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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在熙熙攘攘、嘈杂喧哗中，总算过
完了，从节日的疲累中解脱出来，心中有
种说不出的轻松。出门散步，抬头看天，
晴空万里，风和日丽。阳光照在身上，一
片暖意，沿途所见，让人既新鲜又惊喜，平
日里司空见惯的街道整洁干净，挂在树上
一串一串的红灯笼，依然还在微风中摇
曳，人流车流往来穿梭，不时有或高或低、
或昂扬或婉转的乐曲在街巷回响，节日的
氛围还是那么浓烈。我一边欣赏着街景，
一边慢慢走着，在一家商铺前，猛然发现
橱窗旁的一盆迎春花开了，那花儿半开半
闭，淡黄的小花，似醒未醒，似醉非醉，刚
刚好，就像刚刚好的春天。

是的，这是秦岭南坡的春天，既不像青
藏高原的春天来得那么迟，也不像江南水乡
的春天来得过于早，是刚刚好的春天，不快

一刻，不迟一秒，把一个青春萌动的季节，至
善至美地呈现给大地，人间因此温暖而亮
堂。这也难怪，这个春节，天气持续晴朗，气
温也是一步步攀升，春的气息不用说，也是
越来越浓，很多年轻人索性脱去棉衣，换上
了春装，一股生龙活虎之气。

河岸边，一排排柳树，已泛起朦朦胧胧
的绿意，垂下无数条细细的、柔软的枝条，
轻轻地迎风曼舞。公园里，一些小草，睡眼
惺忪地探出嫩嫩的小脑袋，好奇地打量着
这个世界，似乎在说，春天来了，我赶上了，
刚刚好！

春风最是抚人，像母亲温暖的手，抚过
脸颊，酥酥的，痒痒的。风里带着花的香，间
或飘荡出细微的泥土的新鲜味，轻吸一口，
五脏六腑似乎都被填充着、滋润着。在春风
的吹拂下，万物都在恣意生长——经受了一

个冬天的煎熬，它们怎能不抢着赶着去迎
春、争春呢！

虫 鸟 也 在 蠢 蠢 欲 动 ，草 丛 中 、枝 丫
间、道路旁、山野里，猛不丁就会遇见几
只小小的虫子，它们或在慢慢蠕动，或在
趔趄爬行，或依附在树叶上晒太阳，惬意
慵懒地享受着这个刚刚到来的春天。小
鸟低声鸣叫着，在树枝上追逐嬉戏，用天
然的歌喉和优美的舞姿，迎接春天的到
来，春天也被鸟儿们渲染得格外热闹，格
外富有生机。

春天就是这样，随意而任性，又充满了
生机与活力。在春天，生命的种子，每时每
刻都有可能萌发、裂变，一切都是不打招呼，
说来就来的。一如《春之怀古》中所言：“一
声雷，可以无端地惹哭满天的云，一阵杜鹃
啼，可以斗急了一城杜鹃花，一阵风起，每一

棵柳都会吟出一则则白茫茫、虚飘飘说也说
不清、听也听不清的飞絮，每一丝飞絮都是
一株柳的分号。”

春天是开始。一年起于春天，四季始于
春天。起始是蓝图，开篇布局，计划安排，都
将从此开始，一桩桩，一件件，只有筹谋在
胸，才能运筹帷幄。起始是基础，基础打不
牢，再宏伟的蓝图，都是一张白纸，再宏大的
志向，都是空中楼阁，可谓“基础不牢，地动
山摇”。只有打好基础，将宏伟蓝图和远大
志向付诸行动，这一年才不会白忙活，才能
收获满满的喜悦和幸福。

春天也是苏醒。天上春色正好，地上春
意正浓，在这刚刚好的春天，让我们不负韶
华，迎着春风春雨，向春而歌，踏春而行，以
龙腾虎跃之势，开启新的一年新的征程，谱
写新的一年新的诗篇。

刚刚好的春天
程毅飞

去 年 暮 春 时
节，我游览了一次
莲花山，当时的景
区还正在建，登山
的 栈 道 只 露 出 一
个雏形，道路拓宽
了，但没有硬化，
周 围 也 没 什 么 建
筑，只是些野花野
草点缀，这时的莲
花 山 像 是 养 在 深
闺 里 的 小 家 碧
玉 。 骡 马 队 络 绎
不绝往山上运料，
工人忙碌着，各种
各 样 的 工 程 车 开
来 开 去 ，尘 土 飞
扬，一派热火朝天
的景象。

前两天，我又
来了，带着龙年春
节的喜悦和对新景
点的无限向往来到
这儿。刚到莲花山
脚，眼前就豁然一
亮，心想：这哪是

“小家碧玉”呀，简
直就是“大家闺秀”了。亭台楼阁、溪流池塘，一
步一景，景景不同，目之所及皆是青山绿水。移
栽的花草铆足了劲，蓄积起一身的力量，桃树、
杏树打着盹，正等待着春天的命令，栈道弯弯曲
曲，直通山顶，游人密密麻麻，喜笑颜开。虽然
有的景点还是半成品，但基本的样子已清晰可
见，只剩一些收尾工程。

停车后，我先是站在一面矮坡上仰望对面
的星星洞，尝试了四五次后，终于看见一道亮光
穿孔而过，像星星一般，熠熠生辉。据当地人
讲，只有大气运者才能看到，我欣喜地想，原来
我这么好运。

跨过用仿真石块垒起的荷花池，我来到星
星洞口，一股泉水从里面流出，清澈见底，沙石
可见，一个女游客正在用矿泉水瓶接水喝，看她
喜悦和享受的样子，一定是甘甜极了。

走下星星洞，沿着山下主干道来到天书碑
前。这是一面垂直的山崖，距地面有二十多米，
崖壁上坑坑洼洼，隐约有几排无法辨认的文字，
像天书一般。有人说这是大自然雕琢的符号，
只要读懂就会明白莲花山的历史，有人说这是
无字天书，悟透就参懂了天道，还有人穿凿附
会，说这是侠客岛的武功秘籍。而流传最广的
一种说法是，唐三藏取经回来时，把有字经书放
在大雁塔，把无字经书放在这里，时间久了，经
书烙印进崖壁。

登山主要有两条栈道，一条通往主峰，比较
陡峭，开凿的阶梯一级接一级，两边有护栏，看
着像是树干搭建成，实际上是用钢筋、水泥做
的，非常坚固。山腰有亭子，可供游人休憩。登
上山顶，红色的喀斯特地貌尽收眼底，四周环绕
的群山像莲花瓣一样，清晰而又逼真。山脚下
的莲花池放眼望去，波光粼粼，真应了一副对
联：水绕莲山水生莲，天造仙境天上仙。

另一条栈道则通往次峰，道路相对平缓，
栈道沿着一条深沟，左侧是红色山崖，沙砾和
石块紧紧包裹在一起，其紧致程度不亚于钢筋
水泥浇筑。右侧是几米深的水沟，溪流较缓，
一些苔藓类植物长在水旁，为清寒的正月增添
了一抹亮色。崖壁之上，灌木和野葡萄藤到处
都是，外表看着干枯，其内早就蕴满了浓厚的
春意和蓬勃的力量，只待春风一吹，便会绿意
盎然，硕果累累。

登到山顶时，突然起风了，因太阳高挂着，
倒不觉得寒冷，只是把一身的汗吹干了，攀登的
疲劳也顿时一扫而光。坐在亭子里，边休息边
欣赏主峰的莲心，日光如金沙一般倾泻在上面，
把莲心映衬得更加庄严肃穆。过了一会儿，日
光西移，褐红的莲心主峰又是另一番景象，空旷
苍凉，像是金星上山峰的投影。

下山时比较轻松，身旁的小槐树一棵接一
棵，形状相似，高矮也差不多，像保护游客的卫
士。这些槐树和周围稀薄的泥土相依相伴，恰
恰符合了“相看两不厌”的意境。望着天上的浮
云，想着槐花盛开的样子，还有槐花焖饭的香
甜，忍不住要让这春天加快脚步。

走到山腰处，看见几个老人手里都拿着干
柴，有的还扛在肩上，就问起原因，他们笑着说：

“这是老辈人传下来的，新年讨个好彩头。”我想
了半天才明白，“柴”和“财”谐音，是寓意新的一
年发大财、行大运。

沿着山下的主干道驱车往南行，经过绣
花岭，直到襄王沟里的芋园村。松柏掩映下，
一座古朴的小庙宇露出一角，里面供奉着孔
子、周文王、伏羲的塑像，这就是当地人口口
相传的文王庙。

襄王沟后有两座山，一座是燕子山，一座
是雕崖山，皆雄壮巍峨，山上盛产木耳、拳芽、
地软、核桃、野小蒜等。这里流传着好多故
事，襄王建城、无业出家、闯王屯兵、红军驻扎
等等。每一个故事都是一个传奇、一段历史、
一个人与自然斗争的历程。

出襄王沟，离开莲花山主道，驱车来到罗公
碥，这里也是莲花山景区的一部分，算是比较远
的支脉。罗公碥南邻丹江河，西临莲花山支脉，
崖壁之上凿有好几排石室，原本这里有三座铜
佛，后来由于战乱丢失了，只有铜佛龛这个名称
流传下来。

罗公碥南面的丹江河已经充分开发，很多
仿古建筑拔地而起，两岸种满了风景树，而游客
期盼已久的丹江漂流项目也正在加紧建设，相
信不久的将来，一定可以乘船一览两岸美景了。

回去的路上，我一直想一个问题，什么是
绿水青山，什么是金山银山，什么是 22℃商
洛，直到这次游览后，我才豁然明白，我们的莲
花山不就是吗？真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
身在此山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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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到过年的时候，时不时就会想到生养
了我的家乡。

想到的画面千奇百怪，有杀年猪的，小
孩子放鞭炮的，家家户户扫舍……这些画面
像是断了线的风筝在我脑海里晃荡，把我的
心思牵扯到了那片由一大块麦田簇拥着的
村庄里。

那个村庄里有八个生产队，2000 多口
人。年关将近的时候，村子里的人显得比平
时更稠一些。这些在村庄道路上走动着的
人们，有忙着办年货的，还有在农历年关到
来之前，四处走动着清各类手续的。这些手
续包括在这一年耙地、耕地、买化肥等各类
欠账。村里有个不成文的规矩，一定会赶在
年三十前把这些手续都清了。

村里人相互之间清账的语言很有意
思。赊账的人说一句“我来给你把手续清
了！”被赊账的人会满脸堆笑地回一句“那可
急啥哩？”话虽这样说，这些账已经欠了一年
了，一直攒到年底了才来了结。在乡村里存
在如此缓慢的账务流水并不意味着乡村经

济的疲软，而是乡村里在利益往来之间首先
注重的是一个人情。在腊月底，村里人们相
互之间清欠这一年细账的来往走动，让村里
的人手里都有了几个活钱，这也就让村落在
年关时节多了几分喜庆。

村里的人们会在年底吃着劲清掉这一
年的亏欠，这种在年前给别人还账的念头很
大一部分原因就是想让欠钱的和被欠钱的
两家人都能安心过个好年。去清账的村里
人解释他们在年前这样做的原因是“就不记
了”。而被欠钱的主家也会说一句“我给你
勾了”。但真实的情形却是，这种发生在乡
村里的数目不大的经济往来是没有账本的，
就是双方随口一说，然后赊欠协议就达成
了。由此可见，在乡村那人情味浓厚的熟人
社会里，人们是可以靠“刷脸”吃饭的。

我已经离开家乡十几年了，但每到过年
的时候，脑子里都会浮现村子里的道路上，
来来往往地走着去办年货，去赶着给别人清
账的人群的热闹景象。这些年一路走过来，
越来越感觉到故乡的村落在钱财来往之外，

更注重人情来往的处世规则的妙处。乡村
里那种推来让去的人情味儿，让人觉得人情
来往并不是刀割水洗似的利益交换，而是有
一种热腾腾的生命关怀植根在这种在外界
看来只是单纯的利益交往的过程中。这种
初看可能是礼节性的相互谦让的交往行为，
在有了些阅历之后，才能品味其中所渗透的
人情练达的厚道。

年少的时候，我是不顾一切要离开村
子的。出走多年后，越是在年终岁末的时
候，越是会思念自己当年一直觉得其貌不
扬的小村落，越是会觉得故乡的小村落其
实不言声地教给了我许多东西。这些东西
在现今看来，总的可以汇聚成一句话，那就
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并不是清汤寡水的利
益之交，而是要在其中贯穿着“礼”，比如乡
村里会按照辈分去安排人的次序；也在其
中贯穿着“情”，比如默许小门小户的农村
人家把细账一直赊到年底。这种有“礼”

“情”蕴含其中的利益之交，让人在很大程
度上与只知道争食抢物的动物区别了开

来，从而回归了人本身。
现在年景好了，过年的时候，人们大多

都不在乎那些细枝末节的花销了。但乡村
的人情味儿，却是在外的人们所稀罕的。在
年末的时候，想到故乡村落里弥漫着的那股
子让人觉得浑身熨帖的人情味，我便觉得所
处的冬天变得温暖了许多，屋外的花花草草
变得喜庆了许多，所见过的每一个人也都变
得和颜悦色了许多。

现在，我所思念的不唯是村落里那热热
闹闹的过年气象了，还有村落里那人情来
往、宜室宜家的人情味儿。这些人情味儿透
过过年时的祭祖、吃臊子面、游亲戚、待客这
些村落里过年时的平常举动，四散在屋舍俨
然的村落的角角落落，让每一个在村落里过
年的人儿，都感受到了过年的温馨。

我还是会时不时地回忆幼时在村落里
过年时的温暖场面，村子里那些过年时简单
朴素的日子，迟滞了一年一年匆匆走过的生
命的脚步。当生命慢下来的时候，生命也就
找到了暂时可以停泊的地方。

春节记忆
扬 清

年，是在外游子思乡回归的悠悠心切，是老百
姓对美好明天的殷殷期盼，是父母守望团圆的声
声嘱托，是玩伴们一起快乐成长的时光掠影，是一
段难以抹去的流年记忆。辛苦忙碌了一年的人们
在此美好时期与家人团圆，和亲戚朋友相聚，调整
舒缓着生活压力，谈论着父母身体、子女教育、家
庭收入及新一年的计划目标等，分享着收获和喜
悦的心情。

我最快乐最幸福的是孩童时期的年。
村里小年过后，大人们就开始忙碌起来，打

扫屋子、做豆腐、蒸年馍、杀猪宰羊、上油锅、剪
窗花，准备过年物品，年味气息浓厚。那时农村
大多数都养着猪、鸡、羊，一养就是一年甚至几
年时间。过年时，村里会杀猪宰羊，左邻右舍会
前来帮忙，小孩子们欢喜地站在一旁观看着，场
面特别热闹。做豆腐工序多、时间较长，从磨豆
浆到做成豆腐需半天工夫，每次都要等父母把
豆腐做好后吃上一碗热豆腐才感觉心里踏实。
煮肉也是一种乐趣，家里每年煮肉的时候，我们
几个小伙伴围在灶台前迫不及待地等着啃骨
头，父母总会把煮好的肉骨头分给我们，肉香酥
软烂，吃着劲道，满嘴流油，我们争抢着吃，抢肉
吃给我留下了快乐难忘的记忆。

儿时总期盼着新年的到来，因为每到过年才
能穿上父母买的新衣服，才能收到长辈们发的压
岁钱。大年初一，吃一碗母亲煮的热腾腾的饺子，
和伙伴们追逐着东家跑西家窜，捉迷藏、玩游戏、
放鞭炮。大人们围坐在一起，谈论着过年的风俗
习惯，说着家里的喜事、趣事、琐事，在浓浓的年味
中共享快乐美好时光。

时光荏苒，儿时的年味再也找不回来了，只能
成为一种原乡记忆，一段时光掠影。

儿时的年味
于言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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