喜
欢耍一点小性子，喜欢消磨时日，也喜
欢在春暖花开的时候歇会儿、打个盹，
也喜欢找个借口， 任由百花在这当口
任性、调皮地开放。 我喜欢春天的这种
懒惰的品性，也喜欢它犯着春困，有一

搭没一搭地打理春天的那种随性 ，仿
佛这也应该是春天该有的品格 ， 不如
此， 好像春天就缺少了一点浪漫的气
质一样。

春分时，是为仲春，春已半。 此时，
歙县卖花渔村的梅花早已经开过了 。
一径入溪色，数家连竹阴。 是唐人钱起
隐居的山坞，此时已是“谷口春残黄鸟
稀，辛夷花尽杏花飞”的时候了。 梅花、
辛夷之类开在早春的花朵 ， 总显得清
寒瘦弱，娇小伶仃。 过了春分，春深似
海 ，繁花如潮 ，春天才有气象万千 、花
团锦簇的繁盛。

春分时 ， 在江南 ， 油菜花开得正
盛，是大手笔。 大片金黄的色泽，在清
晨朦胧 ，在白天眩目 ，在黄昏迷离 ，在
夜晚铺展着夜色的深沉， 这么多花朵
整齐划一地开放， 真的是大地上最奢
侈的事情。 那些围山而上的梯田里、临
水而立的一块块水田中， 都是油菜的
花海，安静而又喧闹。 此时，所有的花
都如遍地的油菜花一样， 在密谋着一
年的花事，或早或迟，都在等待着百花

开放的大场面。 雨中的海棠，开一树深
深浅浅的红，接雨承露，花儿就有了小
家碧玉般的娇羞。 晴日里的樱花，一齐
开放 ，开得满树满枝 、沿川漫坡 ，是璀
璨生命的怒放。 牡丹、芍药偷偷孕蕾 ，
藏着春天无边的繁华， 是在等着压轴
出场，等着惊艳时光的亮相。

节气也是有性格的 ， 春分耐得住
初春的寂寞， 才有了春日迟迟而来的
岁月的繁华。 春分时节， 植物在大地
上 ，以枝叶的生长 ，以花朵的开放 ，密
织锦绣之网，铺展繁华之褥。 春分也像
有些人的性格， 能耐得住贫寒清苦的
生活，保持乐观向上的积极态度；也能
在安逸舒适的日子里，保持着斗志，不
会就此颓废沉沦下去。

春分时节， 那些正在开放的花，是
数不过来的；那些已经孕蕾，等待开放
的花儿也是数不清的；那些已经零落成
泥，在春风中飘落的花朵，像过往的春
风，谁又去在意它究竟被风吹落了多少
呢。 春分日，融入了均平调和的人生智
慧，拉开岁月走向欣欣向荣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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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 婆 妈 妈
黄丹丹

我属龙，今年是我的本命年。 本命
年拴红腰带 ， 不知是哪辈子传下来的
老古理，今年我可不管它了。 也不是我
不想管 ，而是 ，以往本命年的红腰带 ，
都是母亲亲手缝制的 ， 去年 ， 母亲走
了。

母亲走了快一年 ，我还没缓过来 。
大家都劝我，说母亲已过米寿 ，走得那
么安详，属老喜丧 ，节哀吧 。 话虽这么
说，但她走了，快五十的我深切地感受
到 自 己 成 了 没 妈 的 孩 子———“ 像 根
草”。 今天是农历二月二。 “二月二，龙
抬头”， 是个好日子，48 年前， 母亲把
我生在这个好日子。 吾乡有习俗：正月
不理发，二月二，剃龙头，是为吉祥。 我
家那口子，跟我结婚二十多年来 ，从不
忘在 “二月二 ”这一天去理发 ，但却不
记得要在这一天对我说声 “生日快
乐”，更别说买蛋糕、送鲜花和礼物了 。
刚结婚那会儿 ， 我为此和他闹过 、怄
过，甚至还在婆婆面前抱怨过。 可婆婆
毕竟不是妈，她自然站在儿子那一头 ，
说什么，要“忘生”才好。 从此，我不再
向婆婆告他的状。

“儿的生日娘的苦日 ”， 我又想我
的老妈妈了。 母亲四十一岁才生下我，
听说她怀我时，脚肿得穿不了鞋子 ，头
痛眼花得下不了床。 我学医后推测，母

亲怀我时可能是患了妊高征， 那病危
险性很高，严重时，会要命的 。 母亲高
龄生下我、养大我，把我培养成大学生，
让我在城里安下家，所耗心血 ，实难估
量。 我上面有三个哥哥，最小的哥哥也
比我大十岁。 我十五岁那年，小哥刚刚
结婚不久， 我积劳成疾的父亲便走了。
父亲 “五七 ”刚过 ，小哥小嫂就要求分
家，母亲含泪收拾了被褥行李 ，带我住
进了过去做牛棚的披厦间，新盖的三家
砖瓦房归了小哥家。 初中毕业时，老师
让我报考师范，说毕业分配工作就有工
资了。 可我那时的理想是上大学，当医
生。 我把想法对母亲说了。 母亲攥着我
的手，说：“那就下狠劲念书，娘卖血都
供你！ ”为我放弃读师范而选择上高中，
三个哥哥都不理我，三个嫂子见我就指
桑骂槐。 母亲恼了，站在已经翻修成土
基瓦房的屋外，大声叫骂，说：“小燕儿
不吃你们的，不喝你们的，不用你们的，
你们谁也别想拿话来刺她，再让我听见

谁瞎叽叽，我撕烂谁的嘴！ ”在此之前，
我从没见过母亲跟人大声说过话。

想到这 ，我的心又胀痛起来 ，疼我
护我的母亲不在了，在这世上 ，我就是
个被抛弃的孤儿 ！ 母亲在世时 ， 我生
日，她会给我煮长寿面 ，包红包 。 每年
的今天，她都会用过年的春联纸 ，叠成
一个元宝 ， 她笑呵呵地往元宝里塞好
钱递给我后 ， 用她粗糙的手摸摸我的
头，摸摸我的脸……我摸摸脸 ，抹掉眼
泪，起身，到卧室，打开衣柜的抽屉，抽
屉里藏着一堆大红 “元宝 ”，其中有两
个粉红色的 “元宝 ”，是母亲用百元纸
钞叠成的 ，那是去年“二月二”，她卧病
在床时给我的生日红包。我捧着最后的
生日红包，哽咽着哼唱起来：“世上只有
妈妈好，有妈的孩子像个宝 ，离开妈妈
的怀抱，幸福享不了……”心里平静些
后，我放下红包，关上了抽屉，打算到小
区门口吃碗面，我一个人在家 ，不想开
伙。 今天“二月二”，他老家“晒网摊”举

行舞龙灯会，他看灯会去了。 想到他正
享受着锣鼓喧天的热闹喜庆，不顾过生
日的我一个人在冷清的家里，我突然怒
火中烧，掏出手机，愤恨地拨通了他的
视频电话。 当他的脸怼在屏幕里，我正
要开口埋怨他时，听见那边传来了婆婆
的声音，原来他没去看舞龙灯 ，而是回
家看老娘了。 “有人加你好友吧？ ”他嘿
嘿笑着说：“快同意申请吧！”见我疑惑，
他接着说：“赶紧看看微信好友的申请
呀！ ”我点开微信通讯录，果然看见一条
好友添加信息，“快添加吧！”他说着，挂
断了视频电话。 我刚点同意，新好友便
发来了红包，我更疑惑了 。 这时 ，新好
友发来视频邀请，我点开 ，居然显出婆
婆笑开花的脸，她像打电话似得 ，把脸
紧贴着手机屏幕，大声说：“燕儿呀 ，今
天是你生日，妈给你发个红包 ，你赶紧
收下吧！ ”他拿过电话说：“老娘过年看
孙子们发红包，就偷偷跟我说 ，等你生
日，也给你发一个。 这不 ，为了给你发
红包， 我今天特意给老娘买了智能手
机送回来 ，捣鼓了半天 ，安装微信 ，绑
定银行卡，刚又教了她半天 ，才把这红
包发出去 ， 这红包可是八十岁的老娘
亲手发出去的呢！ ”

我颤着手指点收了红包 ， 刚说了
句“谢谢妈”，便被泪雾蒙住了眼。

春 到 故 乡 来
廉彩红

大军每次回到故乡，总要到田野里
走走看看，总要到各户叔伯大娘家里唠
唠家常。

村里的人没有以前多了，留在村里
的也多是上了年龄的老人。 人越来越离
不开故土，即使家里房檐低矮，屋瓦残
破，他们坐在青苔隐隐的老砖铺就的院
子里，笑得那样轻松自在。 每次走进这
样的院子，大军心里就沉静如水，在城
市里那浮躁急迫，压力感十足的情绪荡
然无存。 他搬个小板凳，或直接就坐在
石板上， 放在那儿的一节老树干上，和
老人谈天说地。 话越说越多，像树叶一
样稠密。 老人们脸上的笑容也越来越灿
烂，像五月的花开放在风里。

可是有一天 ， 三爷和田五叔说恼
了，吵得红头涨脸的，最后竟然发誓，这
辈子谁也不搭理谁。 这一天，大军趁着
周末准备回家一趟，他还要去劝劝两位
老人。

他到村里，走到三爷家门口 ，看到
三爷家大门紧锁，“人呢？ ”他自言自语，
转身准备去田五叔家看看去。 谁知道田
五叔也不在家。

他向左右邻居打听，花婶儿说：“你
三爷他前天正在地里干活，猛地就躺地
上了，被大队的人送到医院了，说是脑
溢血？ ”

“田五叔呢？ ”
“他跟去了，说他要不去，会吃不好

睡不好。 ”
大军诧异地说 ： “他俩不是不说

话？ ”
“之前还不说话呢？ 一说把你三爷

往医院送， 老田就吵着也要去医院，说
在村里没人吵架，没意思！ ”

花婶儿说着笑了：“他们俩呀，跟个
老小孩儿一样。 ”

大军忙开车往医院去了。 到了医院
打听出三爷的病房， 他赶紧往病房去。
刚到病房门口，就听到屋里俩人竭力压
低的声音：“你个老傻头， 都住院了，还
不让着我。 ”“我才不傻，你是憨子，一辈
子都憨。 要不，咋能让个蠢女人骗了你
呢？ ”“哎，哎，打人不打脸，那只能说我
没遇到好人。 那她坏就说我憨？ ”“就是
憨。 ”“中午我做炝锅面，可不给你吃了
啊！ ”“不说不说了，对了，咱俩都出来
了，地谁管呢。 ”“先操心自己的病吧，还
地呢？ ”

大军在门口听着他俩人的对话，憋
不住笑，憋得脸都红了。

他走到三爷病床前， 添油加醋道：
“你俩不是发誓谁也不理谁？ ”

俩老头瞪着他，“你小孩子家家，别
管我们闲事。 ”

大军坐下，正经地问：“三爷 ，你给
说说地里现在都干啥，我回去给你们干
咯。 还有你住院，医保报销不？ ”

“报，报。 ”田五叔抢着答。
三爷撇他一眼：“大军问我呢，你抢

啥。 我又没交医保，咋报。 ”
他们前阵子吵架就为交医保的事，

田五叔积极响应号召早早地交了医保，
可三爷却说交医保是白掏钱 ， 坚决不
交。

大军好奇地问：“五叔，我三爷的医
保有人交？ ”

“昂， 他不交， 我就给他儿子打电
话，他儿子给交的。 国家政策咱就得响
应，何况这医保是为咱老百姓好哩。 你
呀，聪明一世糊涂一时。 把儿子培养得

恁优秀，又是博士又是科技员哩，咋在
这事上犯迷糊？ ”

三爷脸红了，嗫嚅着嘴说不出话。
田五叔转头说 ：“你三爷呀他就是

嘴硬脾气倔，其实心肠好得很。 当年，要
不是他送给我家两袋小麦， 我爹妈，我
和我弟弟就都饿死了。 冲这，我都记他
一辈子好。 ”

大军问了地里的活计，就回村帮两
个老人操持庄稼地了。

村里处处杨柳依依，桃杏花发出浓
郁的脂粉香气，田野里这一片那一片的
油菜花牵引着他的目光。 大军想到秦观
在《行香子·树绕村庄》中写的：“树绕村
庄，水满陂塘。 倚东风，豪兴徜徉。 小园
几许，收尽春光。 有桃花红，李花白，菜
花黄。 远远围墙，隐隐茅堂。 飏青旗、流
水桥旁。 偶然乘兴、步过东冈。 正莺儿
啼，燕儿舞，蝶儿忙。 ”千年之前的才子
可不止是浪漫矫情啊，他也确实是热爱
生活和自然的，不然，哪能写出这么细
腻高邈的词作呢？ 大军一向喜欢古诗
词，对苏轼及和苏轼有关的亲戚朋友也
多有研究。

此时，麦苗给大地铺上一层绿色的
毯子，它嫩绿的叶子努力生长着，经过
一个冬天的洗礼，它怀着喜悦给大地报
春来了。 庄稼远比人想象的坚强。

开花的春树 （外二首）
徐满元

那不是花
那是树儿在向
对自己有知遇之恩的春
说些瓣瓣落地有声的知心话

那不是花
那是一心想去掉
身上的寒气的树
端杯畅饮春阳的琼浆

带着几分酒劲
树儿才好打出
人们津津乐道的
果实的醉拳
是传承
也是奉献

早春印象

早春还是一个
衣衫褴褛的穷孩子
勤劳的蜜蜂哼着小曲
替他打着一块块
油菜花的补丁

河边柳树纷纷解囊相助
掏出最终堆积成柳烟的零钱
成为早春手握的第一桶金
也是春天立足季节舞台的资本

被春阳擦亮的鸟鸣

仿佛早春怀揣的试金石
叫所有的树冠
都有了经营生机的冲动

就连本打算隐退的枯木
经深思熟虑后
也怯生生地提出几点
供春天参考的新想法

春日暮归

家的无声呼唤
默默化作我脚下的归途

西山口的落日
像挂在妻子嘴角
一句关切的问候
迎面撒下的余晖
有摆在桌上的晚餐
散发出的香味

声声鸟鸣，纤指一样
按摩着我的疲惫
逐渐放松的身心
仿佛打开花瓣的花蕾

原来，自己正开放在
回家的路———
这根春天的树冠里
业已复苏的枝条上

独 处 自 有 情 韵
杜明芬

我喜欢独处， 将自己坐定成一棵
老树。 听风听雨、 赏花赏月， 永远自
我愉悦， 犹如知晓光阴长短自有定数，
明白故事悲欢都有结局。 独处的时候
就爱万物情深， 看远山上的云从山顶
飘到半山腰， 看雀鸟飞来飞去忙碌地
衔枝筑巢， 再煮一壶茉莉花茶， 透过
袅袅茶烟， 叩问前尘往事， 追寻内心
渴求。 不孤独、 不寂寞、 不被任何事
情烦扰， 只顺从内心的声音， 在岁月
的光影里找到最真实的自己。

一个人独处时， 会将自己看成清
风朗月， 潇洒而又自在。 既不关心明天
天气如何， 也不管将会经历何种事情，
目光所及只在当下。 比如， 院子里的芍
药在早晨开花了， 红色的雍容华贵， 白
色的端丽清雅， 一红一白是此时此刻最
美的风景。 又或者夜晚的时候一只蛙和
一只蝉相约造访庭院， 它们的声音此起
彼伏， 流出了绿色的音符， 奏出了一首
令人如痴如醉的神曲。

独处时容易将身心放空， 让自己
也成为一株草木或是一只虫兽， 既关
注此刻的生长状态， 也尽情欣赏明月
和星辰的光芒。 独处的光阴像是一坛
被窖藏在桃花树下的老酒， 素手轻启
坛口， 一股浓香便会直直地扑入鼻腔。
轻抿一口， 就仿佛成了江湖侠客， 一
人一剑， 纵马高歌。

一个人独处时， 会将自己当作木
碗陶罐， 朴素而又安静。 那些坛坛罐
罐只爱蹲守在一个有光的角落， 默默
思考自然、 生命和流逝的时间。 自然
的张力在万物生长， 生命的领悟在不
停遇见， 而流逝的时间呢， 在无数的
回忆碎片里被重提。 其实， 光阴从不
大气， 它会记住我们人生里的所有细
节。 每时每刻我们都在经历风雨， 许
是祝愿， 许是锤炼， 于是生活总有万
般模样。 有时风和日丽， 有时狂风暴
雨 ， 更有饱满 、 残缺 、 激进 、 平和 、
灵动、 木讷……有同有异， 滋味就含
在这千万种变化中。

我享受独处， 是因为知晓一饭一
蔬、 一灯一影的朴素里都有被凝固的

时光， 那些旧物的风华、 那些平淡的
瞬间已然将这世间最美的山水像食物
一样裹住， 也许剥开一层是酸涩的口
感 ， 也许剥开一层是蜜糖般的清甜 。
突然发现生命里最重要的是要踏踏实
实、 安安稳稳地过好每一天。 不管生
活是风情万种、 明眸善睐的女子， 抑
或者沉默平淡、 笨重呆板的老钟， 我
们都应对光阴抱有最大的敬意， 并要
以最大的努力活成一朵莲， 在潋滟的
水色中静静地长成一道风景。

一个人独处时， 会将自己比作云
水老镇， 雅静而又平和。 不必有人冒
雨而来， 在某个茶舍与我重逢； 不必
有人跨越湖海， 在落日前与我一起抵
达山顶。 更多的时候我们就当萍水相
逢的过客， 去过各自的人间烟火。 不
用去深究诗人和古镇究竟有何种情缘，
不用去问当年的柴扉木门是不是今日
的高门大楼 ， 过往种种已化为齑粉 ，
无足轻重了， 再无需沉溺往日的辉煌
或者苦痛。 街角的叫卖声在风里时断
时续， 在槐树巷讲 《白蛇传》 的老人
的声音一如既往的洪亮， 人来人往热
闹不变……看吧， 无论晴雨， 时光依
旧这样悠然而富有情韵。 去奔向你最
向往的人间烟火吧， 奔向热烈、 盛大、
悠远、 神秘……奔向你心中的盏盏风
月。

独处像一朵水上的漂萍， 又像一
间古旧的老屋， 自有清欢和韵味。 独
处是面对纷繁世界的一种从容。 独处
时更易审视内心， 丰富自我精神。 就
算是变成了秋树上一粒孤零零的鸟巢，
也觉月亮好看， 太阳温柔， 也将寒鸦
当成知己。 独处是领悟世事悲欢后的
一种成熟。 独处时更易看清生离死别，
阴晴圆缺的恒常所在， 便不会将自己
陷入永久的困窘与迷茫。 独处是一抹
照见内心的明亮， 独处是在与自己对
话。 身在庙宇高堂也好， 做个江渚鱼
樵也罢， 在自我的那方天地之中总能
触碰到最温暖的光芒和最真实的渴望。
给自己一段独处时光吧， 去独自品味
和珍藏美的模样！

□小小说

□小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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