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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春光，在期盼中悄无声息地来到了我们

的面前，给人一种猝不及防的感觉。我想起自己

在 2020 年 2 月间写的一首儿童诗，题目叫做《立春

的味道》，第一段是这样写的：

“春天的味道真好，

被一张透明的春饼包裹着，

轻轻地咬一口，

露出白豆芽和绿蒜苗。”

我写这首小诗的时候，恰好赶上了疫情。我

用一个孩子的视角表达出对春天的向往，更表达

出了孩子对在抗疫一线战斗的爸爸的思念。小诗

悄悄地写了，也悄悄地发表了。现在我把它重新

翻拣出来，向四年后的春天问一个好。

春天的确象征着希望，意味着阳光、温暖、生

机，还有绿色。

关于立春，南方有南方的习俗，北方有北方的

约定。比如在遥远的云南边疆，春天的时候，乡亲

们会在自己的堂屋里铺上绿色的松毛。于是，松

香和初春的气息，齐齐地洋溢在农家的堂屋里，一

脚踏上去，润滑中有一种莫名的欣喜。而北方要

吃春，吃春的主要食品就是薄而透明的春饼。春

饼不同于油饼，更不是馅儿饼。北方的春饼烙制

时一层层抹上黄油，若干张放在一起烙，还有的把

它们放在一起蒸。无论是烙制还是蒸制，春饼散

发出的都是春的气息。既然叫春饼，春饼里边一

定要有特殊的内容，比如白色的豆芽、绿色的蒜

苗、金黄色的炒鸡蛋，还有喷喷香的肉块。吃春饼

的时候和烙春饼的时候，都是孩子们最欢迎和最

期盼的时刻。因为他们都知道，吃完了春饼，满足

了自己肚子里小馋虫的欲望之后，就可以开心地

到阳光下去游戏、去嬉闹、去和小狗们玩耍、去和

小猫们逗趣，或者拿着一把玩具枪在院子里互相

追逐，或者戴着孙悟空的面具，轮流表达自己对英

雄的崇拜之情。

春天属于大地。我认为，春天更加属于快乐

的孩子，因为孩子们的生命律动与春天天然地共

鸣。他们唱着向往春天的歌，他们呼吸着有几分

暖意的空气，他们更愿意用鞭炮的脆响迎接生命

中又一个美好的春天。

春天、春光、春意，加上春联，天地间便拥有了

浓浓的不可遏制的春色。这春色更集中地体现在

一盆芳香而又碧绿的水仙花上。无论是“玉玲珑”

还是“金盏银台”，无论是雕过还是没有雕过，水仙

在北方有着一种不可替代的春之使者的作用。当

然更具有代表性的是金黄色的迎春花，可惜它们

绽放的时间要更晚一些。

春天里其实还有另外一种声音，那就是从花

鸟市场里买回的翠绿色的蝈蝈。这种反季节的鸣

虫是北京孩子们的最爱，也是唤起我童年记忆的

一种特殊的寄托。蝈蝈们在笼子里用夏天才有的

大嗓门纵情地叫着，它们本是属于夏季和秋季的

昆虫，但是由于人工饲养的技巧，它们在四季的任

何一天都可能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所以从花鸟

市场买回两只大肚子蝈蝈，相当于找回童年的乐

趣，让我想起小时候捕捉蝈蝈的特殊的快乐，在蝈

蝈的鸣叫声中，春天就这样来到了我的身边。有

了这样的生活经历，我甚至觉得，大肚子蝈蝈也是

春天的使者。

童年是人生的重要阶段，是沉浸在童心和童

趣中的一段宝贵的、诗意的时光。我是一个痴迷

于儿童文学创作的作家。最近，一本由我主编的

童书《百年百首童诗》出版了。我觉得，这本书是

被春意和春光所笼罩、所包裹的一本饶有童趣的

书，我愿意把它奉献给每一个热爱春天的孩子和

成人。或许，从某种意义上说，《百年百首童诗》也

属于每一个零到九十九岁的热爱诗的人吧。

热爱诗，你就会热爱春天；喜欢诗，你就会喜

欢春天。

诗和春天同在，诗与童年同在。所以在春光

明媚的此时此刻，我祝福每一个人心中都洋溢着

春意，眼里都充盈着春光。在向未来、向阳光、向

希望发出自己的呐喊声时，你张开双臂，春天就来

到了你的怀抱里。

立春的味道
高洪波

这天早上，整座泰山，变成了一座通体深红的

山。空气的明净通透，使得深红没有一点杂质，就

像覆盖上了一层釉彩。

泰安人说，这种景象，一年也见不到几回，太

阳不知怎样投入，才会在泰山做成一篇好文章。

《诗经》有赞：“泰山岩岩，鲁邦所詹。”泰山处

于东方。东方是太阳升起的地方，所以泰山那雄

重盘礴的山体，有着直达心灵的神秘色彩，有着安

定、康泰的丰厚内蕴。泰山也便承载着“国泰民

安”的美好祝愿。

已经立春。阳光照耀天空和大地。一只鹰飞

过，像一个舞者划过冰面。我似乎从来没有听到

鹰的叫声。鹰一声不吭，就那么轻轻地划过山巅，

向前冲去，和阳光一个方向，在泰山之穹拉出一缕

丝滑的弧线。

太阳越升越高。天空像是刚洗过，简直就是

一整块晾晒的农家蓝花布，那么亲切，那么好看地

在微风里飘展。这时你会想到母亲，想到应该带

她来看看泰山，看看她晾晒过的老蓝布，看看她天

天伴随的日落和日出。站在山顶，她就会看到她

自己。我的母亲，她会激动地落泪。

现在落泪的是我，我的母亲如许多母亲一样，

勤劳一生，终了都没有走出她的那片天地。那么，

我替母亲好好看看泰山，看看泰山提供给世界的

无尽的意象。母亲一定知晓的。

昨晚，泰山顶上出现了一轮又大又圆的白玉

盘。它确实是一枚月亮，没有泻出辉光，白里泛着

青蓝。而且离我非常近，如此之近，像是谁有意将

画面推移过来。

泰山上的植物在云雾中发育，逐渐挺直自己

的腰杆，实际上是挺直了自己的个性。这些植物，

有些是独立的个体，有些是以群体的形象出现，有

的甚至开出了小小的花朵。还有，那些历经无数

岁月的松柏，或在石缝中直立，或在山崖边斜逸，

将一些葛藤也拉了上去。

泰山展现的不光是岩石，也有另一种生命的

渲染。我虽然叫不全它们的名字，但我知道，它们

悄悄汇集，增添着泰山的风采。

四下里流淌的泉溪，将大山深处的信息传递

出去。鸟儿有使不完的劲，它们飞来飞去，叫来叫

去。从这个山头飞到那个山头，从那个山头再飞

向另一个山头。风这里摇那里晃，没有一时消停，

把崖间的野青茅一会儿翻过来，一会儿翻过去。

随着时间变化，那些植物更不一样了，为山体

染了浓浓的一层墨绿。就此知道，泰山的春天真

的来了，泰山的春天不仅如此，各种各样的色彩都

会呈现。

天上的云一大块一大块的，而且压得很低。

暗蓝的云与白色的云交叠着，在风中翻来覆去地

滚动。这个时候望向泰山，也就看到了云海奇观。

泰山从浓重的云团中奋然而出，那些“五岳独

尊”“昂头天外”的石刻格外亮眼。难怪大诗人李

白站在山顶狂啸：千峰争攒聚，万壑绝凌历——

泰山，以它的宏大深沉、雄壮威严屹立于天地

间。正如哲人所言，是一部宏大的人文与自然的

教科书！

朝晖洒满了中华大地，在这片土地上，朴实而

又勤劳的民族，谱写着一页又一页华章，创造出一

个又一个奇迹。

渐渐地，一个动人的景象显露出来，通往岱顶

的山道上，那么多的人在攀登。他们一个紧随着

一个，层层叠叠，如同在激情满怀地踏浪而行。他

们知道，只要攀登，就能到达心中的那个顶点。

俗话讲，一日之计在于晨，一年之计在于春，

一生之计在于勤。春天是一年的开端，春天攀登

一回泰山，就好似人生拥有了一个新的起点。

在泰山，从红门到山顶都会看到“登高必自”

“惟天在上”的各种启示。人说孔子“登泰山而小

天下”；人说“学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人说“泰山不

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泰山给人以无限的精神。

登山一如人生，需要刻苦与勤奋，需要决心和勇

气。登泰山，也等于是对自己的一次挑战与超越。

看，登山的队伍中，有老人有孩子，还有挑山

工。无论雨雪风霜，泰山挑山工始终与攀登的人

们一路相伴。多少年来，他们凭着坚忍与毅力，将

人们的所需挑上山顶，装饰了泰山，丰厚了泰山，

也成为泰山上活的山岩和脊梁。登山者看到他

们，立时就有了参照、有了鼓舞、有了劲头。

人群中，一位老者说得好：一年里，无论你做什

么，只要想到泰山都上去了，还有什么做不好的事？

春 天 来 了 ，春 天 的 泰 山 迎 接 着 登 泰 山 的 人

们。登山道上，人们或者都会想起一句话：世上无

难事，只要肯登攀！

版式设计：蔡华伟

泰山之春
王剑冰

每年立春这一天，我都要早早起床，和孩子们

一起接春。立春是个特别的日子，春天从此开始，

我既然是种田人，更应认真对待才是。

浙江衢州，是我的家乡。在衢州市柯城区的

九华乡妙源村，有一座梧桐祖殿，那是一座春神

殿 。 自 2005 年 开 始 ，这 里 恢 复 了 立 春 祭 活 动 。

2016 年，中国“二十四节气”成功列入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浙江衢

州市的“九华立春祭”、浙江遂昌县的“班春劝农”、

贵州石阡县的“石阡说春”等与节气相关的民俗活

动，更加受到人们重视。每年立春日，村民熟悉的

祭春喝彩谣都会在梧桐祖殿唱响。我也和村民们

一起，在这里迎接春的到来。

“今日立春，三龙报喜讯。”“好啊！”

“春回大地，复始万象新。”“好啊！”

“春神护佑，福祉惠万民。”“好啊！”

…………

梧桐祖殿外的广场上，伴随着热闹的节令鼓

点，村民们开始舞龙。二十四名少年身穿绿衣，头

戴柳条圈，手提油纸灯笼排着队，在一声声喝彩谣

中，迎接春神的来临。

记得我第一次参加梧桐祖殿祭春神的活动，

是在 2005 年——那时我还在《衢州日报》当记者，

而深山里的妙源村尚不为外人所知。小小的山

村，小小的梧桐祖殿，村民们每年举行仪式迎接春

神句芒。这个立春的活动太有仪式感了——祭春

神、敬土地、鞭春牛、迎春、探春、咬春……人们用

最朴素的方式迎接春天，祈盼新的一年风调雨顺、

吉祥如意。

立春活动，已在三衢大地悄悄流传了千年时

光。作为活动的一部分，在离梧桐祖殿不远的稻

田中还有一场“鞭春牛”的仪式。村民在田野中间

摆开场地，牵来一头水牛，给牛披上红绸，牛头扎

着大花，一位老农一手牵绳，一手扶犁。还有一位

少年装扮成牧童，手持彩鞭。吉时到，少年鞭子一

挥，水牛稳稳迈步。此时老农将犁尾稍提，犁头扎

入土地，水牛就牵引着木犁翻开了春天这本书的

第一页。

新鲜的泥土犁开来，热气升腾，田野里都是春

的气息。

水牛从来都是立春这天的主角。人勤，春来

早；牛勤，春意闹。牛在中国南方的传统稻作生活

里，是不可或缺的形象，也是重要的生产资料。在

我自小生活的村庄里，牛原先是很多的。春天到

来，耕田人穿着蓑衣，牵着牛，行走在烟雨朦胧的

田埂上，这是村庄春日里最为常见的一景。我从

课本里读到了春天，从唐诗宋词里读到了春天，更

多时候，我也是从村庄的耕田人身上读到了春日

的消息。

我去寻访村庄里的一名耕田人，听他讲过去

的故事，记录耕田的技艺，以及“牛口令”和“两犁

两耙一耖”等工序，并且用文字详细记录下来。耕

田，是一种技术，更是一门艺术。耕田人以田为

纸，以犁为笔，以水为墨，牛与人一起挥毫泼墨，在

大地上“作画”。一人一牛，来来回回，在一方方画

纸上绘下他们的作品。劳作结束后，农人肩负犁

铧，手执鞭梢，人与牛一前一后，行进在回家的田

埂上，这也是乡间最具标志性的生活一景。后来，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村里的耕牛逐渐减少了，

代替耕牛在田间来来回回的，是“铁牛”。“铁牛”不

用饲养，耕作效率也更高，受到了村民们的欢迎。

又是一年立春，为了让城里来的朋友们体验

到传统耕作的乐趣，我特意请来一位老农和一头

水牛，在水稻田里迎接春天，开启春日第一耕，同

时也展示传统的耕田技艺。春雨滋润大地，田埂

上芳草正在苏醒。牛下了地，犁头耕开了春日的

田野，我候在犁头前面按下快门，记录下春牛奋

蹄、泥土翻开的珍贵瞬间。一年又一年，我们这片

田野里，吸引了很多城市里的大朋友小朋友，春日

里播种、插秧，秋天里割稻、扎稻草人、搞艺术展。

我们与老农一起劳动，让一片稻田焕发出新的勃

勃生机。归乡青年来到稻田，建起民宿和研学基

地，尝试走农文旅结合的乡村振兴之路。文艺家

们也来到稻田，创作出一篇篇充满地气和生活气

息的佳作。

“春来啦——”

随着一声高亢的吟唱，梧桐祖殿内响起悦耳

的鼓乐，殿外鞭炮齐鸣，把我的思绪拉回到眼前

“九华立春祭”的场景里。又一个春天如期到来，

农人笠檐滴水，草尖露珠晶莹，大地和村庄又充满

了活力。

立春，农事启。从这一天开始，四时光阴就在

农人的劳作中悄然流转。这是一个节气，也是一

场号令；是一次祈福，更是一次动员。春归矣，万

物复苏，激情与力量开始在大地上涌动。我也在

这一天向城市里的好友们发出邀请：一起来乡村

吧，在古老的土地上开启新的生活，写下我们自己

的四季故事！

你好，春天
周华诚

今年春来早。龙年紧着脚步往前赶，仍然落

在立春节气的后面。迎着飞雪，顶着寒风，不少

人构思着春天的蓝图，擘画着新一年的美景。而

且，不是今年如此，年年都如此，代代都如此。人

勤春来早，不只是挂在嘴上的俗谚，而是祖祖辈辈

的传统。

在我的记忆里，每逢腊月，奶奶都要去赶集，

去置办年货。年货的多少，要看衣袋里钱的多

少而定。钱多就多买，钱少就少买。但有一样，钱

再少也必须买，那便是一张《春牛图》。《春牛图》是

幅年画，但又不是普通的年画。这幅年画分为两

个板块，上面画着一头高大的黄牛。黄牛迈着从

容的步子，走在绿茵茵的草地上。头上是飞舞的

燕子，脸前是曲绕的小溪。溪水潺潺流过，不再是

冰封雪盖的寒瘦模样，绽露出初春的灵动。画的

下面是日历，一年的日子和二十四节气都标示得

清清楚楚。

儿时的我幼稚得很，总觉得《春牛图》没有孙悟

空大闹天宫的年画热闹好看，为什么还要年年买《春

牛图》回家？爸爸给我讲，农家过日子离不开《春牛

图》，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的时令都在上面。屋里

贴上这张画，啥时候该种，啥时候该收，心中就有了

数。家家便会早准备，早动手，不至于耽误农时。我

又问，那为啥不画别的稀奇物，只画个看烦了的大黄

牛？爸爸告诉我，黄牛能犁地，能拉车，春天播种，秋

天收获，都要靠它卖力气。最有趣的是，这幅画还隐

藏着打春牛的风俗。

往昔立春这日，天色刚刚泛亮，乡亲们已经集

聚在村东的田间。暖融融的太阳一露头，就有身

穿锦袍的“春官”下令：“开打！”于是，身着武士装

的“句芒神”手持长鞭快步上场，左蹦右跳，啪啪的

鞭声随之炸响。当然，这里的春官和句芒神都是

村人扮演的。众人正看得眼花缭乱，就见句芒神

旋舞到了“春牛”的身边，使劲抽打了一鞭。哗嚓

一声响，“春牛”的肚子炸裂了，里面装的核桃、红

枣、花生、炒豆，瞬间迸溅出来，散落一地。

顿时，围观的人群欢声雷动，早有眼疾手快者

飞身上前捡拾，拾到了，马上就吃。自然跑得最

快、抢得最多、吃得最香的都是孩童。老辈人说，

吃了“春牛”肚子里的食物，五谷能丰登，家业能兴

旺。因而，老老少少都在抢，抢得欢天喜地，抢得

红红火火。儿时听说打春牛，只觉得好玩、有趣

味。长大了才明白，看似在打牛，实际是鞭策自

己。打春牛寄寓着乡亲们早行动、早发力、把握初

春时光的美好心愿。

别看山西地处黄土高原，我的故乡却得益于

龙祠泉源，被誉为北国江南。从泉源流出来的多

条河水，灌溉着十万亩良田，年年五谷丰登。

跃入新时代，乡亲们不仅要让良田长小麦，还

要借助道道清泉，种水稻、栽莲藕，铺展观光游学

的田园画卷。

这边谈笑风生谋划新一年的光景，那头忽有

威风锣鼓敲打起来。威风锣鼓就是威风，气势雄

浑，惊天动地。我以为是有什么欢庆仪式，一问才

知道，是过大年时要出门献艺，抓紧排练。这闻名

神州的威风锣鼓，早就被列入国家级非遗名录。

如今文化消费不断增长，每逢节庆，多地争相请去

助威添彩，春节当然是生意最火爆的时候。原先

只是一枝红杏闹春意，几个鼓，几个钹，几张锣，就

打得满堂喝彩。但一支队伍哪能应对得了多地邀

请，于是再发展，再训练。如今，已经是十支、几十

支队伍，仍然无法满足需求。于是顺势而为，来他

个“百般红紫斗芳菲”。这铿锵的锣鼓声，便来自

拓展训练的场地上。

威风锣鼓训练完一个曲牌，暂作歇息，就听见

一阵欢声笑语飘过来。这是干啥？悄悄抽身，循

声走去，宽阔的大厅里聚满了男男女女。有的扎

龙灯，有的糊旱船，有的绑竹马。这不稀奇，都是

为年节闹社火做准备。稀奇的是，龙灯、旱船和竹

马，样样都已摆下一大摊，满大厅的人还在忙个不

停。一村一队闹社火，哪能用得上这么多！更令

人新奇的是，还有人在裱糊社火队伍中从未见过

的“黄牛”，莫非是要来个别出心裁，拔个头筹？问

出口来，才知道自己早已落在时代后边。这些都

是新开发的商品，见到订单才制作。那几头“黄

牛”也一样，而且是我从未见过的春牛。如今传承

了打春牛的民俗，再现传统风情，增添文化乐趣，

让更多人尤其是青少年，在娱乐中感受传统民俗

的深厚精神内涵……我禁不住咂嘴吐舌，何曾想

到乡村形成了节庆展演非遗的产业链！

走出制作非遗文创产品的场馆，我背后仍然

回荡着乡亲们的阵阵笑声。此时，威风锣鼓又敲

响了，欢笑声、锣鼓声融为一体，像是滚滚春潮激

荡着乡村大地。人勤春来早，新时代，争朝夕，和

着鼓乐声、欢笑声，加快了节奏，加快了步履——

春天，热热闹闹地来临了！

人勤春来早
乔忠延

当冰雪悄悄融化，瘦柳泛出了

黄芽，当暮云下掠过燕子的尾羽，

空气中飘荡起青草与泥土的香味，

那便是冬已离去，而春正归来了。

春的归来，是一湖的荡漾，是满山

的花开，是蛰伏后的苏醒，是料峭

后的绽放，是一场诗歌的盛宴，也

是一曲生命的乐章。当天地间传

来春的消息，又有谁不为之欢欣鼓

舞呢？

对于勤劳的人们来说，立春不

仅仅是一个节气，还是一声召唤。

人们敲锣打鼓，迎接春的驾临；人

们登高望远，呼吸春的气息；人们

揎拳捋袖，开始计划播种与耕耘。

看啊，春来了，一夜东风起，万山春

色归。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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