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

年8

月1
日 
星
期
二 

 

值
班
主
任

李
金
娜 

编
辑

石
风
华 

美
编

许
茗
蕾 

校
对

刘
辉

投稿邮箱：
wanbaofukan
@163.com
请在主题标注
“艺海拾贝”。

欢迎您的来稿

15

追
求
涉
笔
成
趣

捡
拾
艺
术
理
念

探
寻
文
学
初
心

  故乡有荷也有柳。荷在水，柳在
岸，荷凭水而美，柳舞风而媚。
  夏日的校园，荷香悠悠，杨柳依
依。在这里，少年的我，读到了那首
《如梦令》。读了，就心生喜欢。想
这写词的女子，笔下有荷，她那里，
也必定有柳。那绿荫掩映的门楣，就
是她的家。不远处，是让她醉而忘归
的荷塘，那里鸥鸟翔集。
  在我的意念里，李清照身似翠
柳，心有荷香，梦如轻舟。后来，知
晓她的老家就在济南的泉水边，也就
更坚定了这种想法。甚至一度无来由
地认为，柳泉居士的别号应属于李清
照，而不是蒲松龄。想那说狐论妖的
蒲老爷子，穷困潦倒，年高体衰，怎
么能有这样柳新泉明的别号呢？太不
相宜，太不相宜了。终究是，李清照
的家，有柳亦有泉。柳色泉影，柳泉
居士这别号，更适合这个宋朝的女
子。清澈、飘逸、自在，多好！
  为此，我臆想着如果有机会去往
淄川，真希望能遇到那个在街头煮茶
待客索故事的蒲老先生，和他说说这
别号的事。我想，他一定会捋着胡
子、笑着朝我点点头。当然，他也会
舍我一杯茶，尽管我不会说鬼故事给
他。那茶，可是柳叶茶么？反正他笔
下 的 故 事 ， 大 都 似 柳 叶 茶 ， 苦 而

败火。
  那时候，对于鬼妖我还是

有所畏怕的，从同学家借来
《聊斋志异》，也没

怎么敢看。那书是竖排的繁体字，对
我来说也的确读不扎实，再加上那泛
黄的纸页，透着一种说不出的神秘，
所以很快就还了回去。即便如此，对
于说鬼说妖的蒲松龄先生，却没有丝
毫惧意，想来他是一个非常善良的
人。毕竟我们村东头那个独居的本家
爷爷，就常常用鬼怪的说词来逗弄我
们，可他更愿意用他家树上结的各种
果子来哄我们开心。
  蒲松龄应该也是这样一个老头，
惹人惊心，又让人欢喜。
  明水，一听这名字，波光粼粼
的，就感觉满是灵气，轻轻一念读，
舌尖上就滑过丝绸般的柔爽。这个济
南章丘的小镇，和诸多的小镇一样，
既有城的富足和喧闹，也有村的朴实
和忙碌，镶嵌在大片大片的田野中，
像一块雕花的玉。相传，在明水有三
处水量丰沛的泉眼，因为各在三户殷
实人家，不为常人所见，所以被称
“三不露”。其中一户就是李家，这
李家，就是李清照的家。据说，她的
名字就取自这泉水的波光闪烁。
  上天的灵感，自是不同凡响。如
此，这个出生于小镇的女孩，从小沐
浴着清泉水般的宠爱，俨然就有了泉
水一样活泼的灵魂，不拘教条；也就
有了泉水一样清澈的才情，艳冠群
芳。她的性格就像这小镇，亦城亦
乡，既华贵，又泼辣。静，就守着泉
眼出神，入痴入禅，像一朵荷；动，
就追着泉水奔跑，翻沟越坎，像一

缕风。
  从青砖灰瓦的巷子里走出来，她
一路成长。不远的田野里是大片的麦
子，也有一丛丛杨柳、桃李或是桑
林。那是一片悠游自在的天地。应当
是就此成就了李清照的婉约与豪放。
  当小小的她随着父亲来到东京汴
梁，面对这个堆金叠玉的城，面对这
个群英荟萃的城，没有丝毫胆怯。更
是在名流云集的诗词场合，抑扬顿挫
地张扬着自己，以称赞“梅定妒，菊
应羞”的桂花为由头，暗喻自己“自
是花中第一流”。可她遇了那个男
子，又有了“和羞走”的温柔。
  我的老家，虽然水脉纵横，可润
泽的都是耕田牧羊的素淡人家，从没
出一个李清照这样的灵秀人物，或男
子，或女子。想来，两片土地的差
距，就在那一汪泉水吧？于是，我常
常遥望远方，想那泉水叮咚的样子，
经年又经年。
  三百里路，是17岁的少年第一次
的人生长途。那年，我终于出发了，
单车叮铃铃的铃声，一路向远……

  稻花开了，天知道它在哪一刻冒出针尖
似的芽儿，细看，竟是花儿。像是一个心细
如发的人，在看不见的时间里，小心翼翼地
做着一件细微的事。
  稻花轻描淡写地出现了，在时间的流水
里，只几天时间，稻花长大了。
  故乡的山圈了一个大湾，天气顶顶热的
时候，湾中一田田水稻，刚长出嫩黄的花
儿，娘就大呼小叫：“稻花开啦，稻花开
啦！”还在长大的我，只懂个乐趣，对于娘
的惊叫，浑然不知缘由。
  那浅浅的、嫩黄嫩黄的、细微的花儿，
就是差点让娘喜极而泣的稻花了。稻花生来
就是这样细细碎碎，它应该从未想过要夺走
哪枝花的娇艳，但爱它的人会天天去看它。
瞧，水田边站满一双双赤脚丫，找过去，能
看见娘的影子。
  说来也怪，从小到大，我见过很多来山
沟沟看桃花的，要说谁跑来看稻花，也就这
一群庄稼人最上心。
  稻花一开，娘每天都要去稻田走上几
回，嘴里还不住地喃喃自语。我远远看见，
娘蹲下去，又站起来，双手虚捧一串串小稻

花，像轻抚我红润润的嫩脸颊。也是在这
个时候，我忽然羡慕起长在田间的稻

花来。我多想成为一串串小稻
花，让娘也抚摸我一次，再

抚摸我一次。
  娘
突然担

心起来，头顶上飘来两块云，就让娘的脸色
阴沉下来，眼神里隐藏着什么似的。
  黑云跑得无影无踪了，娘才孩子似地眉
开眼笑。没过两天娘又不高兴了，心里像压
了块石头，因为地头上刮来一阵风。风息
了，天空如常，田间恢复了宁静，娘才平静
下来。
  娘的心思我不懂，终于有一天我看懂了
稻花，娘的心全拴在稻花上了。辛劳不屈的
娘竟如此脆弱，一阵风、几片云几乎把娘击
垮，娘着实怕弱弱小小的稻花遭遇大雨大风
这些天敌。没了稻花，谷穗成不了米，庄稼
人的秋收就是虚影！
  阳光炽烈地扑下来，青田中水稻在扬
华。青青嫩嫩的小稻花蹿成串，一穗穗在水
田里轻声柔吟，欢欢欣欣喷吐清香。绿鸟滑
过一片片山冈和树梢，大老远飞来了，一排
排，一群群，一片片，打着旋儿在稻花香里
飞上飞下。它们是恋上了稻花迷人的香气，
还是为娇小的稻花儿鼓舞高歌？我滴溜着黑
眼珠儿没说话，娘张口道了一句农谚：“绿
鸟来，庄稼丰。”
  又几天，小稻花不见了，娘的心也安下
来。娘知道，它被匆匆一瞥的时间，带到了
一个最相宜的地方。水田边留下来的只有我
一个不懂事的娃了。在看不见的一年又一年
光阴里，一茬茬稻花走了又来，来了又走，
恍惚间我也长大啦。我的感知轻轻告诉我，
时光像照在水田的阳光，绿鸟飞鸣的稻花
旁，我也是娘心尖尖上的小稻花。

蝉
路上开始有了声音
他送走了夜晚，来到
清晨
坐在树下的路沿石上，休息

依在一棵树的身上
世界在蝉的鸣叫里，悄然
静了
晨光吻着他的前额

夏在蝉的歌唱里成熟
朝霞的笑声推开了窗
“回家了啊”
一声打破醉的壁垒
他，醒来

一路仰头捕蝉，
树下休息间听蝉
站起身，向家的方向走去
忘了装蝉的袋子，手心里紧攥着
仰望的蓝天，仰望的歌唱

云
一朵云，很陌生地飘来
像一个
没有当地户口的外乡人
飘来飘去

暖暖的风，跑来，抚摸它
把它举过头顶的时候
它哗哗地流下了眼泪
说着方言，黄土地的清澈

一身洁白，飞出
歌唱的鸟儿
翩翩飞舞，闪着阳光
融入蓝蓝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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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花香里绿鸟飞 
            □董国宾

诗二首
□于金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