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阵阵清香飘落在
唐诗宋词里（组诗）

孔繁勋

梅花山

二月，走进梅花山
徜徉在花的海洋
花香穿过年月阵阵袭来
涌动的人群
从不同的朝代走来
闻着同一种芳香

博爱阁，萌动仁爱
成为梅花标示的心脏
潮水般的人流
在花的情感间探春
感知花草，感知山水，感知爱的博大
阵阵馨香包裹玉露
将积攒一冬的缤纷一点点释放

桂花

一簇簇 一团团
揉破耀眼的金黄
身披秋光水色
开在中秋情思间 清香
染透了树梢上的月色

一阵阵，一缕缕
月夜下，这穿透大地的香
裹着丝丝的甜
飘落在唐诗宋词里
熏醉了多少个李白、辛弃疾
和万千游子的心 只是不知
触动了谁的秋思 谁的忧愁
婵娟谁与共 天上人间

山茶花

我坐在翠绿的草尖上
在一朵山茶花的乡恋里旅行
蓝天白云打开一座山色
树影在湖水中行走
直至夜色吞没远山黛绿

山林里 一只水鸟
从一本线装书里
衔来一枚月亮
挂在山冈树梢上
月光如水 浸润芬芳春泥

面对水光山色
我所有的语言辞藻都失去色彩
只有山茶花送来的阵阵清香
在心湖荡漾

杜鹃

按照春的指引
调动积聚一冬的能量
冲破严寒的封堵
打开血色盈盈的花蕊
渐次释放
包裹着的痛
托出一片绿色笑意

晶莹的相思
跃上枝头
云霞灿烂处
飘出柔中带刚的花语

绿色希望

八月风从山谷吹来
吹不走滚滚热浪
稻田中
你撕下一片白云
擦去额头豆大的汗珠
在“汗滴禾下土”的地方
你看到
满眼绿色的希望
细心拔除那些偷长的稗草
你的目光
穿过层层叠叠的暑热
看到了
波涛般的金黄
金黄串连着的欢笑

被你的无畏和乐观感染
天上的太阳
收敛起过于任性的火辣脾气

（节选自《辽河》
2023年第10期）

在北方的一座小山村，夜色浓重，满天的
星星，星光绵延过门前的老槐树，闪烁在每个
角落。来福坐在自家院里的玉米垛上，望着村
东头小卖店昏黄的灯光。远处偶尔传来几声狗
叫。闷热的空气笼罩着这个不眠的秋夜。

来福坐了一夜的火车到了伦河镇，又迫不
及待地搭上窗户满是灰尘的班车。班车在弯曲
的路上开了三个多小时，然后到了一个分岔路
口。路口边有个宣传墙，上面写着不知道多久
以前的口号。来福在这里下车后，又走了半个
小时凹凸不平的土路，才回到自己的家。

到家时，已经是晚上六点多了。在回家的
路上，来福感觉有些陌生，村里家家户户的门
口都是冷冷清清的，屋里还是黑魆魆的，村里
已经不再有小时候那样热闹的场景。大批青壮
年都外出打工了，村里只剩下老人和孩子。金
钱从远方寄回来，老人们兴致勃勃地盖起了新
房，新房外墙用瓷砖铺得光鲜亮丽。

来福就读于南方的一所二本院校，读的是
工商管理专业，今年毕业。他已经三年没有回
家了，他想省点儿路费，假期偶尔会去打零工
赚钱补贴学费和生活费，他知道家里的经济状
况不好。

上大学前，他未曾远离过居住的小村庄。
在镇里读了
三 年 高 中 ，
他虽然很努
力，但还是
没有考上名
校，勉强过
了 二 本 线 。
于是他报了

南方的一所大学。他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自家的房子还和来福走前一样，三间土坯

房，下沉了许多，窗户离地面的高度比原来更
低了，里面特别灰暗，那些破旧的陈设一点儿
都没有变化。

来福明白自家没有盖新房的原因。爸爸、
妈妈还有姐姐在省城打工挣的钱都供他上大学
了。家里只留下爷爷一个人种着几亩玉米地。
看着自家要倒塌的房子，来福有些心酸。一想
到自己大学四年，翘课、蹦迪、和同学大吃大
喝、吸烟……还有因为谈恋爱撒谎管妈妈要
钱，忽然感觉特别愧疚。

爷爷一个人躺在土炕上，屋里没开灯。
来福推开门，喊了声：“爷爷。”爷爷摸索着
开了灯，怔怔地看了他一会儿，说，是来福
回来了。

来福用带回来的食材做了简单的饭菜，陪
爷爷吃了晚饭。

爷爷岁数大了，不再操心他孙子的事情，
无非是问问学校的饭菜是否可口，生活可好，
诸如此类，问罢了，就不知道说什么了。

爷爷说，你爸爸、妈妈和姐姐他们都在省
城的饭店里打工，为了多挣点儿钱，今年都没
回来过春节。爷爷不解地问来福：“城里饭店
春节都不休息吗？”来福内疚地低下头，无言
以对。

来福毕业后想通过考研改变命运，但他失
败了。想复习再考实在不好意思管家里要钱
了。那就找工作吧，他来到北京，觉得北京就
业机会多。尽管理想很美好，但是现实却狠狠
地教育了他。他开始的目标是体制内的工作，
但他连考试的机会都没有，因为人家要的是名

牌大学毕业的研究生。那就退一步，有五险一
金也行，但是这样的单位也没有他能进去的，
因为就业的竞争太激烈了。

来福寄出了上百份简历，都石沉大海。来
福四处碰壁。他能找到的工作就是在美团当骑
手和在小区做保安，他有些不甘心，而且也放
不下架子。

来福想，如果干保安或者送外卖，自己为
啥要读四年大学呢？父母一个汗珠摔八瓣儿挣
钱供自己念书，花了十几万，现在家里还有外
债没还清，如果当骑手或保安，怎么对得起他
们呢？

想想考大学时的辛苦和家里筹措大学学费
时的艰难，他陷入了深深的迷茫和失望中。

来福特别怀念以前的生活。夏天的清晨，
他会蹲在院子里的木栅栏门旁，洗脸、刷牙，
呼吸新鲜空气。云朵在蓝天上飘来飘去，爸
爸、妈妈在自家房屋旁的菜地里，种上不同季
节的蔬菜。放学了，他便会钻到地里，干点儿
农活。

晚饭有新烀的玉米、茄子，刚从地里摘的
小葱、黄瓜，还有妈妈自己做的农家大酱，那
是妈妈的味道。

那时的傍晚炊烟升起，雾气就环绕在村子
上空，家家户户烧火做饭。那烟雾晚饭后很长
时间才会散去。

在外漂泊的日子，来福特别想念这片土
地，这里清新的空气、阳光，还有这玉米垛。

来福躺在玉米垛上，闻着玉米的味道，心
里特别踏实。忽地，他就看到了自己的希望和
未来。

（原刊于《辽河》2023年第10期）

在美丽的辽东半岛东部，千山山脉的南
端，矗立着一座巍峨的山——步云山。步云山
海拔1130余米，被称为“辽南第一峰”。其山
山势险峻，层峦叠嶂，怪石嶙峋，气势磅礴。
步云山以它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为辽东半岛的一
颗“明星”，吸引着世人的目光。就在步云山
北面的山脚下，坐落着一个小山村。其村四面
环山，中间一条蜿蜒、曲折的小河，自北向南
于村中穿流而过。这就是我故乡的小河。

这条无名河宛如晶莹的玉带，自北向南飘
然而过。因受地理环境影响，河面时而宽，时
而窄；河水时而深，时而浅；水流时而急，时
而缓。她一路欢歌，奔流不息，以其纯净的水
质，不竭的源泉，养育着两岸百姓。

我从记事之日起，就与小河结下了不解之
缘，在与她朝夕相处的 20 余年中 （尤其是童
年），她给了我欢乐和成年后的人生启迪。

说到小河，应从春天说起。
春天，随着气温慢慢回升，封冻了一个冬

天的小河开始融化，人们也从漫长的冬季走向
充满生机、充满希望的春季。这个时候，对我
和伙伴们来说，最有趣的便是去小河里抓鱼
了。据村里的长者说，这时的鱼，刚经过漫长
冬季的冰下生活，行动尚不自如，大都喜欢躲
在河中的石头下面，很容易被抓到。再说，开
河的鱼，体肥味美，叫人垂涎。于是，每逢天
气好时，我便会约上几个小伙伴，扛着榔头
（可以抓鱼的器具），拎着小篓子，来到河边，
抡起榔头，向河里的石头砸去 （我们称之为震
鱼）。这时，若石下有鱼，鱼便会在猛烈的震
动下被震死，然后漂出水面。假如运气好的
话，伙伴们每次可弄到十几条或几十条鱼，但
对我来说，能弄到十条、八条的就算是十分幸
运了，因为我身体弱小，体力较差。要知道，

抡榔头也是需要很大体力的。每当我弄到鱼回
到家中后，母亲便炖上一碗鱼酱，我也就可以
美餐一顿了。

春季过后，热烈、活泼、欢快的夏季又来
了。这是一个多雨的季节，河水丰沛。每天刚
刚吃过午饭，我和小伙伴就会到河里游泳，小
河瞬间变得热闹起来。

我家距小河大约200米的距离，一条小路
直通河边。夏日的午间，行走在去小河的路
上，火辣辣的太阳高悬于空中，直直地照射
在小河宽阔的水面上，远远望去，水面跳动
着无数金色的亮点，波光粼粼，十分耀眼，
与小河岸边的青山绿树遥相呼应，简直美不
胜收。

其实，在小河的上游及下游，各有一处深
水区，这才是游泳的最佳去处。大人们因水性
好，大多选择水深之处，他们或蛙泳、或仰
泳、或潜泳，变着花样地尽情享受水中的欢
乐。而我们这些毛孩儿因不大会游泳，则以戏
水为主，或在浅水处追逐、或将头埋在水中练
憋气，有会几下狗刨的，则用双腿使劲儿地击
打水面，溅起水花，“喷”在小伙伴的身上、
脸上，由此引起的抗议声、欢笑声此起彼伏。
每年夏季最热的那些天，即使是晚上，人们有
时也会来到河边，享受着河水带来的清凉，那
真是超级的享受——一轮圆月挂在深邃的夜
空，倒映在清净的河面上，繁忙、劳累了一天
的人们，静静地躺在小河边，任河水从身上缓
慢淌过，聆听河水流动的声音，这声音与岸边
草丛中虫儿们的鸣叫声交织在一起，组成了悦
耳的交响乐，那样的和谐、动听……

游泳可持续到深秋，直至河水凉得无法下
水我们方才罢休。说句实在话，那时在小河游
泳对我们偏远的农村孩子来说，可谓是一种

最奢侈的娱乐活动了。在那个贫穷的年代，
在那个贫瘠的地方，还有什么能让我们高兴
的呢？现在，每当想起这些，我不禁由衷地
感谢这条小河，是她哺育我们成长，是她带
给我们欢乐！

过了秋季，漫长的冬季便不约而至。那时
农村的冬天要比现在的冬天冷，数九寒冬，
北风凛冽、大雪纷飞的日子似乎比现在也多
得多。几场风雪过后，小河也就封冻起来，
而小河光滑的冰面便成了天然的滑冰场，小
河也再次成了我们玩耍的大舞台。我们各自
做了滑冰车，只要空闲时，几个小伙伴就带
上滑冰车，来到冰上开始滑冰。这一玩，几
乎就是一个冬季。

滑冰场上最热闹、人最多的时候是每年元
宵节的晚上。

在我们那儿，元宵节要吃冰、滚冰。据村
里长者说，正月十五这天每个人都要吃点儿
冰，据说吃了冰，一年不牙疼。另外，每个人
还要在冰上打个滚，打完滚，一年不腰疼。于
是，吃完元宵节晚饭，人们便纷纷向小河走去。

这一夜的冰上活动，男男女女、老老少
少，全村几乎无人缺席。当然，游戏项目也是
五花八门——有的几人一组，坐着一字排开的
滑冰车，一声令下，犹如万箭齐发；还有人直
接用双脚在冰上滑。他们先是在冰面上来一小
段助跑，然后向前一冲，双脚便向前自动滑
出。如冰面光滑，助跑得当，一下子便可向前
滑出好长一段距离，引起围观者的喝彩；也有
人手执鞭子，将精心制作的冰陀螺在冰面上抽
打得滴溜溜地转，吸引着围观者；更有意思的
是有人怕冰，不敢在冰面上行走，小心翼翼地
在冰上挪动着双脚，即使这样，也不时有人摔
倒在如镜的冰面上，时常引起哄堂大笑……此
时的人们，真是宠辱皆忘，已完全沉醉于欢乐
之中。如今想来，真希望还能回到当年，重温
一下玩冰的乐趣……

如今，我离开家乡已经 50 个年头了。再
回家乡，那条熟悉、亲切的小河已不复存
在。原来，为解决小河下游人们的用水问
题，1998 年，政府在小河的下游筑坝拦水，
修建了一座水库——玉石水库。

2023年清明节，我又一次回到故乡，站在
水库岸边，面对宽阔、平静的水面，我陷入了
沉思：一条无名的小河，不仅养育了一方百
姓，也为我的童年带来了无限的乐趣。我不敢
想象，当年假如没有这条小河，在这个偏远的
小山村，我的童年会是什么样子？还会有这么
多的乐趣吗？而如今，小河，你聚天之甘霖，
蓄地之细涓，摇身变成了远近闻名的水库，以
更加宽阔的胸怀，守护着这方水土，造福这方
百姓。

故乡的小河，我由衷感谢你给我带来的童
年乐趣，当年，我为有你而感到幸福！如今，
作为一个远方的游子，我更为曾经有你而感到
骄傲！

来 福
潘秋兰

插图：夏立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