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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鲁河之春
何其原

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 ，大地
被赋予新的生机与活力。 在这生机勃
勃的时刻，贾鲁河也迎来了它一年中
最美的时节。

贾鲁河 ，这条古老的河流 ，见证
了家乡的历史变迁，也承载了无数人
的记忆与情感，无论是艰苦难忘的岁
月，还是峥嵘辉煌的时刻 ，都交融着
贾鲁河两岸一代又一代人深厚的情
感。 喝着贾鲁河水长大的我，对于这
条家乡的河流 ， 有着难以言表的感
情 。 我曾写过一首小诗 《贾鲁河怀
古》， 表达自己对贾鲁河的赞美和热
爱：远归天际见妖娆 ，古渡新歌彻碧
霄。 悲喜皆从桥上过，轮回几度到今
朝。

每当春天来临，贾鲁河便如同一
位苏醒的美人， 披上新绿的衣裳，展
现出别样的风采。 春天的贾鲁河，是
一幅流动的画卷。 河水清澈见底、波
光粼粼，仿佛一块巨大的翡翠镶嵌在
大地之上。 河岸边，嫩绿的柳树摇曳
着身姿，仿佛在向过往的行人招手致
意。 树下，各色野花竞相开放，红的、
黄的、蓝的、紫的，如同点缀在绿色地
毯上的宝石，格外引人注目。 沿着河
岸漫步 ， 可以感受到微风拂面的轻

柔，也可以听到河水潺潺的细语。 偶
尔，几只水鸟掠过河面 ，激起一圈圈
涟漪，打破了河面的宁静。 远处，农田
里绿油油的麦苗随风摇摆，好似一片
绿色的海洋。 这些景致交织在一起，
构成了一幅美丽的春天画卷 。 这一
切，怎不让人流连忘返？

除了美丽的自然风光，贾鲁河的
春天还充满了人文气息。 吉鸿昌将军
就在这岸边长大， 面对敌人的枪口，
他英勇不屈 ，写下了可歌可泣的《就
义诗》。 人们为了怀念他，在贾鲁河岸
边建立了吉鸿昌将军纪念馆。 如今，
吉鸿昌将军纪念馆已是全国爱国主
义教育示范基地。 程颢曾经在这里创
办举世闻名的大程书院。 如今的大程
书院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除此
之外，千年古刹支亭寺 、道教圣地雾
烟山，以及兰若寺、罗敷庙等，都是大
家耳熟能详的人文景观。

漫步在河岸，不时可以看到有人
在悠闲地垂钓，或是带着孩子在河边
嬉戏玩耍。 他们的笑声和谈话声，与
河水的潺潺流动声交织在一起，形成
了一曲和谐的交响乐。 春天的贾鲁河
也是摄影爱好者的天堂。 他们拿着相
机，捕捉每一个美丽的瞬间 ，记录河

流、树木、花草、鸟虫等自然生物的和
谐共生。 每一张照片，都是对春天贾
鲁河风光的美好诠释。 除了观赏自然
风光和人文景观外，游览贾鲁河还可
以体验一些水上活动， 例如划船、帆
板等， 或是乘坐游船欣赏沿途美景。
这些活动不仅能让人们近距离感受
贾鲁河的魅力，也能为春游增添更多
乐趣。

在贾鲁河的春日风光中，最值得
一提的是日落。 当余晖洒落在河面上
时，整个河流都被染成了金黄色。 这
时的贾鲁河，仿佛变成了一条金色的
绸带，在微风中轻轻飘动。 余晖映照
在河岸两侧的树木和花草上，形成了
一幅幅美丽的剪影。 这时，我们不妨
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坐下来，欣赏这难
得的美景，感受大自然带来的宁静与
惬意。

贾鲁河的春天，是一幅充满生机
与活力的画卷， 无论是自然风光，还
是人文气息，都让人记忆犹深。 无论
你来自何方 ，在这里 ，都可以放松身
心，感受到大自然的魅力 ，也可以品
尝当地的美食，了解贾鲁河两岸的历
史文化、人文风情。 贾鲁河作为一条
历史悠久的河流，承载着丰富的文化

内涵。 沿岸的古建筑、传统手工艺、民
俗活动等都是贾鲁河独特文化的体
现。 通过与当地居民的交流和互动，
我们也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他们的
生活方式，以及他们对贾鲁河的热爱
与敬畏之情。

在贾鲁河春天的无限风光中，我
们还可以感受到生命的蓬勃与力量。
千百年来， 人们在这里战天斗地，为
追求和平与幸福前赴后继。 如今的家
乡，在政府大力支持下 ，发展蔬菜经
济，成了闻名四方的“中原菜都”。 春
天的贾鲁河充满了生命力，无论是河
边的植物，还是河里的生物，都在尽
情地生长和繁衍。 这种蓬勃的生命力
也感染着每一个来到这里的游客，让
他们对生活充满信心和希望。 面对如
此美丽的景色和丰富的生态资源，我
们更应该珍惜呵护它。 只有我们每个
人都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去关爱大自
然、保护生态环境 ，才能让贾鲁河的
春天永远美丽。

夜色来临， 我依然漫步在河畔，
家乡的风光令我陶醉，贾鲁河的夜色
更加迷人。 真诚地希望朋友们也能在
春天来到贾鲁河畔，亲身感受它独特
的魅力！

感怀二首
朱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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拱起双臂
想拥抱你的柔波
小舟
横在渡口
若无其事
你
立在船头

没有招手
没有回头
甚至没有听到
那句
分手时
常用的台词

牧心，伊吾

碧空
沉沉如海
浮云
飘飘若舟
我
是天边的扁舟子
谁
在故乡的明月楼
伊
在颍水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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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

一样的春天
郭文艺

清明前后的雨 ， 还是有些凉意
的。

落在了梦里，总是要惊醒那段循
环往复的“日子”。

我是该有多少遗憾呢？ 这半世的
时光，不过是揣着几场欲醒还续的旧
梦，而已。

醒来 ， 方知家父已经离开十四
年。

父亲 ，他踩着岁月的齿轮 ，终将
离我越来越远……

三月的时节 ， 南沟湾绿了一排
柳、老宅门前桃杏李 ，西顶子地开满
了菜花黄……

古老的沈岗寺，还关着春天的本
色。

父亲喜欢这样的春天，他曾在无
数个这样的春天里坐在老屋门槛上，
一边晒暖， 一边用火柴把儿掏耳朵。
末了，再修理一些老式的家具。

阳光随着父亲手臂的上下起伏，
慢慢地向右移动着。

一夜骤雨，院子里的桐花散了厚
厚的一层。 吱吱呀呀的木门里，还在
延着那些清冷的残梦……

我如今也活成了父亲当初的怪

模样 ：与人交往 ，凡事都要争论个水
落石出，不论对与否，统统舌战到底。

这像极了祖父与父亲的性格。 祖
父的外号叫 “老拧 ”，意思明了 ，不必
细解。 父亲大名郭喜善，外号依然是
“老拧”。 原因是父亲看不惯一些不公
平的事儿 ，他反抗生活的烈苦 ，性情
倔强，对任何歪理儿不服气。 这样久
了，村里人就一半喊他名字 ，一半背
地里称他“老拧”了。

相当一段日子，父亲一手接三个
零工。 上午到镇上修机器，下午干车
床， 晚上再奔县城工业路去卸煤车。
高强度的劳动让父亲白天不是白天、
黑夜不是黑夜地到处跑。 他犹如高速
转动的车轮，疲惫不堪。 终于在一个
深夜，他从煤车上栽倒下来 ，差点送
了性命。

某一年的初夏 ， 父亲栽了一菜
园子蔬菜 ，尤其是豆角 、黄瓜 ，长势
喜人。 父亲每天干完了活儿，都要去
菜园里 ，用压水井压水去浇灌 ，常常
都是深更半夜才能入睡。 有一回，父
亲叫我去看管菜园子。 我那时人小，
腿脚又不便 ， 压不住台面 。 大人走
后 ，一群外村的半大橛子 （青年 ）跳

进菜园，摘走了许多豆角与黄瓜。 我
心里也知道 ， 那些菜是父亲用血汗
浇灌出来的，但却无能为力 ，只能眼
睁睁地看着这些人用衣服包裹着 ，
跳出园子 ，扬长而去 。 午后 ，父亲照
例来园子浇灌他的菜 ， 看到满园的
狼藉，自然怒得不轻。 他顺手从黄瓜
秧间抽出来一根荆条 ， 狠狠地打在
我身上。

那是无声的暴怒。 父亲打得满头
大汗，犹如他用压水井压水时累得气
喘吁吁一般。 那荆条雨点一样落在我
的头上、肩膀上、背上……

我全程没有躲避， 也不喊疼痛。
我心疼他 ，我的父亲 ，这是他被生活
压得喘不了气的一种释放 。 既是释
放，就不能反抗 ，让父亲尽情地抽打
吧。 可，鞭子抽在我身上，却一样疼在
他心底。 父亲打完我，又抱起我，蹲在
地上眼圈黑红，难受起来。 那一刻，世
间的酸甜与苦辣 、忧愁与磨难 ，都在
父亲的眉梢深深凝结……

又是榆钱 、槐花 、楮不揪张扬的
时节， 胃的记忆依旧真切地传递着
父亲的喜好 ：面粉蒸榆钱 、楮不揪 ，
小葱清炒槐花。 每一个暮春，总要让

母亲给我们蒸炒个两三顿，这些清素
又熟悉的味道，是我们对父亲最好的
想念。

父亲爱喝红薯汤，用他自己的话
讲，是既爱又恨它，不吃想吃，吃多了
又胃酸。 “清早蒸，晌午拉，晚上还是
红薯茶”， 是父亲那一代人生活的写
照。

父亲走后的这些年，我们兄弟仨
对清明的重视胜过世间所有的节日。
无论身在何方 、工作多忙 ，总能赶回
沈岗寺这个小村庄 ， 为父亲添土烧
纸。 我想，这应是一种自然本能的亲
情延续，也是一个家族的精神希望所
在。

时光恍惚，不觉我也将要赶赴父
亲当初的年龄。 若不是那一场疾病，
父亲今年应该是六十八岁了。 父亲的
生命里没有老年。 我常常在脑海里想
象父亲暮年的样子 ：目光炯毅 ，一脸
皱纹，几绺白胡子……

我常常在梦里看到我的父亲。 别
人也在我面前时常提起他，有人照旧
称呼他的大名郭喜善，有人却依然喊
他当初的外号“老拧”。 只是，他再也
不能听到了。

春光柳烟漫古城
惊鸿一瞥

五九六九，沿河看柳。 机灵的柳
树偷偷下载了春天的密码， 提前发
布。 低垂的柳枝丝线一般绕指柔，细
细的、软软的。 青褐色的外皮，每隔
一指就鼓起一个芽苞， 像蓄势待发
的箭镞 ，很快就钻出嫩芽 ，鹅黄 、嫩
青，细细尖尖。 芽尖刚一探头就刺破
了春天的皮肤，流出青绿色的汁液，
迅速蔓延开来。

独倚一棵柳树， 让我们用欣赏
的目光仔细看看眼前这一片柳叶
吧。 嫩芽膨起，叶面展开，色愈翠绿，
薄如蝉翼，暖阳渗透，叶脉纤细如游
丝。 柳叶形状狭长，如刀，春分时日
春风舞起柳叶刀把春天分为两半 ；
如眉， 柳叶眉弯弯， 挑起春天的朝
霞；如扁舟，徜徉在春天的花海。 芽
叶之间，簇拥着、交错着、绽放着、浓
密着 。 柳烟弥漫 ，炊烟般 ，袅袅 、隐
约、轻盈。 春风拂来，这翠绿的色彩，
瞬间火焰般染绿了柳条、柳枝、柳树
和成排成行的柳林。 感谢古人，把柳
烟作为喻体来比喻初春柳芽的萌发
和成长，何其形象和灵动。

淮阳古城观柳好去处，当属西柳
湖。 1996 年，淮阳龙湖西柳湖区清淤
后，沿湖陆续栽种垂柳约 3000 棵，最
大的树龄已近 30 年。 一条、两条，无
数条， 柳丝如篦梳理春风； 一棵、两
棵，无数棵，柳树成荫抵消盛夏的炎
热。 龙湖长堤在满城柳色中时隐时
现，堤依湖走，景缀步道，柳树相伴，
连点成线为沿湖环行的绝佳风景。拂
堤杨柳醉春烟，行走其间，垂柳依水
傍湖 ，风情万种 ，柳尖垂露 ，夕阳金
柳，引人入胜，自成胜景。西柳湖的柳
树根深叶茂，沿湖堤生长，粗壮高大，
成了长堤烟柳新景致。 细观柳树，四
季皆美，叹为观止。树身高大，青褐斑
驳的树皮皲裂有致。最妙的是低垂的

柳丝，细如钓线，探入柳湖烟波。 沿湖
堤步道行走，一边用手轻轻拂去额前
的柳丝，一边欣赏羲园叠翠、九龙御
波。 初春暖阳，柳芽初生，新晋 5A 级
景区太昊陵在弥漫的柳烟中若隐若
现，令人神往，引人朝拜。

五谷大道，就是古城北二环路，
亦是观赏如烟春柳的好去处。 五谷
大道，东起五谷台，西至李堂高速路
口，约五公里，再西行往西华方向延
伸十公里，便是齐老乡柳林村。 沿途
两侧垂柳成行， 风梳细柳， 丝丝下
垂，和低飞的燕子一起编织春天。 以
远处的村庄、 麦田和尚未发芽的萧
瑟树木为背景， 初生的柳叶特别醒
目，似一团雾、一缕烟、一片云。 连成
一体，高的树，低的草，青翠欲滴，翠
微无边。 大道南北两侧的垂柳，一字
排开，每行柳树之间间隔数米，中间
植有花草，一起护卫着五谷大道。 多
年的生长已成气候， 棵棵柳树都撑
起一方天空，温润着一方水土。

在古城淮阳， 欣赏柳烟的好去
处值得一提的还有新建成的北关
沟。 五谷大道同龙都大道交叉口红
绿灯东去一公里，有一条凹沟，默默
南流穿越北关注入蔡河，长约 3.5 公
里。 清淤疏浚后焕然一新的沟渠绿
水长流、生机盎然。 两岸新植了许多
柳树 ，青翠亭立 ，枝杈侧生 ，河中倒
影荡漾。 缕缕垂丝染嫩黄，柳烟成阵
笼横塘。 初春芽萌嫩绿生， 散步沟
畔，柳烟弥漫报春来；盛夏叶茂丝垂
树荫浓， 杨柳枝下， 土棋对弈夏日
长。 附近村民，茶余饭后，来此游玩，
尽情享受惠民工程带来的便利。

柳笛声起 ，春天自笛孔汩汩而
出 。 这翠绿 、灵动的柳烟啊 ，带来
了春天的消息 ， 弥漫着古城的一
方天空 。

牡丹的拒绝（外二首）

孙新华

正说着牡丹， 就看见牡丹咧开嘴巴笑
了，碗口大的脸盘子，涂抹浓淡相宜的赵粉。

我坐在阳光下，与牡丹促膝长谈，我说一
句话，它就点一下头，我看它一眼，它就把身
体打开一层，我对它笑笑，它索性敞开胸怀。

我们用眼神交流彼此的喜怒哀乐，用心
聆听对方的好或恶。

春分

推开竹篱小院子的大门，看见满地都是
春天的脚印。

梨花的脸庞白里透亮，像春风热吻过来
的神情。 红玉兰内心是洁白的，它忠诚于春
天，却不善于表达自己。细碎的小李子花，总
是把自己放得很低，去衬托海棠妹妹火辣辣
的绚丽。 那位叫丁香的姑娘，穿着紫色的裙
子，带着几分娇羞和矜持，却总是难以走出
戴望舒的记忆。

鸟雀儿兴奋地飞来飞去，待你靠近，它倏
忽间就藏身于四季桂花树上。

阳光如瀑飞流直下， 我顿呈眩晕状，在
鸟儿们高声赞美的春天里，遂想起……

清明，许多事物此消彼长

此刻正值傍晚六时三十九分，太阳在河
之湄铸造着金子。 我在堤岸上，与沙河的水
并排行走。

我向西望见，垂柳摇曳纤纤素手，反复
推敲《春之声》的舞步；杨树托起满头翠盏，
时刻准备着举杯庆贺； 炊烟被晚霞烧得金
黄，铺陈着散文诗般的美好；鸟雀们自觉地
聚集在那棵珍藏了三千年故事的老银杏树
上，警惕地观察四周的动静。

河水清澈透亮，宛若五年前父亲淳厚爱
怜的目光。

我抬头看看天， 天空就暗下来一寸，沙
河水扭头顾盼时，金子就淌了它们一身。

接近二板桥， 母亲披着满身的金光，正
站在桥上喊我。

我看见，大地也支棱起来耳朵。

散文诗

散文

杜欣 摄绽

随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