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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族漫长的岁月里，父辈那一代人大
多已化作回忆，如今还在世的，只剩我亲爱的
幺妈。她身形矮小，双手布满老茧，那是岁月
镌刻下的辛劳印记，每一道纹路都在默默诉
说着她一生的辛勤付出。她健康长寿的人
生，绝非仅仅是岁月的慷慨馈赠，更是一部由
乐观、勤劳、善良与坚韧书写而成的传奇。

幺妈已过鲐背之年，可她的精气神，常常
让我们这些晚辈，甚至年轻的孙辈都自叹弗
如。今年正月初十，开学时间比往年稍晚，我
和妻子难得清闲，便决定回趟老家，去攀登玉
龙山“鱼口坳”的三清洞。那里山势险峻，石
径曲折蜿蜒，以往年轻人都很少涉足。如今
虽说修了防火公路，情况好了些，但通往三清
洞的三百梯，依旧让人望而却步。我驾车快
到三百梯时，远远瞧见一个熟悉的背影在前
方缓缓步行。仔细一看，竟是我九十一岁高
龄的幺妈！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她
竟然也来挑战这三百梯。我赶忙邀请她上
车，坐在车里，我满是疑惑地问：“幺妈，您也
敢来爬这三百梯呀？”她满脸自信，笑着回答：

“没问题，爬得上去嘞！”果不其然，攀爬的过
程中，幺妈步伐稳健，速度丝毫不输年轻人，
只是微微有些喘气。下山时，她甚至走在了
我的前面。我和妻子由衷佩服，忍不住向她
竖起大拇指点赞。

幺妈一生都在与勤劳为伴。她育有四个
女儿，幺爹生前也是个朴实憨厚的农民，一家
人生活颇为艰难。在我的记忆深处，小时候
每次去幺妈家，总能看到她和幺爹在田间忙
碌的身影，不是在糊田坎、插秧，就是在挞
谷。农闲时，他们还会上山挑煤到山下，一趟

就能挑一百多斤，只为挣点微薄的零用钱补
贴家用。在她的言传身教下，四个女儿也都
十分吃苦耐劳。

她的乐观，更是深入骨髓。无论生活中
遭遇何种艰难困苦与挫折磨难，她总能以积
极乐观的心态去从容面对，这无疑是她长寿
的关键秘诀。记得幺爹离世时，家里人都沉
浸在无尽的悲痛与焦虑之中。然而，幺妈就
像一棵坚毅的大树，稳稳地撑起了整个家。
她轻声安慰着每一个人，语气坚定地说：“困
难只是暂时的，只要咱们一家人齐心协力，就
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在她的鼓励下，家人们
逐渐走出了阴霾，重新找回了生活的信心与
勇气。

如今，幺妈依旧健康快乐地生活着。她
亲眼见证了家族的兴旺和变迁，已然成为家
族精神的传承者。每当家族欢聚一堂，大家
都会围坐在幺妈身旁，静静聆听她讲述过去
的故事，分享她的人生经验。从幺妈身上，我
们学到了勤劳、乐观、善良和坚韧，这些宝贵
的品质，也将成为我们家族最珍贵的财富，一
代又一代地传承下去。

望着健康长寿的幺妈，我的心中满是感
激与敬佩。她用自己的一生，生动诠释了生
命的美好与意义，让我们懂得了如何在平凡
的生活中，创造出不平凡的价值。愿时光温
柔以待，让幺妈在未来的日子里，继续健康快
乐。她的笑容，永远是我们家族最温暖的那
束光，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给予我们无尽的
力量。

（陈朝刚，供职于重庆市大足区特殊教育
学校）

仿佛她不是在盛开
而是在沉睡
在一种不明确的期待中
粉红地
幽绿地
睡在人间

他们必须安静
到沉默
到音讯杳无
必须把春天还给春天
把清晨的白
还给午夜的黑
仿佛漫天飞舞的愁绪
落在盛大的阴影里

一切都是注定的
我们必须音讯杳无
就像我们
没有一丝痕迹能留在彼此的肉体
那凡俗的肉体
在这场无法言说的诀别中
如同睡去的荷花
成为永恒

（红线女，本名何小燕，重
庆市大足区作协副主席）

幺 妈
□ 陈朝刚（重庆）

沉 默
□ 红线女（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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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里，乍暖还寒，但春天已悄然莅临人间。如酥
细雨轻柔地滋润着大地，青悠悠的麦苗若隐若现，似是
大地刚萌动的思绪。一只春燕轻盈掠过，带来春的灵
动。路旁的桃李满含羞涩，含苞待放。沟渠边的酢浆
草从沉睡中苏醒，嫩绿的叶片怯生生地探出。田野里，
性急的油菜花已迫不及待地绽放，大片金黄，点亮了整
个田野。

小时候，节庆的鞭炮声还在耳畔回响，余音袅袅，
孩子们攥着带着温度的压岁钱，欢欢喜喜地奔赴集镇，
去买那香甜的糖果、酥脆的春卷。而勤劳的父母早已
在田间忙碌，疏通田埂边蜿蜒的沟渠，拔除麦地里肆意
生长的野草，修剪桃李树上的赘枝，他们荷锄劳作，挥
洒汗水，那质朴的身影与田野里灿烂的油菜花相互映
衬，深深烙印在记忆深处，成为永不褪色的风景。

多年后，油菜花依然在早春时节次第盛开，我随着
第一拨性急的城里人前往乡下，探寻春天的踪迹。这
次前往的地方，民宿林立，我的一个朋友，便是其中一
家民宿的经营者。她曾是都市中忙碌的小白领，只因
一次偶然的乡村追春之行，命运悄然改变，摇身一变成
为了“新乡下人”。

起初，她辞职回乡开民宿的想法，并没有得到家人
的支持。彼时的村子，一条散发着异味的臭水沟绕村
而过，土地大多撂荒，年轻人纷纷外出，村子毫无生
气。然而，村支书却满怀信心，带领大家参观时，他指
着墙上的规划蓝图，激情描绘着村子的未来：随着美丽
乡村建设步伐的加快，农旅融合不断推进，臭水沟将摇
身变成清澈的小溪，水中鱼儿嬉戏；撂荒的土地，春天
里油菜花灿烂金黄，夏秋则稻浪滚滚，吸引城里人纷至
沓来。不仅如此，在乡村振兴的推动下，政府积极引
导，这里将打造特色农产品，带动艺术文创、农业科研、
特色餐饮以及酒店民宿落地生根，最终成为近郊热门
的网红“打卡”地，推动当地民宿、餐饮、文创等整体新
业态蓬勃发展。

短短几年，这儿的网红“打卡”地声名远扬，无数年
轻人回到乡村，和像我朋友这样的“新乡下人”一起，
让曾经偏僻冷清的乡村重焕生机。前来追春的人们，
漫步在溪水潺潺、风景如画的村头，穿梭于科技赋能
的五色油菜花海，惬意的神情写在脸上，幸福的感觉
融入心间。

田间的油菜花，山间桃花的花骨朵，皆是早春的使
者。在一处山头上，鸟啼、蜂鸣、溪水潺潺，共同奏响早
春的乐章。漫山的桃花含苞待放，似是粉色的梦即将
绽放。谁能想到，几年前这里还是一座荒山，几个年轻
人受家乡变化感召，回乡创业。他们开山辟路、蓄水灌
溉、改良土壤、精心嫁接，在荒山上种下满是科技含量
与市场竞争力的新品种桃树，第二年，结出的桃子便倍
受青睐。许多人慕名而来，追寻含苞的桃花，期待它结
出甜美的果实，曾经的荒山，成就了这群年轻人的梦
想，也满足了无数追春人的美好心愿。

“诗家清景在新春，绿柳才黄半未匀”，千百年来，
人们追春赏景，这既是一种传统习惯，更是对美好生活
的期盼。如今，人们赏景追春，追寻的是内心深处实实
在在的安稳与幸福感。无数的奋斗者，用汗水与智慧
造就了时代的春天，也圆了无数追春人的梦想！

（杨力，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四川省作家协
会会员）

如果非要说最初喜欢上瓦屋山的话，那
应该还是“百度”说的媒。

据资料记载：瓦屋山位于四川盆地西缘
洪雅县境内，古称居山、蜀山，海拔高度 2830
米，是全球知名桌山。它是亚洲最大的桌山，
山顶平台面积约为11平方公里，因其形若“瓦
屋”而得名。更因其神奇秀美与峨眉山并称
为“蜀中二绝”。

俗话说，山以奇为要，奇以形为神。瓦屋
山单一句“中国第一大平顶山，亚洲第一大桌
山”就颠覆了人们平时对山的认知，更否定了
人们习惯性对山的奇、险、峻的描述。

此时此刻给人感觉，瓦屋山值得去看看。
我们到达瓦屋山山脚的时候，天空已下

起细雨，整个瓦屋山笼罩在雨雾之中，此时
雨雾在山间涌动起伏，群山若隐若现，仿佛
身披白纱的仙女在峰林间翩翩起舞。云雾
缭绕，仙气十足。给人留下一种藏龙卧虎之
地的感觉。

本来游瓦屋山可以选择坐观光车或者坐
索道的，可我们没得选择，因为这次游瓦屋山
的行程只安排了一天，据导游讲，游瓦屋山要
真正静得下心来，至少要两到三天。再说我
们这个时间段来不是最佳季节，所以大家意

见一致，坐索道直上山顶。景区有两段索道，
金花桥和古佛坪。金花桥从游客中心到半山
腰，古佛坪从半山腰到半山画廊再到山顶。

第一次听说坐索道要转道，花的时间
也是有史以来最长的，大家特别地兴奋和
好奇。

已是初冬，坐索道前导游不厌其烦地提
醒，上山前加厚衣服，穿上雨衣，特别强调不能
打伞，因为上了山顶后手露在外面容易冻坏。

缆车启动的时候，也许是本能的反应，大
家都急切地向外或向下望去，可遗憾的是什
么也看不见，就连缆绳也只能看见一小节，全
是白茫茫的一片。还好导游和我们坐在同一
辆缆车上，让我们意外地享受到特殊待遇。
或许是看到大家失望的眼神，或许是坐索道
要 40多分钟，更或许是充分体现导游的专业
与称职，导游生动讲解起最佳季节到瓦屋山
时的别样景观。

“瓦屋山植被相当丰富，可以说是动植物
的天堂。这里有 60万亩的天然杜鹃林，被称
为‘杜鹃花的王国’。春末夏初，各色杜鹃从
山腰到山顶次第开放，灿若云锦、艳丽无比。
如火如荼的光彩把山都映红了，绚烂夺目、动
人心魄、美不胜收。”

“瓦屋山还是植物界‘活化石’——珙桐
的故乡。珙桐开花时，满树的白色花朵就像
一群振翅欲飞的鸽子，因此又被称为‘鸽子
树’。在瓦屋山山腰上，有30万亩珙桐林。每
年暮春时节，万花齐放，漫天雪白，犹如群鸽
起舞，让人心旷神怡、如临仙境。”

我们被导游那充满激情和磁性的语言感
染，更被导游接下来讲到的神奇故事所吸引。

因为从导游口中还知道，瓦屋山更是传
说中认定的道教的发源地，玄幻武侠小说中
的昆仑墟就在于此。至于为何瓦屋山为“道
教“创教发源之地，理由是瓦屋山以最佳经纬
度（北纬30°、东经103°左右）、最佳海拔度、最
佳生态度、最佳洁静度、最佳造型度而成为天
下一绝。传说黄帝、老子、张道陵等深知其中
奥妙，选择此地修行、休闲、创道、布道、升天，
因为这里既能聚气又能养神。

“瓦屋寒堆春后雪，峨眉翠扫雨余天。”
导游还津津有味地给我们讲解起历史上有许
多墨客骚人登临瓦屋山，张道陵、诸葛亮、苏
轼、陆游等人都曾与瓦屋山结缘，还留下了许
多脍炙人口的作品和优美传说。

“哇！好美的世界！”不知是谁的一声惊
呼，让我们从导游的解说中回过神来，不知不

觉瓦屋山顶到了。
此时的瓦屋山沿途，漫天飞舞的雪花犹

如落入凡间的精灵，令人眼花缭乱。沉重的
积雪压在松树上，松果上结满了冰凌，就像给
每棵树穿上了一件白色的衣服。银装素裹，
银霜满地，仿佛进入了冰雪童话的世界。

漫步在瓦屋山顶的步行栈道上，满眼的
是云雾缭绕，仙气飘渺。不知不觉就会产生
怀疑和猜测，这是在天上还是在人间？自然
会对大自然产生由衷的敬意和敬畏，也更会
自然产生许多遐想。

此时除了拍照的咔嚓声外，整个瓦屋山
竟出奇的静，好像生怕惊扰到神仙的聚会似
的，随时都担心着会有神仙和身配长剑的白
衣侠女飘过来……

走完瓦屋山平顶栈道总共不到三个小
时，可没穿雨衣的、没戴雨帽的，不但头发白
了，连眉毛都全白了。大家忍不住都大笑起
来：“原来一路到白头竟那么容易啊！真是天
上一天，人间十年！”

蜀中仙山，云上瓦屋，“一半天上，一半人
间。”离开瓦屋山时，我忍不住动情呼喊：“神
奇瓦屋山，我一定还会再来的！”

（张从辉，重庆市作协会员）

红梅接过蜡梅斟满笑脸的酒杯
醉倒在濑溪边

熏得蜂蝶乱了芳心
白鹭轻拍春风的翅膀

贴梗海棠钻出
红红的脑袋 打探桃讯李期

紫玉兰点燃彩色的火苗
乔木枝头苞芽涌动

水草鱼虾与河床
齐刷刷撞破春天的密码

冬垂柳

一遛烟站成季节的抽象画
低头沉思 身姿下垂
借水光 梳风梳雨
梳容颜

冰雪踏访 时令更迭
抖落最后一丝牵挂
黑裂干瘦细枝展露
半生挣来的伤与疤

新年至 买张通往
春天的彩票 怀揣一组数字
小心翼翼喂养来年
不大不小的奢望

（廖凡 ，本名廖恒幡，重庆市
作协会员，大足区诗词学会常务
副会长） 说起海棠，就不得不说我与它的缘分颇

深。我的家乡，在重庆大足。石刻大足，大丰
大足，古称“昌州”，因其海棠独香而享有“海
棠香国”的美誉。海棠花以其风姿艳质赢得
世人的喜爱，海棠文化在家乡大足具有深厚
的历史底蕴和广泛的社会认同。海棠有四品：
贴梗海棠、垂丝海棠、西府海棠、木瓜海棠。

在我的记忆深处，它是一株木瓜海棠，茁
壮成长和屹立在我家庭院的一角落，春天开
着粉红色的花朵，秋天海棠果成熟时呈现出
鲜艳的红色。它见证着岁月的流转，也陪伴
着我度过了无数个春夏秋冬。

那株海棠是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种下的。
当时，小小的我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看着
大人们在庭院里忙碌，挖坑、种苗、浇水，我也
跟着在一旁蹦蹦跳跳，满心期待着这株树苗
能够快快长大。

浪漫的春天，百花吐蕊，是海棠花盛开的
季节。当第一缕春风拂过，海棠的枝头便悄
悄地冒出了花骨朵儿。它们开始只是一个个
小小的、紧闭着的花苞，羞涩地躲在嫩绿的叶

后面。但随着一天天过去，花苞们渐渐地起
了勇气，慢慢地展开了粉粉嫩嫩的花瓣，如同
天边的云霞，又似少女娇羞的脸庞。盛开的
海棠花就像一幅美丽的画，为单调的庭院增
添了色彩和生机。我总是喜欢站在海棠树
下，静静等候，让花瓣落在我的发梢、肩头，感
受着春天的气息。

初夏的早上，阵阵暖风拂过，海棠花瓣如
雪般飘落，给地面铺上了一层粉红的地毯，枝
头一丛丛的绿叶更加茂盛，翡翠般的叶子遮
住了树头，像是在争夺阳光和雨露。海棠树
就像一把绿色的大伞，为我遮挡夏天的骄阳。
我搬来一把小椅子，坐在树下听歌，偶尔抬头
看看那茂密的枝叶，心中满是宁静和欢喜。

阳光温馨恬静,秋风和煦轻柔，海棠树呈
现出一种成熟而宁静的美。果实累累，果实

颜色鲜红，使得树枝微微下垂，给人一种温柔
而沉稳的感觉。随着气温的降低，海棠树的
枝干和叶片呈现出一种古铜色的光泽，叶子
开始渐渐变黄，一片片地飘落下来，增添了秋
天特有的韵味。我捡起那些落叶，把它们夹
在书本里，做成漂亮的书签。有时候，我也和
哥哥姐姐一起在落叶堆里玩耍，听着脚下

“沙沙”的声响，仿佛在演奏一首秋天的乐章。
没有春天的浪漫，没有夏天的喧嚣，没有

秋天的舒适，冬天来了，海棠树变得光秃秃的，
看起来较为萧瑟，但它依然展现出一种宁静而
庄重的美。但我知道，它并没有死去，而是在
默默地积蓄力量，仿佛在静静地等待春天的到
来。我在树枝上系上一条红丝带，为它增添
一抹亮色，也期待着它能早日迎来新的生机。

随着我渐渐长大，海棠树越来越粗壮，长

成了一棵树，我也步入小学、上了初中。情系
海棠，居然校花皆是海棠，校园里的海棠芳艳
夺目，令人着迷。小学的海棠稚嫩鲜艳，活泼
可爱；初中的海棠明艳动人，朝气蓬勃。

海棠树，它不仅仅是一棵树，伴随着我成
长进步。在我遇到困难和挫折时，我就会来
到海棠树下，向它倾诉我的烦恼。它虽然不
会说话，但那摇曳的树枝仿佛在告诉我：“别
怕，勇敢地向前走。”在我取得成绩和进步时，
我也会来到海棠树下，与它分享我的喜悦。
它那绽放的花朵似乎在为我鼓掌，为我骄傲，
为我加油！

我与海棠，既是美好的缘分，又是永恒的
情谊，还是人生成长的见证。海棠的美、海棠
的香、海棠的情，足以让我们魂牵梦萦……

“清芬弘溢，金声远扬”，让我们海棠学子们共
同携手行动起来，挖掘海棠文化、传播海棠文
化、传承海棠文化，唱响海棠中学的品牌，扬
起理想的风帆，驶向浩瀚的人生海洋……

（王楚嫣，大足海棠中学八年级十八班
学生）

我与海棠
□ 王楚嫣（重庆）一杯茶里的万马齐喑

此刻的你我，皆可感受

桌上风生水起，气沉丹田
升于颅顶，满屋子都张挂着戒定慧

起笔是礼让三分，渐落下万丈红尘
一朵莲，开在砚心，映在眉心

白昼和雪落都在纸面无声
黑暗在笔尖，如潮涌

我想把泼墨送给山河
天下却如此清明

一如白宣在阁
弯月在坡，柳烟和笙歌

（张桃贰，本名张涛，重庆市
作协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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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 春
□ 杨力（四川）

神奇瓦屋山
□ 张从辉（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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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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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酒不成席，无戏不成年。”这话，是我
儿时，我爷爷对我说的。后来长大了，才知道
这话并不是我爷爷总结出来的，而是出自于
我们村庄的传统文化。那时，对过年的具体
理解，村庄的小孩子，无不认为是正月三十吃
大肉，正月十五看大戏，只有吃完大肉，听完
大戏，才算是过了一个完整的年。

我的村庄，在十里八乡中，算是一个较大
的村庄，且名气在外。村庄里的人，只要人说
起我们的村庄，就有些自豪，具体的就是体现
在逢年过节的这类事上。过年，家家户户大
鱼大肉的自是不必说了，老少爷们喝得红光
满面也是常见的场景。在欢庆的日子里，仅
是有酒有肉不足以表达村民们的欢喜，必有
大戏助兴才是，且不是单独的一场大戏，而是
好戏连连。比如，过年期间，村里至少也有七
八场戏。我们村的戏迷多，演戏的七八个人就
是一个戏班子，七七八八地算下来，村里有十来
家戏班子还不算是完整的统计。这些自发成
立的戏班子，各有各的拿手好戏。大凡村里
的活动，演戏唱戏的事，从没请过外面的人。

过年期间，村里演戏唱戏的时间往往是在
下午。在靠近村口的边上，有一个古老的戏
台，圆木大柱，榫卯结构，大梁和柱子上的人物
和鸟兽，被雕刻得活龙活现，显尽雕工的精湛
和细腻。就凭这气派的戏台，就可让邻村的人
羡慕不已。对戏台子的投入打造，就可看出我
们村的文化基础有多么厚实。正月十五那天，
不用任何宣传，四邻八乡的人，他们不用猜，就
知道正月十五是我们村里的大戏开场日。于
是，吃罢午饭，他们就从四面八方涌入了我们
村里。前来看戏的，也不是说都是懂戏的人，
在那些人看来，即使是来凑热闹，也是一大快
乐享受。下午两点半钟，锣鼓哐当一声响，戏
台上的红色大幕便缓缓拉开，台上唱戏的人开
始闪亮登场。台下立马响起一阵躁动的声
响。台下坐着看戏的人，看似都是我们村庄的

村民，只有本村的村民才享有坐在台下观看的
优先权。这只是一个不成文的规定。这时的
规定，也只是流于形式的存在了。坐在台下看
戏的，有不少是外村的观众。他们不是被村民
们叫来的七大姑八大姨，就是村民们平时的熟
人朋友，还有村里一些孩子的外村同学。来看
戏的人，最远得走上二三十里的路。大戏要演
到晚上八点才结束，这对路途平坦的人，他们
回家还不算是什么，那些翻山越岭走小路来看
戏的人，就有些辛苦了。那时，我们乡下用得
起电筒的人并不多，走夜路，多半是提着马灯
或是高举火把，这并不影响他们看戏的热情。

村里元宵节的戏台，主打的是突出一个热
闹的气氛。锣鼓喧天的戏台上，唢呐阵阵，还有
二胡与笛子的此起彼伏。这些古老的乐器，正
好应景了正月十五过大年的传统氛围，它们成

了戏台上的主打伴奏，只要听到那些乐器的响
起，台下闹哄哄的人群，变得安静起来。这时如
果还有杂乱的声音，就会人站起来大声吼道：

“听戏了，把嘴闭上！”坐在长板凳上或是站在后
边的人群，会随着那吼叫声，扭头张望，看谁还
在说话。这时，无论说话的人多么兴奋，无论他
们是本村的还是外村的，也不管他们平时是多
么大大咧咧的人，也只有乖乖地闭上嘴巴。他
们明白，大家不是来参加嘈杂的民众聚会，而是
来看大戏、听大戏的。看与听之间，听尤其重要。

随着剧情表演的不断变化和深入，台下
掌声阵阵不时响起。看戏的人，有的被台上
插科打诨的表演逗得捧腹大笑，有的被川剧
高亢激越的唱腔深深震撼，有的在婉转抒情
的曲调里沉醉不已。台上丰富多彩的大戏，
带给看戏人的感受，往往充满了寓教于乐，他
们在看戏中明白，人生也像一场戏，自己也许
正是戏中的某一个角色。如此，在生活中努
力演好自己，给自己和别人带来快乐，这才是
正月十五看大戏的最大收获。

（周康平，中国散文学会会员）

正月十五看大戏
□ 周康平（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