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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春走到了龙年春节的前面，还
没过完年，春姑娘就用手中灵巧的彩
笔，一天天把春天这幅画，描绘得愈来
愈清晰。

天地间的草木渐渐苏醒，常绿
的、落叶的，还有那许许多多潜藏于
泥土之下的，这个时候纷纷有了不
同的反应。看，荒郊野外塬上那一
捧捧迎春花，已先于别的花木，悄然
开放。一朵朵喷金撒黄，如一颗颗
璀璨的金星缀满枝头，在碧绿的枝
条上不安分地张扬着。迎春花作为
早发的“新春佳卉”，每年在乍暖还
寒、春寒料峭之际，总是花之队伍里
的先遣兵，将春姑娘莅临人间的消
息报告给人们。再看看路旁那些松

柏、冬青、女贞以及枇杷，绿色的叶
片渐渐有了生气，由入冬以后一直
灰暗无光、疲倦无力，逐渐过渡到蓬
蓬勃勃，枝梢上也萌发出了不少翠
绿的嫩芽。河渠沟畔上，那排排杨
柳 ，亭 亭 玉 立 ，枝 条 上 一 颗 颗 芽
苞 ，憋 胀 憋 胀 ，嫩 黄 嫩 黄 ，铆 足 了
劲儿，整齐而有序地排列着，耐心
地 等 待 着 春 阳 。 此 刻 的 玉 兰 树
上，毛茸茸的花苞尚在孕育，宛如
一支支尖溜溜的毛笔头，只待暖阳
来安慰几日，便可在空中画出一树
繁花，把它一年中最为靓丽的一面，
呈现给人间。

门外花坛里的三叶草，悄无声息
地从地下探出了脑袋，打了个哈欠，伸

了个懒腰，站直了身子，将原来干枯的
叶子踩在脚下，化为春泥。抬起头来，
再仔细打量一下那棵桀骜不驯的皂荚
树，老干上面的细长枝条，见到雨水
后，已经泛出了青绿的光泽。宋代诗
人张栻说：“律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
间草木知。”是啊，立春以来，冰霜渐渐
融化，暖气慢慢回升，冬眠的小动物蠢
蠢欲动，花草树木从沉睡中睁开了蒙
眬的眼睛，看着时令的更新，迎接着新
春的到来。

迎着和煦的春风，沐浴春日的
暖阳，来到城郊野外，放飞一下心
情，舒展舒展筋骨。蹲下身子，用手
拨开路边枯黄的野蒿杂草，就能看
到根部星星点点的嫩芽，好似有人

撒了一地绿色纸屑。田间的麦苗，
迎风一抖一抖，似要抖掉浑身的疲
惫，在早春里起身返青。夹杂在麦
苗中间的荠菜，已捷足先登，绽开了
碧绿水嫩的叶子，把春天野菜家族
里的第一抹绿，奉献给那些贪嘴的
人们。在美食家眼里，荠菜的口感
和味道俱佳，它有一股园种蔬菜所
缺少的清香，是大自然赐予人们的
一道至味菜肴。

春天一到，春景便在人间快速蔓
延，一场一幕如舞台上的换剧。唐代
大诗人白居易说：“立春后五日，春态
纷婀娜。”过不了多久，人们就会迎来
一个百草丰茂、树木葱茏、山花烂漫、
生机盎然的春天。

春到人间草木知
马小江

村里人的春天，来得特别突然，仿佛就是
一夜之间的事。前一天都还在家里猫冬，第
二天就都走出屋门各自忙碌起来了。

他们的春天和立春、雨水这些节气无关，
和燕子北归、草木萌发、春雷轰响这些物候也
无关。他们之间似乎达成了一种默契，无需
心口相传，步调也能整齐划一。

春天一到，庄稼人就开始为春种做着各种
各样的准备，买种子、化肥、购置犁具。买这些
东西是要赶早的，晚了就买不到了，当然这只
是玩笑话，但赶早可是必要的。谁家男人要是
买得稍晚了一点，村里人就会说这户人家不勤
快，如果日子过得确实不殷实，后面还会加上
一句“这么懒，日子能过好才怪呢”来印证自己
的观点。当然，也没有瞧不起的意思，更多的
是邻里之间的一种关心和慰勉。但在自家媳
妇这儿，她们准会唠唠叨叨一个晚上，说谁谁
好命嫁了个能干的丈夫。这也就能很好地解
释了，为什么男人们进城大多三五成群了，这
样谁也不比谁早，就谁都不会受到批评。步
调一致，也许是“情非得已”。

打工的似乎并不在此之列。按理说，大年一过，他们也该动身了。可架
不住邻居们的再三相劝，“好不容易回来的，陪你爸妈多待两天。”更无法拒
绝母亲的挽留，“钱不是一天挣的，等过两天暖和了再走。”于是，装进行李箱
的衣服一件件又拿了出来，穿了洗，叠了装，拿了穿。如此折腾几番，动身的
那一天才来。人们开始忙了，谁都没空搭理他们，他们才拉着箱子出发了。

老人们不能种地，但也没闲着，三三两两地说着话，“冬天下了好几
场雪，雨水充足，是个好年头”“我年轻那会还是个拖拉机红旗手呢，现在
连拖拉机都上不去了”。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描绘着自己心中的春天。

孩子们开始了“最后的疯狂”。大人们一忙，他们心里没了底，知道
开学的日子近了。没写完作业的，要走“捷径”，天天去学习好的家里玩，
还得给人家带两块糖；写完作业的，要是没人给送糖，就跑出去各种玩，
恨不得一天到晚不吃不睡。大人要是批评两句，他们还会说这叫“苦尽
甘来”，那底气，足着呢。

人勤春来早。年复一年，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庄稼人、打工人、老
人、孩子，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定义着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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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地有雪乡。在丹凤，有个爱落雪的小镇，它的名字叫庾岭。
庾岭地处秦岭深处、蠎岭脚下，1936年12月红二十五军在此一战成

名。据说商洛能成为革命老区，此役功不可没。庾家河战斗纪念亭是当地
的一张名片，而界岭山头上“红色庾岭”红二十五军军旗碑更是青春飞扬。

界岭是庾岭和龙驹寨的界山，是当地通往县城的必经之地。由于海
拔比四周都高，加上植被又好，夏季是避暑休闲的天然氧吧，而冬季，漫
长而寒冷。当县城及川道沿线飘着时大时小的雪花时，一山之隔的庾岭
早已被落雪覆盖。静谧的山村，恬静的街道，空旷的大地，白茫茫一片煞
是壮观。雪不知落了多久，巍峨、沉默、淡然。界岭山上的皑皑白雪，纪
念亭上的厚厚积雪，是春送给庾岭的新年礼物。

一遇到天气变冷，雪花就频频光顾庾岭。方圆左右，烟雨迷蒙时，小
镇早已被雪花翩跹。一个爱落雪的小镇，一个能留住雪的地方。前几
日，气温骤降，春雪落了一场又一场，素有丹凤县“北极”雅称的庾岭，满
山遍野的雪。雪急炉火旺，围炉夜话，静听雪花飘落。宋朝杜耒的“寒夜
客来茶当酒，竹炉汤沸火初红。寻常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寒
夜来客，烧一炉温暖，饮雪成诗，酿字入酒，时光清浅，笑容灿灿，雪里藏
着无限温情。

雪是水做的月亮，借着雪色照亮回家的路。走在松软的雪地里，路
面湿滑，鞋底雪声悦耳，沿途玉树琼枝聚堆连片，匆匆归来的路人喜笑颜
开。灯微阑，夜如画，不多会儿，浑身便热乎起来。

作家孙见喜在散文集里说：“好像庾家河的水很有修养，就怀疑老子
的‘上善若水’是在这里说的。”从蟒岭崇山峻岭间潺潺而下汇集成河的
溪水，蜿蜒、温润、飒爽，滋润着一方百姓。当白雪遇见红色庾岭，色彩兴
奋绚丽。小镇早晚温差大，路上积雪在中午融化成一抹抹随意涂鸦的水
墨画，到了晚间又青得油亮、瓷实、光滑。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春雪与红色小镇相约，红白之间，冷热相
谐，风景在侧，不虚此行。

春雪之约
高 鸿

上学那会，受《水浒传》《三侠五
义》之类小说影响，男孩之间推崇讲义
气，喜欢拉帮结伙。我们班里六个脾
气相投的人也赶时髦，经常在一起活
动。有一天，谁提议搞个小仪式，大家
齐响应，弄了一把香、一瓶酒，跑到凤
冠山山下跪成一排，点香、磕头、喝酒，
从此以后叫烧香弟兄。因为老大在我
们当中年龄最大，从此唤他老大。

结了兄弟就要互相帮忙，谁受了
欺负其他人就要两肋插刀，最初的想
法大概和北约组织当初成立宗旨一
样。可学校里一天都是鸡毛蒜皮的事
情，谁吃饱了撑的会主动招惹几个捣
蛋鬼？结了义便自我感觉良好，一天
不是凑一块在校园里惹是生非兴风作
浪，就是逃学上山摘果下河摸鱼。因
而多次被校长和班主任逮住，训斥的
话也高度一致：“你们几个不好好学
习，狼一群狗一党疯跑啥？”

记得冬日的一天，我们一伙逃课
去东河口炸鱼，老大放的炮，大家商量
好一齐下河，炮一响，河里白肚子鱼漂
了一层，可是，只听噗通一声，只有老
大光腿下了河，奋不顾身地在河里扑
腾。大家怕冷，站在岸上一齐鼓掌呵
呵笑他。

老大爸妈是县医院的医生，一家
人吃商品粮，他的零花钱自然在我们
一伙人当中最多，因此，平常我们打
零嘴买个鸡爪或雪糕之类大多由他
付账，看电影也多是他主动去买票，
他从来不和我们计较，俨然一副老大
哥的样子。

老大衣着随便，平常一头蓬松的
头发，似乎从来没用过梳子，自带一种
桀骜不驯的野性。他高中毕业后先上
技校随后被招干，在金融系统上班，我
书房里至今还保存着他当年送给我的
那些纪念币。

后来，我考上了大学，其他几个高
中毕业后相继曲线就业，分布在各条
战线上，为了生活各奔东西，偶尔一次
聚会，也多由老大牵头，虽不常在一
起，但依然互相温暖着。

老大性格文静，参加工作后，常一
个人在丹江河边钓鱼，可以一整天坐
着不动，很有定力。他喜欢书法、画
画、钓鱼、养花，画的竹子和熊猫我现
在还记得。我们这些朋友家里都有他
送的兰花和蟹爪莲之类。

我上大学第二年冬天，老大和我
去广州看望一位朋友，火车快到武汉
时，他突然阑尾炎犯了，需要动手术，

那晚上大雪纷纷，黑灯瞎火，我背着他
在武汉街头狂奔，遇到兰州一位好大
姐，铜川一位好大哥，留下了一段感人
的故事，收集在我第一部散文集里。
我在武汉陪了他十天才出院，最后广
州也没去成，他深表遗憾，多年后还一
直念叨这事。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我们弟兄
先后成家立业，在各自岗位上发光散
热。现在，各自的儿女也都成家立业，
我们也到了快退休的年纪，偶尔小聚
一次，回忆当年不胜唏嘘，感慨万千！

老大爱钓鱼，好多年我家吃的鱼
大多出自他手。他家院子有两棵蓬勃
的无花果树，他知道我爱吃，无花果熟
了，常打电话让我去摘，我工作忙没时
间去，他就摘一兜专门给我送来。

三个月前的一天，我突然收到消
息，老大脑溢血住进了商洛医院。我
懵了，根本不相信，老大不抽烟不喝
酒，也没有什么不良嗜好，身体没一点
毛病，怎么忽然就脑溢血了？和当医
生的大嫂通电话得到确认后，我们急
忙赶往商州。

到商州时，病房所在的楼道上拥
满了来探望他的亲朋好友，好在手术
很成功，大家才长舒了口气。他躺在

病床上，见了我们，眼泪汪汪，情绪一
塌糊涂，早没了平日的矜持和做老大
的样子。

老大出院那天，我们去看望他，
虽然他腿脚还不利索，反应迟钝，但
满脸笑容，不再消沉，一副乐呵呵的
样子。让人惊诧的是，得了回病，他
竟然不会说丹凤话了。我们知道，
老大汉语拼音不咋的，基本不会说
普通话，偶尔出门，说一句普通话不
仅损害他的形象，还让别人浑身起
鸡皮疙瘩。可是，这次动手术似乎
把掌管语言的那根弦撞了，一张口，
竟然满嘴的醋溜普通话，不若亲见，
真让人难以置信。随后，我向医生
讨教这种情况，医生说估计是少量
淤血渗进脑部，导致大脑语言中枢
神经受到了损害。

一日上午，他在医院康复室做
康复训练，我去看他，他有点沮丧，
我讲了几个笑话，惹得满屋子笑。
我鼓励他保持乐观的心态，积极配
合医生治疗，我说，我还想吃他钓的
鱼呢，他终于掩饰不住一抹笑容。
过几天接到他的电话，满嘴的醋溜
普通话，他说：“我转到二院了，想你
了，赶紧来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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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是唐代著名浪漫主义诗人，
他一生好酒，留下了很多与酒有关的
脍炙人口的诗歌作品和一段段佳
话。诗人杜甫在《饮中八仙歌》中写
道：“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
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
仙。”说的就是李白饮酒一斗后，灵感
来临，诗兴大发，就能写诗百首，喝醉
后就在长安的酒铺里安歇，天子召见
他，他因酒醉不肯上船，说自己是酒
中之仙，谁召见都不去。杜甫在这里
的描写，使用了文学的夸张手法，但
也把李白的才情和桀骜不驯的性格
充分展现了出来。

李白，被后人誉为“诗仙”。其人
爽朗大方，爱饮酒作诗，喜交友。他与
酒的关系，可以从他的诸多诗歌作品
中觅得踪迹。他在诗歌《月下独酌其
二》中写道：“天若不爱酒，酒星不在
天。地若不爱酒，地应无酒泉。天地
既爱酒，爱酒不愧天……三杯通大道，
一斗合自然。但得酒中趣，勿为醒者

传。”这首诗，把李白与酒的关系表现
得可谓淋漓尽致。他深得“酒中趣”，
所言“天地爱酒”，实际上说的是自己，

“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他认为喝
酒可以领略人生的大道理，可使人达
到浑然忘我的境地，三杯酒喝下去，可
通往美妙人生的大道；如喝一斗，可使
人与大自然浑而为一。

李白的《将进酒》中“人生得意须
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会须一饮三
百杯”“但愿长醉不复醒”“五花马，千
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
古愁”，这种豪情，足可见李白对酒的
一往情深和饮酒的豪迈，体现出诗人
的情怀和对酒的钟爱！

李白爱酒，还有一则趣闻。清
代袁枚在《随园诗话补遗》中记载：
唐天宝年间，泾县豪士汪伦听说李
白南下游玩，并旅居于南陵叔父李
冰阳家，欣喜万分，于是写信给李
白：“先生好游乎？此地有十里桃
花。先生好饮乎？此地有万家酒

店。”李白得此信便欣然前往，到了
泾县，便问汪伦信中所说的桃园和
酒家何在。汪伦回答说：“桃花是潭
水的名字，并无桃花。万家是店主
人姓万，并没有万家酒店。”原来汪
伦只是在玩文字游戏，为请李白到
访，故意投其所好。汪伦的回答不
仅没有触怒李白，反而引得洒脱豪
放的李白仰头大笑。离开那天，汪
伦送给李白名马八匹、绸缎十捆，派
仆人送至船上。在家中设宴送别之
后，李白登上了停在桃花潭上的小
船，船正要离岸，忽然听到一阵歌
声。李白回头一看，只见汪伦和许
多村民一起在岸上踏步唱歌为自己
送行。主人的深情厚谊，古朴的送
客形式，使李白十分感动。他立即
铺纸研墨，写下著名的《赠汪伦》一
诗送给汪伦。

李白的“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
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诗中
背景是花间，但只有诗人一人独酌，冷

清凄惨，诗人邀来天边明月和月下自
己的影子，化成三人举杯共酌。想象
丰富大胆，表现出诗人浪漫主义的天
性和创作特色。

“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直万
钱。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
然。”“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
海。”李白面对朋友设下的盛宴，纵然
金杯中是昂贵的美酒，玉盘里是珍稀
的佳肴，却心情不畅放下杯筷，拔剑四
顾，一片茫然。但诗人坚信能够乘长
风破万里浪，横渡沧海，到达理想的彼
岸，体现了诗人愿冲破一切阻力，去施
展自己抱负的豪迈气概和乐观精神。
诗人虽嗜酒，但也不是一味耽于酒中
无所事事。

诗人李白离开我们一千多年了，
但他的伟大诗篇，还在中华民族的诗
歌史册中闪耀，且熠熠生辉，给我们
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我在思考，
假使诗人李白还活在当代，他会喝什
么酒呢？

李白与酒
田 冲

商商洛洛山山（总第2559期）

刊头摄影 张朝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