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文艺副刊2023年3月5日 星期日

副刊部主办 组版：李牧 责编：李牧 校对：孟柯妤 电子信箱：llrbfk@163.com

韦
森
兴

韦
森
兴

摄摄

夕
阳
滩
上
立
徘
徊

夕
阳
滩
上
立
徘
徊
，，

红
蓼
风
前
雪
翅
开

红
蓼
风
前
雪
翅
开
。。

◇诗词坊

◇随笔

◇美文

禹门河的春天
□ 王春雷

侯赢
□ 李牧

◇小说轩·信陵君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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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中燕归来
□ 周衍会

◇流金岁月

“雨水”一过，女儿便吵着要出去春游，

我说花未艳，草未绿，早晚还有寒意，现在

出去能有什么乐趣。

去寻找春天啊！——女儿的话让我陡

然一愣，无言以对。

周末，天气晴好，我决定驱车郊外，陪

女儿寻找春天。

都市的繁华，麻木了人的触觉，对时令的

感知是不那么灵敏的，而郊外的草木是守时

的，是毫不遮掩的……这里是寻春的绝好去

处。

事实的确如此，从踏入郊外的那一刻，

我就发现，这里到处藏着春天到来的彩蛋，

在每一瞥间，都提醒着新一年的生机已经

呼之欲出；鲜明的绿早已打破过往冬日的

沉寂，以最直观的方式，提醒每一个与之相

遇的游人，春天已经来啦。

郊外的花木虽多是睡眼惺忪，但有的

已从枝头冒出“小脑袋”，有的正在“伸懒

腰”，也有急性子的，忍不住把“窈窕身姿”

尽情舒展……挡不住的生机活力，在淡淡

的绿意召唤下，已经忍不住开始书写新一

年的脉络；小草虽不说话，却悄悄地把大地

铺满，无需用手去触摸，也能觉察到一季的

柔软、厚实、蓬勃，诱惑着我或坐、或卧、或

躺的与之亲密接触。

湖边的树，在冬日里是不大被注意的，

因为过于清瘦，过于单薄，直到细长的嫩枝

在某一刻突然冒出，继而奋力地长啊长，慢

慢变得挺拔、粗壮，然后再用叶片与花朵装

饰自己，明亮季节——它的生长才会令人

有久别重逢的惊喜，也让人似乎找到了时

光的痕迹。其实不必刻意记住每一段时

光，就像不必记下每一棵树的名字，只需把

那一刻的生长刻在心间就好。

早樱红陌上，垂柳绿湖边。循着湖边

漫步，不管是问柳，还是探梅，都抵不住一

场樱花雨来得浪漫。樱花，是一场盛事；赏

樱，是一桩约定。怒放的樱花，像怒放的幸

福，是我们和春天最完美的邂逅——这种

绚烂的花儿，是春风带来的画龙点睛，满足

着一切美好的想象，是多少人心中春天的

模样。

但春还不够深，大多樱花还在酝酿着

一个斑斓的梦，可相比于绚烂，有的人则更

喜欢含蓄，因为含苞待放，是一种状态，更

是一种期待。毕竟，静静地等花开，让时间

慢下来，正是我们一同为生活“心花怒放”。

春，从未辜负对季节的承诺。相比于

人类对春的迟钝，动物则要灵敏许多，正所

谓“春江水暖鸭先知”。大批的鸟儿，仿佛

是收到春天的讯号，迫不及待的舒展双翅

在湖面肆意驰骋，继而乘着和煦的春风直

上高空——或许，鸟儿并不知道，他们每次

振翅，都是春日里的一次心跳。

于是，湖水在热烈的“心跳”中醒来，向

刚刚到来的春天伸出好奇的触手，捕捉暖

树早莺，啄泥新燕，浅草乱花。可谁知，轻

轻的触碰，春意就被融化成一滴绿色墨水，

在湖里晕染开来，慢慢地，这里的万物都会

被春染绿，最终融汇成一幅春和景明、鸟语

花香图。

春日潋滟，草长莺飞，游人如织，待我

们攀登至山之巅，万卷河山尽收眼底——

果真又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春天。女儿露出

了满意的笑容。

这时，几个戴着红领巾的少年从春的

那边飞驰而来，他们沐浴在明媚的春光下，

谈天说地，青春飞扬，迎着温暖自由的风，

向着春天和远方跑去。

我想，他们和我女儿一样，都寻到了美

好的春天……

一

在酒乡杏花村

一聊杏花 人就醉了

一聊清明 人就醉了

一聊八槐街 人就醉了

一聊古井亭 人就醉了

二

是一滴水 一颗高粱

酿造出汾酒的传奇

一行清明诗

一盏老白汾

都是天地的造化

都是先人的灵魂

三

能被汾酒放倒的

才算是英雄

唐朝杜樊川就被放倒了

才吐出一曲千古绝唱

和身后的十里酒城

唯其杏花美酒的荣耀

才是酒乡人的命与自尊

儿时春天的天空，总是被一只只燕子

灵巧的身影占据着。那美丽的精灵仿佛一

把把剪刀，剪破了灰蒙蒙的天幕，漫天春光

便从四面八方破空而来。

彼时，农村房屋简陋低矮，正屋裸露的

檀条便成为燕子垒窝的绝佳地点。燕子窝

通常呈半圆形，像一只扁平状的土碗。大人

们干活去了，我一个人在家，玩累了，坐在小

板凳上休息。周围静悄悄的，煦暖的阳光斜

射进来，打在我的身上，让人昏昏欲睡。

就在这时，一道黑色的影子，挟着几缕

旖旎春光，从屋外飞掠而进，接着头顶的窝

里就伸出几张黄黄的小嘴，喳喳叫着，仿佛

要从窝里蹿出来……不久，母亲也下地回

家了，我扑进她的怀里，就像那些小燕见到

大燕归来一样。

母亲为方便燕子出入，将屋门上方的

窗格打开。透过窗户，可看到院子里有棵

高大的梧桐树，阔大的叶子撑起一团绿荫，

南 墙 角 有 三 棵 刚 长 成 的 榆 树 ，亭 亭 玉 立

……唯一让我不爽的是，小燕子吃的多，拉

的也多，且直接排泄在正屋的地面上，母亲

天天都得打扫。

一天，不知为了什么，我找了根竹杆，要

打那些讨厌的小燕子。母亲看到了，说：“你

这孩子，怎么能伤害小燕子呢？这燕子是益

鸟，天天到地里捉害虫，我们要爱护它们

啊！”母亲刚从地里回来，脸上带着汗水和灰

尘，她坐在小板凳上，摸着我红通通的小脸

蛋，说：“妈教你唱支歌吧。”她清清嗓子，轻

声哼唱：“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到这里

……”母亲唱一句，我跟唱一句，母亲微笑

着，轻摇着头，脑后一条长长的辫子，也跟着

晃动。那是母亲教我的第一首歌，也是我童

年最美的记忆：春天，阳光，燕子，母亲，绿

树，红花，构成了一个色彩斑斓的世界。

另一幅难忘的画面，是小学课本上的

一张插图：蓝天下，春光明媚，一泓碧水，几

棵婀娜多姿的柳树，垂下千百条绿丝绦。

绿草悠悠，点缀着星星点点的野花，远处一

枝怒放的桃花。画面中间，是二三只燕子，

漆黑的身子，白腹一点，长长的燕尾，正迎

风飞翔，动感十足……当时，我们班租住在

一所农舍里上课，三间正屋，梁柱间竟也有

一个塌掉一半的燕子窝。

一个周一的早晨，我们一进教室，惊奇

地发现高高的梁柱间有燕子在垒新巢，地

面上有斑斑点点的泥迹……那个春天里，

我们在教室里上课，头顶上的几只乳燕也

跟着一起成长。院子里有一株桃花，开得

一片繁盛，隔壁的墙角有一棵石榴，阔大的

树冠高过了墙头，到了五月，便有火红的花

朵映红了我们的眼睛。此时，小燕子也出

窝了，有时就停在墙头，跳来跳去，对着一

树繁花品头论足……可惜的是，暑假开学，

我们搬回了学校，那座房子也空了下来。

我很想知道，那窝陪伴我们走过整个春天

的燕子们，后来怎样了呢？第二年春天，当

它们从遥远的南方回来，还会重回旧巢吗？

如今，蜗居在钢筋水泥的丛林中，远离

了纯真童年，远离了浸染着梦幻色彩的蓝

天白云，桃红柳绿，那些精灵般翩翩翔舞的

可爱燕子们，只能在梦中相见了……

唉～嗨～呦～

清粼粼的文峪河

没拐个弯

她在讲她在唱

唱一曲

胶泥地的儿女直心肠

守着胶泥地

有粮心不慌

友人说

去石壁寺走走吧

寺院里的雪还在

空气纯净

我摇了摇头

山路清冷

行程总是无言

孤独

是唯一的通行证

循着一条河流回溯

出发时的梦，依稀

荒芜的原野又在悄然返青

葳蕤，是春天的约会

眼前，一汪清泉

漫过泥泞，滤净尘埃

荡着自己的旋律，一路浅唱

走向辽阔的大海

信陵君含着金钥匙，一出生便荣华富贵，当今魏王是自己的同父

异母哥哥，感情好得很。信陵君原本信心百倍，觉得凭自己的才干和

功绩，出来做一下这个魏国相，替魏王分分忧那还不是绰绰有余！不

料，他的锋芒太过锋利，他的势力又过于强大，这一切，却让魏王感到

深深的不安。做臣子的，让国君感到不安，本身就是一件非常危险的

事情。一般情况下，国君感到不安，只有除掉臣子，才能吃好饭、睡好

觉。大部分国君都是这样做的。

然而，魏王和信陵君有点特别，两人在孩提时代，就形影不离，是

有真感情的。而且，信陵君的人品是真好，魏王对这一点深信不疑。

当然，最重要的是，信陵君的私人势力过于强大，那三四千的门客的

力量，无论谁做魏王，在想对付信陵君之前，都需要非常认真地考虑

考虑。总之，魏王虽感不安，但也并没有想要剪除信陵君的念头。只

是，拜信陵君为相一事，就无限期地搁置起来了。

实际上，赵王出猎那件事情过去没多久，信陵君终于想明白了其

中的道理。他倒也不怪魏王，因为即便是自己，身处魏王的位置，也

只能这么做。要怪，只能怪自己太过张扬，不懂得收敛。于是，信陵

君断了做相国的念想，开始悠悠闲闲地做他的富贵王爷，时不时陪魏

王聊天下棋、宴饮围猎，借着与魏王在一起的机会，把自己的日常行

动，事无巨细都与魏王闲聊一番。这样一来，魏王大为放心，与信陵

君的关系愈发密切起来。

信陵君待人仁义豪爽，但也总有人看他不爽。常常有人自以为

抓住了他的把柄，找机会跑到魏王面前，藏藏掖掖地打小报告。结

果，魏王听完，总是哈哈大笑，道：“你说的这些事情，信陵君早就和我

说过了，我是同意了的。”逐渐地，再没有人做这等无趣之事了。

信陵君无官一身轻，自然也没有什么公务需要他处置，过剩的精力

就都用来收罗人才。靠他吃饭的人有三千余人，这笔开销甚是庞大。

但信陵君有的是钱，不怕花钱。他就怕别人说，某地有个贤才，没有领你

的薪水，不在你的麾下。这样显得他没有识人之明。因此，在魏国，但凡

有点名气的人，信陵君都要亲自见一见，招徕为自己的门客。

这天，一位朋友在与信陵君聊天时，忽然想起一人，便道：“公子，

您的胸怀像大海一样深，您的名望像高山一样巍峨。您坐镇在大梁

城，无需高呼，天下英雄就已闻名而至，云集麾下。不过，在这大梁城

中，却有位大才，始终冷眼旁观，不愿意投奔。”

信陵君听朋友这么一说，连忙施礼道：“大梁城中，尚有如此人

物，我不知道是我的错。请先生细细道来。”

朋友道：“此人名叫侯赢，年轻的时候，是有名的游侠和策士，四

十多年前，在列国间提起侯赢，称得上如雷贯耳。如今他已 70 多岁，

早就退隐江湖。公子没有听说过他，并不奇怪。”

信陵君听朋友这么一说，心头火热，当下就请教侯赢现状如何。

朋友道：“侯赢虽已年迈，却也越发老练。他不肯趋炎附势，不与达官

贵人交往，一直在大梁城的东门，在看门呢！”

信陵君听了，连忙道：“这样的人在看门，实在是浪费！劳烦您去

请侯赢先生来，我一定奉他为上宾。”

朋友哈哈大笑道：“这位侯赢先生，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请

来的。只怕公子亲自前往，他也未必肯见呢！”

信陵君面色一红，道：“惭愧，惭愧，是我失言。我明天亲自去拜

见他。”

第二天一大早，信陵君梳洗打扮，衣冠楚楚，带了三辆车，准备好

礼物，十几名随从跟着，前往东门拜访侯赢。车驾快到东门，远远就

望见一老头，靠着城墙在晒太阳。这老头衣着蔽旧，须发皓白，双目

半闭。信陵君远远望着这老头，随着车驾的接近，他越来越感受到这

老头身上弥漫着一股说不出的冷冽之气，他面色也愈发凝重。

车驾离东门还有一百多步，信陵君下令停车，自己跳下车，徒步

前往，躬身行礼，道：“请问，侯赢先生住在这里吗？”

老头听了，睁开眼睛，瞥了信陵君一眼，随口道：“我就是侯赢，您

是哪位？”

信陵君恭恭敬敬，道：“先生，在下魏无忌。”

侯赢并不还礼，懒洋洋地道：“我在这里看门很多年了，公子常常

出入，我岂能不知晓！请问，公子来这做什么呢？”

“我来拜访先生！”

侯赢道：“我一个看门的糟老头子，哪里值得让公子前来拜访！”

侯赢的口气非常冷淡，信陵君却也不生气，他一边示意随从将礼

物抬上来，一边对侯赢道：“先生大才，隐居于此。我与先生同处一

城，这么久的时间，居然不知道，实在是我的过错！请先生谅解！”

侯赢见信陵君如此恭敬，不由地收起了傲慢之态，立起身，对信

陵君道：“公子爱士之名，名扬天下，我岂能不知。只是，我年轻的时

候，还算能用。现在，老啦，不堪为公子驱使了。公子请回吧。”

没有谈了几句话，侯赢就开始送客了。信陵君也不接话，指着随从

们手中捧着的黄金玉帛，对侯赢道：“初次拜访，一点薄礼，不成敬意！”

侯赢断然拒绝，道：“免了免了，无功不受禄。这些东西，于我无

用，还请公子拿回去。”

信陵君劝道：“先生，这不过是我的一点心意，没有别的意思，还

请先生笑纳。”

侯赢变色道：“我要想发财，早就发了，何必等到现在？何必在这

里看城门？公子您请回吧，不要耽误我晒太阳。”

说完，侯赢再也不理信陵君，继续袖着手，靠着城墙，眯上眼睛，

继续感觉阳光的温暖了。

信陵君见状，也不生气，他温言道：“既然如此，我也不敢强迫先

生。那我就先回去了，过几天，我再来拜访先生。”

说完，他对着侯赢长揖及地，告辞而去。

侯赢眯着眼睛一直望着信陵君的车队走远，微微点头，若有所

思，渐渐地，脸上浮现出一丝笑意。

二月的风吹过吕梁山的时候，禹门河的春天

已经悄悄地尾随而至了。

不过，初始时节，禹门河的春天根本没有存在

感，它就像没人照料的孩子自己悄悄生长一样，是静

悄悄的，在人们不知觉间悄然而至的。在惊蛰之前，

人们是感受不到春天的，衣裳依旧是冬天的衣裳，心

态也依旧是冬天的心态，紧张忙碌的生活让人们更

加忽略了季节的变换；气候总是“风云突变”，天气阴

沉直至下起漫天大雪的时候，人们觉得冬天还没有

出走的迹象，春天还在遥远的中条山之南。

但变化还是有的，只不过元春后的人事繁忙

使人们无心关注这种变化。其实稍加用心，人们

就会发现，虽然天气骤冷，虽然有时漫天皆白，飘

飘洒洒地下起了雪，但是河畔的杨树林里，雾岚已

经没有了，龙宫斗宝一样的玉树琼枝也没有了；挂

在树枝上的雪，蓬蓬松松的，太阳一出来很快就融

化了；阳光也不像冬日那么生冷，有温度而充满亲

和力；而且上午下雪，下午马上就是艳阳高照，连

一个安静的雪霁时段都没有，——古西河的孟春

天气，一日三阴晴，富于变化而多姿多彩。而那种

雪后漫步静静赏雪，寻找《红楼梦》里“玉带林中

挂，金钗雪里埋”和“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意境

的恬静、欣喜与美好，似乎是腊月隆冬的专属。过

了春节，大美西河的节气也在律动，雪景只是暂

挂，赏雪的从容，这个时候便已经不再拥有了。

所以禹门河的春天是从春雪的无依无靠悄悄

消融开始的，年深日久的记忆里，广场上的冰雕雪

雕渐渐局促不安，底座松软，不再神采飞扬的时

候，冬天的童话也就结束了。这时候，古西河人喜

欢说一句：“雪站不住了”——雪站不住了，春天的

脚步就慢慢听到了。

过了惊蛰，这种变化就更大，更易于感受到。

偶尔有风，也是湿湿的，柔柔的软软的，——这种

风该怎样来描述呢？古西河玲珑的晋阳盆地，自

然不是海洋气候，风不是自海上来，但风里就是有

那么一种湿润的气息；柔柔的软软的，既不是“恻

恻轻寒剪剪风”，也还不是四月间的“吹面不寒杨

柳风”，说它是“二月春风似剪刀”好像都早一

些。——总之是扑面清爽，很舒服的那种感觉。

惊蛰之后，晴暖的日子越来越多了，青草的丝

丝嫩绿，慢慢要顶开枯枝败叶的覆盖，闪现在已经

土质柔软的草坪里，这草坪慢慢就是它们的世界

了；——就这样，禹门河的一草一木，都已经积蓄

了向上的生长的力量，初始的生机已经露了出来，

整 个 世 界 都 已 经 感 受 到 一 种 无 形 的 向 上 的 力

量。——天很蓝很蓝，但突兀变得很高远，笔直高

拔、树冠婆娑的杨树，虽还没有看得见的绿意，但

是看上去已经不再是枝干枯涩萧索了。

古西河的天空是晴朗而诗意的天空，仰望古

西河的天空最容易让人想到表里山河的轻灵润

秀。同样，古西河的天空是太阳的舞台。你去看

吧，无论是从杨树林里冉冉升起的一轮红日，还是

正午的太阳，阳光总是柔柔的，太阳的轮廓始终清

晰可见，而不是迷茫一片；禹门河的落日是很美

的，越接近地平线它越是红红的，依依不舍地缠绵

在凌乱的树丛枝柯之间，像一台折子戏快要谢幕，

红妆美艳的女主角却百般哀怨，哀感顽艳地倾诉

个没完；或者，会让人想起梅艳芳的《夕阳之歌》，

在你凝望的时候余音袅袅，有一种繁华逝去的哀

愁与怅怨。

“晓朦胧，前溪百鸟啼匆匆。”——“禹门百鸟

啼匆匆”的时候，你会深切地感觉到春天已经来

了，这时候你就会体验到杜审言的“独有宦游人，

偏惊物候新”了；而春天的拂晓是被欢闹的鸟儿们

踏破的，这简直是孟浩然最伟大的发现，“春眠不

觉晓，处处闻啼鸟”，——真是太绝妙了。春天的

拂晓就是鸟儿们的盛会，我们被鸟叫声吵醒，倚窗

看鸟儿们呼朋引伴、嬉耍打闹的时候，会觉得自己

是一个看客，一个无所事事、被它们的欢乐深深感

染的“看客”。——当然，不光是春晓，一天之中，

无论你什么时候信步禹门河，走到有树林的地方，

百鸟啁啾，那些婉转清脆的鸟叫声就在你的耳边；

这时候你会感觉到，禹门河已经生机盎然，处处都

是新生命的力量。——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

头万木春。

禹门河的春夜，还不到鸟语花香，还谈不到

“春风沉醉”，但也是沉思的夜晚，恬静而柔和的夜

晚，此中景致令人辗转无眠；月光和灯光呢，一个

来自远方，一个却在近处静静地与人为伴。——

这样的春夜，我可以沉思，可以在无语中滚落一滴

泪，但绝不宜无病呻吟。这样的夜晚，所有的人都

在静静地等待春天的凯旋。

禹门河的春天，就是这样一个涤荡腐朽、生机

勃发、新的幸福悄然而至的春天。

酒乡

□ 吕世豪

编者按：《农家放歌》再现了

文峪河流域农业生产一派欣欣

向荣的场景，题目借用开花调的

手法，表达了作者对家乡水土的

一片深情。

农家放歌

（歌词）

□ 曹小林

寻春
□ 马庆民

四

神泉水是醉了的水

才酿造出最美的滋味

莫思身后无穷事

且尽眼前有限杯

每次举杯把盏

都是一回对神的朝圣

高粱红了美酒酿

一杯杯醉人的高粱酒呦

盛满了庄户人的苦辣酸甜

扎根胶泥地

四季一身汗

田间禾苗壮

磨坊人马欢

乡愁浓浓的五谷杂粮呦

拼出了个艳艳阳阳的天

清粼粼的文峪河

轻轻润家园

她在描她在画

画一幅

山青水秀的吕梁山

不舍胶泥地

挽起袖子干

玉米育肥牛猪羊

欢声笑语的饲养园呦

庄户人挺直了铁腰杆

爱着胶泥地

吃过定心丸

春来梨花海

秋收谷穗扬

酸甜甜的醋溜溜也开花呦

展一幅美丽乡村新画卷

人说山西好风光

文峪河开花胶泥地香

桃花花红来心花花放

好日子一年赛一年

山路

□ 高鹏

心曲
□ 卫彦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