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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是一个春光明媚、生机勃勃的季
节，为了留下这个时节美好的回忆，一群年
轻人自发建立了一个党员志愿者微信群，
举行了一场不拘一格的“学雷锋、讲文明、
树新风”比赛。

在社区旧衣捐赠箱前，十几名志愿者
陆续投入带来的一袋袋衣服，每个人的脸
上都洋溢着春天般的笑容。在老年公寓
里，大学毕业没多久的两个年轻女孩很认
真地给老人剪指甲，其他志愿者争先恐后
地打扫卫生死角、拖地。

有两段志愿者和孩子一起献爱心的视

频很吸引人。一段是小女孩穿着红色的上
衣，挽起袖口，和爸爸一起擦桌子，一会儿
擦，一会儿跑到水管前洗抹布，忙得不亦乐
乎；一段是小女孩笑容可掬地拿着带来的
饼干送给一位老奶奶，女孩一只手拿着，一
只手拖着老奶奶的手，唯恐她拿不稳，在小
女孩甜甜的微笑感染下，老人家脸上露出
幸福的笑容。这个场景一下子让我想起很
多小时候学雷锋干过的“糗事”，从家里拿
五分钱交给老师，和同桌互换一下玩具谎
称是路上捡拾的。等慢慢长大了，看到身
边的人做着力所能及的好事，发现其实学
雷锋并不难。

爱心传递无界限。有一位刚从国外放
假回来的留学生，立即投入到一起行动的
志愿者活动中，他在微信中留言说：“我要
利用归国的假期好好补一补党课，用所学
的知识服务身边的人。”哲仔正在国外留学

读博士，经常参加同学们组织的义工活
动。当他看到微信群中发起“温暖别人，快
乐自己”的雷锋月主题活动时，尽管最近有
两个研究课题要赶着写论文，学习任务重，
但还是积极参加了当地社区组织的为流浪
乞讨人员捐赠衣服和食物的活动。

咱当兵的人是雷锋的战友。一位大哥
用力地扫起地上的沙子，照片中的他高高
的个头。他居住的家属院属于无主管庭
院，当过兵的他便自备扫帚和铁锨，放在楼
道内，每当看到院内脏乱的时候，就开始清
扫。小院的居民在他的带领下都积极参与
其中，环境逐渐得到改善。从 2009 年开始
献血，到目前已经累计献血4800毫升，他成
了微信群中的“献血冠军哥”，还光荣地成
为一名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者。他从2014
年开始捐献血小板，已经累计15次。

孩子们是爱心接力棒的传递者。一个

小女孩画的雷锋帽是浅绿色的，中间圆圈是
红色，五角星一不小心涂成了黄色，还有一
条红色的背带，像是在画雷锋叔叔背的枪，
旁边写着：学习雷锋。一个小男孩在给雷锋
的头像涂色，帽子是军绿色，其他的颜色还
没有涂。每一个孩子都画出了自己心中的
雷锋。这是一个女孩利用开办的绘画班，从
网上下载雷锋的事迹，讲给孩子们听，并教
他们用蜡笔描绘雷锋肖像。

帮老人过安检，带领他到相应的登机
口；在公交车上主动搀扶老人，让座；看望
88 岁的孤寡老人，送去大米、油等生活用
品，帮老人劈柴；向献血哥学习，积极主动
献血……

一条条微信，一幅幅照片，一段段视
频，上交了一份份不同版本的雷锋月活动
答卷。只是这张卷子永远不会做完，因为
爱会永远延续。

雷锋月的答卷
○邱利刚

窈窕抑或丰满，相偎抑或
牵手。心仪很久了，但从未如
此近距离地接触。凝视着你，
我的呼吸变得急促。

青如天，面如玉，蝉翼纹，
晨星稀……

此刻，你绝美的身姿，珠辉
玉丽，勾魂摄魄，我的目光迷离
惝恍于这咫尺之距。

我情不自禁地抚摸你凝脂
的体肤，一种酥油般的感觉，
正在我体内蔓延渗透。我不
敢相信，生于山野，长于民间，
你何以成为璀璨，走入闭锁的
深宫。

透过历史的烟云，我分明
看见蟒川坡上官窑列列，清凉
寺南台地边淡香缕缕。汝水两
岸，风生火起。

雨过天晴云破处。一场突

发的血雨腥风，将宋主之梦撞
为齑粉，将美轮美奂击成一地
碎片。北望江山，狼烟四起。
孤独而失去家园的你从此流落
街头，销声匿迹。

风蚀雨侵逾千年，振兴民族
文化遗产的旗帜于汝水之畔猎
猎飘扬。放下麦镰的汉子们，重
拾起历史传承的责任和信心。
一千多个日夜，汗水和智慧塑造
的艺术瑰宝，踏入富丽堂皇的人
民大会堂，又一次成为世人瞩目
的明珠。

润如肤，堆如脂，似玉非
玉。水与泥的交融，泥与火的
爱情，在这一刻定格为永恒。

那个秋天的暮夜，我虔诚
地拥揽着你迷魂的腰身，喃喃
呓语，游梦在清明上河园花繁
灯影的烟尘里。

源

伏牛山系神州间，刘氏累公宝山眠。
万千嫡裔情犹在，四海之内皆一源。

情

天下刘氏归故里，昭平湖畔寻根底。
累公造氏源缘在，血浓于水融一体。

祭

三拜九叩谢先魂，荫呵后裔万千人。
岁月沧桑走天下，融融宗亲一家门。

炉火上茶水的热气
氤氲成一首诗
东风 唤醒了老树
奔突而出的新芽
透露一个季节的秘密

一场杏花春雨
湿了大地的眼眸
一簇青草
与牛羊对话
返青的麦苗
向残雪做最后告别

母亲翻出瓦罐里珍藏的
豆角的种子
苋菜的种子
丝瓜的种子
还有向日葵的种子
父亲一声吆喝
犁铧掀起一地金黄
空气中弥散着泥土的醇香

一只狗在叫
另一只狗也在叫
这个世界就这样
撒了欢地绽放
清脆的鸟鸣
遍地的花香
装饰荒凉的心窗
暖洋洋的

冬天外出，我总是喜欢往树上看，此时
的树绿意全无，花喜鹊的窝则格外显眼。
我的目光当然是探寻那些分布在枝杈间的
鸟窝，那是花喜鹊们的家。看到花喜鹊们
饱满润亮的身影从窝里飞进飞出，或停留
在枝头叽叽喳喳地说话，或成群结队在干
枯的草地上觅食，我就心生感动。在天寒
地冻、百草不生、花虫遁迹的季节里，花喜
鹊无疑是一抹亮丽的风景。

花喜鹊是一种喜鸟、吉祥鸟。为什么
它的名字里会带个喜字，就是自古以来人
们认为它能给人带来喜讯。早上起来，花
喜鹊在院墙上喳喳一叫，娘就会说要来客
了。娘的话多有应验，我也就信了花喜鹊
是信使的说法。可花喜鹊是怎么知道我舅
我姨我姑是我们家亲戚的？哪个亲戚要动
身，花喜鹊是看到了吗？小时候我总是缠
着娘问这些天真的问题。娘可能也没有答
案，问烦了，她会从灶间的灰堆里扒出一个
烧红薯，我手捧热红薯就从她身边跑开，一
口气跑到大街上找小伙伴们玩去了。

花喜鹊的窝建在各种树上，它更喜欢
把家安在村庄周围的树上。如果哪家院里
有一棵大树，比如泡桐、槐树、楸树、白椿树
等，花喜鹊必定去树上搭窝。自家院里有
窝花喜鹊，这家人就格外喜欢。农家人从
院门里进进出出，花喜鹊从树上的窝里进
进出出，各忙各的事，虽然互不交流，但农
家人早把这窝里的花喜鹊当成一家人了。
春夏秋三个季节里，花喜鹊很少落地，它们
忙于搭窝孕育子女，忙于到田间捉虫。冬

天，它们则经常在院子里徘徊，有时会在院
里停留很久，或踱着步，或蹦蹦跳跳，并没有
展翅的样子。心细的农家妇女知道花喜鹊
寻觅不来吃的了，便把喂鸡的玉米粒换成麦
粒或谷子，抓一把撒向鸡群的后面，花喜鹊
紧趋几步过来啄食。鸡们也来争抢，农妇另
一只手里的玉米粒顺手就丢在了脚下，鸡们
马上回过头来。花喜鹊飞到院墙上，喳喳叫
了两声，像是打饱嗝，更像是表谢意。

与喜鹊相反的是老鸹，学名乌鸦，这是
农家人不怎么喜欢的鸟。常有“乌鸦叫，灾
祸到”的俗语，人们认为乌鸦不祥，可能是跟
它纯黑的羽毛、难听的叫声以及吃腐败的动
物肉有关。老鸹可能知道人们不喜欢它们，
很少到村里去，常把窝搭在山里或是离村子
很远的大树上。有个别不识相的乌鸦见喜
鹊趾高气扬地出入村庄，也跟着混进村，甚
至还想在农家院里的树上也搭个窝，可还
没搭几根棍，就被这家主人拿长竹竿戳了
下来。有的刚落到院墙上叫两声，就被人
轰走，还在地上呸呸吐上两口吐沫，以示去
掉晦气。

花喜鹊是鸟类之中优秀的建筑大师，它
的家也是别具一格。麻雀的窝安在瓦房的屋
檐下、墙缝里、树洞里，许多鸟的窝安在草丛
里，而花喜鹊的窝却搭在高高的树上，张扬大
气，连人类想看一眼也必须是仰视的目光。

每年的十一月份，喜鹊就开始衔枝搭
窝了，大概需要两个月时间，一个卵形的窝
就初步成形了。但要内部装修完善，还要
用两个月时间。我曾在一棵树旁站了许
久，看一只喜鹊一趟又一趟往返于树上和
树下，衔来一根又一根枯枝，树上还有一只
喜鹊，接过枯枝搭在窝上。有时树上这只
喜鹊还会把刚放下的树棍叼起来再摆放。
我想来回衔枝的一定是公喜鹊，衔枝是重
体力活儿，它不会让心爱的伴侣去下苦
力。我观察的个把小时里，这只喜鹊已奔
波了十来趟，一天下来它要飞几十趟，那么
建成一个家需要上千根树枝，喜鹊的劳动
强度大得令人惊叹。喜鹊的家看起来粗
糙，内部却很精细。最外面由铅笔粗细的
槐、杨、柳等各种树木的枯枝叠加而成，编
搭非常牢固，如果想从中间抽出一根就很

难，再大的风也奈何不得。小时候上树掏
过喜鹊蛋，见过喜鹊窝的具体构造，里面有
一些垂柳细条、草秧一类的东西，喜鹊把它
们盘旋起来垫在筐形鸟窝的下部，然后再
在上面铺上毛发、芦花、棉絮之类，简直就是
一个弹簧床。喜鹊窝有没有顶棚呢？这个
我一直不确定。为此我还查过资料，唐朝有
一本《酉阳杂俎》说：“鹊巢中必有梁，崔圆相
公妻与姐妹戏于后园，见二鹊构巢，共衔一木
如笔管，长尺余，安巢中……”文中意思是在
窝上搭一横梁支撑，然后在上面搭顶棚，用
来遮风避雨。我小时候上树看到的窝应当
是没有顶棚的，可我又观察了许多喜鹊的
窝，发现有两层、三层，甚至四层的，就像一
座楼房，顶层的不敢下结论，下面的自然都
是有棚的，因为是“楼房”嘛。在农村我又走
访一些老人，但没有一个人给我肯定的答
案。以我在树下的观察和判断是：有的窝
有棚，多数没有。

不管有棚没棚，喜鹊能搭出这样的窝
已经是很智慧的鸟了。它们喜欢群居，往
往一棵大树上会有好几个窝。一片林子
里，相邻的几棵树上会连着都有窝。喜鹊
这样搭窝或是建“楼房”也许是一个家族聚
居在一起。喜鹊是温顺的鸟，时常会有杜
鹃、斑鸠侵占它的窝，不是有“鸠占鹊巢”这
个成语吗？喜鹊有时会不辞劳苦同时在一
个地方搭两个窝，这样即使被恶鸟占去一
个，自己还有一个，真是一种宽容有胸怀的
鸟啊。花喜鹊还是一个有责任心不花心的
鸟，你看它们总是出双入对，不弃不离。

我关于味道的记忆是从大
圆桌开始的。大圆桌其实只是
一张桌面，厚实的木头，刷了层
白漆，又被岁月的油渍浸染，更
加明晃晃的。每当三代同堂吃
饭的日子，圆桌便架在普通桌
子的上面，吃饭的面积立刻扩
大了不少，摆得下涮羊肉的锅
子，觥筹交错也在七碗八碟之
上开始了。

喝豆浆小米粥长大的孩子
总是没有喝牛奶的习惯，童年
的口味贯穿一生。我家有每晚
喝粥的习惯，当外公把大圆桌
搬出来时，我和两个妹妹就抱
着小板凳眼巴巴地跟在后面，
三双溜圆的眼睛盯着桌面，桌
面被火烧云映得橙黄，还带点
通红。外婆一边吆喝着拿碗
筷，一边端着大盘小碟走来，热
气中的外婆却不带油烟味，吃
的盛的也自有她的讲究。吃香
菇牛肉包子是要配绿豆汤的，
还有腌制的辣白菜和萝卜条，
八宝粥搭上咸的葱油饼，喝皮
蛋瘦肉粥就来个红糖糍粑，偶
尔吃螃蟹，就烫干丝再码个松
花蛋，还允许我和妹妹们喝些
黄酒，小脸红红的也醉在夕阳
里了。在麦穗抽条的年纪，我
们姐妹仨却从“江米条”吃成了

“小麻团”。
大圆桌上还有不少规矩，

外公没动筷的菜小辈不能动；
喝粥吃面烫就吹凉，不可此起
彼伏吸溜声不断；桌上太远的
菜会一式两份摆在两边，不能
把筷子伸得老长去夹菜。每个
人的碗的青花纹也不同，只是
外婆在给我们“三朵金花”买碗
时花了眼，以为碗边上印了狗
呀虎呀不同属相，结果回家一
看，每个碗上都印了三只动物，
买的时候却只看到了一面，好
在我和妹妹毫不在意是谁用了
谁的碗。奇怪的是，这些规矩
只用来约束小孩子，舅舅小姨
从不须遵守“食不言”之类的规
矩，但他们小时候倒也是如我
们一般养成了习惯。

若以我的年龄来计算时
间，二十年来，搬过房子换过家
具，大圆桌还一直忠心耿耿地
立在厨房里，可它也老了，和新
式的家具显得格格不入，只在
包饺子滚汤圆的时候用上一
用。逢年节，外婆想用它放要
炸的馓子麻叶、莲夹酥肉，舅舅
会说多麻烦，不如买来吃。那
密实的木头对于外公也沉重
了，他每搬一次腰就又弯上一
分。我和妹妹们的相聚不是在
饭店就是在会所，接到外婆的
电话，第一句总是：“今天回来
吃饭吧？”而我会以各种聚会搪
塞过去。想来那些聚会有什么
要紧，无非是不够新鲜的食材
加上流水线操作，哪比得上百
合莲子粥的味道？

那是清甜的味道，夕阳的
味道，也是时光的味道，深情的
味道。在忘却的记忆中慢慢发
酵，回味起来又千杯不醉。被
外婆娇惯的胃，在外吃得再好，
回家也想喝碗薏仁粥，总觉得
红酒涩白酒辣，从小喝的黄酒，
没 有 热 辣 的 烈 性 ，绵 长 又 温
润。吃饭是头等重要的大事，
在大圆桌上，每个家的辛酸都
暂时不语，喜乐反复重播。这
桌子还要用多久呢？饭吃多
久，桌子就要用上多久吧。

“赏中华诗词、寻文化基因、品生活之
美”，继《中国汉字听写大会》《中国成语大
会》《中国谜语大会》之后，《中国诗词大会》
近日在央视播出。《中国诗词大会》的选手
不分年龄、国籍，是一档全民参与的诗词节
目。节目通过对诗词知识的比拼及赏析，

带动人们重温那些曾经学过的古诗词，分
享诗词之美、感受诗词之趣，从古人的智慧
和情怀中汲取营养、涵养心灵。

这几个“大会”节目质量很高，内容包
含了中国的古典文化、传统文化，观众在观
看节目时，扩大了知识面，会更加喜爱中国
文化，其中满满的正能量也令人受益匪
浅。笔者自认为是一个有一定文字功底的

“文化人”，可每次坐在电视机前与选手“共
答”时，十有八九会出错，甚至有些汉字、成
语、谜语、诗词根本就没见过、没听过。而
选手们却是信手拈来、对答如流。观赏选
手们精彩的表演、紧张的抢答，他们的机智
和知识面令人佩服。嘉宾的点评更是深入
浅出、娓娓道来、妙语连珠，在他们面前，笔
者成了“小学生”。

在电视节目不断充斥着“颜值”“小鲜
肉”的当下，这几个“大会”开得正是时候，
吸引了更多的观众崇尚知识、回归自我。
当前一些年轻人，与其把大把的时间花费
在打游戏、玩手机、参加朋友聚会上，不如
多观赏几次这样的“大会”，增长知识、充实
自我。

文字是需要敬畏的。文字是有生命
的，它是我们的祖先在对事物、对生活、对
自然、对人生的感悟中创造的，历经一代又

一代人的思考，历经千百年的整合、锻造、
打磨、重生，才以一种全新的面孔呈现在我
们面前。无论经历多少朝代，无论走过多
少风雨，无论经过怎样的境遇，它一直都波
澜不惊地行走在历史长河里，默默地记录
着、收集着、引导着、包容着。

每一个字，都属于自然，都浸润着大自
然的灵气，通过一个意向，在空灵和玄妙的
境地里生化出来。我们敬畏天地、敬畏自
然，是我们看到了天地的辽阔、自然的神
秘，我们感到了自己的渺小和浅薄；我们敬
畏文字，是我们在文字里看到了自己的卑
微和无知。

文字是圣洁的，是博大的，即使我们穷
尽一生，学到的也只是冰山一角。我们应
该诚惶诚恐，努力地去进入文字世界，让其
智慧的光芒照亮内心。只有读懂了文字，
才会感受到立体的文字在我们心中活起
来、动起来，才会用最虔诚的方式来表达内
心的感动。

存一颗敬畏文字的心，让心和文字相
通，和思想交融，和灵魂碰撞；存一颗敬畏
文字的心，时时反省自己，让心变得平静，
在尘世纷扰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和方
向。敬畏文字，会让我们变得纯净而高贵，
知性而优雅。

写给汝瓷
○王留强

“食”光
○时嘉艺

花喜鹊的家
○张振营

敬
畏
文
字

敬
畏
文
字

○
张
军
停

拜谒刘累墓有感
○刘国标

这个暖暖的季节
○李人庆

春之吻 潘正光 摄

报春 古国凡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