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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轶事二则

郑板桥赶贼
清代的郑板桥罢官还家后，有

个小偷以为他会存下很多钱财，就
趁着月色来他家行窃。不料，郑板
桥恰巧没睡着， 看到小偷进屋，他
没有大声喊叫，只低呤道：“细雨蒙
蒙夜沉沉，梁上君子进我门。”小偷
一听，知道自己被发现，就停住了
手脚。郑板桥继续呤诗：“腹内诗书
存千卷，床头金银无半文。”小偷听
说没钱，转身就要出门。郑板桥又
呤：“出门休惊黄尾犬，” 小偷想有
狗呀，还是翻墙而去吧。这时郑板
桥又呤道：“越墙莫损兰花盆。”小
偷仔细一看， 果然墙上有一盆兰
花，就小心地躲开。他刚跳到墙外，

又听郑板桥在屋里呤诗：“天寒不
及披衣送，趁着月色赴豪门。”

巧解”老头子“

纪晓岚才识过人，但却不修边

幅， 热天办公时常常衣冠不整。一
日，纪晓岚正在军机处光着膀子办
公，忽听手下通报“皇上驾到”，纪
晓岚唯恐光着膀子有亵渎万岁之
罪，情急之中，只得钻到桌子底下。

乾隆皇帝早将这一切看在眼
里，故意在椅子上坐了下来。纪晓
岚躲在桌子底下大汗淋漓。过了一
个时辰， 他听不见什么动静了，才
壮起胆子问：“老头子走了没有？”

乾隆皇帝一听此话，板起面孔厉色
问道：“好你个纪晓岚， 你不接驾，

还叫我老头子，是何用意？”

纪晓岚连忙磕头解释： “万
寿无疆称为老， 顶天立地称为
头，至于子嘛，皇上为紫薇星，天
之子也，这就是老头子的意思。”

乾隆皇帝转怒为喜，得意地笑
了，赦纪晓岚无罪。

(

边际
)

信阳山水

我心中的金刚台

（下）

曾庆棠

人世间，总有一些机缘巧合。

1986

年，组
织上派我带队到位于金刚台脚下的苏仙石
乡柯楼村开展扶贫工作。入村后，我和村干
部搞调查、定项目、找资金，发展特色经营。

由于工作繁忙，我几次打算上金刚台游玩而
未能如愿。其间，读过私塾的村支书还不止
一次地说过要为我当向导，他说，金刚台地
貌多样，山高势险，千米以上的山峰有近

10

座，主峰海拔
1584

米。这里的怪石、悬崖、涧
潭、瀑布特别雄奇壮观，猫耳石、万仞崖、太
阳尖等奇石绝壁，黄龙潭、乌龙潭、九丈潭、

画眉跳架等幽潭巨瀑， 让人看了叹为观止。

金刚台山奇水秀，人迹罕至，动植物种类非
常多，是名副其实的“生物宝库”。珍稀植物
有大别山五针松、千头柏、香果树、天麻、贝
母、灵芝等，国家保护动物有金钱豹、艾豹、

恨虎鹰、猫头鹰、白冠长尾雉、商城肥鲵等
,

尤其是商城肥鲵
,

属于国内娃娃鱼中极为特
殊的一种。

离开柯楼村的那天， 正是雪后初晴。清
早，我怀着不舍的心情仰望着金刚台这个银
色的世界，眼前的金刚台银妆素裹，晶莹皎
洁。山峰、岩石、丛林全都披上了圣洁的白色
羽衣。石崖边、苍松上晶莹剔透的冰花一条
条动感地展列着，彰显出金刚台冰清玉洁的
风骨神韵。风从远处吹来，凛冽入肺，清新刺

鼻，让人神清气爽。随着山势的起伏，茫茫林
海雪原形成了无尽的雪线。那是金刚台的精
致画框，画框里满是生动无比的仙境。

1995

年
5

月
1

日，我一大早便邀上老朋友
丰子西登金刚台。晨色里的金刚台如一巨大
青龙横卧于商城县县城的东南方向，似动非
动，似静非静，在我们的行进中不断地变幻
着姿态。 到了金刚台自然保护区管理处，我
们扔下自行车徒步攀行， 大约三个多小时
后， 登上了金刚台的最高峰———平顶铺。耳
旁，山风吟吟鸣奏着轻扬舒缓的金刚台春光
曲
,

放眼四顾，深深浅浅的绿如神来之笔，点
染了千树万树，浸润了山山岭岭，绘就了绝
色柔美。一峰峰的青碧，一峦峦的苍翠，一谷
谷的葱郁，把月亮口边的悬崖、太阳尖下的
奇石、乌龙潭畔的峭壁一一掩于绿帏，给老
鹰岩、豹子岩、骆驼石、孔雀开屏石全都系上
翠裙，将盎然的生机铺展得淋漓尽致。还有
点缀在远远近近的映山红、山桃花、野玫瑰，

以及许许多多不知名的山花，一片片，一簇
簇，一抹抹，一串串，欣然地对着蓝天绽放，

朝向白云微笑。那花儿，白的素净，粉的羞
涩，红的艳丽，黄的华贵，紫的妩媚……其天
生丽质，万般风情，诱人，醉人。

我连做了几个深呼吸，五脏六腑都感到
清新。

老丰说：“金刚台的春天之美，美到了人
的心里。”他还讲道，这里的草木之秀，都浸
染着革命前辈的鲜血呢！第二次国内革命战
争时期，金刚台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钢铁
堡垒。这里的朝阳洞、女人洞、水帘洞、大石

棚等
20

多个岩石洞被人们称为红军洞群。

1935

年
6

月，中共皖西道委、中共商（城）南县
委领导妇女排和游击队转移到朝阳洞，红军
家属和当地进步妇女组成“金刚台上妇女
排”，坚持武装斗争，保卫红色根据地。敌人
数百次搜山、封山，在没有粮食与油盐、没有
衣服与药品艰难的情况下，“金刚台上妇女
排”的战士们住山洞，吃树皮，咽草根，在敌
人的枪林弹雨中奋勇冲杀，以惊人的毅力与
严寒、疾病抗争，在血与火、刀与剑的生死搏
斗中奉献着青春与生命，打退了敌人数百次
的进攻， 坚持了

3

年艰苦卓绝的金刚台游击
战争， 有力地支持了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

赢得了“金刚台红旗不倒”的赞誉。

1937

年
7

月，抗日战争爆发后，“金刚台上妇女排”被编
入新四军第四支队，开赴抗日战争的主战场。

同年
11

月， 中共鄂豫皖省委在金刚台的豹子
岩成立了新的红

25

军， 继续坚持大别山区的
革命斗争，创建了可歌可泣的革命业绩。

老丰的述说， 让我追念及我的爷爷。爷
爷当年毅然决然地追随红军队伍进南山，曾
在商（城）南山区的两次战斗中负伤而不下
战场，被誉为“铁汉子”。

1933

年春，他在下山
筹运粮食的返回途中不幸牺牲。我刻意追寻
爷爷的足迹，想象其奋勇前行的英姿，但不
知他都跋涉了哪道山哪道水，只感到眼窝里
涌起思念的泪……

哦，金刚台，你是英雄的大山，是壮美的
大山！

时光荏苒，转眼是
2011

年的深秋。我陪
省人社厅的一位主任再上金刚台。在县领导

的引领下，我们沿一道蜿蜒河流而行，赏游
了正在开发中的西河生态旅游区。

“金刚台高势耸天
,

无限瀑布挂满山。峰
尖谷底淌是水

,

幽谷以下全是烟。”正值雨后
的晴日，吟着古人的诗句，细品金刚台之水
所特有的韵味，心中一片澄明。山有多高，水
就有多长。山峰之巅，绝壁之上，时而看到一
道道泉流，一条条白泽。这山泉瀑布又聚为
长长短短的溪流，或溅起朵朵白花，或拨响
叮咚琴弦，交汇于欢唱的西河。清凌凌的河
水，极似碧青的巨幅绸缎，顺着山势，飘逸婉
转。这曾经为红军将士洗去汗水、血迹的河
啊，如今是这样的依依留恋；这曾经映照过
英雄们身姿容貌的水啊，如今是这样的深情
款款……

返回金刚台地质公园管理处驻地，

20

余
年扎根金刚台培育高山有机茶而卓有建树
的茶王周其鹏盛情地接待了我们。 酒席间，

这位早年结识的老朋友一脸生动的笑容，他
兴奋地说：“金刚台于

2005

年被确定为国家
地质公园后， 旅游景区的发展大大加快，其
中著名的红军洞群等红色旅游景区被列入
全国

30

条红色旅游精品线路和
100

个红色旅
游经典景区名录。 加上交通也随之便利，进
入金刚台景区的游客量连年上升。 面对机
遇，我不断扩大有机茶茶园面积，现已达到
6000

亩，所产的茶叶成为全国第二家、河南
首家有机茶产品， 很受游客及市场的欢迎，

荣获过国际国内金银奖
70

多个。金刚台地质
公园管理处在县委、县政府及旅游部门的支
持下，也乘势而为，引进人才资金，全面推进
金刚台生态旅游建设。近年来，又重点开发
了‘金刚台西河漂流’项目。西河漂流全程

5.8

公里，总落差
175

米，

1

米以上落差
30

余处，并
有风景各异的

18

怪潭及红军门、 华陀石、石
立方等特色景观，那可是豫南高山峡谷第一
漂啊！”

茶王的言谈，令我心花盛开。我坚信，在
新的时代，有着厚重历史的金刚台必定会绽
放新的光彩。

中山茶座

温哥华的“城市作业本”

李庆桂

漫步于加拿大花园城市温
哥华的街头， 不经意间就会遇
到街心花岛或者街角花园。最
能打动人心的不是“绿影披拂，

花色润眼”的景色，而是在花园
边挺立着一个清秀的记录性标
牌：此处，是被某位志愿者承包
种植的花园， 是他向生活递交
的一份“城市作业本”。

1994

年， 温哥华市政府为
了促使过往车辆减速， 在快乐
山居住区的许多十字路口，修
建了一些交通圆环和街角拐弯
弧线地。 约翰是曼尼托巴街和
14

街交叉路口处的街道园艺工
人，一个

3

月的清晨，他把一袋
肥料随意堆放在街角拐弯的弧
线地段， 准备过些时候在那儿
种些灌木。恰巧，在附近居住的
女职员芭比， 为了排解巨大工
作压力所带来的困扰， 准备去
海边度假。 临行前， 她清理鸟
笼， 把鸟吃剩的葵花籽顺手撒
在肥料堆上。没想到，葵花籽却
顺着雨水钻进这块肥沃的土壤
里，并且生根发芽。当芭比度假
归来， 看到一棵棵碧绿的葵花
秧迎风而立，她欣喜万分。在芭
比和约翰的共同管理下， 一朵
朵金黄喜人的葵花盛开，同时，

这次偶然相遇也成就了他们之
间美好的婚姻。

此后， 市政府便开始接二
连三地接到附近市民的电话：

“是否可以把其他十字路口处
的交通圆环和街角拐弯处的空
地上也种上花草呢？ 我们愿意
义务承担， 不需要政府花一分
钱！”看到对此事感兴趣的人不
少， 政府决定把它作为一个试
点项目做做看。 于是， 一个叫
“绿色街道项目”的志愿者活动

便开始运行： 为了给街道贡献
一点绿色， 任何人都可以到市
政府报名承包一个花园， 你可
以只料理一个月，一个夏天，或
者一年两年，甚至是十几年。政
府每年给志愿者免费提供两次
种子和肥料， 市民们亲切地把
这个项目叫作“城市作业本”。

因为， 每个成年人内心都怀有
一个重做一回手执画笔的小孩
子、 伏在作业本上涂涂画画的
梦想。更何况，这个作业本的本
体是清新润泽的土壤！于是，老
人、孩子纷纷手执农具，耕耘园
土，搭架竹篾，浇水施肥，开始
投身到这场生机勃勃的活动中
来， 先后有

15

名志愿者承包种
植了

15

个这样的绿色“作业本”。

2006

年， 政府又在专门的
网站发布相关信息， 请专业的
园林设计师开设园艺培训班，

举办各种讲座和聚会。 更多的
人被吸引到这个项目中来，不
光是因为喜欢园艺， 更多的是
热衷于这项公益事业带来的人
际交往。看！春时水仙、郁金香，

夏日百合、玫瑰，秋令芍药、海
棠，冬来雪沐芳草，真的是四季
流转，芬芳不断。“城市作业本”

的数目不断增加， 迄今为止，

500

个“城市作业本”在温哥华
的街头展示着独特的风采。

人本身就是自然的一部
分，只有返回到大自然的怀抱，

才能获得真正的心灵安宁。“城
市作业本” 作为温哥华市政府
的倡导性举措， 不但为国家节
省了资源， 还缓解了人们的心
理压力， 增加了种植者与这座
城市的亲密互动， 提升了市民
的融入感和责任心。可见，温哥
华的“城市作业本”不仅实现了
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更多的
是提升了这座城市市民的整体
素质， 有了这么多高素质的市
民自觉参与公益事业， 这座城
市能不受欢迎吗！

琵琶台一角 王章云摄

缅怀红军先烈的艰难岁月

黄宏继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常听姑妈和父亲讲
述爷爷和大伯的故事。记得姑妈每次来我家
时，都要和父亲促膝长谈，谈爷爷和大伯当
红军的光辉事迹， 谈当年逃难的艰难岁月，

谈对亲人的无尽思念，每每动情之处，姐弟
俩总是抱头痛哭，伤心不已。从父亲和姑妈
的叙述中，我渐渐知道了爷爷、大伯以及无
数革命先烈，将民族解放、国家复兴的重任
扛在肩上，用青春、热血、牺牲、奉献的精神
换来了祖国的繁荣昌盛， 他们胸怀祖国、舍
身取义的精神伴随我成长，激励我进步。

罗山县是红二十五军长征出发地，是土
地革命战争时期鄂豫皖边区的重要组成部
分。以大别山为中心的鄂豫皖边区，南濒长
江，北临淮河，东接江淮平原，西扼京汉铁路
（当时称平汉铁路），大别山雄峙其中，战略
地位十分重要。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鄂豫皖
边区是全国最先暴发武装起义、组建红军和
开创农村根据地的地区之一，先后发动了黄
麻起义、商南起义、六霍起义等一系列武装
起义。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起义队
伍先后组建了红一军、红四军、红二十五军、

红二十八军和红四方面军。大别山革命斗争
的烽火风起云涌，激励了无数罗山儿女投身
革命浪潮中，我的爷爷和大伯就是这无数英
雄志士中的一员。

我爷爷出生在罗山县彭新乡一个贫苦
的农民家庭

,

靠租种地主的田地和打短工艰
难度日。像无数贫苦百姓一样，虽然他们勤
劳节俭、纯朴善良，但在反动剥削阶级的横
征暴敛、强取豪夺下，仍过着衣不蔽体、食不
果腹的生活。残酷无情的现实，让劳苦大众
认清了地主剥削阶级的真实面目，觉醒的罗
山人民掀起了阵阵反抗浪潮。

1930

年， 在红
军革命活动的影响下，爷爷带着

14

岁的长子
（即我的大伯） 毅然决定参加红军， 投身革
命。在白色恐怖的战争环境中，面对生与死、

血与火的考验，他们毫无畏惧，勇往直前，为
劳苦大众翻身求解放浴血奋战。

1931

年，在
红二十五军攻打湖北红安七里坪的战斗中，

爷爷和大伯英勇牺牲，永远长眠在七里坪这

块被烈士鲜血染红的土地上。他们为了人民
的幸福、民族的解放和国家的富强，在硝烟
弥漫的战场上，冲锋陷阵，奋勇杀敌，流尽了
最后一滴血。时年，爷爷

33

岁，大伯年仅
15

岁。

我爷爷和大伯离家当红军之后，国民党
反动武装和地主还乡团对红军家属进行了
灭绝人性的血腥镇压，爷爷家里的草房和家
具都被他们放火烧了，米缸、水缸也全被砸
了， 家里仅有的半袋米也被倒进粪坑里。万
幸的是，当时我奶奶和两个孩子恰巧都不在
家，才侥幸躲过了一劫。一位姓郑的老大娘
看到我奶奶时，惊恐地说：“你家的房子被烧
了，家具全砸了，白狗子正到处找你们啦，你
们还不赶紧跑，再慢一点就没命了！”奶奶绝
望地说：“孩子这么小（当时姑妈不到

11

岁，

父亲还不到
6

岁），我又是小脚，往哪里跑啊
!

”

善良的郑大娘赶忙说：“你把小点的孩子先
放我这儿，和我孙子睡一个摇窝，你们娘俩
赶紧跑吧

!

”就这样，在好心人郑大娘的帮助
下，奶奶和姑妈赶紧躲了起来。不一会儿，还
乡团的白狗子来了， 看到摇窝里睡着俩小
孩，抓起一个（正巧是我父亲）就要往门口的
水塘里扔。郑大娘一看，急忙跪下来向白狗
子磕头：“老总啊，行行好吧，你们可不能扔
呀，那是我的孙子呀！”郑大娘不停地磕头，

头都磕破了，鲜血直流。白狗子看到这种情
况，加上搞不清郑家有几个小孩，就悻悻地
松了手，才算保住了父亲的性命。当天夜里，

奶奶跛着小脚拄着拐杖， 姑妈挑着小竹篮，

在漆黑的寒夜里，深一脚浅一脚地躲进了逃
难的人群之中，一路上历尽了艰辛与危险。

当时已是深秋，奶奶带着孩子靠讨饭度
日，白天还要躲避国民党反动武装和地主还
乡团的追杀，不敢走大路，晚上，在没有白狗
子的稻场边、柴垛旁露宿荒野，遇到下雨下
雪时，衣服被褥湿透了，奶奶只好抱着儿女
相拥御寒。

在那兵荒马乱的岁月，人们的日子都很
艰难，奶奶讨饭时不敢去大户人家，只有到
穷人家去讨， 可穷人家的日子本来就不好

过，哪有吃的东西给你，结果是讨饭挨饿常
常发生。听父亲讲，有一次，他们好几天都没
讨到东西吃，饿得实在走不动路了，娘仨就
进了一个较大的庄子想讨点吃的， 谁料，刚
走进庄子， 就听到村庄的另一头鸡鸣狗吠，

哭声震天，一打听，原来是一群白狗子进庄
了。奶奶赶紧拉着姑妈和父亲逃命，碰巧村
庄后面有一片大竹园， 地势高于前面房屋，

竹园和房屋之间有一个鹰嘴状的悬崖，娘仨
情急之下，不顾生命危险躲进了鹰嘴崖的下
面。当天晚上，白狗子就驻扎在村庄里，巡逻
队打着灯笼火把来回巡逻，奶奶抱着姑妈和
父亲大气都不敢出，生怕有一丝响动惊动了
巡逻队。父亲毕竟是不满

6

岁的孩子，对眼前
的危险还意识不到， 加上几天没吃东西，忍
不住轻轻地呻吟起来。奶奶非常焦急，就把
早已干瘪的奶头塞进父亲嘴里， 可哪有奶
呀，不一会儿，父亲又呻吟起来，奶奶急得趴
在地上磕头，求菩萨保佑。也许是奶奶的真
诚和娘仨遭受的苦难感动了苍天，奶奶突然
发现就在她们不远处，有一个别人扔掉的破
猪油壶，奶奶赶紧把破它捡过来，竟发现里
面还有一些星星点点的猪油沫子。奶奶就地
找了个小篾片，小心翼翼地把猪油沫子刮出
来放在父亲嘴里，猪油的香味竟让饥肠辘辘
的父亲不哭了，一夜惊魂的娘仨又躲过了一
劫。

父亲和姑妈姐弟情深，

1989

年父亲去世
时，姑妈悲痛欲绝，好几次哭得人都昏过去
了。以前我对姑妈和父亲的这种感情体会不
深，但随着年龄增长和阅历增加，我逐渐体
会到了姑妈和父亲的患难之情已经超越了
一般的亲情。当年逃难的时候，姑妈还是一
个不满

11

岁的小姑娘，可她却用稚嫩的双肩
挑起了全家的重担。逃难的路上，姑妈既要
照顾裹着一双小脚行走不便的奶奶，又要挑
着年幼走不动路的弟弟；既要躲避地主还乡
团和白狗子的追杀，又要忍受向人乞讨的白
眼，担惊受怕，忍饥挨饿，风餐露宿，受尽了
人间苦难。

父亲给我们兄弟三人起名宏继、 宏军、

宏志，开始我们不明其意，直到我们稍大一
些，父亲才告诉我们其中的含义。记得有一
年春节，我们一家人正在兴高采烈地吃年夜
饭，父亲忽然表情凝重地对我们兄弟说：“现
在生活一天比一天好了， 你们可不能忘本
啊，这好日子是你爷爷、大伯和许多革命先
烈用生命换来的呀！我给你们兄弟三个起名
叫宏继、宏军、宏志，就是希望你们永远记住
爷爷和大伯，继承红军先烈的遗志，好好做
人， 努力工作， 将来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
人！”父亲虽已去世多年，但他的这些话我今
天依然记忆犹新。

父亲生前有一个未了的心愿，他多次向
我谈到爷爷是在湖北七里坪牺牲的，想到爷
爷牺牲的地方缅怀亲人。 但父亲看我工作
忙，就一直没张口，直到父亲去世这个愿望
也未能实现。每想到此，我心中都充满了自
责。

2013

年，我在市委党校学习，学院安排学
员到七里坪红四方面军军部旧址参观学习，

通过旧址陈列的照片和文字介绍，我仿佛看
到了红军战士攻打七里坪时惨烈的战斗场
面。旧址虽在，遗迹难觅，今天的人们在先烈
们用鲜血染红的土地上幸福地生活着。回来
的路上，我思绪万千，心情久难平静，遂赋诗
一首留作纪念：魂牵梦萦七里坪，先辈在此
捐躯身。忠骨虽无寻觅处，英烈遗志励后人。

敬爱的爷爷、大伯，你们安息吧！血沃
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你们用鲜血
和生命为之奋斗的事业已经成功， 在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下， 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
山，建立了新中国。没有你们的流血牺牲，

就没有祖国的繁荣昌盛和人民的幸福生
活，你们的不朽功绩将永载史册，铭记在人
民的心中。

亲爱的爸爸，您也安息吧！您生前虽没
能亲自去七里坪悼念爷爷、大伯，但您对爷
爷和大伯的思念之情我将永远铭记在心。如
今，爷爷、大伯已魂归故里，您的后人将按照
您的遗愿，继承爷爷、大伯和先烈们的遗志，

诚实做人，努力工作，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
人。

母 亲

(

散文诗
)

王琴
慈爱穿针，采三伏天的暖，用

白发为我缝制抵御严寒的棉衣；

岁月在母亲手上犁下深深裂痕，

布满老茧的手， 轻轻呵护我如婴
的残体； 母亲疼惜的目光里传递

着我存活的氧气， 母亲的脚步摩
擦在地面上的声音， 芒锋般刺痛
我哭泣的心；擦干血泪，我趴在桌
面上， 用嘴翻开那本手翻不动的
字典，沿着爱字，去笑迎春风暖。

春读咏柳诗

丁桂兴

我喜爱读古人的咏柳诗，更
喜欢寻觅诗中山水的澄明， 旷野
的意境，心灵的牧歌。春暧花开，

草长莺飞，在诗人的眼里，柳树不
单是春天的使者，明媚的象征，而
且是脉脉怀旧，殷殷期盼，款款寄
托。于是文人的笔下，柳树时常种
植在他们的心田，春意融融，诗情
袅袅。

古代诗人吟诵柳树， 恐怕流
传最广的是唐人贺知章的《咏
柳》：“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
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
风似剪刀。”古往今来写柳树的骚
客不乏其人， 但独树一帜的却是
贺知章。 他巧妙地把春风比喻成
剪刀，还柔柔地问了一句：是谁剪
裁出这满树的青青柳叶啊

?

其实，

诗人所要表达的是春天的喜悦与
空灵，情韵与闲适。

剪归剪，裁归裁，挥舞不尽的
是杨花柳絮。自古“杨柳”并称，对
杨花的评价却褒贬不一。 韩愈的
《晚春》 有诗：“草树知春不久归，

百般红紫斗芳菲。 杨花榆荚无才
思，惟解漫天作雪飞。”杜甫的《绝
句漫兴之五》 也云：“肠断春江欲
尽头，杖藜徐步立芳洲。颠狂柳絮

随风舞，轻薄桃花逐水流。”在知
名诗人的心境里， 杨花柳絮没有
个性色彩，只有偏见和失落。但另
一群诗人却有反驳的声音， 吴融
就有《杨花》：“不斗浓华不占红，

自飞晴野雪朦朦。 百花长恨风吹
落，唯有杨花独爱风。”才女薛涛
的《绝句》：“二月杨花轻复微，春
风摇荡惹人衣。他家本是无情物，

一任南飞又北飞。”杨花柳絮并不
是高贵的出身， 也许就是天生的
卑微，但其有独特的品德，并没有
妨碍在人们心目中的婀娜多姿。

柳字的谐音是“留”，文人墨
客又喜爱在驿路边、 长亭畔分手
离别，折柳相送。李白：“此夜曲中
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

?

”王之
涣：“羌笛何须怨杨柳， 春风不度
玉门关。”范成大：“年年送客横塘
路，细雨垂杨系画船。”千言万语，

离愁别绪， 一切尽在浓浓的惆怅
与慰藉中。

在撩人的春色里， 满眼都是
醉人的风景， 栖息在心灵里的是
纵情的诗画。 一个人整天可以忙
忙碌碌，春天闲暇之时，不妨读读
咏柳诗。 尽管我们每天都处在凡
尘纷扰中， 如果不懂得春天的诗
意，不领略诗人的情怀，不品味时
光的温存， 那么就不会欣赏心海
彼岸里的春景。与春天同在，与柳
树相伴，唤醒沉睡已久的往昔，心
灵深处定会剪裁出愉悦的温情。

开卷有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