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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雨一犁深
◎ 陈旺源 第793期

春雨一犁深，万物生光辉，春雨果真能“酥”了
人心。那细密的雨丝仿佛是天空对大地的呢喃，温
柔而执着，带着无尽的慈爱与期许，轻抚过大地的
每一寸肌肤，它让世间所有的生灵都在这湿润的气
息中，感受到了生命复苏的力量和希望的光芒。

当第一滴春雨悄然落下，那如丝如缕的雨丝仿
佛是大自然轻柔地呼唤，带着无尽的温柔与期许，
轻轻地拨动着大地的心弦。它不似夏日暴雨那般急
骤猛烈，也不如秋日细雨充满萧瑟与哀愁，更不像
冬日的冷雨夹杂着刺骨的寒意，春雨宛如一位温婉
的女子，迈着轻盈的步伐，无声地滋润着世间
万物。

我站在田野边，静静地凝视着那片被春雨笼罩
的土地。雨滴纷纷扬扬地飘落，像是天空中洒下的
珍珠，又似精灵在空中翩翩起舞。每一滴雨都饱含
着生机与希望，它们迫不及待地投入大地母亲的怀
抱，去唤醒那些沉睡了一整个冬季的生命。

远处的山峦在春雨的轻抚下，渐渐褪去了冬日
的苍黄与冷峻，披上了一层嫩绿的薄纱。山间的树
木，枝丫上开始冒出点点新绿，那是生命的芽孢在
努力地舒展着身姿，仿佛在向这春雨诉说着对新生
的渴望。而那原本干涸的小溪，此刻也欢快地流淌
起来，春雨不断地注入它的怀抱，让它重新奏响了
清脆的乐章，一路奔腾而去。

田野里，农人们趁着这难得的春雨，开始了一
年的劳作。他们牵着牛，扛着犁，缓缓地走进田间。
那头老牛似乎也感受到了春雨的喜悦，步伐不再沉
重，而是显得格外轻快。它将身子一沉，用力地拉
起犁铧，犁铧深深地插入泥土之中，翻起一行行肥
沃的黑土。那黑土散发着淡淡的清香，混合着春雨
的清新气息，弥漫在整个田野上空。

我跟随着一位老农的脚步，走进这片充满希望
的土地。他的脸上刻满了岁月的痕迹，但眼神中却
透着坚定与慈祥。老农一边扶着犁把，一边和我闲
聊起来：“这春雨啊，就是老天给咱庄稼人的宝贝。
你看这雨多好，不紧不慢，正好把地犁得松软，种
子埋进去，肯定能长得壮实。”他的话语朴实而又
充满智慧，让我感受到了他对土地深深的眷恋和对
丰收的期盼。

在田埂边，有几个孩子在雨中嬉戏玩耍。他们
不顾身上的雨水，欢笑着、奔跑着，手中拿着自制
的小风车，迎着风快乐地转动着。那清脆的笑声在
春雨中回荡，仿佛是对这美好季节最纯真的赞美。
看着他们，我不禁想起了自己的童年时光，那些在
田野间无忧无虑玩耍的日子，那些和小伙伴们一
起在雨中追逐的快乐场景，如今都已成为珍贵的
回忆。

春雨依旧淅淅沥沥地下着，它滋润着大地，也

滋润着我的心田。在这纷繁复杂的世界里，我们常
常忙碌于工作，忽略了大自然的美好与馈赠。而此
刻，在这春雨中，我仿佛找回了那份久违的宁静与
纯真。

我蹲下身子，轻轻地触摸着那湿润的土地，感
受着它的柔软与温暖。这土地孕育了万物生灵，承
载着无数的梦想与希望。它是我们生命的根基，是
我们灵魂的归宿。在这春雨的洗礼下，我相信，今
年的收成一定会格外喜人，因为这里凝聚了农人们
的汗水与期待，也蕴含着大自然的恩赐与祝福。

当夕阳的余晖洒在田野上，给一切都镀上了一
层金色的光芒时，春雨渐渐地停了。天空中出现了
一道美丽的彩虹，横跨在山川之间，仿佛是一座连
接天地的桥梁。农人们扛着犁铧，牵着牛，陆续回
家了。孩子们也手挽着手，唱着歌离开了田野。而
我，仍站在原地，久久不愿离去。

这一场春雨，如同一场开幕式，洗净了尘世的喧
嚣与浮躁，让我们重新感受到了生命的力量与美好。

或许当我再次想起这场春雨，想起那片被犁铧
翻开的土地，想起农人们脸上的笑容和孩子们的欢
声笑语，我的心中都会涌起一股暖流。因为我知
道，在那片土地上，不仅有春雨的滋润，更有人们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这是一幅永恒的画卷，
将在岁月的长河中永远熠熠生辉。

窗前俏梅枝 张永生摄

上世纪80年代，我生活的小城迎来了首
家花市，这犹如一股春风，吹入了人们心田，
使“过年”从吃饱穿暖过渡到锦上添花。从那
一年起，母亲每逢过年都会率领家人逛花市。

后来，逛花市逐渐演变成过年的仪式，
鲜花成了每年必备的年货。父亲和我们则
成为母亲的“搬花工”。而母亲，沉浸在“种
桃、种李、种春风”的乐趣中，逐渐修炼成
一位养花高手，让家在凛冽的冬天也时时
沐浴在春光之中。

最初，母亲钟爱的年宵花是君子兰和
杜鹃花。随着花市的日益繁荣，家中又陆
续增添了蝴蝶兰、水仙以及热带观叶植
物。家里宛如一个微型植物园，春意盎然。

她为每一盆年宵花量身定制了“独家
营养”，使花儿们各有风采。她将淘米水倒
入密封容器，密封发酵，制成“花儿的米
酒”，用以浇灌，令植物的叶片油亮。利用
打豆浆后剩余的豆渣，制作出发酵豆子
水，可以使植物爆花不断。在炒鸡蛋时，保
存鸡蛋壳，倒扣于花盆中，为花儿补充氮
肥。亲朋好友前来拜年，看到这些花儿，都
会赞不绝口，母亲则热情地介绍每一盆
花，像是在炫耀亲生的漂亮孩子。

当正月落幕，年宵花一盆盆地辞了花
季，母亲便抽出时间来，喊我一同为花儿
换盆了。通常，母亲会事先准备好营养土、
花盆、肥料、铲子、手套等。拿起需要换盆
的花卉，先是轻轻拍打花盆四周，好让土
壤与花盆分离，再将植物从原盆中取出。
接着，她会用铲子剔除多余的旧土，并教
我用手抓一抓根系，给花“松松筋骨”，还
要把细的须根拽掉一些，她说：“花一疼，

就醒了，能在春天长出更粗壮的根，这样
叶片更多，复花更美。”随后，在新的花盆
底部铺上一层底肥，将植物放入，填入新
土。整个过程，母亲展现出无比的耐心，我
亦玩得津津有味，并赞叹自己的母亲如此
独特，怀揣童心，与孩子一起玩土。我们就
这样，把寒冬的植物，种在春风里，经历了
一场由冬到春的交接仪式。

母亲的“养花经”就像她的“育儿经”一
样招招见效。她曾经把一棵叫作“玻璃翠”
的多肉养成比我还高的小树，开满了小白
花。把一盆绿萝养得垂挂了一整面落地
窗，宛如“一帘幽梦”，令观者无不称奇。

日复一日，母亲也将我养成一个花痴，
如今，我的小家也处处摆放着奇花异草，
处处都有等待我修剪、换盆的花。她的“养
花经”早已被我消化，令我轻易拥有一盆
盆珠宝山似的多肉，翩若惊鸿一般的三角
梅，高大的琴叶榕，蝶一样缤纷的兰花。

退休后的母亲生活变得更加繁花似
锦。她报了线上的国画课，不仅养花还为
花作画。热衷于瑜伽和户外运动。

一日，她翻阅旧照片，将大学时期的照
片展示给我：“我年轻那会儿是校花，大学
报到的第一天，就被美术系拉去做模特，
现在老了。”我端详她昔日上扬的眼角，如
今虽下垂，却满是柔慈，目光宛如心湖盛
开的一朵莲；那沟壑纵横的皱纹里，藏着
菊花一样繁华的故事；她的皮肤依旧白皙
红润，那是东风吹开的第一朵桃花，满是
春风得意。我年三十给她包“压岁钱”，在
大红的封皮上写了：“与你年轻时的面容
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写满阅历的容颜。”

1月11日早上温度降至零下十摄氏度，一位刚
从康定来农行稻城县支行履新的小伙子走在亚丁
天街步行街，因刚到高原地区，小伙子只能缓慢行
走在空旷的步行街，仿佛只能听见自己的脚步声。
在步行街上走了不久，他找到了一家面馆，面馆名
字叫冯氏面馆。他走进面馆，点了碗小份的大肉面，
正当他等面时，面馆又来了一位戴眼镜的大叔，大

叔点了一份牛肉面，并问老板要面汤，因为小店今
天才开门不久只有开水。同为食客的小伙子听后，
化身服务员，热情地为这位眼镜大叔倒上了一杯热
腾腾的水，这杯热水温暖了大叔的心。

过后，大叔默默为小伙子买了单。小伙子在知
情后，坚持要大叔的电话号码，说自己要单独请客
并感谢大叔，大叔婉言谢绝了。大叔说自己在稻城

工作了30余年，快退休了，这杯水和小伙子的热
情，让冬日的稻城格外温暖，希望小伙子继续传递
这份温暖。小伙子虽然未要到大叔的电话号码，但
他内心默默许诺，一定要将这一碗面的温暖传递
下去，将农行与人为善、相伴成长的品牌公益发扬
光大下去，让稻城这个冬天不再寒冷，让社会温暖
如春。

“刚子，恭喜恭喜！”
“张哥，来啦，快找地方坐哈。把茶泡起，一哈

就开饭。”
…………
在一片张灯结彩、喜气洋洋之中，刚子家的婚

宴正热热闹闹地进行着。刚子和他的爱人站在门
口，脸上的笑容像盛开的花朵，灿烂无比，他们热
情地迎接着每一位前来道贺的亲朋好友。

整个婚宴现场，就像是一片欢乐的海洋，酒席
整齐地排列在宽敞的场地，空气中弥漫着美食散
发出来的诱人香气，欢声笑语此起彼伏，每一桌都
摆满了令人垂涎欲滴的“九碗”菜肴，那是传统与
丰盛的象征。

回首往昔，曾经的婚宴又是另一番模样。那时
候，物质不如现在丰富，但每一场婚宴都有着浓浓
的人情味。人们为了筹备一场婚礼，往往要花费数
月甚至数年的时间，从自家的桌椅板凳搬到婚礼
现场，到邻里乡亲一起帮忙制作菜肴，每一个环节
都充满了质朴的情感。婚后夫妻二人携手走过风
雨，为了生活共同努力。

如今，在繁华的城市中，人们的思想如同那变

幻的霓虹灯般复杂多样。在农村，这种变化也如春
风吹过田野般蔓延开来，传统的生活模式受到了
前所未有的挑战。

然而，在这看似汹涌的变革浪潮中，刚子家的
这场婚宴却有着独特的坚守。它像是一座屹立在
时代风雨中的灯塔，闪耀着传统的光辉。每一份请
柬，都承载着对亲情、友情的珍视，那是一种将人
们联系在一起的纽带。宾客的到来，不仅是为了吃
一顿喜酒，更是为了参与一场情感的盛宴，是对传
统婚姻价值的认可。

宴席间，老人们的回忆如同一部部生动的老电
影在放映。他们讲起过去结婚时，没有华丽的婚
纱，没有豪华的车队，有的只是一身新衣和对彼此
的承诺。那时，一场婚宴是全村人的大事，大家齐
心协力，为新人送上最真挚的祝福。那种朴素的爱
情，在艰难岁月里生根发芽，绽放出绚丽的花朵。
年轻人听着这些故事，眼中有了不一样的光芒，他
们仿佛看到了爱情穿越时空的力量，感受到了婚
姻那份责任落在肩上。

刚子静静地看着这一切，心中五味杂陈。他深
知社会的变化无法阻挡，但他更明白，婚姻的本

质不应被遗忘。婚姻，是两颗心的契合，是两个灵
魂的相拥。它如同一条坚固的绳索，将两个家庭
紧紧系在一起，承载着无尽的爱、责任和对未来
的希望。每一场婚礼，都是在社会这片广袤土地
上播下的希望种子。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或
许有些种子会经历漫长的寒冬，或许有些会遭遇
狂风暴雨，但只要土壤还在，阳光还在，它们就有
破土而出的那一天。而孩子，就是那盛开在婚姻
之树上最灿烂的花朵，是爱的延续，是家庭传承
的希望之火，更是社会发展、国家繁荣的基石。

刚子希望他们在未来的日子里，无论遇到多大
的风浪，都能紧紧握住彼此的手。他们的婚姻能成
为抵御外界诱惑和困难的坚固堡垒，在社会变迁
的浪潮中稳如泰山。在这个婚姻观念多元化的时
代，刚子希望这样的婚宴能如同一盏明灯，照亮那
些对婚姻迷茫的人。

当夜幕如同黑色的绸缎轻轻覆盖，婚宴渐渐落
下帷幕。但这场婚宴所带来的意义，却如同一颗颗
璀璨的繁星，镶嵌在每一个参与者的心中。它加深
了人们对婚姻和家庭的理解，在如今，留下了温暖
而深刻的印记。

乡村正月
◎ 魏馨媛

乡村静卧在
正月的薄霜上

炊烟像初醒的梦
缠绕着老槐树的枝丫

红灯笼高挂在屋檐下
映照着门楣上的福字
喜鹊在高高的枝头
喳喳喊着吉祥话
为正月的乡村

添上一抹喜庆的红妆

田野间
麦苗摇曳着绿色的波浪

涌动着生机与希望
偶尔传来牛铃的叮当声

奏响春日的序曲

溪水潺潺地绕过青石桥
流淌着乡村的故事

河边的孩童
嬉戏的笑声洒满河滩

响彻正月的天空

乡村正月
是一幅流动的画作

用朴素的色彩
勾勒出春的模样

前不久，我的钱包弄丢了，银行卡和天
然气卡也一并失踪。寻找了几天，始终没
有找见，不得不重新补办各类证件。

春节前的一天下午，天空下着零星小
雨，我赶到天然气公司补办燃气卡。柜台
前的工作人员告诉我，需要填报申请以及
提供身份证复印件，我只好出门去找复印
店。雨忽然下大了，敲打着沿街商店的雨
棚和行道树。我忘记带雨具，对这一带又
不熟悉，只好硬着头皮，一边躲着雨一边
行走寻找。衣服已经淋湿了，我还没找到
复印店，躲在街边的屋檐下，纠结是继续
寻找还是放弃。恰好看见一家酒店开着
门，我想，酒店里会不会有复印机呢？我
带着试一试的心态走了进去。一位60多
岁的老人正在整理内务，个子不高，面目
慈祥。我向他说明自己的困难，外面雨下
大了，一时半会儿找不到复印店，又焦急
着去办天然气卡，能不能借酒店的设备
复印身份证。老人看着我头上、身上满是
雨水，就爽快地答应了。我把身份证递给
他，连声说谢谢。他说：“没事的，每个人
都可能遇到难处。”这时候，一位年轻的
女服务员进来了，他简单给她交代了几
句，又去忙酒店的其他事情。女服务员熟
练地复印了两份，微笑着把身份证和复
印件递给了我。那一刻，我心里暖暖的，
像坐在温暖的炉火边，尽管门外还飘着
冷冷的细雨。

返回天然气公司，我很快地补办了天
然气卡，但心里始终涌动着那份感动。这时

候，公交车刚好开过来了，我顺势登上车往
回赶。公交车驶出车站不久，车上的人并不
多，我选择了后面一个靠窗的位置坐下。随
着站点的增加，车上的乘客渐渐多起来了，
有人站在过道上。到了一个新站点，车门打
开的瞬间，我看见一个50多岁的女人拄着
两只拐杖，艰难地上了车。站稳后，她把两
只拐杖并在一起，腾出一只手用手机付款。

“乘车码已过期。”语言播报器发出声音。她
连续扫码了几次，依然无法付款。后面还有
几个乘客等着上车，她不得不收起手机，拄
着拐杖往里面走。一位乘客看见她艰难的
样子，赶紧把座位让给了她。坐下来后，她
不停地摆弄手机，似乎已恢复了乘车码。待
公交车在另一个站点停下的时候，她又起
身拄着拐杖，走到车头付款。“乘车码已过
期。”同样的语言提示。她愣在那里，不知道
如何是好。公交车师傅安慰她，下来再付
款。为了不阻碍上车的乘客，她怏怏不乐地
回到自己的座位。

看着她郁闷的样子，我请旁边的乘客
让我出去一趟。我快步走到车头，给师傅
说，我帮她付款，随即扫了乘车码。听见我
说给她付款，她连忙起身道谢，并说等一
会儿用微信转给我。我说不用不用，都是
一件小事。

寒冷的冬天，人心都是温暖的，都有一
片阳光照耀的影子。我用一件小事，回报
之前的善举，让冬日的雨天依然保持真诚
的温度。微小的细节可以累积人间的美
好，这是新年遇见的温馨时光。

在我老家那地方，如果说谁最在意春
天的到来，或者说谁是第一个真正感受春
天来临的人，我想，那非我的父亲莫属了。

父亲养蜂，由来已久，只是后来由于事
务繁忙，中途搁置了，但我知道，他并没有
真正地放弃，果然，在他退休之后，闲居边
远小镇，便又“重操旧业”，至今已有二十余
载。而每年到了清明前后，父亲便将采集的
蜂蜜储存起来，不忍变卖，倒是母亲心急，
总是偷偷地给我打电话，让我找人处理。好
在很多朋友都知道父亲在养蜂，而且从来
不涨价，非常认可这种绿色环保的天然食
品，总是争先恐后，每每抢购一空。

因为经常回到老家探望父母的缘
故，我与蜜蜂打交道的时候多了，自然而
然地喜欢上了这个“春天里的小精灵”。

“不论平地与山尖，无限风光尽被占。采
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唐代
诗人罗隐算是蜜蜂的知己吧，一语道破
了蜜蜂的勤劳与辛酸。明代诗人王锦也
算一个，多少理解蜜蜂的艰辛与不易：

“纷纷穿飞万花间，终生未得半日闲。世
人都夸蜜味好，釜底添薪有谁怜。”当然，
歌颂蜜蜂“劳动美”的诗词还有很多，但
在我看来，最有趣的还是唐代王驾的“雨

前初见花间蕊，雨后全无叶底花。蜂蝶纷
纷过墙去，却疑春色在邻家。”宋代姚勉
的“百花头上选群芳，收拾香腴入洞房。
但得蜜成甘众口，一身虽苦又何妨。”至
于宋代李纲的“秋风淅淅桂花香，花底山
蜂采掇忙。但得蜜成功用足，不辞辛苦与
君尝。”那是说的秋天的桂花糖而不是春
天的菜花蜜了。

春天百花盛开，蜜蜂最是忙碌，而遍地
金黄的油菜花色彩斑斓，花开烂漫，空气中
弥漫着甜甜的味道，淘气而又顽皮的小蜜
蜂在花朵间你追我赶，飞来绕去，貌似在跟
同伴捉迷藏。难怪父亲每次看到花朵，发现
蜜蜂，眼神总是那么充满柔情蜜意，脸上也
总是笑容坦荡，也许在他心底，早已把“玉
露为酒花为粮”的蜜蜂视作自己孩子了吧，
想要以自己的辛劳与付出，给我们“蜜成又
带百花香”般的甜蜜和知足。

因此，每当父亲把一瓶又一瓶的蜂蜜
送给我和两个弟弟，我的心里情不自禁地
发出感慨：这样的瓶子里与其说装着甜甜
的蜂蜜，倒不如说装着灿烂的春天，用不
着打开，我便感受到了爱——那无言的父
爱犹如凝固的蜜糖纯粹而洁白，浓缩了风
雨、沉淀了岁月、穿越了山海。一碗面传递的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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