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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君之春，山川气象新。君来春相依，春情春
意动君心；君去春惜别，杨柳依依，堪比桃花潭水千
尺深。
  时序九尽，春风暖宜君。残雪消融，溪水淙淙，
波光粼粼；大地解冻，土壤酥松，草木发春。龙山脚
下喷泉涌，浪花飞溅“恐龙”身；花溪谷里蜂蝶迷，红
花招来黄花引；福地湖面水丰盈，岸边拂柳映白云；
更有太安林海，苍松翠柏遮天，峰起阳刚，水系阴
山，林间百鸟欢唱，野花烂漫路边，到此一游，心宁
神安，宠辱皆释然。
  宜君之春，城乡换新颜。龟山枝头绽花蕾，西
环松下柳丝软，玉兰花香宜阳街，楼体装饰美观，俊
男靓女春风里，英姿焕发上下班。东塬苹果花满
园，田间人影织锦缎；草帽山上春风绕，秀色漫延洛
河边。西山核桃发新枝，精心管护耐春寒；院子仓
谷售好价，田里精耕良种换；高寒油大米，产自山岔
川，千亩绿秧赛江南。
  宜君之春，可畅游五山，饱览景色，春意荡然；
追忆英烈，净化心田。
  一曰秦山（雁门山），东带洛水连黄麓，山势绵

延，跨越宜白两县。明代诗人黄阳笔下：“洛浦源流
合，秦山紫翠重”。清代巡抚、诗人杨素蕴，宜君西
村石堡人也，诗曰：“我家秦山北，高斋对苍壁。烟
岚虽在眼，壮观犹未辟。”山上有暗门，险隘控南北。
天堑雄关，游击健儿出没，阻击蒋匪，保卫圣地延
安，血染渭北高原，英雄壮举非凡，树碑雷塬河畔，
巍然青峰山前。
  二曰云梦山，隆起于棋盘太阳沟之南，数十里
连绵，岭如游龙，峰若踞虎，其山巅如置云中，其沟
涧雾罩难探，芳草绿树但闻其香而不可见，溪风泉
声随风叮咚入耳，似琴音悠扬，仙气缭绕，实乃“梦
中之真景，人间之仙山”。千古奇人鬼谷子，道家鼻
祖，在此修炼入定，您若奉香一炷，心无烦忧百年。
  三曰庙山，其势高峻，渭北独占，森林茂密，景
色诱人，寒有冰挂奇观，春为绿色之最，曾建微波
站，几十载春秋，为国奉献。
  四曰龟山，雄踞山城中间，山前宜阳中街，山后
老街西环，山顶宽阔，承载千年，古有县衙文庙，近
有高小书院，云阳红军在此密建读书会，宣传马列，
救国当先，一批志士仁人，奔向苏区，建功立业，堪

为后世英贤。如今老树开新花，龟山显胜景，庆云
阁可窥大唐貌，九龙壁镇山寓吉祥，黄帝正妃嫘祖，
采桑养蚕，缫丝织帛，泥塑画廊展现农耕文明起源；
另有石刻长廊，集纳民间千古石窟，造像庄严，雕工
精湛，虽历经千年苍凉，仍幽现民族融合之精神，发
散佛、道文化之灵魂；县级一流博物馆，风格凝重古
朴，建筑雄浑壮观；万寿路南，台阶层叠，正道通顶，
警语赫然示廉政，牌楼耸立迎清风，印池清澈山倒
影，石龟卧山万年青。悠悠历史文化，深蕴龟山
之中。
  五曰龙山，山自东南蜿蜒而来，腾云驾雾，造就
奇异景观。朝迎日出，观龙山晓雾；暮送夕阳，赏西
霞晕染。依托龙体，辟众多景点，陕西最美会客厅，
实至名归；一代文豪陈忠实，题名“龙山公园”。山
顶览胜楼，雕梁画栋，翘角飞檐，斗风傲雪，不失俨
然。登斯楼也，四顾远观，确有“会当凌绝顶，一览
众山小”之感。
  宜君之春，桃花是标配。三月春风里，桃花次
第开。春风北上金锁关，一树桃花开山脚，千树万
树花漫山，一直漫到哭泉梁，直叫游人看花眼。春
风翻越雁门山，桃花开遍榆五川，满山满坡祥云落，
一直漫到花溪谷，山城宛若烟花间。桃花树下看，
朵朵丰腴，枝枝密繁，万点胭脂，罩地笼天，怎能不
让您留恋忘返？怎能不使您好运连连？
  宜君之春，桃花开罢，遍山披绿装，漫山遍野，
槐花盛大登场。春之兴盛便入夏，花溪谷里花更
艳，团团簇簇，满山满园，成为山城赏花之盛宴。
  宜君之春，风光无限，文字难以企及，待得三春
高铁通，那时春色更是天外天。

  “春天还在睡梦中呢，有个勇敢
的小号手吹着响亮的号角走在了春
天的最前头，那便是迎春花。”这是女
作家安雅琴写迎春花的句子。写得
精彩。迎春花的花形就像小喇叭，花
开有声，只是声响极微弱，人听不到。
没关系，作家用文学放大的修辞手
法，使得迎春花这一“春天的号手”人
物形象跃然纸上。
  在我的家乡阳坡，迎春花的身影
满眼都是，我也很喜欢这报春的号
手——— 迎春花。
  家乡“阳坡”，其实是个山湾儿。
坐北面南，阳阳火火一湾肥田绿水。
山是蟒岭山伸来的余脉，水从蟒岭山
流来。不知哪朝哪代，家乡人勤劳稼
穑，以石在湾前砌埝，挡水造田。数
百年，或千年，风尘雨渍，石色皆变灰
黑。砌埝时，为固埝，石与石间压有
迎春花蔓，蔓长年年，现在，迎春花蔓
爬满了整个埝体，远远看去，春日是
花带，夏日是绿带。不用说，在家乡
人的心里，迎春花就是一种固埝的植
物。时至今日，才有人把它当花看。
有一年，家乡的年轻人首先卖出一盆
迎春花盆景，卖价高达3800元，让家
乡的迎春花驰名远近，一时间来看花
求花的人络绎不绝。但为保护生态，
家乡村镇两级政府及时作出决定，坚决不准以修埝为名去拆埝
取花。我非常赞同。
  花为媒，迎春花还是我与妻当年爱情的见证。挑挑拣拣，
直到30岁那年，我才在寺坡河畔、灯山寺下遇见心仪的女孩。
但我不敢说，因为她比我小得多。她18岁生日那天，我忍不住
从家乡采来一束迎春花，作为礼物送她。那天，送她生日礼物
的还有一位英俊男子，人家是一大捧专门从西安买回的鲜花。
女孩介绍那位：朋友，在县团委工作。介绍我：我的老师韩景
波。其实，我不是她的老师，只是她也爱好文学，常跟我借书读
而已。那时我在许多报刊发表作品，特别是在大型文学月刊上
发表了中篇小说《发生在月夜》，已小有名气。
  女孩成了我的妻，我才问她，那天为什么既称我老师，又要
说出我“韩景波”的名字，她只笑而不答。但她告诉我，选择我，
而不是别人，主要还是因为那一束迎春花。所以，我一直感念
着，是那束迎春花给我带来了破寒迎春的好运啊！从此，我对
迎春花更添了一层敬意。
  早春二月，正是迎春花绽放的时候。有朋友若从外地来看
花，从洛南县坐车至三要，再从三要向南，沿一河泠泠清喧的
春水，随山移水转，在一山湾口刚一露头，啊呀，展现在你眼
前的，就像江南原野上的油菜花，金灿灿，一大片，一大片。
暗香浮动，招蜂引蝶，让梦幻与现实不分，恍惚来到了一处什
么神仙福地。在村口，你只喊：“韩景波！”或者“韩老师！”不
是我，便是妻，就来迎接你，这时招待你的是妻的拿手菜———

“采一篮春日下酒”，我已打开一瓶陈年老酒，会让你醉倒在迎
春花丛中。
  迎春花虽没入花“君子”之列，但丝毫不影响它迎寒报春的
不凡，并且倍受古今文人雅士的热爱。“金英翠萼带春寒，黄色
花中有几般。恁君与向游人道，莫作蔓菁花眼看。”这是唐朝诗
人白居易笔下的迎春花。“覆阑纤弱绿条长，带雪冲寒折嫩黄。
迎得春来非自足，万花千卉共芬芳。”这是北宋政治家韩琦笔下
的迎春花。“浅艳侔莺羽，纤条结兔丝。偏凌早春发，应诮众芳
迟。”这是宋朝诗人晏殊笔下的迎春花。“院边灿灿绽金花，落地
生根似锦霞。还欠春天诗一首，东风送韵到韩家。”这是当代诗
人四月天笔下的迎春花。四月天，小女子吾妻也。
  当年“东风送韵到韩家”，天意送我一位美丽可人的妻子。
今日东风送韵到家乡，家乡遍开迎春花。花开家乡，欢迎来看
迎春花儿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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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稀云淡鸟无旋，
细水清波净起涟。
瀑布疏林冲石下，
丹霞高岸堕河边。
古当中立溪山画，
今有红军足迹篇。
深谷静空流碧远，
再来春暖赋诗妍。

溪山胜境
赵世海

第五庆民作

  北头的唢呐一响，我知道世茂老汉倒
头了。当时我在村委会和村干部、第一书
记正说事。“走，去送送老汉。”我对他
俩说。
  世茂老汉三儿一女，儿子都已成家，
女子也嫁到了邻村。
  三月的村上还是很冷，晴天很蓝，日
头也好，从房子出来，我们还都缩了缩脖
子。初春的杨树光秃秃的，风吹过树枝和
山坡上的芦苇子，呜呜咽咽，像是在叹息
村上又少了一口子人……
  进了门，我们带进的冷风把供桌上蜡
烛的火苗摇曳了半晌，香就那么凌乱地摆
放着。遗像里的世茂老汉眼神里有一些
无奈，脸上写满了与土地纠缠一生的
沧桑。

  上了香，便被管事的招呼着坐下来，
有礼和有义没想到我们会来，手忙脚乱的
倒茶，敬烟。“老娘呢？我们去看看她老人
家。”“当时分家分给我大哥了，平时跟我
哥在县城住，正往回赶哩。”有义小声说。
  哀乐起，又有客来祭拜，孝子们跪下
还礼，唢呐声还没停住，火纸还在纸盆里
扭曲着燃烧，几个媳妇便直起身，止住了
悲声，转过去说笑着。
  “大呀……”门口坡底下传来撕心裂
肺的哭声。这是女子回来了，我想。果
然，众人七手八脚抬进来一个瘫软如泥的
女人，爬伏在灵前，浑身抽搐着，半晌缓不
过气来。
  人在灵堂，各哭各的恓惶。那一刻，
我也想起了我的父亲。

  对于儿时的回忆，人的经历各异。但有一个特
别的经历，也许大多数男孩子都有过，那就是“养
蚕”。
  养蚕之乐，不在于蚕，而在于养，其乐在于希望
而非收获，对蚕宝宝的喜爱，或许是温顺多变、可爱
喜人，才使得孩子们对它有莫名的亲近感。
  蚕宝宝从一颗颗芝麻大的蚕卵里孵化出来，由
小蚂蚁的样子，不断地蜕皮，然后演变长大，变换着
不同的颜色和形态，长成半拃长的大蚕，之后紧接
着吐丝结茧，不多时日又破茧成蛾再产卵，不到两
个月，就完成了生命的一个轮回。整个过程新奇又
有趣。也难怪，每年开春时，养蚕会那么强烈地吸
引着孩子们……
  阳春三月，天气一天天变暖，大地已经泛绿，草
儿吐出了嫩嫩的叶片，田野里的麦苗、油菜和各种
越冬蔬菜也借着春天的暖阳，使劲生长。伴随着万
物复苏，惊蛰后地下的虫儿也从沉睡中醒来，钻出
冬眠的老巢迎接舒展的春天。
  在这春色漫天的季节，孩子们怀着好奇心，不
约而同地不知道从哪儿弄来巴掌大小，被破棉絮裹
着的纸片上，密密麻麻点缀着芝麻大的蚕卵，孩子们
或揣在怀里，或顶在帽子衬里，或在贴身的衣服兜
里。大家各显神通，互通有无，将蚕卵分到每个人
手里，小心翼翼地生怕被挤坏了，时不时拿出来瞅
瞅，上学路上端着，课堂上也会时不时偷偷瞧一眼。

  下课后，孩子们迫不及待地凑在一起，从怀里、
兜里、抽屉中、书包里拿出各式各样的蚕盒，几个小
脑袋挤在一起，密不透风，盯着桌上别人的蚕盒，有
的蚕出来了，有的还没有。指指点点，如同观摩，说
是看看，意在展示，更有比赛的味道。蚕出来了的
一脸骄傲，没有出来的心里着急万分，一副不服气
的样子。
  蚕宝宝出生后带着上学，人到哪儿蚕就到哪
儿。五花八门的蚕盒有葡萄糖注射液的包装纸盒，
家里用旧的粉盒，更多的是大小不一的印有“万紫
千红”“友谊”字样的香脂铁盒。几个、十几个蚕宝
宝就挤在密不透风的盒子里，好在有人忍不住过一
会儿看一下，才使得蚕宝宝免于窒息。
  蚕宝宝刚出生像一个个没有腿的小蚂蚁，经过
三四次的蜕皮，颜色也在不断地变化，最终长成白
色可爱温顺的蚕宝宝。摸一摸它冰凉的躯干，放在
手心上感受冰凉的体温，享受蚕宝宝爬痒痒的感
觉。喂蚕时，人们会把蚕拿起来，放在新换的桑叶
上，亲眼看着蚕宝宝“蚕食”才肯罢休。喜欢养蚕，
说来也怪，往往都是小学低年级学生，等到长大一
点，好像便没了这个爱好。
  春天里，性急的小朋友想尽办法孵出了蚕宝
宝，但食品却成了问题。此时桑叶还没未长大，非
常奇缺，大人们也只能帮着孩子弄点蒲公英、莴笋、
苦菜来试着喂养。我家院里有棵高大的桑树，自然

成了同学们“瞄准”的目标，也都对我非常友好。其
实，这时树才长出些许嫩嫩的小叶，放学后，要好的
同学来，我爬上树，给他们摘几片还没有长大的叶
子，心里也是不舍。过几天我的蚕宝宝也要出生
了，也得给它们留些“口粮”！
  每年我养的蚕多，它们都是自然出生。我自喻
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家里有桑树，也更有经验。当
同学们火急火燎，你争我抢地把自己的蚕宝宝“折
腾”出来时，我的蚕籽没有一点动静，仍在静静地冬
眠。我知道，蚕宝宝早点出生是缺少食物，而自然
出壳蚕晚十多天，桑叶也大了，蚕宝宝就不会挨
饿了。
  其实，自以为家里有桑叶，就大量地养蚕，养了
两大筛子，树上的桑叶也不够了，不得不到处找桑
叶。一次下午放学后，我和小伙伴去十里之外稠桑
沟里采桑叶，晚上还借住在亲戚家。第二天上学迟
到，课堂上遭老师盘问，我一五一十地告诉老师，老
师笑说：能不能给我也做个“缎袄”？惹得全班哄堂
大笑……
  记得还在洛阳时，女儿刚上小学，也不知道从
哪儿弄来十几只蚕，但却没有桑叶？这时，我想到
了家里的那棵桑树，写信告诉父亲给孩子准备点桑
叶，凑巧带孩子回故乡，父亲还惦记着此事，把桑叶
摘下来，一叶叶码好，放在水缸后边的湿地上，女儿
看见那么多桑叶，高兴得连蹦带跳，激动地说，我的
蚕宝宝不缺吃了……
  养蚕对于儿时的我们，只是一个乐趣，至于最
后蚕到哪儿去了，还有多少能结茧，多少出蛾子，多
少能产子，都没有奢望，只要体验了养蚕的过程和
乐趣就行。
  蚕、桑叶，这些儿时的记忆已经碎成片段，但给
我带来的乐趣永存脑海，那些养蚕的场景虽已模
糊，而养蚕的经历却久久难以忘记……

养蚕
左少平

  正月是农历的元月，古人称夜为“宵”，所以把一年中第一
个月圆之夜正月十五称为元宵节，这在我国已有2000多年的
历史。
  元宵节，又称上元节、小正月、元夕或灯节，是春节之后的
第一个重要节日，从古到今都非常受重视，颇受文人墨客的青
睐。中华文明中，元宵节诗词非常璀璨，徜徉其中，欣赏佳句，
感受一下古人的元宵节，会别有一番韵味。
  最喜江南才子唐伯虎的《元宵》：“有灯无月不娱人，有月
无灯不算春。春到人间人似玉，灯烧月下月如银。满街珠翠
游村女，沸地笙歌赛社神。不展芳尊开口笑，如何消得此良
辰。”灯月相映，春风拂面，天上月辉轻洒，地上花灯漫行，笙歌
悠扬，祈祝丰收，小伙歌唱，姑娘欢笑，让人感受到满月彩灯伴
游人，天时地利人和的元宵节热闹场面，诗中佳节与人浑然一
体，意境优美，游人春风得意，可谓天人合一。
  “锦里开芳宴，兰红艳早年。缛彩遥分地，繁光远缀天。
接汉疑星落，依楼似月悬。别有千金笑，来映九枝前。”卢照邻
的《十五夜观灯》，绚丽的元宵灯火，佳人的欢声笑语，描绘出
了当时观灯之盛况。“不夜城中陆地莲，小梅初破月初圆。新
年第一佳时节，谁肯如翁闭户眠？”南宋田园诗人范成大的这
首《元夕·不夜城中陆地莲》从侧面着笔，描绘出张灯结彩，梅
花绽放，明月初照人，人恋月，月依人的情景。“夸豪斗彩连仙
馆，坠翠遗珠满帝城。一派笑声和吹鼓，六街灯火庆升平。”才
女朱淑贞眼中宋代的元宵节更是观灯赏景，社戏连台，流光溢
彩，一片歌舞升平景象，让人感受到盛世节日的珠宝气。
  赏月观灯，佳人相陪，醉美元宵节是人生别有风味的佳
境。“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
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
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大词人辛弃疾的《青玉案·元夕》别出心裁，以生花妙笔生动地
写出了元宵佳节，人生邂逅，收获意外，有追求就会成功的美
好与幸福。节日成为人生得意时，诗词提炼出真理，因而近代
国学大师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以为人之成大事业者，必皆
经历三个境界，而辛弃疾此词之境界为第三即终最高境界。
此诗堪称元宵诗词的绝唱。
  赏月观灯，元夕情韵悠悠，思意绵绵，人生伤离别，在元宵
诗词中又是另一种风情。欧阳修的《生查子·元夕》：“去年元
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今年元夜时，
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满春衫袖。”道尽痴情人的相思
之苦。去岁元夕，与有情人互叙衷肠，情意缱绻。今朝元宵
夜，景依旧，人面不知何处去。佳节生伤感，成为悲凉的人生
境际。脍炙人口的佳作，让节日有了悲剧的气氛，但其蕴含的
人生哲理是多么的耐人寻味呀！
  纵有明月花灯可赏，宝马香车迎送，酒朋诗侣相随，然而，
家国沦亡，春意可知几许？诗酒能消几何？李清照的《永遇
乐·元宵》：“元宵佳节，融合天气，次第岂元风雨？来相召、宝
马香车，谢他酒朋诗侣。中州盛日，闺门多暇，记得偏重三五。
铺翠冠儿，捻金雪柳，簇带争济楚。如今憔悴，风鬟霜鬓，怕见
夜间出去。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词意跌宕昭彰，表
现出一种去国怀土、凄怅悲凉的忧愁。作者通过在北宋京城
汴京和南宋京城临安过元宵节两种情景的比照，节日中的家
国沦亡之感跃然纸上。“听元宵，往岁喧哗，歌也千家，舞也千
家。听元宵，今岁嗟呀，愁也千家，怨也千家。那里有闹红尘
香车宝马？祗不过送黄昏古木寒鸦。诗也消乏，酒也消乏，冷
落了春风，憔悴了梅花。”明代诗人王磐的这首散曲《古蟾宫·
元宵》，今昔对比，反映出明代国家日渐衰败，百姓生活每况愈
下的情形，词中滋味让节日充满家国情怀。
  人生有幸，生于华夏，喜逢盛世，流连节日，书诗相伴。又
是一年元夕，在燃放烟花、喜猜灯谜、共吃元宵之际，结伴赏
月，品读古人不朽词作，感恩生活，这是多么的幸福啊！

古诗词中的元宵节
王根娣

那一刻，我想起了我的父亲
田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