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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早春
■芮海林

儿时的春节
■徐军林

几阵春风，几度春雨，洗去了冬天的沉
重，春姑娘，悄然登场了。

江南的早春，田间旷野依然不动声色，西
北风还是那样顽固凛冽，只是屋檐下的冰凌
已开始滴落泪珠，似醒非醒的鸟雀啁啾声也
由干涩转向悠婉。道是无情还有情的造物
主，犹如拥有绝对号召力的乐队首席指挥，挥
手间，就喝退了寒冬冗长的梦魇，把昏昏沉沉
蛰伏的万物唤醒，封冻的大地开始了春的苏
醒与涌动。

唐朝诗人杜牧在《江南春》中云：“千里莺
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
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赞美了江南早春就像
披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充满了朦胧之美。

江南的早春，空气中满是花开花落的消
息。深呼吸一下，吞吐的竟是满心满肺的花
香。宋代诗人陆游在《二月四日作》中称：“早
春风力已轻柔，瓦雪消残玉半沟。飞蝶鸣鸠
俱得意，东风应笑我闲愁。”

江南的春天，是名副其实的丹青高手，它
手中的五彩之笔，在大地的画布上点皴出丝
丝缕缕的翠绿。“草色遥看近却无”，它可是江
南春天诗篇里的第一章，给盼春的人标上了

一个寻章摘句的索引，那大块的留白，留给诗
与歌的浪漫写意，只待东风细雨的一番滋润，
便渲染出一片万紫千红。正如宋朝诗人朱熹
在《春日》一诗中吟道：“胜日寻芳泗水滨，无
边光景一时新。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
总是春。”

江南仲春，最具风姿绰约的诱惑，像经过
十八变的少女，已出落得亭亭玉立，端庄妩
媚。此时的春天，已不需再“犹抱琵琶半遮
面”的矜持，完全可以大胆地粉墨登场了。水
暖岂独游鱼知，在窝棚里蹲了一冬的鸭鹅，浮
在水中，自由惬意地嬉戏；山坡陌头，牛羊点
缀在满地绿色之中；小别一冬的紫燕，又飞回
旧巢，叽叽喳喳的呢喃，像老熟人似的打着招
呼，多有灵性的小动物啊，给寻常百姓家带来
一片祥和的喜气。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
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江南春天，永远是一场织不完的梦，是一
段诉不尽的情。江南的雨凄，江南的花事，江
南的风月，曾粘住多少文人骚客，缠绕上几许
的魂魄？

江南春天，万紫千红。那黄的是迎春花、

白的是梨花、红的是海棠、绿的是垂柳，不经
意的斑驳墙影下，是一丛丛粉色的蔷薇，兀自
安静地盛开，如邻家的女孩。“梨花淡白柳深
青，柳絮飞时花满城”，宋代诗人苏轼在他的
《东栏梨花》中把梨花描绘得如“一朵梨花一
朵云，一层梨花一层雪”，可谓美妙绝伦。烟
雨江南，那朵朵冰清玉洁的梨花，迎着阳光，
像千万个羞赧的少女，纤纤玉指掩面，遮住
内心烂漫的惊喜，从指缝里窥视着灿烂的春
光。元代诗人王冕在《白梅》中“忽然一夜清
香发，散作乾坤万里春”的名句，和宋代诗人
王安石《江梅》中“江南岁尽多风雪，也有红
梅漏泄春”的佳句，又一并把梅花的风韵描
写个清透，其含义之深，意境之美，耐人寻
味。桃红柳绿，那是一个最俗艳不过的词，
却演绎着最美丽的一片景致，在江南的湖畔
河岸随处可见，那是江南的春天最常见的一
段花事。

江南春天，是一曲浪漫的歌，是一幅色泽
妍丽的画，是一首意兴激赏的诗。春光盈杯，
春色满园，春意盎然，悉数融化在赞美春天的
诗册中，不妨偷得一日闲，将春的思绪细细审
视，慢慢梳理，江南春天就会在你心中永驻。

“过年咯！”小时候一听讲过年，走路都连
蹦带跳，以前人们常说：“大人盼种田，小孩盼
过年。”尤其是经历过物资匮乏年代的小孩，
对那段盼过年的往事，更是记忆犹新。

吃了腊八粥，家家户户就开始忙碌起来，
炒瓜子、炒花生、做冻米糖。家庭条件好些的
会做花生糖、芝麻糖、打花生酥，花样多多；条
件稍微差些的，就会将花生、芝麻和冻米掺和
在一起做。先是炒冻米，炒好冻米炒花生。
还有熬糖稀，这是个技术活，很讲究，主要是
掌握火候和时间，火大了容易焦，火小了又没
熟；时间短了太嫩，时间长了又太老。妈妈在
灶台上炒，爸爸在灶台下添火加柴，配合默
契。我们姐妹三人就在那守着，等着出锅。
大人们忙到半夜，我和妹妹们也等到半夜，因
为只有做糖结束了才能吃到锅面上的糖稀。
只见妈妈拿着锅铲在锅上一层一层地铲着，
然后做成三个糖稀坨坨，我们姐妹三人一人
一个。糖做好了，妈妈喜欢把糖装到一个小
口的洋瓷罐里，过年时用来招待客人。为防
止我们偷吃，妈妈将洋瓷罐密封起来放在高
高的大衣柜上面，或是我们够不着的高处。
那时我们没有零食吃，天天就猫着脑袋看着
洋瓷罐，趁大人不在家，想着各种法子取糖。
我们先搬来一张大椅子放在桌子上，然后再
搬来一张小点的椅子放在大椅子上。那时为
了能吃上冻米糖，我们费尽心机，什么法子都
能想得出。

到了腊月二十七八，家里就更忙了，炸肉
圆子、炸豆腐果，炸花生米，爸爸妈妈每次都
要忙到半夜才能休息。

大年三十是一年当中最快乐的日子，爸
妈早早起来准备，烧水、杀鸡、破鱼、洗菜，忙
碌地准备着年夜饭需要的食材。随着炊烟
冉冉升起，整个厨房热气腾腾，散发出各种
诱人的香味，让我们直咽口水。我们三个
小馋猫不时跑到厨房偷嘴，那种满足感无
以言表。年夜饭准备好了，满满一桌子好
吃的，但这时还不能马上开吃，按老规矩，得
先祭祖先，祭完祖先后一家人才能围坐在四
方桌旁，由老爸宣布“过年”，一家人幸福地
大块剁颐。

那时候条件不比现在，每天都能大鱼大
肉，平时舍不得吃的美味佳肴在大年三十这
天会全部上桌，这让我们十分满足。

年夜饭桌上，我们还有一个习俗要遵守：
有一盘菜必须得有，而且还不能吃，那就是红
烧鱼，即使春节期间有客人来做客，客人也不
会去动这道菜，这道菜会一直端进端出直到
正月十五为止。因为“鱼”和“余”同音，这道
菜一直留着寓意“年年有余”，后面的日子会
越过越富足。

享受完美食，爸妈收拾碗筷，清洗灶台，
然后开始摆放果盘，招待大年初一来访的客
人。年前准备的花生、瓜子、山芋条等零食，
以及我们最爱偷吃的冻米糖，这时候全部被
妈妈一一拿出来放在果盘里。还有一种糖
果，现在已经买不到了，是用红薯煮出来的糖
做的，呈褐色，用纸包装着，那时一毛钱可以
买十个，现在的孩子可能没人会喜欢，但我们
小时候却吃得津津有味。

平时省吃俭用，为了省电费家里的电灯
在晚上基本上是能不开就不开，但年三十晚
上，妈妈却让我们把家里的灯全部打开，全家
老小就围坐在小火盆边，一边嗑瓜子，一边拉
家常，大家一起守岁。我和妹妹们开始还精
神十足，可吃饱喝足后睡意很快就席卷而来，
眼皮子打架。妈妈看我们实在熬不下去，就
让我们先去睡，睡觉前妈妈还会将事先准备
好的红包发给我们。每个红包虽然只有五元
钱，但每张都是妈妈去银行换来的崭新票子，
我们拿着红包心里美滋滋的，小心翼翼地将
红包压在枕头下，晚上睡觉中途醒来还要用
手摸摸，看看红包有没有不翼而飞。

我们家还有一些老规矩，那就是正月初
一到初三，家里人不能拿菜刀，不能拿扫帚扫
地，大人不能骂小孩，也不能说不吉利的话，
并且我们家都是年三十那天煮一大锅饭，一
直吃到正月初三。初一早上一起床，新衣新
裤就摆放在床头，新鞋放在床边，我们起来穿
戴好，从上到下全是崭新的，臭美的姐妹三人
别提有多开心了。初一早上是要吃鸡汤面
的，也称“长寿面”，还有香喷喷的五香蛋，我
们可以随便吃。这几天，大人们不管小孩，我
们想吃就吃，想玩就玩，口袋里装满了到隔壁
邻舍拜新年，邻居给的各种好吃的。

现在的生活条件与我们儿时已不可同日
而语，儿时所经历的盼着过年大吃大喝的日
子已不复在，现在想吃什么随时就可以买，对
过年的期盼也越来越淡。儿时过年的种种仪
式也渐渐化繁就简，几近消失了，让从贫乏年
代过来的我们多少有些失落，不由感叹世事
变迁。

不过，正如有副对联所写：艰苦岁月想
吃肉，小康生活要喝粥；横批：与时俱进。
既然时代已经改变，春节随之改变也就自然
而然了。

大学刚毕业的时候，去当时的宣州区昝村乡
报到，我和父亲是从郎溪县绕道过去的，在宣城城
区去往狸桥的必经之路上，洪水冲毁的汪联河大
桥还没有修好。我们用了三个多小时，终于抵达
了昝村，顾不上休息，我找到乡党委书记办公室，
递上组织部门开具的“行政介绍信”。书记转手把
介绍信交给组委，让我一个星期后正式来上班。

一周后，我和爸爸拎着大包小包从宣城坐中
巴车到了狸桥的十字街上，再乘大篷车到了昝
村。党政办的同志热心地领着我们来到街道西边
的一幢三层小楼前，这是乡政府的水利楼，我的宿
舍被安排在二楼。宿舍里只有床和桌椅，其他大
部分生活用品都是从家里带过来的。爸爸为我铺
床叠被、拖地擦窗、组合衣橱、安装窗帘，到街上买
生活必需品，忙了整整一天。

房间的对面住着一位水利员，戴着眼镜，名叫
章玉钱，安徽农业大学本科生，乡政府同事都叫他

“老章”。其实，他和我一样，都是个二十多岁的毛
头小伙子。由于我房间的窗户漏风，当天晚上爸
爸让我向老章借宿了一宿。老章很热情，欢迎我
入住，并详细地给我介绍了有关工作和生活情况，
比如澡堂在哪里、理发店在哪里、打开水在哪里、
乡政府里有哪些领导哪些机构，等等。没等老章
介绍完，我就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一大早，爸爸修理好我的窗户，就返回
宣城了。

原昝村乡包括岔冲、团结、王庄、黄龙、明星、
横路、姜家圩和老昝村八个村，七十多平方公里，
一万多人口，在宣州区的乡镇里面属于“小个
头”。在昝村的五个年头里，我把这里的屋场、山
林、水泽几乎都跑了个遍，有些地方连自己都不
记得跑过多少趟。

乡政府食堂为我们提供中餐和晚餐。在食堂
吃饭的时候，几个平时接触多的同事往往围坐在
一起，边吃边聊。聊的内容有工作、有新闻，当然
也有八卦。他们说，食堂的小戴姑娘对我不错，
总是给我菜打得多、打得好，一定是对我有意思，
说他们都嫉妒了。

在昝村工作的那几年是快乐的，虽说那时候
没有智能手机，可供娱乐的地方更是少之又少。
记得有一年的春节前夕，乡政府聚餐，大伙在政
府食堂吃完饭后，约着一起到街上找了一家饭店
的二楼去唱歌，很简易的那种大舞厅。那天，乡
长兴致高，陪着我们年轻人一起热闹。他说，你
是城里来的，肯定会唱歌，你来一首。我也不推
辞，大大方方上台唱了一首张雨生的《大海》，收
到了大家热烈的鼓掌。我连声致谢，至今想起来
仍然历历在目。

拆乡并镇以后，昝村归了狸桥，通知我们从水
利楼搬出来。老章回老家横路去住。我没有地方
住，就住在了敬老院里面，二十平方米的房间，冬

天严寒，夏天酷热。食堂也不办了，我没有地方吃
饭，就经常在街上买着吃，但长期这么下去也不是
个事儿。好在我人缘好，总有人喊我吃饭，那段时
间，我吃着“百家饭”，也没有跟他们客气。在我最
困难的时候，是他们帮助了我，多年以后，我还是
打心底里感激他们！

食堂里的小戴姑娘也不知道去了哪里。后来
我们在宣城街上偶遇，她已经为人妻、为人母了，
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她说和爱人现在经营着一家
房产中介公司，日子过得平淡而快乐。

2018年9月的一天，宣州区委宣传部组织开
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革命传统教育活动，机关
支部党员来到了狸桥镇更楼巷新四军烈士纪念碑
前，重温入党誓词。支部书记是我，所以由我领
誓。纪念碑是原昝村乡政府在1985年建立的，以
此缅怀长眠于地下的二十九位新四军革命先烈。
2009年，狸桥镇政府对烈士墓地进行修整，重新
立了纪念碑，供后人瞻仰。

2020年9月，十三届区委第十九轮巡察工作
启动，我有幸担任了区委第九巡察组的组长，对狸
桥镇南湖村、东阳村、长山村和狸桥社区，开展了
为期四十天的巡察，这让我再一次有了和狸桥亲
密接触的机会。巡察转瞬即逝，回到市里，有天晚
上，我泡了杯茶，忽然想念起在昝村的那些青春日
子，想念起在昝村的点点滴滴，想念起曾一起共事
的“老章”们……细算起来，我离开老昝村、新狸
桥，已经整整十八年了。十八个春夏秋冬，十八个
寒来暑往，时光就在这么不经意间匆匆划过，容不
得你去细想。

时光深处的狸桥，总在隐隐约约中浮现。

宣城宣城，，我我的的故乡故乡

■牧马人

我为什么要写这段文字

因为皖南川藏线的曲折蜿蜒

因为桃花潭畔的薄雾雨烟

因为太极洞的神奇毓秀

因为红杉林的浪漫秋天

因为宛陵湖的碧波璀璨

因为谢朓楼的底蕴千年

我要把我的爱写进文字里

落款是你的名字

在春暖花开的时候

满山杜鹃给了我憧憬

带着不安和期待

我在敬亭山的梨花下和你相遇

你的昵称是一个童话

为了再次见到你

我经历了清凉山的大雨

清晨在青龙湖的花旁走走

在水东老街的人海中

看到闪闪发光的你

我们相约去龙泉洞寻找奇迹

说出属于你的秘密

我们在徽味小吃畅谈梦想

就像红枣莲子汤一样甜腻

那时的青春犹如古樟树一样

想要知道天高地厚

你说

茂林糊有我最不舍的味道

徽杭古道留着我断不了的根

泾川的夏天，清新惬意

再跟你去飘流感叹溪水的清澈

世间最美好的日子大概如此

想要停下脚步，却难以自抑

因为查济还有别样的风情

你说

诗仙的故事是你的个性

文房四宝是你的才华

而双塔

则造就了你过分的美丽

青弋江的流水沾湿了你的头发

湛蓝的夏空融化了你的心

我守着我们的约定之地

与你在龙川相聚

只想与你一起去感受人杰地灵

你站起来似南漪湖般秀丽

躺下如宛溪河般沉静

我们却在箕山竹海走散了

我爱你每一个清晨和黄昏

也爱你晴空万里和落雨纷纷

你这么美

我的宣城

你说：你爱我朴实无华

我说：我爱你风景如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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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山雨后（水彩画） □施翔 作

梅 □潘华业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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