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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日田园杂兴
独犬寥寥昼护门，是间也自有桃源。
梅藏竹掩无多路，人语鸡声又一村。
屋角枯藤粘树活，田头野水入溪浑。
我来拾得春风句，分付沙鸥莫浪言。

译文译文

一只狗儿百无聊赖地守护着柴门，原来这
地方竟也有像桃花源般的闲适意趣。梅林和竹
林互相掩映，一条若隐若现的小路蜿蜒向前延
伸；前方蓦然传来人语和鸡鸣，循声而去却见一
个古朴村落。屋角的古树，有青苍的藤蔓缠绕；
田野里的潺潺春水流入小溪，交汇处一片浑浊。
此情此景真令人心情怡悦，诗兴大发。诗兴大
发。沙鸥啊，请你们不要再喧鸣，以免破坏了这
份优美和宁静。

名 家 档 案

刘应龟（1244—1307），字元益，号山

南。南宋末年学于太学，丞相马骥欣赏其

才华，欲将女儿许配给他，刘应龟不肯应

承，于是声名愈盛。入元后，刘应龟曾短暂

担任义乌教谕、月泉书院山长、杭州学正

等职。但他淡泊名利，洁身自好，后归隐而

终。著有《梦稿》六卷、《痴稿》六卷、《听雨

留稿》八卷。

名 篇 赏 读

经 典 导 航

刘应龟是一位生活在宋末元初的诗人，出
身耕读之家，祖辈没有人做过官。他从小就有
远大的志向，潜心研习义理之学，以古代贤人
作为追随的目标。但他生不逢时，没有一展才
华的机遇。南宋灭亡后，他目睹了当时社会的
混乱，老百姓生活的疾苦，就挑着书卷回到故
里，在南山筑了土屋，栽植花木，采药卖药，隐
迹山林长达十五年之久。乡邻知道刘应龟的才
华，都劝他出来做官，但刘应龟清贫自守，拒不
答应。

南宋末年曾任义乌县令的浦江人吴渭，入
元后隐居故里，建立月泉诗社，发起了一次以

《春日田园杂兴》为题的诗赛。参赛的作者，都
是亲历了宋元朝代更替之际社会动乱的南宋
遗民，他们不满元朝的统治，归隐田园，借助山
水田园来抒发自己的愤懑之情，到大自然中寻
求心灵的慰藉，获取面对生活的勇气。

刘应龟的这首《春日田园杂兴》就是应征
参赛作品之一。诗歌开篇言旨，把偏远寂寥的
乡村和传说中的桃花源相媲美，中间两联对仗
工整，用了梅、竹、枯藤、树木等物象，配合着人
和动物的声音及屋角和田头等地点，构成一幅
缤纷且充满生意的春日田园画卷，也间接地呈
现了平实的田家生活。

名 人 博 览

故园情故园情

刘应龟出生于如今的江东街道青岩刘
村。青岩刘村被称为“中国网店第一村”。国务
院总理李克强曾经亲临青岩刘村视察工作。
让我们一起走进青岩刘村，探寻刘应龟的足
迹吧！

故事屋故事屋

刘应龟教学风格别具一格，把学问与做
人联系在一起，重视学习态度和学习习惯的
培养。讲授深入浅出，循循善诱，一扫“夫子
论道”的古风。下面这则小故事讲述的是刘
应龟如何教育黄溍。

有一次，刘应龟夫妇俩正在门口小石磨上
磨高粱。黄溍想去请教一个问题，看见师母往石
磨孔里加两粒高粱，先生就磨了起来。黄溍疑惑
不解，问这样磨法岂不耗工费时。刘应龟答道：

“细心琢磨，不必过筛了。”一语双关，意指细心
琢磨研习，就不必事事问老师，要培养独立思考
的能力。刘应龟寓深奥的治学道理于平常的生
活小事之中。黄溍从此得到启发，学业日进，后
来终于成了饱学之士。刘应龟作为书院山长，在
他的教授启蒙之下，许多学子都先后领乡荐，进
入仕途，有所建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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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走万象 方向明 下雪了
黄友平

村后的山路首先被雪描白
然后是村前
一条曲折的小径
先到的雪迎接新来的雪
顺着蜿蜒的河流写意

然后阳光一声喊
它们融成闪亮的泪
拥抱着
奔向春天的海

雪
王和清

雪
飘飘洒洒
也不知是下还是撒
但这些并不重要
只要到了季节
任何事情总要兑现
这就像童年
就像青葱
就像爱情
随着时间的前行
总会有一个
完美的落幕

大雪
杨庆文

这是我的家乡
在祖国的江南
大雪
在我们这里是一件相对奢侈的事
这不
我正在努力听雪的声音

这条街
是这座江南小城的主流
童话般的存在
大雪翩翩来归
梦幻立刻降临
白雪公主可以幸福地生活在这里
卖火柴的小女孩
也可以自由自在地跳舞

或许是今年的第一场雪
或许也不是
随性而舞
漫天潇洒
要的是这份感觉
让见到的每个人
都不由得惊呼
美
太美了

倘若
此时
有一古琴
高山也好
流水也罢
知音定不难觅
音乐起处
诗随风而歌

雪笺
吴 越

北方父母
寄来满天飞舞雪笺
那里有
千言万语的关爱
千思百梦的期待

北方儿女
寄来满天飞舞雪笺
那里有
千态万状的欢快
千奇百怪的无奈

北方朋友
寄来满天飞舞雪笺
那里有
千家万户的旧醅
千回百转的相随

北方情人
寄来满天飞舞雪笺
那里有
千丝万缕的相思
千娇百媚的依偎

北方大地
寄来满天飞舞雪笺
那里有
许多旧岁的风骨
许多新年的礼物

年关已近。身在寒风呼啸、气温降
到零下三十多度的北方，突然收到家
乡亲人寄来的一件快递。打开一看，
哇！是一整箱各种口味的麻糖。

我赶紧剪开密封的塑料袋，一股
甜香扑鼻而来。顿时，这来自家乡的味
道，如同热血暖流，涌入了我的周身。
思绪一下子就回到了五十多年前，第
一次在家乡义乌切麻糖过年的情景。

记得那年我十一岁，上小学四年
级。外公和外婆上了年纪，需要有人陪
伴。在黑龙江工作的父母，决定让我回
家乡义乌上学，也好与外公外婆相互
有个照应。

这年腊月，天气已转寒冷。但义乌
农村过年的氛围却一天天热闹起来。
家家户户爆大米花，洗晒芝麻、花生
仁，买红糖等食材，热热闹闹准备切麻
糖，忙过年了。

记得那天是腊月初八。外公和外婆
起了个大早，准备好柴，以及爆好的米
花和花生米、芝麻等食材。等来了早些
天约好的麻糖老师傅。麻糖师傅将家里
几个人做了分工，外公外婆给他当下
手，我负责添柴烧锅。水烧开后，只见师
傅将一小盆红糖倒进了锅里，用宽大的
锅铲不停搅动，熬制着糖稀。一会工夫，
锅里就飘出红糖的甜香。当糖稀变成酱
红色时，师傅将爆好的米花、芝麻倒入
糖锅里，并用力快速翻拌，尽量让每粒
米花和芝麻都粘匀糖稀。

锅灶旁边，两条四脚长板凳，架起
一块案板，上面早已放好一寸多厚、一
米见方的木制方框。师傅将拌均匀的
米花芝麻快速铲入方框内。先将方框
四只角填满，然后将米花摊平，手握木
滚用力压实压平。用直刃长刀，依尺板
切成长条，然后再切成薄片。不到十分
钟，一槽麻糖就制作完成了。

我看着师傅麻利的动作，闻着麻
糖甜香，不知不觉嘴角早已流下了口
水。外婆从师傅刀旁，拿来一块刚切好
的芝麻糖递给我说：“趁热吃，格外
香。”我掰下一片放入口中，果然又甜
又香，柔软酥松。这是我第一次吃自家
做的麻糖，也是储存在我记忆之中家
乡麻糖的味道。

每逢佳节倍思亲。在东北生活这些
年，每逢过年，家乡的亲人们都要寄麻糖
给我作为过年思亲的礼物。而麻糖作为
家乡传统手工产品，也是过去百年和现
在义乌人过春节时，每家必备的自制茶
点食品。

在我的记忆中，切麻糖就像过年
的一种仪式。家家在年前都要操办。其
实，这种仪式感，是在过去上百年的生
活积淀中，约定而俗成的，带有明显的
地域风情和乡土文化。

义乌地处亚热带，属于季风多雨
气候，是我国最高纬度种植糖蔗的地
区之一。从历史上看，义乌三件宝中，
就有红糖、蜜枣二种与种糖蔗有关。糖

蔗是义乌传统农业中最具代表性的经济
作物。红糖也成为了当地最富有文化内
涵的商品，它凝聚了义乌农民上百年的
智慧。义乌蜜枣、麻糖、生姜糖等均采用
红糖为主要原材料，加上传统手工技艺
加工而成的。红糖加工技术，是义乌较早
申请保护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在特殊的历史阶段，红糖还承担起
了特殊的历史使命。义乌人经商的历
史，最初形成于清代末期。为了生计，人
多地少的义乌农民，从事起“鸡毛换糖”
的营生。说起来，这也是因为有糖。可以
毫不夸张地说，没有红糖传统文化，就
没有鸡毛换糖的经商方式，就不会有今
日的小商品市场，也不会有义乌今日之
辉煌。

如今，麻糖作为蕴含着义乌传统文
化的商品，一步步历史的长河中，发扬
光大，走向了产业化。每次有亲朋好友从
义乌来东北，麻糖也是必带的“礼品”。作
为家乡的特产，馈赠给东北的单位同事、
邻居和亲朋好友，不仅轻便好携带，而且
好吃又有意义。

品味着义乌麻糖的甜香，沉浸在舌
尖上家乡的味道之中。伴随着儿时的记
忆，我也迎来了人生花甲之年。切麻糖，
就像把义乌传统农耕文化与今天的甜蜜
生活黏合在一起。吃麻糖，让我品味出沧
桑的巨变和游子思乡之情的多种味道。

我爱麻糖，老家的味道！
我爱故乡，甜蜜的义乌！

麻糖，老家的味道

在从单位回家的路上，我又看到了
父亲站在人群蜂拥的街角，父亲又是把
耳廊朝向了人群。自从父亲来我这里帮
我照看孩子后，我发现父亲打探世界的
方式错位了，眼睛被耳朵取代。

父亲是几年前从赣中的故乡来到
我现在工作的沿海城市。从赣中的丘陵
地带来到富庶的沿海地带，父亲本应该
如鱼得水，幸福连绵。可他似乎是只旱
鸭子，望海兴叹。是啊，父亲是个地地道
道的农民，多年来干的都是刨土耕作的
农活，如今却要他来城里侍弄孩童，城
乡位置的旋转、交替，我想裹挟父亲的
心灵的应该是苦涩与落寞。

但父亲没有选择，因为他的孙子尚
小，他的儿子儿媳又忙着上班，他的老
伴也正忙着带他大儿子的孩子。他只能
被迫来到异乡重新开辟他的“田园”。

人在异乡，眼睛熟悉了周围的环
境后就算多余了。父亲的眼睛在异乡
也似乎显得可有可无，永远是一副慵
懒倦怠状，而耳朵却异常的灵动，像两
窝收发信号的旋型铁锅，时刻准备着
扑捉他期盼的信号。

父亲的信号自然是家乡的嗓音。

人在他乡，最能慰藉心灵的莫过于听
上几句家乡话啊。父亲的耳廊变得异
常敏锐，一扑捉到家乡的嗓音就能立
即锁定目标，准确出击。

每次父亲上街，与其说是去看什
么，还不如说去听什么。父亲走在大街
小巷，他的耳朵总会高耸，一听到与心灵
感应的乡音，父亲就会跋山涉水找到“发
音体”。然后父亲会异常热情地伸出双
手，操弄着家乡话和这人侃侃而谈。父亲
的耳廊出乎想象的准确，几乎扑捉到的
声音都是来自家乡的这座小城。

父亲说自己在赣中那座小城生活
了几十年，祖祖辈辈都生活在那片土地
上，他的声音是无法改变了，故乡的声
音已经浸润到了血脉和骨髓。父亲叹息
地对我说，人什么都可以被改变，但是
浸淫着血脉的乡音是无法改变的。

虽然父亲的耳廊扑捉乡音的能力
强，但父亲也有尴尬的时候。记得那
次，父亲扑捉到了一个中年妇女的乡
音，虽然这个乡音经过很努力的异化，
但父亲还是走到她身旁和她聊了几
句。可那妇女却坚持说自己是本地人，
一口否认来自赣中。回家后，父亲很沮

丧，父亲坚持认为自己的耳朵没有出错，
是中年妇女出了问题。父亲说，他离开中
年妇女的时候，她还偷偷地回望过几眼。
父亲说，人岂能忘本？

父亲耳廊的敏锐随着年关的临近益发
精准。我也亲眼见过父亲的这种特异功能。

还是腊月时，我们带父亲去置办过
年的衣裳。在市区最大的服装市场，这里
人多如蚁，声杂如麻。我们蜗行在人群中。
突然，父亲停下了脚步。我知道父亲偾张
的耳廊肯定扑捉到了乡音。我看到父亲先
用眼睛紧紧盯着数米远的一位老伯，然后
快速移步过去。异乡相遇的两位老人眼角
潮湿，嘴角飞扬，似乎有说不完的话。我们
只好在原地等待。可在驿动的人群中只能
随波逐流，岿然不动只会遭人白眼。无奈，
父亲只好和那位老伯执手话别。

晚上，我发现父亲的脸一直涨得通
红。最后，父亲终于鼓起了勇气问我：我
们什么时候回家过年？父亲问我语气与
神态恰似我小时候问他的语气与神态。

是啊，又是一年冬将尽，又是一年春
将回，岁月的轮回总是悄无声息。可是，
乡愁就像来自遥远的故乡的蟋蟀，夜夜
鸣叫在身处异乡的父亲的耳廊里。

耳廊里的乡愁

上二年级的儿子有一
天回家来私下跟我说：“妈
妈，我不想让爷爷来接送
我了。”

学校跟家就隔着两条
马路，早上我们送儿子去上
学，下午放学都是爷爷走路
去接的，给我们帮了不少
忙。我看着儿子紧锁着眉头
的样子，问他是为什么。

他说：“妈妈，爷爷每
次来接我的时候，在校门口
看到别人扔的饮料瓶、纸片，
都会捡起来，太脏了，同学们
看到了会取笑我爷爷是捡
垃圾的。”

原来如此，二年级的
孩子开始要面子了。我心

里想，怎么样让他接受爷爷
的行为呢。

爷爷从小吃苦惯了，现
在把省吃俭用当作一种修
行，平时洗米水存起来浇花，
洗脸水存起来冲马桶，隔夜菜
不舍得倒掉，出门散步看到路
上有用的废弃纸箱瓶瓶罐罐
都会捡回家收拾起来，这都已
经是他的生活习惯了。爷爷是
性情中人，这些收拾起来的垃
圾他也不是拿去换钱，而是送
给那些拾荒老人。平时孩子们
掉在桌子上的米饭爷爷都是
捡起来放嘴里的。

“儿子，你会背唐代大诗
人李绅写的《悯农》吗？”

“会呀，锄禾日当午，汗

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
皆辛苦。”

“妈妈今天再教你一句
《朱子家训》里的名言：‘一粥
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
缕，恒念物力维艰’。你幼儿
园的时候就读过这句话。朱
子告诉我们，我们碗里吃的
和身上穿的都来之不易，都
是汗水的结晶，应倍加珍惜。
爷爷小时候吃了很多苦头，
吃不饱穿不暖，一件衣服穿
破了，补了又穿，破了又补，
衣服上的一条条线，都是要
留起来用的，因为那时候生
产这些东西很艰难，没有现
在这样想买什么就有什么。”

“爷爷小时候没有喝过

饮料，那时候没有饮料瓶？”
儿子好像明白了什么。

“小楷，爷爷没有偷没有
抢，他把同学们扔的垃圾都捡
起来统一投放，这样马路是不
是变得更干净了？我们的环境
是不是变得更美好了？”

“哦，我知道了，同学们乱
扔垃圾，爷爷看到了就把垃圾
收拾起来，咱们的爷爷是‘环
保爷爷’，下次我要告诉同学
们我爷爷这是在保护环境，让
大家也不要乱扔垃圾。”

“对的，爷爷是一个伟大
的爷爷哦，垃圾回收再利用，
可以节约很多资源。”

儿子的眉头舒展开来，
脸蛋笑成了一朵花。

环保爷爷

黄友平黄友平 摄摄

◆汉诗节拍

⑧⑧

◆会心一笑 刘会然

◆心香一瓣 朱君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