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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是梦幻的思念里

你壁立如纸

面对骨一样的蚀白

我以一种血红

刷活我人生的每一段时日

——那是关于你的记忆

我的手颤个不停

那是来自心底的冷

每一次点染

都是重复着你的名字

我跪成镌刻的姿势

任你的手——

每一次抚摸

都如这碑刻的笔画

一一嵌入我的脑髓

清明

春寒带风

吹红了谁的眼睛

而又是谁在去往清明的路上

任花儿塑形于手中

爱与不爱

来与不来

在与不在

脚步解冻的河水淙淙

衷心的祈愿和寄托

始终毋庸启齿

唯爱意在发芽

穿越地心

如何救赎

如何释然

看南雁北飞

落月浮云

模糊了远去的背影

清醒了十字路口的尾声

谁的一切皆会归于沉寂

悲伤 永远是孤独的乐音

用沉默镂刻时光吧

在不动声色里

隐忍伤痛

别在乎谁再迁徙谁的运命

在抑或不在

在过就好 真的

当痛苦的海水淹没胸膛

用合掌告慰吧

看鲜活永在

四季里

抖落一切 催生一切

混忘却无情有情

描碑（外一首）
■ 张 巨 文

清明时节，芳草萋萋、繁花似锦，清

气上升、浊气下降，天清日朗、微风和

煦，正是探春踏青的好时候。

小时候，每到清明前夕，母亲总要

带着我回趟姥姥家，既是给姥爷上坟，

也算是踏青。头一天，母亲把面坷篓

里所剩无几的白面科敛出来，发好后

蒸上锅白饽饽。出锅晾凉，装进红漆

食盒里，外面再包上一块大半新的花

包袱。第二天一早，给我把脏兮兮的

小手小脸洗干净，脑门镀一颗红点，换

上身新衣服，便挎着食盒带我出门了。

母亲不会骑自行车，我们只能步

行。好在姥姥家相距不远，只有五里

地。出村上大路，放眼原野，是一望无

际的麦田。绿油油的麦苗在微风下荡

起微波，像一片绿色的海洋，又像一大

块一大块平整的地毯。道路两旁的杨

柳，新绿如蓑，柔柔的枝条垂下来，随

风摇摆，仿佛在和春风握手，又像是在

向路人打着招呼。麦垄间，不时现出

一簇簇白色的、粉花的、黄色的、紫色

的野花，有的鲜艳，有的素雅，有的奇

丽，有的灿漫。我忍不住摘下一朵又

一朵，手里攥满一大把。树上的鸟儿

叽叽喳喳，不知在热烈地讨论着什

么。燕子在头顶上飞来飞去，远处不

时传来一阵阵“布谷、布谷”的鸟鸣。

麦田忽尔会飞出两只野鸡，相互追逐

着落在远方，尽情畅游在满眼的春色

里。

我不停地向母亲问东问西，不知不

觉就来到姥姥家。姥姥已等在大门

口，她远远迎过来，一手接过母亲的包

袱，一手爱抚地牵起我的小手，蹒跚着

小脚进到屋里。简单说上几句体己

话，母亲便对我说：咱给你姥爷烧纸

去。姥爷在母亲一岁多时就去世了。

尽管我没见过姥爷，但我觉得那一定

是最亲的人，不然母亲为什么每年都

要来给他烧纸？而且，我觉得那是一

件很庄重、很神圣的事！只见母亲从

食盒里拿出两个大白馒头，又变戏法

似的掏出一沓纸钱。来到墓地，母亲

在姥爷的坟前摆上白馒头、大苹果，往

地上画个圈，嘴里念念有词地给姥爷、

还有别的坟头烧纸钱，我则在麦田里

追赶起了蝴蝶。直到母亲叫我，才去

到跟前，随母亲一起给姥爷磕几个

头。最后，母亲会拿起坟上的苹果给

我一个，我便大口吃了起来。

吃完饭，母亲把我留在姥姥家，便

独自回去了。临走和姥姥拉扯半天，

带来的白馒头留不下几个。接下来，

姥姥又是和面、发面，蒸白饽饽、花饽

饽，然后带上我去串亲。串完三姨姥

家，和三姨姥姥一块再串二姨姥家。

最后“兵合一处”，老姐仨就伴去舅姥

爷家。姥姥是三寸金莲，说话小声细

气，一步挪不了四指；二姨姥罗锅带

喘，走几步要歇一歇；三姨姥大个子大

脚丫，高呼噜大嗓，走起路来呼呼带

风。三个老太太加上我一个小孩，在

春天的乡间道上踯躅而行，形成一道

奇特的风景。姥姥们有一个共同的

家，在清明这个特殊的节日，她们有着

同样的目的：重回故里，为逝世的父母

送上儿女寸心。

从那时起，清明便在我幼小的心田

播下了一颗种子：不管年龄有多大，不

管身处何方，只要还能够行走，都不要

忘了家在哪里；不论何时何地、何种境

遇，都不要忘了生身父母和自己的祖

宗——这便是家风，也是清明的路线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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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印象中，清明节是非常感

性的，天空中总有那么多感伤的泪花

儿，从天幕上飘落，打湿了那些淡淡的

哀思，似乎是善解人意的上天为人们

寄托哀思而悉心准备的祭物，莫非是

上苍也为人世间“子欲养而亲不待”的

遗憾黯然神伤？这雨，让人世间既充

满悲情，也让两个世界里流溢着芬芳

和感动。

“清明时节雨纷纷。”看着淅淅沥

沥下个不停的小雨，不用看日历就知

道，又到了清明。也许，这一日，因为

这淅淅沥沥的雨，生者的思念才会长

成那些荒冢周围的青藤，攀沿过逝者

的窗前，在默默传递着一种久违的音

信；才会开成那些星星点点的美丽的

野花，让人间的春色为那边的世界送

去些许温暖。这时的小雨，俨然是清

明的使者，或是清明的主旋律，宛如一

位千年感伤的少妇，在生命的祭日里，

满腔悲情流泻成的一汪清泪，轻柔地、

持续地、哀怨地，敲打着人们的心扉，

感动得人偷偷地想哭。这个阴阳交会

的节日，盛载着人间太多太多的遗憾

和酸楚，寄寓着人间太多太多的哀思

和祭奠。潮湿而沉重的清明，是凭吊

者胸口永远的痛，刻骨铭心地让人追

思美丽的远逝。

清明的召唤，极富磁力地穿越沧

桑的岁月，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精

神。在朦朦胧胧的雨幕里，那些沉重

如铅的脚步，一步一步地走向思念中

的另一个沉寂的村庄。那些孤独的亡

灵，时时期待着与亲人们团聚。在绵

绵不绝的清明雨中，人们从四面八方

涌向墓地，用传统的方式渲泻情感，从

内心深处表达哀悼，那是一种永远割

舍不弃的亲情和怀念。在清明的墓地

上，那种圣洁质朴的人性就是我们生

命真实的价值和意义。在这个日子

里，人们将一份洁白的心意，栽插在亲

人青草萋萋的坟茔上，长成温馨的慰

藉，芬芳生死隔绝的漫长日子。是的，

我们该去看一看，看看我们的先辈，看

看我们的亲人，一个个曾经亲切顺口

的称呼，一张张慈祥和蔼的面孔，而今

天，我们只能和他们的精神相伴。是

的，我们应该去看一看，带上一束美丽

的鲜花，到他们的墓前，和他们说说

话，聊聊天。说说国家的繁荣昌盛，聊

聊我们的过去、现在和将来。

年年月月，朝朝暮暮，流年似水，

岁月如歌，亘古不变的是回报父母的

养育之恩！

隔山隔水，风云万里，海枯石烂，

天崩地裂，难以割舍的是那一种亲

情！

清明的小雨，仿佛充满了灵性，让

两个不同世界的人紧紧相拥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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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的思絮
■湖南 鲁庸兴

每天上下班儿，我都会经过一段
路，那段路经常是风呼呼作响，象饿红
眼的虎狮的哀嚎，那段路就是人们常
说的风口。即使没有风的日子，那段
路也显得阴森、冰冷、荒凉、神秘莫
测。遇到有风的时候，风呼嚎着、行走
艰难、象刀割肉。那生疼冰冷，带给人
的是无尽的烦乱和不安，甚至是让人
感觉到畏惧可怕。但路不得不走，绕
不过，只能迎风而上，做勇敢的逆行
者！

风口是我上下班的必经之路，而
小镇的风儿是常客。有人开玩笑说，
小镇一年要刮两次风儿，一次是半
年。哈哈，这比喻不夸张，形象生动亦
贴切现实。我不怕冷，但我怕这没完
没了的风儿。记得初来小镇的时候，

我就被那呼呼直叫的风儿给吓到了。
尤其是在夜晚，一个人住在宿舍，听夜
里外面的风声。即使我住在三楼，可
风似乎是坚硬的拳头儿，把门敲得叮
咣直响。时而轻柔，时而湍急。就这
样一次又一次搅得我夜不能安，心烦
意乱。一次上班途中，我骑着一辆山
地车，路过风口，那风似乎在跟我较
劲，我愈向前，它越阻挡，简直象一直
拦路虎。风里还夹着沙子，活生生地
往裸露的皮肤上打着，打得我睁不开
眼，只能是推车前行，举步维艰。泪水
禁不住流下来，后悔不该来这个鬼地
方。后来，小镇经过生态文明建设，绿
化美化，在街道路边等地种树种花，生
态环境有了明显的转变。沙尘暴也有
所改变，但我必经的风口，虽然两边有

花有树，但也阻挡那儿无情冷漠的风
的袭击。那是无法改变的一段艰难之
旅。

越艰难越有挑战性。不服输的
我，虽然经过了风口的刀割和捶打、风
沙的洗礼，但我依然挑战着每一个艰
难的步伐。人最怕的不是战胜别人，
而是战胜自我。战胜自我最重要的是
战胜心理。很多人悲观、甚至是抑郁，
都和自己的心理因素有关系。心理健
康的人知道找战胜困难的突破口，而
心里生疾的人就知道怎么样找借口，
甚至是怨天尤人。我天生是一个乐天
派，喜欢逆向思维、立体思维、辩证思
维、系统思维，喜欢把学到的知识和生
活实际联系起来，找到解决问题的突
破口，从而让自己变得更快乐、更强

大！一天上班儿，我照旧路过风口，我
的黑暗之地，我拉紧衣领，尝试用我还
算丰盈的后背去迎风，倒行。那风还
是透过厚厚的棉衣，千方百计钻进我
的衣服里，一点一点儿肆虐抓咬着我
的皮肤。它象一个调皮的小精灵，作
弄着我。把我的头发吹得零乱不堪，
眼睛都不敢睁开。虽然我有点生气，
但我无计可施。只能自我安慰，换位
思考的结果竟然是让我心胸开阔起
来。我不知道是不是身体的部分器官
天生就有不服输的免疫力，那一刻，我
开始无比的欣喜，战胜风口的勇气油
然而生，浑身充满无穷的力量，战胜困
难竟然是如此简单快乐。有了第一次
的换位思考，我不再害怕那段艰难之
旅。我把那风口称为愉快的闯关。其

时，我们生活中，人生的哪个阶段都会
遇到“风口”，但只要不悲观、不气馁，
迎难而上，不断找“出口”，生活才会更
有意义。

如今，中国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
响，处在全球的“风口浪尖”，面对一些
国外说中国是病毒的传播者的谣言和
舆论，中国用实际行动去抗“疫”，彰显
负责任大国担当，发挥中国老大哥的
人道主义精神，派人送物支援意大利、
菲利宾、伊朗等国家进行抗“疫”。中
国以掷地有声的强音向全球证明了伟
大的中国、伟大的人民。武汉疫情即
将结束，城市正在醒来。那些“风口”
会被我们一个个攻破，胜利必将永远
属于不断前行的我们！

散
文

风

口

■
鲍
敏
杰

那穿越千年的流光，以一种艺术
反哺精神的力量，打动人心，让我叹
服，油然而生好奇和敬畏，它就是《清
明上河图》。

说来也巧，我之所以用心良苦地
研究《清明上河图》，有一个特殊原因，
因为我的父亲居住在《清明上河图》
里，安息长眠。

五年前，家父离世，下葬前，哥哥
建议选择雕刻着《清明上河图》的红木
骨灰盒，收纳父亲的骨灰。那方寸大
小的盒子，成了父亲永远的居所。

我很想知道，那里的环境好不好，
父亲是否孤单寂寞。于是，就渴望了
解《清明上河图》的背景和雕琢意义。

输入一个关键词，百度出不计其
数的答案。首条是李玉刚的独唱，他
的反串艺术加重了《清明上河图》对我
的感染。循着歌声，“我俯身看去，那

是一帘秋雨，落下的水滴，却悄无声
息，雕刻在石碑上的印记是否隐藏着
秘密，你那眼神中，我看到了情丝万
缕，古巷的忧郁，写下琵琶的旋律，飘
逸的外衣，街上叫卖的小曲，仿佛隔空
变换到那里，一切模糊又清晰……”

如此动人的旋律，如此迷蒙的诗
句，带着上我的好奇漫不经心地去探
秘。刷新网页，刹那拉开《清明上河
图》的序幕，展现它千百年来的颠沛流
离。放大画卷，带我重回北宋汴梁城，
大宋的“繁华”历历再现，它的趣味历
史，叫人惊叹不已。

《清明上河图》是人们熟知的宋朝
张择端名画，在金代就已经“争相收
藏”，历代的“山寨版”比比皆是。

《清明上河图》以其“至广大，尽精
微”的艺术造诣，被喻为“声情并茂”的
画，并被视作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

为加强保护，通过科技手段，已制作成
超高清晰数字影像，画中安排了51个
场景，824个人物，模拟设计了700多
段人物对话，最大程度地再现了原作
所有细节，重新解读了这幅传世佳作。

《清明上河图》的中心，由一座虹
形大桥和桥头大街的街面组成。乍
看，人头攒动，杂乱无章；仔细一瞧，画
中多是从事各种活动的人物，有叫卖
的商贩，有熙攘的游客。街道两边是
茶楼，酒馆，当铺，作坊，叫卖的小曲，

行人的闲适，充盈着生活气息。
而河上往来船只很多，有的停泊

在码头附近，有的正在河中行驶。有
的由于负载过重，一些纤夫用力拉船
行进。惟有一只载货的大船已驶进大

桥下面，即将穿过桥洞，看上去，一派
繁荣景象。

当触摸画面，竟会发现“十大危
机”焦点：酒患、重税、空城、党争、懒
卒、庸民、船难、奸商、空楼、惊马。以
及“画中百秘”：门问道、太丞问病、马

到京城、响板货郎、方井汲水、书生问
仕、清明化缘、香饮小摊、街头说书、士
子苦读等。这“十大危机”和“画中百
秘”构成了《清明上河图》的全卷。

该图淋漓尽致地展示了北宋时
期，三教九流和三百六十行的状态。
其中包括，上至达官贵人下至贩夫走
卒，从饭店丑陋的大厅到渴望弘扬中
华文化的墙壁，市井的众生相尽在其
中。而“画中百秘”，不乏有佯装、埋
伏在舟船车轿、酒肆楼阁中；也有金、
辽、西夏、高丽等国的间谍、刺客潜伏
在茶楼，酒馆里。

《清明上河图》整体气象熙攘而闲适，
表面上在描绘东京汴梁的繁华图景，
渲染北宋末年的时代气息。可画面一
片繁荣祥和，中央却危机乍现，且危机
场景处于画眼位置——

大船正逆水而行，船似乎就要撞

上虹桥，船上人手忙脚乱，岸边大呼小
叫。一片混乱之中，贼影闪过，细作、
刺客露出马脚，一阵烟雾袭来……

这艘大船象征着大宋江山，表面
安宁繁荣，但国内腐败不堪，官逼民
反，边地辽国、西夏的威逼无法解除，
大宋的命运，正处于最危机的一刻。
这一托物言志，直击时弊，点击北宋败
衰命运的软肋，借此讽谏希望北宋统
治者改弦更张，勿重蹈覆辙。启示后
人要借鉴历史，力戒骄奢，防微杜渐，
因而意味深长。这应该是张择端绘制
《清明上河图》的真正用意所在。

得知《清明上河图》历史背景和雕
琢之意，我不再担心父亲会孤单寂寞，
就让他在那个世界里，坐看历史风云
变幻，感悟治世兴邦的大道理、大智
慧。

散文

掌上“清明上河图”
■ 黑龙江 李艳霞

清明上河图 北宋 张择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