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元 旦

□

薛凯敏

这一天是谁的节日

雪花悠闲地四处漫步

随风而走的姿态

美丽而空虚

我不能原谅

被自己荒芜的四季

也不能原谅

被吞噬在忙忙碌碌中的记忆

在新年的开始

我要用崭新的天空作扉页

书写新的履历

我不能原谅自己

曾经的草的德行

尽管点缀了大地

还要随风倒来倒去

我不能原谅自己

那次没能扶起倒地的老人

即使被讹诈

也是站在中国的土地……

我不能原谅自己的太多太多

惰性让我忘记了文字

在新的太阳出生之前

那些在晨光中等车的学生

麻雀般跳来跳去

守望新年

□

张伯舜

早早等在村口守望

等待一年一度的日出

期望万象更新的蓦然一瞬

第一缕阳光最先照亮村中的

古槐

尽管所有的茅屋已变成高楼

所有的炊烟都已成为远去的

童画

心迹总还是最先定格在古槐

树梢

然后，用新岁第一声响亮的嗓

音

虔诚的诵读写在上面的故乡

二字

祖父粗粝的大手磨光了的木

犁

和闲适的牛铃一起挂在屋檐

下

如今早已成为珍贵的收藏和

展品

成为旧时的图腾和象征

只有来风不时摇动牛铃

那几声叮咚是在悠悠述说

镌刻在田野里的春耕犁垄

久久站在城市的阳台守望

期盼第一抹展现的新阳

灿然擦亮鳞次栉比的楼群

城市用楼层增长的刻度

标记着农村流入城市的脚步

高架铁路列车飞出时代的速

度风采

玉兔号刚刚从月宫发回嫦娥

的芳容

摩登和时髦平淡的无声无息

曾经的梦想早已成为眼前的

风景

只有街头手舞足蹈的盘鼓队

我行我素地演绎鼓腹而歌的

岁月

恼人的事情还会时时光顾这

个世界

相信和盼望就像阴霾也会很

快消失

正眼看时，温暖灿烂的阳光

写上千家万户的门楣和窗户

下一个黎明

□

徐俊国

我有一个黎明，不好不坏的一

天。

阳光下叹息，平静地摊开被噩

梦淋湿的床单。

我有一座寺庙的孤独，

与采薇归来的尼姑一起，坐在

白云的投影里诵经。

我有尘缘未了，但早已结束了

肉欲的燃烧。

认识的人已经太多，它们到底

是谁我却知之甚少。

爱我的人将得到我真实的消

息，一壶春水的心跳，

恨我的人我已经在一首诗里

祝他长生不老。

珍惜每一个黄昏，能够想到的

事情尽量去实现，

从鄙视自己开始，记住爹和娘

的生日，

从体验四季轮转开始，关注一

棵小草的病变……

人一旦觉醒，即使亡羊补牢，

也要热爱这哑巴的大地，无常

的人间。

新年回乡

□

张玉霞

婆家二哥添了个小孙女， 邀我们新年回乡喝

满月酒。

农村的喜事儿大都在家里办，早早请了厨，支

大棚、垒灶台，炉火旺旺的，人在旁边忙碌着，场面

特喜庆。 新年的第一天，太阳特别好，照着身上暖

暖的。 走进二哥家，院里已摆好了桌椅板凳，一些

早来的亲戚坐在桌旁，正就着瓜子、喜糖和热茶聊

天，他们的孩子穿着新衣服在桌椅间跑着闹着。二

哥二嫂迎过来， 接过礼物引我们进屋， 然后看孩

子、说些生产时候的情况。

孩子长得很漂亮，尽管她一直睡着 ，但可以

看见她长长的眼线和线条很好的小嘴，小脸蛋嫩

嫩滑滑，真的比煮熟的蛋清还光滑，加上侄子侄

媳妇的高个子， 想她将来一定是个漂亮的女孩

子。

农村开席的时间一般较晚，我便走出来，顺着

北边的一条街就上了沁河堤。婆家离沁河很近，堤

下便是。结婚第一次来婆家的时候就上了沁河堤，

那时候经过的街道是土路，还窄，两边是土墙土房

子，印象中的土墙还靠着一排晒干了的玉米秆儿。

现在不同了，路宽，还是水泥路面，两边都是砖混

的新房子， 有紫气东来的门头还有宽宽大大可以

进车的铁大门，很气派。 从半开或敞开的大门，我

看到好多家院里都有小菜地， 长出来的菜苗一排

排，一行行，足够一家人食用。 有一家院里种着一

棵桃树，树下拴着一只大狗，我想象着春天桃花盛

开的画面一定很美，谁知那只狗不解风情，挣着铁

链子“汪汪汪”地对着我叫。

其实踏上这条街就看见了街头的大堤了，还

有一条人踩出的上堤的路， 我就沿着这条路上了

堤。 堤下是宽阔的，有绿色的麦田，还有黄黄的沙

土地，沁河的水不多，但远远地能看见。 堤上是一

条沙石路，随着沁河的河床有着很柔和的曲线，其

实堤明白，自己就是一条河流。 堤上无人，往东往

西都不见人影， 只有远处的滩上有一两个人在干

着什么， 再远一点的高速路桥上不时地驶过一两

辆车。

堤两旁种着高大的杨树，这样的季节早已经

落完了叶子，枝条疏朗，就看见了树枝间架着的

鸟窝，鸟窝里一会儿露出一个小黑鸟头，一会儿

翘出叉着的黑色尾巴。 “喳喳喳”一只黑白相间的

喜鹊叫着，在东边的一个树上落下、“喳喳”另一

只喜鹊在窝西边的一棵树上迎合。窝里一定是只

小喜鹊。 多幸福的一家子啊，在这温暖的冬日阳

光里。 堤的南边是个斜坡，枯黄的草上落了许多

杨树叶子，在阳光下安静地卷曲着，做着沉睡中

的一个梦。 堤下的房屋许多没人住，但曾经的窗

台和门户能让人依稀感觉到过去生活过的痕迹。

有的临着后院，收拾得整齐干净，让人赏心悦目，

心之向往。

前边转弯处有所房子，红色的墙，四角挑起的

屋檐，看布局应该是庙。 早就听说村里有个庙，一

直没走到过，原来距河堤这么近。从堤上下来走到

庙门口，只见门头写着“遇仙观”，旁边竖着一块石

碑。 这几年出去多，知道石碑的作用，就站在石碑

前细看介绍。 余秋雨说：人站在石碑前，石碑就有

了生命。这块斑驳的石碑就像一位老者，在我的注

视下清晰起来。这庙最初建于元代，这么久远是我

没想到的。现在的庙是温县县政府在

1998

年进行

了重建，碑上没介绍什么离奇的传说，只说祖先建

庙是想让后代在这里繁荣昌盛。爱人说，这庙里原

来有个金佛像，老人传说曾吐出过金元宝；大姑姐

说她小时候曾在这里上学，院里有口深井，传说井

里经常漂出木头。大凡民间的传说都是这么简单、

美好。

时间不早了，我顺着庙前的路往回走。 正是

晌午饭时， 三三两两的人沿袭着农村过去的习

惯，端着饭或蹲或站在门口吃饭，看碗里大多是

面条。 一个小女孩蹲着吃面条，旁边站着一只半

大的狗，一边摇尾巴，一边眼巴巴地看着女孩儿

的碗，从它嘴巴下地面上的湿痕，就知道女孩儿

刚喂过它，它还等着再分享呢。 不远处有一只更

小的狗，四条小腿跑动还不很协调，让人看着就

心生怜爱。 它围在一个胖胖的农家妇女脚下，我

看它那么小，就多看了它两眼，谁知它不买账，竟

然对着我“汪汪汪”地叫起来，稚嫩的声音如同天

籁。 真没想到它会叫，就指着它说：那么小你还

叫？结果把那个妇女说笑了，吵了它一句，它就蔫

蔫地跑一边不吭声了。

正不知道回去的路对不对， 突然听见那家拴

着狗的叫声，心里释然。附近的院落飘过来西红柿

面的香味儿，真好闻。一个半开的院子传出一个女

人的说话声：舀饭咋不舀锅底呢，锅底都是肉。 现

在生活真是好了，连农村都不在乎吃肉了，想过去

农村是有亲戚来才会去买肉， 而且还要堆到碗上

面叫人看见。

电话来了，爱人说要开席了，我忙加快速度，

走进了二哥家喜庆欢乐的院里。

临屏新年

□

郑海英

年的颜色是什么？它看似无色无味，

却让人体味有色有味的绚丽和美好。

时光是珍贵的， 如一段我们彼此看

重的感情， 爱了痛了恨了， 再也回不去

了！新的一天阳光照旧光芒四射，新的一

年到来，最是适合独坐一隅，浅斟低吟，

与一知己淡淡叙起往日旧事。

对于我来说， 我的知己便是眼前的

你，是在这个新年读到我文字的你，是一

个走不出感情持续疼痛的你， 是一个喜

爱我文字、 但不会穷追不舍刨根问底的

你。最希望全是安好的你。“你若安好，便

是晴天”。这是作家白落梅为林徽因写的

传记的书名。如此打动人的平淡和祝愿，

道出我们每个人的心声。 于我们内心而

言， 都盼望每个人安好， 每个人都有晴

天，一天一天，一年一年，我们都从红色

的喜庆开始；希望生活中没有悲伤，只有

快乐。年年如此，周而复始。新年开始，便

是安好的开始。 元旦于是成为我们周而

复始中的始，“元旦”一词中“旦”又引申

出了红色太阳从地平线上冉冉升起的含

义，更是象征一日的新始。可见初创此词

此节日的先人智慧和内心之宽广博爱。

然而若论我们初触时光之时， 当是最无

知、自得和浅薄，觉得一切混沌烂漫、时

间永远过不完，至于新年，更是一日更甚

一日地盼。眨眼到了不惑之年，弯路也走

了，蹉跎也尝了，也爱过伤过，得到过和

失去过，剩下便是安身立命，一个步骤一

个步骤走下去。于是感叹：在时光的长河

里，有爱有恨，有不舍有想念，有忘不掉

的分分秒秒，想要忘记的点点滴滴。更是

感到握不住的快！

一杯茶，一壶酒，一滴水，一瓣花，都

蕴藏着往日的百般滋味。在这个新年，斟

一杯茶，喝下它，是苦还是甜？

时光如水，总是无言。对于相爱的两

个人来说，年意味难舍难分，对于两情相

悦却最终天涯海角者年意味 “意映卿卿

与晤”（林觉民），对于感情裂变者，年意

味着孤单、疼痛，对于看到我的你，读到

我文字的你，我的年便是相知和圆。相对

小孩子而言，年是假期，是玩闹，是放下

学习的担子。 有心伤者会认为过年不过

年都一个样子，反正太阳照就圆。

话说得玩世了。年，最好的是等待是

团圆是茶香是春暖。而不是水淡冰寒。不

幸昂首在前，才有幸福紧随其后。蹉跎于

岁月的长河，于我们这些成年人而言，谁

不想轻轻松松、 安安心心和家人在一起

喜庆团圆！ 年，谁都有权利拥有和享受。

它一直在，年年在，不会随时间的流逝改

变、随地位的不同也不同。

只有“元”的开始才会有旧日的结束。

如同一段爱，没有开始，没有结束的爱总

是凄惶令人不安的。 要爱爱得明明白白，

要哭哭得痛痛快快。 一个眼神，一句咏叹，

一声呼唤，一个符号，都在曾经的岁月里

藏着。 临屏新年，更加体会人生之匆匆，我

和你相遇一起的难得和缘分。 虽然世间一

切都是匆匆，但不要让现代社会快餐式的

东西填充我们的内心，不要在电脑开闭的

刹那，年像烟花一样转眼就消失。 临屏的

这个新年，对于我来说，便是祝愿眼前的

你一切安好，日日晴天！

在靛蓝的背景下 ， 一树梅花灿然

开放，如雪花瓣瓣 ，如繁星点点 。 一时

间觉得清香弥漫 ，清音辽远 ，仿佛天上

人间。

这是我看到书画家侯庆福所画的

一帧梅花后所获得的直接印象 。 在冬

天的夜晚 ，这些梅花晶莹如玉 ，在我的

眼前静静地开放 ， 并缓缓释放出一种

力量。

侯先生的梅花不比一般的写意梅

花。市面上，那些写意的梅花过多注重了

干的粗壮，干的粗糙，干的虬曲，干的沧

桑。并且，或花或蕾全是信手点染。如此，

画面生动自然， 生机盎然， 加上黑的树

干，红的花朵，一纸热烈，燃烧如火。这样

的画好不好？真好。但好得又有点过于传

统，过于大众，过于表象。 梅花贵为岁寒

三友。古往今来，画梅者多矣，然则，没有

几树梅花能在历史深处开得精神。 关键

是作者笔墨能否写出不一样的精神和个

性。侯先生造梅，也许抵不上许多大家圣

手，但仅仅因为在用纸、用色等方面稍稍

与人不同，便平添一分魅力。

以我凡眼关照侯先生之梅， 自有许

多妙处。 梳理其特点，大致有四。 一是用

纸讲究。 在用纸上，侯先生偏爱深色，或

黑，或靛蓝，全是冷色。 犹如皎月之于夜

空，繁星之于天穹。 在浩渺、静谧的“背

景”上，突然就飞满了雪花或流萤似的白

梅。纸的冷，反衬出花的暖；纸的黑，反映

出花的明。别样的花色显于别样的纸色。

纸色、花色，全是灵魂的底色，需要心灵

的调适和筛选。二是留白少。传统写意颇

重留白。留白恰当，诗意盎然，空间悠远，

引人遐思，能起到言有不尽、画外有声的

艺术效果。但每幅书画中留白的多与少，

全在个人把握。在侯先生的梅图中，有意

减少了留白， 而让枝丫间疏疏落落的空

隙或花影减却了些许沉闷。 他总爱让细

碎的梅花把画面充满。 大面积的花朵给

人以汹涌的生命之感， 仿佛那些繁密的

花瓣自作者灵魂深处急不可待地蜂拥而

出，凌空疾舞，纷纷扬扬。三是在整体上，

淡化枝干，着意花朵。 花似精灵，四处闪

烁。花瓣紧密处像聚拢的心事，花瓣稀疏

处像散开的怀抱，近的如星芒耀眼，远的

如蝉翼幽光。虽是写意，但细微处近乎工

笔。 许多梅花一半皎洁，一半晦明，极富

质感和韵味。 四是少了雪意，多了诗意。

先是避开了“红彤彤的梅”，后是避开了

形影不离的霜或雪。 结果就不动声色地

远离了“红梅傲霜”的陈旧套路，整个赋

予自己的梅以新的、 不失个性的卓然风

姿。

书画乃精神艺术范畴的事。细想来，

侯先生的梅花之所以消了 “烟火气”，多

了静气、清气，还在于他历尽繁华见真淳

后所获得的人生积淀和生命智慧。 以一

种自然的状态自由地绽放， 反倒能更好

地回到生命本身， 反倒能更好地确定自

己的生命姿态。挣脱了世俗的名缰利锁，

侯先生越来越从容了，但从容的背后，我

依然能够看到他内心里燃烧的那种东

西，一种大气的、向上的、诗意的明亮正

从他笔下的每一瓣梅花上， 星辰般地升

起。 衷心地祝福他，无霜无雪的日子，一

样以梅的姿态书写自己的人生。

上图 美人春困倚东风。

侯庆福 作

一纸梅花耀眼明

□

白衣飞霜

给自己的年终总结

□

张君燕

又到了年末岁尾，各种各样的

年终总结接踵而来，然而，写完了

那些需要上交给别人的冠冕堂皇

的总结，我的心里却依旧茫然不知

所从，各种纷乱复杂的思绪并没有

因此而理顺捋清，一些还未来得及

完成的事情也没有因此而做了了

断。于是，在这个元旦前的深夜，我

坐在书桌前， 静静地陷入了思考，

想要送给自己一份年终总结。

常年在幼儿园工作，每天跟可

爱的孩子们在一起，始终能保持着

一颗柔软而纯真的心灵。孩子们天

真的眼神和稚嫩的话语总能在不

经意间打动我的神经，让我因俗世

风尘而日渐麻木、迟钝的灵魂及时

警醒， 时刻带着轻松与简单上路。

过去的一年，自觉虽没有做出什么

大的成绩，但在对待孩子上，我做

到了认真、负责，在跟孩子们相处

时，我付出了爱心、耐心、细心。 为

了孩子们健康快乐地成长，我付出

了很多心血，但与从孩子们那里得

到的东西相比，这些简直就是九牛

一毛。 孩子们给予我的，永远比我

付出的多得多。 想到在新的一年

里，还能看到孩子们天真可爱的笑

脸，我的心里便溢满了满满的期待

和欣喜。

除了是孩子们的老师，在生活

中，我还担任着很多角色。为人妻、

为人母， 同时也是父母的女儿，兄

妹们的姐妹，这些角色集合到一个

人身上，有时会让我难以招架。 每

个人都会身负多种角色，在角色的

转换中， 有时难免会顾此失彼，难

以平衡。 其实，只要保持着一颗真

诚的心，对待身边的亲人、朋友，哪

怕是素不相识的陌生人，就可以做

到问心无愧。当你真心地付出了善

良，你也会惊喜地发现，自己收获

了更多的感动和真诚。也许我一直

做得不够好，但我愿意继续真诚地

付出，因为曾收获的那些点点滴滴

的感动汇聚起来，组成了让我继续

前行的动力和信念。

喜欢文字是我多年来的一种

习惯， 以前总是在心底默默地酝

酿，从来不敢轻易地把心中的情感

付诸于笔端，总害怕自己稚嫩的文

字破坏了文学在我心目中的美好。

今年我终于鼓起勇气把自己心里

澎湃着的情感写了出来，那种恣意

宣泄的感觉真的很美好、很让人陶

醉。于是，我渐渐喜欢上了写作，偶

尔，看到自己写的文字变成报刊上

的铅字，心里的那种欣慰和满足无

以言表。 这一年来，写作让我收获

颇丰，让我找到了心灵的慰藉以及

前进的方向。

在

2013

年的最后一个深夜，

我细数着一年来经历的种种，曾经

的付出和收获逐渐清晰分明起来。

所有欢乐的、忧伤的，甜蜜的、痛苦

的， 以及所挥洒的泪水和汗水，都

随着逝去的时光随风而散。但有些

感动、有些收获、有些喜悦却永久

地留了下来，珍藏在心底最深的角

落。 新的一年，我会带着希望和期

待重新上路！

黑 白 融 香

———读著名书法家侯庆福先生书法

□

樵 声

前段日子，侯庆福先生电话给我，说

他要在省里举办毛泽东诞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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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年诗

词书法展，让我从选题、体例设置几个方

面看看，给点建议，并送我一盘光碟。

我多年从事文学创作，也略涉丹青，

但和书画界来往甚少， 所以对侯庆福这

个名字是只闻其声不识其人。 后来还是

忘年交卢喜红介绍我认识他。 卢喜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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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刚出头，从他口里得知，侯庆福是当地

书法界的翘首之一， 真草隶篆， 样样精

道，还说他的水墨画也很好，但最使人钦

佩的，是他的人品和德行。

以后我与侯庆福先生接触多了，方

知其书画在全省都是收藏者的偏爱，市

场价格也不菲。 他长我几岁，性情耿直，

快人快语，无论对人对事，从不隐瞒自己

的观点。有时还会偶尔爆一两句粗口，但

大都是抨击腐败， 批评不公或抑恶扬善

的。 为此，我开始喜欢和敬重他。

我第一次见他是在他家， 并送他两

本我新出版的诗集和文集。他很愉悦，当

听说我正在创作一本描写怀川故事的长

篇小说时，连连夸赞并鼓励我说：要多写

咱们怀川，写老百姓。一个张口把老百姓

挂在嘴上的人， 可见他内心的质朴跟善

良， 这使我很感动。 那天我们谈得很投

机，竟然分手时连联系方式也没顾得留。

更使我感动的是，没过几天，他通过卢喜

红找到我，说是他给我写了一个条幅，内

容是我小说中一篇赋。我顿感心暖，因为

我觉得，虽刚相识，但情已通。这个情，就

是怀川情。也就是从那天起，我和侯庆福

先生互相有了对方的手机号。

侯庆福先生给我写的条幅， 是月蓝

色宣纸， 纸幅窄长， 两枚引首章后的正

文，集中在条幅上部，行楷小字隽秀而俊

雅，下部幅空无字，款题两边，左是“樵声

贤哲大雅钧鉴”，右是“十竹轩福者题”。

可以想象，一旦上壁，格外养目。可见，侯

庆福先生是颇动了些心思的。 但还不止

如此， 当我将此条幅送裱时， 竟意外得

知，侯庆福先生早已电话通知老板，对长

度、宽度、绫色以及其他细节，都做了细

致安排。 如今，那条幅早已裱好，就挂在

我客厅电视墙左侧， 和高脚盆架上一株

兰花相映成趣，韵味十足，宛若窈窕淑女

般清丽雅致。

大概过了两月，一天他电话给我，说

一个搞根雕的朋友写了篇四言小文，找

他成幅借以励志，并说此友生活不宽裕，

对根雕执着了一辈子， 想叫我帮他润润

笔。 他语速不快，情真意切，口气中流淌

着对朋友的体恤和怀柔。 我没等他话音

落下就答应了，当天就改好并送去。事后

他还专门电话对我说， 他那位朋友很满

意。 我很欣慰。 但我没想到，两天后他又

打电话给我， 说他把我的赋又重新写了

一遍，并反复强调比上次写得顺手，要好

得多。 我再一次地被他的诚意和认真深

深感动。

我一拿到侯庆福先生的书法光碟，

马上就放下手里的杂务， 在电脑上打开

了它。毛泽东词《沁园春·雪》《贺新郎·读

史》《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 诗 《登庐

山》《为女民兵题照》等，一幅幅开始映入

我的眼帘，从章法布局，到笔脉腾挪，无

论是真草还是隶篆，或楷、或行，总使我

凝眸心动，情愫盎然。 对于书法，我基本

是门外汉，更不敢轻言一个“懂”字，可我

还是觉得自己读懂了侯庆福先生。 无论

是对故土还是对朋友， 抑或是对毛润之

这样的时代伟人，他都是那么真诚，真诚

地对待、真诚地眷顾、真诚地缅怀。

他年近古稀， 但始终怀有一颗年轻

的心，继续执着前行，用宣纸之洁、墨色

之浓，妆点着自己的人生，并散发出一种

拙朴而高贵的香气，清雅而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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