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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情依旧二月二 □王溱

现在过“二月二”的人很少了，
有的年轻人甚至不知道二月二是个
什么日子。但老人们还会念叨：二
月二，龙抬头，吃豆豆，去剃头。

二 月 二 是 农 历 二 月 的 第 二
天。几千年前人们在这一天用华
夏图腾——龙，做各种相关活动，
以祈求平安和丰收。久而久之这
种活动被约定俗成，成为全国性的
节日。这一天也称为龙头节、春耕
节、农事节、春龙节，是典型的中国
民间传统节日。

二月二理发店生意兴隆，这一天
“龙抬头”。按传统说法，龙抬头之
日是大吉日，孩子在这天剃头是“喜
头”，可以保佑身体健康，长大出人
头地；大人这天理发是“龙头”，去旧
迎新，会带来一年好运。

二月二也是大地回春、万物更
新的开始。俗语说：“龙不抬头，天
不下雨”。雨水是大地返青，春耕播
种不可缺少的基础和资源。有了
它，才会有白居易笔下春意盎然的
景象：“二月二日新雨晴，草芽菜甲

一时生。轻衫细马春年少，十字津
头一字行。”

对孩子来说，更是喜上眉梢，因
为逢节必有美食。中华民族传统的
饮食文化，在各种节日里五彩斑斓，
争奇斗艳。所以无论过什么节，孩
子们都是满怀喜悦，翘首以待，轻易
不会放过。当然，这是指过去，现在
物质丰富，生活优越。吃，对孩子们
来说已经没有那么大的兴趣，也没
有那么大的诱惑力了，过节不过节
没什么太大的区别。这是时代发展
进步的结果，是大好事。

“棋子”是二月二最流行的小食
品。小拇指大小，薄薄的，两头是三
角形，看上去有点像“鳞”状。老人
们说这是“龙鳞”。吃了它，龙会顺
利降雨，还能避免虫灾，来年五谷丰
收。棋子用面做，大多是白面，放上
糖、鸡蛋，和好后揉成圆状，再用擀
面杖擀平。擀到大约半厘米厚薄，
用刀先切成条状，再在此基础上切
成有棱角的一小块一小块。稍微晾
干，放热锅里烘、炒，等表皮有点

“硬”时出锅，凉透后就可以吃了。
又香又甜，很受孩子们青睐。许多
孩子都放在口袋里，一个一个慢慢
吃，有的还带到学校里下课休息时
再来两个。当然不是所有孩子都有
这样的口福，做棋子要有条件，一是
要有充足的食料，二是要有人会做，
有工夫做。二月二不是法定的休
息日，如果赶不上星期天，上班族
照旧要早出晚归，没时间也没精力
去鼓捣。只有闲散在家的人，尤其
是老人才有时间去忙活。不过以
前白面实行计划供应，平时吃都很

“节约”，很难舍得再去做棋子。再
说白糖、鸡蛋在当时都是紧俏物
品，更是轻易不能“奢侈”。然而，
穷则思变，白面不多，不少人家就
改做红薯面棋子，不放鸡蛋、糖，放
糖精。那时没有科学饮食的概念，
也不懂化学物质的危害，只要甜就
高兴得不得了。其实红薯面棋子更
不好做。因为没有柔性，切块要很
小心，不然就会“龇牙咧嘴”。有的
炒出来也不像白面那样规则，但这

一点也不妨碍孩子们喜欢，照样吃
得津津有味，乐不可支。

与棋子一起吃的还有炒“糖
豆”。二月二吃炒豆同样源于民间
传说，同样寓意着风调雨顺，五谷
丰登。

炒糖豆的前身是炒黄豆，没什么
太多的技巧，把黄豆洗干净放热锅
里翻炒，直到爆开，嚼起来很香。
但孩子们更喜欢甜味，大人便在豆
里掺上熬好的糖稀，把豆裹在里
面。这样炒出来的豆就成了糖豆。
糖豆香甜皆有，自然受孩子们欢
迎。跟棋子一起吃，是绝佳的“搭
配”。一到二月二，孩子们的口袋里
都装着棋子和糖豆，蹦蹦跳跳，高高
兴兴享受着节日带来的美味，心里
充满了愉悦。

这些年虽然没人刻意再去炒棋
子、做糖豆，但二月二前夕仍有人去
超市买些现成的以示“回味”。人们
对美好生活的祝愿、温情、念想，依
旧如常，而且从未改变，只不过都藏
在心里而已。

雨中情思 □王红利

是谁，将春的衣裙点缀得娇艳
动人？是谁，将春的舞步催促得这
般急切？

看，就是这润物于无声处的春
雨啊！

春雨飘落，如针尖，似牛毛，轻
轻柔柔，继而淅淅沥沥。绵绵细
雨，迷迷蒙蒙，为春天弹奏一曲灵
动的乐章。

这丝丝春雨，红了樱桃，绿了
芭蕉！

这柔柔春雨，扑面不寒，沾衣
欲湿！

这春之微雨，迷蒙若烟，散散
淡淡！

缠绵、飘逸的春雨，总是让人情
不自禁地敞开胸怀，沐浴其中；忍不
住闭上双眸，想伸出手去接，体味雨
落掌心、雨入我心的滋味。知否，这

可是上苍赐给人间的琼浆玉露。
淅淅沥沥的春雨仿佛给大地彻彻
底底洗一个舒服的凉水澡，烟雨濛
濛中，尘世的喧嚣和嘈杂在慢慢褪
去，映入眼帘的是一幅令人心情舒
畅、恬静的田园风情图，真是“好
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你看，朦胧烟雨，如诗如画，远山
如黛，草色青青柳色新，万物充满着
勃勃生机，充满着新生的希望。斜
风细雨中，勤劳的农人迈步走在田
埂上，看着晶莹剔透的露珠在绿油油
的麦苗尖上滚动着，跳跃着，为春天
奏一曲欢快的圆舞曲，他的心中就充
满了欣喜之情，仿佛听到了麦苗成长
的声音，看到了收获的希望。干活干
累了，就取出一袋旱烟，蹲在田埂上
一边悠闲地吸着，一边眺望着远方的
天空，心里甜甜的，直到袅袅的炊烟

在远方缓缓升起，才恋恋不舍地收
拾农具，迈着轻快的步伐，向着不远
处绿树掩映的小村庄走去……

红瓦白墙人家，渲染如宣纸上
淋漓的水墨画，哪一家屋檐下，新燕
在啄着春泥，衔着青草，忙碌地构筑
着新巢？听梁燕呢喃，看着它们飞
进飞出，这是一幅多么动人的春之
美景图啊！

雾从四面八方袅袅而来，细雨
拂面，这薄如纱、柔如丝、亮如晶的
春雨很有情致，轻盈地在天空飘洒
着，仿佛是专为唤起人们心中那梦
幻的记忆。漫天的细雨，催动着遐
思飘飞，湿润的空气也会生香，何愁
没有诗意？

“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天是一个
播种的季节，为了心中的梦想，快快
播下绿色的希望吧！

风
□春草

狂躁的风，
飘向了森林，
叶子却不会舞动。
思的花絮，
无了踪影，
惟众雀在鸣。

喧嚣的雨滴，
扑到街区，
石头的墙，
却说痛。

静呆的脸，

泪的水，

到了三更。

摇着的身，

挨不到天明。

惟愿哲慧，
憾住了心灵。
曦澄的光，
穿透了长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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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牛，总会让人自然而然地感
到心里暖暖的，踏踏实实的。这种感
觉乡下人几乎人人都有。何以谈牛
舒心呢？这大抵是因为牛吃苦耐劳
和忠诚可靠的秉性，牛的确是乡下人
的好朋友。

从“老子骑青牛出函谷关”到“俯首
甘为孺子牛”“不等扬鞭自奋蹄”等等有
关与牛的传说和典故可以知道几千年
以来牛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诸如牛
气冲天、牛劲十足等等都是人类对牛最
朴实最接地气的赞美。

据说，人类就是看中了牛
的牛劲，为驯服驾驭它，给它
鼻孔穿上了环，这才把它拉
入田间地头，让它服服帖帖
地深耕耙耜，纵横阡陌，从此
成为了人类的忠实朋友，走
进了农耕文明。

农谚说：“牛马年，丰收
年。”想必几千年以来，牛年是
好运年，是会给人类带来丰收
富足和吉祥如意的好年景。

辛丑牛年伊始，人们就喊
出了“牛转乾坤”的声音。这
声音饱含着人们善良而真挚
的祝福，寄托着人们美好而强
烈的期盼，激荡着人们撸起袖
子加油干的豪情。

进入正月以来，大多是晴
好的天气。阳光普照，春暖花
开，鸟语花香，春色宜人。

汉江的水更绿了，一带春
江水，人在画中游。山水辉
映，群岭叠翠，紫气东来，春意
盎然。春山深处有人家，炊烟
袅袅纳祥瑞。暖风轻拂岸上
柳，春潮荡漾天地外。林林总
总花千树，万紫千红春意浓；
汉江的天更蓝了，苍穹湖蓝
净，白羽悠然去。莫道嫩蓝矜
持意，碧海青天如意情。

人们走在阳光里，行在春风中，于
心旷神怡之时无不感念汉中的水美山
美人更美。

牛年春色倍还人。春到茶岭，阳光
暖了茶心，嫩芽复苏，张开了朦胧的睡
眼，萌萌地张望这个空蒙的山野；春风
绿了茶色，每一片嫩绿的叶子都在枝头
颤动，舒展着勃勃的生机；氤氲浓了茶
意，飘逸的薄雾带给嫩芽生长所必需的
水分，且恰到好处，这种水分似乎早已
暗示出嫩芽日后沉浮杯中、暗香飘逸的
精致和美妙。生命往往如此，在不经意
间已被暗示出运势和轨迹，且大多不可

逆转地走完历程，辉煌也罢，坎坷也好，
那都是前世今生的运程，无一例外。

明前茶，贵如金。茶农们但凭付出
辛劳，希望换来满意收获。

尽管随着农业机械化进程的加快，
牛已慢慢退出了农耕文明，渐渐淡出了
人们的视线，但是这丝毫没有影响农人
对牛的那份特殊情感。何况在较为偏
远的山区，牛依然还在自己的天地里耕
犁耙耜，默默奋蹄。

于是，我很自然地回想到了一直对
牛的喜爱。

大约从七八岁起我就和
牛结下了不解之缘，我们成了
朋友。那时是生产队大集体，
每到暑假，队里的小伙伴们就
争着去放牛。一来是闲月季
节，队里准许放牛；二来是一
天早晚放牛，队里可以给记 2
个工分，何乐不为？因此，每
天天刚蒙蒙亮我们就去队里
牛圈抢牛——水牛脾气温顺，
可以骑在牛背上。抢到牛，等
饲养员做了登记和吩咐后小
伙伴们就出发了，或是去小河
边放牛，或是去沟渠上放牛。
一手牵着牛缰绳，一手调皮地
抚摸牛鼻子，鼻子暖暖的、软
软的，喷出的气热乎乎的，冲
得手心痒痒的。等到牛差不
多吃饱了肚子，我们就骑上牛
背，牛驮着我们趟着清凌凌
的水，听着牛铃“叮当——叮
当——”的声音，感觉在静谧的
旷野里那声音真的很清脆。

有一年暑假里，队里的两
头黄牛生病了，饲养员牵着牛
准备去临乡给牛治病，笑着问
我：“跟我去，敢吗？”我生性倔
强，不怕事，开口回答：“走！
有啥怕的？”

我和饲养员各牵一头牛
往北而去，一路上说说笑笑倒也开心，
耳畔一直传来“叮当——叮当——”的
牛铃声。

到了兽医站，兽医给牛看完病，开
了兽药。有些兽药得放在碾槽里碾
碎。饲养员碾完兽药，兽医给两头黄
牛灌完药，再看看两头黄牛，眼角处泪
流不止……

自那时起，清脆的牛铃声就清晰
地印在了我记忆深处。

时值牛年，感觉那早已尘封的牛
铃声又回响在了耳畔，牛铃摇春光，人
勤知春早。

花开的时候，春天也来了。一扇
木窗下便悄悄探出了一枝浅粉色花
朵，是浅淡的粉，粉里又透着白，浅
粉的花骨朵含苞待放，看着很是养
眼。只一扇窗、一枝花、一本书，便
把春的艳丽尽览眼底。真是应验了
抖音里热播的曲子“花开的时候，你
就来看我……”

我喜欢在这样艳丽的春天里，
坐在窗下赏花。或许这样赏花是孤
独些，是冷清些，但这样小小的一
扇窗，一枝浅色的花朵，和着我手
中的一本书，便也觉得赏花真是有

趣的。我看着书的时候，便闻到了
一股淡淡的花香，我知道那花香是
从木窗外传来的，淡淡的不浓郁，
闻着便落到了心里。书看的有些
累了，便起身，面向窗看花，花就
在窗前怒放着，温暖的春光把窗前
的花映得更加明艳。我看着花，心
情是愉悦的，幸福是满满的。那是
樱花吧，不长叶只开花，满树的浅
粉尽收我眼底。“哦，春来了”，只
是一扇小小的木窗子，窗外的花事
便尽展你的眼底，让你能足以窥到
春光的明媚。

最喜欢在落雨的天气里，一个
人安静地坐在窗前，听雨声、听花
落的声音，雨的声音总是大过花
落的声音，只是当推开窗，你一抬
头，那黑黑的屋檐下便铺满了一
层厚厚的花瓣，那时才知道雨落
下的时候，花也落了。

春雨绵绵，春天的花儿总是随着
春雨纷纷飘落，那满地的花事又有
谁知，或许春雨才知她的心事吧。

这样明媚的春光里该做点什
么呢？我想给你写一封长长的
信，我已经很久很久都没有写过
信了，提起笔，千言万语可又不知
该如何开口。我记得依旧是这样
的春天，我曾坐在开满花的窗前给
你写长长的情诗，少女的心事总比
不上春天的花事，但少女总是忧郁
又多愁善感，她不知道如何表白。
是的，也是这样小小的一扇窗，窗
外有几枝盛开的桃花，少女伫立在
窗前，忧郁着、忧愁着……那封长
长的信终究还是没写成，洁白的信
笺上只纷纷飘落着浅粉的花瓣。
罢了，心事都随窗外的花事一起
随风去吧。

一窗花事 □刘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