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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根 长 长 的 旱 烟 锅 ，一 个
布 烟 袋 ，便 是 父 亲 农 忙 闲 暇 时
的必需。累了，父亲就从烟袋里
捏一撮碎烟，摁在烟锅里，用火
柴点着，狠狠地吸几口，再从鼻
腔 里 喷 出 一 道 白 烟 。烟 雾 中 的
父 亲 像 是 松 了 口 气 ，所 有 的 劳
累，都随着烟雾随风飘散。一袋
旱 烟 抽 完 ，将 烟 锅 在 鞋 底 上 磕
一磕，往腰里一别，就又抡起了
锄头、镢头。

有时，我们姐弟四个不听话，
惹父亲生气了，那烟锅便是惩罚
我们的工具。父亲会夸张地将烟
锅抡得很高，却又轻轻地敲打在
我们的小脑瓜上。后来我们一干
错事，眼睛就会偷偷地瞄父亲腰
上的旱烟锅。其实，我们从来没有
被打疼过，最害怕的，只是父亲那
严厉的眼神。

冬天的夜晚感觉特别长，父
亲就给我们讲故事，《西游记》《水
浒传》《包公断案》都是在烟锅的
一明一灭中流入我们的记忆，成
为一生的财富。

有时，寂静的夜里会被烟锅
吧嗒磕灰的声音惊醒，我会揉着
睁不开的眼睛问：“爸，你怎么还
不睡呀？”“唉，孩子你快睡吧。”当
时，我并不明白父亲为什么半夜
总是在抽烟。

现在为人母后，才理解了父
亲操持这个家的辛苦！一根烟杆，
它不仅承载着父亲对这个家的
爱，也浓缩着多少家庭生活的不
易。一根烟杆，它承载了那些年代
劳动人民吃苦、耐劳、不畏生活艰
辛的顽强意志。

1984 年 ，我 上 了 初 中 ，责 任
田分到各家各户了，人们在各自
的田中辛勤耕作，生活发生了巨
大变化。似乎是一夜之间，父亲的
烟锅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自制
卷烟，我们姐弟几个写完的作业
本突然之间就有用武之地了。父
亲把废本子裁成一小长条一小长
条的，分别摆放好，待吃烟时，便
把旱烟末放在纸上，从一个纸角
卷起直到末端，然后把一端紧紧

地拧起来，再把拧起来的尖部，用
手轻轻地一撕，一根烟卷便做好
了。有时，父亲会把卷好的烟别在
耳后，在我们看来，父亲好神气！
漫长的冬夜，我们一家围坐在炕
上，不是掏棉花就是剥玉米，父亲
讲的故事被买来的一台收音机取
而代之了，我们从广播中收听喜
爱的节目。从那以后，我再也看不
到半夜那一明一暗的烟火了。

1990 年 ， 我 考 入 了 稷 山 师
范。父亲和母亲在家养鸡，很快
成了村里的养殖大户。父亲在邻
里间忙碌着，给乡亲们讲解养殖
技术，很快带动一部分村民开始
养鸡。饲料车、收鸡蛋车、收鸡
车……小小的村落一夕间被各式
各样的车轮声和叫卖声喧嚣着。
星期天休息时，我回到家，发现父
亲竟吸起了带过滤嘴的香烟。从
两元钱的农工再到七元的红塔
山、十元的云烟，这不同牌子的香
烟见证着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新气
象及新生活。

2018 年，在日本工作的小妹
生下小孩了，需要父亲和母亲去
照顾。临行前，在医院上班的弟弟
给父亲上了一堂养生课，从自身
健康和幼儿成长两方面讲起，讲
述主动吸烟对自身健康的危害，
讲述“被动”吸二手烟对身边亲友
的伤害，建议父亲戒烟。意想不到
的是，有着五十几年吸烟史的父
亲竟奇迹般地开始逐步戒烟，从
小妹那边回来后，已完全彻底地
不吸烟了。

从旱烟锅到自制卷烟，再到
过滤嘴香烟，再到戒烟，这几代烟
的变化，伴随着我们家庭从贫穷
到富裕再到文明的整个历程。

一阵微风拂来，香椿树伸展
着枝叶哗啦啦地响。树下的老父
亲永远不会改变他那特有的蹲
姿。只是，父亲早把那长长的烟锅
子收藏了，口袋里也不再装纸烟
了，也再听不到父亲一声一声的
咳嗽……

如今，他迷恋上了抖音。
父亲说，抖音比烟锅子来劲！

父亲和他的烟锅子
■原敬琴

清明是时间伸出的桃枝，枝间清词朵
朵。

清明是大地舒展的脉络，奔腾永恒的
信仰。

清明，有太多的怀念，思念故去的亲
人，生命以土为安。死亡是一种平静的皈
依。

清明，有太多的美好，不必准备什么，
随处是花，向阳而生。生长是一种磅礴的
萌动。

一个节气，或者说一个节日，一头连
着生，一头连着死，看起来似乎是悖论，但
又那么和谐。生，同阳春一起，淡淡的，从
容的，自由的，尊严的，充满了希望，充满
了激情；死，历经了生命历程和时间的洗
礼，荣和辱，苦难和幸福，忠诚和背叛，失
败和成功，不论走过什么，不论拥有什么，
都以平静的方式，托体山河，融入泥土，从
此云淡风轻，同岁月一样永恒。

清明，是对生命的致敬！我们看重清
明，敬仰清明，因为这是春天的节日和表
情。杏白桃红，杨柳飞絮，燕啄春泥，菜花
黄、麦苗青等等，就连最不起眼的野草，也
会亮出生命的色彩。一切都如此有生命，
一切都如此令人心动，向暖向美向爱向上
向善，这是生命的一个纬度。但是生命是
一种辩证，有生就有死，生是起点，死是终
点，生死之间就是生命的历程，也就是生
命的奋斗价值所在。不论遇到什么，都是
生命的馈赠，能做的也许就是热爱生命，
珍惜生命，活出更好的自己。只要无悔地
走过，纵然平凡如尘埃、蝼蚁，那么面对死
亡时，也是一种豁达与从容！生命也就有
了个体价值以及群体价值的个体贡献！
我们无法主宰生死，但可以活得有意义。

清明，是和一位伟大人物的生命联系
在一起的。介子推的天地大忠孝，诞生了
寒食、清明。忠，是家国情怀；孝，是做人

根本。一个节日，诠释了人文经纬。清
明，追怀先贤，纪念逝者，这是一种灵魂的
仪式。小时候，每每清明，都会随着母亲
到埋葬祖先的阳坡顶去上坟。那里有两
处祖坟，一处是曾祖父、曾祖母和牺牲于
抗日战场的二爷爷的，一处是高祖父以上
先祖的。我没有见过他们，但是跟着妈妈
跪下去的那一刻，我分明感觉到他们对我
微笑，无声地说着话，甚至能想象到他们
会突然伸出手慈爱地抚摸着我乱蓬蓬的
头。那黄土堆分明是有灵魂和生命的。
妈妈除了烧纸，还会祭献青青葱花拌好的
凉面、剥好的切成两半的鸡蛋。墓茔上长
满青青的草芽和白头翁，还有金黄金黄的
连翘花和粉白粉白如碎银的杜梨花。清
明的大山里还有些荒凉，但连翘花和杜梨
花却如此鲜美可爱！我就采些野花放在
妈妈提的小筐里，或者编个花帽戴在头
上。返回路过太宽河，洗净脸和头发，到

家后把野花插进罐头瓶里，感觉就是把春
天带回了家，挺美的。过了清明，山里人
开始忙活农活了，一切都因劳动的名义而
丰盈。如今，爷爷奶奶，爸爸，都走了，他
们和老爷爷奶奶、二爷爷奶奶埋在了一
起，祖坟又增添了不一样的意义。

我喜欢清明，一抹淡淡的柳绿，一株
青青的草芽，一串飞过头顶的鸟鸣，甚至
一条被人忽视的田野小路，都会令我感
动，令我心潮起伏。我喜欢这份生命的平
等，我致敬这份生命的尊严，我忠诚于大
地广博的情怀。我迷醉，我失忆，我疯癫，
我同尘埃一样呼吸，我同轻风一样欢歌，
我静坐我瞎跑，我仰卧在草丛中。我是欢
乐的，我是富有的，我是幸福的。《诗经》中
的柳绿花红，宋词里的山河激荡，民谣里
的烟火土香，农耕牧歌当中的生活劳动，
都是我的信仰。感恩清明，感恩让生命美
好的情怀。

清 明 ，以 生 命 的 名 义 致 敬
■胡春良

阳春三月，去看梨花。
去酥梨之乡王过村看梨花。

（一）

春风有信，梨花有约。
天空高远晴蓝，一进王过村地界，就

像老天下了一场暴雪一样：一株株开满
白花的梨树成行成排站满田畴道路、村
前屋后，甚至伫立在那些荒废的老屋基
上。走到梨文化主题公园的“咏梨台”观
景楼台，登临其顶，万亩梨花的云海壮景
尽收眼底，动人的雪白已成了田野和村
庄的主色调，真个是“东风吹开花千树，
占断春光惟此花”。

是的，在这个春花烂漫的季节，王过
村迎来了它的高光时刻：铺天盖地的梨
花渐次吐蕊绽蕾，一年一度的梨花节就
在这梨花的盛典中拉开序幕，多种多样
的文创活动和雪堆云涌般的梨园仙境展
现眼前，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相互映衬，
美不胜收。走在宽阔洁净的村道上，视野
里的一舍一院，整洁敞亮。主题公园里，
地道风味小吃奇香四溢，特色民俗表演
轮番上演，潮流文创产品独具匠心，观光
赏花的游客络绎不绝……

别是东风情味，人在梨园微醉。如织
游人，随着花海暗香一起浮动。千万株梨
树，繁花绣满了树冠，亭亭如伞盖，人入

梨园中，隔数尺而只闻其声不见其影。但
见花云花雨，惟闻香风漫漫，所谓“粉淡
香清自一家，未容桃李占年华”，想必这
撩拨春色的序幕，定是从梨花盛开渐入
佳境的。欣逢这样盛大热烈的花事，人怎
能不欣喜无比？

身陷于盛开的鲜花阵中，临风读梨
花。和风阵阵，掠过梨园，页页翻动着，读
那梨花花瓣锦缎般的质感，读梨花的芬芳
香远益清，读五片花瓣捧出那丝丝青碧的
花蕊，亦读虬曲黝黑的树干遇着冰肌玉润
的花朵。春风如画笔，经过一树树梨花的
白描点染，在大地上写虚写实，让村庄有
了些许杏雨梨花江南水墨画的气韵。

梨园深处，春天更深。在这个梨花吐
蕊的春天，春光在王过村被织成云纱，人
们来此赏花踏青的意义，大抵在于逐渐
抵达、逼近和深入美好春光的过程，在于
你刚好盛开，我刚好路过，你身披洁白霓
裳赠我满心欢喜。

（二）

梨花开时，天地澄澈清明。
初萌的清新绿叶衬着素洁的雪白花

朵，美而不骄、倩而不俗，不以颜色来争
春，亦不以浓香来吸引人，总是一副玉容
颜、一身清倩影，自顾自地含苞怒放，不
傲不媚不争，自由绽放于喧嚣的春之百

花园中，保持着一种黄土地赋予的秉性和
操守，任周遭风尘四起、红情绿意，它自向
天对明月，秀外慧中成了它的真品质。

梨花的世界，无尘无垢，无贪无嗔，亦
无惊无扰，是花中君子，似得道高僧，这样
的洁身自好、秉持素心、处世无惊，怎不受
世人的怜爱和注目呢？

我笃信，王过梨树并非一夜之间白头，
它是被峨嵋岭的风一日日吹白的，被涑水
河畔的月亮一缕缕濯洗白的，亦是被古河
东的千年底蕴一载载滋养白的。

梨花的清白自持，让人不由得想起那
个“不食无主之梨”的典故：元代初期名臣、
理学家、教育家许衡，有非凡的操守和品
德。宋元之交，兵荒马乱，一日，许衡有事出
远门。当时正值酷暑，路途遥远，许衡口渴
难忍，路边正好有棵梨树，行人都去摘梨，
唯独许衡不为所动。有人便问：“你为何不
摘梨解渴？”他答：“不是自己的梨，岂能乱
摘？”那人笑他迂腐：“世道这样乱,这棵梨
树早没有主人了，你又何必介意？”许衡正
色道：“梨树没有主人，我的心难道也没有
主人了吗？”

古人修行讲究“慎独”，慎独则心安，心
正则行不堕。君子的自持守正与梨花的清
白通透在此达到了高度统一。

（三）

春来无事，只有花忙。
花开人亦忙，梨花树下，有远道而来的

赏花人，也有辛勤劳作的当地梨农。有的梨
农穿梭在梨花丛中，除草、修枝、挖沟、施
肥、疏花……更多的则紧抓眼前的盛花期，
忙着为梨花人工授粉。

花下的他们，赏花是偶然的，也是无心
的，只有劳动才能使梨花得以绽放、使梨果
挂上枝头。偶尔他们在劳作的间隙，抬头打
量枝上的梨花，想象那在春风里蓄势的花
蕾怎样变成丰收的梨果。这样念着盼着，一
些温热的感觉，便涌上心头。望着眼前这样
繁盛的花朵，守着这么一块丰厚的土地，心
里总会是踏实、安然的。

广阔的王过梨园，河东许它一席之地，
它则回以万种风情、捧出春华秋实。

近年来，王过村的广大梨农们乘着国
家乡村振兴战略的春风，以“王过酥梨”地
标产品为依托，实施农文旅融合发展，做高
梨品质、做活梨文化、做好梨品牌、做大梨
产业，打响全国闻名梨乡的金字招牌，实现
特色产业富民、生态旅游兴村。梨农们的获
得感和幸福感“爆蕾”，王过酥梨迎来了前
所未有的好“丰”景。

村民们的笑脸如梨花绽放，梨花撑起
了他们的腰杆和尊严。迎面问一个村巷里
的人，你是哪里的，对方很自豪地笑着说

“就是王过村里的”。这是一份底气和荣耀，
也是梨花对一个传统农耕为主的村落走向
现代的加冕。“王过美，梨花开，如情似梦
惹人爱……”如今，在王过村的大街小巷，
村民自发创作的村歌《王过梨花开》成为全
村人嘴里的致富之声，也成为时代光辉下
享受幸福生活的喜悦之声。

期待下一个花季，那皎洁清拔的梨花，
必将盛开在王过村又一个春天的源头。

王过梨花开王过梨花开
■李丹凤

寒食在每个春天
如期而至
介子
在每个寒食
如期而至
千年的枯柳早已消了火烧的燎泡
千年的枣蛋早已结实母子的涅槃
千年的清明早已结为介子的清明

介子
堂堂的介子
你从波澜壮阔的历史中
缓缓走来
你心怀赤诚
割股奉君的铮铮铁骨里
置自己安危于度外
堂堂的介子
你是晋国的栋梁
功成身退
高贵的士子风度
让后人汗颜

介子
春雨度了黄河
度了条山
度了故土的盆地
一个清明

可否举动你的清明
一个寒食
可否消了你的疼痛
一个凝聚的枣蛋
能否告慰
母子生死不离的骨肉亲情

介子
堂堂的介子
四季风沙
何曾湮灭你的义举
昭昭日月何曾削薄你的光辉
绵山的那场火烧
何曾消亡你的魂魄
晋国因为有你
山高水清
故土因为孕你
新鲜明媚

介子
堂堂的介子
不朽的介子
你享飧千年清明
享飧千年寒食
你享飧万户奉祀
你丰姿伟仪
彪炳乾坤

介 子 的 清 明
■李水仙

清明节是我国传
统的祭祖日。记得小
时候，我就跟上大人
们，提着竹篮，竹篮里
放 上 麻 纸 、馒 头 、鸡
蛋、酒和酒具什么的
去上坟。

清明节真正是从
何时兴起的，只要没
听 说 过 那 个 介 子 推

“割股奉君”的故事，
没有详查历史资料的
人，包括现在的孩子，
大概都会以为是从唐
朝那阵子开始的，因
为在人们的记忆中，
准 确 地 说 在 教 科 书
上，杜牧的那首诗“清
明时节雨纷纷，路上
行人欲断魂。借问酒
家何处有？牧童遥指
杏花村”最先烙入人
们的记忆。一首以《清
明》为题的诗词，抒发
了诗人在小雨纷飞的
清明，观察到路上的
行人前去凭吊逝去的
亲人时的悲思愁绪，
进而也把读者的情感带入到那无
限悲恸的怀旧之中。

实际上，每逢清明，我们去亲
人的坟前祭奠，就是一种常见的
传统的祭祖形式，而在清明时节
泼墨抒怀、写诗作文也是对已故
亲人表示思念的一种形式。不要
说每逢此时，我们的大部分报刊
和一些新闻媒体都要组织编发一
些有关清明节祭扫的文章，早在
古代，到了清明节，文人墨客饮酒
作诗一表对故去亲人和朋友的怀

念，也多有先例。
在 唐 朝 不 仅 有 杜

牧的《清明》诗，还有张
继的《阊门即事》：“耕
夫召募爱楼船，春草青
青万顷田。试上吴门窥
郡 郭 ，清 明 几 处 有 新
烟 。”宋 代 也 有 上 乘 的
佳 句 。黄 孝 迈 的《湘 春
夜 月·近 清 明》：“近 清
明 ，翠 禽 枝 上 消 魂 。可
惜一片清歌，都付与黄
昏……”还有黄庭坚的

《清 明》：“ 佳 节 清 明 桃
李 笑 ，野 田 荒 冢 只 生
愁 。雷 惊 天 地 龙 蛇 蛰 ，
雨足郊原草木柔……”

像 这 样 描 写 清 明
的诗文，不仅有唐诗宋
词 ，而 且 有 元 曲 ，更 是
锦 上 添 花 ，意 优 韵 美 。
乔 吉 的《折 桂 令·客 窗
清明》把怀念亲人的愁
苦 情 愫 描 写 得 淋 漓 尽
致：“风风雨雨梨花，窄
索 帘 栊 ，巧 小 窗 纱 。甚
情 绪 灯 前 ，客 怀 枕 畔 ，
心事天涯。三千丈清愁

鬓发，五十年春梦繁华。蓦见人
家，杨柳分烟，扶上檐牙。”

乔吉把清明时节怀念古人的
情思描写得忧长魂断。

寻觅记忆中关于清明祭扫的
名诗佳句，使人对清明节，对已故
的亲人陡生绵绵情思，切切念意。

转瞬又至清明节，无论你身
在异乡，还是坚守故园，都将在烟
雨蒙蒙的清明时节用不同的方式
去凭吊先祖。唯其如此，我们才能
回望审视来路，全力开创未来。

清

明

话

古

■
赵
应
征

每到这个时节
都会写下一些文字
墨迹未干又被雨水打湿
刻骨铭心的情感
从天空浮动的云层里
飞流直下
来时的路穿越烟雨迷蒙
脚下栖息的故土上
那些原本已经朦胧的符号

愈加清晰
双手被风挥动不时地擦拭天空
总想为
这个时节带来温暖和亮光
情感的记忆
从来不会被风吹干
要不杜牧的一首《清明》
会成为千百年来这个时节
吟诵的经典

清 明清 明
■李恒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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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建军岳建军 作作

我扶着年迈的父亲去山上看春色
春风拂过父亲满脸的皱纹
平静的山冈像是他的背影
或许会老
但永远伟岸

父亲拄着拐杖站在春光里
像是在和自然交谈
老朋友见面后互相打趣

他说，好久不见，你老了
他说，你怎么就不显老呢？

回来的路上
父亲说他不喜欢冬天的山
不喜欢春天之后还是会迎来冬天
沉默许久
父亲突然转身看着我
或许，是春夏赶走了寒冬？

春光里的父亲
■晓 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