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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风一吹，柳丝吐绿；
又一吹，柳絮纷飞。
　　飞天的云，裹着思念，
轻轻飘散，飘向故乡的炊烟，
飘向嫩绿的竹林——那曾是
我最初放飞梦想的地方。
　　杨柳青，放风筝。爷爷
领着我，穿梭于翠竹之间，
精心挑选着细长的竹子，以
备制作风筝之用。“注意脚下，
别被绊倒、别踢坏。”爷爷
边走边招呼着。新绿的笋破
土而出，与老竹并肩而立，
就像，我与爷爷，并肩而行。
　　爷爷手抚竹竿，时而轻
敲，时而轻摇，选中一根便
利落地砍下，然后扛回家。
待得空闲时，爷爷就在小凳
子上安然坐下，拿出篾刀，
熟练地剥去竹子的青皮，露
出里面淡黄的竹篾。那刚直
的竹在爷爷粗粝的手中变得
柔韧且被细分成各种大小，
线条流畅，不裂不翘。
　　竹篾制好后，爷爷会细
心打磨，我还对此抱怨过。“爷
爷，兰兰的风筝都开始蒙纸
了，我快没时间画漂亮的面
了。”“风筝重要的不是外

表，而是坚实的骨架，急不
得哦！”爷爷不疾不徐地做
着，竹篾在他的引导下灵活
地翻转、跳跃，最后，变成
一副轻盈而坚固的风筝骨架。
　　一张报纸，涂涂画画，
剪剪贴贴，就绘制出我纯真
的世界。就如我那时纯真的
梦想，说不清、道不明，但
就是想去天上看一看，只要
风筝飞上了天，我就满心欢
喜，就觉得自己与云朵好似
零距离。
　　“爷爷，我想要更长的线，
好让风筝飞到云朵上去。”“飞
那么高干什么？”“我要飞
过山的那边，去看大海，您
把那卷线给我吧。”“够了哦，
等你长大，爷爷再送你更长
的线。”
　　渐渐地，我明白“够了”
的妙用。我们的村子四面环
山，即使风筝断了线，也飞
不出去，不是挂在树上、就
是落在草丛里或是屋顶上，
我们都能把风筝找回来。也
正是这样的经历，竟使我从
不惧怕断线的风险。在追梦
的途中，年轻的我们，在放

飞自己时，可能会遇到狂风、
寒流，会折翼，会断线，会
落地，但我们总会再次起飞。
　　十几岁那年，我要到县
城念高中，爷爷一个人到竹
林，挑选了一棵竹子，用时
五天，给我做了一张坚实且
美观的床垫。临行前，爷爷
拉着我的手说：“这次，爷
爷把更长的线给你了，你要
努力飞，飞到云边去。”
　　风筝，是翱翔的一张纸，
上面写满了拼搏，“争”，
是它的信念。我躺在爷爷精
心编制的“骨架”上，在青
春的风里，用“争”的姿势
书写梦的语言。
　　我，越飞越远；身后的线，
越来越长。
　　我终于飞到云端，看到
云海翻腾、霞光金照的壮丽；
看到银河闪烁、点亮苍穹的
神秘；也听到刺耳的风，强
劲地从耳畔呼啸而过。我急
切地寻找，寻找那隐入云烟，
恍若消失的线，想把这份快
乐传递。我一次次地呼喊，
呼喊他们期望的灵魂；我一
次次回望，回望他们朴素的

眼神。
　　“爷爷，您今年一定要来，
来看海。”“爷爷今年等您
回来。”挂掉视频，我决定
带孩子回归故里。
　　三月的东风，吹醒了思
念的海洋，吹醒了故乡的草
木，也吹醒了我的春天。
　　我和孩子亦步亦趋地跟
在爷爷身后，走在春笋遍地
的竹林里。光阴在老竹的竹
竿上开满斑驳的花，也斑白
了爷爷的头发。爷爷用那双
曾经为我编织无数梦想的手，
慢慢、慢慢地做着新的风筝，
而我，已不再是当年那个性
急的小孩子。岁月的风记住
了一朵爱的香，也会继续承
载着一只风筝的理想。
　　爷爷把新做的风筝送给
孩子们，而把风筝的线交给
了我。
　　我看着“风筝”欲飞的
样子，带着他们跑在东风里。
手中的希望之线，护着内心
的风筝，悠悠地，飞向梦想
的云边。

苔痕上的春信
■王晓倩（上海）
 
门环的锈迹轻轻剥落
苔藓在石阶上写信
每个字都浸透了潮湿的绿
野花在砖缝里探出脑袋
发出清脆的爆破音
 
木窗漏进三寸暖阳
燕子用喙尖修补云朵
巢穴里堆满了新泥
还有那些风化的旧时光
 
墙根的藤蔓蜿蜒成秒针
沿着裂纹向上生长
牵动瓦片下蜷缩的风筝线
雨水在梁木的纹路里
重新翻译着年轮的故事
 
石阶上的青草漫过雕花门槛
老屋的狸花猫跃上屋脊
悠悠然踩碎了一地
正在发芽的寂静

牧羊人
■苏微凉（陕西）

身患尿毒症的弟弟
没有正式工作
户口还在山村，村里别无长物
山坡多，野草也多
于是，他买了一群羊
做起了牧羊人

他说，每次看到洁白的羊群
云朵一样的羊群
他就会觉得很幸福
觉得自己像个刚出生的婴儿
或者羊群中的一只小羊
愉快地跟着头羊
山涧饮水，啃食
一茬一茬的蕨草

听，花开了
■孟胜利（河北）

小区里的花儿，怎能跟大广场的
花
相提并论呢。一样的生命

不一样的命运。前几天看她的时
候
她咬着嘴唇，抿着泪

此刻，阳光正好
此刻，阳光正洒在她的身上
她在阳光中微笑
而我只能傻傻地看着

大寒
■董任之（贵州）

风里藏着的针刺骨，薄薄的阳光
无法穿透压缩过的云

树叶，为数不多的树叶，倔着骨
头
紧紧地抓住枝干，抓住根

风不止。懂得弃车保帅的
不止一棵树，一座山……

寒气逆行，便是万物成泥换新生
草木如此，山河如此

即使功成名就，或碌碌无为
你与我，皆棋子，皆囚徒，皆如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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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边的风筝

　　北宋时期，翰林学士、
史馆修撰宋祁与欧阳修等人
合修《新唐书》。
　　他学识博奥，语言工丽，
但修书“务为艰涩、诘屈聱
牙”，喜欢雕琢，爱用冷僻
的字词，并常常以此为荣。
　　欧阳修看到宋祁这一毛
病后，很想给他提出来，但
碍于对方比自己年长二十岁，
不便直说。
　　有一天，欧阳修去探望
宋祁，正巧宋祁不在家，他
灵机一动，便在门上写了八
个字——“宵寐匪贞，礼闼
洪休。”随后就在附近散步。
　　宋祁回来，看见门上的
字，生气地问：“是谁在门

上乱写乱画啊？”
　　“那是我写的！”欧阳
修赶忙迎上前去，说：“对
不起啊，把您的门弄脏了。”
　　见是欧阳修，宋祁只好
转怒为笑。
　　但望着门上的字，这个
爱用冷僻字的老手，一时也
蒙了。他不解地问：“你这
写的是什么意思？”
　　欧阳修笑了笑：“就是‘夜
梦不祥，题门大吉’啊！”
　　宋祁不屑地说：“那你
就写‘夜梦不祥，题门大吉’
好了，何苦用这种冷僻的字
眼呢？”
　　欧阳修哈哈大笑，“这
不就是您老修书的手法么，

我可是跟您老学的呀！”
　　宋祁这才恍然大悟，原
来，这个晚辈在变着法子、
拐着弯儿给自己提意见呢！
于是也哈哈一笑，非常愉快
地接受了欧阳修的批评。
　　《菜根谭》云：“人之
短处，要曲为弥缝，如暴而
扬之，是以短攻短；人有顽
固，要善为化诲，如忿而疾
之，是以顽济顽。”劝人有方，
说人有术。对别人的不足，
是以短攻短，还是弥缝人短，
是以顽济顽，还是化诲其顽，
欧阳修曲为弥缝、委婉劝说
的故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
很生动的范例。

欧阳修委婉劝说宋祁

■ 彭真平（湖南）

■ 胡庆敏（浙江）

归乡祭亲 

■董哲 (河南 ) 
 
四月的风，轻拂时光的琴弦 
花开的讯息，悄悄在心底蔓
延 
细雨纷纷的时节 
我的思念，如蝶翩跹 
不知祖父母坟头的长春花 
是否又绽露娇颜 
那丛生的杂草啊 
恰似我心底肆意疯长的想念 
怀揣着南方木棉花的馥郁芬
芳 
我一路北上 
风儿宛如温柔的手臂，轻柔
地伸向前方 
那捧花在风中欣然追随 
翻山越岭间，脚下的路似岁
月的脉络 
每一道辙痕都写满往昔的回
忆 
一一还原着我离家的轨迹 
千万种花儿啊，在大地的舞
台上争奇斗艳 
千万种色彩，如同天边的虹
霓落入人间 
它们跟着田野里的庄稼与树
木 
一同拔节生长 
奏响一曲生机盎然的乐章 
当我抵达故土，跪倒在那一
片顾盼的翠绿 
泪滴落下，宛如春雨淅淅沥
沥 
打湿了脚下的土地 
也湿透了那无尽的哀思与缅
怀

十里桃花 摄影 |罗时东（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