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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的鹳鱼湖畔，有一大片天人菊，

灿若云霞，惊艳绝伦。但因大家都忙于工

作生活，奔波在世俗的喧嚣里，加上鹳鱼

湖位于中央公园最南侧，远离城区，路途

遥远，因此鲜为人知。

自从去年这片天人菊被好友发现，我

们相约去过一次之后，春赏二月兰、杜鹃、

天人菊，夏品荷花，秋观红叶，冬踏白雪，

一年四季好景不断，那里便成了我们几位

文友的闺蜜乐园。

五一假期，我们再次相约，去拥抱那

片心心念念了一年的天人菊花海。绿树环

抱的弯弯小径间，一大片一大片的天人菊

映入眼帘。它们随意而率真，像一个个亭

亭玉立的少女，踮着脚尖，提着裙摆，拎着

金黄色的纱裙角，正翩翩起舞。

一朵朵天人菊像一把把撑开的小花

伞，又好似一个个灿烂的小太阳，在天地

间摇曳生辉。金色的花蕊，外围彩绘着褐

红的晕圈，再向外延展，是一圈鲜艳的橘

红，如火焰般热烈奔放，最外边被自然之

笔巧妙地勾画出金黄的花边。

花枝或高或低，参差有致；花朵或上

或下，错落叠加。开得如火如荼，开得热热

闹闹，开得绚丽极致。花丛中，有肆意绽放

的花朵，有含苞待放的花苞，有正在孕育

的花蕾，也许正是有了时间、节气、自然、

土壤、水分等因素的影响，天人菊的花期

才比较长，不像樱花、海棠那样，绽放时一

股脑簇拥在枝头，落败时全军覆没，踪影

全无。天人菊一茬茬，一簇簇，不争不抢，

谦谦让让，悠然自得，次第开放，才有了久

久长长的辉煌花期。

呼吸着花儿沁人心脾的芬芳，凝眸着

花儿灿然娇艳的笑脸，心中的烦恼一扫而

光。在尘世的喧嚣中待久了，能寻觅到如

此美丽而宁静的地方，该是多么幸运与惬

意呀。

坐在花丛中黄色的花墙上，观望着

成千上万的蝴蝶翩然于花丛中，我不禁

痴了。蝴蝶一会儿亲吻着天人菊的脸

庞，一会儿抚摸着天然菊的花蕊，一会

儿扯着天人菊的裙裳，犹如恋人般呢喃

着，诉说着爱恋与忧伤，更奏响着生命

的乐章。

花海间的一棵棵绿树，像一把把绿

伞，给天人菊撑起一片荫凉，金黄的花瓣

在绿叶地呵护下顽强绽放。不管是阳光还

是雨露，不管是狂风或是暴雨，不管是干

旱还是严寒，一切都是最好的模样。天人

菊用自己的方式顽强生长，坚守着希望，

迸发着生命的力量，开出一片片金黄。

花丛间，蜜蜂和蝴蝶吮吸着天然菊甜

蜜的芬芳，享受着自然的馈赠，也见证着

生命的蓬勃与不屈。从它们身上，我看到

了生命轮回、生生不息的力量，感受到生

命的美好与希望。

我蹲在花丛里，花香阵阵袭来，轻轻

嗅着花香，蝴蝶在身边飞舞，花儿在裙角

绽放，我仿佛融入到了自然的画卷中，所

有的烦恼在这一刻烟消云散。

静静坐于花海中，仰望蓝天，天空如

此高远，花海绵延到天边，与夕阳的霞光

相接，晚霞给天人菊披上了一层金纱，金

黄、殷红、翠绿交织成多彩的世界，朦胧浪

漫，如梦如幻。花，在风中摇曳，轻盈，灵

动，翩然；心，宁静，欢愉，欣然。这片很少

有人来的天人菊园，何尝不是我梦中的世

外桃源？

我想，天人菊也许是热闹的，喧嚣的。

瞧，千千万万的花朵，一片片，一簇簇，一

团团，热热闹闹，有日月精华陪伴，有明月

清风相拥，何其亮丽？

但天人菊或许又是孤独的，除了我

们，几乎很少有其他人问津，花儿在隐

秘中飘落、衰败，花红不再，芬芳全无，

香消陨落，魂断自然，它又是何等孤

独？

天人菊其实又是坚韧的，纤纤柔柔

的身躯，却能够抵挡住严寒的侵蚀，干

旱的折磨，坚强地开出绚丽的花朵。

天人菊又是奔放的，一抹抹色彩，一

朵朵花瓣，花开之时，排山倒海，气势磅

礴，与蓝天呼应，与大地相拥，笑傲苍穹，

何其壮观！

天人菊也是宁静的，有人关爱也罢，

无人来赏也好，绽放就是它生存的希望，

生命的极致。独守内心的安宁，一切风雨

无所畏惧，一切困难默默克服，静待花开，

顺其自然

我们人何尝不是这样？一切的喧哗、

光鲜、赞扬、批评、困难，都是外在的，只有

坚守自己的内心，守护内心的坦然宁静，

做最好的自己，绽放出自己的芳华，哪怕

是小小的一朵花，哪怕是淡淡的一缕香，

只要经历了，人生就是无憾的，就是有意

义的，就是圆满的。

恍惚中，我融入了花海，挽着夕阳，枕

着花香，沉醉在自然与生命的律动中，一

首小诗跃然心头：

浩渺苍穹。

蜂蝶翩然舞，娇姿花万丛。

映夕阳，傲碧空。

逸韵韶华共。

当晨钟撞碎山间薄雾时，我和那些

从四面八方匆匆赶来的学生一起步入大

殿读书。1995年许昌师专毕业，我被分配

到临汝镇三中（又称妙水中学）教书，王

守仁校长指着寺里的飞檐说：“这是全市

最高的教室，供奉过菩萨，今后要供奉希

望。”我的包里装着教案本和半包蜡烛，

踏进这座元代古寺改成的中学，从此与

五十六颗星星相遇。

古寺青灯伴读书

厢房改成的教室光线通风受限，雨

季总混着香火与霉味。最远的学生天不

亮就要翻山头、步行或搭煤车来上学，裤

脚永远沾着苍耳、露水和泥土。那个叫利

果的女孩总会把一块熟红薯，悄悄焐在

我批作业的手边。

1996年大雪封山，校园的石阶成了

冰瀑。我在滴水成冰的廊下教《桃花源

记》。忽然，有孩子指着斑驳的阿弥陀佛

像惊叫：“老师，大佛流泪了！”原来是屋

顶漏下的雪水，顺着彩绘大佛的眼角落

下。我摸出兜里仅剩的五块钱投进功德

箱，次日供桌上便多了盏摇曳的长明灯。

那年中考前夜，就在大殿里，在大佛

地陪伴、注视下，五十六个孩子挤在蒲团

垫上读书，大殿这里也是女生的寝室。利

果把书包里的鸡蛋塞给我：“老师，等我

们这届学生去城里读高中，再回来你们

就要搬到前面新建的大教学楼了。”烛火

在她眼里跳动，恍惚间竟比长明灯还亮。

我把自己最好的青春献给这里如山一样

朴实的孩子们。亲手把一批批莘莘学子

送出山村，他们如今正在祖国的五湖四

海扎根、生长、并创造着美好的生活。

飞回来的千纸鹤

2008年白杨树叶黄时，我从三中借

调进城。记得2009年春节，利果、俊锋（一

直想辍学，是我几次家访劝回学校才考

上高中，多方鼓励支持他考上大学）等学

生特意从省城赶回，和我约定到三中聚

会。带着他们折的千纸鹤铺满青石台阶。

客车启动那一刻，我仿佛瞥见大佛慈善

的笑脸闪闪发光。

百年塔小窗明几净，俊锋也早已就

业到我们隔壁的外国语学校。教师节那

天，我正在教室低头给学生盛饭。忽然，

学生说：“老师，您看谁来了。”我抬头

看见俊锋正站在教室门口走廊微

笑———他手里捧着一大束鲜花。这可能

就是我做教师感到自豪的地方，不管当

年你是骂醒了他们，还是温暖了他们，

多少年后，他们依然能记住你的好，足

以让他们温暖一生、对你感激不尽。人

生中每每遇到这样的时刻，我总是控制

不住自己的眼泪，它像潮水般汹涌奔

来。

如今当我故地重游，路过重开的古

寺大门，三十年光阴流转，我已从古寺

青灯伴读书的青春女子到如今银丝缕

缕仍志向不改、信念不衰、激荡着情怀

的追光人。恍如当年长明灯穿越时空，

照亮更多黎明前的山路。如果让我去谈

师德，我说师德是爱与责任。爱是灵魂，

责任是基石。每一个孩子都是一颗独特

的星星，我们不能因为他们的暂时黯淡

而忽视他们的光芒。

因为教育本来就是一场温暖生命

的修行。是一个用善良唤醒善良，用生

命温暖生命，用爱教会爱的过程。在我

的教育生涯里，经历从青灯古佛到钢筋

森林，从粉笔沫到防护面罩。当岁月在

鬓角凝成白霜，我依然能听见生命拔节

的声音：是春笋顶开功德箱的轻响，是

千纸鹤掠过隔离窗的震颤，是三十年如

一日的晨钟，在每双清澈的眼睛里荡起

回音。

六年时间瞬间即逝，时间并非无情的主宰，有时

他也会被童趣触动，伸手记录下童真的那一刻。

依然记得六年前的那个黄昏，落日像个童心

未泯的成熟的大人，把那群在校园小路上矮小的

身影拉得长长的，在欢声笑语中，同行的小伙伴伸

出小手，一脸得意地说:“诺，这是给你的！”我也毫

不客气地伸手接过了那颗糖。他的身影在夕阳的

余晖下略显高大，并闪闪发光。我呆呆地听着那一

声“拜拜”，也清澈地向远方回应着“拜拜”，那声音

交织在一起，绵长地回荡在一条铺着石块的小巷

里。是对同学也是对夕阳，夕阳与彼此的身影笑眯

眯地离开了，而那颗糖的甜，却留在了我的内心深

处。

眼下，同样的小路，同样的余晖笼罩，却没有那

句习以为常的“拜拜”，更没有那颗熟悉的糖。只有时

光摄影师和那轮夕阳，只有孤单的脚步声，啪嗒啪嗒

地敲打在校园林边小路上。

“嘿！接着！”我下意识回头，一位与我仿佛年纪

同龄人，站在夕阳下大喊，而一颗糖正向我袭来，我

欠身捡起它，他依旧是在夕阳下闪烁着奇异的光，不

知何时他的身影已远去，只留下一句“有缘再见”，直

到目送他的身影跑出校园，才对挂在树梢上的落日

含糊不清地说了一声“再见”。

如果走出你生活已久的校

园，你会发现昔日好友不见了，

那轮夕阳也终会钻入林子中，

总有那么一颗甜甜的糖，留在

心间。

临江仙·月季
阴怯振伟

淡忘何因封后，感恩雨润风裁。缤纷颜色著香腮。圃

中争烂漫，月下寄幽怀。

不似春花易谢，犹能四季重来。此般脾性不须猜。东

君已远去，兀自热情开。

浣溪沙·月季
阴张长年

瘦客娇妍季季红。婉约豪放赋秋冬。芬芳华贵显尊容。

贞爱慑服长乐殿，高洁名满紫霄宫。花皇美誉享天庭。

临江仙·月季花
阴刘转运

不与群芳争艳丽，娇柔典雅丰融。花开深浅韵无穷。

笑颜靓四季，蝶舞闹连丛。

情寄征帆千浪涌，天光云影成虹。行将眷恋锁心中。

任凭风雨骤，月月盼春逢。

月季花辞
阴闫新周

胭脂染就四时晨，带刺锋芒守本真。

不羡牡丹呈国色，懒于桃李竞芳尘。

风前顾影三分醉，雨后凝妆十足新。

莫道芳华容易老，年年占尽玉楼春。

月季花
阴吴冬霞

盈盈花满枝，馥馥惹人痴。

灿若朝霞色，贵当王后姿。

不争春色早，未觉露华迟。

深浅笼瑶梦，帘栊月影时。

月季
阴刘世杰

群芳谱里最称奇，月月流霞独一枝。

浓艳偏宜连理态，芬氲最合合欢期。

风扶翠蔓摇金缕，露染红绡叠绣帷。

莫道时移春色老，八荒霜阵澹胭脂。

月季花开
阴魏松涛

月季花开蕊绽香，娇姿艳色竞群芳。

游园骚客尽陶醉，挥翰鸿儒笔落忙。

月季晚吟
阴张占国

谁唱歌声咏晚霞，犹思琢韵入生涯。

今年抱憾诗情减，羞对三春月季花。

月季花赞
阴刘彩霞

琼瑶凝露散幽香，万紫千红秀画廊。

带刺犹存娇媚态，韵情长驻竞韶光。

题月季
阴兰晓辉

不争春色自缤纷，一任清风舞赤裙。

燃尽四时犹未烬，此身元是赤城云。

赞月季
阴陶双敏

秾华独领四时春，药径云关自守真。

为报五湖烟雨客，枝头犹带旧精神。

月季咏
阴王鹏举

一枝占尽四时春，不与繁英竞此晨。

点点红妆贞意久，丛丛绿叶秀姿新。

情丝漫漫临风漾，香郁悠悠照日薰。

逐水群芳东逝去，花中皇后语逾真。

别了袁落日下的那段时光
塔寺小学六（2）班 张涵铭 辅导老师 金辉

天 人 菊
□孙利芳

白 杨 作 笺 写 春 秋
阴郭秀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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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莺啼绿柳，皓月醒长空。最爱垄

头麦，迎风笑落红。”北京时间 5月 21日

2时 55分，小满节气将翩然而至，这意味

着炎热开始登场。

小满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八个节

气，也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

“小满小满，麦粒渐满”。在北方，小

麦被认为是小满节气的表征作物。此时，冬

小麦等夏熟作物开始结实，籽粒日渐充实

饱满，但还未完全成熟。小满三候为“麦秋

至”。麦秋，指的就是收割麦子。“小满十八

天，青麦也成面”，很多地方把小满之后的

“十八天”视为收割小麦的重要时间节点。

唐代诗人元稹在《咏廿四气诗·小满四月

中》写道：“小满气全时，如何靡草衰。田家

私黍稷，方伯问蚕丝。”描绘了小满时节万

物茂盛与麦秋将至的景象。

“小满小满，江河渐满”。在南方，小

满之“满”，是指雨水充盈。在这个时节，

南方地区降水逐渐增多。此时也到了种

植水稻的时期，如果雨水偏少，就可能造

成田坎干裂，甚至芒种时也无法栽插水

稻，正所谓“小满不满，干断田坎”。明代

诗人文彭在《四月》中写道：“我爱江南小

满天，鲥鱼初上带冰鲜。一声戴胜蚕眠

后，插遍新秧绿满田。”他捕捉了江南小

满的三大特色：时令美食鲥鱼上市，戴胜

鸟鸣预示蚕事进展，以及稻田新插的秧

苗绿意盎然。

小满是最富有哲理意味的节气之

一。

“满”，《说文解字》中释义为“满，盈溢

也”。小满，意味着“满而不溢”“满而不盈”。

在二十四节气中，小和大往往成双

成对出现，小暑大暑、小雪大雪、小寒大

寒，表现出对称之美，而小满之后，接续

的是“芒种”而非“大满”。宋代马永卿在

《懒真子录》中提到，二十四节气其名皆

可解，独小满、芒种说者不一。对此，有人

认为，如果麦子“大满”收割则籽粒容易

脱落，如果江河“大满”就会外溢，造成损

失或危害。故而以芒种命名小满后的节

气。也有人从文化角度解读，认为传统的

中庸之道忌讳“太满”“大满”，正所谓“满

招损，谦受益”“水满则溢，月盈则亏”，物

极必反。小满之后无大满，充分体现了古

代先民们的智慧，也体现了二十四节气

所蕴含的哲学思想。

小满时节，气温升高，雨量增多，但

昼夜温差较大，尤其是降雨后气温下降

更明显，如若贪凉卧睡有可能引发风湿

症等疾病。因此，专家提醒市民要注意适

时添加衣服，尤其是晚上睡觉时，要注意

避免着凉受风。同时也应当顺应夏季日

长夜短的规律，早起晚睡，但要保证睡

眠。时间，以保持精力充沛。据燕赵晚报

小满也是反映农事活动的节气，我

国古代最重要的农事活动就是农与桑。

小满时节以小麦为代表的夏收作物

的籽粒开始饱满，北方旱作区主要是田

间管理工作。例如，农谚“小满不满，麦有

一险”是指小麦在小满时节如果灌浆不

足，则很难成熟，产量会受到严重影响。

“寸麦不怕尺水，尺麦却怕寸水”是说籽

粒饱满的麦子如果根部有了积水，一遇

大风，很容易造成倒伏，因此，此时的麦

田不能蓄水。与之相反，南方地区小满时

节气温升高，雨水充足，最适合农业耕

作，“立夏到小满，种啥都不晚”，“立夏小

满正栽秧”，“秧奔小满谷奔秋”等都是相

关民谚。

古代社会与农相对应的工作是桑。

我国拥有悠久的养蚕历史，西周时期已

有了规定的养蚕制度。一般在农历二月

浴种，三月初一开始养蚕，小满前后蚕

茧形成，开始缫丝。到宋代，江南地区已

经出现小满时节几乎家家户户忙着煮

茧缫丝的景象。直到清代，依然如此。

《清嘉录》：“小满乍来，蚕妇煮蚕，治车

煮茧，治车缫丝，昼夜操作。”另外，早在

东汉《汉宫旧仪》等文献中就记载古代

帝王后宫有祭蚕神的仪式，而江浙一带

民间至今流传着小满为蚕神诞辰的说

法，也有祭祀蚕神的习俗。欧阳修“麦穗

初齐稚子娇，桑叶正肥蚕食饱”的诗句，

正是对小满时节小麦孕穗、种桑养蚕情

景的写照。

蚕事之外，清代江南地区还形成“小

满动三车”习俗。清人张羲年《姚江竹枝

词》有：“春深争采雨前茶，立夏称人杂笑

哗。蚕事既登田事起，年年小满动三车。”

诗中的“三车”指的是纺车、水车和油车。

纺车为上述缫丝后续工作织布之用，水

车用来抽水灌溉。小满时节正是江南地

区水稻插秧时节，《清嘉录》载“设遇梅雨

泛滥，则集桔棒以救之；旱则用连车，递

引溪河之水，传戽入田，谓之踏水车”，江

南地区在小满时节还有祭水车神和“抢

水”的习俗。油车用来榨油。小满时节正

是江南地区油菜籽大面积收获的时期，

此时，用油菜籽榨油的油车坊开始忙碌

起来。此外，小满时节，还有挖苦菜、吃苦

菜的习俗。

据北京日报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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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四
节
气
︱
小
满

今日小满 麦粒渐满
这也是最富有哲理意味的节气之一

晨征

宋·巩丰

静观群动亦劳哉，

岂独吾为旅食催。

鸡唱未圆天已晓，

蛙鸣初散雨还来。

清和入序殊无暑，

小满先时政有雷。

酒贱茶饶新而熟，

不妨乘兴且徘徊。

五律·小满

宋·欧阳修

小满天逐热，温风沐麦圆。

园中桑树壮，棚里菜瓜甜。

雨下雷声震，莺歌情语传。

旱灾能缓解，百姓盼丰年。

七绝·小满日口号

明·李昌祺

久晴泥路足风沙，

杏子生仁楝谢花。

长是江南逢此日，

满林烟雨熟枇杷。

节气诗词

文人墨客的小满情怀

小满节气的农事活动

小满时节，麦浪翻滚，金黄铺满田野。

郭亚伟 5月 17日摄于汝南街道孙庄村

俯瞰沃野
满目金黄

机声隆隆收麦忙

“三夏”大忙拉开帷幕

田野间一派繁忙景象

颗粒归仓

麦浪起伏 机收助力迎来好“丰”景

健康养生：小满湿热交织季 健脾祛湿护健康
中医专家介绍，小满节气，我国普遍进入

夏季气候模式，气温升高、雨量充沛，容易带

来食欲减退、心烦易怒等健康问题，养生防病

重在健脾祛湿、清热解暑。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心血管一科主

任医师董国菊介绍，小满节气暑热渐盛，湿热

交织，昼夜温差明显，这种气候特点容易导致

人体湿热困脾，表现为食欲减退、脘腹胀满、

大便粘滞不爽等消化系统症状；或导致暑热

扰心，出现心烦易怒、失眠多梦、口舌生疮等

心火旺盛表现；气候忽冷忽热还易引发感冒、

咳嗽等外感病症，过度贪凉饮冷则可能诱发

腹痛、腹泻等脾胃虚寒症状。

小满时节养生防病，在饮食起居上该注

意什么？董国菊说，饮食宜清淡利湿，可用药

食同源的薏米、赤小豆等煮粥或煲汤食用，避

免过食生冷油腻以防损伤脾阳、加重湿困；避

免久居潮湿环境，午间暑热盛时减少外出，早

晚天凉时适时添衣；可选择太极拳、八段锦等

温和舒缓的运动，避免剧烈运动后大汗淋漓。

“根据中医理论，在五行中夏季对应心

脏，暑热易扰心神，因此还应注重情志调养。”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心血管一科主治医

师寿鑫甜说，这一时期宜保持心境平和，避免

情绪大起大落；老年人及心脑血管疾病患者

应特别注意监测晨起血压和心率变化，保持

适度饮水，避免高温时段外出，并随身携带急

救药物。

小满时节还可采用中医外治方法来预防

和应对常见健康问题。郑州市中医院治未病

科副主任中医师张玲燕说，日常可通过背部

的刮痧、拔罐、中药熏蒸以及艾灸足三里、阴

陵泉、中脘、脾俞、胃俞等穴位，达到健脾化

湿、祛病防病的效果。 据新华社

美味膳食
荸荠冰糖藕羹

材料：荸荠 250克，藕 150克，冰糖适量。

做法：荸荠洗净去皮切块，藕洗净切片。砂锅加水适量，将荸荠、

藕同入锅内文火煮炖 20分钟时，加入冰糖再炖 10分钟，起锅即可

食用。

功效：清热利湿，健脾开胃，止泻固精。

淮豉煲小排

材料：山药 10g,淡豆豉 5g,薏苡仁 5g,枸杞子 5g,净猪肋排 100g，

茭白 50g。

做法：猪排骨洗净切块，焯水；茭白洗净后切块，热水烫后捞出。

锅内加少许食用油，下入淡豆豉煸出香味，再依次下入排骨、茭白，

加入料酒、姜片、葱段，煸炒后加入开水。然后加入盐、白胡椒粉、白

糖、生抽等，调好味道，再加入山药、薏苡仁、枸杞子。小火炖 50min

至排骨脱骨，淋入少许香油即可出锅食用。

功效：清热散郁，生津止渴，养阴护胃，益气除烦。中满有积滞者

不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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