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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1993年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洋溢着新

年喜庆气氛的市长途汽车站，从不流泪的父亲满

含热泪，颤抖着双手将一个包装精美的纸盒深情

地塞进我的手中，目送着我踏上了南方寻梦的打

工征途。

一路风尘来到南方大都市，在姐姐的帮助下

我进了街道一家保安中队当保安。紧张忙碌之

后，一个阴雨连绵的日子，我拆开了凝聚着父亲无

限希望的精美纸盒，首先跳入眼帘的是《雷锋日

记》几个醒目的红色大字，望着“微笑如春风，爱心

入万家”的雷锋，我对父亲的行为表示了强烈的愤

怒和不满：想当年高考落榜，历经失恋和生意惨败

的多重困惑中，我一把火烧尽了自己所有的藏书

和文稿，并发誓“今生不再读书写作”。没想到今

天，父亲送给我的却是烈火中余生的《雷锋日记》

和部分文稿。我心不在焉地翻弄着《雷锋日记》，

突然间一封短信滑出书来，一行熟悉的文字跳入

眼帘：胜儿，看到这本书，你可不要埋怨父亲“节外

生枝”，早些年你嗜书如命，废寝忘食，曾发表过不

少文章，前途一片光明！今天你虽然因一时的挫

折发誓今生不再读书写作，但我想你只不过是一

时气愤，久而久之在他乡深厚文化底蕴的熏陶下，

你会重拾信心，为理想而拼搏的，更何况做父亲的

也极不情愿你从此心灰意冷庸碌一生。今天你背

井离乡远走他乡，一贫如洗的父亲没有什么东西

可以温暖你漂泊的灵魂，唯有这部《雷锋日记》伴

你打工天涯，衣锦还乡。读着父亲这满怀希冀与

期待的叮咛；读着《雷锋日记》中“如果你要告诉我

们什么思想，你是否在日夜宣扬那最美丽的理

想？你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

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我想

问你，为未来带来了什么？在生活的仓库里，我们

不应该只是个无穷尽的支付者。”等满含人生哲理

的青春格言。消沉失意但却热爱读书写作的我回

首间蓦然警醒：失败其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

没有从逆境中站起来的坚强意志和勇气。不经风

雨怎么会见彩虹，历经磨难的人生更美丽，走过去

前面又是一个艳阳天。明白了这个道理，于是我

不再对天长叹，以一颗积极进取的心态面对明

天。从此，每当工友们走亲访友，喝酒聊天打牌，

沉迷情爱电视剧，恋上互联网的工余饭后，我却不

辞辛劳悄悄地铺开了书本和稿纸，在一方天地里

开拓进取，圆了八小时以外的“作家梦”。

《雷锋日记》伴我跨世纪成长。在南方打拼的

这些年来，我先后做过勤杂工，卖过菠萝，当过保

安员，开过音像厅、大药房；但无论条件多么艰苦，

生活多么无奈，我都省吃俭用，先后参加了多家打

工期刊的文学创作培训班。打工生活中，我仿佛

饥饿的婴儿无忧无虑地在书海里吸吮着知识的营

养。从《新闻采访学》到《文学创作基础知识》；从

《红楼梦》到《三国演义》；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到《感谢折磨你的人》；将八小时以外的美好时光

全部挥洒在这一片文字的天空里。就这样，我读

着书、写着稿，渐渐地悟出了“书中自有颜如玉，书

中自有黄金屋”的人生真谛！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漂泊南方28年，我不仅成为了省市作家协会的会

员，还先后在国内外大报小刊等500余家报刊发表

了300余万字的文学新闻作品，其中《买彩买来了

好媳妇》等112篇文章先后在全国各地征文中获

奖，圆了我“用彩笔写人生，让青春在平凡工作岗

位上闪光”的七彩梦。

今天面对这些成绩，我十分感谢父亲在我糊

涂和迷茫的时候，给我送来了《雷锋日记》，为我点

亮了照向未来的一盏灯，给了我一份重振雄风的

勇气，朝夕相伴着我走出了人生最低谷的危难时

刻，在异乡的天空下打造出了一片自己的天空。

今天徜徉在商铺林立的商业区，告别过去展望未

来，我想我的未来不是梦，我终于读出了书中的希

望，在耕耘中收获着金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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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抬头（农历二月二），又被称

为“春龙节”“青龙节”“春耕节”

等。它是中国民间的一个古老的

传统节日。民间传说，这天是龙抬

头的日子，人们纷纷举行各种仪

式庆祝“龙抬头”，以示敬龙祈雨，

希望上苍保佑农业丰收。

古代中国，是一个以农业立国

的大国。农业丰收，天下太平，便

成为人们心目中的一个最美好的

愿望。但在古代，由于科学技术欠

发达，农业生产处于靠天吃饭的原

始阶段。人们为了实现这个心愿，

便祈求神灵的保佑。于是，我国民

间在很早就出现了祭祀土地神和

日神的活动。

然而，仅仅有阳光、有土地还

是不行的，必须有水才能够保证农

业真正丰收。于是，想象中的龙能

治水的神话便应运而生了。

龙，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地位

是至高无上的，连古代的皇帝也借

龙以降服臣民，故有所谓“真龙天

子”之称。

龙抬头节，主要流行于北方地

区。而南方水多，土地少，这天多

流行祭祀土地神。由于北方地区

常年干旱少雨，地表水资源短缺，

而赖以生存的农业生产又离不开

水，病虫害的侵袭也是庄稼的一大

患。因此，人们求雨和消灭虫患的

心理便折射到日常信仰当中，龙抬

头节对人们而言也就显得格外重

要了。

故而，在这个节日里，我国北

方民间有许多与迎龙、敬龙相关的

习俗，诸如“引龙回”“焙面旗子”“炒黄豆”“剃龙头”“戴龙

尾”等等。

引龙回，亦称“引钱龙”，就是取灶灰从户外水井边或河

边撒起，一路逶迤步入宅厨，旋绕水缸，成一弯弯曲曲的灰

龙。明朝文人沈榜在其撰写的《宛署杂记》中写道：“都人呼

二月二为龙抬头，乡民用灰自门外蜿蜒布入宅厨，旋绕水

缸，呼曰引龙回。”

过去，孩子们对撒灶灰非常感兴趣。他们总是争着给

大人打下手，用一双小手轻轻地捧起灶灰，随在大人的身后

一点点地撒开，蜿蜒不断，连缀成线，觉得好玩极了。

我国民间有正月不剃头的习俗，所以龙抬头这天也成

了理发的好日子。这一天理发，叫“剃龙头”或“剃喜头”。

借龙抬头这一吉时，保佑孩子们健康成长，长大以后出人头

地；大人理发，则为了辞旧迎新，以求带来好运。故而，民谚

有“二月二剃龙头，一年都有精神头”之说。

“戴龙尾”，是二月二这天专属孩子们的习俗。到了二

月二，大人们拿出平日积攒的花花绿绿的布头，剪成硬币大

小的圆儿，再用切成段儿的高粱秸儿将五彩布片连接起来，

末端还要系上彩色布条儿。做好的“龙尾”，拴在孩子们的

衣帽上。当那些戴着“龙尾”的孩子们，在街上快乐地嬉戏

奔跑时，五彩流苏随风飘荡，使他们一个个显得神采飞扬。

这一习俗其实代表了大人对孩子们的美好祝福，希望他们

能够平安健康、生龙活虎一般地成长。

为了讨吉利、求喜气，这一天，我国各地普遍把吃的东

西都冠以“龙”的头衔。如吃水饺叫“吃龙耳”，吃春饼叫“吃

龙鳞”，吃面条叫“吃龙须”，吃米饭叫“吃龙子”，吃油炸糕叫

“吃龙胆”等等。

龙抬头，原本是一个以敬龙活动为主的节日。但这些

食品的名字又颇令人诧异。如果神龙有灵，听到这些名字

之后，会不会吓得浑身哆嗦呢？

由此也可以看出劳动人民的乐观与幽默。想来，这大概

算是芸芸众生对龙敬畏到骨子里的一种特殊表达方式吧。

而在二月二的美食当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炒黄豆、面

旗子和玉米花了。民谚有云：“二月二，吃豆豆，人不害病地

丰收。”

山东不少地区，在二月二这天，还有蒸“圣虫”的习俗。

圣虫，据说就是传说中的龙。虽说传说中有龙，但人们并没

有真实见过。所以，民间的妇女在制作圣虫的时候，将蛇的

形象融入其中。因此，圣虫的外形，就像一条盘起来的蛇。

民间认为，在二月二这天，将一对圣虫放进面缸里，米

面就不会生虫；同时“圣”与“生”谐音，还寓意着越吃越有。

旧时，农民在储存粮食时，经常使用囤子。囤子，是采

用柳条编成的，多为圆形。

“大囤满，小囤流”，不仅寓意着一个家庭生活富裕，也

是过去每一个家庭所追求的目标。故而，在北方民间才会

有“二月二，龙抬头，大囤满，小囤流”的谚语。

在二月二这一天，天刚蒙蒙亮，农民们便从锅灶内扒出先

前煮饭时积攒的草木灰，开始在在家门口或场院里打囤子。

打囤子所用的草木灰还有一定的讲究，要用玉米秸、谷

秸、花生蔓子等庄稼秸秆烧出来的灰。所以，头几天做饭，

不能用别的草，就是为了攒下打囤子用的草木灰。

打囤子用的工具各不相同，有的用柳编簸箕，有的用木

簸箕，还有的用铁簸箕。因为所用的工具不一样，打囤子时所

发出的声音也不一样。你听，这边“突突突”，那边“梆梆梆”，犹

如一曲特殊而又悦耳的交响乐，在静谧的乡村上空回响！

中国文学中的女性形象一直是一个引

人注目的话题。自古以来，女性在文学作

品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她们展现出了丰

富的个性和内在力量，同时也揭示了社会

对女性的期望和限制。从古代到现代，中

国文学中的女性形象不断变化，呈现出了

多样的面貌。

古代中国文学中的女性形象，常常被

塑造成柔弱、忍辱负重的形象。《红楼梦》中

的林黛玉就是典型的例子。她是一个敏感

而脆弱的女子，面对家族的变故和自身的

命运，她无法摆脱封建礼教的束缚，最终走

向了悲剧的结局。这种形象反映了封建社

会对女性的束缚和依附，同时也传达了作

者对女性命运的关切。从性格而言，林黛

玉又是一位多愁善感的女子，她对世俗的

假象和虚伪深感厌倦，表达了对真挚感情

和自由生活的追求。

中国民间口头叙事文学，还成功塑造

了象征中国女性力量和价值的典型。根据

传说，白娘子原本是一个人间女子，名叫白

素贞，她与丈夫许仙相爱并结婚，过着幸福

的生活。然而，一天许仙误食了妖蛇所化

的东西，被妖蛇缠住了性命。白素贞为了

救夫，学习了道术，并通过自己的法力将许

仙从妖蛇的控制中解救出来。白娘子的形

象展现了她的智慧和勇气。她不仅是一个

美丽的女性，还拥有超凡的法力和对正义

的追求。她用自己的力量与邪恶的势力斗

争，并最终获得了胜利。白娘子形象象征

着爱情和正义的力量，她的故事被广泛传

颂，成为了中国文化中崇尚美好和光明的

经典形象。

随着现代社会的变革，中国文学中的

女性形象也逐渐发生着转变。现代文学

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更加自主和独立。莫

言《红高粱家族》中的李静是一个坚强而

勇敢的女性，她在战乱年代面对困境和艰

难，毅然决然地保护家族的尊严和生存。

这样的形象展现了女性的自主性和坚韧

不拔的精神，也反映了当代社会对女性权

益的重视。

孙小姐是沈从文的小说《边城》中的女

主角，她勇敢而独立，对爱情和自由有着坚

定强烈的追求。她在封建社会的压力下，

通过与男主角的爱情故事，展现了女性坚

强的生命力和对自我追求的决心。

在当代中国文学中，女性形象呈现出

更多元化和复杂化的趋势。一方面，一些

作品通过细致入微的描写，展现了女性的

内心世界和情感体验。例如，王安忆的《长

恨歌》中的女性形象丰满而真实，她们面对

家庭和社会的压力，展现出了坚韧和智

慧。另一方面，一些作品则探索了性别和

身份的关系。

比如，王小波的《黄金时代》中的李银

河是一个反叛而独立的女性，她追求自由

和平等，同时也面临着社会的压力和偏

见。又如，余华的《活着》中的福贵妻子，

一个勇敢、顽强的女性形象。她在艰苦的

环境中，无论遭受多少苦难都能坚强面

对，保护和支持着自己的家庭，展现了母

亲的伟大。

中国文学中的女性形象丰富多样，反

映了社会的变迁和女性地位的提升。这些

形象不仅仅是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更是对

女性命运和社会问题的关注。通过对女性

形象的塑造和描写，中国文学为我们提供

了一个思考女性地位和性别平等的重要平

台。在未来的文学创作中，我们将会看到

更多多元化和强大的女性形象的出现，为

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贡献更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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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经意间，燕子开始在屋檐下叽叽喳喳地说

着悄悄话，母亲探起身，抬头望，眼里流露着惊

喜，自言自语地说：“春天来了呀！”

春天来了，母亲要开始忙碌了。勤劳的母亲

一年四季都是忙碌的。不同的是，她在春天里做

的事情充满了春意，带着浓浓的春天的气息。

春天到了，母亲要种花生了。

田野上，柳树抽芽，草儿新的笑脸像一朵绽

开的春花。她来到田地上，挥动锄头，掘地翻土，

清理杂草，挖坑发，溪水初涨，鸟儿欢唱。母亲扛

着锄头走在春意盎然的田野上，她，放种子。母

亲用一个小簸箕装着预先准备好的花生种子，左

手托着，弯腰成半驼背状态，右手抓一把种子，往

每个坑洞里放置三颗种子，一边放一边向前移动

着脚步。母亲放种子的动作麻利飞快，很快便把

种子放完了。再把土盖上，花生便种好了。

再过几天，下过一场春雨，花生种子发芽，便

齐刷刷地从土里拱出来，嫩绿嫩绿的，煞是好

看。母亲像诗人，她以大地为纸，用锄头作笔，书

写出一首清丽的诗。

种好了花生，母亲又忙着种菜了。

母亲来到菜地，翻地松土，清理杂草，起垄做

畦，把菜地分隔成长方形、正方形、三角形等不同

形状的小菜畦。母亲在长方形的菜畦上种上韭

菜和空心菜。在正方形的菜畦上种上紫苏。在

三角形的菜畦上撒下西红柿和玉米的种子。还

在菜畦靠边处用竹条搭了一个架子，撒下了黄

瓜和丝瓜的种子。最后，轻轻地浇上一遍水。

忙完这些，母亲擦擦额头上的汗水，心满意足地

笑了。

每个春和景明的日子，母亲都会来到菜地

上，浇水，施肥，除草。当春天的列车愈驶向时光

的深处，母亲的菜园愈发变得生机盎然。韭菜、

空心菜绿油油的，紫苏茂盛得像一团紫色的云

霞，玉米像挺拔的少年意气风发，西红柿枝头挂

满了喜庆的小灯笼。绿色藤蔓爬遍的瓜架下，垂

着一条条翠绿的黄瓜和丝瓜。母亲的菜园，引得

蜜蜂和蝴蝶纷纷来作客，热闹非凡。因为母亲的

辛勤劳作，让我们能吃到最新鲜水嫩的春菜。母

亲像画家，她以菜畦为宣纸，用自己勤劳的巧手，

画出一幅五彩缤纷的水彩画。

春天是野菜疯长的季节，采野菜是母亲在春

天里最乐此不疲的事情。

野外，长满了鲜嫩的荠菜。母亲空闲下来的

时候，常常挎着一个篮子到田野上采荠菜。母亲

摘来的荠菜，熬成鲜美的荠菜粥，真是美味可口，

还带有一股清香味。

河堤、阡陌上，脆嫩的马齿苋仿佛匍匐前进

的野行军般浩浩荡荡地生长，长成郁郁葱葱的一

大片。马齿苋也是母亲常采的野菜。母亲将刚

采的马齿苋洗净切段，在开水里烫一下沥干，然

后加入盐、酱油、辣椒油，拌匀即成一道美味的凉

拌马齿苋。

每年春天，母亲都到田野上采田艾，然后

用田艾做一种家乡的特色小吃——田艾籺。

母亲将采回来的田艾晒干，搓成田艾绒，再将

田艾绒煮沸，加上糯米粉搓成皮，然后包上用

花生、芝麻、陈皮、猪肉、萝卜干等做成的馅 ，

再将田艾粉皮合起来，包成圆形或桃子形，再

用新鲜的芭蕉叶包垫起来，放进锅里用武火蒸

熟。蒸熟后的田艾籺油黑发亮，又暗透着田艾

的绿光，拿一个剥去叶垫咬一口，各种馅的香

味加上田艾的清香，令人顿觉满口生香，真是

人间美味。

母亲还会采来水芹菜、马兰头、灰灰菜等，然

后变着花样地做各种各样的美食，包饺子、做春

卷、煎春饼，等等。在春天的暖风润雨中，吃着母

亲采的美味野菜，仿佛拥有了整个馨香的春天，

滋味难忘。

冬去春来，寒来暑往，在母亲的春天里，母亲

用她勤劳的双手，给我们编织美好温暖的生活蓝

图，让我们的春天，繁花似锦，幸福悠长。

《《春耕春耕》》张成林张成林//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