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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春色 吕超峰 摄

□彭程

集中阅读赵献东的系列散文作
品 ，是 在 壬 寅 春 节 假 日 。这 样 的 时
辰，《春节说》很自然地最先跳入眼
帘，唤醒了我对于往日春节浓郁气
氛的记忆。

一篇不足千字的文章，却有着
颇为丰厚的容量。对这一个最为重
要的华夏传统节日，作者这样揭示
其本质所系：“天地交泰之枢机，万
象更新之表征”。因而在这一天，“黄
发垂髫，共商一年之计；衔觞举酒，
喜迎浩荡春风”。文中有对春节由来
及功能的回顾：“春节之俗，源于上
古；祈年祭祀，法天敬祖；攘灾祛邪，
迎春纳福。延及炎汉，武帝宏图。布
新除旧，改历太初。”也有现场感十
足的画面：“除夕接灶，诸神佑安；水
饺飘香，美酒甘甜。阖家团圆，共享
丰盛年夜饭；童稚心悦，笑接长辈压
岁钱。”有对这一古老节日深长历史
感的感喟：“岁月悠悠，光阴荏苒；世
代交替，大道轮转。”也有对其恒久
绵长生命力的笃信：“德通大道，生
息繁衍；代代弥新，繁花少年。”历史
与现实，情感与理性，追怀与祈盼，
现实人生的当下图景，文化民俗的
深层蕴涵，诸种层面，多重意蕴，都
浓缩在简短精悍的篇幅里。

我之所以这般不吝援引，旨在
借举例来展现其作品所具有的鲜明

特点，一种由浓缩与广延所构成的
张力，这一点可以称作其作品最为
突出的品格。这一类被他称为“现
代古体散文”的文章，大多都在几
百字之内，前言后语之间、起承转
合之际，都依循了一定的框架范式
和行文规则，内在逻辑清晰，格局
完整匀称。这是一种建立在对于此
类文体规律性了然于心之上的随心
所欲，而又中规中矩。正是在这样
的结构布设之中，他展开了自己的
注视和描绘，以及情感抒发和思想
表达。

在他的目光投射的正前方，是
古老中国的传统节俗。除了开头写
到的春节，他的笔端也萦系于其他
若干个重要的节日。“人生代谢，相
隔阴阳，物是人非，年年离殇，梦牵
魂绕，岁岁惆怅。”这是《清明说》中
的诉说。“百街祈福，万户欢畅，蒲剑
驱邪，艾条芬芳，千帆弄潮，锣鼓喧
响。家家包角粽，缝香囊，斗百草，沐
兰香，避五毒，饮雄黄。”这是《端午
说》中的展现。“或轻放纸鸢，逍遥云
碧，心飞物外，徜徉天地；或知己共
聚 ，惺 惺 相 惜 ，契 阔 谈 宴 ，抚 今 追
昔。”这是《重阳说》中的摹写。这些
精彩的词句，描绘了节日呈现的自
然景观和人生画面，揭橥了它的精
神价值的源头和脉流，以及对于华
夏世道人心的塑造与锤炼。

天 地 之 间 ，故 乡 在 焉 。桑 梓 之

情，是他写作的另外一个着力点。他
生活与工作的河南许昌，位于古老
中原的腹地，历史悠久，文化昌盛，
地灵人杰。他对这一切都烂熟于心，
如数家珍。在《许昌颂》中，他满怀深
情地讴歌了自己的故乡，这一个“禹
夏发祥之地，曹魏兴盛之所”。它“倚
傍中岳，横卧伏牛，北临紫荆，南通
江汉”，有大禹治水、建安风骨等难
以胜数的历史荣光，也有改革开放
带来的今日辉煌：“生机勃勃，百业
俱兴，智造之都，宜居之城”。许昌境
内的很多地方和处所，像春秋楼、丞
相 府 、灞 陵 桥 、 紫 云 山 、 受 禅 台
等，也都以各自的自然人文魅力点
燃了他的情思，发而成文，皆有可
观。而乡井之情，也常常会延伸到
家国之思，这是一道自然展开的情
感轨迹。于是，在 《韶山记》《淮
安记》 等篇中，在追慕缅怀一代伟
人的道义担当和丰功伟绩时，也回
荡着民族独立、国家强盛等宏大高
亢的时代声调。

谈论作品，无非是它表达了什
么，以及是如何表达的。相对于内
容，赵献东的作品更让人感到耳目
一新的，是这些文章形式上的鲜明
特征。从前面的援引中，能够感觉
到 ， 作 者 具 备 深 厚 的 古 典 文 学 素
养，如风生水起，游刃有余，这是
一种高度熟稔之后才有望抵达的境
界。字词的锤炼，节奏的掌控，长

短句式的交替变换，语气的回环往
复形成的韵律感，都摇曳多姿，可
圈可点。

这种古老的文辞形式下，写的
又是今日中国的故事，仿佛一只样
式古旧的瓶子里，装的是今岁新粮
酿制出的酒液。《河大颂》是献给母
校河南大学的，写了这座百年学府
创建时的宗旨追求：“并包兼容，求
同存异。”“弘扬理性，探寻真理。”也
写 了 新 时 代 的 蔚 为 大 观 ：“ 文 理 法
哲 ，农 工 商 建 ；百 鸟 共 鸣 ，英 才 齐
现。”更期待它出色地践行好自己的
使命：“千载之流脉兮，明德新民；壮
丽之河大兮，止于尽善。”《许昌治水
记》记叙了生态文明思想统领之下
的水利建设：“北引黄河，南调长江，
净 化 污 水 ，循 环 利 用 ，力 保 地 下 之
源，新开再生之滨。”传统的四六骈
句，精致的对仗格式，让人想到某些
清新灵动的汉魏六朝小赋，传递出
的却是全新的观念意识。

读其作品，不由得会联想到一
个宏大的命题，一个当下精神文化
生活中的热点，那就是如何对优秀
传 统 文 化 进 行 创 造 性 转 化 。 不 妨
说，赵献东的“现代古体散文”写
作，是这一命题在文学领域的一个
具体而微的尝试，一种试图熔铸古
今的个性化努力。

一个中国人，在某个特定的时
间或场合，兴之所至，触景生情，

每每会吟诵起“天地玄黄，宇宙洪
荒 ”“ 举 头 望 明 月 ， 低 头 思 故 乡 ”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等等，并不需要多么高深的学问素
养。一代代的祖宗先人，就是在这
样的语言背景下成长，依循了这种
语 言 的 规 定 性 来 感 受 、 思 考 和 表
达，尽管他自己未必能够充分意识
到。这已经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
一种融入我们血液中的文化基因和
密码。历经漫长岁月孕育的古典汉
语表达方式，千载之后仍然具备坚
忍鲜活的生命力。今天我们读优秀
古典文学作品，能够获得强烈的情
感共鸣，感受到深入的灵魂契合，
丝毫不觉得有什么隔膜，这就是一
种生动的佐证。那么，如何将那些
有效的文学元素和手段，融入对现
代 生 活 的 表 达 ， 显 然 值 得 深 入 思
考。

从这个视角看赵献东的创作，
正是一种独出机杼、自度新曲式的
探索，是他以自己的步伐朝向这个
目标跋涉留下的足迹。他的作品所
体现出的鲜明的区别性特质，也正
是源于这一点。它们既印证了传统
的创造性转化这一宏大命题具有多
种实现的可能性，更显示了每一种
践行方式中的特有的魅力。凡此种
种，都能够带给人有益的启发。

(本文原载《光明日报》3月30日
14版，作者系该报高级编辑）

且熔旧辞度新曲
——读赵献东“现代古体散文”有感

□申健民

壬寅春分，侯归燕、云消雨霁。逢换
届、魏都人大，代表选举。街道宣传讲民
主，社区动员行权力。 沐煦风、舒柳拂桃
李，汇民意。

投 票 站 ，热 情 溢 。 老 踊 跃 ，少 参 与 。
续 活 水 ，莲 城 蓬 勃 朝 气 。 两 百 人 扬 帆 启
航，九万里鲲鹏展翅。再五年、携手绘蓝
图，谱新曲。

满江红•
换届写怀

□宋崇豪

阳春三月，草长莺飞。
走出家门，走进田野，走进大自然，别

有一番情趣。
沐浴在暖暖的阳光里，呼吸呼吸新鲜

的空气，让春的气息弥漫全身；舒展舒展
劳累的筋骨，去除长久积累的疲惫；欣赏
欣赏金灿灿的油菜花，领略生命的美好与
绚烂；抚摸抚摸正在茁壮成长的麦苗，燃
起对未来的憧憬和希望……

春天是个充满灵性的季节。万物复
苏，说的一点儿也不假，尤其对于四季分
明的北方来说，更是这样。春天一到，“一
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欣欣然张开了眼。
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
起来了”。路边的小草，知名的，不知名
的，争先恐后从土里钻出来；这样的花，那
样的花，各式各样，虽然弱小，却尽显绚
丽。树木中柳树总是独领风骚，率先吐
绿，等到其他树初绽新枝时，她已经是“千
条万条绿丝绦”了。冬眠的小动物也苏醒
过来，感受春天的温暖。总之，一切都显
得生机勃勃。

在春天这个美好的季节，历史上留下
多少千古名句！杜甫的《绝句》：“迟日江
山丽，春风花草香。泥融飞燕子，沙暖睡
鸳鸯。”读罢此诗，鲜花盛开的河边，空气
中弥漫着花草的香味，翩然翻飞的燕子，
沙滩上懒洋洋晒太阳的鸳鸯，给人以无限
的遐想。如今，在乡下，虽然我们无缘见
到传说中的鸳鸯，但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在
田间上空来回穿梭的可爱的小燕子。孟
浩然的《春晓》：“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
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在周末的
日子，倘无其他事情，偶尔睡个懒觉，听着
早晨众多鸟儿在枝头歌唱，也不失为一种
享受。至于朱熹的《春日》：“等闲识得东
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更是让人感受到
春天的无限烂漫。

漫步在田野里，放眼望去，碧绿的麦
田一直伸向远方，偶尔有一片盛开的油菜
花点缀其间，蝴蝶在其间翩翩起舞，空气
中弥漫着花香。此刻，放下一切不快，一
切竟然如此美好！只有走进大自然，才能
感受到春天的脉动。

塞北的草原，虽然来得晚些，但小草
也已舒展起腰身，萨日朗花随之开放了
吧？漓江的水流，虽还清澈见底，但也流
得更欢了吧？长城脚下，是否早已山花烂
漫？大江南北，是否全都春意盎然？白山
黑水、雪域高原，是否也已迎来了春姑娘？

如果有机会，你可以去爬山，去远足，
去赏花，去游玩，去疯狂……总之，你尽可
以用自己的方式去亲近大自然，去欣赏享
受这美好的春光！

我徜徉在阳光里，兴奋之余，却生几
分伤感。春光虽好，韶华易逝啊！但转念
一想，“心中若有桃花源，何处不是水云
间。”大自然的春天固然美好、固然重要，
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内心的春天啊！

让我们相约大自然的春天，出发！
让我们相约心灵的春天，出发！

相约春天□李会霞

将锅盛了水往火上一坐，蓝色
的小火苗欢快地舔起锅底，开始熬
粥吧。

淘米的功夫，水就开了，打开锅
盖，是浪花朵朵。把米放进去，先大
火煮开，再转小火慢熬。手起勺动
时，水波荡漾。水米交融里，状若凝
脂。

袅袅白气，渐渐弥漫厨房；缕缕
清香，缓缓沁入心田。

常常一边熬粥，一边梳理自己
的思绪。扬汤止沸间，心灵就舒缓
柔软起来，神态就安详起来。

仿佛若有所思，又似乎忘记了
一切，静静地看着锅中央开出一朵
花儿来，花朵再蔓延开来，怒放成圈
圈涟漪……

黄灿灿的小米粥、晶莹的白米
粥、玉米糁红薯粥……一锅朴素清
淡、温软糯香、暖胃暖心的粥，就这
样熬出来了。

最爱木心先生那句“没有比粥
更温柔的了，念予毕生流离红尘，就
找不到一个似粥温柔的人”。

我不用找，我亲爱的奶奶就是。
小时候，奶奶熬粥，我常常坐在

小板凳上看，看奶奶变戏法一样将
冷锅冷灶变热，再变出一锅热气腾
腾的粥来，真神奇啊。

奶奶忙完，就会喂我喝粥。记
忆最深刻的是，奶奶会把粥吹了又
吹，奶奶每放一点儿菜在碗里，我就
说藏住藏住，奶奶就把菜藏在粥里，
我大喝一口，如果喝到菜，奶奶就夸
张得惊叹，呀！菜跑哪儿了？我就
开心地笑，说再藏再藏……直到肚
子喝得滚圆，整个人都充实起来、暖
和起来，充满了力量和快乐。

长大了，那颗心是往外走的，是
收不住的。外面的世界流光溢彩，
充满诱惑。更多时候在外面吃饭，
要吃香的，要喝辣的，要人山人海，
要人前显贵，要热闹非凡。

熬粥这样浪费时间，又没什么
意思的无聊事情，哪里肯做呢？至
于 喝 不 喝 粥 ，更 不 在 乎 了 ，清 淡 无
味，岂能满足贪婪的味蕾？

一 个 人 的 改 变 ，似 乎 浑 然 不
觉。不知从何时起，渐渐爱上熬粥，

更爱上喝粥。
也 许 是 为 了 孩 子 不 生 病 不 上

火，开始熬粥？也许是吃厌了外面
的辛辣生猛，实在无福消受那浓烈，
开始熬粥？

安安静静地喝一碗粥，竟然成
了一天奔波劳碌之后，关上门远离
外面嘈杂的世界之后，对自己最好
的奖赏。

最喜欢在灯光明亮的餐桌上，
一碗清粥，一碟小菜。对我来说，最
好的菜已经变成白萝卜丝或红萝卜
丝，奢侈的话，再加进去切得细细的
油出豆腐丝清炒，就是满足的了。

坐下来，慢慢喝，细细品，静待
唇齿生香。那是田野里新鲜稻谷、
麦子的清香，是刚从地里拔出来带
着泥土芬芳的萝卜的清脆甘甜。

一口温热的粥喝下去，周身都
暖起来。粥就在身体里流淌，流进
每一根血管，每一个细胞。粥是有
生命的，鲜活又灵动，在我身体里欢
笑着奔跑。我就变成田野里一棵稻
谷，一棵小麦，随风摇曳，自然生长；
变成洁白的或鲜红的萝卜，深埋泥
土，满怀喜悦。

有时也会小小宠溺一下自己，
把菜埋进粥里，喝上一大口。那一
刻，童年的快乐又回来了！

这是一碗治愈人间一切不适的
清粥吧？

前一段，台湾漫画家蔡志忠说，
他已经好多年每天只吃一餐饭了，
只要一碗粥，最多配一块豆腐乳，奢
侈的话就再加一块，一块埋在粥里，
一块放上面。我也心有所触动。可
能年龄到了，就少了诸多尘世杂念，
开始清心寡欲，更多关照自己内心，
想要抵达的是心的彼岸吧？

也许，生而为人，原本不需要那
么多负累形役。前半生持绳自缚，
横冲直撞，却从不知道自己到底要
什么。当慢慢放开自己，释放灵魂，
才知道自由自在的心灵方是人生最
后归宿，才知道无欲无求方是人生
佳境。

时下太流行那句，“愿有人问你
粥可温，有人为你立黄昏。”我想，以
前索取了那么多、得到了那么多、接
受了那么多，下半生，可以试着做个
粥一样的人了。

温柔的粥

□王月平

“妈妈的味道”，这是时下一个
网络流行语，多指家乡美食，于我
则是如丝如缕的思念，是炊烟袅袅
的童年忆念，也是令人一生无尽回
味的感觉。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年龄
阶段会有不同的体会，就像我，50
多岁了，特殊时期的特殊环境，对
妈妈的味道有特别的感情。她是玻
璃容器里醇厚的葡萄酒香，是菜园
子艾香和薄荷香，还是晚辈们新被
子里的棉花醇香。

一
新疆是葡萄的故乡，葡萄酒更

是闻名遐迩。不知何时，自酿葡萄
酒成为时尚，连年愈八十的母亲也
按捺不住向人请教学习酿酒了。

深秋季节，附近农场的葡萄丰
收了，果农无暇顾及采摘剩下的果
子。母亲便提上篮子去地里选择品
质好的摘下来，半天可以摘一篮子
呢。拿回家后仔细挑选用清水淘洗
干净，晾干水分，之后在大盆子里
用手挤压成汁，再用干净的细纱布
过滤出葡萄汁，沉淀后和上好冰糖
一起装在专门准备好的大玻璃容
器里，之后就交给时间发酵了。她
把她的生命张力和传统勤劳都融
汇在这几坛醇香的酒里，每家都要
给一瓶，对孩子们的爱浓浓地渗在
每 一 滴 红 酒 里 ，留 待 我 们 细 细 品
味。春节期间，香甜醇厚的葡萄酒
以红胭胭的色泽映衬着我们的笑
脸 ，母 亲 露 出 孩 童 般 地 骄 傲 与 自
豪。年节时亲友聚餐，母亲亲手酿
制的葡萄酒成为最好的佐餐和赞
美的话题。听着大家的溢美之词，
母亲总是露出幸福满足的笑容。疫
情期间，母亲不在疆，山西支援的
战友休息时无处可去，偶尔聚在一

起，我便倒一些葡萄酒款待大家，
名其曰“妈妈的味道”，一方面是寄
托我对老人的思念，另一方面是让
远离家乡的山西战友感受亲人的
牵挂。此举深得山西战友好评，经
常念叨着要品尝“妈妈的味道”。

二
公寓楼下朝阳的地方有一片

空地，大约二十平方米，常年杂草
丛生，卵石成片。母亲来到后，一直
嚷嚷要种一点儿地，一则有事情做
不着急，二则吃着方便不求人。我
执拗不过，就同意了。找了些铁锹、
锄头等工具，母亲高兴得像捡到了
宝 贝 ，换 了 身 旧 衣 服 就 投 入 劳 动
了。看着容易做起难。土地僵硬且
有 很 多 石 头 ，铁 锹 锄 头 根 本 挖 不
动，母亲就求人找来十字镐，挖一
点儿就蹲下来捡一会儿石头，一会
儿就气喘吁吁、汗流满面了，半天
也弄不了多少。看到的人要给她帮
忙，她总是说：“你们忙，你们忙，我
能行……”近八十岁的母亲就凭着
一股不服输的劲儿，起早贪黑的利
用一周多时间把地挖松了，石头捡
出来了。接下来就是到附近废弃的
羊圈运来羊粪，找根皮管子从花池
里接来水。母亲说，这片自留地是
她的希望和寄托。弄好这些，风吹
日晒使得母亲黝黑的脸上露出了
即将收获的笑容。她托人找来艾、
荆芥、薄荷、丝瓜、韭菜、西红柿、茄
子等种子，精心栽种上。功夫不负
有心人，不久，这片荒芜的地方已
是郁郁葱葱了。等收获的季节，母
亲总是将劳动成果送给路过的人，
自豪地说，这是我种的，尝尝鲜吧！
端午节，一些宿舍门头上的一枝艾
草、同事茶杯里的一缕薄荷香，都
是母亲最大的自豪。夏、秋季节，母
亲的菜园子供上了日常吃菜，我晚

上回去就能吃上爱心晚餐，家乡的
味道千里万里就在碗里。

三
新疆是长绒棉的基地，秋季，

一望无际白花花的棉花，使中原农
村出来的妈妈异常兴奋。每天都到
田野里看看，回来总是说，多好的
棉花呀，你们小时候要是有棉花就
不会受冻了。这里大多是机采棉，
采棉机采收后地里留下很多，母亲
总觉得浪费可惜了，想捡一些又害
怕别人说，一直到入冬前棉农确定
不要了，母亲才到地里捡一些剩下
的，也从马路边捡拉运时掉在地下
的，还揪一些没有完全盛开机器收
不上的棉花桃子。整个冬天，母亲
闲不住，地里捡的棉花有很多叶子
等杂质。她把这些棉花放在单位不
用的平房里，吃完饭就去捡棉花杂
质 和 剥 棉 花 桃 子 。平 房 里 没 有 暖
气，母亲就穿上棉衣棉裤；看不清
楚，就戴上老花镜，聚精会神摆弄
着对子孙的关爱，有时连饭都顾不
上吃了。我劝她不要忙了，她说，多
好的棉花呀，浪费可惜了，我没有
啥事情，捡一些给孙子孙女们一人
打一床被子，也算是我给他们的结
婚礼物。整整一个冬天，母亲捡了
一百多公斤籽棉，开春时送到加工
店加工了十几床网套。母亲说，她
捡的棉花质量好，为防止商家偷梁
换 柱 ，加 工 时 她 一 直 在 现 场 监 督
着。十几床网套母亲自己一床也没
有留，全部邮寄给孙子孙女们了。

妈妈的味道，是勤劳朴实的
味 道 ， 是 无 私 的 爱 与 付 出 的 味
道 ， 是 唇 边 心 底 不 离 不 弃 的 眷
恋，是傍晚一支烟也不能消散的
牵挂。妈妈的味道，是一辈子都
忘不了的味道，与生俱来，挥之
不去，伴随终生。

妈妈的味道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