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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隧道

二月二龙抬头，又称春耕节，春龙节，也是中国民
间传统节日。关于二月二龙抬头有许多历史传说。古
时借着龙抬头的机会，便给后人留下了许多风俗，世代
沿袭，形成了我国南北方风俗各异。

在我们北方流行“二月二龙抬头，龙不抬头我抬
头，大仓满小仓流”。民以食为天，五谷是人类生命的
廪仓。这一天，女人不做针线活，怕伤了龙眼，有的停
止洗衣服，怕伤了龙皮，影响一年的收成，人们都按照
老祖宗留下的风俗去做。记得我小时候，二月二这天，
父亲早早地就起来拿着灯笼照一下房梁，嘴里念叨：

“举起灯笼照房梁，蚂蚁虫虫无处藏”，然后，挑起水桶
同大院里的男丁们去大井挑水。东方天边还没露出鱼
肚白，井沿就排起了长长的队伍，只听辘轳“吱咔、吱
咔”响声不断。据说挑水是“引钱龙”，把井里的水引入
家中，一年财源不断。所以，家家户户趁天不亮就把水
缸里的水装得满满的。母亲起床后，首先把做饭的锅
拔下来，用笤帚把锅底灰从上到下扫一遍。说是：“二
月二扫锅底，一年到头省柴米”。扫完锅底，母亲又用
木棍敲打锅梁，边敲边念：“二月二敲锅梁，蜈蚣蚰蜒不
下房”。意思是不让各种昆虫乱爬，保佑人少得疾病。

二月二这天，我们小孩不懂大人的各种做法，只知
道凑热闹跟着喜庆。各家门上挂的龙尾和我们小孩穿
的衣服肩膀头戴着一串龙尾，非常艳丽夺目，紫气腾
腾。串龙尾是辛苦劳作，头几天母亲挑选细箭杆赶制
龙尾，用线串成一个小盖帘，盖帘下面用各种花布，剪
成一分钱硬币那么大的圆形。再把细箭杆剪成一寸长
一节。一节箭杆衬一块圆布，大约有七八寸长，下面再
连接几条花布条，就形成一条龙尾。求龙保佑一年风
调雨顺，五谷丰登。大院里的黄毛丫头和小小子们，戴
着各自母亲串的龙尾，凑在一起相互比着谁的龙尾长，
谁的龙尾好看。院里屋外嘚瑟，跑啊，闹啊，觉得过二
月二比过年还热闹。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虽然物资匮乏，日子清贫。
二月二这天也要守住吃“龙食”的习俗，猪头肉是乡下
人必不可少的。吃猪头肉的寓意是独占鳌头，事业有
成，希望幸福美好。二月二龙抬头，大人孩子也抬头。
图个吉利，大人孩子都要把头剃溜光。小孩剃头健康
长寿，出人头地。大人剃头，辞旧迎新，好运当头。常
言道：“二月二，剃龙头，一年都有精神头，瑞气盈门日
子红，平安健康福中求”。

借二月二龙抬头的机会，在享受美味的同时，在吃
的食物上都离不开龙，吃水饺是“吃龙耳”，达到耳聪目
明，洞察世界。吃面条是“吃龙须”，代表生活顺遂，安
康长寿。吃春饼也要做出龙鳞状来，称“龙鳞饼”，意味
着新的一年能像龙鳞一样坚不可摧，事业稳固。

几千年来，二月二传统节日风俗举不胜举。在历
史长河中，随着社会向前发展，南北方逐渐形成了十里
不同俗的现象，二月二龙抬头，它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
涵和深厚的历史底蕴，这些习俗发扬了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促进乡村振兴，实现了人们的美好愿望，具有重
要意义。正如一首歌谣：“二月二，龙抬头，我神州，最
风流。风也调，雨也顺；中国人，行鸿运。”

二月二龙抬头
房国臣

由徐克导演的《射雕英雄传侠之大
者》是今年春节的贺岁档影片之一。我
与爱人、儿子在大年初一就购票观看了
这部电影。电影的上座率很高，大多数
人是金庸迷，观影的初衷是对金庸先生
的致敬与缅怀，也怀有对小说中“侠之大
者”的家国情怀的激发和崇敬。

《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的观影人群
年龄偏大，大都是痴迷金庸武侠小说。
二十世纪，香港武侠小说风潮云涌，一经
在内地出版发行，迅疾在大陆掀起一股

“武侠热”。热度最高的武侠小说家莫过
于金庸、梁羽生，还有台湾的古龙等。金
庸被誉为新派武侠小说的宗师级的人
物。他的小说几乎都有宏大的历史背
景，上到帝王将相、下到民间人物，真实
的历史人物往往会出现在他的小说中。
弘扬家国情怀、侠义精神，歌颂真挚爱
情、贬斥人性丑恶，还有他营造出的纷繁
的江湖世界、具象化的武功招法、起伏跌
宕的故事情节，无不引人入胜。就连国
家领导人和科学家中也有金庸的读者。
有人评论道：“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
小说。”这种传播影响力，与北宋婉约派
大词人柳永，“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
的说法一般。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
鸳。”这句诗是金庸小说十四部作品书名
的“首字”组成。金庸小说影响最大的莫
过于“射雕三部曲”，即：《射雕英雄传》

《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记得当年看
金庸小说的时候，那时正在上中学，一个
暑期，村子里回来一个同学，他在县城的

师范学校上学，不土气、见识多，毕业后
还能有一份老师的工作。这一切着实让
人羡慕。他来我家和我兴致勃勃地谈起
金庸的小说：郭靖、黄蓉，东邪西毒、南帝
北丐等等。当时我还是第一次听到金庸
小说，但只凭他绘声绘色地讲述，就觉得
心驰神往，真想一睹为快。

那个年代，如果真想看到金庸小说
还真是件不容易的事。在农村，极少有
人能买得起这种价格不菲的“闲书”。即
使是想租书看，我们这样偏僻的乡镇也
租不到。好在班上有位同学，家境优渥，
竟买了金庸的全套小说。我们欢呼雀
跃，竞相传看。拿到小说，夜以继日“攻
读”，藏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或者点着蜡
烛，这种“秉烛夜读”，时常会因为太专
注，被蜡烛燎到头发。还会被家长发现
而被斥为“不务正业”；就是在课堂上看
金庸小说也时有发生，我记得有次上课把
小说放在课本底下“耍聪明”偷看，这当然
逃不过老师的“法眼”，被站在讲台上“居
高临下”的老师识破，当即把小说没收
了。虽然故事未完，似乎已经没有“下回
分解”了，我已经不记得老师是不是还给
没收的小说，还是拿回家自己看了。

小说《射雕英雄传》故事的背景设定
在南宋末年，男主人公郭靖和另外一个
人物杨康，他们的名字就是取自“靖康之
变”的“靖康”二字。南宋朝廷偏安江南，
北方被金国占领，南宋与金国长期对
峙。小说中，南宋朝廷腐败，国力衰弱，
面临着金国的威胁。 此时，蒙古帝国在
成吉思汗的领导下迅速崛起，开始对金

国和南宋构成新的威胁。小说后期，蒙
古的势力逐渐渗透到中原地区。郭靖是
小说的主人公之一，出生在蒙古草原，父
亲郭啸天是南宋抗金义士。郭靖自幼在
蒙古长大，后来回到中原，成为抗金抗蒙
的英雄。而杨康是郭靖的义兄弟，杨铁
心的儿子，因自幼在金国长大，抵不住荣
华富贵，最终背叛了南宋，成为金国的走
狗。成吉思汗，一代天骄。蒙古帝国的
创始人，小说中他是郭靖的养父，展现了
蒙古帝国的崛起和对中原的威胁。

这部《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的导演
徐克，据说是八三版电视剧《射雕英雄
传》的执行导演。在众多改编为电视剧

《射雕英雄传》的作品中，当推八三版的
由黄日华、翁美玲主演的电视剧为经典
之作。一经内地电视台播映，当时可谓
万人空巷。更为原著小说做了有力加
持。黄日华演绎的郭靖憨厚、忠诚勇毅，
侠义担当。郭靖为国为民的侠之大者的
形象被诠释得极为深刻。

电影《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与原著
故事情节作了很大的改动，也体现了徐
克天马行空的一贯风格。除了人物姓
名，其他的故事结构和叙事路径都和小
说大相径庭，这可能与电影拍摄需要相
关吧，就连“侠之大者”在小说中的提出
背景也与原著相左。“侠之大者”的论述
其实是出自金庸另一部作品《神雕侠侣》
而非《射雕英雄传》。这一概念是郭靖在
教导杨过时提出的，体现了金庸对“侠”
精神的升华。不过在《射雕英雄传》中已
有相关铺垫：在《射雕英雄传》结局部分

（第四十回“华山论剑”），郭靖已展现出
对“侠”的深刻理解：郭靖道：“但想如今
蒙古大军南侵，大宋天下当真是危如累
卵。襄阳是大宋半壁江山的屏障，此城
若失，只怕我大宋千万百姓便尽为蒙古
人的奴隶了。我亲眼见过蒙古人残杀百
姓的惨状……若守不住襄阳，咱们不过
是个死字，但若能为国为民而死，也不枉
了父母师长教养一场。”

在《神雕侠侣》第二十回“侠之大
者”，郭靖在襄阳城对杨过说：我辈练功
学武，所为何事？行侠仗义、济人困厄固
然乃是本分，但这只是侠之小者。江湖
上所以尊称我一声“郭大侠”，实因敬我
为国为民、奋不顾身的助守襄阳……只
盼你心头牢牢记着“为国为民，侠之大
者”这八个字。

我参加工作之后，也买了一套金庸
小说。这差不多距离我第一次看到小
说已经有十多年了。无独有偶，我的 80
后侄子在参加工作，乔迁上了新楼之
后，书柜上也添置了一套金庸小说集。
90 后的儿子，当时刚刚升入初中，也跨
越了时代的界限，很快就成了金庸迷。
我有一段时间昏天暗地的苦读金庸小
说。初读金庸《射雕英雄传》还是少年
时，少年时曾被玄幻的武功所吸引；再
读金庸《射雕英雄传》恰是中年时，中年
时看江湖似职场；复读金庸《射雕英雄
传》已是壮年时，壮年时亦被“侠之大
者”激荡心胸。

愿你我心中都有个“郭靖”。对他人
忠厚、对事业忠诚、对国家忠勇。

浅忆“侠之大者”
魏立强

春节后的暖阳，似温柔的手，轻轻穿过窗棂，
在桌前洒下一片暖黄。我静静坐在桌旁，面前放
着父亲寄来的快递。指尖轻触，缓缓揭开包装，刹
那间，熟悉的土特产气息汹涌袭来，裹挟着故乡的
泥土芬芳与悠悠岁月，如汹涌潮水，瞬间将我的思
绪卷向远方那片魂牵梦萦的土地。

我拿起电话，本欲劝父亲别再寄了。如今物流发
达，想要的东西触手可及，何必花费那比土特产还昂
贵的快递费。然而，还没等我开口，听筒里便传来父
亲那熟悉又亲切的声音：“没想到这么快，三四天就到
了。”他的话语中，满是欣慰与惊喜，仿佛这快递的飞
速抵达，是世间最值得庆贺之事。

紧接着，父亲的言语如同一股暖流，缓缓淌入我
的心田。“小时候就知道你爱吃黏黏的元宵、年糕，糯
米面春节前就准备好了，可那时有些潮湿，怕你吃坏肚
子，就没一起寄。都是自家种的，不值什么钱，好在纯
天然无污染，吃着放心。”听到这些，我的心猛地一震，
原来这份看似平常的包裹，背后藏着父亲如此细致入
微的考量。

“花生米是你妈胳膊摔断后，用一只手一颗颗剥
的。”父亲的声音微微发颤，带着不易察觉的哽咽，

“我们知道这些东西你们那儿都能买到，可现在儿媳
妇生病，生活全靠你一人照料，要是离得近，我们恨不
得马上飞到你身边帮忙。”那一刻，我的喉咙像是被
堵住了，千言万语梗在喉头，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挂断电话，我静静地坐着，脑海中如放映老电影

般，不断浮现出父母的身影。回想起在父母身边生活
的那 14 年，那些被爱包裹的日子一一浮现。我仿佛
能感受到父母目光中满溢的宠溺与关怀，能体会到他
们面朝黄土背朝天、挥洒汗水时的艰辛与苦涩，能忆
起每次回家探亲离别时，那深深的眷恋与不舍，还能
清晰地看到父母日渐蹒跚的脚步，在田间地头忙碌的
熟悉背影。时光飞逝，转眼间，我已离开家乡四十余
载。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我给予父母的，除了金钱，寄
东西的次数寥寥无几。而他们，却始终将我放在心尖
上，即便相隔千山万水，也想尽办法将这份深沉的爱
传递给我。

望着眼前的土特产，我的眼前渐渐模糊，仿佛看
到父母在田间辛勤劳作的身影，他们弓着背，在烈日
下挥洒汗水；看到母亲忍着伤痛，用一只手艰难地为
我剥花生米，每一颗都饱含着她的爱；看到父亲为了
给我寄来最新鲜的食材，在仓库里精挑细选，在阳光
下仔细晾晒，再小心翼翼地打包。这些看似普通的土
特产，哪一样不是他们沉甸甸的爱与牵挂的承载？

泪水不知不觉模糊了双眼，“可怜天下父母心”，
这世间最无私、最纯粹的爱，莫过于父母对子女的
爱。他们所求不多，只盼子女平安顺遂、幸福安康。
而我，在忙碌奔波的生活中，竟差点忽略了这份深沉
似海的爱。这份来自故乡的包裹，哪里只是一些土特
产，它分明是父母跨越千里的牵挂，是他们无声却炽
热的关怀，是我心底最柔软处永远无法割舍的温暖，
照亮了我漫长岁月里的每一个角落。

来自故乡的包裹
丁梅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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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程初启校园欢，时雨清音百鸟暄。
旗舞烛光摇亮影，志追彩梦写华年。
晨曦芳渡凝窗画，乐道无恒续锦笺。
学海翻涛行致远，明朝折桂赋能先。

感题开学第一天
封玉华

笑语欢歌入课堂，书声朗朗意飞扬。
新禾出土秧苗壮，小树逢春枝叶昌。
翼展长空追绮梦，风飚学海蕴华光。
桃红柳绿千般秀，满苑花开岁月香。

新学期中小学开学有贺
王鸣宇

那是父亲去世后的
第一个春天
村东的小河，还未完全解冻
我便跟上母亲
一起扛着锄头走向麦田
料峭春寒中
麦苗还在蔫头耷脑
野草却已在田垄上崭露头角
荠菜、米蒿、婆婆纳
还有些不知名的野草

春天是小麦返青的时节
这时需要足够的养分
如果不及早铲除野草
生命力极强的它们
就会严重影响麦苗的生长
母亲对年少的我说着
她教我怎样锄草
我虽累得腰酸腿痛
却一直紧咬牙关
紧紧跟在母亲身后

在一望无际的田垄里
母亲不知劳累地挥动着锄头
有时也查看一下麦苗的长势
伸手拔掉一株
和麦苗密不可分的野草
她像爱惜孩子一样珍视着庄稼
为了让它们得到充分的滋养
她起早贪黑
不辞劳苦

在那个春天
我跟母亲学会了锄草
在不停地劳作中
我懂得了什么是责任和担当
在那个春天
我看到阳光下的母爱
比那一望无际的麦田还要绵长
在那个春天
我看到母亲种下的希望
正与我一起茁壮成长

春天的希望
张忠报

鏖战烽烟血雨腥，延安决策好英明。捐躯报国丰
碑铸，埋骨为民伟业成。 沙场勇，战旗擎。英雄
使命永传承。交通枢纽繁荣地，四战精神青史铭。

鹧鸪天·参观四平战役纪念馆感咏
居洪义

父亲弯下腰
把对整个春天的期许
折叠进犁铧的皱纹里
泥土翻涌着
在晨光中
吐露着心中的秘密

新翻的泥土
在朝霞里闪着油亮的光泽
在季节的边缘咧开了笑纹
春泥里的希望
随农家柔软的炊烟变暖

母亲站在田埂上
掌心里握一把种子
撒进等待的垄沟

春耕
魏有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