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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明月本无
光，遥望暖心房。

这是清代一位才子的诗句， 他绝对
想不到自己信手写下的这几句诗， 最后
竟会要了他的命。

我不是才子， 也没有生活在严厉的
雍正皇帝统治下的清代，所以，我不光可
以随意引用这几句诗， 而且还可以真的
到书店随意乱翻书。

周六早上，换了鞋去公园活动筋骨，

以前常去的樱花园， 地面被垫上了很厚
的沙子，踩在脚下很不舒服；旁边的空地
有些人在练陈氏太极， 但我都不认识，原
来熟悉的拳友如树上落叶，飘散不知去处。

从公园出来，桥头书店刚开门，书店
的二楼里除了三个工作人员， 只有我一
个读者。

先翻单独摆出来的几本书， 拿起麦
家的《风语》，麦家以写秘密战线的故事
赢得读者尊重，但在这部作品的第一章，

我读出了一种做作的叙述， 也许他在构
思时就考虑到了电影、电视剧改编问题，

这让其更多地注意到了场景的设置，而
失去了以前语言的鲜活灵动。

随后翻了翻韩寒的《长安乱》，这本
顶着武侠名义的书， 其实还是具有明显
的韩寒特征， 短句子居多， 读来流畅上
口， 加上一点韩氏幽默， 还是很有看点
的。韩寒凭《三重门》一举成名，后来又做
赛车手、歌手，是以个性张扬、敢说会说
出名的。

转到名著专柜， 翻了获得诺贝尔文
学奖的略萨的《绿房子》，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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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故事组成的，叙述上有点“花开五朵，各表一枝”的味
道；又翻了塞林格的《麦田的守望者》，这位刚去世不久的作家，凭
着这一部并不太厚的作品赢得世界声誉；翻卡夫卡的《城堡》时，被
大师的语言吸引，决定临走时买下回去细读。

又翻了曹文轩的《水边的文字》，其中不少篇章，我已经在他的
博客里看过，他对故土故人的依恋让我有同感；还翻了旁边书柜里
胡亚才的《另一种存在》，他是我的同乡，也是我的文学启蒙老师，

他书中写的那些人，有很多也是我熟悉的，读起来有一种别样的亲
切。

在我翻书的时候，有个工作人员一直在做保洁，用抹布逐个书
柜擦拭，后来她接到一个电话，是她的女儿打来的———上午不打算
去老师那里补课———她很干脆地一口回绝。放下电话，她和同事聊
起了子女教育问题，随后又打电话回家询问女儿是否走了，是否吃
饭了，是否带钱了？

我在她打电话的时间， 又把《石评梅散文》、《民国的奇人》和
《季羡林散文》翻了一会，其中对于才女石评梅描写的“山水逝去，

就像口衔落花的燕子，飞掠进深林。”印象深刻。

看看时间已近中午，又去书法字帖专柜翻了几本字帖，很多过
去出过的老字帖，改头换面后价格翻了几番，在手上掂了几掂，还
是放下了。

且 听 风 吟

雨后初晴，登上一座小山，清风拂面，暖阳
抚背，放下手中的《宋词三百首》，看天，看树，

看湖，碧空如洗，绿树苍翠，湖光潋滟，感觉通
体舒泰，心中畅快。

忽然听见好像有音乐传来， 如清洌流泉，

溅落碧潭；侧耳细听，又似乎只有风声瑟瑟、鸟
鸣啾啾。信步前行，再登上一座山头，看见林海
中露出一角飞檐，风中的“清乐”这时也变得更
加清晰，这种由木鱼、铜磬等法器，敲打出的声
音，配以似唱似诵的念经声，如天籁之音，让人
安神宁心，又若有所思。

佛教音乐在寂静的山头缭绕着，对面的山
崖有细细的瀑布，在风中飞散成星星点点的如
丝如缕的雾岚，烟一样在山谷翻涌，在我脚下
弥漫。这让我不由得吟起了苏轼的《定风波》：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
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
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

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说到苏轼，我们信阳人最熟悉的是他的那
句“淮南茶，信阳第一”的评语，其实信阳还是
他读书悟道、思想飞跃的重要地方。元丰三年，

苏东坡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任团练副史，

他从开封去黄州， 路过信阳光山净居寺时，看

到此处山色秀丽，风光绝佳，就在这里停留休
息。他经常在寺前大银杏树下读书，并为之赋
诗：“四壁峰山，满目清秀如画；一树擎天，圈圈
点点文章。”

净居寺居于大苏山和小苏山之间，苏轼自
己又姓苏，他把这里称做“吾家山”，把居于净
居寺当作了回家。在喧嚣的京城所蒙受的不白
之冤，在山水如画的此地，都随风飘逝；被一帮
小人嫉妒陷害的悲愤，在这里也因佛教大义而
逐渐宁静下来，他感觉找到了栖息自己的灵魂
的地方，他的思想和文字也因青山秀水、佛音
禅理而豁达、通透、空灵，所以他会在诗中明显
流露了自己对净居寺留恋：“钟声自送客，出谷
犹依依。回首吾家山，岁晚将焉归。”他甚至有
了在此皈依佛门的渴望。

中国有句名言：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苏东
坡在北宋的宦海沉浮，几经磨难，都是因为他
太优秀，就像一轮明月，使得无数星星黯然无
光。我常常在读他的诗文、练他的书法时，有一
种错觉，好像他就是我的师友，我应该请他一起
品茗把盏，与他一同寻山问水，一道吟诗诵月。

风过耳，与谁听？

青山不言，湖水无语，我迷失在山水里，且
听风吟。

听 月

今天是中秋节之后的第三天， 晚上想
在外面散步赏月，但遗憾的是，月亮完全被
云彩遮住，乌沉沉的天空毫无生气，显得像
重病之人的脸。扫兴地回到家中，在灯下听
电脑里的《二泉映月》，算是另一种赏月吧。

阿炳生活在无锡， 那里的惠山泉被茶
圣陆羽评为“天下第二泉”，一般人都把《二
泉映月》 理解为描写惠山泉美景的乐曲。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是何等美妙的图
画！但那是翩翩公子王摩诘笔下的意境，不是
后来沦为乞丐的瞎子阿炳所敢奢望的。

阿炳是个私生子， 其母在他三岁时自
杀， 邻居婶母把他带大， 送他到道观学音
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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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时，他从病逝前的道士华清和口中
得知：这个一直以师傅相称的人，原来就是
自己父亲。

这之后， 他因交友不慎染上恶习并因
此生病至双目失明，做不成道士，靠每天街
头卖艺维持生计，常常食不果腹。同时期见
过他的人曾描述：大雪纷飞中，阿炳被一衣
衫褴褛的老妇用竹杖牵着，边走边拉二胡，

琴声如泣如诉。

纵观阿炳一生，可谓苦矣！一出生，就饱

受世人冷眼，母亲不堪流言而寻了短见，让幼
小的他丧失母爱； 接着进道观跟着父亲学各
种乐器，在那位严厉的师傅面前，他是不可能
感受到父爱的；尚未成家却双目失明，从此进
入一个黑暗的世界；在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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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时，家乡解放，

他在剧院演奏一次，就病床不起。

也许是
80

年前的一个夜晚， 孤寂的阿
炳，在冷冷的月光下，随手拉出了这首如诉
衷肠的曲子。他不可能想到，后来在他的破
屋里， 他用借来的二胡在北京来的音乐家
面前，展示的这支曲子，会成为中国民乐中
的一轮明月！ 著名指挥家小泽征尔第一次
听《二泉映月》，就泪流满面地说，这是一首
应该跪着听的伟大乐曲！

记不起我是在什么时候第一次听《二
泉映月》的，但每次一听见那熟悉的旋律，

心就为之一颤， 就有一种悲凉的氛围萦绕
过来，让我仿佛看见深夜小巷，如钩冷月，

纷飞雪花。我在乐曲中听出了阿炳的叹息，那
是一颗善良而敏感的心灵在深深叹息！ 他在
感叹人间冷暖、人世沧桑、人生艰难吗？

看不见明月的夜晚，坐下来品茗听月，

心中竟渐渐升起一弯新月。

河 边 品 茶

老姚在市交警队当领导，喜欢写作、书
法和饮酒， 因为一同参加过几次文联组织
的采风活动，我们成了文友、书友和酒友。

那天晚上，他带着一瓶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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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赖茅酒，

专门请我到一家小饭店分享。 喝完了那瓶
上了年头的白酒，我俩都有点微醺，一直作
壁上观的诗人小高提议到河边喝茶。

于是，我们穿过弥漫着烧烤烟雾的胜利
南路，由北往南过了民桥，向左一拐，来到离
桥不远的一处河边茶摊。摆摊的人与老姚熟
悉，马上给我们让座、泡茶、端来瓜子。

这种路边的茶摊， 也就是在河边人行
道上摆了些竹椅和茶几， 条件和市内那些
茶馆不能比，与文新、五云、水云间、茶人居
这些上档次的茶馆比更是相去甚远， 但这
里视野开阔，拂面而来的清风，带着一丝丝
凉爽的水汽，让人倍感舒服。

小高擅品茶，喝了一口就断定是河港
的茶叶，喊来茶摊主人一问果然。这让我们觉
得有点不可思议，在我的印象中，市区周边的
河港、谭家河、李家寨等所产的毛尖茶，无
论从外形还是口感上几乎没有差别。

小高说，河港茶山海拔高，春天来得

迟，茶叶也就采摘得稍晚，茶味要比其他毛
尖浓。 她的话让我想起在河港采风时汽
车艰难爬坡的情形，想起黑龙潭、白龙潭喧
腾的瀑布，想起漫山遍野的碧绿茶园，想起
了那里的一家家茶场、饭庄。

老姚说，外地人不会喝信阳毛尖，有的
是被假的蒙了， 有的是买了真的却不会保
管，有的是当地水质太差；现在，省会有几
家茶馆直接来信阳茶山买茶叶， 专门用信
阳的南湾纯净水泡茶，生意好得很。

我们由信阳山水谈到一起结伴去过的
丽江、青岛和黄山，由毛尖茶谈到普洱、龙
井、大红袍，由喝茶谈到旅游、写作和交友。

夜色渐浓， 不远处大桥上的灯光越发显得
璀璨， 微风吹来， 头顶垂柳的细枝摇摆起
伏，河面上成行成串的虹霓变得模糊，像一
幅未完成的油画。

这时， 忽然有一个外地的文友打来电
话，说看了我的一篇散文，引发很多感慨。

说完了自己的感想，文友说今晚月光很美，

你看见了吗？这一问，我们都抬起头寻找，

但我们都没看见天上的月亮或者星星，包
围我们的是城市喧嚣的灯光。

日 照 看 海

日照的海滩比夏威夷的好， 尤其是
空气非常新鲜。

这话不是我说的， 是
1976

年获得诺
贝尔物理奖的华裔美国人（祖籍山东省
日照）丁肇中说的。

我们一行赶到日照的时候， 已是下
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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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多，太阳渐渐西沉，市区的道路挤
满大小车辆。司机在当地导游的指点下，

左冲右突， 终于抄近路赶到滩西村———

为我们提供食宿的地方。

这里的民居几乎都成了接待外地游
客的宾馆，一排排房子差不多都一个样，

我们住的那家姓秦， 在那条烧烤街的北
边第二排头一家，院子虽不大，却摆了

4

张圆桌，几间房子被开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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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客房，里
面除了面积比一般标准间小许多外，设
施也一应俱全。

当天是周六， 各地来的游客在找客
房、买海产、吃烧烤、去海滩，操着各种腔
调，穿着各种衣物，拿着各种东西，让你
有一种街上人像着了火的感觉。

顺着人们指点的大致方向， 我们步
行来到海滩， 这里也是一片喧腾， 卖小
吃、饰品、衣物的摊子，挤满那条去海边
的路，灯光、烟雾和吆喝让我想起信阳小
南门的夜市。选一处空地，作为我们存放

衣物的据点， 再指派两个不愿下水的女
士作为看守，我们便放心地去游泳。

夜晚的海水黑沉沉的，涌过来的浪头
却显得白花花的，很像一排排白色的马，在
奔跑、跳跃，呼的一下冲过来，哗的一下散
开来，再唰的一下退回去。这天晚上，月亮
升得早，也接近浑圆，没有云彩，熠熠清辉
洒在海面上，不禁想到一千多年前那位同
姓诗人的名句———海上明月共潮生。

次日，我们先去灯塔海滩，这里都是
巨大的礁石，上面被海浪舔舐的很平滑，

几个同行的孩子在上面边跳边叫， 躲避
一次次突然拍过来的大浪。这时的大海，

显得比夜晚狂躁了许多， 一排排浪头争
先恐后地冲过来， 似乎要把这一片礁石
吞掉。有快艇在风波浪尖上穿过，不过这
些弄潮儿归来都有点狼狈———几乎都成
了落汤鸡。

下午去映旭海水浴场， 天气突然变
了，乌云翻滚，遮住了整个天空，海水也
显得颜色发青， 在海天相交的地方则是
一道亮亮的白带。 海边管理员说有台风
要来，劝阻人们下海。好在这里的沙子很
细，呈粉白色，走在上面很舒服。不久，雷
声轰鸣，大雨倾盆而下，我们在木桥下避
了会雨，看雨越下越大，终于冒雨跑回车
中，个个都成了“诗（湿）人”。

原本计划第三天去青岛， 因为组织
者的失误而落空， 所以我们第三天还停
留在日照，上午，大家商议去看水运会，

买票去游泳馆看了半天跳水。下午，我们
再去海滩转悠，从映旭广场一路往南，依
次是“映旭、浴月、听涛、泊烟”四个广场，

分别按照日、月、水、云四种元素设计，广
场的主体建筑设计成

UFO

形状， 大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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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个，不知外星人看见了会有何感想。

海滩的西边是林地，多是松柏、榆杨
等，其间还点缀一些花草，有的空地还挖
有池塘，这时节睡莲正在绽放。我们在林
间漫步，枝头有喜鹊在喳喳地谈话，地上
树桩状的音箱有轻音乐流淌， 从那边海
面吹来的空气，像经过了过滤一样。

从林地出来，信步走在海边，儿子若
有所思地说，其实旅游玩的是一种心情，

只要心情愉悦就达到了目的， 不在于看
了多少景点，至于吃住行更在其次了。

儿子的话让我颇有感慨， 过去外出
旅游， 总是脚步匆匆， 马不停蹄地赶时
间、赶景点，总想把日程安排得最满，总
想在有限时间里看到更多的风景， 但往
往只留下累的感受。 这次阴差阳错的安
排，让我们能够彻底放松，以一种空前的
悠闲在海边信步，看海、听海、感受海的
气息，这种收获也是空前的。

茶 香 熏 染 的 信 阳

大别伏地秀，长淮接天流。这个气势
不凡的对联说的是我的家乡———信阳。

地处豫南的信阳，山拥水绕，很有些江南
水乡的清秀。

绵延千里的大别山， 让一马平川的
中原在信阳有了跌宕起伏， 有了缤纷色
彩，有了灵秀奇幻，有了民歌和传说，有
了豫风与楚韵。

环滁皆山也， 是欧阳修对滁州的描
述。信阳的周边也可谓举目皆青山，震雷
山、马鞍山、琵琶山、龟山、蛇山、贤山、五
峰岭、五云山、四望山，这些大大小小的
山岭，有的山势高峻，层峦叠嶂；有的坡
缓峰低，显出几分玲珑。

从信阳北边流过的淮河水发源于豫
西大山深处， 携带着信阳地面上的众多
河流一路欢歌，悠然东去。其中的一条叫
河，从信阳市西边深山钻出，在经过人
工围成一个巨大的南湾湖后，穿城而过，

河面宽阔，汤汤的河水很有几分气魄，让
信阳成为“山绕绿城城彻玉，城裹碧水水

飞虹”的图卷。

青山绿水出佳茗。 信阳市周边的山
岭，云遮雾绕，草木葱茏，生长着著名的
“信阳毛尖”茶。那里的雨水、雪水、露水，

纯净甘甜， 让遍布大小峰峦的茶山、茶
园、茶场枝繁叶茂，满目葱翠。千百年来，

信阳茶以其独有风味倾倒无数名人雅
士，一代茶圣陆羽曾在此品茗著书，盛赞
信阳毛尖：茶中上品。大文豪苏东坡在贬
谪途中，借信阳的清茶洗去心中的抑郁，

写下了“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这样的
洒脱飘逸的诗句。

徜徉在满目青绿的茶山， 看采茶女
轻巧的身影，或漫步于柳丝飘拂的河岸，

与一个个品茶人不期而遇， 你会为信阳
浓浓的茶香所陶醉。 作为中国十大名茶
之一， 信阳毛尖早在百年前就享誉海内
外， 获得世界博览会金奖———不知那时
外国人是如何介绍“毛尖”这两个代表信
阳茶特点的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信阳
茶只有雨前毛尖最出名， 那是抢在谷雨

前掐下的茶叶尖尖， 因其量少而弥足珍
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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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因省委书记卢展工视察而催
生的信阳红茶，可谓横空出世，与毛尖分
庭抗礼，彻底改写了信阳茶的历史。

信阳市所辖八县两区都产茶， 很多
人家几代人都在种茶、炒茶、卖茶，以茶
为业，靠茶营生。茶乡客来先奉茶，是所
有信阳人待客之道，一杯清茶在手，无限
深情满怀。 信阳人沏茶对水有讲究，“
河中心水，车云顶上茶”是信阳人都知道
的，由山间清泉、小溪活水汇成的河水
自然是泡茶的首选。 今天信阳人喝的是
南湾湖水， 那是来自河上游的无污染
的水。茶具的选择也有讲究，过去信阳人
多用紫砂茶壶沏茶，用茶盅、茶盏喝茶。

现在信阳人喝绿茶都用玻璃杯冲泡，为
的是欣赏毛尖舒展开来时优雅的舞姿和
晶莹的汤色；喝红茶则多用白瓷茶盅，那
样会使琥珀色的茶汤更加赏心悦目。

信阳人爱喝茶，市内茶馆林立，家家
环境幽雅，陈设讲究，一个比一个气派。

外地人到此可以品尝到正宗的信阳毛尖
和信阳红，还可以学到挑选茶叶的技巧，

欣赏到优雅的茶艺表演。 当地人除了进
茶馆，还喜欢去设在公园和河边的茶摊，

那里一张木桌、 几把竹椅就构成一个小
天地，三五知己围坐一起，泡一壶好茶，

细品慢啜，打牌聊天，在恬淡闲适的氛围
里尽享茶之妙趣。

也许是茶的滋润， 让信阳大地自古
人才辈出，比如三为楚相的孙叔敖、开漳
圣王陈元光、一代史家司马光、植物学家
吴其浚等， 他们的名字让中华历史的星
空更加璀璨。

有人说信阳诗歌方阵在中国诗坛异
军突起，固始书法、罗山国画在当今艺坛
独领风骚，这一切都因茶的熏染。对此，

我的看法是，饮茶使信阳人更清醒、更淡
定、更有悟性、也更具灵气。

茶，已经成为信阳最芬芳的名片。

信阳，已经成为茶香四溢的茶都。

生为信阳人，是上天赐予的福分。

责编：肖胜卢小龙照排：江梦
邮箱：

xiaosheng1973@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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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

固始县人，

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

信阳市小说学会理事、

散文学会副秘书长。

先后在《河南日
报》、《中国青年报》、《大
河报》、《百花园》、《希望
月刊》 等报刊上发表文
学作品数篇，曾获《长江
文艺》 创作奖、《河南日
报》年度好作品奖、全国
教师散文大赛一等奖
等。

张 弘

墨 缘

小时候， 我家正屋中堂贴的毛主席画像
一年一换，可是两边贴的对联却一直没换。那
是父亲请镇上石佛高中金老师用银粉写在洒
金红宣纸上的著名诗句：虎踞龙盘今胜昔，天
翻地覆慨而慷。字体仿毛氏狂草，我基本上一
个也不认识，只觉得那些字如天上流云，似水
面波光，盯着看一会儿，就觉得那十几个字好
像都在跳动。

我是在进了生产队学屋（原来是牛屋）后
开始认字的，启蒙老师姓潘，写一手方方正正
的楷书。他教生字，常常先用毛笔蘸水写在黑
板上，再扑上粉笔灰，黑板上的字就成了立体
的，既端正又厚重，很长时间脑子里都留有那
些字的形象。三年级以后到了大队学校，见一
位姓汪的老师粉笔字写得特别流畅漂亮，私
下里偷偷学着他的字体，但总是不太像。

后来进了公社重点中学后， 遇到了擅书
法的付老师，才知道临和摹的不同，知道真草
隶篆的区别，知道颜柳欧褚的讲究。付老师上

过多年私塾，还曾到外地学堂进修，古文功底
深厚，所擅长的柳体楷书，结体严谨，秀美挺
拔。教我们时他刚摘去右派帽子不久，解除了
多年的压抑，年过半百的他，满腔激情地想把
自己所会的一股脑儿地都传授给我们。 他让
我们比着背诵诗词，让我们选字帖临摹，让我
们用毛笔小楷写作文。尤其这最后一招，让我
们很多人吃尽了苦头， 小小毛笔在不少人手
中总是不听话，发抖打颤，七扭八弯。常常有
人急得满头大汗，顺手一擦，又抹成大花脸，

逗得大家捧腹大笑。

受付老师影响， 我开始在寒暑假用功练
字。父亲对此大力支持，专门用木板钉了个书
桌，跑到城里买了支“七紫三羊”，去公社找人

要了一捆旧报纸，拿了家里那个带豁口的碗当
砚台———豁口正好成了笔架。听说墨汁加酒可
以防止变臭，他还特意找了点好酒加在墨水瓶
里，于是一练字，我家就会墨香和酒香四溢。

到了年关，父亲买来红纸让我写春联。当
时我家已搬回镇上，住在高中学校门口，在得
到了几位擅书法的老师具体细致的指点后，

我写出了第一张春联。 父亲早早地就给贴上
了，很自豪地逢人就说：看看我儿子写的！

那时每到年底， 总有一些人在街道上摆
摊写春联，其中颇有一些经验老道的书法家，

我很喜欢站在那里看他们将别人琐屑的要求
提炼成精彩的词句。 在那种喧闹嘈杂的环境
里，他们一边听人絮絮叨叨说话，一边构思对

联内容，然后笔走龙蛇，一挥而就。

后来到我上师范的时候， 家乡人在各种
书法大赛获奖的消息时有耳闻， 其中获得首
届中原书法大赛一等奖的李乾山先生， 我最
熟悉的他送过我多幅墨宝， 也多次对我耳提
面命。 他和我父亲同村， 年轻时上过河南大
学，后被打成右派，在农村劳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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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他
诸体皆擅，尤精楷行，其褚体小楷精美绝伦，

被林散之先生当做指导后辈习字的范本。

获悉，我的家乡固始已被中国书协命名为
“中国书法之乡”，颇感欣慰。我觉得固始的书
法蔚然成风，一是源于当地独特的地域，厚重
的文化所形成的人文积淀；二是源于多年来注
重教育，追求雅致的生活理念；三是源于自明
清以来的名家辈出，提携带动，形成了一种特
别的艺术氛围。是的，在固始城乡，人们除了爱
看宽街新楼，更爱看的是各个单位和家庭收藏、展
出的书法作品， 有时不经意拿出的就是件名家佳
作。那种对文化艺术的热爱，让你不禁为之感动。

举头已觉千山绿

前一段时间，天气忽冷忽热，加之身体
不适，对于潜滋暗长的春意几乎没怎么察觉，

这两天出去一走，才觉得春天已铺展于眼前。

信阳这个小城，山拥水绕，很有点江南
的秀丽。

震雷山、马鞍山、琵琶山、龟山、蛇山、

贤山，信阳的这些小山，或以山形命名，或
凭传说命名， 山势都不高峻， 显得几分玲
珑。一旦春风将城外的小山吹绿，城里的人
都爱结伴到山上踏青，特别喜欢去城西边的
贤山，此山连绵起伏，离老城最近，山上松柏
榆杨杂陈，灌木藤条缠绕，野花芳草遍地。

我和家人也爱来这里漫步， 我们喜欢
带着书报，选一平坦向阳处，或坐或卧，或
读书看报，或看天望云。拂面的春风，送来
花草的清香和阳光的味道，耳边松涛阵阵，

鸟鸣啾啾， 偶尔还会传来贤隐寺的钟磬之
音，让人恍惚有不在尘世之感。

从贤山北面下去， 就是穿城而过的
河。河边绿柳扶风，摇曳生姿，硬化了的河

堤两边新植草皮，呈几何状分布，有点像是
假草。河水清澈幽深，波光粼粼，很多垂钓
者临水执杆，悠然自得。

河边的公园，虽有樱花可赏，修竹可
看， 无奈林中摆满茶摊， 空地多设游乐器
具，人头攒动，笑语喧哗，我觉得太吵。而新
建的茗阳阁一带，虽有个“茶之韵”广场比
较安静，但树木稀少，花草单调，缺乏趣味。

稍远一点的震雷山，林木葱茏，曲径通
幽，我们曾在初夏登临，沿途山泉叮咚，野
花照眼，青草如茵，巨树参天，很有点风光
无限的意境。

今天又是个惠风和畅的日子， 一大早
就有鸟雀在窗外欢叫， 我计划带着家人踏
青。可是儿子说他们不放假，要周考（过去是
月考）；妻子说她要去参加计算机培训。唉，我
一个人还踏个什么青？

举头已觉千山绿， 是辛弃疾的名句，我
借来是想写一写信阳的春天，还有那么一点
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