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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风设局。雨水
浸染季节的底蕴
觉醒的土地之上，阳光
裸露出乡村词典里的心事
所有的期盼蓬勃而鲜活

白云在蓝天上游历
浮萍生禅，牡丹解梦
布谷啼落柳絮的嫁期
广袤的田野铺开多情的诗笺
南坡播种，播撒诗情
北洼插秧，点栽画意
乡亲们用脚步声接地气
挥洒的汗水
拔节了犁耙水响的韵脚

鸡鸣犬吠系住的炊烟
描摹不尽晚春的繁华
三两只乳燕遗忘在了
江南的烟雨中

插秧时节

是谷雨的鼓点
染绿四月的情怀
是布谷的啼唱
掀开插秧时节的序幕

被阳光打动
虔诚地弯腰接地气
用手用脚用心
与土地交流
一双双触摸惯了庄稼的手
伸进农谚深处
伸进时间深处
点栽。一茬秧
就是一茬希望
鲜艳着季节的主题
一茬秧
就是一茬梦想
点燃着岁月的火焰
在光影里流动
一滴滴汗水
镀亮了梦的色彩

同沐生活这方天地
跋涉红尘独旅
其实呵，我也是
父母栽下的一棵秧苗
绿意涌动的情感涉入生命的本质
在爱的褶皱里
写满了我的心事
写满了亲人的期望

谷雨时节
（外一首）

■胡巨勇

春天仿佛才来就已经准备要走了。于它而
言，迎春花和玉兰花的凋零只是一个序幕。随着
时间的流转，樱花、桃花、梨花、李花，还有许许
多多叫得出名字和叫不出名字的花，前脚接后
脚，纷纷谢幕离场。

山里的茶叶初出人间时只得一个芽尖，如
今叶子早已变得阔大无比，连颜色也由鲜绿过
渡到了深绿。当然，最能标注这个季节特性的要
数杨花和柳絮，它们排着队，踢着正步，像沙尘
一样弥漫了整个天空。行人走过、车子驶过，都
不曾逃离漫天花絮的包围。

这个时节，高中、初中、小学、幼儿园，几乎
所有的学校都已经忙着准备春游了，因为再不
去春天就要结束了。于是乎，每一个旅游景点，
每一处公园，都能见到成群结队的孩童；而在乡
间，长满紫云英的稻田里，则有放风筝的大人和
小孩，抓着风筝线拼命地奔跑，就好像抓着春天
的尾巴。而我早已没有了少年时的心境，说好的

春游没有去游，说好的采风没有去走。因为工作
压力大，即使外出旅游也像是走马观花，至于

“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
咏而归”的闲情，就更稀缺了。“伤春”的愁绪倒
是留有几分。

没有比相聚更欢喜的场景，也没有比离别
更伤感的情境。大千世界，这一点无论是时间还
是人都是一样的。

好想让时间停滞，把春天留住，遗憾的是，
古往今来，无论一个人的权势有多大，才情有多

高，都不曾做到这一点。也许他可以在画里、在
书里、在诗里、在歌里把春天变成油墨、字句、意
象、音符，融入自己的作品，等到春天不见了的
时候再去重温。但鲜活的季节与生硬的纸张，毕
竟有着距离。

“谩说春归去，多情无计追。”明人蔡羽的两
句诗，甚是形象。无计留春住，这是大自然的客
观规律，也是人心头的一种无奈。尤其对于很多
生活在都市里的人来说，他们日日朝九晚五，早
出晚归，虽然也曾经过花坛经过公园，也曾到过

山边到过田边，却鲜少有时间停下来看一看路
边的小花盛开了没有，沟里的小蝌蚪是否已经
找到了妈妈，故而也未曾留意春天是何时到达
人间，到达自己身边。直到春天行将消逝的时
候，才猛然发现它已迟暮。

眼看着天气一天比一天闷热，南风一天比
一天轻缓，只得喟叹一声，调整心态，将迎春的
期待、探春的欣喜转向惜春的伤感中来。平心而
论，夏天也是一个不错的季节，然而再怎么不错
又怎么比得过春天呢？大概这一番对比，是很多
人心里所共有的吧。

老话说得好，一年之计在于春。如果春天注
定留不住，那就让它在其它季节里延伸吧。春天
埋下的种子在地里，春天拟定的计划在纸上，春
天想说的话在心头，接下来便是该努力的时候
了，努力去施肥浇水除虫，努力去拼搏奋斗挣
扎，努力去邂逅告白和爱，然后到秋天去收获一
个结果。兴许，这反而是留住春天的良方。

无计留春住
■潘玉毅

“江南秦淮，六朝都会，金陵自古繁华。”历
史上的秦淮河，琼楼玉宇、轻歌曼舞，数不尽才子
美人，道不完风流佳话。一个清朗的夜晚，我沿着
河边走走停停。两岸灯火璀璨、河中画舫林立，一
阵软风拂过，流光四溢，更添风姿绰约。

悠悠路过了泮水码头、七彩水街、东水关、贡
院。可能是夜色醉人，走着走着，我竟迷了路，转
入一处僻静的小巷。巷子深处一扇褪色的朱门，
其上悬挂着早已斑驳的匾额“古桃叶渡”。此处已
没有前方的灯火辉煌，也没有喧嚣的人潮涌动，
与秦淮河畔的华丽张扬形成一种鲜明的对比，像
是被遗忘的岁月，低调、幽深、安详。但它却并未
显得落寞，反而有一种遗世独立的味道。这种感
觉吸引了我，横竖是迷路，索性进去看看。推开
门，说不定会穿越到另一个世界。

沿着石阶，路过一处回廊，回廊短暂的曲折
婉转之后，把我带到一座古色古香的牌坊，牌坊
的两根石柱依稀可辨“楫摇素代水，枝带晋时风”
的楹联。流水潺潺而牌坊寂寂，像是一首情歌在
月下传唱，更像是一个护卫在无声守候。

牌坊一侧有处小巧的亭子，四个角弯弯翘
起。东北角的檐尖，悬挂一轮满月，似近弗远。金
色的琉璃顶浸在月光里，少了几分咄咄逼人，多
了几分温润谦和。

亭前种有桃树，花开正盛，疏影落落。亭子的
飞檐在横逸斜出的花枝里若隐若现，相映成趣。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桃花给我的感觉，一
直是明艳张扬，带着一股凌人盛气。这是我第一

次，在月光里近距离细看一株桃花。粉色的花瓣
嫣然含笑，白色的花蕊纤巧灵动，美而不妖，柔而
不犯。风过起落红，簌簌夜生香。此刻在我面前的
桃树，化身一名长袖善舞的美人，面容皎洁、不染
纤尘，衣袂翻飞时带起暗香浮动，翩若惊鸿。

在这样的月色里，一切不完美都应当被原
谅、包容。我和桃花的那些误会，在这一刻释然。

有人说“所有的花都在寻找季节，想要开出
一个别致的故事。”此处的桃花亦不例外。桃叶渡
原是六朝至明清的―个古渡，据说，这是一个曾
经守望爱情的地方，而“桃叶”，则是东晋书法家
王献之深爱之人的名字。她往来于秦淮两岸与之
相见，河面宽阔风急浪大，稍有不慎便会翻船。而
王献之担心桃叶，常常亲自在渡口迎送，并留下
好几首《桃叶歌》。其中一首如是写到：“桃叶复桃
叶，渡江不待橹。风波了无常，没命江南渡。”桃叶
也曾应和：“桃叶映红花，无风自婀娜。春花映何
限，感郎独采我。”这边厢无比怜惜，那边厢舍命
奔赴。原来相爱，便是爱情最好的模样，抵得过岁
月，经得住风浪。

这样的浪漫想必是引得无数人羡慕的。宋人
曾极也作《桃叶渡》：“裙腰芳草拒长堤，南浦年年
怨别离。水送横波山敛翠，一如桃叶渡江时。”清
代吴敬梓作五律：“花霏白板桥，昔人送归妾。水
照倾城面，柳舒含笑靥。邀笛久沉埋，麾扇空浩
劫。世间重美人，古渡存桃叶。”

桃花自古以来，都与爱情有关，这是岁月的
解读，更是文化赋予桃花的灵魂。我亦深以为然。

若用一种花代表爱情，桃花比玫瑰更合适。
玫瑰之爱，只垂青尊贵的小王子。且玫瑰多刺，最
爱的只能是自己。桃花不同，她开在山野，没有傲
娇的高贵，也没有虚假的矜持，代表了世间最普
通平凡也最诚挚的爱。若被桃爱之，它必盛开到
极致，巧笑倩兮，美目流盼，没有半分羞涩与隐
藏。桃之热烈，恨不能，把整个春天都给你。

我爱上桃花这种果敢决绝、全心全意。若能

变成一棵树，我也愿化身为桃，夜夜，为你开出满
树繁花，不为招徕蜂蝶，只为前世的你在奔来的
途中，能与我相认。

这些心事，我不会说与风听。若你无视地
走过，兀自坠落一地红乱纷纷，便是我，凋零的
心。

可我终究，不是桃花。花开花落有时，爱恨绵
绵无期。我只愿傻等一季，花季过后，再无花期。

夜访桃叶渡
■殷艳妮

读书时曾经订阅了几本青少年文学刊
物，发现不少页眉页脚处都有细小的字迹，
仔细一看，才知道那是刊物设置的一个栏
目，是给读者提供的一个交笔友的平台。栏
目的名字十分典雅，叫做“天涯若比邻”。我
抱着试一试的态度，选择了其中的一个地址
寄出了自己的第一封信。

至今我都还记得信的开头是这样写的：
嗨，远隔千里，不知是否可以成为知己……
简单而直接的问候，句子还带着小小的押
韵。字里行间藏着一点点自负，也带着一些
些期待，现在想来不禁好笑。

没想到很快就有了回信。从此，紧张的
学习生活里多了一份期待。在来来往往的书
信中，我和远方的笔友分享着彼此的见闻，
畅谈着对生活和人生的看法。我还曾无数次
地对着字迹想象着对方的样子——见字如
面，大抵如此。也许容颜可以伪装、形体可以
约束，而笔尖却是直抵人的心灵的，字里行

间飞扬着的全是内心深处的悸动。见字如
晤，我遇见的是另一个有趣的灵魂。

我不仅因此交上了笔友，从此还喜欢上
了阅读他人的书信，其中最喜欢的便是吴越
王钱镠写给其夫人的情书：“陌上花开，可缓
缓归矣。”夫人思念故乡，每逢春日都要回娘
家去探望。夫人回娘家之后，钱镠的内心十
分思念，但又念及夫人的思乡之情，故只得
书信往来。这两句的意思是：田野上的花儿
正开得灿烂，夫人你慢些归来，尽情地欣赏
吧。字里行间皆是爱意，“缓缓”二字真是妙
极了，写尽了热恋时的种种心态，我想只有
类似经历的人才能真切体会出来。

还有一些动人的是兄弟之间的书信，譬
如画家梵高与弟弟提奥的信件。梵高在信里
说：“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团火，路过的人只看
到了烟，但总会有一个人，总会有那么一个
人能看到那是一团火。”梵高是天才画家，可
他在世时，那些流动的夜晚、明亮的色彩、厚

重的笔触却始终得不到世人的认可，即使是
梵高唯一能够称得上是知己的弟弟也不算
真正理解，提奥只是出于怜悯，才不断地努
力经商并将所得收入全部用来购置哥哥的
画作。在无数个绷紧了神经的夜晚，梵高只
能把内心的那团火焰燃烧在信纸上，庆幸的
是那些书信被保留了下来，百年后的我们也
才有幸触及到这位天才曾经十分孤寂的灵
魂。

还有一些感人的书信，最具代表性的当
属傅雷家书了。温良敦厚、谆谆教诲，世间最
美好的情感大抵都是亲情，因为那是一种生
命的延续、精神的传承。每每读来，我总是泪
眼婆娑、感动不已，内心也因此充满了一种
温暖的力量，那种力量足以面对生活中的千
难万阻……

见字如晤，字字珠玑。在如今这个信息
畅通的时代，偶尔做一个舞文弄墨之徒写一
封信，岂不妙哉？

怀念写信
■东 野

阳光落下来，
挠大树的咯吱窝，
提醒它，
快快穿上绿礼服，
去迎接春天。

春雨着急得直跺脚，
对花儿说，
别睡懒觉啦，
快快穿上花裙子，
去迎接春天。

云朵追着风筝，
东摇西晃，

正用一阵阵欢声笑语，
迎接春天。

春天的阳光

春天的阳光，
是一位慈祥的妈妈，
她用温柔的手，
抚摸可爱的树叶娃娃，
树叶娃娃好开心啊，
在春风中笑个不停，
哗哗哗，哗哗哗，
脸蛋儿都笑成了绿色。

迎接春天（外一首）

■汪昭余(西南大学附属小学三年级3班）

桐 荫
茶 话

山 水
之 乐

校 园
习 作

鸿 雁
传 书

吟 云
颂 月

吉丰书屋
■郑劲松

虽然现代信息技术，特别是数字化发展正在
迅速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但我依然乐观地认
为：纸质图书还会长期存在，这种精神化的物质、
也是物质化的精神不会消亡。一个社区，一条小
街，哪怕有且仅有一小间书店，就会飘着一份书
香，露着一种文化气质。

北碚老城街心花园就有一家名叫吉丰书屋
的小书店，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创办”，一直
坚守到今天。虽然书屋已从繁华的街心“转移”到
了两百米开外的西大附小旁，但“坐不改名，站不
改姓”，依然怡然自得地存在着，这，或许是北碚
以文化而著称的小诠释。

坚守是一种可敬的情怀。二十多年，不仅店
名没变，地址基本没变，书店的老板没变，最为难
得的是它没有“随波逐流”，书的基本类型也没
变。书店规模很小，几排书架大多是新近出版的
文史哲图书，单单文学，就主要是名家大师研究
专著以及部分知名作家新作。除一些时尚杂志之
外，这里还能见到一般个体书店少有的《读书》

《当代》《收获》《十月》等名刊，令人一见就觉得层
次不低。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大学毕业不久，这一
小片书店可以说正是“泅渡”心灵的“诺亚方舟”。
那时工资尚低，不敢大肆购买，实在喜欢的才买

上一两本。杂志相对便宜，如果这一期有喜欢的
哪怕一篇文章也就下手。不苟言笑、个子不高且
瘦弱的老板见我站着观看良久又不买，也不责
怪，还会过来介绍或推介其他新书。书店最多容
纳十来个人，但常常的感觉是：这里真宽敞，真安
静。一个小小的社区书店，给刚刚处身社会的青
年，留下了足够独立而自由自在的空间。没有新
华书店宽敞明亮，但几乎全是你喜欢的书，也不
会让你感觉无所适从。它就像一个懂你的朋友，
不用铺垫什么和客套什么，几本书就“击中”你的
内心。它比大书店更有个性也就更有人性。它就
在我们身边，在油盐柴米的日常生活之中。书是

一道菜，书店也就成了街边可口的小餐馆。
去年深秋的一天，经过街心花园，突然发现

陪伴自己二十余年的吉丰书屋“不翼而飞”了
……难道经营不善垮掉了？虽然街上店铺换来换
去如走马灯，但这里毕竟给我的书架“供奉”了二
十年好书，不免有些失落感伤。直到今年春天，一
个偶然机会去西大附小，走下小巷梯坎，左右不
经意间看了一眼，“吉丰书屋”几个熟悉的大字便
映入我的眼帘。因为要回校开会，来不及进店，但
暗下决心，一定要抽空来和书店老板聊聊。

“原来是你，最近经常读到你的诗歌散文！”
几天后的一个中午，真聊起来才知道，大家彼此
都熟悉着呢。老板姓柳，是区作协会员，多年前也
写诗和散文，近年没怎么写了，但本土文人他几
乎都能脱口而出，比如西南大学的吕进、曹廷华、
刘明华，已调走的李怡、王泉根等老师，仍在学校
的中青年专家蒋登科、王本朝、熊辉等，还有北碚
的万启福、李北兰、谭朝春、雨馨等，他都能说出
大体的研究或创作方向。书屋串起一座小城的书
香人生，更像开在街上的一间公共书房，话语间
亲切感油然而生。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柳老板所在的一家集体
企业步履维艰时，好多人下海经商，他也下海经

“书”。先是摆书摊，随后租下门面，取名吉丰，吉
祥丰收之意。早些年还没网络和新媒体冲击，他
自己又会选书，文友口耳传播，书屋生意不错。由
于离西大附小、朝阳小学很近，他还卖了不少教

辅读物和儿童读物，收入可观。
“但我绝不卖盗版和其他乱七八糟的书，这

是底线。”柳老板说。他的书来路很正，甚至有文
化专家亲自帮他拿书。由于正品，也就没赚那些
昧心钱，也因为正，历次文化执法检查，也“安然
无恙”。而有的要么经营不善，要么进些乱七八糟
的书被查处，先后都“死”掉了。

我问起他的现状。“不太好，但还能维持。”他
说。我看到，与往年比，书更少了，除了两书架人
文类图书和为数不多的几本杂志，其他书架已摆
上各种饮料和零食。他打了个很文学的比方说，
如同一本书，这些都是“附录”，正好维持着前面
纯粹的“正文”。自己年过六旬，没别的爱好，守着
小书店，偶尔和前来送书、买书的新老朋友吹吹
牛、喝喝茶，也很自在。

读书，真是一种生活态度，买书与卖书也是。
当你所在的社区或者附近的小街，有这么一个书
店守着，或者反过来，你守着它。这，不就是一种
小而美的人生意境么？

遗失启事

▲周祖良遗失优抚证，证件号码：渝北碚
003863，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