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组版编辑：张赟 电话：6199502�����沙颍文艺２０22 年 5 月 6 日 星期五6

周口文学馆印象
虞门

������“在曲径通幽的铁路公园里，新改
建了一座周口文学馆 ，我觉得你可能
会把那里当成家 。 ”当我第一次听母
亲提起文学馆时 ， 她还只是一个雏
形。

我去过一些文艺改造的地方，北京
798 园区、上海 1862 剧场等。 把原先工
业厂房进行艺术改造，这种行为及结果
的张力是显而易见的，是不需要太过用
心便能体会得到、 让人会心一笑的，也
是极符合中国人实用主义和浪漫气质

的。以印刷厂为前身的周口文学馆亦如
此。

你轻而易举便能想象到，在朴实寻
常的色调里，一页页纸张，经由油墨印
刷被赋予了一些神圣的意义。无数个文
字在这里诞生，然后定居于人们的手心
中、鼻腔里、大脑中。 这其中有新闻消

息，有科普知识，有标语口号，有小说诗
歌，有乐谱油画……有生活，有艺术，也
有文学。

无论有意或无心，三十年后，在这
个曾经四处飘散着墨香、被油墨浸染透
的地方，一份周口文学馆被立体“打印”
出来， 它诞生于印刷厂的母体之中，理
所当然地继承了它的基因，任务与意义
也得到传承。周口文学馆，从一问世，就
担负着传承的使命，拥有着不朽的生命
力，孜孜不倦继续记录和书写着属于周
口人民的文学与艺术。

我认为，假使有文学之死，那将不
仅仅是文学不再前进，还有文学的遗忘
与不再挖掘。

小学时 ， 数学老师教过我们 ，数
线段时要按照从前往后的顺序逐个

数 ，这样才不会遗漏任何一个 。 遗忘

与遗漏 ， 这对于包括周口文学在内
的所有文学来说 ，都是致命的 。 周口
文学馆建起了四面墙 ， 并留下一扇
扇众妙之门 ， 把三川大地几千年来
的文学像数线段一般一个个展现在

大家面前 ：伏羲女娲开启神话传说 ，
老子 《道德经 》玄之又玄 ， 《诗经·陈
风 》 依旧悠扬 ， 谢氏家族风骨千年 ，
大程书院明理之学 ，前后七子 “文必
秦汉 、诗必盛唐 ”……周口文学的历
史被牢固刻录在四面墙上 ， 在不同
时代的书桌上被一笔 一 划 书 写 镌

刻 ，不容遗漏 、不会遗忘 。 且众妙之
门从未关上 ，得水清如许的开源 ，使
周口现代文学也在与时俱进 、 勃勃
旺盛进步发展 。

你能明确看到感受到： 一直以来，
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 文学在此扎根，

吸取了大地的精华，一直在长，长得又
高又壮，直冲云霄。

进入文学馆， 如果你足够仔细，那
么，在进门后的右手边，你会发现一根
柱子上紧紧实实贴着一个 “上了岁数”
的红联子：“吉庆有余，天官赐福。 ”字写
得很漂亮，天官必定为此神清气爽。 所
以，从每年的上元之辰始，天官庇佑着
他们，庇佑着此地，庇佑着印刷出来的
周口文学，庇佑着几千年来这里所有的
文艺精神， 庇佑着三川大地生生不息、
欣欣向荣。

周口文学馆是所有文学爱好者的

家，这里所见的一切都是不朽的文学灵
魂。 你站在这里，墙上的文字画像与你
对视，即使隔着百年千年，你也知道，这
里萦绕的就是周口的文学气象，不朽的
万木春。

立夏书
尚纯江

������这一天的前夜
我在梦里听到了一阵阵蛙声

村里的那一口池塘

水面清清

岸柳青青

田畦的油菜已经结荚

绿色枝头已挂上了一枚枚青杏

苦楝树繁花似锦

麦穗在万顷碧波中慢慢充盈

我的村庄

已被疫情封锁了道路

村街空阔

村庄寂静

马路无声

太平沟岸边的法桐树

在小河的流水声里

默默地张望着夏日的葱茏

村口的大白与红袖标

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抗击疫情

我的梦境一片朦胧

暂停键又一次按下

年复一年

淹没了农作物的拔节声

春到涡河
林建华

������艰难熬过严冬故步不得出的
寂寞，终于不再忍受冬日旷野枯黄
的单调，在仲春时节一个晴朗的上
午，信步来到涡河湿地公园。

阳春三月的涡河像一条碧玉

做的锦带，一川清清的河水在蓝天
下蜿蜒向东而去，朵朵白云在镜子
似的河面上流淌。一只只白鹭时而
在蓝天飞翔， 时而休闲晃荡于河
上； 一对对水禽一会儿潜入水中，
一会儿在水面嬉戏。

河两岸更是春意盎然 ， 五彩
斑斓，生机勃勃。 在白头翁清脆歌
喉的伴奏下， 略带鹅黄色的绿柳
新枝，在柔柔东风里翩翩起舞。 河
对岸大片大片粉红的花朵似云似

霞，遮掩了大段河堤。 一些樱花尚
在怒放，一些樱花却在风中飘荡，

点缀在绿地毯似的草坪上， 或白
或粉或紫。 红色步道旁的海棠枝
条挂满了红红的花蕾， 有性急的
已绽开了粉红色花瓣， 娇嫩的像
稚子的脸庞。 杏儿退去花瓣，娇小
的果实隐藏在绿叶中， 粉红的桃
花，似雪的梨花，争相打扮着河堤
内外……

花丛中，绿树下，一群群、一伙
伙踏青游春的老老少少、男男女女
笑声洋溢河岸，笑脸映衬花艳。 或
拍照留下美好瞬间， 或用 “抖音”
“快手”把美丽扩散。这么一个好去
处，要感谢而今的好时代。

我爱这春日欣欣向荣的涡河，
我爱滋润家乡数千年的涡河，我更
爱生于斯、长于斯的家乡———河南

省鹿邑县。

家有小猫
陈文

������家里来了一只小猫， 它是闺女几
番商量无果的私自定夺。 刚来时，它满
月不久，瘦瘦弱弱的 ，眯着小眼 ，卧在
猫筐里奶声奶气地叫， 用眼光怯怯打
量这个陌生的家，有几分羞涩，也有几
分憧憬。

夫人爱洁净，素来不喜好宠物。 虽
然面上有一些嗔怒， 但我分明看见了
她眼里藏着的温柔。 在闺女为猫张罗
吃喝住行的同时， 她主动过去提醒指
点，流露出一个母亲自然的爱心。 恰如
宝玉哥哥所言，女人都是水做的，爱和
温柔是她们注定的天性。

作为长期处于家庭边缘地位的我，
除了重大决策事项， 基本不当 “守门
员”， 去做把关的事。 在关于猫的问题
上，我坚决发挥和事佬的职能，每当“母
老虎”和“白眼狼”为之分歧，我便坐山
观虎斗， 凭借见风使舵的看家本领，努
力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为此也可以
常常捞点肉、喝口汤，争得两方拉拢，觅
得一点一家之主的感觉。

每当夫人因猫生气时，我便劝说，
你看猫儿多可爱，你进家时，它总是立
于门前，伸着小腿迎接你 ，咪咪地叫 ，
就像小孩叫妈妈似的。 你在家里忙活
时，它蹭着你的腿 ，围着你转来转去 ，
那种亲昵劲，不是谁都可以做到的，比
如我， 即使有那份心， 也没有它的天
真。 我们不在家时，它要么卧在你的身
旁，呆萌地看着你 ，一脸纯真 ，多么温
柔纯情。 它在你面前蹦蹦跳跳、抓抓挠
挠，为你驱走寂寞 ，带来生机 ，多么活
泼可爱。 再则，一个小孩子家，哪有那
么懂事的，犯点儿小毛病，也是可以理
解的，起码 ，它不像我 ，带着有心的故
意。 茫茫“猫海”，芸芸众生，相遇既是
缘情，若能彼此相依相伴，那是注定了
的修为。 劝人，我从不凭借巧舌，总是
设身处地，入情入理。

有天， 闺女耷拉着脸找到我说，妈
妈等我开学后要把猫咪送人， 你这个
“闺蜜” 一定要帮我摆平。 我立马拍着

胸脯说，有老爸在，天塌下来，老爸也会
给你扛着！养只小猫，对你老爸而言，简
直就是小菜一碟，就是你妈把老爸赶走
了，我也会把猫咪留下。

其实，我说这些话时，心里真没有
底， 一半是虚张声势， 一半是狐假虎
威。 当我说了第一句的时候，我看见女
儿的眼圈开始泛红。 当我说完最后一
句时， 我看见两行泪水像清泉一般从
女儿的眼里冒出。 女儿抱着我动情地
说，老爸，我好爱好爱你呀！ 我的心那
个美滋滋啊，别提多高兴了。 我在心里
暗暗地说，猫咪猫咪我爱你，天天肉肉
喂着你。

这世间没有谁能尽占好事，摊上这
只猫，我不仅操碎了心，而且分明感到
肩上的担子重了。 要说家里的累活我
倒没多干， 但所有的脏活必定是我的，
洗袜子、 收拾垃圾历来是我分内的活。
猫咪来了之后，“铲屎官”便是我的荣誉
称号。 我本是一个挺能承味的人，但猫
咪的便“香 ”是真的不敢恭维 ，那个味
啊，来得猛，散发快，每一次服务，我都
是拧着眉，捂着嘴，屏着气。 还有就是
充当快递员，一会儿接受指令，把猫咪
碰倒的扶正，叼走的归位，弄脏的擦净，
一会儿给猫咪添粮换水，换猫砂，粘猫
毛，挠痒痒。 除此之外，钱包也如冬天
里的河水，不停降落，今天给猫咪除虫，
明天给猫咪打针，后天给猫咪买粮。唉，
我且疼并快乐着。

猫咪的到来， 也确实给我带来了
欢乐。 闺女上学去，身边总感觉少了些
什么，不管我心情好坏，猫咪总是全身
心想着法子把我逗乐， 帮我挠痒痒，与
我藏猫猫， 一会儿在地上打滚撒娇，一
会儿叼个袜子、 纸片在我面前摇来晃
去。 它总是那样的无忧无虑，把一些看
似无聊的事，演绎出情趣和快乐。 我总
是受它感染，心情愈发明亮。 人，其实
没必要活得那么累，要保持一份简单和
纯真。 生活里的琐事和烦扰，如天空飘
来的几个字：“那都不是事！ ”

咏 春
胡天喜

������因疫情防控，我已快半个月未下
楼，实在憋不住，昨天偷偷溜了出来，
突然发现小区里小鸟多了起来，再细
看绿化带旁边的树枝已经发青，黄色
的草坪已经泛绿， 我突然意识到，春
天来了。

是的，春天来了。 它给大地带来
了复苏，给人们带来了希望，给种子
带来了重生。 真可谓一夜春风吹，百
花相继开，杨柳万千条，草色绿尽染，
大雁南回燕归来。

春天的风是和煦的。 她不像冬
天的寒风，拔凉刺骨，也不像秋天的
朔风， 横扫落叶， 也不像夏天的热
风，烧烤难耐。 春天的风吹到人们身
上，轻轻的，暖暖的。 吹到脸上，软软
的， 柔柔的。 她好像对人们窃窃私
语，又似乎为大地悄悄歌唱。 “沾衣
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 ”南
宋志南和尚的《绝句》从人的触觉方
面，直言春风和煦而无寒意。 “卷帘
亭馆酣酣日，放杖溪山款款风。 ”南
宋诗人杨万里的《南溪早春》也同样
写出了徐徐春风的柔和温暖。 当春
风轻轻吹过， 沉睡了一季的太阳慢
慢睁开了朦胧的双眼， 这时候阳气
上升 ，万象复苏 ，约上几个朋友 ，带
上风筝到野外放飞， 看着钻入云端
的精灵，呼吸着清新诱人的空气，该
是多么兴奋！ 也可以游园踏青，这时
候你会看到 ，公园里 ，绿地上 ，游乐
场，到处都是人，坐着的，躺着的，走
着的，跑着的，打两个滚，踢几脚球，

捉几回迷藏，其乐融融，其趣无穷。
春天的雨是温柔的。 它不像夏天

的雨粗暴狂野，也不像秋天的雨缠绵
无常，更不像冬天的雨水冰变换。 “好
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
润物细无声。 ”春天的雨，下的是温
柔，下的是细腻，下的是明媚，下的是
洒脱。 春天的雨下起来像牛毛，像花
针，像细丝，如烟、如絮，轻手轻脚，小
心翼翼。 她生怕惊吓了孩子，得罪了
世人。 春雨落在田野里，淅淅沥沥，不
紧不慢。 得到了春雨滋润的秧苗，舒
展起曲卷的身躯，甩开膀子使劲往上
挺拔。 春雨落在院子里，滴滴答答，不
温不火。 从房檐上落下的一股股细流
沿瓦槽与屋檐潺潺泻下，在和土地进
行亲密接吻后， 又顺着水沟溜出院
外。 这时候如果躲在雅舍，泡一壶清
茶，捧一卷书香，静听窗外细雨纷纷，
遥看远处草色青青， 该是何等的惬
意。

春天的景是多姿的，它没有夏天
的荷花挺立， 也没有秋天的硕果累
累，更没有冬天的白雪皑皑。 阳春三
月， 柳树从细长的枝条上泛出一层
新绿，冒出鹅黄色毛茸茸的小芽。 被
冰雪严寒侵扰、封锁了一冬的小草，
争先恐后地探出小脑袋， 抖擞了精
神，享受着明媚的阳光和温暖。 果树
上 ，新生的芽儿鼓胀胀 、绿茵茵的 。
接着 ，桃花 、油菜花 、迎春花 、樱花 、
月季花也开了，不管在城市的公园，
还是在乡村的阡陌间； 不管在渠边

河畔，还是在地头山间；不管是人们
亲手栽种的门旁庭院， 还是野生野
长的坡坡坎坎， 她们都盛开得那么
热烈，那么美艳！ 田间果园，成了花
的海洋。 她的景色使人们大饱眼福，
她的婉约吸引人们的眉眼， 她的秀
姿陶醉人们的心田。 人们甩掉冬天
的厚装，踏着轻松的步伐，或举家出
游，徜徉在桃红柳绿之下，沉醉在花
香鸟语之中。 或操一杆顺心的鱼竿，
静静蹲在河边垂钓， 等待鲤鱼咬钩
的快感。

春天是一幕诗会。 古往今来，不
少文人墨客写下叹春、感春、歌春、颂
春、惜春、咏春的佳作。 唐朝韩愈《早
春》：“天街小雨润如酥， 草色遥看进
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
皇都。 ”李白《春思》：“燕草如碧丝，秦
桑低绿枝， 当君怀归日， 是妾断肠
时。 ”刘禹锡《春词》：“新妆宜面下朱
楼，深锁春光一院愁。 待到中庭数花
朵，蜻蜓飞上玉搔头。 ”杜甫《丽春》：
“白草竟春华，丽春应最胜，少须好颜
色，多慢枝条剩。 纷纷桃李枝，处处总
是移，如何贵此重，却怕有人知。 ”郑
板桥《春词》：“春山苍苍，春水漾漾；
门庭春柳碧翠，阶前春草芳芳；春鱼
游遍春水，春鸟啼遍春堂；春风吹落
枝头露，春雨湿透春海棠。 ”还有“春
风得意马蹄疾 ”“春城无处不飞花 ”
“春风又绿江南岸”。 更有“春眠不觉
晓，处处闻啼鸟。 ”“春水春满地，春时
春草生。 ”“春日春光春流水，春原春

野放春牛”“春蝶春蜂采春花，春风春
雨送春归。 ”都是对春的赞美，对春的
颂扬。

诸多好事、美事、顺事，也都与春
字相连。 如春阳、春潮、春花、春明、春
风 、春肥 、春雨 、春节 、春联 、春兰秋
菊、春到人间……甚至给孩子起名字
也要挂上个春字， 男孩子叫春义、春
保、春雷、春风、春辉，春雨，女孩子叫
春燕 、春花 、春菊 、春华 、春娟 、春琴
等。

在中华饮食文化上也打上了

春的印记 ，如春卷 、春饼 、春糕 、春
宴……

一元复始，万象更新，春为岁首，
四季之先。 一年之计在于春，歇了一
个冬季的农民开始修理耕具准备春

耕。 春播一粒子，秋收万粒粮，没有春
忙就没有金秋的收获。 度过了轻松愉
快寒假的学生们整理心情返校上课，
前途在呼唤他们。 “少壮不努力，老大
徒悲伤。 ”孩子们都懂得这个道理。

春天是一个美好的季节！春天的
天是碧蓝的，春天的地是嫩绿的，春
天的山是青秀的， 春天的水是清澈
的，春天的草是温柔的，春天的花是
娇艳的。 春天最美，春天最暖，春天
明媚绚烂， 春天就是一幅灵动的画
卷！

有人喜欢骄阳似火的夏天，有人
喜欢硕果累累的秋天，有人喜欢银装
素裹的冬天， 而我却喜欢万物复苏、
百花争艳、到处都是绿色的春天。

随 笔

散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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濂澳渔村观苍鹭

梅永存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