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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恒艳

春华明媚正清明

芳菲飘零春过半

春光映清明

追思忆无垠

叹韶华如梦，十载岁月已陈年

岁月沧桑碾做尘土

思念冗长流转千篇

长忆往昔

思念的藤蔓在墓志铭上闪耀

时节茫茫，昔人不在旁

碧柳花红，岂知人哀伤

离别如草，落地生根

唯有思念，漫山遍野

纸鸢一只遥寄哀思

将渺渺思念，幻于笔墨写于纸鸢

剪短线缆直触云端

借它飞向远方

捎去家书一封

将情长意绵渗入徐徐清风

风筝载着思念与愁绪

借东风送去给您

捎去千丝万缕的驰念

在这春和景明的四月人间

我洒下遍地花种

以待来日

锦团花簇围绕相守

蝶飞燕舞随花蹁跹与您为伴

以这山林葱郁，繁花向明

愿您长眠安宁

请在那片天空

万般珍重

（单位：陕煤运销集团铜川
分公司）

登 顶 泰 山
□谷晨阳

我从小就听闻泰山胜名，幻想泰
山的人文奇景，等再读杜甫的《望岳》，
便勾起我对登岳览胜的憧憬。随后查
阅典籍资料，又了解到泰山的巍峨挺
拔，更加令我想去一探其壮阔。

站在山脚下眺望，山脉磅礴连绵
起伏。我压下心中的躁动，留下激动
与兴奋，开始寻游诗中美景。我选择
最经典的中线登山路，一路徒步上山，
遇庙堂则进，沿途景色一览无余，也
显得轻松自在。主路右边的矮崖边，
工人们正在修砌石雕护栏，护栏上的
小石狮子坐卧不一，千姿百态，与它
背后的雄峰相比，显得小巧可爱。矮
崖下平铺的小路上，两位挑工缓缓走
来，正担着物资上山。驻足凝望，他
们的背影逐渐远去，我心中生出无限
感慨：他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如此
朴实却又坚毅，这正是广大劳动人民
的朴实之处。

拾级而上，遇到陆陆续续下山的

人。大家都裹着棉大衣，有的拄着登
山杖，有的双腿开始打颤，也有人索性
直接坐在路旁补觉。而我靠着“不登
泰山非好汉”的信念，终于经过一个半
小时到达中天门。这座古老的石门经
过岁月的洗礼，留下斑驳的痕迹。站
在门框中，抬首望去，山巅镶嵌于蓝色
幕布中，蓝天、青山、白石，交相辉映。
立此遥望南天门，隐约可见的石阶如
船之桅杆，竖在白布中央，欲显山之巍
峨。而山体表面密布的沟壑就像刚出
炉的有冰裂纹饰的陶器，光滑的大片
岩面在阳光下闪烁，天空格外遥远，大
朵大朵的白云怕冷似的，不再游弋。
细细回味，自山门一路而来，所见所闻

皆可用“造化钟神秀”形容。
到南天门时，太阳已过头顶。入

门北望，云海簇拥，天地交融，渺渺人
寰，如置身于仙境。环视一周，只见众
山伏于泰山前，此时此刻感受到“会当
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魅力。

虽然身披阳光，可山上依旧寒冷，
冷风呼啸，昨夜雨水成冰随处可见。
路过天街去往碧霞祠，祠内香火旺盛，
游客熙熙攘攘，络绎不绝。再往前走，
游完日观峰，越过唐摩崖直达“五岳独
尊”，我翻出兜里的 5元人民币，翻看
背面，顿感心潮澎湃，匆忙掏出手机留
影纪念。然后直上玉皇顶，在东岳最
高处环游一周，我为自己登顶泰山感
到骄傲，也感慨大自然奇思妙想的创
造力，感叹天地间的波澜壮阔。

爬山是一个和自己对抗的过程，
是磨炼意志的过程。登高眺远，有志
竟成，这一行我不仅收获了沿途的风
景，更是体悟到了登顶的人生启发。

小 院
□李沙铃

□刘文娟

清 明 记 忆

清 明 节
□朱鸿

天再旦，年复来，节气二十四个，
一一而出。立春之后是雨水，雨水
之后是惊蛰，接着是春分，十五日以
后，斗指乙，便是清明了。

到了这个节气，日暖，天朗，风
和，雨沛，草尽染绿，木咸丰茂，冬之
灰黄转而为春之青翠，山川河流，一
片欣然。人也充满希望，姑娘更是
灿烂。古贤者认为，万物生长于斯，
皆清洁而明净，故谓之清明。诚然
如此，古者之观察精而细矣！

清明是春播的有利之机，自秦汉
以来，长安人便循此节气耕耘自己的
庄稼。清明前后，点瓜种豆，此谚语
既有提醒的意思，也有总结的意思。
可惜我在农村的时候，土地都归人民
公社，种什么庄稼，上有革命委员会
主任的意见，下有队长的意见，于是
土地就尽种小麦。清明前后，经过施
肥和除草，小麦起身拔节，已经可以
遮住乌鸦了。农民有一点自留地，恐
粮不够，也都种小麦，唯特别聪明的
人才务极少的瓜豆。我家前院颇大，
母亲遂在靠墙一带种梅豆、种豇豆，
还会抓一把笋瓜籽和丝瓜籽埋至黄
土之中，以待夏收。

木有伐就有植，清明前后也宜
于栽树，因为过了这个点，日晒天
热，树难以活。人民公社那些岁月，
应清明之节气，总是在路边和水渠
边挖坑栽其白杨树，几年之后，叶子
便有萧萧之感。受长者影响，小时
候我在清明之际也栽过树，前院栽
桐树、德国槐树，后院栽柿树和桃
树，遗憾桃树未成。我所栽之树，拆
迁那年随吾村而逝。

清明节古既有之，是悠久的传统
了。内容丰富，不过扫墓至重。所
谓扫墓，实际上就是祭祀祖先，出于
祖先崇拜的心理，也是慎终追远的
一种表达。

在长安的扫墓兴于秦，成于汉，
盛于唐。唐政府会在清明节放假，令
其官员扫墓，若家在外州外府或外县

的，还可奏请返乡扫墓。唐有千百关
于清明节的文章，吾独爱杜牧的诗，
它特有的一种气氛出来了：“清明时
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
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扫墓的习惯一直沿袭到明清。
清有贤者指出：“岁，寒食及霜降节，
拜扫圹茔，届期素服诣墓，具酒馔及
芟剪草木之器，周胝封树，剪除荆
草，故称扫墓。”寒食节是以禁火的
方式纪念介子推的，不过寒食节与
清明节在唐就融合了，所以这里的
扫墓显然指清明节的扫墓。

在 20 世纪，扫墓遭遇了封建迷
信的指控，遂顿为简陋，不过对祖先
的敬意，仍使它得以传续。小时候，
我随祖父，随父亲都曾经上坟。家
长捧着祖先的牌位在前，我在后，缓
缓进入茔地。拔掉蓬蒿，砍去斜柯，
便恭敬给冢培土：把雨水所冲刷的
曲缝浅洞一律填充并夯实，以保护
墓穴不受浸泡，再修圆顶部。嘘一
口气，遂整平墓前之地，立牌位，献
米献面、献酒献烟、献水果、献糕点，
烧纸致哀。举目而望，方圆数里，上
坟者来来往往，烧纸者星星团团。

遗憾到了 21世纪，一朝城市化，
土地突然短缺，天下无不平坟铲冢，
长安人遂不能扫墓了。然而祭祀祖
先是一种感情，其不可断流，于是清
明节的晚上，男男女女就选城里的
街角，俯首蹲身，划圈烧纸。

清明节正逢春光亮丽，长安人素
好出户踏青，尤其是青年，成群结
队，以入终南山作乐。唐长安踏青
颇为流行，文士、仕女、宫女，每每人
以位分，走曲江池，登乐游原、少陵
原，远一点的往樊川。唐诗人崔护
踏青，在樊川敲门求饮见到一个姑
娘，面若桃花，遂彼此有意，不过仅
以目传，尚未相亲，崔护也止渴而
别。时令循环，又是清明节，崔护之
爱难以自禁，又往樊川觅其姑娘，不
料院固门空，唯桃花映天，使其惆怅

无限，题诗道：“去年今日此门中，人
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
桃花依旧笑春风。”现在的人踏青之
心更强，可惜曲江池为楼所围，乐游
原也削尽其田，少陵原开发腾腾，遂
乘车钻终南山诸峪，鲁来莽往的，不
够风雅。

清明节还打秋千。资料显示，这
是北方山戎之戏，春秋时代传入中
原。唐玄宗执政，曾经在宫中立木
以打秋千，荡嫔妃于空中，升高落
低，宫女嬉笑，他也喜悦。打秋千遂
翻越宫墙，进入坊间乡里，风传为
俗。20 世纪中叶以后，长安打秋千
的多是孩子，春风吹红了花，他们便
找到绳子，拴在两棵树之间，坐上去
推引起来。房前屋后，街头巷尾，到
处都是国槐、柳树、椿树、榆树，小孩
子选窄距的两棵树，荡得低一点，大
孩子选宽距的两棵树，荡得高一
点。如此之娱，迁延迄夏。

拔河在古者有祈祷丰收之意，清
明节恰恰宜于春播，遂拔河大行。唐
中宗有一年幸梨园，巧是清明节，便
命大臣分组拔河，宰相、将军，甚至皇
亲，都脱然加入。比赛就有输赢，赢者
一组必然拉倒输者一组，遂逗得唐中
宗笑，皇后、嫔妃和公主也笑。我小时
候，到了清明节，学校有拔河，村子也
有拔河。学校里的拔河气壮山河，不
过总觉得有纪律的约束。村子里的拔
河固然散漫，自发，不过偶尔也会举巷
动员，全街出战，男女老少全然加入。
在村子里的拔河忽然浮现吾脑，此情
此景，将永驻昨日。

清明节也是放风筝的绝妙时
候。若天开透蓝，风吹送熏，便当尽
松其线，放风筝于万里云霄，以应人
的纵情之性。小时候，见城里人骑
自行车登少陵原，不为别的，就借此
隆起之势放风筝。

旷野无垠，小麦郁郁，有一鸟翔
于空，真是让人想望。逝者如斯夫，
桑梓尽去，人何以堪！

□李焕龙

铜 钱 石
本是迎着春光赶到五龙湾农庄观

赏春色的，却不料刚入大门，就因一尊
奇石而驻足。

月白的底色，淡青的纹理，光可照
人的面皮以及这倒扣的形状，放眼望
去，并无造型之特与花色之妙，主人为
何精制架子支起，置为入门首景，仿佛
供于神位？

走近了，身稳了，心静了，目光平
平地看去，便看到了东侧一片大小方
块。再近一步，再细一看，便瞅清了
一枚铜钱。是的，这是一枚金线镶边
的铜钱。

这铜钱外圆内方，那方形小孔的
四角微微翘起，角边的暗影所映衬的
尖角似要嵌入石内，由此让方孔的正
中有了略为凸起的样子，使这钱孔更
为显眼。

贴近方孔细看，中间一缕淡淡的
暗影，似是远山、浮云，而这形如天地、
隐隐约约的背景，让人立刻透过历史
风烟，看到了此镇闻名陕南的历史人
文景点——铜钱关。

从五龙湾农庄东侧出门，沿神河
上到山顶，就到了铜钱关。这是秦楚
边界的一大关隘，设于秦汉时期。因
它位于旬阳市铜钱镇与湖北省竹山县
竹坪乡的交界处，是在两座山包之间
凿石开门的，门顶架了石桥，建了石
堡，沿着山脊砌了石墙，关隘主体酷似
铜钱，故以铜钱关命名。

真没想到，刚下铜钱关，就见到
了身上长着铜钱的奇石，我们自然喜
不自禁。

我向庄园主人杨厚根请教此石名
称，他说专家赐名“石来运转”。众人
议论纷纷，说这只是文化喻义、人生愿
景，不宜为名。于是，大家便围着石头
指认着各自的逐一发现、逐个判断，为
的是用各自的审视，给这美石取个恰

切的名字。
我沿着刚才看到的那枚铜钱向右

移目，发现了几朵浪花；顺着溪流往
下，又觅着了一丛乱石。正待转换视
角，侧目斜视时，却望见了乱石之间一
丛五环状的连线。仔细一瞧，正是一
枚一枚的铜钱！这些铜钱，有正方孔
的，有长方孔的，一连排列了九枚。我
看着这涓涓细溪，不禁感慨：这条河，
是生钱之河呀！

我问主人，门前这河叫啥名字？
他说主流叫神河，流经铜钱、神河两
镇，在吕河入了汉江，是旬阳市西南
部的一条大河，自古两岸良田沃土、
桑麻密布、青山环抱、物产丰富，实
为富庶之地。河流的不同段落，被当
地人取有不同的小名，这一段旧时曾
叫铜钱河。

联想到来时路上所见的两大传
统村落，每个村子里那一栋栋青砖黑
瓦的天井院落，以及房前屋后的高
坎阔台、古树名木，便知这是出大户
人家、高门望族的地方。而那时的
有钱人，无疑是靠着这一方山水而
生财发家的。

如此看来，这河中乱石所布的铜
钱阵，并非“水能生财”的迷信，而是水
利兴农的真实写照。

转到背面，一眼看出一丛叶片，便
见每片叶子上均有若干铜钱。这桑
叶，是在述说兴桑养蚕的传统产业？
这橘叶，昰在展示山果丰富的天然景
象？这玉米叶，是在呈现五谷丰登喜
乐图画？这柿子树叶，让我闻见了果

酒飘香；这油菜花叶，让我听到了牧童
放歌；这漆树叶子，让我似看见一排排
崭新的家具。而这硕大的油桐叶子，
则让我的目光透过铜钱，看到了一担
担、一船船的山货特产，看到了百舸争
流、千帆竞渡的汉江航运。

这茂密的叶片和泛金的铜钱，揭
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
内涵，让人对这尊奇石顿生敬意！

移目半尺，又见妙图。一枚铜钱
竖于十字路口，一位行者站立其后，正
专心地透视着钱孔。看那左手搭凉
棚、观望世界的样子，不知他是看到了
前路漫漫的“钱途”，还是看清了充满
诱惑的“钱眼”？看那右手抓耳挠腮、
追问求解的样子，不知他是在寻思“外
圆内方”的做人之道，还是在探寻“天
圆地方”的自然法则？我凝视半天，也
解读不了他，只好行个扣手礼，祝他一
路平安，龙年好运！

再往前看，是一条崎岖的山路，像
数枚很小的铜钱。当我看清每枚铜钱
都置于一座陡峭的山巅，方才明白：再
小的收获，都来自艰辛劳动、顽强努
力，世人绝没有不劳而获的，世间绝没
有坐享其成的。

我正在与这山路上的铜钱对话，
友人说他洞见了玄机。我绕过去，重
归正面，立在西侧，顺着他的指尖，看
到了一个站在铜钱上的人，面向东南，
仰望星空。

东南方，是界山。制高点，是铜
钱关。

我问这石头来自何方，主人说就
出在这里，是建农庄、挖地基时发现
的，当时就是这个形状、这个朝向。

这多好呀！铜钱关下的铜钱石，
自然地应了一个好名，无需高人故
作高深地命名，不必文人舞文弄墨
地取名。 （单位：安康市图书馆）

昨晚，梦见爷爷在老家土窑洞
的门框上绑了个秋千。我们姐妹几
个轮流着荡，爷爷捋着花白的胡须，
笑呵呵地站在秋千旁，不时推我们
一把。随着绳子“吱呀”的节奏声，
秋千越荡越欢，我们的欢笑声如同
房檐下的燕子，叽叽喳喳飘向沟畔，
飘向对面山洼。

醒后怅然若失，梦境却在脑海间
萦绕，久久挥之不去。爷爷慈眉善目，
驼背羊髯，头戴黑色瓜皮帽，身穿蓝色
对襟褂子，蓝裤子，黑色圆口布鞋，口
袋里装着旱烟袋，穿梭在老家的土窑
洞里……爷爷这是在给我托梦？又是
一年清明节，我们该回去看您了！

小时候，没有毛衣和保暖内衣，
棉袄脱了，换夹袄。大人们总说：“春
天孩子面，一日三变脸。”我们便掐着
指头盼清明，从柳树长芽、柳枝变软
到绿阴遮蔽，终于听到悠扬婉转的柳
笛声。我们便可脱掉厚重的棉衣，与
小伙伴一起在春风中奔跑。我们在
洒满阳光的草地上放风筝，在绿茵茵
的田间地头拾荠菜、挖小蒜、白蒿、蒲
公英等，感觉脱掉棉衣的自己瞬间长
大，心如放飞的风筝，长了翅膀，飞过
小河，飞过大山，飞向遥远的世界。

小时候，每年清明前，队里都会
组织村民上山栽树。一大早，村民便
背上提前准备好的树苗，拿着铁锨，
到村子对面的山坡上栽树。我们这

些学生也在老师的带领下拿了小锨、
水桶，排着队，唱着歌，一路上山。我
们在大人挖好的树坑里摆苗、浇水、填
土，经过一上午劳作，一个个小树苗整
齐站立在山头。一年又一年，家乡的
山坡，郁郁葱葱，绿意盎然。如今，家
乡的人们种树、种药材，依托山清水
秀的天然资源，发展中医食养文化，
建设康养体验基地。

那时，每年都会在场院旁边的大
槐树上绑好大秋千，供全村人轮流
荡。秋千有单人荡、双人荡，还有带着
孩子一起荡的，欢呼声此起彼伏。大
树周围里三层外三层围满观众，连平
日不常出门的年老体弱者都来凑热
闹，村庄热闹得如同唱大戏。

每年清明，妈妈都要做凉粉、蒸
罐罐馍，然后备好祭品和家人一块去
扫墓。村中嫁出去的姑娘也会纷纷
回到故乡，祭奠逝去的亲人。有新故
亲人的，要用柳枝做成花树在清明前
一天插在坟前。还有在坟旁栽树、种
花的，希望将亲人的“房前屋后”修整
得温馨舒适。

清明是慎终追远、缅怀故人的节
日。在我的家乡黄陵，每年清明还会
举行公祭轩辕黄帝典礼，作为华夏儿
女、龙的传人，这个节日也提醒我们不
忘初心，敦亲睦族，永葆敬畏之心，厚
植文化根脉，传承黄帝文化，抒发家国
情怀，让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

那蛰伏在心灵深处的思念

怎能禁得住这浓浓的节气

纸花 水果

还有一个家庭或一个家族的心思

不变的跪姿

映出若干年前祖辈的身影

墓园依旧沉重

只是灰尘又多一重

新墓又加几处

表情如霜凝结在来往人群的脸上

谁的抽泣

引起泪花纷飞

鸟鸣掠过

檀香漫卷起往日的星星点点

有桃红柳绿闯入眼帘

一颗种子再发新芽

（单位：铜川市人民医院）

思 念思 念
□张小军

我住的小院，大约是上个世纪六
七十年代的建筑物了。楼体三层，没
有电梯，不高不低，在当时绝对是很先
进的。现在看来却没有与时俱进了。
虽经多年风吹日晒，但楼体还是蛮坚
固的。此番经过旧楼改造，从头到脚，
焕然一新，像老人一样，鹤发童颜，散
发出一片勃勃生气，是很鼓舞人的。

楼虽老，却吹起了一股新时风。一
些年轻人，志愿走出来帮老扶幼。神仙
似的，急匆匆而来，又急匆匆而去。

不要回报，也不要回礼。我就有
多次这样的经历。

一次晚饭后都快十点了，忽然想
到一箱苹果在阳台放着，天气预报夜
有霜冻，可我是无能搬动它的。一个
电话小傅来了，他一口气把它放妥，拧
身就走了。

又一次，我看电视起身，一不小心
蹲坐地上，怎么挣扎都起不来。只好
又唤小傅，还是他把我抱起坐床，安稳
无恙的。再有一次，快递员把我买的
轮椅投递地址写错了，3号楼写成了 4
号楼。快递员已走，我只好叫小杨帮
我，从 4号楼搬回 3号楼。我说谢谢，

小杨却说，我在帮你也是在帮自己，今
天的我就是明天的你。

疫情时期，既不能出，又不许进，
偏偏遇此关头，我家的食盐没有了，
想想看，没有盐的饭菜能咽得下去
吗？子女不在身边，我和老伴都是耄
耋之人，行动维艰，正在发愁，白衣献
爱心来了，机关医院董大夫闻讯送
暖，她将自家的食盐通过合法路线给
我送来了。

在当时的特境下，一包盐的价值
真是千金难买呀！

人虽老却捧着一腔童心。由于历
史原因，楼老，人也老了。老人经历
多，见识广，涉世深。看透世事，善恶
分清，明白是非，爱党爱国爱人民。心
怀大度，谈笑风生。

我从小院经过，随时都能听到三
两老人的交谈声、争辩声、嬉笑声，或
谈时事，或谈经济，或谈市场，或谈网
络，或谈戏曲，或谈热播的电视剧《南
来北往》。

你真能分辨出他（她）们是白发苍
苍的老人，还是苍苍白发的玩童？

环境虽老却平地长出新风景。

我从我家窗口望去，时有猫儿走
来走去，鸟儿飞高飞低，麻雀成群结
伴，远处一些不相干的、不认识的、从
没有见过的花花绿绿的飞禽，也不期
而至的来到小院看世事了。

大概原因就是，几家楼主的女儿
或孙女又经营出新花朵了，红的、白
的、黄的、紫的、褐的、粉的，五颜六色，
排列有序。把小院装扮得春光满院，
诱人眼目。弄得彩蝶舞蹈、蜜蜂唱歌，
连板凳小狗也来凑热闹，“汪汪汪”地
干叫几声。

左邻右舍的邻居——大妈大婶、
大伯大叔们还时不时的来赏花闻香，
络绎不绝。

小院，是社会的一角，是新风景、
新故事、新图画的编织者。从它的口
中、手中、脚步中，我们能不断地收到
惊喜、高兴、温暖、勇敢、守正、激励、创
新、力量和爱。它展现出新时代的倩
影，绽放出新岁月的芳香，讴歌出新生
活的赞歌。

我忽然觉得，我站在我的小院，不
光踩在小院的地上，而是踩的浩瀚的、
广阔的、丰厚的、壮美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