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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花风起正清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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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天，有朋友发来
微信，说由于天气的原
因，原来拟定的梨花节
开幕日期推迟三天，微
信圈里的朋友相互转发
着，做好了赏花的准
备。而我却想起了一句

“梨花风起正清明”的
古诗，但不知道作者姓
名及写作缘由。翻阅厚
厚的唐诗、宋词资料，
才知道作者名叫吴惟信，是今浙江吴兴人。南宋后期
诗人，诗名为《苏堤清明即事》，全诗四句：

梨花风起正清明，游子寻春半出城。
日暮笙歌收拾去，万株杨柳属流莺。
苏堤、南宋、清明……几个关键词，激起了我探

寻老苏脚步的欲望，唤起一丝关于苏堤的记忆。去年
国庆假期游西湖时，曾在苏堤上见到过一块石牌，上
面是著名书法家沙孟海题写的繁体“苏堤”二字，石
牌的背面有一段文字，字迹斑驳，当时被我摄入镜
头，需要放大了才能看清：“宋元祐四年（公元 1089
年），苏轼任杭州知州，征用民工疏浚西湖，以湖中淤
泥葑草筑成长堤，全长 2.8公里，人称‘苏公堤’，以
志纪念。全堤自南而北筑有映波、锁澜、望山、压
堤、东浦、跨虹六桥，故历代又有‘六桥烟柳’、‘苏
堤春晓’之称。”当时因为游人如织，摩肩接踵，实在
无法细细品味苏堤上的风景，只有用匆匆的脚步与苏
堤做一短暂的相会。

“梨花风起正清明。”吴惟信写诗与苏轼修堤的时
间相距不过百年，他的《苏堤清明即事》的苏堤，才
是真正的苏堤，而后来，苏堤又经过多次修补，今天
游人所见的苏堤，早已不再是苏东坡修筑时的模样。
在苏堤的一侧也有一条“杨公堤”，据说是明代弘治年
间杭州知州杨孟瑛，将部分疏浚西湖的淤泥用于补益

“苏堤”所形成的。也就是说，今日“苏堤”之美，并
非出自苏东坡一人之手。尽管如此，还是应了现代诗
人臧克家的那句诗——“给人民作牛马的，人民永远
记住他！”

春光明媚、和风徐徐的西子湖畔，游人如织。到
了傍晚，踏青游湖的人们已散，笙歌已歇，但西湖却
万树流莺，鸣声婉转，春色依旧。这首诗把佳节清明
的西湖，描绘得确如人间天堂，美不胜收。全诗对大
好春光和游春乐境并未作具体渲染，只是用“梨花”

“笙歌”等词语稍作点染，就衬托出无限春光。作者不
从正面入手，而是借游人的纵情、黄莺的恣意，从侧
面促人去展开联想。游子寻春，不但“半出城”，而且

“朝而往，暮而归”，痛玩了整整一天，足见西湖胜景
令人目不暇接，无限春光使人流连忘返。就像欧阳修
在《醉翁亭记》里所描绘的那样——“游人去而禽鸟
乐也”，被压抑了一天的黄莺，又受了游人情绪的感
染，当它成了绿树的主人，怎能不欣喜若狂？

令人长知识的是这里的“梨花风”为二十四番花
信风的第十七番，古代认为从小寒至谷雨节气期间，
有二十四番信风应花期而来。俗话说，花木管时令，
鸟鸣报农时。但不知今年的春风为何凉意劲吹，看来
还要春捂几日，而清明的时日越来越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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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比我只少两厘米了，穿着我的衣
服，已经是另一个“我”了。但你会呲牙
咧嘴地不屑，你认为不管穿着谁的衣服，
你都是王小米。

你是对的。生命不管来自哪里，都得
以“我”的方式存在。

我有时候细细看你，觉得你长得很
好，有一种令我诧异的美好。那种美好是
青春年少的模样，让纯洁、明媚、善良诸
如此类的词语都有一种具体的轮廓，有一
种生长的力量。

你在我的生命里，让我以神的方式开
始。你在我的怀抱里，让我以母亲的姿势
前行。我要感谢你，让我体验过无所不能
无处不在。我很感激你，是你让我实践了
什么叫做给予、什么叫做付出、什么叫做
全心全意、什么叫做无怨无悔。我给了你
生命，你给了我生命的真谛。我让你在这
个世界上存在，你让我懂得爱是这个世界
应该存在的方式。

王小米，你横冲直撞，冲锋陷阵，所
向披靡。在你战斗的号角里，青春以火爆

的激烈，让我常常目瞪口呆。你使用着狡
猾的残酷，让我的眼前昏天黑地。从无情
镇压到束手无策，你一点点摆脱我的统治
和包围。我躺在无可奈何里，心痛和失落
得睁不开眼睛。我的生活被你这股泥石
流，搅得天翻地覆了。

你真是一场灾难！毁了我的一切！
我终于被迫接受。好吧！你可以以你

的方式存在，可以以你的方式面对我。
直到有一天，我发现你真的穿着我的

衣服，却有着另一个模样。你真的不是我！
你存在我周围，在我的身边。你只是我生活
中的一部分，你不是我的世界。这个事实让
我顿悟：你和我有关，但，你跟我都有一个世
界，它们交汇，并不重叠。感谢你，王小米，在
我的生命中，你才是有神奇超能力的。你让
我发现真理，刷新世界。

那天，在你上学的城市里，你和我一
起坐在公交车上。你知道在哪个地方下车
吧？临下公交之前，你又问我一遍。这个
问题，你已经问过我三遍了，并且，我已
经回答过你三次了。我十分神气地告诉

你，现在我会坐公交车了！可，你还是又
扭头用忧虑的眼神看了我一眼。在你的眼
睛里，我是一个超级路痴。

可，你不知道，为了坐这次公交，我
来的时候，已经小心翼翼地问出租车司机
N 遍了。我就知道你会让我坐公交车回
去。据司机师傅说，我住的酒店和你的学
校在同一条大街上。不是在我居住的那个
小城市，我从来不一个人坐公交，我害怕
找不到要回去的路，因为，我不会坐公交
车。我不会坐公交车这件事别人不知道，
可是，你知道。

我刚到酒店，你便打来电话确认我是否
到了。王小米同学，你也有放心不下的事!

是这个辣妹小吃城吗？你大声问我。
我俩逛一路吃一路，我还在念叨曾经那个
每次来郑州都去光顾的美食城。真的是
呀！原来已经被挤进了地下一层。电梯也
没开，冷冷清清。

以前，这里生意真火爆吗？你不是已
经吃撑了吗？明显都是怨言。王小米，此
刻，你一定在拼命出长气吧，忍住不发作

的滋味，怎么样？我可太了解你这只跳蚤
了！我，可是你老妈！

我，还想吃羊肉串。我对面的女孩，
身子已经开始扭来扭去，我又向她提出要
求。别吃了，你看这儿那有人吃呀！以
前，胖子（王小米的爸爸，我的老公）每
次都带我来并且给我买。而且，我还强调
胖子也不吃这里的东西。她不得不放下手
机，华丽丽转身。小样，你不给我买，你
做得了自己的主吗？！

我就知道你喜欢这样高大上的地方，
你宣布这是大卫城。是土豪和士鳖来的地
方吗？你的高大上之说，让我充满不怀好
意的警惕。你晃晃你手里替我拎的包，又
拍拍你自己的背包说，士豪是你土鳖是
我。哼！王小米啊王小米！我才不上当
呢！想打土豪买新衣，没门儿！

这个我喜欢啊那个我也喜欢啊。我不
停地说，并且，每一件我都明明白白告诉
店员，我喜欢但我买不起。再看王小米，
她的脸已经由红变绿了。你嫌我丢脸了
吧？你可是我深秋的风衣冬天的小棉袄哦！

妈妈，将来我要挣买十层大卫城的
钱，让你买十万元一身的衣服！你突然豪
气地说。王小米，我还以为你会扔下我就
走呢！我好像忘记了，就在昨天，你怕我
迷路，非和我一起坐公交回酒店，自己再
坐公交回学校。

王小米，希望我们彼此心疼，在某些你
需我要的时刻，可以在某一处拥抱在一起。

让你我彼此心疼
□ 管雪影

进入三月，依然很忙，好在儿子
最近喜欢上了幼儿园，常常要求早去
甚至要求第一个到学校。一天早上，
7点20分我们就到学校了，恰好遇见
班主任赵老师，她说:“你赶紧上班
去吧，我带孩子去教室就行了!”

我本意也想锻炼一下孩子，随口
应了声好。儿子心里大概有一点点不
情愿，对我说:“平常都是妈妈送。”
是啊，孩子上幼儿园这两年，几乎每天
都是我把他送到教室后才离开，那一
刻我也不知道说什么，老师摸了一下
儿子的小脑袋，招呼着他走进了学校。

第一次站在学校门口，看那个瘦
瘦小小的背影一步步往前移，在诺大
的、清静的校园慢慢消失，我有些莫
名的失落。其实我一直在等待，等待
他消失前的回头一瞥，期待他的视线
与我凝望的眼神隔空交会。但是他没
有，一次也没有。

此时，我想起龙应台在《目送》
中的一段话:“有些路啊，只能一个
人走。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
谓的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
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
目送他的背影中渐行渐远。”

慢慢地，慢慢地，我意识到我心
中的落寞，仿佛和另一个背影有关。
几年前的一天，和妈妈一起参加表妹
的婚礼，表妹离开家门的那一刻，看
到三姨挂在眼角的泪花，妈妈也潸然
泪下，悄悄对我说:“你结婚那天跟
着迎亲的人走出家门后，都没有回头
看看我和你爸爸!”我的心倏地震了
一下。想起当年的场景，虽然听司仪

说到感恩父母的话时也已泪奔，但离
开家的一刻，我怎知父母双亲正站在
家门口目送我走向自己的人生。

妈妈是心思比较细腻的人，我赶
紧搂着她说:“哎呀，老妈，我哪知
道你一直在门口看着我啊！”妈妈有
些伤感地说:“我们也想出门送你，
可司仪说父母不能出大门，所以只能
远远看着。”后来听我三姨说，我离
开家后，妈妈整整哭了一个上午。父
母深深知道嫁出去的女儿不再是被娇
宠的孩子，妈妈伤心的泪水中必定包
含着对我的不舍和挂念。可是，这种
感觉年轻的心怎么懂得。

慢慢地，慢慢地，记忆中那个熟
悉的身影渐渐清晰起来。有一年春
节，大姐一家从北京回来过年，爸爸
妈妈特别高兴。爸爸买来红纸，饶有
兴致地编写了春联；妈妈一趟趟地赶
集，置办了丰富的年货，全家人聚在
一起过了一个欢欢喜喜的新年。

相聚的日子总是那样短暂，大姐

一家返程的日子越来越近。正月初六
早上，下着鹅毛大雪，清早 5点半，
姐姐的行李箱已经被妈妈塞得满满当
当。我把行李箱装上了车，爸妈也从
家门口送到了胡同口。姐姐含着泪和
爸妈拥抱告别，车灯照亮了家门口的
胡同，也照见了这依依惜别的一幕。

我让爸妈进屋，他俩嘴上说好，
可就是站着不动，任漫天的雪花落在
头上、身上……那一刻，我没敢多
看，也没有敢再多停留。微弱的路灯
下，车缓缓开出去，50米、100米、
200米，从后视镜上，还能看到爸妈
站在雪地里向我们招手的身影。

回忆，真的是一道泄洪的闸门，
一旦打开，奔腾的水势慢不下来。如
今，爸爸离开我们已经两年七个月
了。每次离开家，妈妈依然坚持拄着
手杖走到家门口看着我们离开。回望
妈妈渐渐老去的身影，我更加怀念他
们一起站在门口目送我们的场景，那
么温暖，那么难忘。

目 送
□ 李 岩

又是一年清明至，每逢佳节倍思亲。母亲离开我们已
经有八个年头了，但她的音容笑貌仍然历历在目……

母亲姓赵，讳昌兰，她对自己的姓氏很感自豪，多次
给我们讲她是宋朝皇族的后裔。母亲生于 1928年，有兄
妹但因战乱都早早夭折，只剩下母亲一人，也没有上过一
天学。19岁与父亲结婚，来到了孙六河里王庄，在四世
同堂的王氏大家庭生活。母亲是长媳，参加农业生产还要
帮助奶奶操持家务，脏活累活总是抢着干，吃、穿、用还
得省着点，让着点。一生帮衬兄妹，周济乡邻，很受乡亲
尊重。母亲生养我们兄弟姊妹七人，乡亲们都说我母亲五
男二女，命好！

母亲一生没多少丰功伟绩，但她勤劳勇敢、自强不息
的人生态度却在我们心中留下深刻记忆。母亲心灵手巧，
练就了纺花织布和裁剪衣服的好手艺。她爱听书、看戏，
并在现实中学到了不少人生真谛。对我们兄弟姐妹的教
诲，语言朴素却富有哲理。她经常对我们说“人勤地不
懒，地是刮金板”。在我的记忆里，母亲总是最早一个起
床，最晚一个休息，白天忙地里活，晚上忙家里活，纺花
织布，缝洗浆补，打柴做饭，割草喂猪，阴雨天也没有闲
着过。

母亲教育我们要敬畏天地，尊敬师长。她认为天地君
亲的存在是必要，世界应该有秩序，不然就乱套了。她经
常教育我们要尊亲敬祖，尊老爱幼，礼义忍让。母亲更是
孝老敬亲的典范。一大家人每逢吃饭都要等爷爷一人，只
要爷爷不回家，绝对不开饭，后来爷爷去世了，轮到了父
亲享受这样的待遇。母亲对我们兄弟姐妹的管教很严，只
要是我们和村里的小伙伴发生争吵，不论责任在谁，总是
先训斥我们，让我学会了忍耐，懂得了谦让。

母亲一生勤俭节约，反对浪费，在长期的物资不足时
代，衣服鞋袜也都是老大穿新的，老二穿破的，老三穿打
补丁的，兄弟接递着穿。我们理解母亲的习惯和无奈。在
后来相对富足的时代，母亲还总是坚守自己的作风，对我
们翻新家乡低矮的房子总是阻止，对我们兄妹孝敬的食物
和衣服总是不舍得吃穿，还不忘趁机批评教育一番：“人
不能忘本，不可贪得无厌”、“拿人家的手短，吃人家的嘴
软”、“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要求我们正直做
人，清白做事，廉洁做官。家乡的清官墓是母亲的最好教
材，每到大年初一就早早带上我和弟妹上清官墓祭拜，讲
述“清官第一”王贯三的故事。

母亲是伟大祖国一位平凡的女性，是劳动人民的一
员，但她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人生态度，敬畏天地、爱
护生灵的博大胸怀，乐善好施、周济乡邻的处世风格，勤
俭节约、清白做人的优秀品质值得永远怀念。

清明时节忆母亲
□ 王保江

子曰：“自行束修以
上,吾未尝无诲也!”

修,干肉条也,十条为
束。就是：只要有人自行
送给我十条干肉,我就没有
不教他的。这就是孔夫子
有教无类的微薄学费。暗
下私忖：家翁春节为我腌
制了那么多干肉，兔肉、
野鸡、鱼肉、猪腿，心中
窃喜：束修有了，拜师可
否？可当我用水将干肉发
泡，配上各种佐料蒸煮
后，食之依然干硬乏味，
方知孔夫子的学费只是他
备的养家口粮而已。本想
效法古风，结果却颇无
奈，只好将我的宝贝硬肉
泡软，送给我的下家儿
——小猫土匪和它的哥们
儿了。

恰逢何频兄的《茶事
一年间》 出版，彷徨四
顾，小小一盒土鸡蛋权当
束修，借正月二十五春风
一缕，上门求教去也。

与何兄相识二十年，
《文人的闲话》《只有梅花
是知己》《看草》《杂花生
树》《见花》《茶事一年
间》一本本文集氤氲着缕
缕草木清香，扑面而来。
这些美味的下酒文字，令
人读之欲醉，欲罢不能。

《茶事一年间》辑录了

何频兄近十年来在《文汇
报》“笔会”发表的系列文
章，正如笔会所言：“这既
渐成一种中原地区草木风
物志，也是一部私人的精
神发展日志。”多年来，沉
醉草木之中的何频先生怡
然安身立命于天地万物
间，看草、问花、寻茶，
只把梅花当知己，挥洒着
芬芳的文字，不张扬、不
粉饰，信手拈来，娓娓动
听，宛如一盏上好的绿
茶，清新自然，香气袅
袅，沁人心脾。

君子如茶。颇具古风
的何频先生淡泊、厚道、
执着、谦和，文字的内里
却秉持着中原文士特有的
骨气和清香。记得他在
《见花》 中曾这样写道：
“保持安静与虔诚，不必追
逐热闹红火和所谓的主
流，这最起码的、人皆可
为的，便是平凡向往神圣
和朝圣的第一道门槛。”

爱酒的李白有诗云：
“五花马、千金裘，忽而将
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
愁。”以至于“天子呼来不
上船，自言臣是酒中仙”。
而沉醉于草木之中的布衣
何频先生，不也在芬芳的
文字中逐渐修炼成了草中
盗、花中仙了吗？

君子如茶
□ 阚则思

近读《孔子家语》，其中
《儒行解》一章，尤得我心！
何为儒者，孔子精彩开示，
字字珠玑，振聋发聩，让人
破迷开悟，受益终身。其中

“儒有不宝金玉，而忠信以
为宝；不祈土地，而仁义以
为土地；不求多积，多文以
为富”，不失为金玉良言！这
几句话，大体意思是说：儒
者不以金玉为宝，而是视忠
信为至宝；不求田产的多
少，而是以仁义为土地；不
求家财万贯，不求积蓄多
少，不断提升道德修养，追
求心灵富足人生！

孔子不以金玉为宝，
以“忠信为宝”，堪称修齐
治平之良方！但今天的人
们，又有几人能够深刻领
会，身体力行呢？有一位身
价数十亿的“土豪”，逢人无
不炫耀，他的别墅，如何豪
华富丽，如何金碧辉煌，如
何富可敌国！大门拉手，无
不镶金镀银，厨房厨具，无
不金碗银筷，更有甚者，卫
生间的浴缸、坐便器，都是
千足金。奢靡如此，与古代
帝皇相比，也毫不逊色，甚

有过之！如此“土豪”，悲哉
也夫！

如今有些老百姓，见利
忘义，道德沦丧！家庭支离
破碎，父母不仁不义，儿女
不忠不孝，挣钱不择手段，
做人不讲诚信，结婚讲究排
场，生活奢靡腐烂……老百
姓，如果学一学孔夫子，做
到忠信仁义，父母树立榜
样，儿女自然效仿！忠信以
为宝，仁义为土地，多文以
为富，百姓自然安居乐业，
福寿安康，利益众生，造福
人类！

中国古训：“道德传家,
十代以上，耕读传家，次之，
诗书传家，又次之，富贵传
家，不过三代 。”中国“土
豪”，过于炫富，毕竟不是正
路；贪官们，利欲熏心，多行
不义必自毙！老百姓，道德
败坏，终究是穷途末路！孔
子之教，言犹在耳！遵从圣
贤教诲，不以金玉为宝，不
以积多为富，修身齐家，治
国安邦，世界太平，天下一
家！那该是多么美好的人
生，那该是多么伟大的梦
想！

孔子不以金玉为宝
□ 柳 哲 三月的天蓝蓝的

像一匹柔滑的锦缎
三月的风细细的
像柔荑轻轻弹
三月的雨纤纤的
像掌上轻舞的飞燕
三月的云薄薄的
像美人的罗衣翩翩
三月的江南
女子在十里画廊里评

弹
三月的江南
女子种花亭台小榭边
种下诗种下歌种下舞

姿婉转
多情的白衣男子
姹紫嫣红时吹着长笛

翩然出现
三月的烟雨蒙蒙
女子们纷纷擎起袅娜

的小伞
穿行在戴望舒的雨巷

里
幽幽地踩着雨点
清眸里一丝丝期盼
三月的女子
百媚千娇 绿瘦红肥
婉约动人 诗情画意
柴米油盐 云发高绾
温柔就温柔得像一池

春水
泼辣就泼辣得像怒放

的春蕊
红妆精致 美得如三

月的烟雨

三月里走来的桃花女子
□ 朱盈旭

诚实是金
守信是银
没有金
是穷人
没有银
是精神空虚的人
对亲人，讲诚信
心里敞亮互信任
遇事宽容多让步
你来我往一家人
对朋友，讲诚信

互谅互让互容忍
心底无私不藏奸
你帮我助如一人
从政讲诚信
襟怀坦白得民心
带领民众奔富路
仕途征程处处顺
经商讲诚信
怀揣公平心
童叟无欺做买卖
财源滚滚处处春

诚 信 赞
□ 万济江

冬天的雪
化成了春季的雨
像撒落的珍珠
挂满枝叶
水晶般的雨滴
光亮透剔
在叶面上相拥
在枝干上偎依
它把天对地的爱
用哭泣的方式送来
它亲吻着所能触摸到的

每一点
任凭枝干叶面对它贪婪

地吮吸
一切的狂热瞬间而尽
水晶般的雨珠
终成苦涩的泪
从枝叶的眼角溢出
从树干的肌体滑落
它一定会有一个说不出

的苦
否则它不会在风中抽泣
那泪已重重落地
倾刻摔成八瓣
像一颗心碎了

雨 泪
□ 董闽军

细雨惹怜蝶怯飞，
羞花无言枝头间。

寸草盈盈托甘露，
把酒徜徉春风暖。

春 来
□ 张成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