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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荣尊

春天在哪里
我不停地找啊找啊
从春花找到秋菊
从城市找到乡里
从夏荷找到蜡梅
从山涧找到大地
始终也没找到春天的消息

我找到了渐绿的柳丝
我找到了欢快的小溪
我找到了娇嫩的枝芽
我找到了盛开的花期
山巅的风
河边的堤
呼啸的列车
海岸边的鸟啼
它们都告诉我
这并不是我要找寻的春的美丽

我来到了军营
战士们挥洒着训练的汗滴
我来到了边关哨卡
英雄们守卫着和平久久站立
我来到了每一个平凡的岗位
人们都在为创造幸福生活而默默
努力
我终于找到了
春天的足迹
原来春天就在
每个奋斗者的心坎里

春天在哪里

□姜利晓

桃花开
绽放的桃花
爬上乡下春天的封面
与我回眸凝视一笑
让我如痴如醉

蘸着她的芬芳
写下无尽的诗句
蜂与蝶的阅读
作出不同的注释

桃花掩映的村庄
一处真实的世外桃源

小燕子
小燕子飞回来的时候
我家的屋檐下，就多了一户邻居

一尾剪刀般的尾巴
轻轻一剪，就剪出一幅春天的画卷
那呢喃般的叫声，多像是对这春天
最诗情画意的吟哦

小燕子
是每个春天里，最美的绝唱

乡下
春色满园

□吉兴甫

在我们老家，每年农历正月十
五、二月二、三月三、四月八，一般情
况下，总会有大戏上演。农历正月
十五是县城演戏，农历二月二是七
里庙演戏，农历三月三是盘古山庙
会演戏，农历四月八是十里铺演戏。

尤其是农历三月三盘古山庙会
演戏，少的有三台对演，多时有五台
对演，声势浩大，规模宏伟，场面壮
观，非常热闹。它涉及方圆百余里
的唐河、桐柏、泌阳三个县。做生意
的商贩，近的来自十里八乡，七镇六
寨，万户千家；远的来自千里之外，
全国各地，有云南贵州，广东广西，
湖南湖北，四川重庆，内蒙古新疆，
甘肃清海，沈阳大连，北京天津，南
京上海等，云集于此。

演戏，也确实给做生意的创造
和提供了极好的销售物资的公共场
合，是一个销售商品的绝佳时机。
说来也怪，不管是哪个地方演戏，一
旦确定要演，第一知道的肯定是商
人。不需要发通知、做宣传，那消息
不胫而走，就像风一样，哗啦一下
子，迅速传遍四面八方，东西南北，
传遍祖国各省，仿佛天下皆知。对
于那些做生意的人来说，获此消息，
欣喜若狂，筹物资，储商品，备车辆，
安置摊架设施等。不做生意的平民
百姓及早安排好家务事，种田农民
不是很急需、很重要的农活，暂时放
一放，缓一缓，把非得处理的事情处
理好，时刻准备着去看戏，看热闹。
一旦开戏，那时候基本是生产队集
体放假，工厂停工，学校停课，机关
里除安排好值班人员外，其他都放
假。

到开戏那天，早早从四面八方，
朝圣般的人群蜂拥而至，三五成群，
结伴同行，一拨接一拨向演出地会
聚。到处可以看到，老的少的，男的
女的，大的小的，人们络绎不绝，有
坐车的，有步行的，拖家带口，匆匆
忙忙向戏场赶，那场景真是车水马
龙。车如长蛇阵，人似海水潮，放眼
望去漫无边际。到戏场，第一眼给
人的感觉是人山人海，除了人还是
人。喇叭声，人语声，车笛声，喧哗
一片，像沸腾一样。现场，那些经商
小贩早已铺设就绪，摆着长长龙蛇
阵，有搭帐篷的，有露天摆设的，有
铺地摊的。销售的商品琳琅满目，
应有尽有。其中最多的是：锅碗瓢
勺，金铜玉器，绫罗绸缎，床单被面，
衣服鞋子，帽子围巾，袜子手套，香
皂肥皂，胭脂口红。还有吃的用的
喝的，无所不有。还有烟酒、青茶、
干果、山珍、海味等，来自天南地北
的 各 种 商 品 。 那 场 景 显 得 非 常 壮
观，气氛特别热闹。

为什么演一场戏，有这么热闹，
这么隆重，这么气派？分析主要原
因，不外乎：一是，那时候经济落后，
人们生活都很困难，别说花钱去看
戏了，绝大多数就是想看场戏、看场
电影平时也不方便，没有那条件，不
像现在生活条件好，各家基本上都
能消费得起。二是，没有那么多时

间去看闲戏。平时都忙于自己的事
情，很少抽出时间去看戏。三是，像
这样大规模，这样隆重，又这么集中
的很少，而且人们借此机会还可以
走亲访友，串门会朋。说到看戏，真
正坐下来纯粹看戏的人很少，大部
分都是看热闹、闲逛，感受一下热闹
气氛而已。

下面以农历三月三盘古山庙会
为例，说说看戏的基本情况。每年
农历三月三一般安排三至五台戏。
戏的种类大多是：河南豫剧、曲剧、
越调。有时也安排外省的戏剧，如：
安徽黄梅戏、河北梆子，这些剧种当
地人都能听得懂，喜欢看，符合大众
口味。演出剧目以古装戏为主，现
代戏为辅。古装戏有《打金枝》《骂
金殿》《劈山救母》《白蛇传》《杨家
将》《花木兰》《穆桂英挂帅》《寇准背
靴》《包公断案》《王宝钗坐寒窑》《窦
娥冤》《陈三两爬堂》《吕布戏貂蝉》

《诸葛亮吊孝》等。现代戏有《朝阳
沟》《小二黑结婚》《龙江颂》《江姐》

《红色娘子军》《沙家浜》《红灯记》
《智取威虎山》《洪湖赤卫队》《龙须
沟》等。

说到剧场，在民间有句顺口溜：
“ 书 场 静 ，戏 场 乱 ，戏 场 一 乱 一 大
片”。这里所说的书场，就是指说评
书或者坠子书的剧场，戏场是指唱
大戏的场合。由于戏场看戏人多，

场面大，很容易出现骚动的乱场现
象。所以，每次演出，每台戏每场都
安排镇场的人员。镇场人员其实就
是维护剧场秩序的工作人员。他们
手持长竹竿，站在剧场四个方向，时
刻观察，注视剧场的动静，一旦发现
哪里有骚动的迹象，立即挥舞竹竿，
强行让人们安静下来。但是，有时
真乱起来，场面难以控制，连他们也
没办法。谁都知道剧场乱起来是非
常可怕的，非常危险，弄不好是会出
人 命 的 。 什 么 时 候 容 易 出 现 乱 场
呢？往往是戏演到高潮时，最容易
出现乱场。我记得有一次，当戏演
到一半时，正是高潮，突然，剧场骚
动起来，一开始一小片，随后是大面
积，最后是全场。那场景太可怕了，
正如浪潮似的，一浪起一浪落，喇叭
声，人喊声，混乱一片，人挨人，人推
人，谁也不敢倒下去，一旦倒下很难
站起来，挤压得哭爹喊娘，鞋子被踩
掉也不敢弯腰提，任它掉去。那场
景谁也无法左右，维护秩序的人员
也无能为力，全场骚乱很长时间，戏
也没法演了。等戏一停，人们渐渐
稳定下来，待全场彻底安静了，戏才
再次开演。事后听说，乱场还踩死
了一个人。

演戏也很有意思，戏台越多越
热闹，这叫好戏连台。开始演头一
两天属于正常演出，各剧团都不会

上一级或特级演员，到第三天开始
对戏时，也是最关键时候，就请出剧
团的台柱子顶场，拿出剧团真正的
看家本领，施出绝技，以赢得观众好
评和赞誉，赢得喝彩声。其实这也
是宣传剧团的最佳时候。名声好，
声誉高，对剧团今后发展有利。通
过对戏，可以看哪个戏台前人多，最
热闹，说明这个剧团艺术水平高，受
人欢迎，名声好。能赢得人们说好，
也 是 对 演 员 的 最 大 褒 奖 。 说 是 看
戏，倒不如说是看热闹。很多人每
场戏看完，也没弄懂什么内容，什么
故事情节，什么人物形象，更别说什
么唱腔、戏词了，最多只是知道是古
装戏，知道戏名而已。

一般情况，每台戏每天安排上
下午各一场。有时，偶尔晚上会加
演一场。一旦晚上演出，人们听说
后，就会连着看，等戏演完后，在黑
夜匆忙往回赶，到家已经很晚很晚。

大台戏，流行几千年，备受百姓
欢 迎 和 喜 爱 。 演 员 们 以 精 湛 的 演
技，塑造人物，演绎故事，呈现给观
众以美的形象，把人物演得栩栩如
生，活灵活现。戏曲还能教化人们，
使人们了解历史，学习历史，识别什
么是真善美，进而弘扬正气及美好
的文化。随着时代的变迁，新生事
物不断涌现，以前那种古老而传统
的艺术形式逐渐被淘汰，一些新的
娱乐形式在悄悄走红。因此，中国
戏曲文化渐渐被淡化，越来越不被
人们重视，甚至被忽略。戏曲被电
视剧取代，评书被小品取代，好的民
族歌曲被流行歌曲取代。所以，现
在看戏的人越来越少，出现了戏曲
萧条的境况，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
憾和悲哀。

大 台 戏

春风又绿莲城柳 吕超峰 摄

□米丽宏

二月二，龙抬头。春雨落，地
冒油。修犁地，喂饱牛。大囤满，
小囤流。农历二月，春回人间，大
地复苏，正是充满希望的季节。此
时，百花绽放，山野变绿；沉寂了一
冬的土地，等待着犁铧的唤醒；种
子 在 一 场 春 雨 后 ，就 会 向 田 地 出
发；一年的收获，从这里萌发。

在古人看来，这大好的图景，
都是“龙”带给人间的。

抬 头 的“ 龙 ”，首 先 是 一 种 星
象。

为研究星象和农业的关系，古
代的天文学家们将天空的恒星划
分 成“ 三 垣 ”“ 四 象 ”和 二 十 八 星
宿。东方七宿在东方的天空构成
一 个 完 整 的 龙 形 ，被 称 为 东 方 苍
龙。东方苍龙头部“角宿”上有两
颗星：角宿一和角宿二，代表苍龙
头上的两只犄角。“角宿”之后四颗
星是“亢宿”，亢是龙的咽喉。在咽
喉下面有四颗星排列成一个簸箕
的 形 状 ，是“ 氐 宿 ”，代 表 着 龙 爪 。
龙爪后面的房宿、心宿、尾宿和箕
宿，分别代表了龙的心脏和尾巴。

每到农历二月二前后，黄昏时
“龙角星”便从东方地平线上升起，
而苍龙的身子隐没在地平线下，只
是 角 宿 初 露 。 这 便 是“ 龙 抬 头 ”。
每到此时，人们就知道，春耕春种

的时节到了。
农事，就大张旗鼓地开始了。

这一天，皇帝带文武百官下田，皇
娘送饭，御驾亲耕，表示率先垂范，
彰显对农耕的重视。

奶奶在世时，常常哼唱：二月
二，龙抬头，天子耕地臣赶牛；正宫
娘娘来送饭，当朝大臣把种丢；春
耕夏耘率天下，五谷丰登太平秋。

奶奶还会在头天傍晚，一遍一
遍问：瓮里的水，挑满了吗？于是
爹赶紧去挑水，以防次日惊动了井
里抬头的龙。在乡村哲学里，龙的
概念很宽泛，比如，水井、大河、清
泉是水龙，石磨、碾子、大青石是旱
龙。龙抬头这日，“旱龙”们给披上
了一领席子，以免不识趣的人惊动
它。

农历二月二一大早，奶奶在窗
纸透过的微明曦光里，端着蜡烛，
这里晃晃，那里照照，嘴里道：“二
月二，照房梁，蝎子蜈蚣没处藏；二
月二，照窗台，蛐蟮蚰蜒进不来；二
月二，照炕沿，各方仙家都不见。”

那时还小，不知道所谓的“仙
家”指的是长虫和狐狸等可以成精
的物儿。于是就跟奶奶喊：为啥不
见？要见仙女的，要见！

弟弟妹妹在炕上一片声儿：要
见要见！

我的奶奶就愠怒地走过来，捶
向我们的屁股，口里骂道：见你娘

那脚！炕上一片叽叽嘎嘎。我娘
也在一边笑起来。

农历二月二，北方兴吃挑面，
“抬龙头”嘛，你就用筷子往上挑，
扬起嘴巴吸溜吧。这一挑就会挑
出一帆风顺步步高。中午吃饺子，
美名捏龙耳，捏捏龙耳就会耳聪目
明身体好。

这一天，奶奶会拿出剃刀，郑
重地为我爹剃一个光头。当我们
看着爹那锃亮闪光的脑袋，捂嘴笑
时，奶奶又拿剪刀在我们的小辫上
划拉一下，说：这下好了，全成龙头
了！

往往在早饭后，奶奶掏出灶里
的草木灰，用簸箕端着去大门外。
我们悄悄跟着，见她慢慢撒着，撒
成弯弯曲曲一条线，一直蜿蜒到灶
间的水瓮旁。撒完，奶奶向着屋里
问：媳妇儿，抬头龙回来了吗？

我娘在窗下作答：好好的，接
回来了！

这就把龙接回来了！从此后，
神龙回家，诸“虫”退位；整整一年，
佑着我们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这
个看似狂放的动物，竟是如此祥瑞
的神明。

当然，直到现在，谁也没见过
狐媚的仙家、真正的龙。神秘的二
月二，却一直印在脑子里。它像一
个故事，故事的情节、主角和对人
间祝福的美意，永远不会消失。

二月二，龙抬头

□杨丽丽

春来读诗书，读到杜甫的《赠
卫八处士》，特别喜欢其中“夜雨
剪春韭，新炊间黄粱”这句。透过
纸背，我仿佛嗅到了春韭特殊的
香气，它们蛰伏一冬，终于在春日
的阳光里展翅飞翔。

在老家，韭菜是乡亲们最喜
欢种植的蔬菜，不管是田间地头，
还是菜园的间隙旮旯，都能寻得
韭 菜 的 身 影 。 因 为 韭 菜 是 多 年
生 ，一 茬 茬 被 割 断 ，又 一 茬 茬 复
生，它们掐不死，也割不灭，是农
家餐桌上点亮春天的美味。

韭菜性温，味辛，含大量维生
素 和 粗 纤 维 ，能 增 进 胃 肠 蠕 动 。
人们喜爱它的味道，也喜爱它翡
翠 般 的 颜 色 ，用 来 炒 鸡 蛋 、做 饺
子，不仅颜色鲜艳，味道也鲜美异
常。

南齐周颙有句名言：“春初早
韭，秋末晚菘。”这“韭”自然就是
初春的韭菜了。初春时节的韭菜
品质最佳，味道最纯正，吃起来令
人回味无穷。农谚有云“头刀韭
菜，二刀肉”，吃“头刀韭菜”，就贵
在一个“鲜”字，这“鲜”是水淋淋

带着露珠的鲜，这“鲜”如小荷才
露 尖 尖 角 般 的 美 好 。 而 到 了 夏
季，因为雨水多的缘故，所以韭菜
的鲜味就会大打折扣。因此韭菜
就有了“春食则香，夏食则臭”的
说法。

“ 一 畦 春 雨 足 ， 翠 发 剪 还
生。”早春时节，春寒料峭，一
场春雨过后，韭菜从一冬的酣睡
中睁开眼睛，吸足水肥，拼命地
生根发芽。春天的韭菜叶绿如翡
翠，味美香浓，让人欲罢不能。
趁着韭菜青翠未消，割回来细细
地做成水饺，做成韭菜盒子，就
着外面的春光，咬一口，那滋味
美好而惬意。

韭菜素有“春菜第一美食”之
称，在乡下，春天的韭菜也是乡亲
们 端 上 餐 桌 的 第 一 道 春 天 的 蔬
菜。经历了寒冬的考验，它们像
青春勃发的少年，在初春的原野
上 撒 欢 儿 。 那 一 畦 畦 嫩 绿 的 韭
菜，色美、味鲜，让人看了心生欢
喜。

“正月葱，二月韭”，如今又到
了 吃 春 韭 的 季 节 。 趁 着 春 光 正
好，回趟老家吧，吃一次母亲用头
刀韭菜做的水饺，那感觉真好！

春 来 韭 菜 香

□王建强

植树节前一周的周末，带孩
子回乡下老家，正赶上集市上卖
很多果树,有桃树、梨树、樱桃树、
苹果树、葡萄树等，品种繁多,应
有尽有。早就听母亲说，院子里
空落落的，种点东西就好。种什
么呢？当时我建议种桂花，满院
的桂花多香啊，但后来看到这些
果树，我突然改变了主意，就种果
树吧！秋天的院子，要是各种果
子都挂满了树，那该是一番多么
喜人的丰收景象啊！即使看着，
也让人赏心悦目。

毫不犹豫地，我将中意的果
树各买了两棵，总共 12 棵，价格
也不贵，才花了 120 块钱。抱着
树苗回家，母亲高兴得合不拢嘴，
说这么多果树，即使有些树不成
活，也足够孩子们吃的了。母亲
说，放着，等我有空来栽吧。我回
答她，还是我来吧，我要带着孩子
去种树。

儿子听说我要去种树，兴奋
得不得了，跟在我后面，叽叽喳
喳个不停。我背着锄头，提着水
桶 ，在 母 亲 的 指 点 下 ， 开 始 种
树 。 为 了 让 儿 子 了 解 种 树 的 过
程，我和他分了工，我负责挖坑、
培土，他负责扶苗、浇水。儿子边
做事边问我：“爸爸，什么时候会

结果子啊？”我说两三年吧，到
时你就可以自己爬上树去摘了。
儿子舔舔嘴唇：“我最喜欢吃樱
桃了。爸爸，樱桃红红的，颜色
真好看!”那美味的果子，仿佛
就在眼前似的，儿子干得更卖力
了。

一个多小时后，我们终于将
全部果树都栽好了，虽然儿子满
身是泥，累得满头大汗，但他笑得
很开心。回家后，他爱上了和奶
奶通电话，不仅在电话里询问小
树长势如何、浇水没有，而且学着
我们的样子，对老人嘘寒问暖，逗
得母亲很是开心。

昨天，他在作文里写道：春天
正是种树的季节，星期天，爸爸带
着我去乡下种了果树，有桃树、梨
树、苹果树,还有我最喜欢的樱桃
树。看到那些小树，我希望小树
快快长大，结出甜甜的果实。爸
爸坚持要带我种树，我后来知道
了他的良苦用心，他是想让我知
道，只有播种才能有收获，也让我
明 白 ，劳 动 是 光 荣 的 ，也 是 快 乐
的 ！ 我 也 是 爸 爸 妈 妈 心 上 的 小
树，我会努力，茁壮成长，成为他
们的骄傲。

儿子的作文，看得我眼里泛
花。我的眼前，也仿佛看见，我期
盼的小树，长成了参天大树，枝繁
叶茂，秋果飘香……

带着儿子去植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