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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碎影流年碎影

毫无疑问，官坡的主色调一定是红的，除此之
外，还有白色、黄色、绿色与之相辉映。这多彩多姿
的颜色，共同勾勒出了官坡的厚重与亮丽，也共同
描摹出了官坡的昨天与今天。

在官坡 镇 兰 草 村 ，矗 立 着“ 中 国 工 农 红 军 第
二十五军长征纪念馆”，这里同时也是“红二十五
军军部旧址”。 1934 年 12 月 5 日，正行进在长征
途中的红二十五军翻越皮皮岭进入现卢氏境内，
7 日 晚 抵 达 兰 草 ，8 日 早 经 铁 锁 关 入 陕 。 这 几 十
个字的叙述现在自是很简单，但当年的艰苦卓绝
几 乎 不 可 想 象 ——前有拦截、后有追兵、缺粮少
弹、重山阻隔，若非亲身经历，任何的文字描述都是
苍白无力的。然而就是在这样的艰难环境之中，红
二十五军在卢氏的这 3 天，依然以其严明纪律演绎
了《一双草鞋》的故事，以其官兵平等留下了刘华
清让马的佳话，更以其鱼水深情造就了“军史布
衣第一人”陈廷贤。这支平均年龄最小的红军队
伍，因最先到达陕北，被誉为“北上先锋”，而且实
现了“队伍增员、独立创建稳固革命根据地、发展
地方游击师”三个“唯一”，就连毛主席也称赞红
二十五军远征为中国革命“立了大功”。卢氏能够
跻身全省 13 个“老苏区县”之一，官坡在其中占有
很重的分量。

官坡的“白色”主要指浆豆腐，那是不可多得的
山乡美味。这里的豆腐用优质大豆、深山泉水，经
浆水点制、手工制作而成，故而香味醇厚、口感劲
道。清人顾蔚庐云：“山泉酿豆腐，味至淡而有余
芳，非寻常井水可比也”。官坡人世代做豆腐，也
都 十 分 爱 吃 豆 腐 。 早 晨 的 街 头 ，上 工 的 人 们 就
站 在 小 摊 儿 边 ，把 一 碗 掰 成 不 规 则 大 块 的 热 腾
腾的豆腐浇上辣椒、大蒜捣成的汁水，狼吞虎咽
吃 下 去 ，满 头 大 汗 、通 体 舒 泰 ，真 是 说 不 出 的 爽
快 。 如 今 它 们 已 经 走 出 大 山 ，走 进 了 西 安 、郑
州、三门峡的市场，更多的人开始有口福品尝到
这 一 特 色 美 味 。 不 过 煞 风 景 的 话 还 得 说 几 句 ，
老 百 姓 常说：“人生有三苦，打铁撑船磨豆腐。”制
作豆腐的工艺流程有十几道，半夜就得起床忙乎，
没有一点恒劲和执着，这样的活计是干不下来的。
我有一个不全面的认识：食物的好吃程度与其形成
的艰辛程度成正比。基于此，我们在享用美食的时
候，一定不要忘了对它身后默默付出者表达真诚的
谢意。

至于“黄色”，则重点是说官坡的特色经济作物
烟叶。因地处长江、黄河两大流域分水岭的特殊地
理位置，再加上气清水美土净的优越自然环境，以
及烟农们吃苦耐劳的实干精神，官坡烟叶叶片肥

硕、长相清秀、色泽橘黄、香味醇和、油性浓足，是全
国各地卷烟厂青睐的宠儿。中国烟叶分级大师冯
国桢先生认为，我国品质最好的烟叶在豫西崤山南
麓，即卢氏烟区。而这些“黄金叶”也确实给老百姓
带来了丰厚的收入，仅 2022 年一年，全县烟叶产值
就达 2.6 亿元。收获的喜悦中往往凝结着无数的汗
水，从育苗、移栽到烘烤、分拣，再加上时时进行的
灭虫、抹杈等田间管理，烟农们要手脚不闲忙上小
半年。他们用“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姿势、“一身力
气百斤汗”的付出守护着这个产业，也守护着这方
田园。

官坡的“绿色”与别处相比似乎并无特殊之处，
因为卢氏本身就是全省森林覆盖率最高的县。不
过，枝头的板栗和橡子树下的葛根和天麻，以及林
中时隐时现的松鼠和草鹿跃动的身影、山腰时浓时
淡的雾霭和轻云缠绵的丽姿，依然会让初来这里的
朋友们惊声尖叫。特别是云架山、凤凰山等地，林
深如海，气清如兰，幽远静谧，超然世外，的确是陶
冶心性的绝佳之地。

细心的朋友们也许会看出，官坡的这些“颜色”
后隐藏着一种共同的东西 ,那就是“不惜力、不懈
怠，肯吃苦、敢向前”，有这样艰苦奋斗的精神在，我
们深信官坡的日子一定会更加美好。

连绵数日的阴沉天气之后，阳
光终于揭开面纱。

如姗姗而至的姑娘，她浅笑轻
颦，世界便一片明亮。

春 天 便 随 着 这 阳 光 呼 之 欲
出 了 。

周末，带儿子外出寻春。
春天首先氤氲在市城乡一体

化示范区禹王路街道马谢村的黄
河梅园中。

数不清的梅花，一朵接一朵地
昭示着春天的到来。

对于北方人而言，除了寒冬时
节室外那一株株淡黄、蜡质的不起
眼的蜡梅，梅花的意向，只能在“江
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疏影横斜
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等诗句
中寻找。而如今，在这座宛若黄河
臂弯中一颗明珠的城市，千朵万朵
压枝开的梅，已经由诗中、画中，来
到眼前、手边。

就譬如这一园淡雅的馨香，一
园浓艳的色彩。梅，一株株，一枝
枝，一朵朵，兀然而立，或娇俏，或
淡然，或洗净铅华，或堆锦灿烂。

花儿是春天的使者，更是春天
的主角。

时 光 流 转 ，谁 非 过 客 ，花 是
主人。

春天把消息早早散布给了黄
河梅园中的花朵们，它们挤挤挨挨
争先恐后地用生命的绽放，传递着
季节的声音。

你，捕捉到了吗？
春天是从庙底沟考古遗址公

园中的旷野中悄悄露出头的。
从闪耀着中华文明第一缕曙

光、绽放着“庙底沟之花”的庙底沟
博物馆出来，儿子用春天一样的眼
睛在博物馆周围的野地里寻找着
生命的初遇。

在犹自枯黄的草丛中，在松软
芳香的泥土中，我们与一片印着拙
朴纹痕的陶片相遇。当得知自己
小手中握着的，很有可能是几千年

前生活在这里的先人留下的物品
时，儿子清澈的目光中布满欣喜和
惊奇。

因 为 这 块 陶 片 ，你 遇 见 了 时
间，穿越了时间。

我对孩子说。
稚嫩的身影继续在枯草间逡

巡，一双奔跑的小脚下，隐隐的绿
意，即将冲破季节的桎梏，在这片
古老的土地上，生发，泛青，蓬勃。

一棵嫩生生的白蒿出现在视
野里。

正月茵陈二月蒿。这是正月
的最后两天，一棵可入药的植物绿
中披银，像覆着白纱的圣女，孤零
零地长在一棵树旁，无声却又煊赫
地昭告着天下：春天已来临。

是的，春天已来临。
阳光下，风筝在蓝空中高飞，

孩子在黄河岸边奔跑。白天鹅依
旧悠闲地扑闪着翅膀，站在岸上观
赏的人，丝毫看不出这些鸟儿怀揣
着即将离开的忧伤……

春 天 开 始 在 黄 河 之 畔 汩 汩
流 淌 。

河水愈宽，波光如金，河对岸
的中条山平整不失生动。两位从
外地来的画 家 凭 河 远 望 ，对 着 黄
河及其对面长卷似铺展开的群山
指 指 点 点 ，胸 中 勾 画 着 三 门 峡 的
山，三门峡的水，三门峡的风光与
故事……

春天流进了黄河岸边的古枣
林，铅笔画似的墨色枣林如一排排
士兵，齐刷刷地站在泥土里，在一
场 春 雨 之 后 ，无 声 酝 酿 着 一 场 暴
动，期冀着一个绿意盎然的春的王
朝诞生……

当柔暖的风吹落行人厚厚的
衣衫，孩子饱满的额头上挂满明亮
的汗水时，我不再寻找春天。

春天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眼睛
里，落入眼底，化作无声的温柔；春
天已经来到了我们的心中，浮上脸
颊，绽放成一朵微笑的花。

（一）

在时间的拐点
一切都显得那么轻快，惬意，安然
和暖的阳光，一点一点腾挪
悠闲地在北麓山吟唱
在布局一个充满希冀和灿烂的腾欢
季节，邀约春风轻启孤寂一冬的心扉
你别猜测，我的眼眸已经呈现
绿色在寒冬醒着的图片上孕育希望
轻丝漾春姿，我闻到了泥土的芳香
化身一粒春播的种子
在绿意泼染的田园，发芽生长
而蓝天上的云朵，不断变幻
游动，也在接近天堂的地方
弥漫成一道绫罗。一曲欢快的乐章
连同春的使者，怒放成一阙光环
追赶着滋长的生灵，奔赴同一个方向

（二）

物种，搭乘春风启航
让初生的疼痛，借助雨水的力量
挤进唐诗抑扬顿挫的诗行
我用草书，勾勒春的图腾
一笔一画把桃花、梨花、油菜花
全都雕刻在春天的门楣上
落款盖上阴文和阳文，两枚印章
不，最好也盖上启首章
我顺着春意延伸的地方
闻见庄稼在田野，扯着嗓子向上拔节
一个虚构的手势，托起泥土的萌动
鹄鸣水岸，邀月当歌
用曼妙的声音拓宽了一条，通往
无边际的梦幻之路。我也看见
一习朴素的春风，不动声色
就表达了对山谷那份深深的思念

没有丈量时间的家伙什，可让大胡子队长伤透
了脑筋。

每天上下工，他都是手搭凉棚，仰着古铜色的
脸，眯着昏花的老眼，看日头估摸时间。自从队里
买回那个铁疙瘩闹钟，上工下工，大胡子队长就神
气多了，一只手提溜着那个明光锃亮的洋玩意儿，
一只手拿杆很有年代感的旱烟袋，就连走起路来，
都像一阵风，轻飘飘的。

生产队刚买回那个闹钟的时候，大胡子队长不
但不会摆弄它，就连上边哪根针代表啥都不晓得。
后来他学会了上发条，他说，这东西跟人吃饭一样，
见天都得吃，一天不叫它吃，它就偷懒。然而，只会
上发条，却依旧弄不明白闹钟上头那三根指针都是
干啥用的。村里一个有文化的年轻人专门给他做
了专题讲座，教他辨认表上哪根针代表啥意思。年
轻人说，最长的那根叫秒针，不长不短的叫分针，最
短的叫时针。他听得很认真，听完了却说，这么难
记，啥秒呀分呀，我一个都记不住！年轻人就又教
他一遍，末了，他挠挠花白的头发，眉头揪成一疙瘩
说，啥这针那针的，太难记！年轻人看实在教不会，
就放弃了。下工回到屋里，大胡子队长盯着闹钟足
足看了一个时辰，最后，他好像哥伦布发现了新大
陆一般兴奋地一跳老高，给他老婆说，啥这针那针
的，我就给走得最快的那根长针叫忙针，给最短走
得最慢的叫闲针，给那根不长不短的叫闲忙针，你
说咋样？他老婆盯着闹钟瞅，瞅完就笑了，笑得眼
泪差点没流出来，笑完她说，你真算个人物，甭说，
你起这名字可真好记！

第二天上工，大胡子队长就给社员们卖弄起自
己在闹钟上的新发现和他的“新发明”，围拢在他身
边的社员们听完，都禁不住哈哈大笑。有说他眼毒

的，有说他能的，也有说他是歪把葫芦，净往歪处
想。从那天起，大胡子队长就记住了，忙针走一圈
是一分钟，闲忙针走一圈是一个钟头，闲针走一圈
是一天，这家伙，好记！

后来，大胡子队长硬是靠死记硬背，把每天上
工下工在闹钟上的数字给记下了。一天快下工的
当儿，有个社员问大胡子队长，离下工还有多长时
间？大胡子队长跑到搁在地头的闹钟跟前，盯着闹
钟一本正经看了好大一阵子，然后举起右手，伸出
拇指和食指，比画出不到一寸长的空隙，对社员说，
还有这么长一节儿。社员问他，恁长一节儿是几分
钟？大胡子队长愣怔了一下，脸上泛起一层厚厚的
臊红，一下就躁了，说，这么长就是这么长，在我这
儿没有几分钟，只有这长一节儿！逗得社员们一个
个笑得前仰后合。

闹钟成了大胡子队长的标配，整天跟在他左
右，滴答滴答。回到屋里，他给他老婆说，这声音是
日子走路的脚步声。他老婆说，是咱村子走路的脚
步声。他说，嗯，也是，听着它，就跟听见了咱村子
的脚步声一个样。论说忙针最可怜，一天到黑忙个
不停，咱睡觉，它也不歇息。他老婆说，它是个勤快
人。

那天，队里活重，大胡子队长回到屋里很乏，胡
乱吃点饭就睡了，听着忙针滴滴答答不停走路的脚
步声，大胡子队长很快就进入了梦乡。谁曾想，一
睁开眼，天已大亮，他赶紧看表：妈呀，睡过头了！
他就粗喉咙大嗓门喊他的老婆，问为啥不喊他一
声。他老婆说我也是才起来呀！大胡子队长急忙
提溜着闹钟满村子吆喝着上工。那天，社员们上工
晚了半个钟头。大胡子队长给社员们做检讨，说这
个死东西就知道自己走走走，也不知道到时候了喊

一声。那个有文化的年轻人就教大胡子队长让闹
钟叫醒他的方法。大胡子队长耐心地跟年轻人学
习了一番，好长时间才学会定闹钟。

一个又一个早晨，丁零零的一串串脆响，叫醒
了庄稼人一个又一个的日子。忙针、闲忙针、闲针
滴滴答答地走着，不知道是日子的脚步声，还是村
庄的脚步声。

“春天还在睡梦中呢，有个勇敢的
小号手吹着响亮的号角走在了春天的
最前头，那便是迎春花。”这是女作家安
雅琴写迎春花的句子。花开一定是有
声的，只是声响极微弱，人听不到。没
关系，作家用文学的修辞手法，使得迎
春花“春天的号手”这一形象跃然纸上。

在 我 的 家 乡 阳 坡 ，迎 春 花 满 眼 都
是，我也喜欢这报春的号手。阳坡其实
是个山湾，坐北面南，山是蟒岭伸来的
余脉，水从蟒岭山流来。不知哪朝哪
代 ，家 乡 人 勤 劳 稼 穑 ，以 石 在 湾 前 砌
埝，挡水造田。数百年，或千年，风尘
雨 渍 ，石 色 皆 变 灰 黑 。 砌 埝 时 ，为 固
埝 ，石 与 石 间 压 有 迎 春 花 蔓 ，现 在 迎
春 花 蔓 爬 满 了 整 个 埝 体 ，远 远 看 去 ，
春似花带，夏如绿绸。在家乡人的心
里，迎春花就是一种固埝的植物。时
至 今 日 ，才 有 人 把 它 当 花 看 ，且 是 高
贵的名花。

一年，家乡的年轻人卖出一盆迎春
花盆景，售价高达 3800 元，让家乡的迎
春花一下驰名远近，一时间，来看花求
花的人络绎不绝。但为保护生态，政府
及时决定，坚决不准拆埝取花。我非常
赞同。

花为媒，迎春花还是我与妻当年爱
情的见证。 30 岁那年，我才在寺坡河
畔、灯山寺下遇见心仪的女孩。但我不
敢表达，她生日那天，我从家乡采来一
束迎春花，作为礼物送她。那天，送她
生日礼物的还有一位英俊男士，人家抱
着一大束专门从西安买回的鲜花。女
孩介绍那位朋友，说在某单位工作。然
后又介绍我：我的老师韩景波。其实，
我不是她老师，只是她也爱好文学，常
从我这里借书而已。那时我已在许多

报刊发表作品，小有名气。
女 孩 成 了 我 的 妻 后 告 诉 我 ，选 择

我，那束迎春花起了很大作用。所以，
我一直感念着，是那束迎春花给我带来
了破寒迎春的好运。从此，我对迎春花
更添了一层敬意。

早 春 二 月 ，正 是 迎 春 花 开 放 的 时
候。若有朋友要来我的家乡看花，只需
从洛南县坐车至三要，再从三要向南，
沿一脉泠泠清喧的春水，随山移水转，
到一山湾口，展现在你眼前的，就是仿
佛江南原野上的油菜花一般的金灿灿
的迎春花。花儿暗香浮动，让你梦幻与
现实不分，恍若来到一处神仙福地。在
村口，你只需大喊我的名字，不是我，便
是我的妻，就会来迎接你。为了招待
你，我的妻子定要“采一篮春日”，而我
已打开一瓶陈年老酒，待与你共饮同醉
在这迎春花丛中。

迎春花虽未入“君子”之列，但毫不
影响它的不凡，也备受古今文人雅士热
爱。“金英翠萼带春寒，黄色花中有几
般。凭君与向游人道，莫作蔓菁花眼
看。”这是唐朝诗人白居易笔下的迎春
花。“覆阑纤弱绿条长，带雪冲寒折嫩
黄。迎得春来非自足，万花千卉共芬
芳 。”这 是 北 宋 政 治 家 韩 琦 笔 下 的 迎
春花。“浅艳侔莺羽，纤条结兔丝。偏
凌早春发，应诮众芳迟。”这是宋朝诗
人 晏 殊 笔 下 的 迎 春 花 。“ 院 边 灿 灿 绽
金花，落地生根似锦霞。还欠春天诗
一首，东风送韵到韩家。”这是当代诗
人四月天笔下的迎春花。四月天，吾
妻也。

当年“东风送韵到韩家”，天意送我
一位美丽可人的妻子。今日东风送韵
到家乡，家乡遍开迎春花。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李白的诗句，不由令人想起故乡，想起故乡那轮皎洁的月亮。

故乡的月亮，一直住在我岁月的深处。那时的月亮，仿佛
是一只银色的罗盘，高高悬挂在天宫，又极像一条小小的月亮
船，装载着无尽的诗句和童话。

“月奶奶白呱呱，爹织布娘纺花。”每当奶奶摇动纺花车，
月光便会从门楣窗棂悄悄挤进来，照着奶奶手中拉动的条状
棉花蕊，我们戏称“花格节”。在飞落的收放中，手指悠扬起伏
仿佛踱着优雅舞步，花格节又如春蚕缓缓吐出雪白的丝线，线
的末端，奶奶右手高高一扬，棉线就呼噜噜盘旋在锭子上，一
个鼓腾腾的线穗，便在奶奶的故事声中诞生。

坐在奶奶身旁，听她一边“嗡嗡”地纺棉，一边讲着董永卖
身救父、王祥卧冰求鲤、匡衡凿壁借光的故事，很难想象不识
一个字的奶奶，是如何记住了这仁孝慈善的典范，又是怎样经
过自己的一番加工生动地讲给我听。

时隔多年，我常常想起那些有月光的夜晚，想起那些种在
心中的“月亮”，是否还留藏着我的童年，是否还明晃晃一如从
前？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再次夜游黄河岸，虽然没能观
赏到“黄河明月”的奇观，却看到了一群追逐“月亮”的人。说
他们是在寻觅黄河雅石，不如说是他们在追逐着各自的“月
亮”。

“镶”在黄河石上的月亮，仿佛得道仙月，圆不自满，缺不
自卑；有圆有缺，盈亏淡然。

追月人肩头扛着的那一方方“月亮石”，分明就是天上那
轮明媚神秘的月亮，虽不能言，但最可人，天人合一，无声似
言。“黄河月亮”是黄河人独特的赏月文化，那天然的石上月，
是栩栩如生的山水画、唐韵宋雅的立体诗、心旷神怡的歌、陈
年的醉人酒，是人们返璞归真、亲近自然的一种追求。

天无月不雅，地无月不韵。每每看到夜晚的月亮，我就会
想起远去的奶奶。望着天上的月亮，仿佛一伸手就可触摸到
奶奶的脸庞。虽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但这月亮，永远定格在
了童年的梦乡。

寻春记
□青颜如风

等待了整整一个季节
□贺斌

村 庄 的 脚 步 声
□塬上草

家乡遍开迎春花
□韩景波

一轮明月心头照
□李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