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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败了
樱花落了
梨花那白色诗句刺痛了无数仰望

天空的
眼眸

河滩上仍显枯萎的那片芦苇
正与鸟儿诉说着它的沉寂和勃发

如同三十四年来依然被念及的那
副铁轨

把痛恨不舍和快乐念想娓娓道来

涛声远去了谁梦之星空
那个面朝大海的人啊
一定还在等着
春暖花开

致 海 子
淡然从容

人间四月天，家乡的小镇虽不在
江南，但也烟雨如梦，如同一幅水墨
画，雅韵于纸上，恬静于心间。隔世的
烟，洗尘的雨，小桥、流水、人家，还有
那石板路好像都披上了一件缥缈的薄
纱，却丝毫掩盖不住小镇散发出的古
韵与诗意，令人魂牵梦绕。

然而，如今家乡的小镇却回不去
了，那儿早已没有容身的家，也没有什
么可以走访的亲友了。可是那薄雾蒙
蒙、细雨霏霏的家乡，那远山如黛、近
水含烟的小镇，我又不得不回去，因为
小镇的青山之上还安息着先人们的灵
魂。一年几多思，烟雨小镇正清明。

清明，历来为小镇人所看重，尤其
是父辈。小镇人过清明的所有民俗仪
式，都在一种悄无声息的秩序中进行
着。早在清明节前十几天，人们就在
计算着日子，联络着亲友，安排着行

程。或许有一天夜里，梦见了先人的
音容笑貌，于是说：“他们都在那边念
叨着了，该去添添土，祭祭坟了。”

每年清明，一滴泪的沉重压在我
心中，柳枝是缠绵的乡愁，也是烟雨中
的惆怅。记忆中，家乡小镇的清明总
是在丝丝细雨中来临，雨洒落在坚硬
的青石板街面上，无声无息，使人思绪
万千，忆起一段黯然伤神的往事，正是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的意境。扛一把锄头，提一个装有祭
品的竹篮，揣一颗思念的心，老老少少
一大群人就去山上的坟地祭拜了。纷
纷细雨，“山色空蒙雨亦奇”，山路边的
杏花被一阵杨柳风吹上了天，花落也
成雨，柳茂更似烟，烟雨清明寄深情。

“南北山头多墓田，清明祭扫各
纷然”。小镇人的清明祭品不如城里
人那般雅致，有山上采撷的野花，还

有些酒、肉、米、茶、蛋等食品，自然也
少不了祭品。拔净一片乱草，培上几
把新土，摆下几杯冷酒，风雨愁人，杂
草含烟，竟无言以对，唯有心底默默
地哀思。三炷清香，烟雾缭绕，泪湿
衣衫的人们叩拜在坟头，时而的爆竹
声把小镇的寂静一次次地撕破。逝
者长已矣，但小镇的清明之境，可以
让他们静静地躺在泥土中，不再有痛
苦与悲伤，不再理会尘世的恩怨情
仇，灵魂得到安息。

一声春雷在小镇上空响起，惊醒
了世间万物，为何不能唤醒沉睡的祖
先们？或许，一层土的距离就是这个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咫尺已是天
涯！借一支柳笛，在雨中为你吹奏思
念之曲，泪水随着清明的烟雨一起浸
入黄土，我们的爱一往情深……

清明时节，小镇飘荡着清明艾粑

的香气，古朴沧桑的青石板路上行人
匆匆。既祭奠先祖，也踏青赏春，“梨
花风起正清明，游子寻春半出城”。雨
后的小镇，无处不清明，视野亮了，心
也在明媚的春光中敞亮开来。在小镇
通往山林的小径上，间或能碰上三五
成群、扶老携幼的扫墓踏青人，熟悉
的，闲聊几句；陌生的，会心一笑，从彼
此的喘气声中擦身而过。行至疲乏
时，择一处光洁的石岩席地而坐，小憩
片刻。这时，一缕从大山深处拂来的
清风，带着春天的气息，挟着麦苗的鲜
润，裹着油菜花的芳香，诱人一次次深
深地呼吸，这份清明的春意便浸入身
体，融进血液，荡涤全身。

家乡的小镇，烟雨的清明，有爱，
有情，爱与情蔓延成一段段刻骨铭心
的记忆。少了世俗，多了虔诚；没有断
魂，只有思念，几度清明长相忆。

烟 雨 小 镇 正 清 明
廖华玲

步入陵园的脚步是轻的
小雨淋湿的早晨，鸟啼照样响起
祭祀的步骤未曾打乱

墓碑上的每个字，深刻而有力度
烧起一片片纸钱
看熟悉的姓名在烟雾中跳跃
看纸灰像蝴蝶般在风中漫舞
远去的记忆被徐徐打开
泪是那么滚烫
泪光是那么晶亮

感恩和怀念
早已深入身心的每一寸肌理
命运百转千折
不堪一击的情感呵
其实坚如磐石
因为传承了沉重的爱

置身在暖春的怀抱
我们重蹈这样的仪式
我们更需要铭记
记住亲情缠绕的时光
记住岁月里的鸟语花香

写 意 清 明
李 晋

三两场春雨
把清明下得落英缤纷
湿漉漉的怀念
草色青青
这一天
我们着装素淡
采摘的新茶

苦涩中溢出浓烈的清香

像是双亲不变的叮咛：

珍重自己

好好生活

胜过千万次

对亡者的祭奠

清 明
陕南瘦竹

父亲 二十年前那个傍晚
你我在人间走散
你让儿终生愧疚 每每以泪洗面

父亲 你我总是默然相对
惹得母亲抱怨：想儿归盼儿回
见了面却啥也不说？
你只一句：工作忙啊 赶紧走吧！
多少年后我才明白 父子的爱
常常不需要语言

记得那次下乡 路过家门时匆匆
一见

多想和你说上几句话啊
病中的你毫无表情地只看了我一

眼
像是你要把沉默坚持到底

父亲啊 我还没有来得及
说一声感谢 却永远见不到你了

唯有一次次在他人的父亲节里
诉说这一生的遗憾
母亲说你享福去了
我多想告诉你 母亲如今也追寻

你而去
你们可曾相见？

父亲啊 多少次我在盼望我们梦
里相遇

但又怕你找不到 儿子的小城
也上不了五楼的家
二十年了 我也日渐苍老
即使相遇 你还认得不孝的儿？

父亲 年年清明
跪在你和母亲的坟前
我唯一的心愿是 哪一天
我若追随你们而来
就葬在你们身边 永远陪着你们

天堂里的父亲，你还认识我么
周文治

站在庭院上
心抖了抖
风吹过，三角梅抖了抖

抖得最厉害的是一只小鸟
它隐秘在花间，像摇晃的故事

其次是种花的人，他在去年
回归山林

我的母亲，和她的竹椅子，摆在屋
檐下

一年到头，从来没有挪动的意思

如今，她要戴着老花镜
才能看清门前走过的每一个人

她大声的招呼声，等同于朗读

故
杨员外

“梨花风起正清明，游子寻春半出
城”。在风清物宜的仲春时分，我们迎
来了一个不忍触碰的节令——清明
节。这是一个扫墓祭祖的肃穆日子，
也是人们亲近自然、踏青游玩、享受春
天乐趣的节日。

一边是春树繁花生生不息，一边
是祭扫思亲哀怨彷徨——清明节意蕴
深厚，它把中国二十四节气和传统节
日合二为一，把生与死相提并论，安放
着每一个人精神的故乡。

清明节，人们的习俗丰富多样，踏
青、赏花、放风筝……但祭扫永远是最
重要的内容。因为种种原因，无法返

乡祭祖，在人声鼎沸的城市，有太多远
在他乡的人，只能在熙熙攘攘的十字
路口，遥望故乡的方向，冥想着亲人们
的音容笑貌，在心里默默祈祷。

人生如梦，须臾而已。谁能料定，
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谁能有足够
的从容，不悲不喜心静如水，去完成一
场最后的相送？

有一种情感，让我们手同携，身相
依，心相连。哪怕与逝去的人阴阳相
隔，心灵深处的思念，永远都不会断线。

这个特殊的节日，在提醒我们，要
珍惜那些和你有关联的人，要珍惜彼
此在一起的时光，要珍惜生命中那些

难得的相遇和缘分。
我们未曾珍惜的，已不再拥有。

“逝去的亲人是永远的留念，一切都还
像昨天一样，在我脑海里浮现。”想起
与故人的点点滴滴，不知不觉间，我们
常常会泪流满面。

人在年少气盛时，总觉得人生的
旅途漫漫，总觉得未来的日子还长。
可是，当发生了一些变故，等忽然明白
过来时，有些人已经带着记忆走远了，
彼此说好的再见，都成了再也不能见。

四季更迭循环，尘世时光流转。
所有的经历，在时间面前，只能是沧
海一粟。在一个人有限的生命里，一

些人来过又离开，真切又虚幻。直到
最后，除了暗淡的记忆，仿佛一切都
不曾发生。

一缕风，一树花，一滴雨，生死、
别离、相思、珍惜，这些意象和情愫，
在清明时节，有了更加特殊的意义。
只有明白了生命的价值与脆弱，我们
才能在烟火日常的日子里，体验到幸
福的意味。

逝者已逝，生者如斯。人活一世，酸
甜苦辣都得品尝，悲欢离合都要经历，
生死离别必须见证。看开当下，心向
美好，便可重获新生。万物皆会逝去，
唯有爱会化作永恒。

心若清明 人生永恒
王军贤

清明前夕，先辈们的简朴墓碑立
起来了。那天，是一个暖阳普照的日
子。我们这些晚辈齐聚老家，来到先
辈墓前，深切缅怀，寄托哀思。

一座座墓碑坐落在屋后的山坡，
门前的山脚。来到墓前，敬香、献祭、
磕头，回忆他们的音容笑貌，以及他们
在世时的点点滴滴。

奶奶去世快40年了。记忆中，她
裹着小脚，如粽子般大小，每天从早到
晚，屋里屋外总忙个不停。喂猪、做
饭、浆洗衣裳，还要照看几个弟妹。她
如此这般，是尽量让母亲多挣几个工
分，好多分几斤粮食。

奶奶那双慈爱严厉的目光，尤其
让我难忘。弟妹中，我是老大，自然深
得奶奶疼爱。小时候，我最喜欢钻进
她温暖的怀抱，在她轻轻抚摸中，进入
甜甜的梦乡。一躺进奶奶怀里，我就
感到安稳踏实。上小学了，每天早上
奶奶目送我去学校。快放学了，她站
在门口，迎接我回来。考上初中，我要
到离家五里外的学校上学。早上要起

早，特别到了冬天，天麻麻亮就得起来
做饭。我烧火，她给搅糊汤，看我吃
罢，又送我走到寒风刺骨的路上。

奶奶目光严厉的时候，让我感到害
怕。小时候，我要是骂了人，她就说：“再
骂人，我就要打嘴哩。”要是我把碗里的
饭没吃干净，她的目光立刻严厉起来：

“作孽，作孽呀，糟蹋粮食要遭雷打的。”
有年早春中午，我们刚端起饭碗，

一个衣衫破烂、夹着双拐的讨饭老头来
到门上。奶奶二话没说，舀了一大碗递
到老头手中。临走，她从木柜里舀出一
碗苞谷要打发老头。我抱住她的腿，不
住恳求：“别，别给他。柜里的苞谷都不
多了，留下我们炒苞谷花吃吧。”

奶奶阴沉着脸，瞪着我：“小娃子晓
得个啥，给要饭的打发点是积德行善
呀!”说着，就把苞谷倒进了老头的口袋。

长大后，我才知道奶奶年轻时也
曾要过饭，靠一个个好心人的接济才
活了下来。她这是在报恩哩！

奶奶一辈子心慈面善。待人如
此，待家养的牲畜也不例外。她宁可

少吃几口，也要留点饭食倒入槽中，让
猪吃饱肚子。有年冬天，家里准备卖
头猪。卖猪前几天，煮了一锅红薯和
萝卜，她把食端到槽前，望着猪喃喃自
语：“你来家里快两年了，没吃几顿像
样的食，看你瘦的，今个儿就多吃一点
儿。”说着，她转身揩拭着眼泪。我见
了，觉得好笑：“奶奶，猪又不是人，它
咋能听懂你的话。”她一边给槽里添
食，一边说：“你不懂得，人畜一般呀！”

沿着蜿蜒的山道攀爬，我们上到
了后坡。这里，长眠着我的叔父。肃
立墓前，一件件往事浮上了心间。

叔父热爱生活，乐观豁达。他会
吹笛子，闲暇时候，总喜欢吹上几曲。
一曲曲悠扬的笛声，给寂寞的山村增
添了生机。

叔父常鼓励我多读书，我童年看
的第一本连环画就是叔父给的。那
天，我到他的房间，他问我想不想看
书，我连连点头：“想，想看呀！”他从抽
屉里取出一本《红岩》连环画。我如获
至宝，连忙看了起来。书中有图画有

文字，看起来真过瘾。从那本书中，我
知道了江姐、彭松涛、双枪老太婆等是
英雄人物，徐鹏飞、甫志高等是一帮大
坏人。那本连环画我不知看了多少
遍，是它伴我度过了快乐的童年时光。

那时的农村缺医少药，求医看病
很是艰难，叔父就立志学医，为他人解
除病痛。经过几年的自学，他当上了
大队赤脚医生。一旦谁家有了病人，
无论是刮风下雨，还是深更半夜，他随
叫随到，从不怠慢。一次出诊返回，突
遇山洪，他险些被洪水冲走。一有空
闲，他不是翻阅一本本医学书籍，就是
去山上采集各种草药。门前的道场
里，常常晾晒着柴胡、桔梗、金银花、五
味子等中药材。他常说：“这些药材简
单炮制就可使用，没必要从外面购
买。用自采的药材，能减轻病人的负
担。”渐渐地，他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
医生。可苍天无眼，叔父40出头就离
开了人世，让人痛心不已。

来到一座座墓前，耳畔不时回响着
“耕读传书、勤俭持家、忠厚守信、扶危济
困”的家训。是一位位先辈，用他们的一
言一行，将良好家风一代代传承着、发扬
着。是良好家风，让一代又一代后人懂
得，生活中的风风雨雨，要勇敢接受；人
生路上的坎坎坷坷，要大胆跨越。

一座座墓碑矗立在青山绿水中，
也永远矗立在我们这些晚辈的心头！

先 辈 墓 前
谭建山

商
洛
山

商
洛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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