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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保民

游鹿鸣湖
十里平湖绣彩云，
万只鸭鹜撵鱼魂。
鸣蛙跳动浮萍浅，
鸟雀惊飞苇草深。
浣女扬纱童戏水，
老翁空钓媪挖芹。
青茵绿树深长远，
空有忧伤无鹿群。

小河春
堤柳轻拂见野鸭，
小桥泊渡有人家。
春风有意开桃李，
流水无情落杏花。

诗 二 首

□来向阳

值神舟十三号巡天半年，“出差三
人组”平安归来之际，赞伟大载人航天
精神！祝贺！中国航天！

天，神舟逐梦不歇鞍。
三人组，浩瀚路璀璨 。

天，摘星揽月卷巨澜。
叹观之，精神永流传。

天，大漠戈壁“神十三”。
惊回首，翛然六合间。

十六字令
三首

□白树伟

曾慕名到过乌镇、西塘，欣赏过
江南水乡的模样。水雾迷蒙中，亦梦
亦幻，让人流连忘返。似曾相识间，
总让我想起家乡那水那塘。

我的老家位于千年古县——襄
城县最西北的高庄自然村。村子不
大，500 多口人家，坐落于王洛岗和
汾陈岗东西两个岗坡的中间地带。
在 20 世纪 80 年代，我的家乡河水充
沛，总共有一河五塘，可谓是出门见
水，称得上“北方的江南水乡”。

老家西边有一条窄窄的、清清
的河流，河水长年水流不断，站在路
边，能看见水中游动的鱼虾。有时路
过，就会忍不住卷起裤腿，跳下河去
捕捉鱼虾。虽然总是空手而归，但每
当忆起，总会情不自禁绽开笑颜。

老家的东边有一方 50 亩大的
水塘，每当夏日，总和小伙伴在水塘
里嬉戏，相互推水打闹，相互比谁在
水中潜伏时间长、能憋住气，比谁先
找到扔在水底的砖头瓦块，比谁会
的游泳姿势全、水性好。那在水塘中
玩耍的日子，总在记忆中透出温馨
的甜蜜。

老家的北边也有一方水塘，大
概 七 八 亩 。 水 塘 里 的 水 总 是 满 满
的 ， 清 清 的 ， 大 人 们 在 水 塘 边 洗
衣，孩子们在水塘里玩耍。水塘边
有一个高坡，我们最喜欢在这里跳
水。站在高坡上，纵身一跃跳入水
中，与现在的跳水跳台比赛相似。
虽然姿态不算优美，但在跳下的一
刹那，总会溅起朵朵水浪，感受那
水拍身体的微痛，回味从水中露出
一摸头脸的帅气。

最记忆犹新的是中午时分，大
人们大多回家做饭、吃饭、午休，
幼时的伙伴们总会泡在水塘里，疯
一样地玩耍。那时的小孩子洗澡仅
穿一条裤头，到了水塘边，把裤头
一脱，赤条条跳入水中。洗完了、
疯完了，小伙伴跳出水塘，身上还
是 湿 漉 漉 的 ， 穿 裤 头 怕 把 裤 头 弄
湿，怎么办？我和小伙伴总会赤条
条在路上跑，边跑边念“跑呀跑麻
秆 ， 跑 到 时 候 自 然 干 ”。 跑 着 跑
着，身上的水珠自然就干了，然后
穿上裤头高兴地回家。

记忆中，老家的人和水和谐共
存。水塘里的鱼儿很多，但大人们
从没有因为家中没啥吃而去水塘里
扑杀鱼虾，也从不拿着鱼竿或驾着
渔船去捕捞，任凭鱼儿在水中自由
自在地生长。虽然老家的人们都很

清贫，但都保持着对大自然的一种
敬畏、对大自然生灵的尊重，也让
幼时的我们感受到了大自然带来的
自由和欢乐。

偶尔在天太热的时候，水里的
氧气不足，鱼儿翻坑，纷纷露出水
面，前后街的人们拿着水桶、米筛跳
入水塘，去捕捉缺氧的鱼儿。记得有
一次，村中间的水塘鱼儿翻坑了，我
也跟随大人们一起去捉，但总也捉
不住，只好待在水中，仔细看，用心
捉。忽然感觉两腿之间有鱼儿在动，
我立即用腿夹，并用双手去捂，结果
竟然在双腿之间捉到里一条一斤多
重的大鱼，可把我高兴坏了。我紧紧
地捉着鱼，赶紧走出水塘，跑回家
中。父亲一看，也很高兴，把鱼儿收
拾干净，撒上葱姜在锅里清蒸，全家
美美地吃了一顿。

老家的寒冬更显出北方冰城的
模样。寒冬腊月，水塘里的冰结得
很 厚 很 厚 ， 茅 草 屋 檐 下 的 冰 棒 透
明 ， 在 冬 日 的 阳 光 下 出 七 彩 的 光
芒。清冷的天气，孩子们在冰面上
玩耍，或玩铜箍或抽打皮牛，玩得
真尽兴。有时踩在薄薄的冰面上，
不时会响起咔嚓咔嚓的冰裂声，小
伙伴们相互看看，顽劣地观察着谁
先掉进冰水里。阵阵清脆的笑声，
刺激着大家冒险尝试，感受冰雪带
给的无穷乐趣。

那水那塘，在我的记忆中，是
老家最美的样子。我的老家也曾是
北方的水乡冰城，年少的我曾在这
里享受过水乡和冰城的欢愉。时至
今日，每当回到老家，眼前总会浮
现出儿时的影子，心中总是充满甜
蜜和温馨的回忆。

家 乡 那 水 那 塘

□邓荣河

那是一片绿色营地
驻扎着勃勃生机
时刻抓紧操练
暗夜也不休息
只等布谷那声脆啼
俘获满眼希冀

漂亮的瓢虫
亦有七情六欲
一次次出入麦田
抑或忧伤抑或欢喜
含苞欲放的美好
也需要精心打理

四月的麦田

□王艳

好友回乡探望父母，拍了几
张槐花的图片给我，下面附着一
行字：“曾记儿时攀树野，重归故
里 看 槐 苍 ”。人 间 4 月 ，槐 花 飘
香，我的思绪也跟着槐花回到儿
时的故乡。

村庄不远的山坡上有几棵
高大的槐树，黝黑的树皮，干瘪
的树枝争着伸向天空。可是每逢
4 月天，树上就开满了槐花，满树
奶 白 色 的 花 串 儿 ，随 着 微 风 摇
曳，不用走近，就能闻到空气中
弥漫着淡淡的清香，沁人心脾。

槐花不仅好看，香气四溢，
还是为数不多的可以食用的鲜
花。三三两两的人们，聚在槐树
下采槐花，回家做成各种各样的
美味佳肴。

母亲说，挑选槐花是有讲究
的，含苞待放的吃着才最香。摘
去槐花上的梗和叶子，将槐花清
洗几遍，用盐水浸泡后，洗净沥
干水分就可以做美食了。

儿时最爱吃槐花菜团子。每

到这个季节就盼着母亲做上几
次 。粗 粮 的 香 气 裹 着 槐 花 的 清
香，想到它口水就慢慢升上来，
又咽下去。其实做法也简单，槐
花焯水晾凉后，加入猪肉馅，放
盐等调料搅拌均匀备用。面也有
讲究，用自家磨的玉米面混上白
面来发酵。出锅后，我总能趁热
吃几个，那种软糯，让我的馋意
尽解。

槐花的吃法很多，有槐花糯
米粥、槐花炒鸡蛋、槐花鸡蛋饼、
蒸 槐 花 ，母 亲 最 喜 欢 做 槐 花 馒
头。做法与普通馒头相似，就是
加入了槐花。蒸的过程中，满屋
飘香，出锅后更是香气缭绕，还
能看到馒头上那隐隐绽开的朵
朵槐花。吃上一口，蓬松暄软，回
味无穷。

每每想到这里，我仿佛闻到
了 槐 花 的 香 味 。就 如 那 句 诗 中
说：“树树槐花沁韵翔，芬芳四溢
满城香。”迅速翻出去年母亲从
家里寄来的干槐花，泡一壶，品
品那来自家乡独有的味道。

槐 花 飘 香

田园乐章 吕超峰 摄

□郑英

在许昌主城区这片美丽的
土地上

活跃着一支城市管理的战
斗兵团

100多双坚强手臂同举一面
旗

旗帜上书写着“许昌市老干
部城市管理督导团”

文峰塔下，饮马河边
北海之滨，双龙湖畔
科技广场，帝豪游园
曹魏古城，高铁站前
处处洒满了他们的辛勤汗

水
时时能见到他们的鹤发童

颜

他们不求名利不计报酬
为的是家乡的碧水蓝天
他们每天奔波在大街小巷
顾不得修心健身颐养天年
从当年的“创三城”“创四

城”
到现在的“五城联创”
他们始终战斗在阵地的最

前沿

在“非典”、新冠病毒肆虐的
日子里

他们“宅”在家中也没有停
止作战

连续三届“全国文明城市”
的奖牌

浸透了他们的泪水和热汗
语重心长的宣传教育
无数次地拨打城管热线

深入小区解决问题
和环卫工人娓娓交谈
给政府各部门提出高质量

建议3000多条
向党委、政府呈送调查报告

情况反映500多篇
各级领导批示700多次
他们成了市委、市政府退而

不休的编外“智囊团”

25年，花白的头发如今缕缕
如雪

25年，当年的花甲变成了古
稀耄耋老团员

虽然离开了昔日的工作岗
位

仍然义无反顾听从党的召
唤

他们聚集在督导团的旗帜
下

用辛勤的汗水换来了一个
幸福的家园

督导团像春风，吹醒了沉睡
的千年古城

督导团像夕阳，扮靓了莲城
的五湖三川

督导团像大海，吸纳了多少
力量和智慧

督导团像蜡烛，燃烧着自
己，照亮了许昌光辉的明天

美丽的颍川大地，
永远记载着这支白发大军

的贡献
勤劳智慧的许昌人民
将最美的颂歌献给你
——许昌市老干部城市管

理督导团

颂 歌
——贺许昌市老干部城市管理督导团

成立25周年

□沈顺英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说：“三月
中，自雨水后，土膏脉动，今又雨其
谷于水也。”不经意间，谷雨节气就
到了。

谷雨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六个
节气，也是春季最后一个节气。此
时，春并不仓促收梢，因为谷雨肩负
的使命，是完成从春到夏的衔接，这
是一个意蕴深长的过渡。

此时，杨柳依依，庄稼葳蕤，梨
花素洁淡雅，海棠娇艳动人，樱桃红
紫，晶莹剔透。处处皆是清新明朗，
翠色欲染，水色淋漓。雨水是专为
谷物准备的，幽深的旷野，有谷物遇
雨后散发的浓郁清香。

你瞧，蒙蒙烟雨，饱蘸声声鹧鸪
的呼唤，恰似窈窕少女，踏着一江清
波的潺潺节奏款款而来。曼妙清新
的春雨，宛如一阙阙宋词小令，清凉
透明，润物无声。在春雨的滋润下，
世间万物变得鲜活灵动起来，菜花

吐金，麦苗泛绿，黄绿相间，如一幅
凝重的油画。蔬菜水灵灵，舒腰展
肢往上猛长，嘻嘻哈哈，你推我搡。

隔着雨帘，我依稀听到庄稼偷
偷 拔 节 的 声 响 ，听 到 它 们 的 梦 呓 。
我听到庄户人高一声低一声的乡音
土韵在庄稼的叶片间荡漾开来。牛
毛细雨中，偶有身披蓑衣的农人，在
青郁麦田里耕种。那绿连成一片，
齐整而带着湿意，绿得那么酣畅透
彻。

各种花儿渐次开放。白玉兰，
灵动如白鸽，振翅欲飞。琼花如盘，
风姿绰约。各种花儿前仆后继张扬
着美丽，枯萎的才掉下，新的骨朵又
打开了。漫山遍野闹红弄绿，蜂舞
蝶绕，莺歌燕语，只为了把这个锦绣
春天演绎到极致。一场盛放后，数
以百计的花朵被数以千计的叶子所
取代，一切进行得毫无声息。新叶
胜花，它们才是下一个季节的主角。

乡村到处是农民忙碌的身影，
有的把犁挥鞭，吆喝牛儿犁地；有的

埋 头 弓 腰 ，移 苗 插 秧 ；有 的 浇 水 施
肥，加强春管春种。一颗颗种子被
农人虔诚地植入土地，等待开花、结
果。从种到收，从春到秋，世间万事
万物，都遵循着自然的规律，顺理成
章地走下去。

明代许次纾在《茶疏》中谈到采
茶的时节：“清明太早，立夏太迟，谷
雨前后，其时适中。”古色古香的茶
铺里，已有新茶在卖。一杯谷雨茶
在手，茶叶在水中载沉载浮，玲珑剔
透，像塘中藻荇，汤色嫩绿澄清，温
润如玉。听窗外潇潇雨声，品茗一
杯清香馥郁的谷雨茶，那滋味恰似
甘醇浓香的美酒，让人舌尖生津，怡
然快慰。

谷雨时，在乡下木窗旁闲读，读
到毕九歌的一首七绝：“芍药花残布
谷啼，鸡闲犬卧闭疏篱。老农荷锸
归来晚，共说南山雨一犁。”旧时岁
月里的那些春日风光、乡间农事，便
在脑海中徐徐呈现。

谷雨是春天最后的乐章，更是
一长串从田野上长出的诗。在布谷
鸟的声声呼唤中，夏天的脚步越来
越近了。我眷恋这绵绵如织的水乡
谷 雨 ，就 如 同 眷 恋 着 我 的 故 土 田
园。一辈子，将岁月串连成无法分
割的雨线。

温 润 谷 雨 天

□张宏宇

少时喜静不喜动，常常以书为
伴。那时读书有个习惯，喜欢躺着
读，在尝试了各种读书的姿态后，还
是感觉躺着读更能入书境。其实读
书是不需要正襟危坐，伏案苦读的，
那样的读书更像是“作秀”，反被书
本所累。你就那样躺着，放轻身心，
别无它想，一心向书，因为舒服，所
以极易进入书中的角色。

躺着读书，似乎是个不太好的
姿势，现在想想，后来的近视与这种
读书习惯是不无关系的。但以书为
枕，却让读书变得轻松随意，让我对
书更有好感，以致这些年，终始陪伴
我、依然让我兴致不减的还是书，所
以 我 的 这 种 读 书 习 惯 至 今 无 法 改
掉。

床头堆满各种书籍，枕边有书，
睡前读上几页，生活中种种烦恼，就
能因书中的精彩而被忽略。以书为
枕，心里便有着一种满足。枕边堆
满各种书籍，读不完的我便会压在
枕下。读书越来越多，有时这本书
还没读完，又开始读另外一本，这样
我的枕下书越压越多，我对书便充
满着阅读的欲望，就想尽快读完。

以书为枕，可以方便随手取书，
让你睡前补充一顿“精神大餐”，是
一种生活的享受。枕头下面的书到
一定高度，实在无法再枕了，我便干
脆把枕头拿掉，直接枕在书上。

以书为枕，梦也幽香。书让灵
魂升华的同时，我整个身心也交给
了梦境，那便是心境。一书，一枕，
一片月光，便可使人书合一，读书的
乐趣大抵是这样的。

枕下的书多了，并没有丝毫影
响我的睡眠。读书读得专注，读到
困倦时，自然更容易入睡，更有利于
睡眠。书读多了，枕头高了，反而让
我 睡 得 更 酣 畅 和 安 稳 。 唐 寅 有 诗
曰：“闲来隐几枕书眠，梦入壶中别
有天。”那种枕书而眠的意致，实乃
人生至乐境界也。

躺在床上读书，读得会更加投
入和忘我，可以让自身的精神和书
中的文字融为一体，读累了就将书
顺手放在枕旁。如果工作的压力太
大，以至失眠时，以书为枕，随手翻
开一本，哪怕只看上两三页，就能使
我 安 然 地 睡 去 。 有 时 半 夜 突 然 醒
来，难以入眠，随手从枕下拿出喜欢
的书籍，挑灯夜读，直至困倦再次袭
来，将书放回枕边，书倒成了治疗失
眠的一种妙方。

以书为枕的梦境是美丽的，以
书为枕的人生是充实的。枕着书入
眠 ，从 身 心 到 容 颜 都 会 被 书 香 润
泽。以书为枕，在书本上入睡，有梦
醇香，人生读书的美妙莫过如此。

以 书 为 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