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徐

新

百
家
笔
会

诗
家
清
景

在
新
春

春节，就是农历新年，中华民族

最隆重的传统佳节。据记载，春节

起源于殷商时期年头岁尾的祭神祭

祖活动，至今已有 4000 多年的历

史。春节象征着团圆兴旺、热闹喜

庆、辞旧迎新，承载着中国人对新一

年的热切期盼和美好祝福。历代的

文人墨客们在这个重要的节日，留

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句，细细品

读依然能产生情感共鸣。

春节是喜庆的演绎，是欢乐的

海洋，诗人们尽情狂欢的同时把欢

乐氛围真实地记录了下来。唐太宗

李世民的《守岁》诗再现了宫内王孙

公子、达官贵人在除夕夜宴饮赋诗、

守岁迎新的豪华欢乐情景，“暮景斜

芳殿，年华丽绮宫。寒辞去冬雪，暖

带入春风。阶馥舒梅素，盘花卷烛

红。共欢新故岁，迎送一宵中。”

宋代王安石的《元日》：“爆竹声

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

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形

象地描写了人们燃放鞭炮、欢饮屠

苏酒、张贴春联的欢庆场景，新春气

象一览无余，将节日氛围推向高

潮。瞿佑的《烟火戏》描写了节日烟

花的绚丽多姿，“天花无数月中开，

五色祥云绕绛台。堕地忽惊星彩

散，飞空频作雨声来”。

春节是团圆的日子，也是共享

天伦的时刻，诗人们纷纷写诗分享

全家欢聚一堂的快乐。陈献章的

《元旦试笔》云：“邻墙旋打娱宾酒，

稚子齐歌乐岁诗。老去又逢新岁

月，春来更有好花枝。”诗歌把邻居

家庆贺新年，老人饮酒作诗，少儿齐

声歌唱的“喜春图”场景刻画得惟妙

惟肖。

南北朝诗人徐君倩《共内人夜

坐守岁》诗云：“欢多情未极，赏至莫

停杯。酒中喜桃子，粽里觅杨梅。

帘开风入帐，烛尽炭成灰。勿疑鬓

钗重，为待晓光催。”生动地描述了

夫妇对坐闲话、欢快饮酒静待天明，

再现温馨幸福的画面。

唐代诗人杜荀鹤在《和舍弟题

书堂》诗中写道：“团圆便是家肥事，

何必盈仓与满箱。”可见人们把合家

团圆当做重中之重，囊中是否殷实

倒在其次，过年的快乐其实就在于

一家人聚在一起传递爱和情感。

每逢佳节倍思亲，因漂泊在

外、客居他乡在除夕不能回家与亲

友团聚的游子，则别有一番滋味在

心头。唐代的白居易在《除夜》中

写道：“岁暮纷多思，天涯渺未归。”

刘长卿在《新年作》中写道：“乡心新

岁切，天畔独潸然”。这些诗都流露

出诗人思亲怀乡、渴望团聚，真是几

家欢乐几家愁。

春节是辞旧迎新、承上启下的

重大节日，古人们常常在这个时候

感慨万千，赋诗抒发对新春的希冀

和喜悦之情。唐代的孟浩然在《田

家元日》中写道：“昨夜斗回北，今朝

岁起东。我年已强仕，无禄尚忧

农。桑野就耕父，荷锄随牧童。田

家占气候，共说此年丰。”反映了农

家新年气象以及对丰收的期盼，体

现出诗人“无禄尚忧农”的读书人的

高尚品格。

骆宾王的《西京守岁》细致传神

地表达了诗人的心灵触动：“忽见严

冬尽，方知列宿春。夜将寒色去，年

共晓光新。”寒冷的冬天行将结束，

春天已指日可待。

苏东坡在赠予其弟苏辙的《守

岁》诗中也表现出了努力拼搏、只

争朝夕的奋进精神：“欲知垂尽岁，

有似赴壑蛇。修鳞半已没，去意谁

能遮……明年岂无年，心事恐蹉

跎。努力尽今夕，少年犹可夸。”诗

人把即将消逝的一年比作钻洞的

长蛇，却无法阻挡，感叹时间犹如

流水一般，勉励弟弟一定要惜时如

金，不要让满腔抱负随着岁月消磨

殆尽。

新春之际，虽正值数九寒天，但

旖旎春光分明已初露“端倪”，万象

更新，草木复苏，春天正悄然到来。

唐代诗人卢照邻所写的《元日述

怀》：“筮仕无中秩，归耕有外臣。人

歌小岁酒，花舞大唐春。草色迷三

径，风光动四邻。愿得长如此，年年

物候新。”，以人歌、花舞、岁酒、草色

风光，描摹出欣欣向荣的一派烂漫

春景。

宋代诗人毛滂的《玉楼春·己卯

岁元日》则是描写了春天来临、柳色

新新的新春美好景象，透露出了新

春气息，“晓寒料峭尚欺人，春态苗

条先到柳。佳人重劝千长寿，柏叶

椒花芬翠袖。”

叶颙的《己酉新正》以细腻的笔

触，描述了一个情景交融的新年：

“天地风霜尽，乾坤气象和，历添新

岁月，春满旧山河，梅柳芳容徲，松

篁老态多，屠苏成醉饮，欢笑白云

窝。”无风无霜，春意盎然，日历上又

多了一岁，新春代替了旧年，梅花、

柳树展现了新姿……诗人笔下的春

节犹如一轴美妙的画卷，令人心向

往之。

“诗家清景在新春。”春节，代表

着幸福和美满，孕育着希望和美好

未来，细细品读诗人们留下的隽永

优美的好诗，体味他们的人文情怀，

令人流连忘返，徜徉其间，沉醉其

中。蓦然间，一个欢乐祥和的春节，

正疾步向我们走来……

品读诗人们留下

的隽永优美的好诗，体

味他们的人文情怀，令

人流连忘返，徜徉其间，

沉醉其中。蓦然间，一

个欢乐祥和的春节，正

疾步向我们走来……

□ 苗云辉

冬日的海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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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岛作
品

午后的阳光懒洋洋地照着，

天空是淡蓝色的，白云像是水墨

画中轻轻抹过的一笔，散落在大

海和天空的交汇处，在暖阳下舒

展着柔美的线条。几只白色的海

鸥不时地在海面上盘旋，清脆的

鸣叫声响彻海风。我倚在窗边，

眺望着远处的海滩，想象着海风

吹过脸庞的模样，那些沉积在心

底深处的往事，如同潮水般漫上

来，占据着心头。

海口的气候很舒适，空气中

弥漫着椰风海韵的味道。这座城

市并不喧嚣，四季如春的气候让

她保持着优雅和恬静。清晨或者

黄昏时分，我喜欢漫步在街头巷

尾，欣赏着南国特有的风情。每

一条街道都有椰子树，那高大的

树冠仿佛撑起一把把大伞，为路

人遮挡着阳光。树下有卖水果的

小摊，新鲜的椰子汁冒着热气，散

发着淡淡的甜香。

海口冬日的海风是温暖的，

带着海水的咸味和淡淡的凉

意。我喜欢在这样的时刻，沿着

海边漫步，任凭海风吹乱头发，

抚过脸颊。海风中似乎夹杂着

一种忧郁的情绪，或许是因为海

边的礁石上总弥漫着一层雾气，

或许是因为海鸥的叫声中总带

着一种哀愁。然而，正是这种忧

郁和哀愁让海风变得特别起来，

成为了海口冬日里的一道独特

的风景。

曾经有一次在海边散步时遇

到了一位老者，他告诉我，以前每

年冬季会有很多渔民来这里打

鱼，他们会一边拉网一边唱着渔

歌，那些悠扬的歌声伴随着海

风飘荡在海滩上空。他说，那

时当海滩上的热带植物开花的

时候，整个海滩都被它们的香气

笼罩起来……

冬日的海口是一幅美丽的画

卷，而海风则是这幅画卷中不可

或缺的元素。我喜欢坐在海边的

小亭子里，看着海浪一次次拍打

着礁石，听着海鸥在空中盘旋。

有时候我会想起一些往事，想起

那些曾经深爱过的人和事。然

而，无论时光如何流转，海口冬日

的海风始终如一地吹拂着这片海

滩。它见证了岁月的变迁，见证

了这座城市的成长和发展。

如今的海口变得更加美丽和

繁荣，高楼大厦鳞次栉比，街道上

车水马龙。然而，海口冬日的海

风依旧保持着那份纯朴和自然，

它似乎在提醒着我们不要忘记那

些美好的时光和纯真的情感。

□□ 刘玉龙

藏在灯绳里的牵挂

闺蜜琴的新家装修好了，三五好

友相约去给她暖房。

推门而入，木制的地板、温润的

家具，窗外的阳光闯进屋里来，与室

外的凛冽相比截然是两个世界。几

处田园风格的装饰画与屋内的陈设

相得益彰，小小的房间里处处透着

温馨。

记得琴曾说过，这次装修时在书

房上花费了很多心思。我移步向前，

果不其然，整个书房布局合理，既有

设计感又很适合阅读。突然，我的目

光驻足在书房墙壁的一侧，那是一盏

带着灯绳的壁灯，灯绳末端挽着一个

拼布草莓。我不禁走上前去，握着那

枚红红的布草莓轻轻一拉，“咔嗒”一

声灯亮了，埋藏在时光深处的记忆一

下子被这根灯绳唤醒了。

小时候，我生活在北方的农村，

当地人住的都是自己用土方盘的窑

洞，家里的照明设备多是 25瓦的电

灯泡。土窑洞的半腰上悬着一个黑

色的灯绳盒，顺着刷白的土墙垂下来

细细长长的一根绳子，那就是灯泡的

开关了。晚上回家，进屋后的第一件

事就是拉灯。开门后只需顺手在门

框边的墙根儿一搂，凭感觉就能摸到

灯绳。拽着灯绳向下一拉，只听得灯

绳盒“咔嗒”一响，乌漆嘛黑的土窑洞

瞬间便亮堂了。

一到冬天，我们一家人便挤在一

条大火炕上。父母偏爱我，热乎乎的

炕头是我的专属领地。炕头虽热，却

距离炕尾的灯绳最远。而我又是家

里最能起夜的，为此父亲把灯绳接

长，每晚睡觉前我都会把灯绳绑在自

己的枕巾角上，半夜起夜时我再也不

用摸着黑下地找灯绳了。

有一次我在睡梦中迷迷糊糊地

拉断了灯绳，那时已是半夜，熟睡的

父母发出轻轻的鼾声。不会穿灯绳

的我不忍叫醒父母，一个人硬是在被

窝里憋到天明。

后来，乡下的宅基地都翻新了，

新房子里的照明开关直接装嵌在墙

上，只需轻轻一按，屋子里就亮了，再

也不会有拉断灯绳的顾虑了。

那根灯绳，也在我的生活中悄无

声息地消失了。

去年我带着父母去云南，住在当

地的一家民宿里。房间里有一根特

别粗的大绳儿！当时我还疑惑了半

天，这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在我一番

生拉硬拽之后，屋里的灯瞬间全部熄

灭了。后来我从民宿老板那里得知，

这一根从天花板垂到床头、尾部,还
吊着流苏的粗绳是民宿房间里一键

熄灯的照明总控。

原来，这是一根儿大灯绳！我不

禁哑然失笑。

中午，在琴的新家我们一起享用

了热气腾腾的火锅。我的目光穿过

氤氲的热气，刚好落在了书房墙角那

根挽着布草莓的灯绳上。寒冬里一

家人挤在土窑洞火炕上的温馨仿佛

刚刚发生在昨天，母亲临睡前的叮嘱

萦绕在耳边：“小玉，别忘了把灯绳绑

在枕巾上哦！”

■■ 于刘燕

回 家

天涯诗海

毫不犹豫，我们一家三口与往

年一样，驱车1000多公里，回乡下老

家过年。

小雪初融，阳光正暖。离开城

市，进入乡村，年的气息扑面而

来。到了老屋门口，目光所至，到

处都是满满的年味。家门口，已挂

满了各种腊味：腊肠饱满严实，盘

成数圈晾在屋檐下；腊鱼、腊肉色

泽鲜明，挂在竹竿上，散发着诱人

的香味……黑亮的荸荠带着泥巴，

在地上晾晒着；豆折青翠，在簸箕

里薄薄摊开，残存的水分在冬日阳

光下渐渐消散……

随母亲去了菜园。大蒜长势正

好，菠菜根红茎绿，荠菜碧绿亮丽。

“梅兰竹菊经霜翠，不及菜薹雪后

娇”，雪后的红菜薹让我们知道，最

能解乡愁的那道菜——红菜薹炒腊

肉，马上就会出现在餐桌上了。新

鲜的菜薹脆嫩无比，母亲轻轻一掐，

扑哧断开，加几片腊肉肥油下锅，香

味诱人，满屋子都是过年的喜庆味

道，无论是多大一盘，上桌都被立刻

扫光。

随父亲去了稻田，那里种了些

莲藕。田里早已干涸，荷叶早已干

枯。择一处已张开了大口的裂缝，

用铁锹插入，用力撬开，一只如手臂

粗的莲藕出现了。那道营养丰富、

老少皆宜的家常美食——排骨炖

藕，仿佛出现在我们眼前，且香气四

溢了。又随父亲去了鱼塘，他提着

网，双手合力将网撒向鱼塘，白色的

渔网像怒放的花朵一样扑入水中。

拉回网绳，几条五六斤重的大头鱼

被捞了起来。

回到家中，父亲清理着前后院

的杂物，母亲在厨房忙碌着，妻子在

房间整理衣物和被褥。我铺开红

纸，扎马步、蘸墨汁、提起笔，畅快地

写春联。儿子在旁边裁纸、临摹，或

学着写上几个字。写好的春联摆在

堂屋的地上，那些苍劲有力的大字

在红红的纸上散发着活力、灵性与

墨香，或许能在年少的儿子心中留

下不可磨灭的印象，让他在墨香中

感受着浓浓的年味，感受着传统文

化的代代相承。

贴春联了。我带着儿子从房

门、院门等处一路贴过去，最后贴正

门。院门贴的是“满园春光”，牲畜

间为“六蓄兴旺”，厨房上下联是“白

饭青菜留美味，紫茄红苋有余香”。

正门的春联色彩最艳，字也最大，常

用的春联是“爱中华繁荣富强，庆神

州安定团结”，横批“国富民强”。我

跟儿子说：“贴春联是重要的年俗，

家家户户贴上红红的春联，意味着

春节即将拉开序幕。”

吃团年饭了。吃之前祭祖先，

父亲燃香、点烛、烧纸钱，桌上摆上4
碗素荤兼备的小菜和碗筷，说上几

句客气的话，燃一串鞭炮。稍后，父

亲在首席坐好，我们以长幼顺序坐

定，开始吃团年饭了。桌上有馄饨、

长寿面、鱼及一些象征吉祥的糕点

等，当然，还有我们喜欢的鱼头火

锅。火锅沸煮，热气腾腾，温馨撩

人，大家追忆往昔，畅谈未来，屋子

里弥漫节日的氛围与生活的幸福。

凌晨前后，鞭炮响起，在期望与

祝福中，新的一年真正开始了。大

年初一早上，我会带上儿子给乡亲

们拜年。乡亲们依旧是那样善良、

真诚和热情，住在一个村就是一家

人，不分彼此，聚到谁家都是家。来

到这家，就是这家的贵宾，他们拿出

最好的食物招待大家。红茶、小烧

酒、农家菜、暖心话，还有那种朴素

的热情，让人感到血液沸腾。

如今，乡村街宽路平，路灯林

立，楼房、广场、绿地随处可见。乡

村的环境变了，乡村的年味却没有

变，乡亲们还是最讲亲情、最讲乡

情、最讲友情。这种不变的亲情味、

乡情味、友情味，是游子们割舍不断

的情结，忘不了的乡愁。

无论在外漂泊多久，都记得回

乡下老家过年。

回乡下过年
□□ 甘武进

年

韵

□
白
俊
华

盼

此时，一扇门有了

宽敞的况味，一盏灯有

了明朗的心境。白天

的太阳，夜晚的月亮，

首尾相衔，清晰一条又

一条回家的路。

母亲叠加的皱纹，

时而紧蹙，时而舒展。

父亲消瘦的腰身，时而

佝偻，时而挺直。或

许，一个微小的动作，

可以解读一世的牵挂，

以及恩情，或血缘。

稚嫩的话语，苍老

的祈愿，都在指引脚

步，或急，或缓。远，

近，只是一念的距离；

他乡与故土之间，仅仅

隔着一辆汽车，一趟高

铁，一架飞机；天空与

大地之间，一张笑脸，

足以丰富城市和村庄，

精彩白昼和夜色。

烟花腾起。春天

站在树梢，悄然展开，

一枝娇艳！

路

公路，铁路，乡路，

山路。每一条路，从起

点，到终点，皆由乡愁

铺就。

尤其腊月，匆匆的

脚步，总能踏出合辙的

韵律，平平仄仄解读

亲情。

有雪的日子，深深

浅浅的印痕，像一枚一

枚汉字，抒写盛世烟

火，抒发人间挚爱。如

果一只小鸟恰好落在

身前，或背后，一篇形

散神聚的文章，就有了

鲜活的地气儿。而每

一个回家的身影，都是

一个传神的标点。但，

不是句号。

大包，小裹，让一

条路，体悟生命无限的

重量。不管经历多少

风雨，无论涉过多少泥

泞，一旦踏上回家的

路，曾被岁月压弯的背

脊，瞬间就直了。

出发，好与坏，所

有的遇见，皆是风景。

归家，长与短，所有的

时间，皆是良辰。

（
两

章
）

从水仙吐出第一枝花苞

到河里的冰发出第一声炸

响

欸乃一声，山动了

水绿了，柳树

伸手试试风

瞬间软了腰身和眼眸

百灵鸟的喉咙里滴出一滴水

润了季节

此时

怀抱文字的人

恰好和春天撞了个满怀

一些关于春天的故事

竹子，石头和光阴

在二月里静响

日子酿出花间酒

写出一阕婉约的词

■■ 董芹芹

立 春

光阴故事

亲情家事

琼岛风情

候车厅的字幕跳跃成绿

色，

黑压压的人流涌向站口。

薄薄车票，

费尽心血的凭证，

生命密码在心间。

火车飞驰，

穿越白昼与暗夜。

二十二小时零十八分，

一千六百七十五公里。

风景流转，

目光淌过长江与太行。

年少梦轻，

赴他乡追寻。

每个春节，

都是盟誓与奔赴。

后会有期，

天涯海角情深。

车厢里，散落各处的兄弟

姐妹，

我们共赴同一场朝圣之旅。

思念，如泉水般涌动，

汇成一条河，滋润心田。

孩子的笑声在耳边回荡，

新衣裹着温情，传递爱意。

母亲的身影在眼前浮现，

孝心在胸中，默默珍藏。

乡音熟悉，如同旧梦重温，

街道依旧，岁月的痕迹斑驳。

车厢承载着多少故事，

已变得陈旧，却依然珍贵。

每一次回家，心灵得到洗礼，

洗净尘埃，回归纯真。

每一次离家，生命得到历练，

磨砺意志，更加坚韧。

车票，不仅仅是纸片，

车厢，不仅仅是空间，

它是我对家乡深深的眷

恋。

愿每一次旅程，都能找到

归宿，

愿每一个异乡人，都能找

到家。

车 厢

（外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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