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2月8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许维萍 视觉设计：董昌秋 检校：高 峰 马松波北方副刊
BEIFANGFUKAN

11

本版插画 董昌秋
本版邮箱：lnrbbffk@163.com

lnrbbffk@126.com

微小说

村子南边隔着墁地的山坡有
十几层古老梯田，是一列大山与墁
地之间的衔接过渡带，就像踏跺，
将大山的坡度慢慢放缓，山与墁地
相得益彰。

古梯田，村里没人知道是何时
何人建造的，村民在此耕种、收割，
一年又一年。梯田全是就地取材，
用自然散落的坚硬黑色山石砌筑
的，大小不一、形状各异、凸凹嶙
峋，大的如熊，小的如猪，被风雨
蹂躏的苍老石墙布满了青苔，像
风骨犹存的老人诉说着历史过
往。梯田挨山的几层坝梗上有几
棵古松，山腰以下全是油松，树龄
至少上百年。

辽西的气候十年九旱，不比南
方梯田，山有多高，水有多高。虽
说这里山高地薄，极度缺水，但这
里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梯田处在
山北，大山阻挡了正午太阳的照

射，冬天的积雪到第二年春天才融
化，较其他地方土壤墒情好，无论
种植谷子、糜黍、豆类、高粱、玉米
等农作物都适合，虽较阳坡少了日
照，相对也比较耐旱。

一列连绵起伏的山峰，中间一
座特别高大，像擎天柱，险峻陡
立，悬崖洞内常年有老雕住，先
民形象地把这座最高峰叫老雕
窝。初春，山上仍然一派黛色，
老雕窝依然没有走出冬季的眉
青色，松树林披着融融春光，积
蓄着勃勃生机。梯田里有人吆喝
着牛耕地，边头地脑儿由村妇用
耙子修整，一扬手一块土块被击
成粉末，再一扬手又一块土块变
成粉末，村民力争做足土地春播
前准备。村妇头上扎着红围巾或
绿围巾，成为梯田上一抹亮色。
因处在东西向大川通透的中间位
置，北侧又是平地、丘陵、村庄相

间的开阔地带，梯田成为开阔山
野里的大舞台，几十里外的人都
能望见古梯田，勤劳的村人率先
拉开了春的序幕。梯田层阶宽窄
不同，古人懂得因地制宜，坡缓处
地则宽度大些，陡坡处相对窄些，
十米、八米、十一二米不等。古梯
田 中 部 之 上 的 梯 田 长度基本一
致，延绵数千米随原有沟脊平缓
起伏；中部之下，长度收短了。因
大自然地质运动，墁地与梯田交
际处是十米多高的陡坡河堤土
坎，土坎被冲刷成几道大湾，犹
如陕北黄土高坡一排排窑洞口窗
户顶部，大湾是有名字的，如“彭
家湾子”“高家湾子”“刘家湾子”，
至今传统称谓都没有改变。大湾
两侧是短梯田，坡度越低长度越
短。整坡梯田长度不一，好似文
章长短句。文章有物境和意境，
让人一年四时能产生想象，借景

舒意，韵律轻吟恐怕也有几百年
时光了。

春天种田开始，禾苗还未出，
花根、草根积蓄了一个冬天，经春
风一吻，像接到命令似的竞相疯
长，山边、田坝、石缝处、田埂上，野
花、小草就接二连三地露了头，虽
不成章法，但都按照各自姿态闪亮
登场。特别是苦麻子花，一开就是
一片，花茎长出分叉，分叉又长出
分叉，每枝头顶一朵小黄花，颤颤
巍巍地摇晃，仿佛向梯田土壤里的
种子招手呼唤。过不了几天，梯田
的禾苗齐刷刷露头了，只几天工
夫，满坡梯田被绿色覆盖，随着雨
水的泽润，庄稼很快长成一条一条
青纱帐，在村民的呵护下，直到秋
天硕果累累。

一条曲折的上山小路从梯田
当中穿过，将梯田相互串联起来。
行走在小路上，每一层梯田就是一

首诗，每层梯田的庄稼各有语意，
或玉米、六月谷子该出穗了，或八
月高粱该红透了，每首诗的主题都
没离开农事。

春播时，为防止野鸡偷吃土壤
里的种子，梯田间隔不远就有穿着
旧衣服的稻草人看护。它们头顶
一个晃悠悠的破草帽，直到满垄绿
色还在坚守。一道道厚实的黑石
梯坝，像大海里航行的长船，戴着
草帽的艄公掌着舵，艳红的樱桃
花在老雕窝崖上盛开，山腰松林
换上了翠绿衣裳，田里嫩绿铺地，
是一幅浓墨重彩的春景图画。何
止春景图画？秋天，山上秋叶斑
斓，满坡梯田金黄，田里秋燕掠过，
又是一幅更美的秋景图画。满坡
梯田诗意满满，捧出万斛粱谷，回
报勤劳的村民，不禁感叹祖先的智
慧，将贫瘠的山坡改造成良田，福
泽后人。

古梯田
张龙兴

说好了不送，便就不送。
桌子上的饺子还冒着热气，他
没吃几个，就放下了筷子，说是
不饿。她更是一个也没吃，说
是等他走了再吃。

“走了。”他说，眼睛故意不
看她。

“走吧。”她说，眼睛也故意
看着别处。

真就走了。他抓起炕上的
背包，一晃一晃地走出家门，走
出院子。家狗大黑默默地随
着，却被他呵斥了回去，不解地
摇着尾巴。两只大鹅咕咕咕、
咕咕咕，呢喃着相送，却跟不上
他越走越快的步伐。

静静地，只有他的脚步声。
呆 立 着 ，她 的 心 怦 然 而

动 了 。 那 渐 行 渐 远 的 脚 步 ，
沉沉地叩击着她的心。天亮
了 ，晨 曦 照 耀 着 窗 户 上 鲜 艳
的 红 喜 字 ，照 耀 着 她 追 逐 的
目光。

他是滨城水产公司的合同
工，每年一开春，就随船到遥远
的公海打鱼，入冬后才能回来。
他们新婚不久，还蜜般甜美。

他走了，却总也走不出她
的心底。那脚步声似乎还在，
而且愈加真切。终于，她忍耐
不住了，扯起红头巾，匆匆地追
了出去。

出了村，越过北石盖，就是
二道岭了。她的红头巾像团火
苗，在寂静的晨野里燃烧着。
爬到岭顶，她看到他了。丈夫

迈着男人所特有的步伐，走在
春天的山野里，走在她的梦幻
中。心再次激跳起来，眼睛也
开始有些湿润了。

昨晚，他和她相拥着一个
粉红色的梦。

他说：“明天又要上船了，
这一走就是大半年，单单扔下
了你自己。”

她说：“没事儿，别惦记
俺，出海注意安全。”

“在家里用不着太仔细
了，钱该花就花。”

“嗯哪。”她靠着他，像靠
着一座山。

“也别再编席了，看你这
手磨的，又挣不了几个钱。”

……
不觉，天亮了。她起身包

饺子，上车饺子下车面嘛。他
也起身，非要和她一起包。他
说，等再一起吃饺子，就快过
年了。过年好，她盼着过年，
喜欢过年。可那得熬过夏，熬
过秋，熬到冬。日子可不就是
一点点熬过来的吗？熬着熬
着，丈夫就回来了，属于他们
的春天就到了。

前几天，她瞒着丈夫，让邻

家大嫂给报了名。她也要去乡里
种防沙林，村里有好多妇女都要
去呢。造林虽说是体力活儿，很
苦，很累，可她不怕。她唯怕闲
着。人一闲起来，时间就难打发。

种防沙林去！不仅仅是为
了钱。丈夫不是也说过，他出海
打鱼不光是为了挣钱吗？她知
道，丈夫爱海，心被大海迷住
了。她呢？她去沙地干活，其实
是要来看丈夫的。在她看来，见
到沙地便如同见到海滩、见到大
海。见到大海了，不就如同见到
丈夫了吗？和丈夫在一起，累点
苦点又算个啥？

阳光赤灿。举目，岭叠着岭，
山连着山。渐渐地，丈夫在视野
中消失了。岭那边有个长途汽车
站，丈夫坐两个小时汽车就能到

达县城，从县城再坐两个多小时
火车，就是滨城了。她下意识地
扬起了一只手，扬起了她的祝
愿。早春的晨，已有些暖意了。
不然，脸咋这般滚烫？

昨晚，她偷偷地给丈夫的
背包里又多塞了1000元钱。男
人出门在外，兜里哪能不多备
点钱……

她驻足远眺。远处，山叠
嶂，云翻涌。咿呀！她愣了。
霎时，她仿佛又看到了丈夫，看
到了丈夫船上云一样的白帆。

一艘艘渔船向她驶来，白
的帆鼓满了风。

丈 夫 立 在 船 头 ，朝 她 笑
着。于是，她再次扬起手臂，冲
着远方大声呼唤：“宝柱，别惦
记家里，俺等你回来！”

春望
宁春强

春草

最早知道春天讯息的
是草
它先是走遍
山坡的沟沟坎坎
让人望上一眼
身体里就长出新芽

后来，它又悄无声息地
跑到村庄，跑到我们脚下
柳梢上的黄鹂鸟
在一片鹅黄中
叫出了嫩绿

广场上的风筝

傍晚时分，天空
清理掉多余的云朵
腾出足够的场地
让这些五颜六色的花
渐次开放

放风筝的人
生活在地上
却学会了
在云端写诗

太阳落山以后

夜晚还没有到来
一天的劳动结束了
坐在院里的石头上
享受这一小块空闲时光

山顶燃烧的晚霞
正一寸一寸地
披在草木上，披在牛背上
披在孩子们的心灵上

苦麻菜花

牡丹花开时，它在开
芍药花开时，它在开
那么单薄，那么朴素
不争香，不斗艳
不去管有没有人观赏
它在当开之时
一瓣瓣打开自己
为哺育自己的大地
献上微薄的色彩
和淡淡的清香

一滴泪水

一个人走在黄昏的小路上
心安静成一朵野花
既无悲伤，也无喜悦
突然，脸上有什么东西蠕动
一滴泪水
毫无来由地
溜出了眼眶

梦

你说，那朵石竹花真好看
像一团火焰
我跑过去
摘下来

递给你的时候
我醒了

我的寂寞在山顶蔓延

如果若干年后
来山中游玩的人
发现了恋山石一样
连在一起的大块的寂寞
那一定是我播下的种子
一点点长大了

短笛横吹
（组诗）

王文军

一

问二月河堤要杨柳
得到风的呵斥
岸脚下
冰凌龇着讥讽的牙齿
似欲咬断潮的讯息
潜流说
一切已不可阻挡
一丝暖
从一条溯流而上
鱼的背鳍上抖落下来

二

杨柳肃穆
似哲人的脸
吹了千年的风
再一次登上二月的露台
生与死
荣与枯
都成铁律
而枝干上隐约可见的
青黄
又是一次有关生命的思索

三

春风似剪
杨柳如柴
二月有凶残的表象
和内敛的暖
一切始于荒芜
始于冷
生机
就在乍暖还寒一瞬间
生命是一只
巨大的卵
在杨柳编织的暖巢里孵化

四

杨柳挥舞长鞭
驱赶风
让二月像个匆匆过客
闪身而过
牧羊人趔趄走过
河滩上留下一团团棉花
牧者有牧者的想法
头羊有头羊的道理
但此时
他们都不约而同
侧脸凝望——
一辆载满青草的马车
正从远处轰隆隆驶来

杨柳词
（组诗）

万一波

冷寂，在日子里缓慢地游动，做
一种渐渐消散的状态，阳光的五指
张开带来几丝温和。我看见风把尖
锐藏进阳光的深处，温和地贴近每
一棵树，每一根草，每一扇并不紧闭
的窗户，伴着阳光的轻言细语……

风的皱褶间隐含着季节的元
素，需要阳光的眼睛来进行光谱分
析；这时寒冷并未退尽，坚冰在阳光
中懒懒地释放着情绪。远山远水，
在我的目光里背负着一些念想，可
望也可及；知道距离绿世界还有时
日，可是在我诗意的情怀中，山早
已萌动成最初的美丽景象，水早已
幻化成飘动的银色丝带，将我禁锢
的心事，款款解放开来。

那些终日里的烦琐与劳碌，那
些情感里的无奈与纠结，在我走进
温和的风里时，一点点被来自心灵
与自然交汇的呼唤驱散，我相信自
然的力量，我更相信心灵的力量。

那是我久别重逢般欣喜的季节。
随其自然地打开一扇窗，心灵

便与自然契合。近在咫尺的温暖似
曾相识，于呼吸间蔓延成更迭的心
事。在不断翻阅心事的过程中，读
懂自然、读懂心灵，自然也就读懂阳
光的爱抚和风的承诺。

数着日子，也数着风一个个拂动
过的音符，那些酝酿很久的期望和向
往在指尖的屈伸中，不断地上扬，不
断向着太阳初起的方向自如地流淌；
那些希望被唤醒的枝丫也向着暖阳
伸展的地方，不住地张望……

那就用思想、用语言、用心灵最
美的触动，去剪一缕温和的风吧，装
点这个时节的每一个憧憬，每一个
希望，驱逐寒夜里的无尽惆怅，点亮
冷寂中暗淡的目光，拂去风尘，温慰
季节、温慰灵魂、温慰每一个充满渴
望的心灵。

走进温和的
风里
孙成文

刚过完春节没几天，乡亲
们就开始盼着了：在家里侧
着耳朵听窗外打雷了没有、
下雨了没有，出门对着天空
摸 一 摸 阳 光 暖 和 起 来 了 没
有、风柔起来了没有，问一问
邻居堤坝向阳坡面的小草发
出了绿芽没有、村边树上的
那窝鸟儿回来了没有……乡
亲们坐不住了，就每天背着
铁锹去地里转悠，在每块地
里挖上两锹，蹲下来，仔细瞅
瞅，然后再把土拍平，这是看
墒情，看地气上来了没有，看
冻的土化透了没有。

无论草木、动物或者人，春
天都是美好的开始，从一个节
气开始，春天，赶往人间。

立春，是春季的开始，意味
着新的一个轮回已开启。

立春在古代是个重要的
节日，在传统观念中，新岁开
启，立春有吉祥的含义。立
春标志着万物闭藏的冬季已
过去，开始进入风和日暖、万

物生长的春季。时序进入春
季，此时的东北大地，虽依然
春寒料峭，但寒冬已尽，春回
大地，万物复苏，大自然生机
勃发。

鸟雀叽叽喳喳，叫得起劲
了，追逐彼此，以它们特有的方
式，感受着变化。

辽河在立春后，冰下由冷
到暖蛰伏了一个季节的河水，
胀破了坚硬无比的冰面。冰面
上明晃晃地浮着一层热气，经
阳光的笔墨调和，像弯弯曲曲
的花朵，开合聚散在河道上空，
在天地间盛开。一大早，雾气
在河道两边的树上，结成雾凇，
美得动人心魄。

一场好戏，在立春，拉开了
恢宏壮美的大幕。

“侵陵雪色还萱草，漏泄
春光有柳条。”当严寒刚刚逝
去，众多树木尚未苏醒萌动
之时，柳树已迎着料峭的春
寒，萌出点点嫩芽，抽出袅袅
枝条，向人们传递春回大地
的美好信息。“律回岁晚冰霜
少，春到人间草木知。”人间
暖 意 与 阳 光 相 融 ，时 令 和
节气不由分说，先在柳树
枝头袒露心思。“不知细
叶 谁 裁 出 ，二 月 春 风 似
剪刀。”小孩子总是希望
似剪刀一样的二月春风

能来得更快一些、吹得更猛
一些。

每个节气都有相对应的
风俗，在东北，立春有迎春、鞭
春、踏春、打春、咬春等民间习
俗。诸多习俗，其实都是勤劳
的中国人对丰收的祈盼。立
春这天有吃春饼、春卷的风
俗，谓之“咬春”。薄薄软软的
春饼，伴之以豆芽菜、韭菜、芹
菜、土豆丝、粉丝等炒成的菜，
还有京酱肉丝、熏肉等，每样
夹一些作馅儿包着食用。勤
劳的主妇，一大早开始忙活，
筋道的春饼、可口的小菜，厨
房里飘散的是满屋子的人间
烟火。人们认为吃了春饼和
所包的各种蔬菜，将使农苗茁
壮、六畜兴旺。吃了包卷芹
菜、韭菜的春饼，会使人们更
加勤劳，生命更加长久。人们
在一派热烈气氛中喜迎春季、
期望丰收。

天气逐渐变暖，人勤春来
早，“一年之计在于春，一生之
计在于勤”，人们都在春天增长
了精气神，心已向暖，与爱的人
同享。与立春赛跑，在不知疲
倦中追赶，与播种的时节越来
越近，与金黄的收获也越来越
近了。

眼前，就是满眼春光了，春
是美好的开始。

春是美好的开始
孙培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