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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则通，通则融，融则洽。中国人把一
年的头和尾弄到一块儿，把一年画成一个
圆圈儿，把春节过得独一无二，把精神和物
质调和勾兑成欢腾，用爆竹放飞心情，祝酒
举杯盛满企盼，批发出一拨又一拨的热闹，
最终又在春风中归于平静平和平常平淡。

我漫步在河堤上，听细雨打湿天空的
苍茫，看暖风吹走冬天的凄凉，桃红柳绿，
再现明媚，嫩芽吐新，灿烂着生命不息，天
地人一体同春。春风又绿江南岸，春风不
度玉门关，春风无限潇湘意，春风不解禁杨
花，春风得意马蹄疾——传诵千载的名句，
跳动着历史信息，醉了我的一颗心。

可我小时候最不耐烦春天，它不如夏
天，小河里掀螃蟹摸泥鳅；它不如秋天，上树
摘梨打枣够柿子；它不如冬天，火坡儿里烧
红薯炸玉米花儿。那时候饥饿，饥饿没有风
景，饥饿没有心情，饥饿没有话说，饥饿也说
不成话。后来长大成人，忙忙碌碌上学当兵
工作，春天总是一晃而过，春风留下的痕迹，
除去模糊还是模糊。再后来，因为娘是春天
走的，多少年我痛恨春天。再后来，时间淡
化轻松了一切，休闲让我从未有过的体味春
天，从春风里呼吸生命的营养。

我靠在长条椅上，想那春去春回的迢
迢行程。春天是春风吹来的。去去回回，
交通工具不是飞船不是火箭，不是火车不
是轮船。春风不烧油不烧炭，不用气不用
电，来无影去无踪，看不见摸不着，它改变
世界于无形，对接天地于无缝，它与人类
亲密接吻，谁能说得清楚，是春风爱人，还

是人爱春风。春眠不觉晓，吹面不寒杨柳
风，杨柳最知春风意，病树前头万木春。
我一次次被春风颠倒，一次次迷茫于春
风。昨天天还有点儿冷，今天可就谷雨
了，谷雨之后就是立夏。顿时，我害怕春
天走去，我想留驻春风。春风是有灵魂
的，有灵魂就有灵性，有灵性就有感情，有
感情就有留恋。

我爱看春风作画。春风作画，不用笔
不用手，绿就是绿红就是红，绿到迷人，红
到透心，黄到焦灼，色彩斑斓到极致，线条
勾勒得奇巧，奇巧中蕴藏着含蓄，遥看草色
近却无。春风是所有古今中外绘画大师的
大师，春风里的河虾，比齐白石的虾，腰弓
得更狠，车展模特露透瘦，比维纳斯的残缺
更残缺。我爱听春风弹唱，不加修饰的天
籁之音，弹胡笳十八，弹十面埋伏，弹春江
花月夜，悲欢离合，悲愤激昂，凄婉缠绵，或
宁静致远，或轰轰烈烈，所有的音乐元素它
都有，纯情纯净纯天然。风声，声情并茂，
里边有远古的摇摆，现代的流行，华阴老腔
酣畅淋漓，小苹果欢快愉悦。我听见春风
说，流行的一般是优秀的，传承的一定是不

朽的。春风告诉我，人们的爱是挑选，春风
的爱什么也不挑选。春风既让冬眠大灰熊
苏醒，也让蛰伏的小爬虫苏醒，既让草儿青
青牛马肥壮，也让狮子老虎们任意折腾，她
说生物链少了哪一环都不行。春风慈悲慈
爱慈祥慈善，纤巧的手，轻轻地抚摸绿叶，
甜甜的嘴，蜜蜜地亲吻小草，她舒展大人们
的心怀，她滋润孩子们的心灵，她吹落“贵
妇人”的腰间小袄，她吟诵满城春色宫墙
柳，她把爱的把柄紧握在手中。野火烧不
尽，春风吹又生，春风里有花为媒的多情，
春风里有桃红柳绿的浪漫，春风里有白娘
子的痴情，春风里有红娘子的乐于助人，春
风让人世活蹦乱跳，春风让自然风光无限，
让山川起伏艳之如笑。

我爱春风的任性。春风任性，释放正
能量，她让冰雪消融，让万物复苏。春风一
夜一夜刮，一天一天吹，这任性是勤劳，这
任性是执着，这任性是毅力。我爱春风的
真诚与坦荡，不拐弯抹角，不拍胸口说假
话，不会说好话是昧良心。春风不会老，但
其实已经老得没有人知道她的年龄，春风
老而体不弱，老而智不衰，老而童心可范。

春风不图回报，吹绿了世界，抽身而去，连
头也不回，把接力棒交给下一个季节。春
风吹百花香，让秋风品尝果实。春风有脾
气，开门刮关门停，关门不停到天明，不信
草木没有情。春风交天下朋友，与春雨最
为知心，春风温柔，春雨绵绵，润物无声。
姐妹俩不婚不嫁，一年年来到人间，撒幸福
种子，唱桃花春曲。四时春为首，春雨足，
染就一溪新绿，春色满园关不住，春宵一刻
值千金，春来草色一万里，春城无处不飞
花，春来江水绿如蓝——我想，被春风颠倒
的不止是我一个，而且是在一场又一场的
春梦中。

春风雕刻过往，春风塑造未来。我不
能不爱春天，我不能不爱春风。四十多年
前春风把我吹进了川大的校园，三十多年
前春风扶我攀上武当金顶看楚天云霄，二
十年前春风伴我苏州听夜半钟声。春天带
给我太多希望太多憧憬，留给我太多记忆
太多回忆，春风赠予我太多幸福太多欢
乐。回头看，我辜负春天和春风，蹉跎了流
金岁月。我的家在山里，我的根在山里，春
风里我又回到老家，带着蹉跎岁月的悔与
恨。青山依旧在，绿水还自流。我来到父
母长满青草的坟茔前，倾听春风对我述说，
心地只要坦荡如彼，便轻松便自然，有我而
无我，无我而有我，参天由大树，青草更知
春。我立刻释然，脑子里跳出杨万里，春禽
处处讲新声，细草欣欣贺嫩晴，曲折遍穿花
底路，莫令一步作虚行。今年春天，我在家
乡的春风里不能不开心。

高淮记

春去春回说春风

4月 23日是世界读书日。设立读书日
的目的是号召全社会人人读书，让图书成为
生活必需品，让读书成为人生一部分，简言
之就是倡导这样一种风气：读书好、读好书。

读书好几乎没有争议，即便不读书的
人也不否认读书的好处。读好书就有意见
分歧了，对好书的定义历来是众说纷纭，见
仁见智。依我管见，所谓好书，至少要具备
三点：具有思想性、艺术性、可读性；经得起
时间检验，能够传世；被评论家广泛认可，
拥有大量读者。若按这三个标准衡量，古
今中外那些经典书最为接近。人生如白驹
过隙，书籍却浩如烟海。为提高生命的知
识含量和学习效率，就一定要多读经典，
以便在有限时间获取更有价值知识。

什么是经典？经典就是各个知识领域
中那些具有典范性、权威性的经过历史选
择出来的经久不衰的传世之作，同时也是
最有价值的书，尤其是那些有重大原创性、
奠基性的著作。譬如《四书》《五经》《史
记》《唐诗三百首》《资治通鉴》及四大名著、
鲁迅作品等，是中国的历史文化经典；《荷
马史诗》《悲惨世界》《忏悔录》《战争与和
平》《资本论》《物种起源》等，是外国的历史
文化经典。

为什么要读经典？首先，读经典可以
广博见识。世界上的书籍浩如烟海，我们
就是穷毕生之力，也难以博览其万一，而读
经典就是一个捷径。因为经典是知识含量
最多、见地最高的著作，而众多其他书籍无
非都是对经典的诠释、延伸、重复、解读，所
以熟读一本经典比读一万本普通书籍都要
有价值。北宋丞相赵普就有一句名言“半
部论语治天下”。我们要想尽可能多地获
取权威的学识和见解，想做到学富五车才
高八斗，读经典肯定是事半功倍之举。

读经典还可以闻道明理。经典多是载
道说理之作，是那些历史文化巨人终生之
学的理性积淀。读经典，就如同与巨人当
面交流，接受教诲，如能多读勤思，勇于践
行，则会受用无穷。譬如，读《论语》《孟
子》，可悟出做人做事的章法，循规蹈矩，光

明磊落，以做坦荡君子；读《资治通鉴》，可
知治国安民的道理，以史为鉴，免蹈覆辙，
做一个有所作为的领导者；读《孙子兵法》，
可领会指挥打仗、行军布阵的规律，以卫国
护民，不辱使命，做一个合格军人；读《物种
起源》，可明白进化论的道理，知道人类从
何处来到何处去，我们就可以科学地生活，
保护生态环境，与自然和谐相处。

读经典可以提高素养。苏东坡有句名
言“腹有诗书气自华”，也就是说，书读多
了，特别是那些经典读多了，自然就会谈吐
高雅，趣味不凡。培根也说过：“读史使人
明智，读诗使人聪慧，演算使人精密，哲理
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有修养，逻辑修辞使
人善辩。总之，知识能塑造人的性格。”经
典也许并不直接解决现实问题，它关涉的
是内在的心智培育与精神世界的培养。那

么读点经典，深刻的知识和智慧会指引我
们识别美与丑、善与恶，使我们的生命变得
更有意义；读点经典，丰富的人生哲理会浇
灌和滋养我们的心灵，使我们变得更有涵
养、情趣；读点经典，充沛的浩然正气会教
会我们如何做人处世，不随波逐流，不自甘
堕落，做一个情操高尚的正人君子。

多读经典，于个人可以广见识、明事
理、受熏陶，善莫大焉；对社会而言，如果读
经典形成风气，则可教化民众，端正风气，
提高全民族精神文明素质，对于我们正在
打造的书香社会更是功德无量。

多读经典，开卷有益。

陈鲁民

多读经典 开卷有益

花，可食者甚多。但似槐
花那样，普遍受人喜欢且具有
鲜明的时令性的，少。

初 夏 甫 进 ，槐 花 哗 然 盛
开。白白净净，映目灿然，漫山
遍野，都流淌着甜蜜蜜的槐花
香。

山上的槐树，大多生长得
比较矮小，有些甚至是丛生的，
所以，上山采槐花的人会挎一
个竹筐，先用手将槐枝折弯，然
后一把一把地把槐花撸进竹筐
中。很快，一竹筐白亮亮的槐
花就山一样堆积起来，大有“苍
山负雪”之美感。

村中的槐树，生长得比较
高大很难够到，“折枝”而采，是
不可了。故而，采槐花要么得
攀爬到树上，要么就得在一根
长长的杆子上绑定一个铁钩，
然后，以铁钩钩住细小的槐枝，
用力一拉，槐枝应声而断，掉到
地上，捡拾即可

槐花，可以生食，所以采槐
花最具情味的还是边采边吃。
一把白白嫩嫩的槐花填入口
中，缓缓咀嚼，一股清甜的味
道，便在舌尖散溢开来，如晨光
熹微，如山泉清流。

如今想来，那简直不是在
吃槐花，而是在晴天丽日下，享
用初夏的明媚。

槐花采下后，通常是一部
分鲜食，一部分晒干备食。可
蒸可熬，蒸，是蒸“槐花糕”；熬，
是熬“槐花粥”。

槐花糕，是将槐花洗净，拌
入豆粉，或者面粉，搅拌均匀，
以一定的厚度摊放在竹箅子
上，上大铁锅，蒸熟即可。蒸熟
的槐花糕，刀切成块，举块而
食，糯、甜、香。槐花粥，则是将
槐花与面粉同熬，同样是用大
铁锅，燃柴草。熬熟的槐花粥，
滑、嫩、甜，一勺入口，晴光四
射，满口都是甜甜的味道。

然而，鲜槐花最好的吃法，
还是做成槐花饼。

将槐花洗净，同玉米面搅
拌在一起，加入少许水。和好
的槐花面，呈现散状，用手一
攥，成团。然后，将槐花团子放
到铁锅的边上，以手拍打，成饼
状，烧火蒸熟即可。蒸好的槐
花饼，黄里嵌白。两相映照，色
香诱人。蘸甜面酱食之，花香、
玉米香、酱香，融合到一起，风
味独特。

摊槐花饼，亦称煎槐花饼，
这是一种精致的吃法。是将槐
花洗净后打入鸡蛋，搅拌均匀；
再加入适量的盐和虾皮。放到
鏊子上，煎熟。如此做成的槐
花饼，绵甜清香，成一美味佳
肴。乡下人，忙完归家，就饼小
酌，一派萧逸之风。

如今，在一些饭馆里，作为
时鲜，也常常会出现这样的“鸡
蛋槐花饼”。

而我，每次食之，引发的则
常常是对往事的缕缕回忆，和
淡淡的乡愁……

路来森

又闻槐花香

故乡的老井坐落在村头路
口。

光溜溜的青石板为老井搭
起高高大大的井台子。台子的
旁边长着三棵大树，一搂粗的
那棵是柳树，合抱粗的两棵是
皂角树，三棵树的树冠连成了
一圈的长篷，让这里别有一番
天地。井口上架着一个铁辘
轳，一天到晚，铁辘轳会吱吱呀
呀地吟唱不停，它把故乡的生
活吟唱成一桶又一桶的甘泉、
一担又一担的歌谣。

那时的后夜，有时鸡还没
叫，井台上的铁辘轳就开始吱
吱呀呀地吟唱起来。这是忙天
的时候，那些起早的人们在挑
水喂牛，好让牲口赶早吃饱下
地去犁地耕地。

那时，我家房子的东山墙
正对着这口老井，山墙与井台
之间仅隔着一丈多宽的路面。
每当铁辘轳的吟唱划破夜空叫
醒我的耳朵时，我的想象就会
插上翅膀从炕头飞出屋顶再飘
落到夜色朦胧的井台上。此
时，井台上空星辰疏朗，四周还
回响着秋虫的寂唱，天边的那
一弯明月，似乎正对着这边的
井台微笑。此情此景很像是从
古书的海洋里飘逸而出的绝妙
故事，弥漫着纯粹的农耕诗意，
我不由得忽发奇想：故乡的老
井实在是诗意弥漫诗意流布的
一方泉眼。

街心住着一位老汉，冬闲
的时候总是起早贪黑地磨豆
腐、卖豆腐。夜深人静，当老汉
最后一次挑着水桶从街上一路
走过，那些嘤嘤嗡嗡的纺车会
从不同的院落里传出飘飘渺渺

的声音，不用说，村里还有比他
更 辛 勤 的 人 们 ，还 是 妇 道 人
家。不知不觉老汉的脚步就飞
扬起来。接着，井台上的声也
就成了乐耳乐心的共鸣。勤劳
人家听着这样的声音心里很舒
坦，很美妙，勤劳是庄户人的生
存之本呀！

大热天，乡亲们会坐在井
台的周边纳凉吃饭。地上，井
口冒着凉气浸润他们；天上，浓
密的枝叶荫护他们；空中，轻风
曼舞的柳丝怡悦他们，这里真
是洞天福地。饭场上，他们家
长里短，谈笑风生，老井让故乡
生活如在一幅画中。

故乡的老井水甜味美，煮
出的饭菜好吃养人，不仅自己
村 里 人 喜 欢 ，邻 村 的 人 也 喜
欢。从前，在闲天悠悠的日子
里，邻近的一个村子好多人都
竞相挑着大桶小桶，掂着瓦罐
竹筒前来打水挑水提水，有了
这口井，两个村的人感情格外
地好，格外地融洽。

随着时代的变迁，故乡的
人们早已都用上了自来水，那
口老井只能默默地休息了，一
任时光的流水将它飘摇成一方
废墟。好在村里时下出了一位
乡贤，在他的感召下，这口老井
不仅修旧如旧，供人缅怀，还在
井台一角立了块碑石，上面刻
道：祖先共饮一井水，世代永结
同乡情。

于是，在故乡的井台上，那
久违的铁辘轳声还会偶然响
起。它打捞的不再是一桶又一
桶的甘泉，一担又一担的歌谣，
而是对故土对祖先的敬畏与怀
念。

史岑

乡井

四月
在绿色的地毯上
伴着花仙们舞蹈

泛溢着青春的活力
抛掷着越来越多的温暖

呼唤的心声轻柔如柳絮
奔跑的热情狂悖似烈马

令人惊羡的年华
在一半晶莹一半混浊的眼里
可曾珍惜过

切莫忘记
切莫忘记
九月的期待呀
四月
我的四月

秋石

四月

歇 沈俊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