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侯三石

芒种芒种
芒种过后。我顺着小路回家
麦子一天天变黄。“芒种三日见麦茬”
麦子熟了，父亲的腿就不疼了

村前的白杨是布谷的家
后面，就是我家的打麦场
父亲佝偻的身子被镰刀打磨成上弦月
驻留在麦场的一角

◎赵梅红

伞伞
面对骄阳
雨雪
收放自如
用骨骼撑起
一片天

◎李花英

七绝七绝··虾虾
碧水池中一度春
不沾堤上半分尘
纷争世事有何谓
此物生来能曲伸

赵雪松诗二首赵雪松诗二首
写字

我痴迷写字
一笔一画，端端正正的汉字
纸片空白处呼唤我：别停
笔尖像神秘泉涌
我写下的字都活
坐起来看我——蝌蚪、玉米、树
栅栏、星星
那时我不知道，那里面还有
江河山川、生老病死
有看不见的，我自己
我更喜欢用树枝
在干净的地面上写
一撇一捺的筋骨，笔道深刻
仿若大地是一块碑
日光写下草木
我写字的时候
总有一种恩情环绕笔端
像晨曦环照田畦
每一个笔画都沐浴着光
祖父看我写字
他不认识，他只是笑
幼小的我在笔画里长高
写字让我坐姿干净、挺拔
让我的心追摹着
飞鸟、游鱼、房屋——我住在其中
那飞雪的踪迹，流水绵延
天地苍老：望着我
每一个笔画都成为命运
沐浴着光
环绕着一种恩情

写诗
冬天降临院子
我的诗变得像那几棵槐树一样肯定
叶子落光，树皮皴裂，没有说辞

蝴蝶飞走
我的诗像它振翅时留下的空气
没有复原，永难平息

我要在诗中一片一片焚烧落叶
以免它随风出门，引起抒情火灾

我以诗仔细分辨
羊被宰杀时的叫声和婴儿的哭声哪

种更悲惨
一个来，一个去

蜀葵种子晒在窗台上
我的诗要像它们一样小
种在掌心——最广阔的原野

邻居过来借家什，他不知道诗
我的诗就是这个不知道诗的人
一撇一捺，一笔一画地出门

黑夜覆盖下来
关灯，上床，睡觉——伟大的重复
而我必须把诗写得像梦一样可靠

◎王中强

寻访秦都咸寻访秦都咸阳阳
（外一首）

偶适咸阳，睹秦汉遗迹，思悠悠烟
云，记之

约友访秦都，
思绪逐千秋。
秦陵峨然立，
渭水不遏流。
犹睹风云烈，
似闻战马吼。
掬土凝古史，
咸阳应不朽。

渭城雨
又逢朝雨浥清尘，
渭城焕然天地新。
秦宫汉城跡已残，
悠悠唐韵传清芬。

听闻十里荷塘的荷花已经盛
开，我早已按捺不住急切的心情，在
周末的早晨，赶紧前去赏花。尚未
抵达十里荷塘，荷花的馥郁，荷叶的
清芬，就深深弥漫在周围的空气里
……

远远望去，十里荷塘水波潋滟，
莲叶田田，清风徐来，荷香阵阵。在
一片片硕大无比的绿叶间，点缀着
一朵朵亭亭玉立的粉红色的荷花，
像点点繁星。观荷栈桥，曲曲折折
卧伏在荷塘中间，画舫小船在荷塘
间游弋，自在轻松，远远看去，真是
舟行碧波上，人在画中游。那绿色
的荷叶在水面成片铺开，仿佛一幅
绿色的碧波画卷。不禁令人想起宋
代杨蟠的《南塘》诗：“出门日已晚，
棹短路何长。赖有风相送，荷花十
里香。”

一进景区，迎面看到刚落成的
十里荷塘标志性建筑——荷花仙子
塑像。塑像坐落在音乐喷泉广场中
央，正值端午节，优美的音乐声中，
喷泉喷出高达数十米的水花，水雾
迷蒙之中，荷花仙子手持荷花，风姿
绰约、亭亭玉立，宛如到了仙境一
般。据了解，这座雕塑总高度为
13.66米，通体采用湖南汉白玉材质
精心雕刻而成。关于荷花仙子还有
一个美丽的传说，相传荷花仙子是
王母娘娘身边的一个美貌侍女玉姬

的化身。当初玉姬
看见人间男耕女
织，成双成对，十

分 羡
慕 ，因
此 动 了
凡心，在
河 神 女
儿的陪伴
下偷偷溜

出天宫，来到杭州的西子湖畔。西
湖秀丽的风光使玉姬流连忘返，忘
情地在湖中嬉戏，到天亮也舍不得
离开。王母娘娘得知后非常生气，
就用莲花宝座将玉姬打入湖中，将
她“打入淤泥，永世不得再登南
天”。从此，天宫中少了一位美貌的
侍女，而人间多了一种冰肌玉骨的
奇葩。

一路游走一路观赏，踏上荷塘
内的赏荷栈桥，几百亩的荷花连成
片，一望无际，美在气势。置身荷花
池中，犹如走进绿色海洋，大片的荷
叶舒展着，清风徐来，坐拥满眼绿
意，欣闻万朵荷香；无风时，荷塘静
静的，偶尔有蜻蜓驻足，花苞轻轻颤
动，在水中划出细微的涟漪。走在
赏荷栈桥上，空气中满是荷叶荷花
的清凉与微甜。此时，满塘荷花竞
相开放，蛙鸣鱼跃，百鸟飞翔。荷塘
周围，可见芦苇丛生，菖蒲齐长。荷
叶接天，荷花映日，叶与花相拥相
偎。置身于荷塘之中，忘记了尘世
的一切，佛教有“花开见佛性”之说，
人有了莲的心境，就出现了佛性。
置身荷塘，仿佛脱离了凡尘。这一
片荷花是单瓣的，清丽典雅，那一片
又是重瓣的，雍容华贵，而那一片又
是白色的，孤傲圣洁。据说，单瓣莲
仅开三天，复瓣、重瓣的可开三天至
四天。清晨比较凉爽，紫外线不那
么强烈，荷花花瓣的颜色不会被吸
收掉，因此颜色最艳丽。到了下午
紫外线强烈的时候，花瓣的颜色就
会变淡。所以，观赏荷花的最佳时
段是每天六时到十时为最佳。

赏荷的有白发老人，也有坐在
童车里的孩子，他们在家人的陪伴
下安享悠闲自在的快乐时光，可谓

“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人们在赏
荷，拍照，留下精彩的瞬间，荷塘里

时闻欢声笑语，真是“闻得莲开结伴
游，笑隔荷花共人语。”

从小码头乘上小舟，和荷花来
一次亲密接触。划着小舟在荷塘里
慢慢游荡，沿着荷塘内的水路顺流
而行，从流飘荡，随意前行。高高的
黄河大堤是荷塘的天然屏障，晴天，
大坝上树木繁茂，荷塘内绿叶红花，
满目清明。雨时，则烟霞笼罩，婷婷
袅袅，荷塘与大坝共同描绘一幕朦
胧仙境。荷塘里流水潺潺，每一阵
风吹过，吹起一片涟漪，叶与花也轻
轻摇摆，仿佛轻盈的舞者。在这里，
任由时间缓缓流逝，心中一片清
明。若是掌握不了方向，误入荷花
深处，也自有另一番“多情明月邀君
共，无主荷花到处开”的野趣。

坐在荷塘里茅草覆顶的荷风亭
内，一位端庄秀丽的着汉服的女子，
正在弹奏古琴，琴声和风声流水声
相应和，回荡在飘满幽香的荷塘里，
一种思古之情油然而生。荷亭立柱
上有一副对联，上书“看取莲花净，
应知不染心”，这是唐代孟浩然《题
大禹寺义公禅房》中的诗句，写出了
荷花高洁的品性。荷花又称莲花、
芙蕖、菡萏、芙蓉等等，是我国的十
大名花之一，荷花有“迎骄阳而不
惧，出淤泥而不染”的气质，花叶清
秀，花香四溢，沁人心脾。人们对荷
花有种独特的偏爱，爱荷花出淤泥
而不染的高尚品质，所以荷花在人
们心目中是真善美的化身，吉祥的
瑞兆，也是佛教中圣洁的名物。荷
文化在我国源远流长，中国最早的
诗歌集《诗经》中已有关于荷花的描
述“山有扶苏，隰有荷华”，“彼泽之
陂，有蒲有荷”。从古至今，描写荷
花的诗词数不胜数，北宋著名文学
家周敦颐写出“出淤泥而不染，濯清
涟而不妖”的名句后，荷花便成为

“君子之花”，被历代文人墨客所喜
爱。荷花“中通外直，不蔓不枝”的
高尚品格，历来成为诗人墨客歌咏
绘画的题材。不论是何种姿态的荷
花，都能在诗歌中找到描述：“小荷才
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接天莲
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月明
船笛参差起，风定池莲自在香”“荷叶
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开”“惟有
绿荷红菡萏，卷舒开合任天真”……
当代诗人陈志岁《咏荷》诗曰：“身处
污泥未染泥，白茎埋地没人知。生机
红绿清澄里，不待风来香满池。”写尽
了荷花坚贞纯洁的品质。

又到夏日赏荷时节，十里荷塘
的荷花开得娇艳多姿，姿态万千。
据了解，十里荷塘是滨城区沿黄综
合开发建设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
十里荷塘项目的核心景区，位于黄
河大桥以东、黄河北岸，荷塘面积达
五百亩，引进种植了波中月影、白洋
淀红莲、晓月凉风等 26 种观赏荷
花，有7万余株。景区及车行道沿
线种植油菜油葵等花卉三千余亩，
连成一片花的海洋。近年来，十里
荷塘景区又重点建设了贯通东西的
沿黄骑行绿道和车行道两条道路，
以地域特色为主线，努力打造融合
乡土中式文化的滨城文化。这个夏
天，不必去远方寻找诗歌，十里荷塘
就藏着最美的诗与歌！

游赏十里荷塘，兴致大增，遂赋
诗一首：

荷塘十里画中行，
又见亭亭素碧红。
影入小池鱼共乐，
心随菡萏燕相迎。
熏风暖日馨香久，
叶展花舒翠鸟鸣。
秾态极妍铺锦绣，
清姿几度悦平生。

◎马继红

十里荷塘画中行十里荷塘画中行

麦盖提的春
天在风沙里悄

然来临了。
风

沙 过
后，明
媚 的
阳 光

就绕过

季 节 的 河湾，轻轻照
着明眸一笑的女子圆润
的脸。一抹新绿，俏皮地
从铺着黄色绒毯的大地
上钻出来。欣欣然窥视
春天里的麦盖提。望天

空，云淡风轻，日头暖，湛
蓝如洗。叶尔羌河边的
原生态胡杨林里，肥美的
雉鸡就像杨玉环在暖暖

的帷帐里静静聆听君王的脚步声，
脚步声渐近，她调皮地跳出来，给
人无限惊喜。

城外不远，丁香花用大片的紫
色，装扮着妖娆的大地，缕缕馨香
飘远。

身边的兄弟说：“谁能相信这
是在沙漠边上呢！真的，谁信？”看
吧！不远处绿草青青掩映着一条
小河。河水清清，亭台桥榭的倒影
倒映清波荡漾的河水中。

是呀！麦盖提的春天悄然来
临。三十万防风林里，隐隐的绿，
淡淡的碧，染绿了麦盖提。

对呀！麦盖提的春天悄然来
临。绚烂的杏花，飘零如香甜的
雨，满目的桃色开满沙漠绿洲，热
闹着已经寂寞了一个冬天的麦盖
提小城。那簇簇桃红吮着春色，制
造了无限风景，孩子们在花间自由
自在地赏玩。

好啊！麦盖提的春天已悄然

来临。阳光眷恋着大地的深情，在微
风里诉说。胡杨树紫色的树芒在
春风里轻轻荡漾，就像刚睡醒的美
丽的虫儿要起飞。沙枣树的叶子在
萌发，芽苞就像小小的灰绿的春天的
眼睛。

瞧吧！麦盖提的春天已悄然来
临了。和风轻轻望细雨，明亮的阳光
在叶尔羌河的河床上晒着心事。河
里，冰雪已经消融，细流潺潺，我和兄
弟们遥望着夏季的波涛滚滚，波澜壮
阔，这也是明亮的太阳的心事和梦
想。

叶尔羌河簇拥着一路芬芳，把繁
花似锦和漫天芳菲，散落在诗人的诗
句里。我的诗人兄弟已回山东，不然
这美丽的景色一定愿意在他的诗歌
里栖息。维吾尔诗人驻足河边轻吟
着华美的诗篇，把维吾尔人的梦想种
进伟大的中国梦的土壤。

春天的麦盖提，就像一幅彩绘的
散发着馨香的画卷。温情脉脉，幽香

浮动，安放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
的西边。我和我的兄弟们就走在
这样一幅画卷里。思绪穿过水
湄，飘向山东。在一段静美的时
光里，我放逐自己的思绪——想
念着我远方的亲人。

一声鸟儿啁啾与清风唱和，
驱走了我所有的忧郁，把迎接春
天的喜悦送进我的心里。

有朋友在我身边，谈缘分如
风，援疆链接起山东日照、山东滨
州、新疆喀什麦盖提友谊，友谊长
青如松。

此刻，我们和朋友们就在麦
盖提城边上，观赏着妩媚的风景，
温润出一帘幽梦。

梦席漫卷了春光，无限春光
烂漫。秀水照影儿，柳色青。春
花娇，暗香飘。满目葱茏潜进心
底，煦暖。

我落在纸上的墨痕，是麦盖提春
天的清欢，也是对家乡春天的想念。

◎刘春玲

麦盖提的春麦盖提的春天天

又到了为大平原推荐优秀稿件
和写点评的时候了，说实话，我有点
纠结。一个月时间里，我共编选33
位作者的36组作品：小说2篇，散文
8篇，诗歌25组，46首（其中古体诗
词4人4组，16首），评论1篇。这些
稿子，我从头至尾认真读过，个别地
方，我私下与作者进行了沟通和交
流，并进行了必要的修正。这些作
者，有的我认识，有的不认识，有些
还是好朋友，要我点评，我怕挂一漏
万，得罪大家。但，作为特约编辑，
我又必须站在一个公正立场上进行
评判。这时候，我突然想起一个词：
襟怀。对，大平原的襟怀。于是，我
便释然。那我就从襟怀说起吧。

王锋先生交给我该项任务的时
候，已是夏季。大平原上，绿又深了
一层，万物正在向成熟期发展，灌
浆、抽穗、结果。这让我想起大平原
的历史，几十年来，大平原栏目秉承
着培养新人、推送佳作、繁荣滨州文
学的重任，不遗余力，既不揠苗助
长，又不棒杀新生事物，一届届的征
文，一期期的作品推送，功莫大焉。
现在，活跃在文坛上的滨州作家，有
几个不曾与大平原深深结缘？

说起襟怀，我不禁想起泰戈尔
的一句诗：“散文像涨大了的潮水，淹
没了沼泽两岸，一片散漫。”何止是散
文，诗歌、小说不也憋足了劲向上拔
节、生长吗？多样化是一件事物成熟
的标志。文学更是这样，如果千篇一

律，人云亦云，文学将成为死胎。
扯远了，说作品。先说新人，本

期值班，我遇见了几位新作者，苗银
芳、张燕、王金娥等，她们写诗时间
短，一开始缺乏自信，对诗歌的好坏
缺乏正确的判断，这就需要我们老
作者进行鼓励、引导、纠正。苗银芳
从医院工作入手，倾注满腔热忱，笔
下流淌着对儿科工作的依恋、热爱
与疼惜。《今天我将与你告别》写工
作地点搬迁，那份不舍力透纸背，既
仰望星空，又脚踏实地，诗句不做
作。尤其是结尾：好了/最初的七楼
已经在等我了/就像一把伞/等待雨
是它的宿命。真好，留下悬念，给读
者更大的思维空间。她当初还有一
段表决心的内容，被我毫不留情砍
掉。张燕的《匕首》锋刃向内，自我
剖析，切除病灶，保卫健康，诗句急
促、锋利，呼啸而至。值班最后一
天，收到赵梅红的咏物短诗《伞》，我
得知是她写的，有些吃惊。咏物诗
不好写，必须抓住事物的特点，并与
人性完美结合，做到物人合一才
行。不管面对怎样的艰难困苦、风
霜雨雪，能够收放自如，这需要多高
的智慧与境界啊。“收放自如”这个
成语用得好。结尾更是令人拍案叫
绝：用骨骼撑起一片天。她原文是
骨架，我给她改了一个字。

孙光利就像他的名字，光明磊
落，诗歌中有境界，有思想，更有不
媚俗的骨气。王永彪的《一个父亲

和父亲的寂静》写父亲的艰辛与
孤独，洋洋洒洒，噙满了泪滴。永
彪的长处是善于陌生化处理词
句，远处取喻，不落俗套，但也有
个度的问题，过之则晦涩。时培
建的评论《父亲节读诗：许烟华<
陪父亲逛街>》从诗人的角度、人
伦的视觉，对烟华的诗歌进行解
读，得到作者的认可，更受到读者
的好评。我一直倡导，诗歌作者
不妨多写点评论，因为诗人身处
诗歌内部，写出的东西要比评论
家更接近诗歌品质。时培建为青
年作者带了个好头。

四位作者的古体诗词都不
错，正所谓巾帼不让须眉。杨素
习大姐接近70岁高龄，却坚持不
懈，频频采风、创作，时有佳作问
世，值得我等学习。邹平赵梅红也
是精于此道，古体诗词创作达到了
相当的高度。花英的诗词有大丈
夫气：如以虾喻人的七绝：碧水池
中一度春/不沾堤上半分尘/纷争
世事有何畏/此物生来能屈伸。
高风亮节、云卷云舒。

这次值班遇到的散文，或拥
抱亲情，或讴歌故土，都倾注了真
情。特别是几篇游记文字，由于
视觉独特，避免了以往流水账式的
风格。马继红的《十里荷塘画中
行》旁征博引，将现场与历史完美
结合在一起，诗中有画，画中有诗，
增强了文章效果。鲁勇丽的《黄河

一摆尾》起了个好标题，一个动词摆字，
引起了读者的阅读欲望。内容也详实，
追古思今，对河与平原的关系进行了剖
析、论证，揭示了主题：我们都是黄河的
子孙。

王中春投了3篇小说，我选用了2
篇。《二旦的心事》写得很有生活情趣，
看似怪诞，实则是从生活的深处挖掘
出的清泉。特别是结尾，让人会心一
笑，仿佛蓝天一下子明亮了不少。

限于篇幅，不再一一点评，没有提
到的作品，也各有千秋。朋友们，让我
们一起欢呼大平原秋天的到来吧！大
平原正敞开宽广的怀抱，接纳更多的
阳光、雨露！打住。

魏书旗推荐作品（59—61期）
散文《麦盖提的春天》作者：刘春玲
诗歌《鸟鸣》（外一首）作者：孙建花
诗歌《花坛里的麦穗》（外一首）作者：韩晓菲

《李花英古诗词四首》作者：李花英
诗歌《今天我将与你告别》作者：苗银芳
诗歌《一个父亲和父亲的寂静》作者：王永彪
诗歌《匕首》作者：张 燕
评论《许烟华<陪父亲逛街>》作者：时培建

《诗三首》作者：孙光利
散文《黄河一摆尾》作者：鲁勇丽
小说《二旦的心事》作者：王中春
散文《十里荷塘画中行》作者：马继红
诗歌《伞》作者：赵梅红
散文《牛官寻访记》作者：杨霞
诗歌《芒种》（外一首）作者：侯 磊

◎魏书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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