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国的四月，是一个怀旧的日子，
早早到来的清明，虽雨纷纷的日子并不
多见，但祭祀故去亲人的习俗却从不会
间断的。那座座墓前绽开的小花，那烈
士陵园里庄严肃穆的氛围，以及那虔诚
的面容，接踵而来的祭祀人群，正是大
中华礼仪之邦的写照。

祭祀逝去的亲人，能增加无穷的动
力，那曾许下的诺言，必将促使我们义
无反顾地向前走去。祭祀逝去的亲人会
让我们重温那曾有过的亲情、友情、乡
情及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民族情。

北国的四月，是春风肆虐的日子。
那两天不刮三天早早到的开江风，那内

蒙古的阵阵扬沙，使人们饱尝了大自然
的惩罚和不注意保护生态环境的恶果。
所以晴好的日子，人们第一件想做的事
就是植树了。人人都多栽一棵树，不但
为后人创造了乘凉的环境，也是保护环
境的最佳选择，何乐而不为呢？

北国的四月，是播种希望的季节，
我们可以看到那田野间忙碌的身影，听
到播种机行进的声音。人们都在忙着播
种春的希望，因为只有播下春的种子，
才会联想到那绿油油的禾苗，那秸杆上
结满的沉甸甸、金灿灿的果实。虽这还
谓之遥远，但有了那秋的联想和诱惑，
人们才会百倍努力的去争取、去拼搏。

因没有追求就会没有拼搏，没有拼搏就
不会有结果。

北国的四月，是春光最浓烈的季
节，也是万物追求艳丽和丰满的季节。
我们目睹那鹅黄色的小草怎样的探出头
来，怎样变成绿茵；我们会领略那淡青
色怎样爬上枝头，那芽苞怎样吐绿，那
瘦小的嫩叶怎样变成阔叶的浓绿。

北国的四月，是生产畅想的季节。
有了对春的追求，就会想到“留恋蜂蝶
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的大好春
光，就会想到万物争春忙，不误好时光
的众性，都在努力地发展自己、丰满自
己……

啊！春天要做的事太多了。
俗语说：“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

难买寸光阴。”那就快行动起来吧，莫
辜负了这大好的春光。只要我们认真的
付出了，春姑娘就会帮我们将一切理
想、一切追求随着四月春光的推演，一
步步、一件件都成为现实。但千万别忘
了那理想与成功的一步之遥，走好春天
的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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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在家里的那几天，父亲的脸，笑
成了一朵花，我却犯了愁，一是连着几
日，我都没有找到合适的养老院；二是
我不知道怎样跟父亲提这样的事情。

父亲似乎看出我的顾虑，一再追
问，我被迫说出此番回来的目的。

我说：“爸，我在北京的工作很稳
定，没法回来陪你，但是，我的收入不
高，又不能把你接到北京，所以，我想帮
你找家养老院，你在那里生活，我也会
放心一些。”我极尽诚恳地说着这一切，
心里明白，只是借口而已。

父亲听完，神情黯淡下去。
虽然我知道他不会和我一起去北

京，他肯定舍不得离开这个生活了一辈
子的家，如果真要待在家里，我难免会
心烦。毕竟这是一个养过我的老人，在
他的生活快要不能自理的时候，我是不
允许自己对他不以为意的。

令我没有想到的是，父亲回过神
来，笑着说：“我觉得咱社区的那家就
好，我明个儿就搬过去。”

那家养老院，我考察过，环境太差，
我于心不忍。父亲固执地开始收拾一
些生活用品，他一边收拾，一边喃喃自
语地说：“去养老院好，去养老院好，去
了，孩子也省心。”

看着父亲在昏暗灯光下的佝偻背
影，我再也忍不住了，鼻子发酸，潸然泪
下。很快，我就抹去腮边的泪水，生活
只能让我作出这样的选择，因为我更向
往和男友无人来扰的幸福生活，对于父
亲，我只能狠狠心了。

那个晚上，父亲的言语一直不多，
他不停地将家里的物件翻翻这个，动动
那个，一副极其舍不得又无奈的表情。

我不忍看下去，早早回到自己的
房间。

这间小屋子，我住了20年，离开的
数年间，房子的布局摆设未曾改变，门
后叠着挂起来的几个挂历，是我不在家
待的这些年，父亲挂上去的，时间过了
这么久，它们还是新的。

我难受起来，想要奔出去，不让他
收拾东西去养老院，告诉父亲，我会照
顾他的余生。

那天晚上，我无法入睡，从门缝里
钻进来的灯光告诉我，父亲也是一夜未
眠。夜晚，那么漫长，父亲的叹息声，时
不时地穿过厚厚的门板，冲击着我的耳
膜。

第二天一早，当我肿胀着双眼，出
现在父亲的面前，他一脸快乐的表情，
仿佛就没有伤感过，没有失落过。

早餐是父亲做的，煎蛋、豆浆，还有
热乎乎的包子。我一眼便认出那几个
包子是原来上中学时，校门口那家的。
我非常喜欢吃他们家的包子，后来上大
学，偶尔回来，父亲一大早骑上自行车，
给我买回来。现在，父亲老了，骑不动
车子，一定是早上赶了好远的路买回来
的。父亲见我发愣，笑着说：“快吃，快
吃，一会凉了，我早上晨练，专门用保温
瓶给你带回来的。”

最后，我把早点一扫而光。收拾完
毕，父亲最后一次检查家里的门窗水
电，然后提上昨晚整理好的包裹，和我
一起出门。

父亲一直走在前面，我看不清他的
表情，但我能看到他的背影。想起年少
时父亲送我上幼儿园的情形。第一次，
父亲送我去，我特别不适应，父亲一直

把我抱在怀里，直到进了幼儿园，父亲
极其不舍地把我交给老师。初去的那
几天，我总是哭闹，后来，父亲把我送到
幼儿园，他一直站在幼儿园的栅栏门外
头，看我在院子里玩耍。隔着栅栏门，
看到父亲，我再无惧怕，玩得很开心。
现在，我依然清晰地记得那时的感觉。
每天放学，我多么渴望父亲早些出现在
幼儿园门口，我知道，他来了，就可以带
我回家。

此刻，父亲像一个孩子，我把他送
进养老院，他是否也会不适应，是否也
会想着有一天，我会出现在养老院门
口，接他回家。

我再也忍不住了，泪如泉涌。正是
眼前这个人，他给了我一个家，陪着我
渐渐长大，我从背后抱着父亲，我开始
觉得我是那样渺小、自私、卑鄙不堪。
以前，父亲有我有家，后来，我离他越来
越远，现在，我竟然让他连个家都没
有。想到这里，我忍不住失声痛哭，父
亲一直没有转过身，但我感觉到手背上
有父亲掉落的泪。我开始知道，一直以
来，我是爱他的，我开始明白，我有多么
爱他。

我说：“爸，咱不去了，咱回家吧。”
他拼命地点头。
几天后，我带着父亲回了北京。我

可以吃得差一点，穿得差一点，给了我
生命、给了我家的这个男人，我再也不
想让他受半点委屈。自此以后，我会在
父亲身边，站成一棵树，开满一树感恩
的花，花叶不败，感恩无终。

啊 这就是母亲
我的母亲
您那缕缕银丝的头
装满了岁月的沧桑
您那条条皱纹的脸
写满了人生的坎坷
您那厚厚老茧的手
布满了生活的艰辛
您那瘦瘦佝偻的背
载满了人间的困苦
啊 这就是母亲
我的母亲
为了人兴家业旺
您
田间耕作 家中忙碌
把心操碎 把血耗尽
啊 这就是母亲
我的母亲
为了家和万事兴
您
含辛茹苦 任劳任怨
把酸吃尽 把苦咽下
啊 这就是母亲
我的母亲
今生做您的孩子
今世受您的教诲
是我的骄傲
是我的福气
您是我最亲的人
您是我最爱的人
您开心快乐是我最真的祝福
您健康长寿是我最大的心愿

古时有一位太子，声望已经
很高了，还要去周游列国，培养自
己的声望。

这时，突然来了一个乡下老
头儿，要求见太子。他腋下挟把
破雨伞，言不压众、貌不惊人，但
自称可以做君王的老师，帮助君
王平天下。

通报以后太子延见，这老头
儿说，听说你要周游列国，但这样
去不行，你要拜我为老师，处处要
捧我；在各国宴请你的时候，上位
要让我坐，这样你才能成功。太
子问他，这是什么道理？

老头儿说，我以为你很聪明，
一点就透，你竟然还不懂，可见你
笨。现在我告诉你，你是太子，出
去绝对不会坐次要位置；而你的
声望已经这样高了，此去也不会
再增加多少。

如果带上我这样一个糟老头
子，并处处恭维我，那么大家对你

的认识就不同了，他们会认为你
很了不起。

第一，你礼贤下士，非常谦
虚。第二，这糟老头的肚子里究竟
有多大的学问，人家搞不清楚，对
你就更敬畏了。如果使各国对你
产生了这两种认识，你就成功了。

这位太子照他说的做，果然
成功了。

这不只是一个笑话，由此可
读懂人生。

有时候，把好位置让给别人
坐，自己在旁边帮着抬轿子，是
很有必要的。这就是“君子三
畏”的道理，也是一种哲学。一
个有思想信仰的人，其成就绝对
不凡；而一个无所畏惧的人，不
会轻易成功。

春天来了，飘柳万绦绿如海。春天
里的嫩江湾，到处莺歌燕舞，草长莺飞，
丝绦拂堤，处处洋溢着春的气息，伴随
着春天的脚步，奏响了嫩江湾和谐的旋
律，演绎着动人的画面！

春天唱着嘹亮的“春天里来百花
香……”歌谣，迈着矫健的步伐来
了。春天的到来，给嫩江湾带来了无
限生机。在春光明媚的时节，嫩江湾
湿地公园里，游人如织，川流不息，
我也沐浴着春光，来到了位于大安市
境内的国家级湿地公园——嫩江湾湿
地公园。

嫩江湾，位于大安市北部。自古以
来，嫩江湾就是一个天然码头，也是吉
林省最大的内河对外开放港口。这里
水资源充沛，泡沼密布、林草丛生、蒲苇
繁茂、水鸟纷飞、鱼虾成群，原始生态景
观秀美。因此，国家林业局于2009年
12月23日，批准大安嫩江湾为国家级
湿地公园。

在春光明媚的时节，当你走在嫩江
湾湿地公园的林荫大道上，路两旁高高
的柳树，长出了嫩绿的新叶，看上去好
像用碧玉装饰成的一样。棵棵柳树上，
有千条万枝柳条随风摇曳，好像一条条
绿色丝带随风飘扬。不知道是谁的巧
手裁剪出这些细细的柳叶？难怪唐代
诗人贺知章咏出了“碧玉妆成一树高,
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
月春风似剪刀”的诗句。柳丝轻摇，梢
尖微点水面，漾起泛泛涟漪。“绿杨烟外
晓寒轻”，杨柳堆烟，满眼是无际的嫩
绿，感受着沁脾的清爽和温柔的抚摸。
嫩江湾的春天美景，真是美不胜收呀！

来吧，嫩江湾与春天约会，春，亲吻
大地，春意写满嫩江湾。呢喃的飞燕，
早已呼朋引伴、叽叽喳喳地在嫩江湾的
枝头上欢唱开了。在嫩江湾树林里，许
多小鸟在枝头上、电线杆上，自由自在
欢乐地飞翔着，发出不同而又清脆悦耳
的鸟语，我不禁咏颂起了唐代诗人杜甫

的“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
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
船”的诗句来。

在嫩江湾湿地公园，那被春雨滋润
了的小花儿、小草儿，已耐不住性子，缀
满了嫩江湾。这儿一丛，那儿一簇的青
了、绿了、红了。是什么把这里的花草
染绿、染红了呢？是春雨啊！唐代“诗
圣”杜甫在《春夜喜雨》诗中这样描写
道：“好雨知时节, 当春乃发生。随风
潜入夜, 润物细无声。”你看，别说人喜
欢春天，就是春雨也知道在这个节气里
飘然下来呢。看一看吧，这带着雨滴的
小花、小草，娇美艳丽，把整个嫩江湾湿
地公园都扮成了繁花似锦的乐园。

还有那久违了的春风，经过一冬天
的沉寂，在这春暖花开的季节，飘然而
来，风是那么的轻、那么的柔，飘飘洒洒
地从你的脸庞拂过，又孩童似地调皮跑
开，飞过缓缓而流的嫩江湾，跃过一望
无际的科尔沁大草原，融入了那条蜿蜒
千里而清澈见底的嫩江……你听，宋朝
王安石的“春风又绿江南岸”，说的多么
好啊，但又何止是“绿”？

假如你来嫩江湾，能够遇到春雨，
那可是最大的荣幸了。3月的细雨，如
丝如雾，隐隐只能朦胧着感觉，绵绵地
又似柔情的世界，笼罩在周围，似一种
如梦如幻的幻境。漫步微雨中，你会感
受到“小雨纤纤风细细”的美丽与浪漫。
听着脚下踏起水花的声音，触摸柔顺的
雨丝，真有一种难得的惬意与悠闲。

春天的雨，是连绵的、柔和的，滋润
着大地，抚摸着大地，小声地呼唤着大
地，在人们不知不觉的时候，他们竟悄
悄地汇成了小河、溪流……啊，原来是
春雨给嫩江湾带来了绿色的生命。

在春天这个美好的季节，家长们忙
里偷闲，领着孩子，带上风筝，来到嫩江
湾湿地公园的沙滩上放风筝，那可是最
惬意不过的了。孩子们手里高高举起
风筝，然后一路狂奔，于是一只只风筝
起飞了……风筝越放越高，再拼命放
线。风筝飞上了云端，变得好小好小。
在空旷的沙滩浴场，追逐着，嘻笑着，疯
闹着，真有一种“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
东风放纸鸢”的春天气息。

嫩江湾那渐暖的空气，破冰的流
水，渐绿的柳枝，吐芽的苞蕾，这些春的
使者，驱散了料峭的寒风，送来了温暖
的气息！被风簇拥着的嫩江湾啊，阳光
和煦，万物生机勃勃，春雨滋润，兰馨蕙
香。“红杏枝头春意闹”，自然界的精灵
们自然也不甘寂寞，将无声的浓郁春意
表现得似有声音般轰轰烈烈，演绎着嫩
江湾春天的故事。

啊，春天的嫩江湾，到处都显得那
样的生机勃勃。那么，就让我们在这春
天的美好时节，来到嫩江湾湿地公园，
用爱去拥抱嫩江湾，用心去感受嫩江湾
的大自然美景吧！

总有些感恩总有些感恩

有始无终有始无终
□米 立

春到嫩江湾
□江其田

天鹅舞朝阳天鹅舞朝阳 王福东王福东摄摄

这就是母亲
□江海河

著名画家黄永玉被
称为一代鬼才，可是，这
个画了一辈子画的人竟
从来没有正式学习过
画、从过师，而且学历也
只是初中肄业。

“黄逃学”漫游书海。
黄永玉小时候就被

称为“黄逃学”，看工匠
雕菩萨、打架、看课外
书，就是他整天的功课。

12岁，小学毕业，黄
永玉的家人把他从家乡
湖南凤凰送到福建厦门
集美中学。虽然入读当
时最好的中学，可他顽
性依旧。初中三年，念到
二年级，黄永玉留了5次
级。跟人打了一架之后，
他与学校不辞而别。

就这样，16岁的初
中肄业生黄永玉从此踏
上了一发不可收拾的漂
泊人生、艺术旅途。他先
后到过福建、江西、上
海、香港、台湾、北
京；当过瓷场小工、中
小学教员、剧团见习美
术队员、报社编辑、电影
编剧……辍学后的黄永
玉没有变成“坏小子”，
很大程度上要得益于他
心中的那份坚守——读
书。他后来曾感慨地说：

“在那样一个动荡的年
代，如果说我没有堕落
的话，就是因为我喜欢
读书。”

集美中学的图书
馆，曾经是他的“仙境”。
初中上了两年，留级 5
次，不是因为别的，而是
为逃避中学“幼稚”的教
学方式，自己躲到“仙
境”里漫游呢。

在颠沛的岁月中，
即使是逃难，他也不忘
背上一捆书，而身后就
是日本鬼子的追兵。

“与一个聪明的人
谈话是幸运的。读一本
好书就是和一个聪明的
人谈话，读一万本书就
是和一万个聪明的人谈
话，多划算呀。”黄永玉
后来这样总结：正是这
些成千上万的“聪明人”
将他也变得越来越聪
明。和友人因书结缘
以读书为桥梁，黄永玉
有缘结识了许多志同道
合的朋友。

在流浪漂泊的最初
的日子里，黄永玉几乎
身无分文，是一对夫妇
将他收留，像对待自己
的孩子一样照顾他，有
将近两年的时间，他就

住在那对夫妇家“收藏
极丰富”的书房里。夫妇
俩悉心指引他如何阅
读。他则如久旱逢甘雨，
贪婪地吮吸。就在那段
时间，黄永玉感到自己
渐渐开窍了。

上世纪40年代，黄
永玉漂泊到上海，坚持
读书、画画、投稿。他想
将作品发表在进步的杂
志上，但当时进步的杂
志不多，稿费也少。后
来，黄永玉和伙伴们找
到了臧克家先生。

那时的臧先生40多
岁，而黄永玉才21岁。臧
克家二话不说，帮他们
介绍杂志，还先自己垫
钱付稿费。当时，像臧先
生这样关心年轻人的老
人家还有很多，比如唐
弢先生、黄裳先生等。这
些令人尊敬的老人家，
在黄永玉的成长过程
中，在他最艰难的日子
里，给了他力量。

在抗战时期的动荡
岁月里，黄永玉认识了
张乐平、陆志庠、陈庭诗
等众多艺术家，跟着他
们一道流亡。他们“混”
在一块，聊天、读书、画
画、躲避飞机轰炸……
这些前辈、师长们的修
养，对黄永玉产生着潜
移默化的影响，让他一
生受用无穷，他们也成
了他终身的朋友。

“不爱人，不爱周围
的生活，不爱书本，你怎
么画画呢？”黄永玉说。

读好书就是和聪明人谈话
□陈楚朦

人·间·四·月
口赵国武

苦难深重的胡杨
风沙摧残干旱折磨
誓不屈服
选择坚强
纵使千年
——也不死
让久远的历史见证
求索生存的欲望
何等悲壮
高温如火烤
狂风似虎狼
在干燥的黄沙漫漫
中
绿叶 竟然
创造生命的奇迹
再现辉煌
即使死亡
——千年不倒
站着生也要站着死
一副壮烈的英雄形
象

有泪不轻弹
铁骨铮铮响
挥舞残肢断臂
决不投降
即使倒下
——千年不朽
别看血迹斑斑遍体
鳞伤
与魔鬼经久厮杀
练就一身强筋硬骨
超乎异常的顽强
——死而不腐
向天下 昭示
卓绝的精神质量

不屈的胡杨
□王殿芳

“怕”的哲学
□南怀瑾

驿路随笔驿路随笔

博客视野博客视野

寸草心

绿野飞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