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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稿启事
一、版面定位
《信阳日报·百花园》为综合文艺副刊

版，是为我市文学艺术工作者和爱好者打
造的专业性强、品位高的文学艺术作品副
刊，主要刊发我市作家、艺术家及文学艺术
爱好者的作品。副刊开辟园地，繁荣创作，

推陈出新，百花齐放。

二、基本要求
以文学作品为主，兼刊书法、金石印

迹、绘画、摄影等作品；风格不限，品位格调
高雅；文字稿件字数简短，长稿不超过

1500

字。

三、栏目设置
1.

“生活随笔”栏目：刊发借景抒情、咏
物言志、人生感悟类文章，要求贴近社会生
活，做到有感而发，忌无病呻吟。

2.

“世相小说”栏目：紧跟时代节奏，把
握时代脉搏，反映社会生活。可以是霓虹

下的躁动浮华、乡土里的平淡朴实，亦可
是说不完的爱情主题、 道不尽的校园情
结。

3.

“中山茶座”栏目：刊登导向正确、有
思想、有观点、针对性强、说理透彻的杂文。

四、注意事项
1.

稿件必须是作者原创作品，严禁抄
袭，如发现有抄袭行为，作者承担一切法律
责任。

2.

稿件必须坚持正确的导向和体现正
能量。

3.

在本报未采用前请勿一稿多投；本
报对稿件有删改权。

五、联系方式
电话：

0376

———

6266135

邮箱：

xyrbbhy@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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垄上行

邵 山 之 行

若溪

我第一次进入邵山的怀抱有一种
很新鲜的感觉，而这样的深山村我熟稔
于心———外婆家田岗就是这样一个村
庄，处在众山环抱之中。而邵山的山更
加陡峭，路更加蜿蜒险阻，同行的当地
干部都说这里一天也难以听到几辆摩
托车的马达声，几乎连鸟儿、甚至是一
只蚊子都飞不进来。

险隘而弯折的第一座陡坡出现在
离街不远的菜园边，大巴车在极其狭小
的视野运行，胃里开始被摇晃得出现不
适感，来自平原地区的小张甚至有了一
些呕吐的前兆。

难怪文学上有“羊肠小道”这个词，

邵山村的道路何止是羊肠，简直就是鸟
肠微道， 或许这正是致贫的原因之一。

村村通还是很多年前三米宽的标准，我
们的心在汽车的颠簸中跳跃，在这纵横
的绵绵山脉里，我们注定与这里结下了
缘分。

此时的乡村到处饱蘸了浓郁而奔
放的春天气息， 抚摸着儿时的记忆，眼
界出现了熟悉的一切， 包括固定的、移
动的风景。

我们被撂荒在高阔的山野， 伸手
几乎就能触摸到天空中集聚的茫茫白
云。 每一条道路必定在海拔二百六十
米以上的位置， 所有的村庄和田地都
分布在崇山峻岭的乡道下面， 春风吹
开了山中的野樱花， 那绚丽的白花海
洋在俯瞰的视野中起伏， 似俄罗斯红

场上阅兵。

金黄的油菜花开得已是极其烂漫
多姿， 路边紫花矍铄的花蕊紧密相连。

藤蔓交织的茶树上开满了金黄泛白的
野花，连绿豆花也不甘寂寞，更别提村
头的房前屋后四处绚丽招摇的杏花和
桃花了……

眼前忽然被一座高耸的基站塔台
阻挡，邵山村部终于到了。卫生室边的
油菜花正处在最佳的观赏期，金灿灿的
蕊朵似漫天飞舞的红霞。 如果不是扶
贫，春天的心情该是何等闪亮登场。

沿着弯折的山路走下去，便到了西
头组的学天岗。这是一个过去人口六七
百拥有四个生产队的村庄， 现今有些
落魄了。在油菜花衬托的石溪边，我俯
下身子， 像幼年那样细细观赏小虾小
蟹的姿影， 这水真是清澈得到了可以

直接饮用。

顺着逆天的上山坡路行走， 腿开
始打颤，眼睛有一些发黑，显然是缺少
锻炼所致，夹道的路越发陡峭难行，只
能缓步轻走。 一垄垄的油菜花在身后
消退， 一株株杏花在逼仄的时空流
转， 所有的一切如画春景骤然变得凝
重起来。

回程路上，山岭依旧起伏，鲜花依
旧浪漫地绽放在落后的山野，远望的视
野中出现了千斤街后黄庄湖的模糊剪
影，天也渐渐变得黑沉沉。分别时候，村
干部和老乡依依不舍地送行，显然对我
们充满了期待， 并嘱我们以后常来邵
山，我的心忽地一沉，但又很快激昂起
来，想起施老汉憨厚的微笑和热情的话
语，便又浑身充满了帮助老乡精准脱贫
的力量。

信阳

（外一首）

义阳是你的名子申州也是
安徽是左邻湖北为右舍
这块安居先人供我下跪的地方
在大别山与淮河之间
覆盖着国家的水稻棉花小麦
层层波浪在风中流淌
在鸡公山我住了一夜这些露水
打湿的村庄到处弥散青草野花
毛尖椿树的芬芳报晓峰
一声啼鸣

1.8

万平方公里
云蒸霞蔚

780

万人民
开始起床劳作忙碌
水河正在浇灌八百里秧田
赶集姑娘花枝招展的衣衫笑声
正在被红鲤蜻蜓追逐
泡桐花槐花杏花桃花油菜花……

这些与蜜蜂纠缠不清的味道和声音
无论远离多么久
和你的小儿子陈树照一样
都留有光山人的口音

日出

四月我在老家信阳
一声雄鸡的啼鸣
从山下那片雾水迷茫的小村庄传来

瞬间万物起身与太阳相见
我摸了把湿漉漉的头发
放弃了所有的野心

且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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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听阳光的声音

陈峰
有时候， 我觉得对于阳光我们

需要用心去聆听，而不是简单地用
眼睛看或者用我们的触觉去感受
它所带给我们的温度。

当我们心意悠闲，漫不经心，手
捧一杯绿茶徜徉在小树林里，一缕
缕阳光像丝绸一样自枝叶间飘落
下来。这是轻盈得只能用心去聆听
的声音，是谁在用一尺横笛坐在天
宫的玉阶上缓缓吹奏的声音不绝

如缕，而碧绿柔润的树叶恰如管乐
里的金属簧片，借了气息之力震颤
出天籁之音。丛林里的小草和野花
在阳光下频频颔首，阳光的分量成
了它们无法拒绝的生命之轻，并让
你坚信它们绝不至于完全失重！

坐在小河边，微风嘘暖，阳光踏
浪，波光粼粼。这时候我真的听到
了阳光的声音， 一种纤指琵琶、珠
玉落盘的声音，使人联想到这悠长

而透明的阳光其实就是天使的纱
裙， 轻盈得让人只想飞身走浪，化
于云端。

当一缕阳光经由窗户投射在案
几上， 那种暖暖的感觉是最热忱的
慰勉，恍如书册里的哲言慧语。泰戈
尔说：“请看我头置簪花， 一路走来
一路盛开，频频遗漏一些，又深陷风
霜雨雪的感动……般若波罗蜜，一
声一声，生如夏花，死如秋叶，还在

乎拥有什么？”佛说：一花一天堂，一
草一世界， 一树一菩提， 一土一如
来，一方一净土，一笑一尘缘，一念
一清净，心是莲花开！

然而，当深幽的雨夜，水流自檐
下苍凉地滴落，我就只能把我的灵魂
藏在雨滴里，随它慢慢地淘洗。去除
渣子，我相信太阳一定还会出来照耀
在我的床前， 像我的暖被滑落在地
板上，这声音惊不醒我的梦。

岁月

一程桃花 十里年华

王亚运
三月， 阳光慷慨地塞满了每个角

落，从此雪消风自柔。仰起脸，眯起眼，

一群群活蹦乱跳的尘埃也不安分了，

在玻璃窗前欢呼雀跃。

早晨起来散步的时候， 发现办公
楼前的桃花开了， 一树树或深或浅的
粉红，吐着鹅黄色的新蕊，像娇羞的新
娘， 带着颤抖的喜悦。 她不似牡丹富
贵，端着高高在上的姿态，艳而不媚，

香而不腻， 静静地开放， 美得淡定心
惊，空灵清绝。果真如《诗经》里那位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的新嫁娘，带着
饱满的憧憬和殷切的愿景。这时候，一
下子想起了儿时的大院子，一阵风过，

花瓣便簌簌而下， 玩伴们便在树丛间
欢快地跑起来……

少年学《桃花源记》，老师说此情
此景皆是作者遐想所得，并无实处，甚
是遗憾叹息。 谁说寻着桃花遁不到桃
源呢？苏州桃花坞里痛饮高歌、怡然自
得的又是谁呢？这时候，唐伯虎的身上
多了些旷达少了些失魂落魄， 也许是
豁达，抑或是景美。

后来，求学离家，三月依旧杨柳开
燕子来，只是见不到了那一抹红。人流
穿梭的天桥，明亮刺眼的玻璃幕墙，还
有那疾驰而去的地铁， 头也不回地扎
向漆黑， 暖气热腾腾地弥漫着整座城

市， 可是却没有人愿意停留下来对我
面若桃花了。

年前清理房间时， 发现了那一沓
厚厚的同学录，已然陌生的字迹，硬是
把时间拽向了昨天。 在三年拼搏的最
后百日里，在知识储备的高峰里，我们
彼此写着兵荒马乱的青春， 飞扬跋扈
的梦想和一颗不甘寂寞的心，那是单薄
岁月里最美好的记忆。母亲总是抱怨我
热得慢，我确实是不善于表达炽热的情
感，所以我总是以自己“比热容”大来安
慰自己，我热得慢，可我凉下来的速度
也慢啊。所以同学间暖暖的问候、小小
的烦恼和短暂的困惑， 都显得那样弥

足珍贵。

晚上回来的时候， 收到了老同桌
漂洋过海来看我的明信片， 不禁思绪
万千。从一封封

Email

，到一条条微信，

仿佛那个属于信纸的时代正在一天天
远离我们的世界。很多时候，我们已经
回不去了。 以前每每走进地坛公园的
时候， 都会想起史铁生发表小说和获
奖时无比希望母亲尚在人间， 好让这
一切去回报母亲的爱。

而千千万万的普通人也无不希望
着有所成就可以让父母安心、快慰，报
答他们多年的辛苦与期盼。

又是一年三月，草长莺飞，桃花开遍。

父 亲 的 爱 好

赵光瑞

人生在世，除了工作，总要有点什
么爱好的。可是，我的父亲活了九十岁，

用母亲的话说，他什么爱好也没有。

他打牌不会，下棋不爱，钓鱼不学；

酒倒是喝一点， 每次也就一两二两，没
有酒瘾，一辈子没有喝醉过，也算不上
是爱好。

不过，没有“爱好”的父亲，却养成
了读书、看报的习惯。

父亲也算是文化人。他是民国时期
的中学生。 他从工作岗位退下来之后，

给自己订了好几份报纸、杂志，每天都

固定时间读书看报。多年来，每到邮递
员送报时间， 父亲都会守候在楼下，等
待当天报纸的到来。 有时报纸来晚了，

他一次次下楼打开报箱，那种阅读的渴
望，难以言表。

我理解父亲那一刻的心情。我年轻
时，在宣传科干过，因工作需要，科里订
了几十份报刊，我每天都盼着收发员早
点送报。耄耋之年的父亲，对知识、信息
的渴求，居然像年轻人一样。

父亲读报，不仅热情，而且认真。每
天来的报纸，他每篇文章必看。读到一
些历史掌故、名人轶事、诗歌辞赋，他在
认真读后，还要剪下来，留着反复看。让
我给他准备了几大本八开纸的剪贴本，

这些年来，居然剪贴了七八本剪报。

喜欢阅读，也就喜欢写作。他向我

们背诵战争年代行军中苦中作乐编的
顺口溜：“大别山，真正好，走小路，光摔
跤，走错路了没向导。喝塘水，睡稻草，

清早起来精神好。”到了晚年，父亲仍热
心写作诗歌。 汶川发生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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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父
亲在当地报纸发表小诗：“汶川发生强
地震，山摇地动灾祸临。房倒屋塌成废
墟，毁坏家园夺生命。全国人民齐动员，

抗震救灾献爱心。 万众一心与地斗，众
志成城抗地震。”

九十岁高龄的父亲，经常坐在书桌
前阅读，一坐就是两三个小时。对此母
亲很不理解。母亲常对父亲说，你都这
岁数了，每天还抱个书报，看几个小时，

有什么用呢？劝他少订点报纸，多到外
面走动。 父亲一次也没有听进去过。每
天还是盼着投递员的到来，收到报纸就

要迫不及待地一睹为快。 他这样的习
惯，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天，最后一刻。

我忽然觉得，热爱阅读，不正是父
亲的爱好吗？有这样伴随他一生，直至
伴随到生命的最后时刻的爱好， 还需
要别的什么爱好吗？ 父亲能够活到九
十岁， 或许和他这个孜孜不倦的阅读
爱好，有着密切关系，这正是他的精神
支柱。

今天，渐入老年的我，也和父亲一
样，除了喜欢阅读、写作，对别的什么
都不很热心。有时投入到阅读之中，真
的会产生“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
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快感，觉
得拥有上帝赐我热爱阅读财富，夫复何
求！古人云：朝闻理，夕死何哀。甚是，甚
是啊。

罗素宣剪 纸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
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春到农家

郝光 摄

心香一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