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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巴文学

“诗家清景在新春，绿柳才黄半未匀。若待上林花似锦，出门俱是看花人。”

早春二月，春寒料峭，最大的风霜雨雪也阻挡不了春天到来的步伐。古往今来，多少文人雅士泼墨挥毫，创作了许许多多与早春有关

的名篇佳作，倾诉丰富的心情，描绘春天斑斓的色彩……本期“康巴文学”版以“春天”为主题，从来稿中选登几篇散文作品，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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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潮肆虐，天寒地冻，一场瑞
雪悄然而至。雪花像是顽劣的孩
童，斜斜地飘落在玻璃上，调皮地
敲打着窗棂，轻声入耳！雪，震撼着
我，激扬着我，诱惑着我。我披衣下
床，推开窗，望着眼前这银白的世
界，蓦然萌发了踏雪寻春的念头。
妻侧卧在床，沉浸在琼瑶的言情小
说中时哭时笑，听我说去寻春，瞪
大眼睛骂我有毛病，我诳她，我们
南方难得下一场大雪，这雪中恐怕
别有一番风景和情趣呢。经我这一
说，妻来了兴致，忙穿衣着靴，挽住
我的臂弯步出家门。

天色尚早，万籁俱寂，雪把落
寞沉闷失色的大地装饰得银装素
裹，分外美丽。我与妻踏着松软的
积雪，来到小区后边的马路上。马
路北边是一望无际的农田。放眼
望去，平原旷野覆盖着厚厚的素
缎，雪花飘飘，晶莹茫茫，天地交
融成洁白的一体。妻跌足叫道：

“寻春寻春，寻你的魂！”我笑道：
“若是桃红柳绿，鸟语花香，那是
游春，这踏雪寻春，妙在一个‘寻’
字。”妻装着一副无奈的样子，极
不情愿地跟我穿过马路，寒风裹
着雪花直往脖子钻，化成滴滴水
珠，冰凉冰凉的，妻满腹怨气，我
劝她稍安勿躁，漏泄春光雪压不
住，只要细心点，定会寻到春色。
我们踏向原野，田野被罩上一层
神秘的白纱裙，仿佛就是美丽的、
婀娜多姿的、不失神韵的女人，分
外妖娆！路过一丛草地，踏上去，
软绵绵的，仿佛让人感觉春天就
藏在那雪底。我扒去浮雪，看到枯
草被顽童放哨火焚毁了，一片焦
黑。可拨开灰烬，惊讶地发现几叶
嫩嫩的草尖已破土而出，绿得透
彻，绿得晶莹，虽然此刻依然风雪
交加，但是这抹绿意着实让我们
惊喜！我脱口而出：“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妻说：“这抹绿色要
真正复苏自己的生命，还有待时
日。”但在我的眼里却看到了一个
蓬勃的春天。

观赏完“侵陵雪色还萱草”的
美景，妻问哪里去，我说就去西边
的柳林吧。妻调侃道：“那里也有
春可寻吗？”我点点头。深一脚浅
一脚地走进柳林，恍然走进了一
幅最美的图画里。但见银絮压枝，
柳垂玉挂，一片冰清玉洁。妻牵过
一根柳条，拂去银屑，欢呼：“柳枝
吐芽了！”我凑过去细瞧，果然枝
丫上绽放出点点鹅黄色的嫩绿。
这雪中的嫩芽啊，让人感到它既
神秘又平凡，让人感到一种生命
的慰藉与舒展。妻许是看到我痴
呆的神色，轻轻推我：“怎么，又有
了诗不成？”我叹道：“只可惜，不
会作诗，难以抒情。”

穿过柳林，不见路的踪迹，妻
问怎么走，我说随意走吧。妻先是
疑惑，继而微笑、点头，朝我睒睒
眼，女人毕竟有女人的狡黠与智
慧。走不多远，只闻几声“嘎嘎”的
鸭叫。抬头望，前面有一方小池，
几只野鸭正在欢快地戏水。我们
伫立岸边，观赏池面上雪花在轻
盈地曼舞，小鸭在尽情地嬉戏。

妻抢我先吟东坡的名句：“春
江水暖鸭先知。”

回家途中，雪已消停，忽然眼
前一亮，路边的积雪中透出或黄或
红之色。我俩驻足蹲下，推开积雪
一瞅，哦，原来是迎春花，红与白相
映，黄与银竞美，溢彩流光，楚楚动
人。那小巧的花朵宛如一支支金灿
灿的喇叭，似乎在吹奏春天即将到
来的乐章。我问妻：“今儿踏雪寻春
感觉如何？”她笑答：“妙哉！明年再
下雪，咱俩还来。”

竹笋留给我的印象，一直是励
志和积极的。

在黑暗中积累了一季的力量，
它们的根握紧了大地蓬勃的脉动。
只等春雨洒落，便猛地抬头，破土
而出。从蚂蚁的视角来看，就像是
一座座巍峨的金字塔拔地而起，直
入云霄。

高中时，有同学很喜欢竹笋，
不仅在课桌、墙边贴上竹笋的卡通
图片，还在荣誉墙的格言栏里写
道：“像竹笋一样，一鸣惊人。”

他也是这么做的。
高一时，他的名字一直沉甸甸

地挂在成绩单的最后一位。那应当
是他求学生涯里的凛冬，从乡下的
中学考进来，基础薄弱得堪比豆
腐，听课时经常掉线。但他并没有
破罐子破摔，而是如咬定青山不放
松的竹子一般，不管是课间还是周
末，都牢牢地坐定在位置上，低头
刷题。终于，在高二摸底考的时候，
他爬到了班里的前二十，而在高
三，更是一跃而入年级前十。这颗
才露尖尖角的小竹笋，耸立成了任
尔东西南北风的金字塔。

印象中，他也很喜欢吃竹笋。
“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
香”，他说，只有亲口品尝竹笋的滋
味，才能明白苏东坡流连忘返的原
因，也才会理解陆游“味抵驼峰牛
尾狸”的感叹。他尤爱竹笋炒肉，素
净和荤腥相映成趣，鲜味便有了更
悠久的余韵。而竹笋炒肉作为食堂
里的常客，也是青春的回忆里一枚
盘子大小的印章——那时候，我们
多像竹笋，青涩而又灰头土脸，未
来的挺拔都还缩在体内。庆幸的
是，无论是迷茫、遗憾还是叛逆，我
们都在下意识地厚积薄发、野蛮生
长，冲出土地或有先后，但撞入的
都是春天的怀抱。

毕业聚餐时，他特地点了一道
竹笋炖鸡。他端着酒杯说：“《诗经》
中有一句：‘其蔬伊何，惟笋及蒲’，
在古代，笋可是饯别酒宴上的珍
品，今天吃最是应景。祝愿我们以
后都会像雨后春笋一样，一日三
尺，一鸣惊人！”想想三年前的他，
我突然理解，为何古人称呼竹笋为
化龙枝了。

母亲也是竹笋的拥趸，她很欣
赏它“嘴尖皮厚腹中空”的样子，时
常教育我：“你要像竹笋一样，做事
有冲劲，但又不招摇。”不能学花
草，个子长不高，心思全都放在梳
妆打扮上了。看看竹笋，不妖不艳，
踏踏实实，长大后更加虚心，这才
配得上冠名竹林七贤，无愧历代文
人的钟爱。

当然，还要皮厚。她说，每次下
雨后，竹笋就一个赶着一个地冒了
出来，每一条根都鼓着腮帮吸收阳
光雨露，绝不会因为不好意思而故
作姿态，把生存的机会拱手让人。母
亲以前因为害羞，放弃了某次表现
的机会，结果错失了本唾手可得的
龙门。所以她经常对我念叨，一步落
后，步步落后，不管心里多么不好意
思，该露脸时就露脸。不知竹笋听到
母亲的评价会是何感想，大概是满
脸引为知己的洋洋得意吧。

只可惜，现在的我，嘴钝皮薄
大腹便便，既会为每一寸的拔节沾
沾自喜，又会下意识地偏居一隅，
宁愿慢吞吞地悠闲生长，也不想挤
进熙熙攘攘的人群去夺取“更容一
夜抽千尺，别却池园数寸泥”的机
会。不过，也正因此，我走过十几年
的风尘仆仆，影子依旧能和谐地融
入竹影的婆娑中，也算有得有失。

我唯一抓住的机会，就是春天在
老家时，和父亲一起去挖竹笋——灵
魂里缺竹笋，就用食补。只是，长久地
生活在高楼上，冷落了山野，泥土赌
气地把竹笋牢牢捂住，让我翻来覆去
地找也发现不了。父亲不一样，土生
土长的他，格外受竹林的欢迎。他目
光一扫，便能找到并读懂竹身给出的
线索。“这多明显啊！”锄头一刨，竹笋
就被挖出来了。在我眼中，这简直就
是无中生有的魔术，毕竟，我怎就瞧
不见呢？所以和父亲上山，就成了一
场邂逅惊喜的旅程，虽然我只是旁观
者，但也能分润到一点竹林的恩泽。
用山泉把竹笋做成汤，一口饮下，我
便和山野拥有了同样的呼吸。

隐约间，我也感到竹笋里贮藏
的春天，终于从我的体内破土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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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有影子吗？当然有。春天的
影子，是花的影子，叶的影子，风和雨
的影子，山和水的影子，也是殷勤探
望春天的人的影子。

花的影子，在春天是最常见的一
种影子。一种花开了，便引来众人的围
观，人们用图片，或是文字来传递花的
讯息，也记录下那些花开的影子。花的
影子，何其荣幸，但花的影子，又当得
起这样的宠爱，它们是宠不坏的，越宠
越开得恣意、艳丽。杏花春雨，是江南
诗意的花影，它的身后，适宜一座深深
的青砖黛瓦的老宅，在细细的雨里。桃
花朵朵，该在山下的一湾清溪边，数枝
桃花红艳，映水而开，在暖阳下热闹，
在水里清静，便极尽春之妩媚了。樱花
的纷繁，总感觉有些不确定的清冷，花
虽繁，终是经不起一场风雨，数日暖
阳。牡丹盛开，好像世界忽然间就安静
了，只等着它们花开，也只等着它们在
春天里高调喧哗了。荼蘼有些谨慎，花
事了了，是在为春天的花影作着总结，
总也说不完，总也说不好，它想为春天
的花影留下余念，也留下余味，只是还
没等它絮叨完呢，一转身便是夏天了。

我们习惯了看阳光下，春天新叶
的影子，那些新叶的新绿淡黄是萌人
的，是能让人心融化的。直到我发现，
可以从另一种角度去看它们，就是逆
着光去看它们的时候，我才觉出了那
些新叶的惊艳。鸡爪槭的新叶很小，淡
淡的红，叶脉清晰。逆光去看，它的细
枝，如淡墨勾出的细线，墨线里暗藏一
点深红，在那些规则分布的细线尖端，
伸出小小羽状叶片，呈现出透明的淡
粉浅黄色，叶柄的基部，有小而鲜红的
叶托，画面看上去清爽而明丽。逆着光
看，紫藤的藤，是黄褐浅灰的淡墨色，
是随意勾勒的几笔，叶片明黄浅黄，点
缀着的几串紫藤花，是粉紫色，随意框
出一个竖长的画面，便是一帧上佳的
写意花卉，无须落墨便成画。春天里，
每一片新叶的影子，都是一幅画，或细
描的工笔，或泼彩的写意。

风和雨的影子，总是让人难以捉
摸。风牵动着雨，雨有时候也很随意

和任性。风雨之夕，我站在窗前看着
外面，看着风雨不定的样子，也就没
有了耐心。于是坐下来，随意地看看
书，想着自己的心事，任风和雨互相
晃动着彼此的影子。

山的影子，天天在变，一天一个
样子。层层叠叠的绿堆涌而来，如浪，
会堆会卷，层次分明；也如山，高低错
落，连绵不绝。看不完山影的变，就看
水吧。春水，是活泼善动的，山间的溪
流自是不用说了，即便是河里、湖里
的水，也是如此。我站在湖边看水的
时候，被水的涌动晃晕了眼，定了定
睛再看，还是这样，湖里的山影、树
影、花影被搅动、撕碎，又聚拢、晃动，
如此往复。我想，不如定格那些晃动
的水面，看看它们真实的样子。我拍
下那些水面的照片，把它修成黑白的
模式，那些呈现的水面的波纹、那些
曲线、漩涡、色块，深浅不同、大小各
异，在很多张图片中，我甚至找不出
一条相似的线或斑块，我被那些水迷
惑了，它的影子那样善变，我怎么能
抓住它呢，可它的样子，又是让我分
外迷恋的，我常常站在岸边，静静地
看着水的影子，我希望它们也能在某
一刻，和我一样，也能稍稍安静一会
儿，好让我看个究竟。难道一湖春水，
就不想看看我们这些在水边看着它
们的人的影子吗？山的影子，也是天
天在变，一天一个样子。层层叠叠的
绿堆涌而来，如浪，会堆会卷，层次分
明；也如山，高低错落，连绵不绝。

前几天，我看到一张图片，是一位
校长拍的。校长在下班回家的路上，看
见一位穿校服的少年，正站在路边的
樱花树下，抬头看一树盛开的樱花，那
样深情投入的样子。校长停下车，没有
打扰孩子，轻轻按下了手机的拍摄键，
定格了一位少年在春天里抬头看花的
身影。看到照片的那一瞬间，我被那张
照片圈粉了。是啊，这才是这个春天里
最美的影子，一树纷繁的樱花和一位
天真少年的影子，也是一位校长远远
地看着这些，并悄悄拍下这一刻的身
影，那是一个温暖人心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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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从西边的河面上吹来，带着湿润
的泥土味、青草的气息、欢快鸟鸣的节
奏，在小镇的大街上，在小镇的角角落
落，在人们的眉上、头发上，笑语声里，
翩翩起舞。这个寂寥的、被世界的热闹
遗忘的镇子在春风里热闹起来。

街上的拥挤就不说了，镇子周边
的人家这时候有事没事就喜欢来街
上转转，仿佛也怕被春天忘在了冬
天，怕被世界遗忘在了热闹之外。可
是小镇的大街似乎和往日没什么不
同，格局多年如一日，临街的店铺没
变，经营的主人也没变，闭着眼也不
会走错。看什么呢？转什么呢？

可是，当你走到街上就知道了。明
明还是往日的大街，可那种灰灰暗暗
的色彩和气息就是不见了。细心的人
会发现，原来是人们的着装和表情不
同了。谁说过，一个人的活力全靠精气
神养着。那么，一个地方的生机和活力
呢，靠的是人的精神风貌和心情。

看看吧，甩开了臃肿拖沓的冬
衣，人们的步子轻巧，表情轻松，心情
轻快。那些黑的灰的色彩少了，多的
是淡淡的粉红，浅浅的鹅黄，盈盈的
紫，青青的绿，鲜亮明媚的色彩，装扮
着人们，人们装扮着小镇，小镇迎来
了它的春天。

镇中学在街中心的位置，放学的
铃声响起，呼啦一下，从大门口冒出
一群少年，白衬衫，白球鞋。真白，白
得炫目，白得恣意，白得意气风发，白
得理所当然，白得纯净，白得无忧无
虑。脑海里浮现出“年少春衫薄”这样
的句子。

然而“春衫薄”并不只属于这些
少年时光。奶奶每年这个时候，总喜
欢在柜里翻腾，直到看见她那件白底
紫碎花的斜襟衫子，才喜上眉梢。这
是爷爷送给她的第一件礼物，也是唯
一的礼物。她小心翼翼地拿到阳光下
展开，喜盈盈地穿上，去镇上最热闹
的地方游逛。

起初，我们是不解的。慢慢地，我
们才明白，奶奶是以这种方式提醒自
己要好好活着，像春天一样活得美
好，活得明亮。爷爷走了很多年，可是
奶奶给我们看到的像是爷爷一直陪
伴着她一样，她乐观，温柔，安静，从
不向人诉苦，也从不抱怨一个人撑起

一家子的难和累。
镇上热闹的地方还有东大街的

商城，那里汇聚着来自外面世界的各
式各样的时髦春装。姑姑的裁缝铺在
商城最不起起眼的角落里。姑姑是一
名老裁缝。裁缝听上去是又落后又过
时的职业，可是哪个地方的街上能少
得了一个裁缝呢？姑姑手艺好，周边
的人都知道她。有一年春天，邻镇的
一个中年女人慕名找到姑姑，拿出一
条90年代的浅粉喇叭裤，请姑姑帮
她尺寸改大一些，一定得改得美观。
这有点不好办，姑姑有些犹豫。

中年女人就向姑姑讲了这喇叭
裤的故事。她上学晚，十六岁才读初
二，总觉得自己笨，不是读书的料，很
自卑，整天低着头，心情坏透了。就琢
磨着退学。那年春天，在省城上班的
小姨回来探家，送给了她一条浅粉喇
叭裤。在那时的小镇，喇叭裤又时髦
又酷，她穿上后，很骄傲自豪，又不知
自豪些什么，不想低着头了，就昂首
挺胸地向前走，突然就找到了自信。
她开始努力学习，她要像小姨一样到
省城上班。

浅粉的喇叭裤改变了她的命运。
虽然她依然在小镇，没有像小姨一样
到省城上班，但她考上了师范，成了教
师，在小镇有了稳定的工作。现在她的
生活又陷入了黯淡，她拿出一直珍藏
着的年少时的浅红喇叭裤，却穿不上
了，可她想穿上，找回那股青春年少的
心态和劲头，走出当下的境遇。

姑姑寻了很多地方，终于找到了
和那浅粉喇叭裤相似颜色的布料，完
美地扩大了喇叭裤的尺寸。

她和姑姑后来成了朋友。姑姑给
我看她们爬山的照片，她穿着姑姑修
改的浅粉喇叭裤在一棵杏花树下，中
年的她洋溢着青春年少的潇洒气息。

我再一次想到“春衫薄”，在古典
诗词里，它说的是美好、年少、潇洒、轻
快，是浪漫和诗意。而在现实生活中，
这些似乎离我们很远。在日复一日的
前行里，我们负重累累，脚步怎能轻盈
起来呢？尤其人到中年，有多少步履轻
松呢？我们怀念穿白衬衫的时光，我们
喜欢春天，渴望岁月长，衣裳薄，像年
少时纯真、无忧无惧，像春天明媚鲜
亮，心态年轻，笑容潇洒，步子轻快。

春
衫
薄

◎
耿
艳
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