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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如一封等待已久的信，带着温暖，带
着希望，悄然降临。在这封信中，我与你，展
开了一场心灵的对话。

亲爱的春，你轻轻翻开信纸，一股新生
的气息扑面而来。在这冰雪融化，万物复苏
的时刻，我看到窗外的柳树抽出了嫩芽，迎
春花展开了笑容，大地换上了新装。阳光透
过云层，如丝如缕，似那江南的水乡，细腻而
温暖。微风轻拂，吹醒了沉睡的大地，吹绿
了河边的杨柳；柳条轻摆，如同少女的长发，
飘逸而柔美；桃花盛开，娇艳欲滴，似那少女
的脸庞，红润而动人。春天的气息，弥漫在
每一个角落，让人心旷神怡，让人陶醉其
中。这一切，都是你的魔法、你的力量。小
时候，每当春来，我总是迫不及待地寻找春
的痕迹。而如今，我依然热爱春天，更懂得

欣赏大自然的美，感受生命的奇迹。
阳光透过树梢，洒下斑驳的光影。那光

影在地上跳跃，如同孩童的笑声，纯净而欢
快。春风轻轻拂过，带着泥土的芬芳和花朵
的香气，那是大地苏醒的味道，是春天独有
的气息。春天带来了希望，也带来了梦想。
那些曾经的痛苦和挫折，都将蓄积为成长的
养分。就像一棵树，只有经历过风雨的洗
礼，才能茁壮成长。

亲爱的春，你告诉我，生活中的美好并
非偶然，而是必然。它藏在我们与亲人的欢
笑中，藏在我们与朋友的交流中，甚至藏在
我们为琐事忙碌的瞬间。只有当我们敞开
心扉，去感受这些美好，去珍惜这些瞬间，才
能真正领悟生活的真谛。

走在乡间的小路上，脚下是软软的泥

土，耳边是鸟儿的歌唱。那些歌声，如同天
籁，让人心旷神怡。偶然，我也会迷茫和失
落，但在你的世界里，我看到了希望的光
芒。我知道，只要心中有梦，脚下有路，就
一定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天空。而那些
曾经的失败和挫折，都将化为前进的动力，
指引我们走向更美好的未来。

春天，是生命的重生，是新的开始。每
一朵花儿的绽放，都是春天对大地的情书；
每一片绿叶的舒展，都是生命对春天的回
应。亲爱的春，你的每一句话都如同一颗
种子，播撒在我心田。我相信，在不久的将
来，这些种子会生根发芽，开出属于我的花
朵。我将带着你的祝福和希望，勇往直前，
无惧风雨。

与春书，是写给春天的情书。在春天，

我学会了感恩。感谢那些陪伴我成长的
人，感谢那些给予我帮助和支持的人，他们
让我如沐春风、如逢春雨，感受到了生活的
美好和温暖。同时，我也学会了珍惜身边
的一切，无论是微小的幸福还是点滴的感
动。因为我知道，这些都是春的馈赠，都是
生命中最珍贵的礼物。

与春书，也是写给自己的书信。它提醒
我，要珍惜每一个春天，要珍惜每一个生命
的瞬间。春光无限好，万物复苏时。在春
天，我们可以重新审视自己，重新规划未来
的人生。愿我们的生命之花，在春天绽放出
绚烂的光彩。

春天，你好。这封信笺，是我对你的问
候，也是我对这个世界的热爱。愿我们都能
珍惜这份美好，珍惜生命的每一刻。

与 春 书与 春 书
□□孙冬刚孙冬刚

一步一柳，烟笼十里。每值阳春时节，
款款风起，灞河两岸，杨柳依依，白絮飘舞，
犹如白雪飞舞，这就是著名的关中八景之一

“灞柳风雪”。
一千多年前的唐朝，在长安城东的灞

河之上有一座桥，因是东出长安的必经之
路，相送离别的场景便时常发生在
这里。这座桥便成为诗词歌赋中
最著名的离别之地，而生长在这座
桥堤岸边的柳枝，也成了离别之时
的象征物，这座桥就是历史上有名
的灞桥。

其实早在秦汉时，灞河两岸已
筑堤植柳，每当春意盎然之际，柳絮
便漫天飞扬，如雪花纷飞。“古桥石
路半倾欹，柳色青青近扫眉。浅水平沙深
客恨，轻盈飞絮欲题诗。”这首诗描写的便
是“灞柳风雪”之美景。其中，也不乏很多
人，看中的是柳树落地而生的坚韧本性，便
在折柳相赠时，以柳枝寄情于未有归期的
友人，祝愿友人远在他乡也能落地而生，永

葆青春。所以“灞柳风雪”随之也成了关中
八景中最具感触的风物。

据古代地理著作《三辅黄图》载：“文帝
灞陵在长安城东七十里……跨水作桥，汉人
送客至此，折柳赠别。”所以灞桥折柳送别
早在汉代已开始流传。到了隋唐时期，在

灞桥设有驿站，称灞亭。诗仙李白就曾多
次在灞桥头送别友人，他的词作《忆秦娥·
箫声咽》中所云“年年柳色，灞陵伤别”，而
他的好朋友高适也在诗中所写“黄鸟翩翩
杨柳垂，春风送客使人悲”，更是把灞桥折
柳相送的情景描写得悲切感人。由此可

见，灞桥折柳习俗延续到唐代更为兴盛。
古时曾有“古桥石路半倾欹，柳色青青

近扫眉”，今时亦有“杨柳列岸风香透”。古
往今来，文人墨客们在这里留下了大量和

“折柳”有关的诗篇。
“东风里，有灞桥烟柳，知我归心。”是

陆游的深情演绎；刘禹锡唱道：“征徒出灞
涘，回首伤如何”；李商隐吟道：“灞水桥边
倚华表，平时二月有东巡”；白居易亦在这
里从容去官，“灞浐风烟函谷路，曾经几度
别长安”。灞柳送别，演绎着一场场千年的
浪漫绝唱……

如今，在灞河两岸依然可以看到成片
的柳林，“柳色如烟絮如雪”的盛景依旧如
初。又是一年阳春三月至，灞桥边的柳树
又发出新芽，长出了新叶。一阵春风轻抚
而过，柔软的柳枝随风飘扬，漾开一团碧
色，柳色的温柔装扮了岁月，给予人无限

遐想。
“史书翻页的长安，是人间星斗

倒悬，是明月，是江山图盛世卷，是
万户烟火不眠，是千门川流不绝，是
春风生，见天下俱欢颜。”一树绿柳，
其外是氤氲柔软的绿意，其内是奔
涌的生机与坚韧。一年新似一年，
一岁韧过一岁。

仲春时节的灞河平静缓慢，河
两岸行人车辆不断，水鸟从远处划过水面，
汉唐王朝的历史已随风而去，但不知为何，
东风迎面吹来，思绪好像又带回了千年前的
场景。

无尽的时间长河里，柳色依旧如烟絮如
雪，历史和现在重叠于此。

早晨，他
第一个走进办公室
晚上，他
踩着月光回到家

出差
乘汽车、火车
坐飞机、轮船
手里总捧着书籍资料

出门，走路
年幼的女儿赶不上他的步伐
迟早都拽着他的衣角
晚上睡得很晚
妻子总要催促他早点休息

大家问他为什么
他回答一句话：追赶时间

在他眼里
时间比金子宝贵
工作比生命重要
为研究中国纺织材料
他一生都在追赶时间
从南方到北方
从学生到老师
从教师到校长
从教授到院士
道路曲折漫长
困难千重万重
目标只有一个
奋斗的脚步从不停歇

今年
他已经94岁了
躺在病床上
手里依然拿着书
医生、护士都劝他休息
他还是那句话：
追赶时间

注：此诗系笔者采访中国纺织材料专家、纺
织教育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姚穆先生之后有感而
作，并以此诗献给他。

追赶时间的人
□周养俊

三月，麦苗站得笔直
矮矮的，乖乖的，排着队
等待点名，等待照拂
等待长高长大

它们太小，也过于青涩
还不懂长大意味着什么
从一颗麦粒到另一颗麦粒
发芽、生根、拔节、抽穗、扬花
串起汗珠
麦芒刺破云层时
再颗粒归仓

而此刻，春风翻涌
头顶燕子和风筝飞过
麦苗却集体保持缄默
山岗上，正睡着慈爱之人
她是那么累，曾整夜整夜
用簸箕簸掉穗壳和尘土
曾就着月光，用一双长满老茧的手
抚摸着麦粒，一边念念有词
一边为它们分别安家

□朱玲

三 月 的 麦 苗

春天赦免万物
燕语遍地横生
将足音藏在草丛中的孩子
默默疯长的羊齿草、野葛
藤和黄荆条
以及盛开得像醉酒了似的
香泽兰
都是人间尤物

万物各司其职
牧羊人放牧群星
上帝牧着他的人类
我仍然以一棵树的姿态
伫立于春天的路口
——望春风

绩溪的水涨了又涨
这样的天气
适合忘记与放纵
去一座叫石峁的古城

或有丹霞徐徐飞升的地方
披一袭桃月风情
我已是陌上花

忽略熙攘的蜂蝶
和一窝蜂涌来的云朵
让我们暂时忘却尘世
杂陈的欢愉和伤痛
以及一触即发的枪声

一树杏花下
皓月映照去年的雪
明朝即将响起的卖花声
连同你低首的眉眼
都被二月的小巷捉住

春风
剔亮佛前的银灯
像一蓬碧草
堵住青龙寺漏风的缺口

□任静

望 春 风

风梳麦野泛青茵，油菜阳坡正起身。
路遇村家虽闭户，莺啼却识远来人。

□李广利

观 春

久 居 城 市 的 人
们，对于季节的变换
不是那么敏锐。

一夜醒来，忽然
间感觉吹到脸上的微
风已不再生冷，平添
了几分温和。道旁柳
枝上吐出了嫩芽，那
些嫩绿的新枝随风快
乐地飘舞着。

春天真的来了！
我心里泛起了莫名的
激动。我要立刻去迎
接小别后悄然出现的
它——春天。田野里
或许最容易找到你，
你在跟我躲猫猫吗？
我奔向了郊外。

路旁的泥土松软了许多，刚从冬眠中
醒来的小草害羞地伸出尖细的小脑袋，怯
怯地试探着春天的气息。间或还有叫不上
名字的小花，那娇小的花几乎不容易看见，
都在使劲地装扮这个季节。

道旁的树木，虽然还没有吐出新绿，树
干却已经泛绿，在众多还略显干枯的同类中
显得那么妖娆，它是春天的新宠吧！

乡间街道上，孩子们脱掉了厚重的棉
衣，新潮的春装穿在身上，雀跃地嬉闹着。
一声低沉的笛声传来，小男孩圆鼓鼓的嘴
上正吹着一支柳笛，声音时高时低。孩子
们兴高采烈地追着、闹着、跑着。

村头的空地上，几个老人围坐在一起，
打着纸牌，晒着太阳。不知谁家刚出生的
羊羔咩咩地叫着，撞翻了老人的茶杯，又扭
头撒着欢地跑到母羊肚下去吃奶了。

或许是人勤春早，人们在地里忙碌
着。白白亮亮的温室大棚里，早已是春色
盎然了。西葫芦开着黄色的花，好像在说：

“春天早都到了！”不远处的桃林，花儿怒放
着，已有蜜蜂在花丛中飞舞着，它们感受到
了春的气息，已开始了忙碌的工作。

最妙的是下起了丝丝细雨，到处是湿
湿滑滑的。空气里夹杂着泥土的气息冲
进了鼻孔，还有些许春草的味道，让人舒坦
极了！

小羊羔撒着欢地跑着，几个顽童依旧
吹着柳笛嬉闹着。梧桐树上的花儿间或落
下，打在行人头上。田野里，麦苗挺直了腰
杆，贪婪地喝着雨水，苗尖儿上顶着水珠明
亮亮地晃动着。

哪里来的一头牛？却不见骑在牛背上
的牧童。原来是主人赶着刚去奶站吸完了
牛奶的奶牛。主人拿手里细细的柳枝轻打
着牛背，牛缓缓地迈着方步前行，是人在赶
着牛，或是牛在领着人，牛与人都融入了春
的细雨中，是一幅春天的图画。

回到城里，雨还在不大不小地下着。
行人穿着雨衣急匆匆地行进着，只是湿湿
的空气已是格外清新了。路边的柳树好
像更绿些了，最让人惊喜的是有一大一小
两兄弟，八九岁的样子，正把折来的柳枝
放在手里扭着，头上戴着柳枝编的帽圈。
不一会儿，低沉的柳笛声响起了。我已不
再孤单，我上前加入他们的活动中，一起寻
找春天。

那一夜，我做了一个美妙的梦：我梦到
了我丢失的它，我们高兴地跳着、笑着。我
躺在它的怀里，幸福地睡着。它，就是春
天，我所迷恋的、向往的、珍爱的春天。

久居小城的人，对于节气似乎没有农
人那么敏感。可是，不管如何，总之觉得极
好，每到一个节气，心也会像那树木枝梢流
动的风一样，还是很欢喜的。

我行走在小城的滨河大道上，分明感
受到了久违的“春讯”，禁不住欣喜并温暖
起来。

小城的滨河大道边，虽说河的水量不
大、气势不够，但经政府打造成为景观后，
那些亭子、路灯和栏杆，居然让小城有了
诗意。

在落雪的河滩上，有薄冰堆叠的景
致。水流处、浅滩处，一些水鸟的游动和安
闲，感到春就在眼前。

因为相隔较远，听不见水鸟的鸣叫。
晒太阳的水鸟四散在冰面上，保持着恰当
的距离，就像乡下春播洋芋田里的粪堆，
又像窑厂里晾晒的瓦桶。粪堆也好，瓦桶
也罢，摆成一个扇面样的，供眼馋的人们
欣赏。

一日，又走在素有山中“小江南”之称
的镇安程家川乡间小路上，听到叽叽喳喳
的声音从天空传来，那样的悦耳。一看，是
几十只麻雀聚集在十多米高的一棵杨树
上，或摇头晃脑，或嬉戏追逐，或伫立于枝
头静默着，或扯开嗓子鸣叫。那一声声鸣
叫汇聚在一起，就成了“迎春大合唱”，气势
磅礴，震撼了我的心灵。

看来，麻雀本能地表达对春的欢喜，对
生活的热爱，确实值得我学习、景仰。我顿
时感悟到：麻雀们尚能感知、感激、欢唱“春
讯”，人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喜爱、不礼赞心
心念念的“春讯”呢！

这时，花儿们也收到了“春讯”，义无反

顾地绽放。野菊花灿烂着，虽然经过严寒
摧残，但意志顽强，精神焕发，容颜未改，气
质犹存。野菊花更为激动，信誓旦旦地要
把花事进行到底。

蜡梅花饱受严冬的洗礼后，越开越灿
烂，越开越芬芳，以至于空气中满是浓香，
醉了人们的心灵。春兰也悄无声息地冒出
了花苞，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发可爱。

这时，树木也是如此，树枝上尽管没有
叶子点缀，显得有些单调，可不经意间那些
芽苞探出了头，不能不令人感到春天来临，
树木的生机勃勃也指日可待。

我还看见村民们忙得不亦乐乎。“一年
四季在于春”。赶场的赶场，下地的下地，
备种的备种，积肥的积肥，有条不紊，累并
快乐着。这充分说明，村民们已收到早来
的“春讯”，忙出精气神，忙出幸福的新生
活，忙出小山村的新气象。

所有这些，都展示着春天来了，鸟儿忙
了，小树忙了，人们更忙了。

春 天 来 了
□辛恒卫

惊蛰，古称“启蛰”，是仲春时节
的开始。《夏小正》上说：“正月启蛰，
言发蛰也。万物出乎震，震为雷，故
曰惊蛰。是蛰虫惊而出走矣。”惊蛰
日，民间素有蒙鼓皮、打小人、吃梨、
驱虫等传统习俗。

在我的家乡，惊蛰吃炒黄豆的
习俗由来已久。惊蛰时节，春气萌动，大地
回暖，降水充沛，“春雷惊百虫”，最宜于各种
虫蚁的繁殖。听村里的老人说，惊蛰吃炒黄
豆，相当于吃虫子，吃了豆子，地里的害虫就
会减少。因此，惊蛰吃炒豆，寓意风调雨顺，
谷物满仓，生活更上一层楼。

记忆中，每年惊蛰母亲都会炒黄豆。惊
蛰这天，一大早起来，空气已不似冬日那般
寒冷，早晨的风也温柔了许多，院子里的香
椿树开始鼓出小小的芽苞。母亲把提前用
盐水泡好的黄豆捞出来晾干，放在锅中小火

干炒。只见她挥动锅铲不停地翻炒，粒粒圆
润的黄豆，在铁锅中跳起舞来，发出噼里啪
啦的声音。不一会儿，豆子中间裂开，表皮
也变得焦黄，厨房里弥散着豆子的香味，就
像二月的春风，暖暖的、香香的。

炒好的黄豆刚出锅时还是软的，晾上一
顿饭的工夫，此时的炒黄豆嚼着酥脆，满口
留香，是初春孩子们解馋的小零食。我最喜
欢在上学的时候抓上一把炒黄豆，揣在衣兜
里边走边吃。上课期间，趁老师不注意，再
从兜里摸上一颗偷偷塞嘴里，直到全部吃完

才肯罢休。
如今生活富足，各色美食花样繁

多，但人们对惊蛰吃炒豆的热情不
减。不少超市设有豆品专柜，不仅豆
子种类多样，有黄豆、黑豆、青豆等，
而且口味也丰富，甜的、咸的、辣的任
君挑选。每到这时，我便会买上几样

炒豆，给孩子尝一尝。小小孩童一边吃炒
豆，一边眨巴着眼睛，听我读绘本《听阿吉讲
二十四节气的秘密·春》。听完故事，孩子意
犹未尽地说：“妈妈，这个节气故事好有趣，
下次还要听。”我莞尔一笑，连连答应。望着
孩子天真的小脸，我想他的内心一定种下了
一颗关于传统文化的种子。

“微雨众卉新，一雷惊蛰始。”惊蛰，唤醒
了春天的梦，迎来了温柔多情的季节。让我
们在这充满朝气与活力的绿意中徜徉，且听
风吟，且闻鸟语，一起邂逅最美的花开。

惊 蛰 炒 豆 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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