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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是挨近长江水面的缘故，三月将尽，杏花桃花已不见踪迹，燕子矶的

樱花却开得正旺。

来南京探亲，我再一次来到燕子矶公园旁的长江岸边。

对于樱花，我以前是有抵触情绪的，喜欢读史书的我，脑海里铭刻着那

段血与泪的往事，对于彼国的名花，每次面对它，我都会产生一种无名的伤

感。故而，我常常不愿去观赏灿如烟云的樱花。

这一次，当我终于解脱了一件已久的烦心事儿，心情豁然开朗。我得以

有一点面对樱花的勇气了，何况是在这多彩的时节。

燕子矶的绝壁之上，危楼独立，它的脚下，是绿意盎然的一片树林，那些

粉红色，或者粉白色的樱花，格外显眼，一树，一簇，却让整个燕子矶变得热

烈和温暖起来。

这些稀稀拉拉栽植的晚樱，仿佛春阳在杂树丛中缠绕的一条飘带，时而

平躺，几乎藏匿了身子，又时而跃起，宛如傲美的娇娘，偷窥着过往的游人。

她们忽然又厌倦了幽深的园林，欢跳着跑出燕子矶公园，把长长的飘

带，顺着凉飒飒的春风，飘到了长江岸边。

是滚滚东流的江水，吸引了她们善睐的明眸吧，她们消停了欢闹，托住

了长纱，静静欣赏着江面来来往往的船只。

是她们的休憩，给江畔带来了一种不一样的风景。

粉红色的沿江休闲步道两侧，这些晚到的佳丽仿佛也在赶赴春天的一

场约会。或者整齐站成一排，在等待其中一位的情郎的到来；或者三五成群，

在轻声议论即将渡江而来的阿哥。她们以一种羞涩的，期盼的，憧憬的神态，

把自己站成一群雕塑的风景。

阳光明媚而煦暖，江风微凉而宜人。我沿着休闲步道缓缓前行，晚樱淡

淡的甜香沁人心脾。春天是一个让人意气风发、诗意绵绵的季节，不止于我，

每一个来到江边的人，都是在寻找美丽的心情吧。

曲曲折折的步道，让我一会儿与满身清香的樱花相对，一会儿又走入樱

花深处，一会儿又柳暗花明，双手抚摸到江边的栏杆。

樱花树下，有孩童，在尽情撒野，忘记了不远处茫茫的水面，引得宝妈宝

爸连连喝止，那腔调就像是一段爆发音，却经过了葫芦丝的七扭八怪，变得

水软软的。

有老人，坐了一个轮椅，腿上搭着一件毛毯，儿子轻轻推着，不时低头交

谈，话语里带着一丝江水的湿润劲儿。

有情侣，在挑选着不同的背景，作出各种柔美的动作，把自己最美的一

面留在手机里，他们虽然话语只有寥寥数字，却是最撩心的情话。

有几位姐妹，相约樱花树下，特意穿了旗袍，提了花花绿绿的油纸伞，轻

抬高跟鞋，手臂慢弯，作出江南女子特有的神韵，让人不由想起“江南好，风

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的词来。

高高低低的樱花树上，每一株都开得密密匝匝，仿佛她们等待了一段漫

长的时期，好不容易度过了肃杀的寒秋，扛过了万籁俱寂的冰雪，春天的信

号一到，她们就迫不及待地换上迎春的盛装，预备着登上五彩缤纷的舞台

了。

然而，她们这些来自异国的佳人，带着特有的含蓄和羞赧，等待着那些

惯常的花儿淡妆浓抹，纷纷攘攘的表演都退潮了，她们才热烈地，深情地，走

到了舞台中央。

她们挤挤挨挨，你推着我，我拉着你，不愿让一个掉队，在这个江南城市

的许多地方，玄武湖畔、绿博园、红山植物园、翠屏山、将军山、牛首山、秦淮

河畔、地铁站旁，展开娇羞的笑颜。

我到过南京的许多地方，却第一次赶上了樱花盛开的季节，第一次看到

南京的樱花，在燕子矶公园。

这樱花，似乎看起来与粉红的海棠没有什么两样，但当我走近她们，还

是看出了她们的不同。海棠似乎更层层叠叠，每朵花有了更多的花瓣，一瓣

压着一瓣，更娇艳了一些。与海棠相比，樱花似乎清纯了一些，花瓣没有了那

么多的层儿，透着一股素雅的味儿吧。

美丽的时节，总是让人的心情不由自主敞亮起来，产生野外游玩的冲

动。此时，燕子矶公园的台阶上，游人上上下下，虽没有达到摩肩接踵的状

态，却也连成了线。公园四周的环线公路上，停满了各色车辆，正是一个车位

难求的紧张时刻。

阳光像一位顽皮的孩子，在丛林间跳来跳去，笑声撒落一地，高高低低，

起起伏伏，留下斑驳的花影。

穿行在樱花丛中，不知名的鸟儿在枝头唱着欢快的歌儿，货轮的柴油机

声由远及近，渐渐发出轰鸣，偶尔还有一声憋足了劲的鸣笛传来。透过丛林，

天空飘飞的风筝依稀可辨，天空局促而寥廓。

此时此地，让我暂时忘却了江南都市的繁华，似乎走入了水声潺潺、鸟

语花香的世外桃源，所有的豪情壮志，化作一首看淡人生得失的《临江仙》，

缓缓流过心头。

不知不觉，再一次走到了燕子矶下。

这临江的绝壁，仿佛没有来过康熙，没有来过乾隆，没有来过无数的文

人雅士，一如它当初的模样。十余丈高的燕子矶，仿佛一只伸展了双翅的海

燕，即将临水一跃，凌空飞越浪花涌起的大江。

这江水，浩浩荡荡，一浪涌过一浪，宛如一队队奋勇向前的先锋勇士。碧

波之上，长江大桥如长虹卧波，让我的眼睛再也不忍离开。

这壮观而热闹的江面，让我的思绪挣脱了缰绳，忘记了方向，放纵开来。

遥想，大江的月夜，皓月当空，江面波光粼粼，江帆点点，樱花的清香若

有若无，漫步江边，该是怎样的一种舒心。

这样想时，果真有一股花香，依稀而清晰地传来。

夫教育者，千秋之伟业也，不可不察。

巍巍伏牛北麓，悠悠汝水南岸，有一名校，曰粪堆

赵小学。此校名闻遐迩，人才辈出，乃汝南教育界一璀

璨之明珠也。

梁兄者，艳军是也，粪堆赵小学总教习。此君敦厚

淳朴，兢兢业业；以校为家，呕心沥血。献身杏坛三十

载，春风化雨，可谓桃李满天下！

癸卯仲春，天朗气清。周末休假，郏宝路口偶遇梁

兄，便邀余至校。校在村南，坐西朝东，盖取紫气东来

之意。

移步校内，但见花团锦簇，树木葱茏，鸟鸣啁啾，

楼宇俨然。水泥地上，有学生诗词书法如群蚁排衙，密

密麻麻；小池塘内，有金鱼历历数十头，悠然自得，往

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

遥想平日，莘莘学子奋发努力，求知若渴，书声与

理想齐飞，墨香共花香醉客；众位师长精研细教，解疑

释惑，诲人不倦；夏夜，银辉如水，漫步校园，莲叶田

田，荷香淡淡，渺茫如歌；冬日，瑞叶纷飞，玉树琼枝，

一杯清茶，一卷唐诗，物我两忘，夫复何求？噫，此实乃

师生修身养性、求真悟道之福地也！

时值午后，风和日丽，金辉遍洒校园，品茗赏花，

高谈阔论，其喜洋洋哉！

临行，梁兄赠我牡丹幼苗两丛，一朱一白，盛情难

却，感之记之！

诗曰：

惠风和畅气象新，

汝水两岸草如茵。

香茶三盏情深厚，

复赠国色一枝春！

同学们，你们当过侦探吗？我就当过一次

“侦探”，而且还破了一个案子，现在就听我给你

们讲一讲吧！

星期天上午，我和爸爸在街上跑步，突然我

看见几个警察叔叔在和另一个叔叔说话。因站

得不远，我也听到了那个叔叔说的话：“警察同

志，我的钱包丢了，那里面可是有很多钱的

……”听到这里，我心中侦探的小火苗“噗”的一

下子上来了。我跑过去对警察叔叔说：“叔叔，要

不让我试试，看能不能把叔叔的钱包找回来。”

警察叔叔说：“小朋友，破案是我们做的事情，你

还是算了吧！”“谁说小朋友就不能破案了？”我

愤怒地说。终于，警察叔叔同意让我试试能不能

把这个案给破了，我非常开心。

首先，要锁定案发时间。我问那丢钱包的叔

叔：“你最后一次见到钱包在什么时候？”“早上

七点左右。”叔叔说。我看了看时间，现在是八点

钟，那么案发时间就是在七点到八点之间。

然后，我又问叔叔在这个时间段里，谁和

他接触过。叔叔回忆了一下说：“我的老婆，我

的女儿，还有我的司机小杨。”我听过后对警察

叔叔说：“叔叔，请把这些嫌疑人带过来。”三个

嫌疑人来后就开始为自己辩解。那个叔叔的老

婆说：“我今天没看见他的钱包。”他的女儿说：

“我今天一直在课外辅导班。”他的司机说：“我

今天帮老板拿了外套，但我拿的时候无意间碰

到了口袋，里面什么也没有。”我又问那个叔叔

口袋里装了什么东西。“左边是橘子，右边是钱

包。”听完后我微微一笑，低声说到：“任何罪恶

都逃不过我的眼睛。各位，我已经知道犯人是

谁了！”大家惊讶地问：“是谁？”我伸手指着司

机小杨：“是你！”他惊慌地说：“别直接说是我

啊！证据呢？”“证据，就在你的手上。叔叔的两

个口袋，一边是橘子，一边是钱包，可你却说你

无意间摸到口袋里面什么也没有，这是第一个

可疑点；第二点就是橘子皮一般有染色的功

能，如果你没偷钱包，而是把手伸到另一个口

袋里，那么，请问司机叔叔，你的手上为什么没

有橘子染色的痕迹？”司机叔叔一下子倒在地

上，哭哭啼啼地说道：“唉！只怪我一时贪心犯

了糊涂啊！”

就这样，警察叔叔把司机带走了。找回钱包

的叔叔感激地说：“谢谢你了小朋友，要不是你帮

我，可能也找不到钱包。”叔叔之后还问我叫什么

名字。不过我只是笑了笑，就转过身去跑远了。

我的“侦探”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可能这

只是一个小案件，但

是对我来说，这件案

件是我成长的一个重

要事情。你们有遇到

过这样的事情吗？快

来和我分享一下吧！

燕子矶的晚樱
○虢郭

初春时节，春雨绵绵，染黛了碧水，染绿了青山。

尽管春雨是浪漫的前提，但有雨的夜晚，我总是

失眠，且伴着成年后经历的各种伤痛，伴着童年难以

摆脱的恐惧。

就像对故乡遥远的思念，很固执，很顽强。

此刻，我知道我已成熟，情愫中已有了曾经渴望

的乡愁，在感情中酝酿成最独特的一种，发酵着在我

的思绪中弥漫。

淅淅沥沥的雨声，合奏了一支交响曲，点燃了大

地的希望，唤醒了生命的勃勃生机，却又似雾又似烟，

朦朦胧胧笼罩着整个世界。

我几乎虚脱，因为我失眠了。我一失眠就浑身冒

汗、大脑混沌、眼光迷离、思维混乱。

需要提起笔来，飞快地写下一段象征意义上的文

字，让心灵变得滋润，仿佛觉得自己得到了拯救。

写点什么呢？春雨不停地下，骚人们不停地咏，我

只能陷入沉思……

对于雨，我们都有莫名的情结。有时候，我觉得夜

雨是黑暗下哭泣的天使，当脱落暗黑色的伪装时，所

有裸露的恐慌都将消失，只剩下一副假装温和的面

孔，让人遗失了方向。

窗外的雨，仍在潮湿的思绪里氤氲升腾，无边无

际且无畏无惧。

雨潮漫湿了枯干的心灵……对于工作，总有着一

种刻骨铭心的仇恨，不是因为薪金，不是因为时间，而

是因为那种折磨人的氛围，那种必须每天面对的、眼

见得很容易办成却屡办不成的事情。

还有那样一些人，那样一种无奈的情绪。

我只好失眠。

于是，每逢雨夜，我便频频失眠，好像我是一个多

么浪漫纯情的人。许多人对我的这一冒充纯情、故意

矫情的行为颇为不满，但我总能以我失眠的悲惨遭遇

哀怨地打动他们。

每次总能搞定。

其实，这雨，不正是李煜“剪不断理还乱”的思绪

吗？这雨，不正陪李白酒入豪肠，将七分酿成月光，三

分啸成剑气，绣口一吐出半个唐朝？这雨，不正伴骆宾

王“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这雨，不正随李清照伴

舟湖畔“惊起一滩鸥鹭”？

这雨，是有生命的，也是会寻找知己的吧。

但不是我。

经过无数次充满煎熬的失眠，我充分明白，在这

个飞速的年代，如果不是我出现了问题，就是这个社

会出现了问题。

我出现了问题很好改变，如果是这个社会出现了

问题，我所能做的，就是改变自己。

郁闷得无计可施，只好无数次失眠。

结果每次失眠，后遗症之一，就是对自己近期的

一切所作所为如放电影般在脑海里重新过滤一遍，无

论巨细。

很是折磨人，就像牛的反刍。

夜雨，曾浇熄过我突起的野心；夜雨，又曾平抚过狂

躁的胸襟。在夜雨里纠结，又何曾不是对自己的折磨。

以至于养成了习惯，在工作时让自己保持在失眠

的状态，反而情绪良好，总能兴奋地投入工作。而在有

雨的夜晚，这种感觉不复存在。

聆听雨落的声音，聆听自己的本心。

我知道，自己是弄颠倒了对时间的概念，便用怀

念过去来迷惑众人、迷惑自己。

我知道我走不出记忆。我走过的，都将成为记忆。

所以，我总是生活在怀念里，怀念家乡、怀念亲

人、怀念过去。

竟然非常激动。

新的潮湿又氤氲起来了。于是我决定，如果走不

出失眠，那么，在无数个失眠的夜里，我情愿审视着自

己，重新回到怀念里。

夜半无眠到天明，漫听窗外雨霖铃。

伴之而来的雨夜，从此竟也变成绵蜜，让人陶醉，

让人醺然。

雨 的 夜 的 雨
○李晓伟

春日偶成
○田勋超

我的“侦探”故事
○汝州市广成小学教育集团五四班 李梦博

汝州是一座古老而又焕发着朝气的城市，曾几何

时多次到过汝州，仅是近些年慢慢疏离了寻访的足

迹。在初春时节，因参加外事培训逗留汝州，到访了青

瓷博物馆、汝绣产业园、汝瓷小镇等地，有幸得见春暖

花开之际汝州城市建设和产业发展美不胜收的崭新

面貌，仿佛有一种特别久违的感觉。

记得有位建筑学家说过，文化是城市的灵魂。汝

州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历史遗存丰富，文化遗迹

繁多，不仅有闻名遐迩的汝州曲剧，更有被誉为城市

灵魂的“汝州三宝”。

汝瓷因产于汝州而得名，其烧制技艺世代传承，被

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宋代曾有“汝河两岸

百里景观，处处炉火连天”的盛况，而今，汝瓷产业已经

成为汝州重要的特色文化产业，汝瓷生产企业数百家，

研制开发新产品上千种。似玉非玉胜似玉的汝瓷之美

难以言表，或珍藏，或馈赠，或装点，或家传，汝瓷都不

失其历史厚重和艺术欣赏价值。“纵有家财万贯，不如

汝瓷一件”的收藏理念已家喻户晓、深入人心。

听景不如看景，看景方知景美。到了汝瓷小镇才

知道“蝶变”的含义。汝瓷小镇是在汝窑遗址上建起的

一座包罗万象的“博物馆”，是汝州城市建设的一个大

手笔。面对讲解员在规划设计图前如数家珍地介绍，

实在难以想象这里曾是荒无人烟的虎狼爬岭。中国汝

瓷博物馆、河南省陶瓷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创客

园区等，可谓建筑错落有致、布局恰到好处，展品鳞次

栉比，艺术风范浓郁，特别是居于正中间的汝瓷代表

作———“莲花温碗”造型，呈现了画龙点睛之笔。汝瓷

小镇以汝瓷文化为主题，不叫“园”、“苑”或者其他什

么的，偏偏叫一个“镇”，但眼前的“小镇”一点都不小，

其中的文化内涵远远超出了“镇”外。

认识汝石，是从一个爱好收藏的朋友那里开始

的。每每在博古架上看到梅花石、荷叶石、紫云石等精

美奇石，虽难以真正分辨纹理、质地、稀有程度，但我

最钟情的还是汝石上那内敛温润的天然色彩。光洁的

梅花石上，枝丫连理，金丝缠绕；荷叶石上仿佛再现荷

塘月色，还有荷塘内亭亭玉立的初荷。对于汝石之美，

除了巧夺天工，我没有想到还有哪个词语更为贴切。

书法名帖《汝帖》作为宋代流传下来的重要文化

遗产（北宋大观三年由汝州知州王采从《淳化阁帖》、

《绛州帖》及“三代而下迄于五季字书百家”中，选出先

秦金文8种及秦汉至隋唐五代名家书法94种共109帖，

荟刻12石，史称《汝帖》），原本其社会的知名度不是很

高，仅限于文化圈的一些书帖爱好者。后来汝州市通

过编纂专著、装帧册页、举办临帖展览活动，不仅推介

了《汝帖》，也吸引越来越多社会各界人士，特别是青

少年爱上《汝帖》。我真正认识到《汝帖》的价值，来自

于平顶山市公布的我市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

单中，汝州的《汝帖》赫然在列。

汝瓷、汝石和汝帖这些象征着汝州城市灵魂的文

化遗产，如今不仅被展示在博物馆，且已行走在熙熙

攘攘的城市街巷，行走在每一个来汝州观光的游客心

中，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城市标识，也成为城市文明

发展的基因，融入城市的血脉。

汝绣并非新秀，追溯她的前世今生源远流长，一

段段历史传奇故事更给汝绣增添了不少神秘色彩。汝

州古为桑蚕之地，曾经是丝绸之乡，在伏羲女娲时期

已开始养蚕缫丝，古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也曾经过汝

州。前些年，在汝州和浙江绍兴之间，还发生了壮观的

汝州绣工返乡潮，被专家学者称为现代汝州经济发展

的“凤还巢”现象。

走进汝绣车间，一排排机器飞速转动，一条条生

产线连绵起伏。只要工人师傅在电脑里插入一只U

盘，按照设计图案造型，无论是服饰、字画、屏风、鸟兽

还是日常生活用品等，都能用机器“绣”得栩栩如生、

“立等可取”。汝绣从传统的手工刺绣演变到全自动化

机绣，彻底实现了华丽转身，也刷新了我的认知。如今

规模化的机绣产业园已成为汝州又一张亮丽的特色

产业名片，五彩斑斓的汝绣工艺品正凤凰展翅，出口

“一带一路”国家，飞往世界各地。

从城市中央公园到滨河公园，从汝绣产业园再到

汝瓷小镇，一帧帧风景恰似一幅幅画卷，从城市的那

头缓缓铺开，延伸至生机盎然的汝河岸边。那疏密相

间、层次丰富、五湖相连的水系，那“夹岸桃花蘸水开，

小舟撑出柳荫来”的水中倒影，更有独具特色的建筑

风格及宽阔街路上映入眼帘，惊艳目光的紫荆大道、

玉兰大道、樱花大道，让我不由涌出“花言花语”胜过

千言万语、“花”不醉人人自醉的感觉。

碧水蓝天绿满城，山水宜居入画来。莺飞草长，再

品汝州，汝州人杰地灵，物华天宝，她不只有“三宝”，

更有“四宝”“五宝”“六宝”，让走近她的人都情难自

禁、流连忘返，争相传颂———“汝宝之美”！

再品“汝宝之美”
○冯惠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