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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剪梅·咏梅（外二首）
高爱莲（江西）

傲雪凌霜独自开。冰肌玉骨，不染尘埃。
暗香浮动月黄昏，疏影横斜，风韵悠哉。
寂寞寒枝笑意埋。群芳凋谢，我自登台。
报春使者唤东风，千古风流，谁与同侪？

西江月·家乡

绿水青山环绕，田园麦浪飘香。
古村错落换新装，父老乡亲和畅。
巷口顽童嬉戏，庭前紫燕翱翔。
乡音未改韵悠长，游子归心在望。

鹧鸪天·柳

翠影摇头映碧空，轻丝飘逸舞春风。
柔条拂水情无限，细叶垂堤意韵浓。
烟雨弄，画图中。悠扬柳絮漫晴空。
长亭古道添离绪，折柳相思寄远蓬。

题惠州准提寺（外二首）
向希佩（广东）

古刹悠然隐野隅，参差檐影映平湖。
无痕岁月留新韵，有意香云绕旧炉。
蛛网不连清净地，禽声也避静修途。
钟鸣吟唱传千里，福泽绵延佑万垆。

义诊渔民村

仁医济世越层林，良药飘香满袖襟。
德美术精除病苦，声柔手缓暖人心。
渔村义诊知行续，亭里诗吟民众钦。
欢乐一天情未尽，夜寻雅句和清音。

退休自题

老来抛却世间牵，独坐幽篁弄管弦。
往事悠悠心自远，云烟袅袅梦常鲜。
诗吟万首游蓬岛，笔绘千图隐陌田。
闲卧山前茶一盏，好风伴我入高眠。

五律·柳絮
潘成宇（北京）

烟光欲添白，柳絮趁长风。
行客烦春困，尘埃化转蓬。
绵绵飞杂雪，落落散孤桐。
山涧无情苦，松堂不尽空。

七绝·致青春
方生（广东）

永忆江湖常露眠，颜华易老镜光前。
红尘花落花重聚，可否容吾再少年。

临江仙·烟火成都
吉向鸿(河南)

成都街头杨柳青，玉兰春意正浓。
火锅遍开街巷中。人生长短事，滋味品无穷。
乘兴迷醉宽窄巷，游人摩肩接踵。
铁树银花照眼明。丞相祠堂在，烟火抚百姓。

烟雨志（组诗）
易杉（四川）

打锣山

站在狮子山的对面
耳边总会响起沉重的锣鼓声

从柑橘林和枇杷树望过去
哨楼中的故事
已经沉入历史的荒野

透过黄土坡起伏不定的风雨
不见那股咚咚咚的苍凉
也不见铿锵的鼓锤
挥舞着黑龙江的波浪翻滚

无论是辜家大院的老墙
还是月亮坝上的马蹄
无论李家的棍棒
还是泥塑的光阴

打锣山，像哨楼村有声的书页
春天来了，满山的野花花
忙忙碌碌的打锣人的子孙

一面火辣辣的大鼓
仿佛哨楼村上空飘摇的白云
故人已去，故事还在
鼓声穿过黑龙滩的宛转水域
响遍瓜果蔬菜和简单的红白喜事

菊塆

嗅到菊香的，不仅仅是秋天
而是一年四季，起早贪黑
山沟沟里的月光
盐一样的有味
姓蒲的乡贤，留下一脉情深的记忆

菊花，开满了乡人的梦境
菊香萦绕着灶前床笫

无论走多远
无论走多久
菊花就是一杯经常喝醉的乡愁

伴随菊塆人世世代代的
酸甜苦辣，生老病死

烟雨中有哨楼的魁伟
有石佛的至尊，走过坡坡坎坎
天赐的凉水庇佑一方生灵
像一枚图章，别在
方曲河儿女们的宏图大志

菊可断金，口中吐星辰
菊中有灯，照亮岁月的光阴
菊中的药性，熬成一塆粘稠的慈悲

钦斋泥塑

总是有闻鸡起舞的日子
棍棒划出哨楼村的一蓑烟雨

总是有时间的马匹驮走
古盐道泥塑的海水

棍法既是刀法
雕刻哨楼的历史
也雕刻辜氏家谱中的神秘

棍法既是心法
雕刻万物与心灵的对峙
也雕刻孤独的千山万水

挂在天空的黑漆木扁
仿佛滚落的恩赐
栗林满坡
斑竹林游动马蹄踏新的韵律

回归一把泥土
黄昏了
你的刀具洗亮
作家树林的漂泊文字

汉代崖墓

把你的衣冠留在风中
把你吹进栗林坡

生命一定晾在高处
怎么也看不见
树梢上撩人的眼神

那个在棺木中
多年的父亲
你可是黄昏的鼓声
敲打着屋顶上的南瓜藤

命运能不能是一道悬崖
它们磨破了嘴皮
歌唱地平线上的瓦罐子

黑夜里
总会听见胸脯上的泪水
它们打湿了
石头、野花和玉米

你一定会在荒草中起身
你一定在脚板印中
听见祖先的咳嗽和油灯

当哨楼村的菊花盛开
我看见千军万马
正在追赶蛮洞的日月星辰

循环
王传顺（江苏）

浴火是雪花衔来枯枝燃烧自己
重生则是在时间里诞生的芳菲
日月爬上二十四个节气
醴泉浇灌干裂的嘴唇，我的醇厚
又在乡土的暗地里流淌
有些取之不竭的意思

山水青绿之后，云白，也高远
凤翼以挥洒气势，与投影
交替澄碧。我将人生叠了又叠
于每一个折痕处，体察甘苦、离合
和否泰之间的色彩渐变
那就是现实与梦境互为过渡，再
赋予一些情感以形状，好回头
来反复领略

一路向西
叶庆松（重庆）

一路向西，仿佛不远就是天边了

我们驱车加速，径直往前开去
云层就停在对面山头
风好大，马蹄声都被吹散了许多
我无法形容这夸张式的平坦
所有的词语无力又苍白
然而，所谓天的边际一次次跑向身后
前路依然丰富而遥远
如此平坦舒适地活着是一种奢侈
人生何尝不是一条天路
停下追逐何尝不是一种幸福

第一根白发
于元刚（四川）

在三千丈的白发里无从追溯，就像
无法追溯一滴水来自哪一条河流
它是被霜雪染白
还是被岁月洗去了颜色

它曾率领浓密的黑发奔波生活
然后，岁月放弃了所有坚守
留下一个白发苍苍的日子

追溯第一根白发，就像———
考古的人在泥土中寻找历史

我在贫瘠里寻找丰沛
无数次出手，只抓住
空空如也的风

夜读花语
戎子（重庆）

许多花存在，一个影像中
裙带安好，色泽淹入了山河
也在读暮雪，油绿的枝条垂下来
风携带几颗露珠，几颗泪蕾
蝶是一夜的思恋
那么多的白光，翅膀是凌乱的
听见夜空有朗诵，饱满的枝
疯长的月华，花香错落在画中
读花语也读流水
读自顾自吟的飞舞
我轻拈起浮起的叶纹

灰
李翠华（湖北）

冬天，乡下火灶里
我投入一块木柴
它燃尽了就成为灰
我还没有想过伤心
每年清明，我都要去上山祭祖
纸箔很薄，也很冷静
山风吹过，它们很飘扬
那天，朋友的父亲
一会儿，被送出来一盒灰
我没有流泪，
我们暂时还没有血缘关系

忆父亲
墨荷（上海）

五岁那年
金色的朝阳
铺洒在山林间
我欢跑着
追蝴蝶翻飞

回头时
您静坐树下写生
光从树叶中穿透
瞬间
投影在您倔强的侧面
内心奔腾着千军万马
像极了一名孤勇的战士

洁白的浪花
———赞环卫工人
刘宝生（云南）

前方，点点鲜亮的黄色
拂晓的天空明亮了
足下镜子般的路
反射出星光
风，特别清新
飘着满满清香

铮亮的皮鞋保持了清洁光度
干干净净的大道
清清秀秀排列整齐的垃圾桶
迎来新一天的风景

走着，走着
放大的黄色闪现眼前
睡了一宿的太阳
照亮穿着黄大褂的人
划过大地的节奏
扫帚是一把大大的梳子
梳理着地球村的容貌
有意识地想拾一片叶子做书签
街头走巷尾，一种失落
倒是瞅见了深情的目光
湿淋淋的汗水穿透我的心潮
洁白的浪花涌起
如春四季盛开的花朵
美丽了家园，美好了生活
以舒畅的心情走向每一天

蝴蝶花
韩红军(河北)

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花朵
在花坛中整齐，流转了岁月
绿化师一铲一铲
把地抚平、栽种
手掌磨出了茧

绿化师把你哺育，修整
盛开的蝴蝶风中翩翩起舞
五彩斑澜的石头
也被这轰轰烈烈的爱融化
熄灭一场不灭的火，成了千古情殇

绿化师手中的喷水
若灵若现，像鸟的踪迹
闪躲不及的青春之歌
奏响展翅欲飞的快乐曲

春天，是追梦的季节，我没有
梦可追，但我要去追逐那姹紫嫣红
的美景，去寻找披着片片绿装的山
川田野，去倾听河流小溪拍击石头
的流水声，我要拽着春的薄衫遨
游。

阳春三月，我和几个文友一起
相约去桂花镇踏青。

桂花镇，是一座有着悠久历史
的千年古镇，古蜀国建都的核心
区，是龙门山脉与成都平原过渡
带，山、丘、坝齐全的地势格局。这
里有高大雄伟的三圣寺，姹紫嫣红
的樱花山庄，双红村的小虹口，利
济村的七彩油菜花，十里竹海土溪
河，千亩美丽莲花湖，三星级的蟠
龙竹林盘等。

今天我们要去的是双红村的
龙窑。

车行驶在川西旅游环线上，两
旁的油菜花竞相绽放，墨绿色的茎
叶上忽然伸出枝枝一两尺高的金
黄色的花瓣，在阳光的照耀下煜煜
闪烁。桂花镇不仅有桂花行道，更
有片片绯红色的樱花、桃花和偶尔
三两处洁白的李花点缀在山坡和
原野，朝霞的光晖与远处的雪山相
辉映，无疑进入了人间仙境。我情
不自禁摇下车窗，刹那间，一阵特
有的花香飘入车内，我醉了……

车拐了个弯，驶入离旅游环线
一百米的龙窑停车场，抬眼望去，
可清晰地看到“桂花龙窑”四个土
陶色大字嵌在一座川西常见的雄
伟的龙门上，门柱和旁边的墙上密
密麻麻地嵌入或黄或红的陶片，精
致极了。

我伫立在坡下，轻轻地吐着
气，生怕胸膛里的芬芳被挥发得无
影无踪。仔细打量着这座明朝嘉靖
年间建造的，距今已有五百多年历
史的老窑，心里不由得感到一种强
烈的震撼，古彭人竟有如此丰富的
想象和技巧，利用现有的地形地
貌，依山傍水的走势倾斜建窑，从
低向高依次而砌成，犹如一条传说
中的龙卧歇在土溪河畔，扬起高昂
的龙头。从龙尾进火烧坯，到龙头
吐焰，最后取出一件件精致的、让
人爱不释手的土陶艺术品，仿佛把
人们带入明代嘉靖的皇家园林。

桂花龙窑是西南地区唯一一
座至今仍在使用的古窑，它的旁
边，还有一座展品较多的具有川西
特色的土陶和纯土釉的博物馆，陶
制的生活用品，陶制的人物战场，
甚至陶制的唐装汉服，一件件让人
目不暇接。

我陶醉在龙窑，久久不愿离
去，想去寻找千年典故……

刘宣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写诗并有作品
在《诗刊》发表，后来有一段时间由于“事务太
多忙不过来”停止了写作，《尘世的雪》可以说
是他“三十年磨一剑”的辛勤收获。诗集从他在
报刊和新媒体刊发过的 300多首中精选而出，
分为“雪花纷飞，打湿梦里的亲人”“拥抱纯洁，
温暖生活的诗意”“尘世的雪，堆砌岁月的不
朽”三个部分。对于一个业余写作者来说，出一
本厚厚的诗集实属不易。书名以雪的意象来布
局尘世，是很诗意的做法。“眼前的雪花，多像
我们的尘世/在天地间，飞舞/在，飞舞中，追逐/
在追逐中，消逝/以最绚丽的姿态/笑吟吟地，把
一瞬的生命/演绎成永恒//……”（《尘世的雪》刊
发于《星星》2021年期），这首诗虽然构造有点
平铺，但不影响诗人在雪花飘落的短暂中对生
命过程深刻的体验。以此为书名的这本诗集所
表达的大体上也是雪花般飞舞、追逐、消逝但
永恒的生命或生活现场。

刘宣的诗，主要以情感营造为基调来构建
文本。如果将当下诗歌写作分为情感放与敛的
话，个人感觉刘宣属于大放的那一批，这大概
与他多年的诗歌语言习惯有关。对于一个长期
忙碌于职场和生活、“写诗只是业余生活的小
小部分”的诗人来说，这并不是什么坏习惯。想
写就写，想怎么来就怎么来，这就是生活的诗
意。

从莘莘学子到参加工作远离故土，既为父
母子又为兄姐弟，亲情自然是诗之先达。
“割麦的父亲 /镰刀一样的身躯 /被生活

拉成了一张弓 /一张满满的弯弓 /儿女们就是
/一支支上了弦的箭 //……”（《割麦的父亲》）
“父亲忙着收割麦子 /镰刀在前面开路 /

父亲弯着腰 / 也是一把老而弥坚的镰刀 //
……// 父亲弯着腰 / 沿着弯弯的水田 / 和秧
苗一起，书写 /天书上的文字”（《天书上的文
字》）
“母亲的手掌 /是一块厚实的自留地 /地

里种满了养儿育女的庄稼 /细细密密的掌纹 /
是对儿女们的牵挂”（《母亲的手掌》）
“在乡下，母亲一声召唤 /那些养在老屋的

鸡 /会扑棱棱地跑过来 /一边啄食虫子 /一边
啄食母亲孤独的时光……”（《母亲》）

多种甚至同样场景下的父母在刘宣笔下
流露出的情感，让我想起意大利诗人夸西莫多
在《孤独》中关于家的呈现：“远离家园，每个家/
都有守夜的光亮/敲击黎明的织梭/简陋的小饭
厅地板上的方砖……”身在异乡，家的光亮遥
远而清晰，思念细致而又不断重复，这应该是
不孤独的刘宣最内心的孤独。

对亲人和亲情的书写在《尘世的雪》有很
多，比如为儿女们照亮成长之路的《马灯》；父
亲与老牛和犁亲如兄弟、把板结的日子和贫困
一起剥开的《犁》；姐姐像一颗花生又回到泥土
怀里的《送姐姐》；不同角度对哥哥思念的《我
学会了游泳》会游泳是我最漫长的悲伤，“哥哥
入土的那天/母亲不哭不闹……或许是下葬的
人们/不小心，把母亲的心/和哥哥一同安葬”的
《悲伤》。这人间最大的真情与真爱显露于诗人
笔下，读之让我也不禁动容。

亲情系列还有诗人关于母校———百年老
校云阳凤鸣中学的《宝华山》，关于乡亲和花
朵，关于农事、动物和山村景致，关于青春期懵
懂的羞涩等许多篇什。这些情感，有的是作为
游子的苦吟，有的是忙碌工作、生活中的精神
补给，也有对人生的思索与启迪。例如：“十里
八村小有名气的木匠/老了，头发花白/但他仍
然放不下/斧头刨子墨线和尺子”“标志性地睁
一只眼闭一只眼/把光阴拉得笔直/用尺子和墨
线定位/再用右手拇指和食指拈起墨线/一弹/曲
折的人生/留下端端正正的轨迹”（《木匠》）。

诗人作为一个社会人、职场人，仅有对亲
情的书写是不够的。在《尘世的雪》中，我们可
以读到诗人对生命的觉察、对社会群体的关
注、对职业人的尊重，以及游历大好河山生发
的钟情。
“地衣依偎着妈妈 /妈妈依偎着大地 /妈

妈用体温缝制的衣 /像皮肤，软软的 /翻过故
乡的石门槛 /爬满记忆里潮湿的土地 /有时，
像苔藓 /在青石上面，旺盛地生长 /这些顽强
的生命 /渺小而又宏大”（《地衣》）
《地衣》给我带来的感觉是一种生命的冲

击。诗人赞叹它渺小而又宏大，不仅是个人的
内心体验，更具有普世性。在浩瀚宇宙之中，个
体人的渺小就如一枚地衣，除了母体带给我们

的营养，其余都要靠
我们自己努力再努
力、顽强再顽强。于
细小中揭大真谛、得
大觉悟，这一点，我要向刘宣学习。
“城市里，一幢幢高楼 /如农村承包地里的

庄稼 /一天天长高 //……// 但我每每望见脚
手架上的你们 /除了仰望 /便是一个个大写的
人字”（《建筑民工》）
“每扫一下，黑暗就后退一步 /每扫一下，

黎明的眼睛 / 就那么明亮地眨一眨 //……//
清晨的地摊 /在清亮的吆喝声中 /把干干净净
的内心 /一件一件地摆放”（《清晨的环卫工》）

这类篇什还有致交通警察的《梧桐》，写志
愿者的《志愿红》，写自己生活城市的《文德湖》
《旌湖绿道》《金螺湾》等等。

他写从事的计量工作是这样写的：“计量
是最古老的科技 /计量散发着青春的气息 /计
量是吮吸母亲乳汁的数量 /计量是盛开在广袤
大地的花朵 /历久弥新，生生不息”（《生生不息
的刻度》）

他写西江苗寨是这样写的：“稻谷草和大
米的味道 /在西江苗寨 /整整飘香了一千年 /
我站在层层梯田里 / 在红霞的目光中 / 微笑
着，弯着腰 /以一头耕牛的姿式 /等你，一等就
是一千年”（《西江苗寨》）

虽然有“颂歌的就是缺失的”说法，但单纯
地认为刘宣的诗都归为这一类，是明显有误
的。比如：“夕阳似乎也有 /心事，像柴火烧红了
的 /锅底，支在几个山头 /年迈的母亲 /在山
坡上的承包地里 /舒展深深的 /皱纹，汗水流
出微微的 /咸，有点烟火的味道 /晚霞背着背
篓 /晚年在背上轻轻，晃动 /幸福一瘸一拐地
/缺着门牙，收工，回家 / 夜色跟在后面，晚风
轻拂 /呼唤一声，两声 /几只黑色的 /梅花鸡，
扑棱棱地 /钻进，母亲的怀里 /山夹村的夜，从
四面围拢 /新建的楼房依偎着 /老屋，希望有
人打扰 /习惯被人遗忘”（《山夹村的夜》）

这住在新建楼房的母亲，在夜色中留给你
什么样的感受我不知道，但她带给我的是难以
言表的异样心情。这样的作品既是现实村庄的
真实记录，也是诗人另一种情感的深刻传递。

锦 里 侃 山

饱满真情的生活诗意
———读刘宣诗集《尘世的雪》

宋光明（四川）

商 海 弄 潮

桂花龙窑陶制出千年典故
陈凡福（四川）

人间芳菲四月天，桃红柳绿醉
春烟。大地万物复苏、春意盎然。在
江天一色下，潺潺流水沁润着草木
花树，花草斑斓、枝丫摇曳。忽然，
在曲径通幽尽头的草坪上，又见蒲
公英。

刚刚长出来的蒲公英，绿绿
的、鲜鲜的、嫩嫩的，吸管式的深褐
色的空心的茎，撑起一把看似庞大
的“伞”，“伞”中央有一颗貌似丹药
的绿片，片中囊集着千丝万缕柔嫩
的白丝条，叶子边缘，有近似于起
伏的波浪花边。接着，一个个小绒
珠上飘出一把把小“伞”儿，小“伞”
儿下面带着一颗颗比芝麻还小的
种子。

花开又花谢，“种籽”随风飘落
到山川田野、崖缝壁间，孕育新的
生命，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蒲公英，多年生草本植物，昵
称婆婆丁，花果期 4-10月。

蒲公英全身都是宝，没有娇艳
的花色，也无芬芳的馨香，但有药
用的功效，还可代茶饮用。

后来，我多次偶遇过蒲公英，
但都没有停下匆匆脚步细细打量
它。在钢筋水泥铸就的大城小镇，
虽难觅其踪影，但心中始终牵挂惦

记着蒲公英。
无论是遭肆虐狂风践踏还是被

憨直顽童吹碰，命运多舛却生命刚
毅，甚至愈发生机旺盛，远播他乡。

春分已过，谷雨未至。我找来
一个花盆，从野外“挖”来蒲公英幼
苗，照本宣科地培土施肥浇水后，
将其置放在住宅西晒阳台，春阳透
过窗棂斑驳在花盆上。下班回家休
息时，我会歪靠在沙发上，眯眼伴
着斜阳见证它的茁壮成长，也是一
大乐事。

静若处子，动如脱兔；亦静亦
动的蒲公英，潇洒但不疯狂，大气
而不华贵，借风借力无脚“走”天
下，飞翔在蓝天里、飞舞在眼眸中，
奉献给大自然。

葳蕤春华，硕果盈枝。其实，每颗
蒲公英的种子都有一个梦想，历经苦
难却痴心不改，对土壤的厚薄从不挑
肥拣瘦，浪迹天涯、四海为家，发芽、
开花、结果，只要有一点阳光就灿烂，
只要给一点月光就浪漫，绽放出绚丽
的生命华章。

蒲公英的花语是永不停留的
小“精灵”，永远在追寻生命的那份
纯真，阳光积极、乐观向上，知难而
进、向难求成。

亦静亦动蒲公英
蒲晓波（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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