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春红，郾城区第三初级中学教师，
《漯河日报·水韵沙澧》 文艺副刊特约撰稿
人。一边教书育人，一边自我成长。从青年时
代开始喜爱文学，后在工作和生活的颠簸中游
走于文字的边缘，并将这份挚爱深藏于心。
如今，在带领学生品读经典文本的同时，

也让自己的身心进一步得到文学的浸
润和熏陶。作品散见 《漯河日

报》等。

个人简介

■特约撰稿人 曲从俊
当时间给出答案当时间给出答案，，所有的往事所有的往事，，无论美好无论美好

与痛苦与痛苦，，终将是用来回忆的终将是用来回忆的。。这些回忆于我这些回忆于我，，
唯独儿时幸福的年味值得用一生去唯独儿时幸福的年味值得用一生去““品尝品尝””。。

我生长在农村我生长在农村，，记忆中记忆中，，每年进入腊月每年进入腊月，，
乡间的空气中便飘荡着一股浓郁的年味乡间的空气中便飘荡着一股浓郁的年味。。这个这个
时候时候，，在外打工的乡亲仿佛闻到了家里的年在外打工的乡亲仿佛闻到了家里的年
味味，，陆陆续续回到村里陆陆续续回到村里。。过年就是团圆过年就是团圆，，无论无论
多远都要回来多远都要回来，，过年在人们心中像某种神圣的过年在人们心中像某种神圣的
仪式仪式，，有人们的美好希望和真诚寄托有人们的美好希望和真诚寄托。。

腊八那天腊八那天，，我们开始嚷嚷那句顺口溜我们开始嚷嚷那句顺口溜：：腊腊
八祭灶八祭灶，，新年来到新年来到，，闺女要花闺女要花，，小子要炮……小子要炮……
那天晚上父亲就跟母亲商量那天晚上父亲就跟母亲商量：：这个年怎么过这个年怎么过？？
父亲父亲的意思是说怎么置办年货。过年嘛，年货
肯定要置办，但置办些什么、置办多少，或许
父亲感觉费神，就征求母亲的意见。每年都这
样。母亲似乎早已胸有成竹，比方说，哪天蒸
馍，蒸多少；哪天买肉，买多少斤；哪天买鞭
炮，买多少响的；哪天买鱼，买多少条、什么
鱼；哪天买蔬菜，每样蔬菜买多少；还有供
香、纸钱、糖果、门神对子等，母亲列得条理
清晰，面面俱到。当然还有我和哥哥的新衣
裳、散炮、压岁钱，这些东西在男孩子眼里，
是过年时的念想、是欢悦、是幸福，也是我们
童年最难忘的东西。如果能回到从前，我想，
那些东西依然会令我们着迷、兴奋。

腊月二十三是小年，我们老家的习俗是蒸
馍。蒸馍有许多忌讳，比如蒸馍时不能说“啥
时候蒸完啊”“咋蒸那么多”，说了就糟了，定
会受到大人们的严厉训斥，因为这些话在过年
时说出来不吉利。长大后我明白了，其实这一
禁忌与敬畏粮食有关。一般情况下，蒸馍时母
亲会支开我们，生怕我们说错话。

被母亲“撵”出家门，我和哥哥便来到村
里的热闹所在，迎头就看到几个小伙伴在放

炮，还有几个头上别着五颜六色花朵的女孩
儿，她们跑到墙角，蹲在树后，紧紧捂住耳
朵，看男孩子们放炮。要说男孩子放炮那可真
是有一套：埋到泥土里放，插到牛粪里放，抛
到空中放，几个炮捻连在一起放，真是花样百
出，乐趣无穷。

过年一定要有肉，包饺子、做菜或者谁家
定亲，少了它可不行。某种意义上说，它们在
这个节日里虽是配角，但也算得上配角中的主
角了。再说，那年月我们对肉简直馋得很，闻
到肉香谁会不流口水？

回到家，一股香味儿扑鼻而来，母亲甩给
我们一句“不许乱多说话，去吧，堂屋有蒸
馍，吃馍去吧”。我们喜形于色，对母亲的提醒
也心知肚明，转身跑进堂屋。蒸馍又大又白又
香，我掰开后先吃中间那颗红枣。或许有人不
知道，这刚出笼的蒸馍，我们吃的时候是从来

不就菜的，因为它比菜都香。
到了晚上，父亲还得忙一阵子，他要熏蒸

馍。那些蒸馍晾凉后，要用硫黄熏。熏后的蒸
馍吃起来有淡淡的硫黄味儿，更白更香，还可
以放的时间更长，不易坏掉。那时，过年走亲
戚不仅要提油条、苹果，还要提蒸馍。所以
说，在过年时蒸的馍是一种礼品、是一种分
享，也暗含“送团圆”之意。

要说过年最幸福的时候，当然是除夕。除夕
是团圆之夜，也是新旧的分界点。在这个晚上，
人们辞旧迎新，家家户户焚香、燃烛、放炮、迎
神、团聚，吃饺子、穿新衣、守岁。我们一家
人围桌而坐，小孩子吃花生、瓜子、糖果，大
人们抽烟、喝酒、聊天。他们漫无边际地聊着，
我们叽叽喳喳闹腾着。对我们的放肆，父母也不
生气，他们面带微笑，时而看我们一眼，时而参
与到我们中来。一家人聚在一起，那就是幸福。

那时年味

■杨新伟
农历牛年就要到了，我又想起了童年的那头

小牛……
牛在过去的农村是农民重要的帮手，几乎家

家户户都养牛。作为一个在农村长大的孩子，我
和牛有一段不解之缘。

那是34年前，当时我只有十岁。哥哥忙于
上学，姐姐年龄比较大，家里没有玩伴，我感到
孤单。正在这时，家里的母牛产下了一头小牛
犊，很可爱，就成了我的玩伴。牛白天拴在外
面，晚上才被牵回来。母牛被拴在树桩上，当
时，村里有很多小牛犊，为了便于分辨，父亲特
意在小牛犊颈上挂了一个红线圈作为标记。小牛
可以到处跑，跑累了就回来歇歇。当时我有一项
任务，就是下午放学后找牛犊，因为牛犊就像小
孩一样贪玩成性，不愿回家。我常常回想起下午
放学后到处找小牛的情景：初秋的乡村，树叶微
黄，即将落山的太阳火红一团，从树叶的间隙里
照射下来，给大地铺上了一层暗红，我拿着皮鞭
四处寻找。小牛去的地方不固定，有时候是在一
块空地上，有时候是在小河边，有时候是在野花
丛中。有一次，我放学回家，村里村外都找遍
了，但还是没找到，那时天已经黑了，全家人都
很着急，最后在一处废弃的院落中找到了它。时
间长了，我和小牛熟悉了，它好像能听得懂我的
话语，找它时就很容易了，只要吆喝一声，它就
从很远的地方跑回来。

小牛很聪明，如果老牛下地干活，没在家，
它就卧在旁边的空地上，等老牛回来。老牛回来
时，它马上站起来，摇着尾巴向老牛跑去。我经
常在吃过晚饭后去找小牛玩，和它说说话，而它
从不乱动，总是安静地卧着听我说。小牛有时用
舌头舔我的手，表示对我的欢迎。它的舌头就像
刷子一样，很干涩，让人不舒服。夏日的午后，
我领着它到小河边玩，静静的河边水草肥美，小
牛吃个不停，吃饱了它会卧在树下休息一
会，然后站起来和我一起捉蜻蜓。当然，它
是捉不到的，有时，看着它急匆匆飞奔而
去又一无所获的样子，我常忍不住发笑。

不幸的事也时有发生。有一
次，我找到它时，发现它的尾巴
上血淋淋的，有很深一道口
子，明显是利刃划过的
痕迹。它看起来很
难受，走路

很慢，尾巴不敢动一下。我看着很心疼，估计是
它在外边偷吃别人家的花生苗或红薯秧了，被田
地的主人用铁锨拍了一下。回到家，母亲从兽医
那儿买来了药膏，小心翼翼地涂抹在小牛的伤口
处。老牛也很难过，我看见老牛眼眶里有几滴眼
泪，并发出呜呜的声音。老牛哭了，母子连心，
动物也是如此。那天晚饭后，我照例找小牛玩，
一边抚摸着它柔顺的茸毛，一边轻轻地对它说：

“小牛啊，你以后要注意，不要吃别人家的东
西，否则会受到伤害。”它用大眼睛看着我，好
像听明白了，冲我摇摇耳朵。在母亲和我的精心
调理下，小牛的身体恢复得很快，伤口逐渐愈
合，又到处跑开了，我们又恢复了以前的欢乐。

但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小牛被卖了！卖牛
的事我事先一点也不知道，父母怕我舍不得，所
以没对我说。那天放学后，我回到家，家里有很
多人，他们在说着什么，一看我回来了，他们突
然不再说了。当我像往常一样提起皮鞭出去找小
牛时，父亲说：“不用找了，已经把它卖了。”我
禁不住大哭起来，我的伙伴、朋友，难道就
这样没有了？我一边哭一边骂买牛的人，是
他让我失去了最亲爱的朋友。大家见我哭得
厉害，纷纷劝我。那天晚饭我吃得很少，
一直在抽泣，到晚上十点多还没睡着。
父母看我太难过，生怕有什么
事，就商量不再卖牛，去经纪人
家牵回来。我一听有了精
神，从床上跳下来，非要
和父亲一起去。父亲领
着我，打着手电筒，
冒着的严寒，深一
脚浅一脚走了
一 里 多
地，才

找到经纪人家。但我们还是去晚
了，就在半小时前，小牛已经被
装车运走了，听说是运到河北。
我唯一的收获，是看到了掉在地
上，曾经套在小牛脖子上的红
线绳，我把它捡起来拿
回家，保存了很长一段
时间。

后来，每逢见到
牛，我就想起那头
小牛，想起那位
特殊的朋友，
想起那段难以
忘怀的欢
乐时光。

牛之缘

■梁喜英
“小孩小孩你别哭，过了腊八就杀猪！小孩

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记忆里，
每每进入腊月，这些美丽的童谣不仅安抚了物
质贫乏年代的我们的心灵，还为淳朴干净的乡
村绘出了一幅色香味俱全的美好年画。

记得小时候，进入腊月便会下一场大雪，
白雪笼罩的麦田、村落一片银装素裹，煞是好
看。在腊八节这一天，除了喝腊八粥外，奶奶
和妈妈还会腌制一种这个季节独特的美味——
腊八蒜。室外北风呼啸，寒气袭人，室内煤炉
旺火，异常温暖，腌制腊八蒜的忙碌、“咚咚
咚”的切菜声和着今年收成的闲聊，在空中久
久回荡。

腊月，也是最适合做冻酱的。晚上，支起
地锅，燃起地火，把洗净的黄豆放进水中大火
炖煮。这个时候，闻着豆子散发的清香，我是
最焦急的，一会儿一问什么时候熟。煮熟的黄
豆配上小葱香油醋，是最可口的美味，我总是
在妈妈温柔的责怪声中不情愿地放弃再来一碗

的念头，然后在帮忙揉豆团的时候趁大人不注
意，时不时地捏起一把迅速放进嘴里。

记忆中的腊月，更多的是和吃打交道。过
了小年，婶婶们会来家里帮灶，一起蒸一大家
子过年要吃的馒头和包子。爷爷和我则是烧火
的，他会利用烧火的便利给我烤上几个红薯，
吃完后我满脸的炭黑总能让一家人开心好久。
又圆又白的各式馒头、包子蒸好后，一排排摆
放整齐，令人垂涎欲滴。

其实，我最开心的日子还是腊月二十七，
这一天，家里上午会“过油”，炸制各种类型的
食品，其中就有我最爱的绿豆丸子。下午，爸
爸就会把各种肉洗干净，分三个锅卤制不同的
肉。满院子肉香萦绕，我的小馋虫便按捺不住
了，爷爷会悄悄拿出来一小块骨头，美其名曰
让我尝尝熟了没，其实就是为了安抚一下我这
个小馋虫。

大年三十这一天，穿上新衣，一家人围坐
一桌，吃着自己调制及邻居亲友送来的不同口
味的饺子，聊着家长里短、回忆今年收成、憧

憬新的一年更美好。不知不觉中，我们用大年
三十的鞭炮声送走了腊月。

如今，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物质生活极
为丰富，人们过节就是过一种情怀、一种对美
好生活的期望、一种对亲朋团聚的执念。但那
关于腊月的记忆、腊月的味道，忘不了，放不
下，更淡不了！

腊月味道

■王春红
记忆中童年的冬天，总少不了几场铺天盖

地的大雪。清早起床，大雪封门是常有的事。
孩子的世界里没有寒冷的畏惧，只有天地一新
的欣喜。在那个下了一夜大雪的早上，小小的
人儿背着的书包，扑进雪的怀抱，深一脚浅一
脚地跋涉在没膝的雪地里。乡村的街道是那样
静谧，我们一群孩子笑着走着。有时几个孩子
故意躲在下一个伙伴将要经过的路边，屏住呼
吸忍住笑，两只手里抓满雪，只待目标出现，
几个孩子突然跳出来集中投掷“雪雾弹”，笑
声乍起，一场雪仗便开始了；有时会以奇怪的
行走方式在空白的雪地上踩出各种形状的脚
印；有时还会突然张开四肢躺下，在雪地上留
下“大”字形的身影……大雪覆盖的乡村，是
孩子们的冰雪城堡，是单调而漫长冬日里的欢
乐盛宴。

记得在我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班上的一
个高个子男生捧了很多干净洁白的雪放在教室
的桌面上，然后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小纸包，那
是他从家里偷偷拿出来的糖精。他将很少的糖
精颗粒均匀铺洒在雪上，然后用他那又脏又黑
冻得发红的手搅拌、抓揉，在手掌中抟成大小
不等的雪球。不等他全部抟好，也不需要叫
卖，我们这些一直盯着他忙活的孩子早已垂涎
三尺，早已撕下作业本上最干净的纸张，等待
换取他的美味雪球。我们凭纸张的大小、多少
换取体积大小不同的甜雪球，他“生意火
爆”、围观者众，忙得不亦乐乎！

大雪过后的晴天分外妖娆，却是乡村孩子
最难过的日子。雪一化，乡村的大街小巷都泥
泞不堪，中午时分，随着雪水的迅速融化和来
往脚印不断“搅拌”，很多地方都会成为雪水
和泥土混合而成的“胡辣汤”，这时候只能穿
上长长的胶鞋——但我对胶鞋有发自内心的抗
拒，因为它外面的胶质看上去凉凉的，穿上去
也是冰凉的；它的筒口是宽大的，四处进风，
经常是一天都不会有热气。

雪融化了一天后，夜里就会上冻。第二天
早上，地面变得硬邦邦的，有水的地方都结了
冰。这时候大人们都会说一句“下雪不冷化雪
冷”。于是我们穿得更厚了，再不能像在雪地
里那样自由惬意地奔跑，只有像个小圆球一样
小心翼翼地缓缓行进，踩着“咯吱咯吱”作响
的路面，一不小心还是会摔个四脚朝天，引得
周围人哈哈大笑。乡村孩子大都很皮实，摔倒
了也会很快爬起来，付之一笑，不管摔多少
次，也不管摔得疼不疼，绝不会哭鼻子。

““上冻上冻””的早上的早上，，能欣赏到的最奇特的景能欣赏到的最奇特的景
观观，，要数房檐上悬挂着的要数房檐上悬挂着的““流冰流冰””了了。。那时乡那时乡
村的房屋大都是瓦顶村的房屋大都是瓦顶，，白天在太阳光的白天在太阳光的照耀照耀
下下，，房顶上的雪会变成屋檐下的房顶上的雪会变成屋檐下的““雨雨””，，光照光照
越强越强，，““雨雨””下得越大下得越大，，到了晚上到了晚上，，那顺着瓦那顺着瓦
槽往下流的水滴便越来越稀疏槽往下流的水滴便越来越稀疏，，一滴一滴一滴一滴，，不不
知会在哪个时刻知会在哪个时刻，，最后一滴再也无力坠落最后一滴再也无力坠落，，像像
猴子捞月似的倒挂起来猴子捞月似的倒挂起来，，于是凝固成透明的水于是凝固成透明的水

晶晶——流冰，流动着的冰。
时光流转，童年早已成为须臾间的沧海桑

田，学习让我走向了远方。在南方上大学和工
作的几年里，雪已成为遥远的记忆，经常是一
个冬天都不见雪的踪影。记得大学毕业那年的
冬天，我带着青春的激情在南方的都市中工
作。那是一个黄昏，我站在凛冽的风中等公交
车，有几片雪花倏然飘落，尽管稀稀落落，一
种天公吝啬的架势，但我仍然激动欣喜。我用
手掌去接住那白色的精灵，看它在温热的掌心
慢慢融化，漂泊异乡的孤单和失望、无着落的
青春与梦想、奔波的焦虑与彷徨，随着雪花悄
然融化。人生就是有这样一些时刻，它既不起
眼也毫不关键，却能深深地镌刻在生命里。那
个坐在拥挤的公交车上飘雪的黄昏，我的双眼
紧紧地贴着车窗玻璃，贪婪地看着街道上拥挤
的人群上空飘着的雪花，红绿灯路口的人群如
过江之鲫，喧嚷的公交车内却成了我沉睡的静
谧海洋，那一刻毫无缘由地成了我生命中梦境
一般的永恒画面。

多年以后，我又回到了童年生活的地方。
生活的优越，城市的发展，冬天已不再寒冷，
雪也似乎变得很少了。女儿三岁的那年冬天，
她患了似乎好不了的咳嗽病，所以我总是很小
心地让她待在家里。那天下了一场小雪，她很
渴望出去玩，但我又害怕寒冷于她的病情不
利。后来我灵机一动，到楼下收集了一大盆
雪，在家里和她一起堆起了袖珍小雪人，最后
给雪人戴上玩具上的圣诞帽，用花生的果仁和
外壳做了五官，竟然惟妙惟肖！女儿喜不自
禁，我却莫名伤感。她终究是无法体会我的童
年滋味了——那广阔的冰天雪地，那没过膝盖
的厚厚积雪，那一群孩子在雪地里匍匐打滚的
欢畅……无声的雪是爱的精灵，它会消融城市
的车马喧嚣，它会浸润人们奔波疲惫的心灵，
它会让新生的孩子第一次看到惊喜的花朵，它
会让辛苦劳作的人们安然入睡。

现在现在，，会不会有一场大雪正奔赴而来会不会有一场大雪正奔赴而来？？望望
着已经闲置了将近两年的雪橇着已经闲置了将近两年的雪橇，，多么希望它能多么希望它能
有用武之地有用武之地。。我这个从雪地走出的孩子我这个从雪地走出的孩子，，多么多么
希望与孩子一起希望与孩子一起，，看看曾经的童年世界看看曾经的童年世界。。

期盼一场大雪

■李 锐
爱是生活

和 幸 福 的 源
泉，也是文学创作的起

点和动力。品析王春红的散文，
会让人感到她爱的平和与细微，

她爱自然、爱家人、爱邻居、爱生活中有缘相
遇的每个人。

心中有爱的人，既能丰盈自己，更会经营
家庭。家是她身心休憩的港湾，也是她文学创
作的精神基站。在她凝练简约的作品中，不但
让人感受家的和睦温暖，更能让人体味情的恣
意温馨。这些爱的情愫，在王春红的笔下信手
拈来。作为母亲，她的爱细腻如丝，女儿寻找
她时走路的姿态和寻觅的眼神都活灵活现地呈
现于她的笔下，如《请让我在你的视线中转
身》：“只要我稍微淡出她的视线，她便开始警
惕而焦灼地呼叫‘妈妈’……有一次我故意不
答应，躲在一个房间门口看她如何表现，这小
小的人儿啊，在空荡荡的屋子里急切地喊叫
着，穿着厚厚的棉衣快速地跑动着，从一个房
间到另一个房间，那竭尽全力的寻找，让我无
比甜蜜也无限心疼啊！”她感触着女儿的不安
和恐慌，入心地感叹：“曾几何时，每一个与
女儿分别的时刻，都是一次让我愧疚而心碎的
逃亡。”从这些文字中，我们能感觉到作为一个
母亲，面对女儿的依恋，自己因为工作又不得不
和女儿分别的揪心和无奈，浓浓的母爱也蕴涵其
中。但她对孩子的爱绝不是溺爱，在《争取做个
好妈妈》中，她说：“我想成为能让孩子自豪的
妈妈！这就需要不断成长进步，要想给孩子一
瓢水，自己必须有一缸水，甚至应该是永不枯
竭的‘源头活水’。为母要思学，是为孩子的成
长，更是为自己。”这样的文字和爱让人感叹，
她为母则刚的勤学和奋进，她心中的梦和希望让
人敬佩。“看到半年未见的父亲，心惊于他的苍
老和垂暮：早已谢顶的头上只剩下一圈花白的头
发，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已微微驼起，黝黑的脸
庞上抬头纹的褶皱已不能再舒展，走路也不再疾
步如风……”这是写在《父亲的委屈有多少》
中短短的一段话，她心疼父亲常年在外收废品
的艰辛、碰到无赖的委屈、面对生活的宽容和
隐忍忍，，她用让人心疼的文字她用让人心疼的文字，，把父亲的衰老及把父亲的衰老及
自己的怜爱之情自己的怜爱之情展示给读者展示给读者。。

心中有爱的人心中有爱的人，，会用满含温情和喜悦的文会用满含温情和喜悦的文
字对身边一草一木字对身边一草一木、、一人一景进行书写和感一人一景进行书写和感
叹叹。。在在《《花盆里的草花盆里的草》》一文中一文中她她感怀感怀：：““当我当我
终于开始着手修花除草时终于开始着手修花除草时，，却在犹豫中难以下却在犹豫中难以下

手了手了———花盆里的草已经开花了—花盆里的草已经开花了！！那满盆的三那满盆的三
叶草叶子碧绿茂盛叶草叶子碧绿茂盛，，细嫩的茎上擎起了一簇簇
花边儿小伞状叶子，像夏日里铺满池塘的荷
叶，将整个花盆严严实实地罩了起来……”观
察之细、喜悦之真，让读者怦然心动。在回忆
她早年去大城市谋生的《市井》一文中，卖茶
鸡蛋的憨厚女人面对城管收缴摊子后又讨回那
由悲而喜的变化、卖油茶的男人面对多种调料

“依次循环，循规蹈矩，从不因顾客盈门而有
方寸之乱”的娴熟，还有那个脸黑如包公卖狼
牙土豆的蒙古男人的自卖自夸……众生群像在
她的千字短文里活灵活现，各具神韵，不但有
对在城市讨生活农民的关切与同情，更称颂他
们面对生活辛劳不易的顽强和坚韧。她用细腻
的笔触刻画人物性格的同时，更尊重他们的人
格，字里行间让人感受到一个富有情怀的小女
子对平凡众生真切的体恤和怜悯。

心中有爱的人，一定会有一双发现美的眼
睛，只要心怀爱的阳光，即使身处阴冷潮湿的
生活也会笔下绚然。赏析王春红的文字，如同
走在阳光和美景并存的时空下，心中时时洋溢
着澄明和欢悦。清晨，她打开窗，河堤晨练的
人们就是她心中的景，《枫叶在风中》也在眼
前摇曳成一种恒久的美，它凝结着岁月的馈
赠，令人感怀：“自然是那样的奇妙。秋天这
位妙手画家，把那么多的绿叶涂成黄色，成为
秋的主色调。枫叶却会经风霜的浸染成为夺目
的红色，在秋的主色调中绚烂着、沉淀着。”
《期盼一场大雪》 中，有她对过往岁月的缅
怀，即使是童年时代清贫的生活，也让乐观的
她笑颜常开。

雪里已知春信至，心中有爱希冀长。春红
是一位教师，也是一位善于持家的女子，更是
一位资深的文学爱好者，在文学创作的道路
上，若她能冲破思维和生活的局限，跨越小情
小景的栅栏，把格局放大，把视野放远，定会
收获更多的爱和创作灵感。

心中有爱希冀长心中有爱希冀长
———王春红散文印象—王春红散文印象

《水韵沙澧》 文艺副
刊是漯河文学文艺爱好者的精

神家园。本刊的宗旨是一如既往地为
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多、更好的精神食

粮，为传播先进文化不遗余力，并在这个
过程中推出更多的新人新作，为我市的文化
建设备足后劲。因此，我们将对那些有创作
潜力的沙澧写手加大扶持力度，对水平较
高的作品集束刊发；也会不定期推出各

类体裁、题材的专版，甚至会推出
个人专版，并为其举行作品研

讨会等。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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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难忘往事难忘

■■流金岁月流金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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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愁缕缕乡愁缕缕

■特约撰稿人 李 季
想起遥远的灯火
冰凉的岁月和寒霜
河水驱动内心的万千涟漪
想起故乡，故人
已越来越少。恋人
也早已去了远方
月明星稀的夜晚
掌心的波纹一再荡漾
白鹭早已飞出视野
一畦菜园，一片稻田
谁在陌上独自行走
谁在窗前写下青春的诗行
那些随紫楝花一起，凋零的日子
可以依偎的亲人，踪影全无
长路漫漫，世事微凉
不可邮寄的乡愁，是异乡漂泊的脚印
长亭外，古道边
谁的面目日渐模糊
用连天衰草，细数别离的时光

想起故乡

■■诗风词韵诗风词韵

■特约撰稿人 薛文君
人到中年
越来越不耐寒
风刚从门缝路过
心就忍不住打冷战
顺手把老人的被角掖了又掖
孩子最厚的衣物也该拿出来了
窗外，一岁大的孩子在捡落叶
想起小时候，自己也这样玩

寒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