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明二首
□新区 牛章文

（一）

又到了让人怀念

和感伤的日子

沉重的脚步踏响

春雷

你们听见了吗

我的父亲母亲

儿穿过这片土地

来到你们身边

情感的泪水

今又洒落

叩首于泥土

你们劳作一生

从来没离开过土

地

最后又走向土地

永远的安息

我静默在你们墓

前

燃起一把纸钱和

一炷香火

青烟燃烧着

像我无法忘却的

情愫

也像你们的英灵

云一样飘曳

父亲母亲呀

愿儿的缅怀和哀

思

像您墓前的新柳

把枝条垂向大地

因为它也不会忘

记

根的情意……

（二）

清明

是一本书

所有埋在地下的

名字

都写在上面

一年又一年

在这个一年中

最难忘的日子

翻出来

用泪水挽一个结

紧紧地系上心中

的怀念

让昨天的故事

像种子一样发

芽、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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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和叶是一对恩爱夫妻、

知心爱人。

转眼间， 又到清明节了，

叶是去年清明节前走的。她得

了肝癌后，仅仅活了

20

多天。

根和叶在一起生活了近三十

年，现在他们儿孙满堂，到该

享清福的时候了，叶却悄然无

声地去了， 走得那么突然，走

得那么令根伤心欲绝。

叶年轻的时侯，由于家里

穷， 偶尔才能吃上一顿捞面

条。 但每次改善生活时，叶都

是先让公婆吃，让根吃，让孩

子们吃，剩下最后半碗才是自

己的， 吃不饱就再啃块凉饼

子。 叶孝敬公婆，在全村是出

了名的， 晚上她给老人暖被

窝， 早上端尿盆， 从来没有

嫌弃过老人。 公婆都是叶一

把屎一把尿伺候到老的， 叶

从来没有皱过一次眉头， 叫

过一声苦。

叶过起日子来很节俭，

有钱也不舍得花。 她心灵手

巧， 会纺棉花织布， 为了这

个家， 她天天织， 从来没有

清闲过， 全家人穿的、 戴的、

铺的、 盖的， 都是叶亲手织

出来， 又一针针缝出来的。

当时， 根为了争口气， 不远

万里来到煤矿当工人。 这一

下子， 叶就更苦了， 根把父

母、 孩子都扔给了叶。

叶原来是户口农村， 因

根踏实能干， 又会办事， 不

久便当上了副队长， 叶办了

农转非手续来到矿上。 这一

下子叶该清闲了吧， 可她享

不了这个福， 总想找活儿干。

织布用的那粗笨的织布机，

离开农村时就送人了。 叶后

来听说矿工们在井下出力流

汗挺辛苦的， 她就天天到更

衣室楼下为矿工们缝衣、 缝

扣、 补鞋， 分文不收， 算是

为职工尽点义务， 反正在家

闲着没事， 找点事干她心里

还踏实、 舒服点。

根是天天下井挖煤， 带

着工人们保安全、 夺高产。

叶就天天变着法儿， 让他吃

好、 喝好、 休息好。 叶是这

个家里的“内务部长”， 每天

只要根一下班回到家， 叶就

盛饭拿馍； 根衣服脏了， 脱

下就不用管了， 转眼间叶就

给他洗净叠好。 根常想， 什

么是幸福， 这不就是幸福吗？

叶虽然是文盲， 没见过什么

大世面， 可她知道疼根， 爱

根， 为了根， 为了根的事业，

叶献出了整个身心。

天有不测风云， 人有旦

夕祸福。 好好的日子说变就

变， 经过检查， 叶得了肝癌，

她生是活活疼死的， 临咽气

时， 叶还拉着根的手说 ：

“我， 我……不能伺候你了

……”

叶呀！ 叶呀！ 根时不时

在心里呼喊着。

母亲离开我们已经整整一

千个日日夜夜了。

母亲

1922

年出生。她虽然

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可她

心胸宽广、思路敏捷、处事果

断、待人和气，并且与街坊邻居

关系很融洽。

母亲嫁到我家时，先是闹

饥荒，后又遭遇蝗虫灾害，几亩

薄田颗粒无收，只有靠纺花织

布换钱维持生活。 母亲白天劳

动，晚上饿着肚子纺花。 就是

在那种困难条件下，我们姐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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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相继来到人间。

三年自然灾害， 父亲逃荒

在外，是母亲用红薯秧、草根、

树皮维持着我们幼小瘦弱的生

命； 那时母亲常说：“什么时候

能喝上一碗热糊糊呀？ ”

那时，母亲披星戴月，开垦

小片荒地，耕种自留地，用她那

瘦弱之身，单薄之肩，面朝黄土

背朝天，一身泥土满脸汗，耕种

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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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亩田地； 拉粪没有车，

耕田没有牛， 全靠母亲一人手

拉肩扛，一年四季风雨无阻，她

用深厚而又博大的母爱挑起了

家庭的重担。

母亲在生产队担任妇女队

长， 一年到头带领大家辛勤劳

动，从不缺勤，她挣的工分是妇

女中最高的。可我们家上有老，

下有小， 年终决算时还是缺粮

户， 每年还得倒贴给生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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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钱。

生活虽然艰苦， 但我在母

亲的精心呵护下， 慢慢长成了

大小伙子。后来，母亲把我送到

了部队。

母亲的言传身教， 使我受

益终身。 不论是上学、当兵，还

是转业到鹤壁， 我人生道路上

的每一个台阶， 每一次进步都

离不开母亲的点拨和扶持；即

使母亲不在身边， 我做每一件

事时， 都能感觉到她那双眼睛

在看着我，那双大手在推着我。

晴天霹雳痛失母， 灵前泪

飞气哽喉。

2006

年

6

月

23

日，

是我终身难忘的日子， 这一天

母亲安然睡去， 她走完了饱经

磨难的一生。母亲匆匆地走了，

走得那么快，那么早，走得让我

们姐弟至今都无法相信。 可母

亲真的走了，永远走了，阴阳两

隔，再难重逢。

母亲安详地走了， 没留下

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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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母亲一生究竟

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我们

不完全知道；但我们知道，任何

困难都压不垮她。 她一生含辛

茹苦，省吃俭用，勤俭持家，在

那多灾多难的岁月里， 拉扯着

我们姐弟

4

人走过来。 母亲的

养育之恩， 让我们终生报答不

完。

母亲走了， 走的让儿女们

心生报怨；怨母亲舍孩儿而去，

怨母亲没给儿女留下侍奉的机

会……儿盼再有来生来世，还

做母亲您的儿子，尽力侍奉您，

不留不孝之悔。

母亲真的走了。 想到今生

不得再见母亲慈颜， 不得再聆

听母亲慈音，我锥心泣血，肝肠

寸断！ 儿清明节一定给母亲烧

上一炷香， 跪地祈祷您在天堂

平安吉祥。

清明思母
□新区 聂化尊

心的祭奠
□鹤煤三矿 许宏勋

平素， 人们总爱用“酷

暑”、“严寒” 来表达心中的不

悦，而多会把“阳光明媚”、

“风和日丽” 留给春季。

“今天早上房间里的光

线怎么这么暗

?

” 早上起来，

我走到阳台上， 打开窗户往

外看， 却什么都看不见， 浓

雾笼罩着城市。

“都三月份了， 天还这

么冷。” 尽管心里这样埋怨，

我还是一如既往地去上班了。

我走出家门， 行进在上

班途中， 更让我体会到“春

寒料峭” 的威力。 今天是周

一， 因为有雾， 人们不敢像

往日那样匆匆赶路。 小汽车

像驼背的老人， 走一会儿，

便要停下来喘上几口气； 骑

自行车的人不敢有丝毫大意，

他们睁大眼睛， 努力搜索着

前进的方向； 就连平日里调

皮的小孩子， 今天也像一只

只惊弓之鸟， 在父母的庇护

下， 小心翼翼地找寻着斑马

线。

总算到了学校。 我刚放

好自行车， 准备开办公室的

门， 学生红坡从后边神色慌

张地跑了过来， 顺着他的头

发流下的不知是雾水， 还是

汗水。 我问他： “跑这么快，

有什么事吗？” 红坡犹豫着，

用手擦把脸， 双眼直盯着我

不语。 好一会儿， 他从嘴里

挤出一句话： “老师， 你以

后骑车慢点好吗？”

“怎么了？” 我感到很疑

惑， 同学们都知道我平时骑

车的速度并不快。

“反正， 你以后骑车不

要太快 ， 老师 ， 我去上课

了。” 说完这句话， 他一溜烟

地跑了。

红坡反常的举动让我感

到莫名其妙。 放学后， 满怀

疑虑的我把他叫到办公室，

询问上课前的事， 这时的红

坡神色平静了许多， 但说话

还是吞吞吐吐的， 我有些性

急， 就大声问了一句： “你

什么意思， 怎么会说出那样

莫名其妙的话呢？” 再看红

坡， 忽闪的大眼睛里， 闪动

着晶莹的泪花。

“老师， 昨天晚上， 我

做了个恶梦， 梦中的你出车

祸了……” 红坡哽咽了， 泪

水夺眶而出。 最后， 他竟呜

呜地哭了起来。

此时的我像打翻在地的

五味瓶， 有感动、 有幸福、

还有歉意。 “谢谢

!

” 在心

底， 我只想到这两个字。 看

到我诚心“纳谏”， 红坡脸上

已转阴为晴了， 那笑脸就像

春天里绽开的花朵。

看着红坡远去的背影，

我百感交集。 尽管这只是因

为一个梦， 然而梦里梦外，

都饱含着一份纯真美丽的情

谊。 真情的储蓄， 是不可以

单向支取的， 我要倍加珍惜，

把我的毕生精力倾注于学生

身上， 用实际行动， 让真情

永远， 让爱心延续……

储蓄真情
□浚县 张志芹

清明剪雨
□鹤山区 王国瑞

燕子来时新社，梨花落

后清明，清明是一个美丽而

特别的词语。 草色渐绿，花

树初发；双燕归来，亲故相

约。 难怪古人在诗歌里写

道：“佳节清明桃李笑”、“雨

丝烟柳欲清明”、“画出清明

二月天”。 归省的理由本来

就很充分，更何况清明又被

定为法定假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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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

是下雨的日子，总是怀念的

日子， 总是断魂的日子，总

是流泪的日子。 一遍又一

遍，一年又一年，温习着杜

牧那首小诗。 这一天心总是

很柔软， 神情总是有些凄

迷。 不敢再去折杨柳，开始

害怕别人问我的年龄和籍

贯。 冰冷的石碑站立，白花

掩映逝者的名字。 漫天的白

蝴蝶飘舞，飞呀飞，飞到哪

里？ 那些如烟的往事，想忘

也无法忘记。“去年你还上

坟祭奠人，今年我已踏青纪

念你。 你说人终归要回到土

地，你仍然闯进孤独的梦里

……” 一篇诔文烧出血来，

泪水再也无法止住。

清明的雨从唐朝出发，

飘洒了千年。 从杜牧的诗歌

里飘来， 一路的缠绵悱恻。

有些人是不屑在这一天带

一把伞的，他们知道即使凭

借多情的伞， 躲得过潇潇，

也躲不过蒙蒙； 躲得过霏

霏，也躲不过纷纷。 更何况

美丽而愁人的雨季才刚刚

开始。 谁的睫毛串起点点泪

珠，谁的眼睛红肿湿润。 清

明的雨打湿了谁的心，谁的

眼泪湿润了清明？ 我的心绪

是一把诗意的剪刀，剪辑着

清明的烟雨；清明的烟雨是

一把勾魂的剪刀，剪辑着少

年的哀思。 清明剪雨，剪雨

清明。 却是剪不断，理还乱，

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

年少轻狂， 踏歌而行。

口占一曲无调之歌：“寒食

又寒食，相伴去踏青。 重过

西陇上，烟雨桃花红。 人间

苦恨多，少年载酒行。 一扫

天下浊，清明复清明。 ”何必

非要学多愁的古人，在纷纷

细雨中断魂呢？ 远方的游子

还没有回来，故乡的人却要

远行。 泣血的杜鹃啼叫在异

乡人的心窝，飞舞的纸蝴蝶

飘曳在独行者的梦中。 半跪

的女孩问：“清明的雨是谁

的眼泪，又湿了谁的眼眶？ ”

路过的老翁叹息：“那祭奠

的醇酒， 一滴何曾到黄泉

呢！ 把酒伤怀，不如点燃一

炷感念的心香； 临风哀怨，

不如兜一捧多情的黄土。 ”

“清明前后， 种瓜种

豆。 ”清明是一个新的开始，

是春天的过渡，是农事的希

冀，是游子和故乡互相思念

的一种情结。

清明的雨，让人重新思

考人生的意义，重新感悟梦

想和现实。 清明剪雨，是剪

不断的诗意和思念，是剪不

断的憧憬和祈祷。 清明的雨

啊，既是生命中不可承受之

重，又是人世间不可或缺之

轻。千山万水，前尘相隔。我

亦知道，忘得了寂寞，却忘

不了相思……

清白家风（中国画） 孙文革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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