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沐浴春光好读书
□ 乔兆军

春天是一年中最美好的季节。 春天里，阳光明媚，惠风
和煦，草长莺飞，鸟语花香。捧一卷书细读，浓浓书香扑面而
来，书中的哲理情趣滋润着倦怠的心灵，使人胸襟坦荡、心
旷神怡。

窗临水曲琴书润，人读花间字句香。你看，大好光景，似
乎都聚在春天里了。天气一天天变暖，不慢不快，不冷不热。
春风带着幽幽花香，轻轻地吹着，吹得人心里痒酥酥的。 春
花烂漫，在田野里争奇斗艳；春鸟啁啾，在树梢上跳跃……
到处都涌动着生命的张力。 这样的日子，坐在窗前，沏杯清
茶，打开一本自己喜爱的书，慢慢沉浸到美妙的文字里。 那
一刻，一切尘世的喧嚣与困扰都仿佛遁去了，剩下的是一个
饱满、空灵、从容的自己。

春读，一种惬意的享受。 远离了冬的严寒侵袭，感受不
到秋的枯黄萧瑟，更没有夏的喧嚣炎热。行走在春天的阡陌
上，天蓝风轻水碧，绿意葱茏，春花烂漫，整个人亦有了希
望。打开书本，慢慢阅读，书卷也染满了花香草香。心就像一
枚苏醒的种子，随着万物一起萌芽，开始生长，成了书里的
一抹春色了。 于是，生命在欢唱，精神更丰盈。 在阅读中，体
会思想飞翔的快乐，收获人生至真至纯的静美，感觉无比充
实富足！

在春夜唯美的意境里，最适合读书。 夜幕来临，星光闪
烁，忙完一天的工作，静下心来，打开台灯，选择一本心仪的
书，或倚于枕畔，或立于窗前，与古今中外的智者对话，感悟
大师巨匠的智慧，觉悟人生，俯仰之间便会觉得拥有天地间
最珍贵的财富。生命因有了文字的浸润清香袭人，心灵也因
有了文字的相陪温润圆满。

春天适合读触动心灵的书。 读雷妍的《陌上花开，谁念
缓归眷春深》，一群民国女子向我们走来，林徽因，陆小曼，
张爱玲……她们有着非凡的经历， 有着自己独特的思考和
独立的人格， 她们在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里， 活得风华绝
代。读沈从文的《在春天，去看一个人》，感受他笔下的湘西，
那么淳朴自然。 他笔下的一个个人物，鲜活，健康，美丽，触
动人心。春天还适合读几首徐志摩的诗，因为诗里有一分青
春的意味，如茶，平淡却韵味悠长。

春读书，兴味长，磨其砚，笔花香。 寸阳分阴须爱惜，休
负春色与时光！春天无限好，正是读书时。读书足以怡情，读
书足以益智，读书让生活充满诗情画意。 在这万物复苏、万
灵萌动的美好季节，伴着暖阳，撇开心中的浮躁，让我们拿
起书本，一起读书吧。阅读，与春天同行，收获的一定不仅仅
是春暖花开，更多的是精神上的快乐与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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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 笋 之 美
□ 钱续坤

自古以来，我国民间对居住的环境就十
分讲究。 一般而言，房屋选址时要面朝阳、顺
山势、背风向、靠水源、避灾祸等。 许多文人
墨客更是注重生活的雅趣，翠竹当是他们喜
爱栽种的植物之一，否则，摩诘居士怎么会
吟哦“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 东坡先生
怎么会喟叹“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呢？

我的故乡地处长江北岸的圩畈区，高大
挺拔的毛竹并不多见，但玲珑婀娜的水竹倒
是随处可见。 这儿一丛，那儿一簇，细长的
叶，青圆的干，还有那和风吹过之后的沙沙
声响，犹如顽皮小儿的窃窃私语，仿佛俊男
靓女的呢喃情话，让人总是情不自禁地驻足
倾听。 特别是一场酣畅淋漓的春雨过后，你
的耳膜绝对会感应到一种空灵玄妙的声

音———对，就是孟浩然所说的“荷风送香气，
竹露滴清响”。 别以为“竹露滴清响”仅仅只
是雨珠从竹叶上滑落的滴答之韵，如果借用
通感的手法，把它意会成雨后春笋破土而出
的拱芽之声，是不是更有闲情逸致的意境美

呢？
闲情逸致自然是长大之后的体验与感

受，而我顽劣的童年，对春笋的破土始终充
满好奇。 因此，无论晴天还是雨后，我总喜欢
钻进门前的竹园里，像猎犬那样，敏锐地察
看哪一块地皮隆了起来。 如果找到了目标，
便会随手折下一根竹枝，小心翼翼地拨弄已
松动的土块。 待到那嫩黄纤秀的笋尖呼吸到
了清新的空气，我才会心满意足地蹲下来仔
细端详， 并且别出心裁地有了惊奇发现：春
笋顶端那微微张开的小嘴，与屋檐下那乳燕
嗷嗷待哺的黄口，不仅形似，而且神似！

其实，形态美给予人的只是视觉上的愉
悦，而内在美带给心灵的有时会是出乎意料
的震撼。 那天早晨，不知怎么心血来潮，我找
了一块不大的石头压在那微微凸起的地皮

之上，目的就是想看看那底下的竹笋，如何
才能拱出地面。 待到午后，我屁颠屁颠地跑
去观察， 眼前的一幕简直让人难以置信，石
头明显挪动了位置， 整个身子呈倾斜状，而

那露出地面已有两三寸长的春笋，则倔强地
高昂着头，笋尖的几片嫩叶在春阳下迎风招
展，颇为惹眼。 真的没有想到，小小春笋竟然
还有如此强大的力道！ 难怪董必武老人曾经
写诗这样赞叹：“昭苏万物春风里，更有笋尖
出土忙。 ”一个“忙”字，生动地描绘出了春笋
争先恐后的生长态势，洋溢着春天万物萌生
的欣喜之气。

当然， 忙碌的场景远不止眼前的这一
个， 掰竹笋与剥竹笋的过程也是情趣盎然，
其乐陶陶。 之所以先强调“掰”字，这完全是
针对水竹而言的，因为毛竹的竹笋通常粗粗
胖胖的，呈黑褐色，一般得用锄头才可将其
挖起来；而水竹的竹笋则苗条纤细，刚刚破
土而出时， 比妙龄少女的手指粗不了多少，
质地还比较脆，顺势轻轻一掰，便唾手可得。
剥竹笋则要讲究一点技巧了，将笋尖轻轻揉
搓几下，再用指甲沿着笋衣的边缘划拉两条
直线，然后两手略一用力，使劲往下一旋，白
嫩清爽的笋肉就一览无余地裸露了出来。 而

那剥落的笋衣， 还保持着蓬松卷曲的形状，
待其晒干之后， 可在日常所需时拿出来备
用。 这“掰”与“剥”看似简单，其实都是对美
的体验和感受。 因此，马尼里乌斯如此感慨：
“劳动本身就是一种享乐。 ”

春笋的味道鲜美，营养丰富，含有充足
的水分、丰富的植物蛋白，以及钙、磷、铁等
人体必需的营养成分和微量元素，特别是纤
维素含量很高，常食用有帮助消化、防止便
秘的功能。 因此，春笋是高蛋白、低脂肪、低
淀粉、多纤维素的营养美食。 古人为此打趣
道：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要想不俗又不
瘦，天天吃碗笋烧肉。 这也道出了春笋的最
佳搭配是肉，一盘春笋红烧肉，仅放点料酒、
酱油、白糖等佐料，便足以让人齿颊留香，回
味无穷。 要是能有郑板桥那样的口福：“江南
鲜笋趁鲥鱼，烂煮春风三月初”，或者像苏东
坡那样的认知：“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
觉笋香”，谁还会困囿于世事的多累、纠结情
感的失落、感慨生活的忧苦呢？

为大参军营造舆论
□ 陈相佑

1946年 5月， 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大
举向解放区进犯；10月初， 国民党新编第五
军邱清泉部越过黄河向清丰进攻。 清丰县城
以东部分村的党员和农会模范骨干，随县区
干部撤离到河北省大名县一带打游击。 1947
年初，刘邓大军打响了豫东战役，粉碎了国
民党的中原防御体系布局。 我野战军由战略
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国民党新五军从清丰地
区败退。
1947年春节过后，清丰县外出打游击的

县、区和村干部陆续返回。 冀鲁豫清丰县工
作队（内称县委）和县政府根据冀鲁豫边区
党委和政府大扩军的指示，发动全县青壮年
农民参军参战，保卫革命胜利果实，保卫解
放区。 但是，有少数人受旧思想影响，说什么
“好人不当兵，好铁不打钉”。 另外，还有群众
怕当兵打仗，更怕牺牲。 因此，全县的参军参
战工作一度受到了影响。 针对这一情况，县
委决定立即掀起大参军宣传高潮，成立了大
参军宣传工作小组。 宣传组由县委宣传部部
长陶静任组长，成员由县委秘书室秘书陈赢
安、内勤陈相佑，宣传部干部晁文中，司务长
张庆宝等 7人组成。

县委大参军宣传组成立后，研究决定以
文艺表演的方式，集中力量宣传大参军的重
要意义，鼓励青壮年农民踊跃参军参战。 接
着，宣传组举办了艺人训练班。 参加训练班
的艺人主要是剧团演员， 另外有唱坠子书、
山东柳琴、大鼓京腔、河洛大鼓和说快板的，
还有巫婆 、神汉 、算命先生等 ，共计 300多
人。 工作小组把这些艺人按文艺类别分为 9
个班，由区、村干部任班组长，带领艺人参加
训练 ，地点选在六塔乡 ，集中吃住 ，集中学
习，集中训练。

清丰县委把举办艺人训练班的做法向

冀鲁豫边区党委汇报后， 得到了大力支持。
边区党委派出文工团，由团长陈竹新带领编
导和演员 20多人， 徒步来到六塔乡协助工
作。 文工团的同志白天开会编排节目，组织
艺人学唱新歌词，还让巫婆、神汉、算命先生
现身说法，破除迷信，为大参军营造正面舆
论。

在这些艺人中， 仅盲人就有 100多人，
工作组还专门配备了服务人员，以便于他们
学习。

边区文工团抽出时间组织演员到周边

的晁小寨、西韩家、谢庄、陈村等村进行文艺
演出。 演出的节目有《白毛女》《刘胡兰》《兄
妹开荒》《王贵与李香香》，以及一些抓特务、
斗地主的话剧，内容丰富感人。 文工团演员
王善朴（后转入河南豫剧院三团，先后担任
副团长、党支部书记、团长等职）在《兄妹开
荒》中，他用那圆润、激昂、优美的腔调唱道：
“雄鸡雄鸡高呀么高声叫，叫得太阳红又红，
叫得人们起得早，开荒种地多打粮，打了粮
食送前方，子弟兵吃了打胜仗！ ”文工团的演
出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 有时一场
戏演下来， 就有十几名青壮年农民报名参
军。

我们宣传组的同志除做好服务工作外，
也在文工团导演的指导下，出演戏剧中的角
色。 晁文中在《兄妹开荒》中饰演大哥，陈相
佑在另一出戏里饰演挎着手枪抓特务的警

察。
艺人训练班办得很成功，虽然只有半个

月，但这些艺人思想认识提高很快，文艺表
演水平显著提高。 他们个个人尽其才，都能
按照自己的技艺宣传参军参战，营造出了浓
厚舆论氛围， 产生了积极支援前线的正能

量。 六塔乡晁小寨村有 5名青壮年农民参
军。 他们说，为了穷人得解放，参军打老蒋，
推翻旧政权，保护穷人翻身过上好生活。 留
买固村农会发动青壮年农民参军，第一批就
有 10多人报名，其中 6人参加了八路军，陈
富增弟兄俩争着报名，弟弟陈富岺参军后曾
入朝与美国鬼子作战。 郑相起的母亲带着儿
子报名参军。 在解放四川省永川县的战斗
中，郑相起冲锋陷阵，奋勇杀敌，壮烈牺牲，
被部队授予二级战斗英雄称号。 姚泽先参加
刘邓大军后，跟随部队南征北战，曾参加解
放大西南的多次战斗，全国解放后转业到贵
州省任某县县委书记。

据清丰县志记载，1947年大参军时，全
县有 5120名青壮年农民报名参军。 这其中
有 500名佼佼者被选拔出来，直接开赴延安
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 留买固村有 20多
人参加担架队支援淮海战役。 该村党支部书
记姚书梅受第四区区党委指派，带领担架队
渡过黄河，支援鲁西南羊山战斗。 在前线，他
带领大家奋不顾身地抢救伤员，出色地完成
了运送伤病员到后方医院的任务，受到了上
级领导的表扬。

隔 阂
□ 李海军

李家巷村党支部书记李黄河和乡纪委书记李晓贺上辈

子就有矛盾，隔阂一直延续了几代人，至今不相往来。
冤家宜解不宜结，让他三尺又何妨？作为一名乡纪委书

记，李晓贺每每回家，见到李黄河都和他打招呼，可李黄河
却都是敷衍性地“嗯”一声。

去年春节，李黄河的儿子结婚，他通知了亲属以外的人
员参加儿子的婚礼，还收受礼金 5000元。结果，他被乡纪委
叫去谈话，并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礼金也被没收了。 这
让李黄河更加恼火，把积怨算在了乡纪委书记李晓贺身上，
认为是他和自己过不去。李黄河和李晓贺在一个村居住。两
家人本来就有隔阂，这一下真是雪上加霜，成了彼此间解不
开的死结。此后，李晓贺再回村见到李黄河，和他打招呼，李
黄河都佯装听不见，不再理会了。

李黄河干了一辈子村党支部书记，今年就要退下来。说
来也不易，他妻子王大凤患有肾病综合征，每月都要去医院
透析。 为了给妻子看病，他把能借钱的亲戚都借了个遍。

李黄河见人就说：“多亏一位好心人， 每月都通过邮政
给俺家汇款 500元， 给俺妻子看病。 5年来， 一直雷打不
动。 ”

李黄河一直纳闷，为了揭开这个谜，有空就往乡邮政所
转悠，渴望能找到给妻子王大凤看病寄钱的好心人。去了多
次，也没有找到给寄钱的那位好心人。

李黄河琢磨，这个月就剩下没几天了，按惯例好心人也
快给自己寄钱了。 今天，村里没啥大事，李黄河就拿了几张
报纸，在乡邮政所大厅里看着报纸等候。

快要下班的时候，从门外来了一位顾客。 李黄河一看，
这不是乡纪委书记李晓贺吗？才不搭理他呢，就用报纸遮住
了自己的脸。

李晓贺匆匆走到柜台前，给营业员要了张汇款单，等办
完手续，营业员一句“好心人再见”，让李黄河的心猛地一
颤。

等他走后，李黄河走到柜台前，自我介绍：“我是李家巷
村里的，刚才那位汇款的好心人，是不是给俺村王大凤寄的
钱？ ”

营业员一愣，说：“是呀，你咋知道？ ”
李黄河接过话茬说：“钱是寄给俺妻子王大凤用来看病

的呀！ 好心人竟然是乡纪委书记李晓贺，真想不到，他家上
辈和俺家就有隔阂，还帮俺！ ”

翌日，乡党委书记让乡纪委书记李晓贺去他办公室，说
是李家巷李黄河要见他。 李晓贺思忖，李黄河一直记恨他，
找他一定有啥事和他理论。

李晓贺走到乡党委书记的办公室， 见李黄河拉住乡党
委书记的手说：“感谢咱乡的好心人每月给俺寄钱， 是他让
俺妻子王大凤的病得以及时救治。 ”

李黄河见到乡纪委书记李晓贺，一反常态，放下了昔日
的“臭架子”，激动地说：“想不到好心人是你，我以前对你一
直有看法，你给我打招呼，我都不理不睬。还有，我违规给儿
子操办婚事，理应受到党纪处分！ 我错怪你了，愧对党组织
对我的多年培养。 ”

李晓贺一笑，说：“我也知道，咱两家上几辈人一直有恩
怨。 当我听说你妻子患肾病急需用钱时，想帮你，又怕你拒
绝。 这样，我才通过邮政所给你汇钱，想不到让你知道了！ ”

李黄河潸然泪下：“你工资也不高， 还要养家糊口，算
来，有 5年了，你每月都给俺按时寄钱，真的谢谢你！我真的
很感恩……”

倏地，宛如一缕春风，把两家的隔阂吹得烟消云散……

乡

村

春

来

早

□

魏
霞

在素朴简约的乡下支教， 春似乎
来得有些早。 惊蛰刚过，春便迈着轻盈
的脚步悄悄地来了。

操场四周的几棵垂柳， 最先透露
了春的信息。 纤细的枝条一改冬日里
的瑟缩，在春风的爱抚下，像个怀春的
少女， 情不自禁地扭动着温软灵活的
腰肢，娇滴滴地柔美起来，炫耀似的告
诉人们， 自己身体内部正孕育着新的
生命。

走在乡野幽静的小路上， 迎面扑
来温柔的春风，湛蓝湛蓝的天空下，麦
苗婆娑起来。有人正在麦田里施肥。远
远望去，绿油油的麦田里，黄色的化肥
袋像是绿毯上绽放的黄色大花， 忙碌
的农人像绿画布上灵动的妙笔， 正在
描绘着一幅生机勃勃的春耕图。

路边水渠里的春水一路唱着歌 ，
欢快地流进麦田。 干渴一冬的麦苗，似
一个饥饿的孩子， 贪婪地吮吸着母亲
的乳汁。 驻足，弯下腰身，握一把松软
而柔和的泥土放于鼻翼， 一股清香沁
人心脾。 一扭头，惊喜地发现水渠的边
沿有一株荠菜，胖嘟嘟的，锯齿形的叶
子青翠欲滴，鲜嫩的质感，让人有立刻
摘下几片塞入口中的欲望。

村东头的几方鱼塘，波光潋滟。 在
冰层下憋了长长一冬的鱼儿， 激情难
耐，似乎想要拥抱春日的暖阳，在阳光下银光闪闪地打着挺
儿，又哗啦落入水中，自娱自乐地表演着一曲有声有色的春
之舞。

小路两旁的野草，远远望去有了些许绿意，寻着它的眉
眼，我迫不及待地低头寻找它，那一点点绿意却不见了，只
看见草根处的几茎败叶。 再回眸来时的小路，明明有一些
清淡的绿呀！ 莫非春已降临柳梢、麦苗、鱼塘，还未及降福
于这一岁一枯荣的小草？ 我有些不甘心，俯身拨开那些枯
叶，惊喜地发现，草心里蓄着微小的嫩黄。 啊，春已在草心
萌动，有些含蓄，有些羞涩，但不乏宁静和热烈。

不远处的一片空地，一群放了学的孩子，甩掉了臃肿的
棉衣，在春风中放风筝。 他们边跑边笑，边笑边闹，边闹边
喊，小脸儿红扑扑的，清亮的欢喜和希望，随着风筝线飘向
了远方。

乡村春来早。 乡村的春天是真实的，像乡村的人一样，
没有虚假和做作；乡村的春天是饱满的，充满了无限的生机
和希望。 沐浴在乡村的春风里，徜徉在乡村春的勃勃生机
中，人的生命似乎也蓬勃起来。

三月春风忙
□ 阎仁厚

才绿了江南，又要北上
三月的春风大手一挥

门前的桃树上，
桃花便次第绽放

你送风筝去云端探望

你唤桃花斜倚篱笆墙

你信手撒下一路花香

让人沉醉在那些迷人的晚上

一滴春雨滑落

模糊了你的脸庞

邀你在我的梦中停留

你却又去了塞北忙碌

→→ 文史钩沉

→→ 长堤短歌

→→ 书里书外

→→ 袖珍小说

→→ 金堤出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