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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家清景在

可爱深红爱浅红
□张健丽

一

细雨闲开卷，微风独弄琴。

天气微凉，窗外飘起毛毛细

雨。伴着活泼清圆的鸟鸣，点一

盏绿茶，读几首唐诗。

古人多风雅。尤其是在风

和日丽、花开烂漫的春季，更是

把赏春、玩春、惜春之事写得淋

漓尽致。踏青、赏花、听雨、观

云、行舟、垂钓、品茗、对酒、思

乡、怀人……春天可以做的诸多

浪漫之事，在唐诗里处处可见。

随手摘录几句，体味唐人诗意：

春山多胜事，赏玩夜忘归。

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

垂钓绿湾春，春深杏花乱。

潭清疑水浅，荷动知鱼散。

凉月如眉挂柳湾，越中山色

镜中看。兰溪三日桃花雨，半夜

鲤鱼来上滩。

花满中庭酒满樽，平明独坐

到黄昏。春来诗思偏何处？飞

过函关入鼎门。

品读春日唐诗，发现最懂春

天的诗人应是杜甫，他写尽了春

天的明媚多姿。诗人如丹青妙

手，潇洒泼墨，细描点染，便绘就

一幅幅春日画卷。

看他笔下的春天色彩斑斓，

生趣盎然：

江碧鸟逾白，山青花欲燃。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

上青天。

他笔下的花草树木袅娜多

情，惹人爱怜：

颠狂柳絮随风舞，轻薄桃花

逐水流。

繁枝容易纷纷落，嫩蕊商量

细细开。

春日里，鸟兽虫鱼最不甘寂

寞，惬意地享受自然：

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

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

恰恰啼。

春风春雨中的景致也格外

滋润细腻：

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

风含翠篠娟娟净，雨裛红蕖

冉冉香。

喜欢杜诗，一定会喜欢杜诗

里的春天：山川秀丽，花明柳媚，

意趣天然。

二

读着这些令人欢喜的诗句，

品味着诗人热爱自然的恬淡心

境，还会看出这是曾经吟咏“朱

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悲愤

情怀吗？是泣诉战乱荼毒生灵，

写出史诗“三吏”“三别”的悲痛

心胸吗？是孤苦飘零、感叹世路

艰险，发出“世乱遭飘荡，生还偶

然遂”“萧萧北风劲，抚事煎百

虑”的煎熬衷肠吗？

历来评价杜诗，多以“沉郁

顿挫”为其风格。经历了大唐由

盛转衰的诗人，一生颠沛流离，

常处于居无定所、缺衣少食的忧

愁困顿之中。但他具有宏阔的

儒者仁爱之心，将个人的忧思推

及为对家国不幸、黎民疾苦的深

沉忧愤。“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

热”，他在长安、潼关时期亲历战

乱，目睹世间疮痍、民生凋敝，这

一时期的诗歌充满了深切的悲

悯之情、忧患之思。

乾元二年，杜甫携家人从陕

西同谷出发，经历数月艰辛跋

涉，翻山越岭，终于来到成都。

次年暮春，在朋友的资助下，杜

甫在西郊浣花溪旁筑起一间茅

屋，这便是著名的成都草堂。

阅读杜甫寓居成都的诗歌，

明显感觉他的内心平静多了，诗

句也温暖质朴多了。闲淡岁月、

日常生活成为杜甫吟咏的主要内

容：江村赏幽景，水槛遣凡心；盼

沙鸥常来，随燕子自去；与老妻下

棋，看稚子垂纶；与老友言欢，呼

邻翁对饮……这些平凡素朴的场

景，因诗人心境安宁从容、笔意洒

脱自由，充满着无穷妙趣。

三

杜甫爱自然，爱春天，尤其

爱花。

诗人于江边独步，寻花观

景，情随景生，一连写出七首诗，

即《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每

首诗里，都能看出诗人对春的热

爱、花的怜惜，以其五为例：

黄师塔前江水东，春光懒困

倚微风。桃花一簇开无主，可爱

深红爱浅红。

江水悠悠，春光融融。幽静

处，一树桃花寂寞开放，令诗人

目不暇接、爱惜不已，不禁发出

“可爱深红爱浅红”的慨叹。

在这组诗里，可以想见一位

老者拄杖徐行，在一江春水边细

细观赏、慢慢品味，沉醉在春风

里，流连在花香中，欢喜之余又

不免生出些许遗憾。

遗憾什么呢？仔细品读，才

知道诗人遗憾的是无美酒相伴，

怕辜负了无限的春光。

走觅南邻爱酒伴，经旬出饮

独空床。

诗酒尚堪驱使在，未须料理

白头人。

报答春光知有处，应须美酒

送生涯。

谁能载酒开金盏，唤取佳人

舞绣筵。

七首绝句里，竟然四首都有

酒。酒，能为美景助兴；酒，也能

暂消心中万千愁虑。

简朴的草堂岁月中，杜甫一

家老少暂时得到安稳，为何还有

忧愁呢？

四

“不是爱花即欲死，只恐花

尽老相催”，诗人忧愁的是春终

将尽、花终会谢，人生已至暮年，

郁郁而不得志。

叶嘉莹在《说诗讲稿》一书

中谈到，古人的忧愁遗憾主要有

三类：“志不可得，而年命如流”

“人情于所爱，莫不欲终身相守”

“四时更变化，岁暮一何速”。杜

甫的忧愁也是如此：一身锦绣才

华，素怀报国之志，却始终无法

实现。为了生计，远离故都偏居

西南，关山阻隔，不知何时才能

回还？年届五旬，老病缠身，家

国前途堪忧，残生安顿何处？

原来，诗人对春天的“欢喜”

只是暂时的，“忧愁”才是常态。

杜甫的矛盾、复杂、多愁、多思正

在于此。

莫砺锋在《杜甫评传》中说：

“杜甫以满腔的爱心去拥抱的正

是一个疮痍满目的外部世界，所

以他的爱中充满着同情、悲悯、

惋惜，是一种浓烈而又沉重的感

情。”杜甫对春天的热爱也是如

此。尽管命运使他千疮百孔，但

他依然怀着满腔爱心，用一切美

好的诗句去拥抱春天，让读者感

受到生命的茁壮与明媚。

读着杜诗，我们对美也心生

怜爱，渐渐学会了珍惜当下光景：

二月已破三月来，渐老逢春

能几回？莫思身外无穷事，且尽

生前有限杯。

（作者单位系广东省珠海市

九洲中学）

特
别
策
划

伫立湖边，手扶栏杆，赏

一场春雨。细雨如丝，轻轻

洒落，湖水泛起层层涟漪，宛

如花瓣在同时绽放。雨，是

春天的使者，带着生机与希

望，悄然降临。

近看春雨，纤细如青丝，

轻盈飘向湖面，犹如舞者轻

舞的裙摆。湖面荡起的涟

漪，是雨丝与水的柔情对话，

宛如诗行般美丽。雨丝与湖

水的交融，又如一幅淡绿色

的水墨画，清新脱俗。

远眺春雨，朦胧如轻纱，

将整个湖面、亭台楼阁笼罩

其中。远处的山峦、房舍、丛

林，在雨幕的掩映下变得朦

胧而神秘，仿佛是大自然精

心绘制的丹青画卷。群山莽

莽似墨，丝丝细雨如烟，勾勒

出一幅幅美丽的山水图景。

静 听 春 雨 ，是 一 种 享

受。雨滴落在屋檐的声音、

雨珠砸在地面的声音、雨丝

落向湖水的声音，高高低低汇集在一

起，宛如大自然的交响乐。这乐曲中，

我仿佛听到了花开放、树发芽、草抽

青、莺燕啼……这是独属于春天的音

律，是充满希望的乐曲。

正当我沉醉于这春雨的画卷和音

乐中时，一道清脆的女童笑声打破了

宁静。我睁开眼睛，只见一个 5 岁左

右、穿着碎花小裙的小女孩，蹦跳着从

远处跑来。小女孩后面，一位老奶奶

拿着小伞，颤颤巍巍地追着。小女孩

的天真与老奶奶的慈爱，构成了一幅

温馨的家庭画面。

小女孩在春雨中跳起舞来，舞姿

虽不优美，却充满了童真和欢乐。她

像一朵盛开在春雨中的桃花，娇艳生

动。老奶奶追上后，将小伞飞快打在

女孩头顶，嗔怪中透露出无尽关爱。

一老一少在春雨中渐行渐远，消失在

雨雾中。

这一幕让我感受到生命的蓬勃力

量，仿佛看到叶落化春泥、春来万物长

的美好景象。受小女孩的影响，我也

情不自禁走入雨中，沿着湖畔小径朝

家走去。微凉却温柔的春雨，并不使

我狼狈，反而安抚了我浮躁的心。

淋着春雨，我看着路边被雨水洗

得发亮的小草，看着不远处更加明媚

的桃花，嗅着泥土的芬芳，心中涌起一

股莫名的感动。苏轼在《定风波》中写

道：“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

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

雨任平生。”此刻的我，仿佛也体会到

这种超然物外的豁达与从容。

回到家中，凭窗而立，望着天边隐

隐镶着金边的云彩，我知道再过一会

儿便是雨过天晴的好天气了。那时，

苍穹必然一碧如洗，万物更加生机勃

勃。这一场春雨，不仅滋润了大地，也

温柔了我的心灵。

赏一场春雨，心也变得温柔了几

许。湖畔的春雨，不仅是一幅美丽的画

卷，也是一次心灵的洗礼。在这场春雨

中，我感受到大自然的恩赐和生命的奇

迹，也找到了内心的宁静与平和。

愿每个人都能拥有一颗如春雨般

温柔的心，去欣赏生活中的美好和温暖。

（作者单位系新疆库车市齐满镇中学）

桃花开，三两枝最好。

三两枝桃花，寂寂然，从墙

院伸出头来，带着几分羞赧，有

浅浅的隐逸情怀。

叶绍翁立于墙院之外，看

到了一枝出墙的红杏，还有关

不住的满园春色。东坡先生从

一幅画中走进去，看到了竹林

之外绽放的三两枝桃花。出墙

的一枝红杏，灿灿然于绚烂之

外；竹林外的三两枝桃花，默默

然于寂寥之中。

灿然于一枝红杏，寂然于

三两枝桃花，这意境都是能入

画的。

桃花开，开在村头巷尾，有

故园之情。

那年返乡，故园的门环已

然锈蚀。锈蚀的门环敲不出童

年的声响，我兀自立于院门之

外，悄然凝视着场院崖边的三

两枝桃花。昨夜落了一场细若

牛毛的春雨，孱弱的桃瓣上凝

着雨珠，仿若昨夜挂在瓷盏壁

上的碧螺春茶渍，鲜亮中含着一丝粉嘟嘟

的暗红。粉色好，粉色总让人想到细毛绒

布或细绒画布，给人安静祥和的感觉。几

茎花蕊养在安卧着的雨珠里，像是养了一

夜的梦；蓝天、白云，也落在这雨珠浸润的

花蕊里，做着白日梦。车前子说，经了春

雨的大朵玉兰花，像是一堆打碎的瓷片；

还说，玉兰花开需要急急赏玩，等待不

得。我心想，昨夜这场雨下得那样轻盈、

那样温柔，不然这桃花怎能经得住春雨的

敲打呢？玉兰花开，都会碎作瓷片，何况

这弱不禁风的三两枝桃花。

弱不禁风的桃花，还是在风吹雨打

中落去。

花落去，引得黛玉葬花。

黛玉葬花，葬一池桃花。桃花本就

弱小，再经孱弱的身姿孱孱弱弱地扬撒

在池水中，那水还有几分寒凉，扬撒出手

的花瓣亦有几分寒凉——那一刻，一个

女子的内心，一定是含着浅浅的恨，那么

浅却又那么真。

其实，桃花于生活而言，还是暖暖的

美食。

桃花烧卖就是一道。以烫面为皮，

裹桃花馅，上笼蒸熟，元末明初源于北

京，形如石榴，洁白晶莹，馅多皮薄，清香

可口。南京有一家有名的“桃花点点”松

子烧卖，虽未亲口品尝，但听当地人的描

述，也能心生艳羡。不过，速冻型的“桃

花点点”，还是觉得少了古意、少了雅气。

最是古雅的，当是晋人陶渊明的《桃

花源记》。读《桃花源记》，让人乐陶陶，

口齿生香。“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

鲜美，落英缤纷”，桃花落，落得那么壮

美。偌大一片桃林，人在其中，抬一抬衣

袖，馨香流溢。有一日读到“桃花笺”，说

是唐人薛涛所用，极其精美。据载：诗笺

始薛涛，涛好制小诗，惜纸长剩，命匠狭

小之。小幅松花纸多用题诗，若是将从

心灵中流溢而出的文字书写在桃花笺

上，虽不是诗，却胜过诗。一枚枚小文字

落在纸笺上，看了文字的人，眉宇间必是

洋溢着涓涓情思。情思若桃，满室生香。

后来我不禁想，若是在一个草长莺

飞的午后，手持一卷书，安于竹林之下，

清风作伴，必是怡然自得。

当然，最好读文人诗赋，读着读着——

春江水暖鸭先知，竹外桃花三两枝。

三两枝桃花，开在眸子里，开在念

想里。

（作者单位系甘肃省静宁县城关镇

西关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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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诗人杨巨源写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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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至今，春天就与诗情诗

意联系在一起，人们盼春、赏春、游春、惜春……在春天的怀抱中

寻找诗一样的生活。如今，许多地方还是“绿柳才黄”时节——随

着春风的脚步，想来不久也要“出门俱是看花人了”。

一
蓑
烟
雨
任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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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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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

乡村春色无人管
□陈志发

与城市相比，乡村是更适合

春天“撒野”的地方。

小桥、竹篱、烟雨村庄，再加

上几线浅山，丝毫关不住春天的

行藏。春天是一个调皮的小孩，

立春的闸门一打开，就如圈养得

太久而躁动的羊群，一下子喷薄

而出，涌向了田野、山川。

草地本来安安静静，盖着

冬天枯黄的棉被，做着沉沉的

美梦。春却不管，用春雷当脸

盆，“隆隆隆”地贴着地面敲打；

又扯来无边无际的雨丝，绵绵

密密地絮叨。草地被吵醒了，

不得不翻了个身。暖煦的阳

光，刺得草地两眼睁不开，只能

伸伸懒腰，打个哈欠：哟，春天

来了。短短的睫毛，一根根竖

起来，绿茸茸的。春天不管，在

草地上翻着跟斗，扯着草地的

睫毛玩耍。“草色遥看近却无”，

春天很不满足。

桃花、李花、郁兰花、油菜

花、白菜花，还是花骨朵儿，一把

把谷粒样、拳头样蹲缩在枝头，

它们在与雪花捉迷藏呢。生性

好动的春天可不耐烦，它毛手毛

脚地一树树爬上去，把这些小精

灵一朵朵全掰开，像打开了一把

把雨伞。面对一宿之间的变化，

枝头开始热闹起来，那“噼噼啪

啪”的声音，不是花开，而是对春

天的嗔怪：是哪家小鬼，打扰了

我们游戏？

春天当作没听到。它觉得

好玩，很开心，不知又从哪扛来

个颜料桶，蹦蹦跳跳地跑来跑

去，把桃花刷成红色，把杏花刷

成白色，把金黄的颜色刷满油菜

的身上。春天从不节省，反正它

桶里有的是颜料，赤橙黄绿青蓝

紫，满世界地随意涂去。于是，

山绿了，水绿了，鸡冠花红了，紫

云英紫了……“哈哈哈”，春天银

铃般的笑声在空中回荡。

春天拉开了栅栏，把成群

的鸭子赶下水。鸭子“嘎嘎嘎”

地在水里扑腾，“春江水暖鸭先

知”。可苦了“鸭司令”，他拿着

一根长长的竹梢，就是不能把

欢呼的鸭子聚拢起来。春天把

黑水牛也牵了出来。看着吐着

水汽的泥土，闻着暖绵绵的空

气，水牛在山头、田畴里昂着

头，“哞”的一声叫唤，像是拉响

了春天的汽笛。青蛙跳进了池

塘，蚯蚓钻出了地面；燕子也带

着那剪刀似的尾巴、穿着独特

的黑白相间的服装来了，在田

野上下翻飞——“唧唧唧”的叫

声，是燕子与春天的呢喃。

春天还不满足，把手中的

包裹一抖，溪畔、山谷、空地上，

一下子撒满了嫩油油的野菜，

荠草、灰灰菜、香艾……惹得那

些乡民，即使下着蒙蒙细雨，也

要披着雨衣、戴着斗笠，挎着个

小篮子来到野外采摘。挖荠草

的，右手抓着个小铁锹斜斜铲

进土里，左手捏着嫩苗一提，再

抖抖上面的泥土，餐桌上的时

鲜就隐隐地在舌根处散出清

香。剪香艾的，拿着一把小剪

刀，在泛着青色的大地上如画

图般蹲着——艾草还没长高，平

贴在地上，毛茸茸的裂片叶子散

发出浓浓的艾香，手似乎还没触

到就被染成了绿色。

“布谷声中日又斜，石桥流

水两三家。乡村春色无人管，开

尽棠梨几树花。”春天野着呢，它

拽着刚泛绿的柳辫子荡秋千，把

溪涧的水搅得哗哗直响，打翻装

满鸟语花香的陶罐子；它在每一

道土地的裂缝里、每一缕的风中

滚打嬉闹，忙得不亦乐乎。

不过，乡村人也忙着采青、

开犁、育种——一年之计在于

春，谁有空去管这个孩子般的

春呢？

（作者单位系江西省德兴市

花桥小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