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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 蛰

此时，雨是一把金钥匙
轻轻一下，即打开闭着的眼，枝头的蕾
风是适时的吹鼓手
一吹，花儿含笑，河水哗啦啦跑开
再吹，便吹开了姑娘腮边的桃红，胸前的纽扣

从此，一切重新启程
梦，从深处钻出
走过返青的草地，摇曳的枝头以及
荡漾着的青空

一切都显而易见，也无需表白
只要燕子在眼前划过一个弧线，再啁啾一声
一部春天，就被彻底打开

桃花劫

草木已醒。桃花沿着风跑过山坡
将酝酿一季的羞涩
表白在三月的阳光里
一群姑娘经过
把一串心口的鸟鸣挂在桃枝上

此时，阳光是粉色的
微风裹着甜味，一浪一浪
漫过春光中的蝶影

雨是多余的手指
掐落一瓣瓣的春梦
泥土冰凉。有人倚春而泣

走进故乡的春天

四月，鸟雀落在村口的槐树上
叽叽喳喳
似诉说，似呼唤

石碾覆满苔痕
伛偻的身影来了，又去了

河水绕村兀自流过
老树依旧伸长脖子张望

草木肆意在故乡的春里
每走近一次
叶子都刺痛我一回

一部春天，被彻底打开（组诗）
齐长宏

在庙后街，女娃子一般小学读完就
辍学了。用庄稼人的话说，认得几个字，
识些数就行了。读恁多书，也顶不了饭
吃。没用。

柳汐不一样，她大一直供她读完高
中。若论念书，别说女娃，庙后街的后生也
没人能超过柳汐的学历。

柳汐为小，上边有两个哥哥，都是初
中读完就回生产队挣了工分。柳汐大是
队上的保管，虽无什权，却是个肥差。所
以，柳汐家的日子就要好过一些。柳汐
十八岁时，已出落得水灵灵的，人见人
爱。柳汐还做了村小学的代课老师，让
人羡慕不已。

柳汐家的门槛几乎被媒人踏破了，柳
汐却是不急，一个也不去见面。大和妈就
有些着急，却拿闺女没办法。

这日，街西的媒婆来了，说要给柳汐
提一桩亲。后生是往北三十里半坡村的，
叫兴义。

柳汐大一听，脸色就有些不好看。说
我这闺女，说了多少好后生都不肯见，镇上
的、县上的，端公家饭碗的，没一个上心
的。半坡村那是啥地方？那是山里，你是

觉得我娃嫁不出去了吗？
柳汐大这样一说，媒婆脸上就有些挂

不住。她说，这后生和你家柳汐一样，可是
念过高中的。

不容媒婆再说，柳汐大一挥手，就是念
过大学也不稀罕。山里的女子都晓得往山
外嫁，我家柳汐倒向山里去，人家以为我家
的人脑瓜子有问题呢。

柳汐却说，大，我要见。
柳汐大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惊讶地望

着闺女。
你看，还是柳汐这娃明事理。媒婆笑

吟吟说。
三天后，就见了。
柳汐回来对大和妈说，我愿意。
我不同意！柳汐大将烟锅砸在炕头

上，几乎是吼出来的。
我就愿意，你管不着。柳汐眼里涌起

泪花。柳汐大从未见过闺女这样，既生气
又心疼。

柳汐大下炕，径直来到媒婆家。一肚
子的火，总算找到了发泄的出口。

你是成心不让我家柳汐好过，给娃说
这样一宗媒！我打听过了，那后生是读过
高中，识几个字。可那身坯，又瘦又弱。
就说这庄稼活，犁耱耙耕，他哪样能拿
下。这都不说了，他家四兄弟，挤在一个
破院子里，房没几间，家里穷得叮当响，别
说一份二百四的彩礼，我看半份都拿不
出。这事，到此为止，别再提了，否则莫怪
我翻脸。

媒婆说，你以为我爱管。你都不想

想，柳汐这两年为啥不见别的后生。这
兴义，可是她的同学。实话给你说，我
也不是受男方之请，是你家柳汐托我给
你说的。

柳汐大一听，脑子一转，瞬间啥都明白
了。这女子，原来是早和那后生好上了。

这期间，兴义来过柳汐家一次，看见柳
汐大，兴义叫了声叔，声音不是很大，有些
怯。柳汐大没应声，转身出了门，半天都没
回家。

柳汐妈向着闺女，照新女婿的待遇给
兴义包了馄饨。柳汐妈悄悄观察兴义，觉
得除了瘦点，但模样周正，懂礼节，好像还
真能配得上柳汐。

之后，兴义参军走了。二人开始书
信来往。

兴义参军第三年，考上了军校。柳汐
大听到这个消息，脸上才舒展起来，从街上
过腰杆也挺直了。

媒婆成了柳汐大的座上贵客。已商
定，兴义军校一毕业，就回来和柳汐成亲。

三年后，兴义当了排长。忽然间，给柳
汐的信却稀了起来。

柳汐总觉得有些不对劲。柳汐不敢多
想，每天除了认认真真地教孩子，就是对着
窗外发呆。孩子们在操场上嬉闹着，柳汐
却想哭。

这时候的柳汐，已二十五岁了。村里
和她同龄的姑娘，有的孩子都上学了。

渐渐地，竟等不来兴义的信了。
终于等来一封，却是兴义写来的分手

信。信中的大致意思是，他和柳汐不合

适，希望柳汐忘了他，早点找到属于自己
的真爱……

柳汐躲在被窝里，哭得死去活来。
柳汐大气得将烟锅狠狠摔在地上，骂

道，陈世美、白眼狼。
第二天，柳汐大就去找了媒婆。他想

兴义父母得给自己一个交代。媒婆说，当
官了，眼高了，心变了，瞧不上咱娃了。

柳汐大哪能受下这气，揣了把镰刀，独
自去了半坡村。他要去兴义家兴师问罪。

柳汐大回来天都黑了。也不吃饭，直
接拉了被子就睡了。

柳汐二十六岁那年，嫁到了县城。男
人也是个教书匠。

一年后，柳汐生了一个儿子。又过了
两年，添了一个女儿。

儿子高考时对柳汐说，妈，我想考军校。
柳汐一听，心颤了一下。不行！
儿子说，妈，做军官不好么？
柳汐一时语塞，答不上来。
柳汐大病重时，柳汐的鬓角都白了

许多。临终前，柳汐大拉着柳汐的手，
说，柳汐，有件事大得告诉你，当年，不是
人家兴义忘恩负义。兴义是个好娃，他
军校毕业，就参加了战争。他被炸断了
双腿，两只眼睛也看不见了……大回来
没给你说实话……

大，您别说了，别说了。柳汐早已是泪
流满面。

其实，柳汐早都知道了。只是，以
前的事，柳汐不想再提了。过去了就
过去了。

柳柳 汐汐
王立乾

抚龙湖距洛南县城不远，在
县城的西南边，可以坐公交或骑
电动车，图锻炼也可以步行，我是
在阳春三月桃红柳绿时步行而去
的。

抚龙湖以前叫谢湾水库，因
为这个高速发展的时代，抚龙湖
也旧貌换新颜，被建设得更加美
丽和富有朝气。

我从坝下向上攀登，陡立的
台阶，绿草覆盖倾斜的坝面，溢洪
道闸口奔涌的清水使人的游兴一
下子浓烈起来。登上坝台，扶栏
而望，湖区面积大而广阔，湖面上
碧水悠悠，远远的两山夹一沟，深
沟呈拐弯形，湖水亦拐，沟回环水
回环，绿潭幽幽，碧波荡漾，风吹
水纹，一波一波，向前滚动。湖上
有野鸭畅游，无拘无束，偶尔潜
水，不远处又冒了出来，增加了野趣与灵
动之美。苏轼的诗词“春江晓景”中写道：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更
像是此景的写照。

要游抚龙湖，必绕环湖路走一圈，我
目测了一下，从起点到终点，一圈下来足
有四五华里之多。因山腰凸凹，路随山
建，曲里拐弯，甚为清静。向东步行，山势
高峻，林木密集，锦鸡忽飞，山风吹来，松
涛阵阵；棘柏亦多，翠绿鲜活，槐木栲树，
夹杂其中，野草变绿，油菜花开，鸟鸣悦
耳，虫儿唧唧，春光乍泄，柳丝依依，一处
隧道，穿山而过，浑然天成。步行道险处

有围栏，易滑坡处有石坝加固，
有排水沟，太阳能路灯耸立道
边，有公厕，硬件设施齐全一步
到位。沿途有下山盘道，通往建
于水面之上的塑胶平台，临水有
围栏铁链，场地或狭长或宽阔，
是练瑜伽、跳舞、蹦迪、打太极拳
的绝妙之地。抚龙湖三面环山，
群山围绕，空气清新。渡口游人
如织，游船在水面滑行，俊男靓
女皆着艳红救生衣，摆橹戏水，
有说有笑。网箱养鱼，天然无污
染，有农家乐私房菜兼营生态烧
烤，烤肉烤鲜鱼，撒点孜然，佐以
啤酒，食之饮之神清气爽。有钓
鱼爱好者一大早慕名而来，装备
齐全，自带干粮，肥鱼入盆，收获
颇丰，任时光从鱼竿边慢慢溜
走。游湖一圈下来，需两三个小

时，走到湖的南边，有水泥桥架于湖面，横
贯东西，岩上有亭，金碧辉煌，站在桥上，
凉风习习，烦忧尽无。有山有水有桃花，
迎春花也散发着淡淡的幽香，坡上亦有成
片的翠竹，一派明媚的田园风光图。我想
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也不过如此吧。

逛累了坐在背阴处休闲片刻，观碧水
蓝天，看鱼跃鸭游，听山雀叽喳，仿佛面朝
大海，春暖花开。

抚龙湖是一个风光旖旎的氧吧，是休
闲娱乐的绝佳之地。阳春三月，阳气上
升，户外活动就去抚龙湖走一走，遛一遛，
会使人留恋不舍，乐不思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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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镇有座云朵般轻盈的古寺——云
盖寺，故而这镇子便以寺为名，唤作云盖
寺镇，简称云镇。

云盖寺古镇的春天，总是姗姗来迟。
或许正是因了这古镇的古老与沉静，春的
脚步才显得如此之慢。某日，我身着毛呢
外套自古镇归城，城中已是春意盎然，裙
裾飘飘，而我，却似是从那遥远的桃源归
来，满目皆是繁华，恍若隔世。

常理而言，春天来得晚，理应去得也
晚。但古镇的春，却是那般短暂，如同梦境
般稍纵即逝。久居此地的人们，甚至无需
准备过多的春装，因为那太阳总是在某个
不经意的日子，突然热烈起来，让姑娘们卸
下厚实的棉服，直接换上了轻薄的裙子。

今年的古镇之春，虽迟了些，但却格
外迷人。小河潺潺，杨柳依依，桃花已褪，
梨花初绽。当别处春红已谢，这里的樱花
却盛开得如火如荼，粉的似云霞，绿的更
是新奇。那初开时的嫩绿，经细雨洗礼
后，竟变得粉外绿内，宛如画卷般引人入
胜。我行走在花树下，只觉如在画中，而
那些爱花的人家，门前廊下，更是摆满了
蝴蝶兰、郁金香、杜鹃等花卉，每一朵都似
在诉说着古镇的春意。

我自幼便对古建筑情有独钟，小时候
爱看古装电视剧，总梦想着能生活在那些
古色古香的院落中。如今，幸得生活在古
镇之中，每日都能漫步于那些全木结构的
古建筑之间，感受那古村的风情。古镇的
街巷两相交错，古寺曲径通幽，酒肆古风
犹存，每一处都散发着古朴的气息。春日
的阳光下，行走在青石铺就的街巷中，嗅
着那从遥远的汉代飘来的气息，听着穿巷
而过的潺潺水声和檐下画眉的婉转啼鸣，
心中无比平静与舒畅。

古镇的美食亦是令人陶醉。那两家
回民泡馍馆，煮的牛羊大骨汤香气四溢，
吸引着无数食客。店家待客周到，一杯绿
茶或花茶先斟上，不一会儿，那香气扑鼻
的羊肉泡馍便端上桌来。还有那细如银
线的挂面、通透弥香的腊肉、甜脆饱腹的
酥饼等，每一口都是对古镇春日的最好诠
释。春天的古镇，游人如织，想必也有这
些美食的一分功劳吧！

行走在古镇的春风里，我仿佛醉倒在
了这如歌的梦境中。古朴典雅是对古镇
最贴切的描述，诗情画意是对春日古镇最
恰当的阐释。而我，只愿在这古镇中，沉
醉于这春天的美好时光，直到永远。

古 镇 的 风 情
方 芳

诗 潮

（总第257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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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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捧起一汪温润的泉水
在春天，浸润新鲜的种子

远方，是比远方还辽阔的鸟群
抖落旧岁的羽毛，
铸造黄土之上的新奇迹
有东西在连绵不断的山脉上闪烁着
他们闪烁着的眼睛
照亮整个苍穹

而在此刻所诞生的——
是新生芽的种子
在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土地里吟唱

春天，北纬33度的纯净在萌芽
他们生长出黎明和星辰
孕育出的新生命
绽放于一片片梯田

春天，所有的种子
连同在这个季节里一切被播种的生命
在干裂的掌心下
用锐利的镰刀，沉重的锄头
去耕耘

鲜活的绿
自北向南染上秦岭的脉络
流淌，流淌

春 禾
雷雨晗

（（插图插图：：李雅杰李雅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