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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访吴家湾春访吴家湾
春日清晨，一切都是美好的样子，

不出门就好似辜负了这大好的春光。没
有目的，就是随处走走。听听鸟语，闻闻
花香，摸摸三叶草头上的露珠，看看喜鹊
在草丛树枝间跳跃飞翔。向昨天经过的
一棵树问好，朝身边的一朵花微笑。

不知不觉走到古城，那就造访吴家
湾吧。

吴家湾在无棣古城西南，吴式芬故
居西花园有一个角门与之相通。吴式芬
是清代金石学家，无棣海丰吴氏的第十
七世传人。据说吴家湾原为一个水坑，
海丰吴氏虽为名门望族，有“九代朝
臣”之称，但吴家历代清官，每遇宅院
扩修便在西门外就地取土，自建小窑，
烧砖制瓦，久而久之形成了一个池塘。
原本池塘不大，仅有数簇水草相伴。后
来，吴家湾经过扩展打造，建亭修廊，
植树叠石，水湾中心置假山，而成现在
小桥流水，宛若江南园林之韵致的美景
佳色。

自南城门进，左转下得台阶，沿护
城河西行。右边的地面，前几天还枯着
黄着，现在已经成了一片绿色，毛绒绒
的，像孩子们笔下形容的毯子。间或还
有几处倔强地枯着，相信过不了几日，
也会跟旁边的绿色打成一片。

天气再暖一些，这里会生出许多野

花，黄的，红的，紫的，其中有一种叫
“老头喝酒”的花，宽大的叶片贴着地
面，茎杆却很是细长，头顶着一只只深
浅相间的紫红色小花。小花是长筒状，
自下而上渐渐圆润，它们背对背微微下
垂，像极了家里老人没事喝二两的小酒
杯。小时候跟着姐姐们去挖野菜，见到
它，都是一把揪下，对着深色的花蕊，
嘴里吱吱作响，一顿狠吸。花蜜甘甜鲜
美，果然是一壶好酒。其实它有一个我
们很熟悉的名字——地黄。

左边是护城河，河面明明如镜，将
经过它的和它身边的一切事物轻揽于
怀，细细品味，琢磨。忽然厌烦了，便
将它们揉碎分散，随着一阵轻风一一送
了出去。

河边的海棠树下，有一丛特别的
草，似鹿的形状，身体弯曲，头朝着南
城门的方向。这下面确实埋着一头鹿。
有一年夏天，我跟孩子在此游玩，偶尔
听两个环卫工聊天，其中一个指着河边
说“就在那里……”我过去打听，才知
道以前动物园死过一头鹿，埋在了护城
河边的海棠树下，没想到转过年来那块
草势异常得旺，最后竟然长出了一头鹿
的形状，我们忙过去看，果然。

再来吴家湾，就觉得这片草丛有了
故事。万物有灵，那头鹿不孤单，这里

夏草茂盛，春日鸟鸣，有秋阳陪伴，有
冬雪覆盖。

走过小桥是一个弯弯曲曲的回廊，
无论站在哪个角度向外面看，都是一幅
画。不同的绿，不同的蓬勃的生命，不
同的晨曦中的朝气。有人在对面的斜坡
上浇水，应该是先前种下的菠菜或是小
葱，河水汩汩地流进日渐松软、散发着
香气的土地，那些小生命被浇灌、被滋
润、被供养、被催发，它们的根会愈发
粗壮，叶会愈发肥厚。

站在回廊望吴家湾，晨光中它安然
静卧于一圈石头之间，如一群硬汉环
绕，爱护中的秀气少女。那些石头奇形
怪状，或大，或小，或圆，或方，或嶙
峋，或独卧，或小巧灵动，或刚猛突
兀。水湾中间的假山在春日里苏醒，它
挺挺僵硬了一冬天的腰身，好似柔软了
很多，在春水中，它变得湿润而丰盈。
它向每个经过的人展示着自己的妩媚和
妖娆，在春风中，一池碧水映着假山的
身姿与护城河经一白色石桥相连，水波
荡漾，金光粼粼。

岸边的树发芽了，我不知道它们是
什么树，只看到它们向着晨光吐出了新
叶。小叶娇嫩欲滴，嫩绿中带有一丝橙
红，这颜色好似鲁迅先生笔下小脸冻得
通红、瑟缩着做梦的无名的极细小的

花。它们可能也做过同样的梦，梦见春
的到来，梦见秋的到来，梦见瘦的诗人
将眼泪擦在最末的叶片上。

走过回廊向北，这里曲径通幽，绿
意更浓。弯曲的石板小路尽头，是一处
条石堆垒的通道，通道下面是一座木制
小桥，花式桥栏跟条石之间的空隙，深
幽而神秘。

从通道出来，豁然开朗。右转一段
后，拾阶而上，便到了东北角的亭子，
这里是吴家湾的最高处。亭子典雅别
致，亭旁杨柳依依，亭外微风吹拂。登
高远眺，吴家湾美景尽收眼底。

亭子下有一眼古井，青砖高垒，方
木环围。古井给吴家湾增添了些许的古
旧之气。古井旁是一大片斜坡，斜坡长
满了草，中间植有几棵松树，坡下也点
缀了两三块巨石。草黄时绵软温暖是一
景，草绿时挺拔清凉是又一景，草枯时
坚硬衰败还是一景。

斜坡最上面，靠近吴式芬故居西花
园的地方，有一条长长的回廊，跟小桥
西边的回廊有遥相呼应之妙。回廊里的
坐凳栏杆是欣赏风景的绝佳之地，在这
里听风吹过柳枝，看小鸟飞向假山，游
人沿着小径漫步。

眼前似画，自己又何尝不是身在画
中？

□ 秦辉

那时，初春的太阳刚刚升起，阳光
就洒在湖边残存的白雪上面，映照着我
的书房——守拙室，使得书房更加透亮
洁净，室内也比往日温暖了许多。

我泡一壶大红袍，茶香立时弥漫在
室内。虽无红袖添香，但翻阅起林语堂
的 《苏东坡传》，却是兴意正浓，心无
旁骛。这也是我三读苏东坡了，书中的
一些情节早已了然于胸，并升华为与这
位先贤的对话与请教，但感悟最深的还
是苏东坡那高贵的灵魂，“吾上可陪玉
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他的这句
自我评语，正是他一生最本质的真实写
照。当时的百姓谁也不认识这位“职业
流放”文人，曾是官至三品的翰林大学
士。在我看来，姑且不论大学士学富五
车才高八斗，而“自我评语”正是苏东
坡身上最闪光耀眼的地方，更是发自一
个高贵灵魂的香，正在漫漫浸洇。书越
读越薄，神交愈加浓厚，东坡书卷里散
发出的香气越发浓郁，以至于让我陶醉
其中，难以自已。

打开书橱各类书籍可谓琳琅满目，
古今中外名著及本土作家精品，依次排

列，无不散发着书香之气。
大红袍的茶气在室内更加香浓，不

由得想了那个美丽的传说：明朝一位来
自武夷山的贫苦读书人考中状元，他要
感谢武夷山神的恩赐，便将自己的红袍
挂在神树上，此茶即有了“大红袍”的
美称。我边啜饮边吟诵起了茶禅诗：

“一杯清茶，一缕禅思，任沉香妩媚，
我也不闻不问。”便觉思绪随着茶香自
由萦绕，袅袅散开，在茶香中忘我无
我。

目光流连中，正视我日日侍弄的一
盆墨兰。《爱莲说》 云：“晋陶渊明独爱
菊。”我却喜欢兰花已多年，栽培了一
盆墨兰，叶子墨绿舒展挺拔，蕴藏着勃
勃生机。花盆古香古色，与兰花十分契
合，正面镌刻了魏碑味儿十足的四个字

“厚德载物”，并以金色涂之。我放置于
书房两个圈椅中间的茶几上，背景墙上
是本地颇有名望书法家、启功弟子郭鑫
先生书写的明朝诗人薛网的 《兰花》。

在我精心伺弄之下，春节期间，花
盆里陆续窜出几束花剑，蝴蝶状的花朵
日渐伸展，每朵花下面都低垂着一滴晶

莹剔透的露珠，尤其是兰花散发的味
道，着实浓烈逼人，隔着两三米即可嗅
到清新怡人的香味。梅兰竹菊在古代被
奉为“四君子”，成为中国人感物喻志
的象征，因各有特质，比如梅傲、兰
幽、竹坚、菊淡，深受文人雅士的赏识
与喜爱。十年前，我曾陪家人去三亚旅
游，参观了“兰花世界”，真可谓大开
眼界，其品种之多，色彩之艳，身姿之
美，造型之奇，令人目不暇接。初视四
周，再极目远眺，简直就是兰花的海
洋，清风徐来花浪起伏，美轮美奂。脑
海中越是呈现那片兰花海，我眼前兰花
的香气越发飘逸浓郁。

正道是花香袭人，就又记起了上一
个龙年，一外地朋友送我一坛好酒，酒
坛呈黑色且光洁度极高，外形丰盈饱
满，圆润无瑕，酷似葫芦状，寓意“福
禄吉祥”。别致的外形倾心可人，遂即
放置书房东北角高脚櫈上，借以显示其
地位之高，但又担心时间久了酒味外
溢，便用石灰泥再次加固封口。近来石
灰泥由龟裂再到脱落，日复一日，坛中
酒曲味隐隐弥散，醇厚馥郁。假若刘伶

在世闻此酒香味，也一定会欣然前来与
我对饮的。虽我早已过了斗酒之年，但
仍保“诗酒趁年华”的豪气，龙年喝龙
酒岂不快哉。

有斯陋室，名为守拙，其实自表心
志罢了。唐代诗人刘禹锡在 《陋室铭》
中托物言志，言简意赅，成为千古名
作。当然，我这“守拙室”断不敢与

《陋室铭》 相提并论，后学更无先贤之
德馨，亦杳不知鸿儒之踪迹，但守拙室
内香气弥漫，却是地地道道实实在在
的。

香气环绕，浸润精神，或抚卷命
笔，或临池笔酣，或“登东皋以舒啸”，
或“太极挥精力”，岂不是人生的一大
幸事。在香气的烘托下，我打开砚盒，
挥毫写下“书香润脑，茶香提神，兰香
怡人，酒香醉人”，在端详涂鸦“墨宝”
时，一阵墨香直扑入鼻，这才发现漏掉
一香。但转念思之，分明是笔走龙蛇，
墨香悠悠，遂自云：“何漏之有？”

一室虽小，却与情与志与趣同在
矣。

室香怡人室香怡人
□ 张鸿志

1

时间微寒，凉意灌满全身
海水漫过岸堤，流过沟壑
无意识，无感觉，嘴角
残留苦涩的咸。还能说些什么呢
当我面对着经年的旧疾

车如水，流动的马路边
枯草在冷风中颤抖着身子
脚下小径岿然不动，远方迷茫

过石桥，河水“久病不愈”
白玉栏杆旁，石狮子蹲坐桥头
正义凛然。我低头太久
偶尔抬眼，春已绿上枝头

2

季节曾扯去法桐最后一缕头发
手指长空，落叶失去重量
混迹于杂草之中，心被荒凉揪着
被鞋走破的路
只有一条贯穿着万物轮回

华灯举着希望，匆匆赶来
我刚好写完一首诗
此刻正抱着它，互相取暖

清明时节清明时节

□ 郭院林

大平原

早上，晨光微明，从朦胧中醒来，窗
外传来一两声清脆的鸟鸣，奇怪，咋没有
了汽车的轰鸣声呢？休眠了一夜的大
脑，渐渐地从一片空白中回醒过来，啊，
原来这夜我“下榻”于乡村的老家，不禁
哑然失笑。

每当周末，总喜欢回老家住上一两
晚。早上醒来，常常是惺忪不知身在何
处，而这夹带着快乐又酷似天籁般的呼
唤，将我带进乡村静美的世界。“百啭千
声随意移，山花红紫树高低。”树叶在微
风中兴奋地抖动着，闪着绿色的波光，似
在细听万雀争唱。这些可爱的鸟雀们蜻
蜓点水般地忽而左枝忽而右叶，“叽叽喳
喳”聊个不停，后而哗然齐飞，只留树枝
簌簌作颤，似轻嗔一般。

“宿鸟动前林，晨光上东屋。”除了早
起的鸟儿，乡村的早晨是静谧的，像一首
轻柔曼妙的乐曲流淌在小街上。呼吸着
新鲜的空气，徜徉在舍前村后。秦观诗
云“树绕村庄，水满陂塘；倚东风，豪兴徜
徉；偶然乘兴，步过东冈。正莺儿啼，燕
儿舞，蝶儿忙。”抬望眼，田野里郁郁葱葱
的麦苗散发着一种熟悉的味道，沁人心
脾。农家墙外的篱笆上，丝瓜的枝蔓高
高地仰着头努力地向上攀爬。不远处的
大棚披着厚厚的草苫还在酣睡。春日乡
村闲人少，勤劳的人们开始了一天的劳
作，一辆辆家用轿车徐徐开出家门，这是
赶着上班的年轻人出发了，怕是惊醒乡
邻，车子并不鸣笛，公路像一条银龙蜿蜒
地伸向村外。牧羊人赶着羊群慢慢走出
圈栏，羊儿“咩咩”叫着，相互亲昵地缠绕
着对方的脖子，似在诉说昨夜的好梦。
这两个牧羊人都已年过半百，一位杨大
叔，三十多岁的时候，在使用脱粒机时，
不幸绞去了右臂；另一个是在车祸中失
去了左脚。这些年，在当地政府的扶持
下，他们开始养羊，脱了贫致了富，生活
有了保障。听那牧羊人亮开嗓子“哎哎、
呀呀”喊上几声，手中的鞭子在空中啪啪

作响，那伶俐矫健的牧羊犬便跑前跑后
着顾着羊群。这和声飘荡着幸福的音
符，穿透了晨曦中缭绕的轻雾，震落了草
叶上滚动的露珠。

若在城里居住，小城的清晨却是喧
闹且激情的，更无需闹铃，常常会被各种
车辆的声响唤醒。楼房后面是四通八达
的公路，先是长长的货车疾驰碾过路面
发出的“轰隆轰隆”声，接着是小汽车轻
抚过道路“刷刷”声，时而又大小车辆“叽
哩咣当”的刹车声不绝于耳。一曲宏大
的乐曲拉开了序幕。于是没有了睡意，
从高高的楼房北窗望去，晨曦中车辆逶
迤前行，车灯时明时灭，红通通的尾灯像
是天街上的灯笼，一直延伸到道路的那
头。南窗，抬眼望去，一座座新楼刚刚崛
起，高高的塔吊开始旋转，“嗡嗡嗡嗡”的
声音回响在朦胧的黎明中。接着建筑群
里“叮叮当当”“ 哐啷哐啷”“ 嗞嗞啦啦”
的声音响起来，那是搬运砖块、敲打钉
铆、焊接钢筋的回音。不一会儿，公交
车、校车、洒水车、电动车都上路了，大人
的吆喝声，孩子的嬉闹声，交织在一起，
整个城市完全醒过来了，车水马龙，熙熙
攘攘。城市在喧哗中建设，在建设中成
长。

而此刻的乡村，阳光已经洒满了田
野，吃过早饭的人们，三三两两向大棚走
去，互相交流着蔬菜的长势情况，笑语声
盈盈入耳。一排排蔬菜大棚整齐划一地
坐落在村后面广阔的土地上，大棚上的
苫子正在电力设备的作用下徐徐上升，

“沙沙沙沙”渐渐地露出银镜般薄膜，在
阳光的照射下熠熠生辉，十分耀眼。

信步走进一家熟识的棚前，撩开厚
厚的棉被帘子，一股热浪扑面而来，外面
还是暮春时节，里面却像三伏般蒸腾。
主人正在高高低低的柿子架下选摘柿
子。正值西红柿旺盛的季节，大大小小
的柿子挂满了枝头，有的已经通身红
透，还有的全身碧绿，他们捉迷藏似的

摇曳在叶片的背后。主人说，根部的柿
子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营养最为丰富，
价格也较昂贵。接过主人递过来的一个
又大又红的柿子，掰开一看，粉色的内
瓤，红里带白，让人垂涎欲滴。“这是
粉柿子，是最好吃的，瞧这来村里收购
蔬菜的大小车辆，供不应求呢！”主人
自豪地说。

其实，家乡的大棚蔬菜种植已经有
几十年的历史了，三十年前村里只有几
户大棚专业户，但因为村庄闭塞，道路不
通，即便是柿子丰收了，也是无法全部销
售出去，有很大一部分烂在家里，卖不了
的就倒在村外的水沟里，叫人看了心疼，
所以村民种植大棚的积极性并不高，村
里的经济状况也落后于其他村。俗话说

“要想富先修路。”近些年，有了政府的扶
持，村里修建了通往村外的公路，运输蔬
菜的车辆络绎不绝，大大加快了销售的
速度。于是村里家家户户都种上了大
棚，而且大棚的管理逐渐趋于机械化、智
能化，浇水、施肥、拉苫子都是电动操作。
蔬菜的销售也不成问题，外地的菜商主
动上门联系业务，销路好着呢。所以中
年人在家照管大棚，年轻人在外打工，家
家户户的收入逐年提高。很多年轻人在
城里买了房子。年龄稍大的，在家翻盖
了房屋。眼前，这家大棚的男主人跟我
年龄差不多，他不善言谈，却风趣幽默，
建了两个大棚，都是一百米长、几十米
宽，每个大棚每年纯收入七八万元。他
过去的三间破坯房早就换成了 20 多万
元修建的砖瓦房，里面的家具、电器全部
换新，还置办了联合收割机、脱粒机、播
种机等各种农用机械，过去谁不知道他
日子难？而自从发展了大棚种植产业，
他的日子“芝麻开花节节高”，夫妻俩同
心协力管理蔬菜，日子越来越红火了。

“我这穷帽子早就摘掉了。”他幽默地说，
“我这别墅用你的楼房也不换哩。”他还
介绍说，像他这样的农户还有很多，都致

富了，记者还来采访，上了博兴新闻，还
上了抖音，董杨柿子成了品牌柿子，远销
省内外。说话间，耳听电动抽水机“嗡嗡
嗡嗡”地低声吟唱，潺潺的清水流向每一
个地垄，滋养着枝蔓，滋润着农民的甜蜜
日子。

吃过午饭，菜商车辆已经装满，明天
早上这绿色无公害蔬菜就会被摆在各大
超市的货架上，就会装进顾客大大小小
的菜篮子里，成了人们餐桌上的美味佳
肴。

迎着落日的余晖，我开始返城。绚
丽的夕阳映红了半边天，迎面牧羊人赶
着羊群回归，嘴里哼唱着乡间的小曲，别
有一番滋味。一只只可爱的小羊羔跟在
它们羊妈妈的后面尽情地撒欢，吃饱了
的羊儿悠闲地“咩咩”几声，像是向我告
别。歌声、羊咩声组成了一首动听的“晚
归牧曲”，与夕阳、晚霞一起撒在这弥漫
着乡土气息的小路上。大棚里的人们钻
出棚外，重新给大棚披上厚厚的外衣，提
着带有泥土芳香的新鲜蔬菜回家了，乡
村又慢慢恢复了平静。

驱车不过一小时，就进了繁华的小
城。车辆如游龙般多起来，渐渐地，华
灯初上，霓虹闪烁，小城像刚刚睡醒似
的，睁开了夜的眼睛，犹如拉响了钢琴
D 大调的协奏曲。公园的广场上响起了
各种音乐，此起彼伏，煞是热闹。人们
舒展着腰身，健身操、交谊舞、街舞，
大家舞动轻盈的步伐，享受美丽的夜
晚。烧烤店里飘出了诱人的香味，周末
全家人开始撸串，大人孩子叽叽喳喳，
说说笑笑。

时常在乡间与城市中辗转，既喜欢
乡村这种宁静与舒缓，又享受城市那种
热闹与强烈，在轻柔与激烈的碰撞中，城
市乡村奏出的这首和谐的交响曲，回荡
在世间的烟火中。我体味着音符的转
换，感受着生活的变奏，荡气回肠地活一
回，感谢这美好的世间。

听谁在歌唱听谁在歌唱
□ 王丽丽

雨纷纷，依然和唐代一样
只是杜牧被雨淋湿的眼睑
已经替换成透明的玻璃
一样模糊的天空，却摸不到
诗样的清凉。此刻
路上的行人纷纷走在屏幕上
销魂、喝酒，也不用牧童遥指
杏花村正从手机里打开

曾经用脚跋涉千里的回家路
有足够的时间将故乡揉搓浸泡
于是就有了万户捣衣声
虽一路颠簸流离，却心怀
近乡的胆怯，酝酿到家的醉意

而现在，载着游子的列车
让过往城市的灯光
将所有思绪撕扯
池塘春草与檐前榆柳依稀难辨
只有高楼冲锋在前
好在深夜还有黑暗，可以
给思绪一个展开的空间

如果可以捡拾脚印，今晚
我准备了一个巨大的网兜
神灵湖边吃草的牛儿
是否看得见山坡上做梦的少年
炊烟袅袅的老屋前
父母还在等待归乡的人

哦，晃荡的铁轨把我惊醒
父母的坟堆在匡山之麓
此来就是为坟墓添土

故乡唤着故乡唤着
我的乳名我的乳名

□ 孟令新

行至半生，风雨和悲喜轮换而来
从抗拒到顺从，心安理得地去接受
一日三省不如大彻大悟
离愁，不一定是给离别量身打造的
世间万物，总会在离愁中走一遭
会想一些人，并非长夜漫长白日短暂
总有一些美好正在发生，那么纯粹

我在他乡不停奔走，试图给生活
描上几笔春风，再让春风唤来细雨
润泽嫩柳，轻拂三月之晨昏
我努力活着，做一个愈发简单的人

每一次离乡，都为了更好地返乡
还有什么，能让我好梦成真
天地多辽阔，生活多现实
可我，此刻不适合抒情
因为抒情不如多情，多情不抵深情
多少次我在梦中总能听到
故乡，用近乎于母亲的口吻
一遍遍轻唤着我的乳名

互相取暖互相取暖

□ 孙艳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