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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花夕拾· 

诗品时空  ·

春去春又来，望春花儿开。她是
春的使者，是山村的吉祥。所以奶
给他取名叫望春。立春时节，望春
积攒一年的期盼，从揾工地佛山回
到家乡过春节。他迎着扑面的寒
风，穿行在家乡的山山岭岭，几多久
别重逢的亲切。根植于山间的高大
乔木望春树，深谙一年之计在于春，
早早地准备好饱饱满满的花蕾，只
等节令“立春”一到，盛装上场。“节
令”是个微妙的互动词组，指某个
节气的气候和物候。气候物候下尘
世中的人，不也是一样吗？

“春打五九尾，家家吃白米；春打
六九头，家家卖老牛。”这是气候物候
对家乡黄檗山一隅的影响。今年春打
五九尾，是个好年岁。他望着山间祖
祖辈辈耕种、现在由父母接力的梯田，
冬小麦绿油油的，长势喜人。

望春刻意地观察，今日七点十分
“立春”，望春树枝上玉簪样的花蕾迅
速脱掉冬装，青春勃发，或白或黄或
红，似兰似钟似荷，芳香四溢，风姿绰
约，雍容华贵，热热闹闹地开。他有些
兴奋。

或许因为兴奋，或许因为看风景
喝了过多的凉风，望春身上冷噤，胃肠
翻江倒海地疼，这是突如其来从来没

有过的事情。他急忙回家喊：“娘！”尽
管他已结婚生子，在娘面前永远是长
不大的孩子。他曾跟娘有深深的隔
阂，父母把不到两岁的他交给奶，去广
东打工。岁数大了，父母回家继续当
农民。望春也走上打工之路，与父母
做流水线不同，他用父母打工赚的钱
念完大学，成为工程师。养儿方知父
母恩，现在他体谅到父母当年的难处，
深深地歉疚，每年春节他都要开车回
家陪巴望他的父母亲人。

娘在忙年，正在淘糍粑米。精心
淘米加上水声，没听到他的叫声。在
娘身边玩耍的儿子立春提醒奶奶。
娘停下手中的活走过来，看了一下
他，肯定地说：“是‘汤气’，可能是你
奶亲语你！”不由分说走进厨屋，舀一
碗清水，抽三根筷子，用清水一淋，在
碗里“竖筷子”，边竖筷子边说：“娘，
是您亲语望春吧。要是的，请站住！”
在外打工几十年，娘学会了用“请”等
文明用语。只三下，筷子就在碗里站
住了。当然，若不是奶“惹事”，她是
不会站住的。娘开始祷告：“娘！望
春从小跟您长大，他回家过年，我晓
得您高兴。您也是那边的人，多他的
嘴，他受不了。”话音将落，筷子“啪”
地倒下。娘捧着碗清水走到屋前望

春树下泼掉，含泪说：“娘，您保佑望
春快好，我请他去给您送钱！”望春似
乎看到奶急切地向他走来，又依依不
舍地离去……小时候有个头痛脑热，
奶也是这样给他“竖筷子”。也有不
灵的时候，那就赶紧去找医生。娘转
过身，他身体的冷噤、胃肠不适都好
了，好得跟没发生过一样。关于家乡
民俗“竖筷子”治“汤气”，大学期间他
曾向社会学心理学医学教授请教，教
授们普遍认为是迷信，但不否认精神
作用和脏器痉挛。

他不到两岁跟奶相依为命，上小
学中学大学都是奶操的心。大学毕
业，奶筋疲力尽，把他的双手交到娘手
里，安详地闭上双眼。想着想着禁不
住热泪满面。娘也在想奶，她夫妇二
人在外打工，把家撂给婆母，婆母细心
地招呼孩子，外带养牛喂猪种庄稼。
每年挤火车回家过春节，婆母把年货
办整齐，临走还把大包小包的腊肉糍
粑茶叶送上车。娘流着泪对他说：“去
坟上给奶烧点儿纸钱，她最爱钱。”奶
常逼在外打工的儿子媳妇寄钱回家，
说不逼紧些，河里打鱼河里用了，临走
床席下压的都是钱，那是留给孙子的。

娘把年货都办齐了，香蜡纸炮都
在年货之列年货之列。。望春拿着纸钱去给奶望春拿着纸钱去给奶

上坟。
“哎——走错了！”他一惊，是六

岁的儿子立春，娘给取的名字。长期
分离，儿子如当年的他一样跟父母有
隔阂。他不担心，树大自然直。他站
住，有些讨好地问儿子：“那，走哪
儿？”儿子板着稚气的小脸说：“走冲
口新路，车都能开上去。”他亲切地
说：“那，你走前面带路。”“不！我只
能在后面指路。”这的确是两个不同
的姿态。他笑道：“好吧。”儿子说：

“把手机借我用一下。”他说：“你奶不
是不让你玩手机？”留守儿童问题溺
爱，还好娘跟奶一样绝不娇生惯养。

“我有事给我奶打个电话！”他拨通号
码把手机递给儿子。儿子说：“奶，我
已同意送他，放心吧。”儿子跟他小时
一样懂事顽皮。

他和儿子一前一后迎着料峭的春
风，呼吸着望春花馥郁的香气，走在新
修的山路上，他心里响起邓丽君深情
的歌声：

“春去春又来，花谢花又开……”

春去春又来
丁大成

2023年 5月 6日是中国传
统节气中的立夏。《历书》中记
载：“斗指东南，维为立夏，万物
至此皆长大，故名立夏也。”立
夏，为中国传统二十四节气中
的第 7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
一个节气，交节时间在每年的
5月 5日至 7日。春生、夏长、
秋收、冬藏，立夏表示告别春
天，是夏天的开始，因此又称为

“春尽日”。
立夏时，北斗七星的斗柄

指向东南方，太阳黄经达 45°。
立夏后，日照增加，逐渐升温，
雷雨增多，是标志万物进入旺
季生长的一个重要节气。《月令
七十二候集解》中说：“立，建始
也，夏，假也，物至此时皆假大
也。”这里的“假”，即“大”的意
思，即是说春天播种的植物已
经直立长大了。此时，夏收作
物进入生长后期，冬小麦扬花
灌浆，油菜接近成熟，夏收作物
年景基本定局，故农谚有“立夏
看夏”之说。很快，全国上下都
会沉浸在收获小麦、油菜的喜
悦之中。

《逸周书·时讯解》载曰：
“立夏之日，蝼蝈鸣。又五日，
蚯蚓出。又五日又五日，，王瓜生王瓜生。”这

是在说，立夏时节，青蛙开始聒
噪着夏日的来临，蚯蚓也忙着
帮农民们翻松泥土，乡间田埂
的野菜也都彼此争相出土，日
日攀长。从中不难见出，立夏
时节万物长的欣欣向荣景象。
在古代时，国家都很重视立夏
这一节气。据史记载，在周朝
时，立夏当天，帝王要亲率文武
百官到郊外“迎夏”，并指令司
徒等官去各地勉励农民抓紧耕
作。君臣一律穿朱色礼服，配
朱色玉佩，连马匹、车旗都要朱
红色的，以表达对丰收的祈求
和美好的愿望。

立夏节气，有一些民间习
俗，如在一些地区，有着“立夏
吃蛋，石头踩烂”的说法，意思
是立夏吃蛋，人就会劲头足。
孩子们脖子上挂着用丝线编成
的蛋套，里面装入煮熟的鸡蛋、
鸭蛋，有的还在蛋上绘画图案，
相互用力比试，这就称为“撞
蛋”。立夏当天，吃过中午饭
后，一些地区还有秤人的习
俗。古诗云：“立夏秤人轻重
数，秤悬梁上笑喧闺。”人们挂
起一杆大木秤，秤钩悬一根凳
子，大家轮流坐到凳子上面秤
人。司秤人一边秤人，一边讲

着吉利话。还有一些地区，在
立夏当天，有喝立夏粥的传统，
说是可保一年平平安安、无病
无灾。可以看出，所有的立夏
习俗，其实都寄托了人们对幸
福美好生活的向往之情。

传统中医认为，人们在春
夏之交要顺应天气的变化，重
点关注心脏。心为阳脏，主阳
气。心脏的阳气能推动血液循
环，维持人的生命活动。立夏
之后，天气逐渐转热，饮食宜清
淡，应以易消化、富含维生素的
食物为主，大鱼大肉和油腻辛
辣的食物要少吃。饮食原则是

“春夏养阳”，养阳重在养心，养
心可多喝牛奶、多吃豆制品、鸡
肉、瘦肉等，既能补充营养，又
起到强心的作用。平时的饮食
中，要多吃蔬菜、水果及粗粮，
可增加纤维素、维生素B、C的
供给，能起到预防动脉硬化的
作用。

从古至今，中国勤劳善良
的老百姓顺天时、应节令，总
结出每个节气的特点，对应制
定出饮食的配比、耕作的安
排，寄托了对未来美好生活的
憧憬与希冀。愿立夏之后丰
收在望！

立 夏 时 节 万 物 长
邹 相

无惧高山无惧高山

何畏险滩何畏险滩

挣脱冬的束缚挣脱冬的束缚

踩着碎步踩着碎步

重出江湖重出江湖

行走在肥沃的田野行走在肥沃的田野

与虫儿握手与虫儿握手

与草儿言欢与草儿言欢

众物热情鼓掌众物热情鼓掌

春风春风 满脸绯红满脸绯红

舞动袅娜身姿舞动袅娜身姿

展现万种蜜意展现万种蜜意

只等只等 多情的诗人多情的诗人

填词吟哦填词吟哦

杨柳羞涩地张望杨柳羞涩地张望

桃李焦急地期盼桃李焦急地期盼

春风啊春风啊

何时来到我的身旁何时来到我的身旁

听我诉说思念的衷肠听我诉说思念的衷肠

春 风
蔡厚炳蔡厚炳

忍受冬的冷虐忍受冬的冷虐

积攒单薄的能量积攒单薄的能量

每天凝望天公的脸色每天凝望天公的脸色

何时面带微笑何时面带微笑

从众多季节词汇里从众多季节词汇里

天公戴上眼镜天公戴上眼镜

认真地挑出认真地挑出

立春立春 雨水雨水 惊蛰惊蛰

抛洒给大地抛洒给大地

如油一样金贵的春雨如油一样金贵的春雨

怀着对大地的千思万念怀着对大地的千思万念

一滴滴渗入万物干裂的唇一滴滴渗入万物干裂的唇

沐浴着圣洁的甘露沐浴着圣洁的甘露

老农老农

仰起黝黑的额头仰起黝黑的额头

喉咙喉咙

轻轻地蠕动着轻轻地蠕动着

春 雨
蔡厚炳蔡厚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