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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楼灯暖焙香酡，忽忆垂竿钓海螺。
檐角风扶萱草影，灶前火映鲤鳞蓑。
春星数点娘亲鬓，溪色三重儿岁歌。
鼎沸乡心沉复起，一窗山月旧烟波。

赏析：《元宵侍母闲作》一诗，以其
细腻的笔触和深情的意境，勾勒出一幅
温馨而又略带乡愁的元宵佳节画面。
字字珠玑，句句含情，让人在品味中感
受到诗人对母亲的深深眷恋和对故乡

的无尽思念。
首联“茶楼灯暖焙香酡，忽忆垂竿

钓海螺”，以茶楼的温暖灯光和焙茶的
香气开篇，营造出一种宁静而温馨的氛
围。诗人在这样温暖的茶楼中，忽然忆
起昔日垂钓海螺的情景。这一瞬间的
记忆跳跃，不仅展现了诗人丰富的内心
世界，也暗示了他对往昔岁月的怀念。

颔联“檐角风扶萱草影，灶前火映
鲤鳞蓑”，进一步描绘了乡村的宁静美

景。檐角的风轻轻吹拂着萱草的影子，
灶前的火光映照着穿着鲤鳞蓑衣的身
影。这两句诗通过细腻的描写，将乡村
的宁静与和谐展现得淋漓尽致，同时也
透露出诗人对乡村生活的深深眷恋。

颈联“春星数点娘亲鬓，溪色三重
儿岁歌”，是全诗的情感高潮。诗人以
春星比喻母亲鬓角的白发，形象生动地
表 达 了 母 亲 岁 月 的 沧 桑 和 诗 人 的 孝
心。而“溪色三重儿岁歌”则是诗人对

自己童年时光的深情回忆，溪水的三层
颜色仿佛重叠着儿时的欢声笑语，让人
感受到诗人对故乡和童年的深深怀念。

尾联“鼎沸乡心沉复起，一窗山月
旧烟波”，以鼎沸的乡心起笔，表达了
诗人内心对故乡的强烈思念。这种思
念时而沉寂，时而涌起，如同潮水般难
以平息。而“一窗山月旧烟波”则以山
月和烟波为背景，将诗人的思绪引向远
方，让人在品味中感受到一种淡淡的乡
愁和无尽的思念。

整首诗以元宵佳节为背景，以侍母闲
作为线索，通过细腻的描写和深情的抒发，
展现了诗人对母亲的深深眷恋和对故乡的
无尽思念。全诗语言生动、意境深远、引人
深思，是一首值得细细品味的佳作。

南乡子·清明祭
■颜冬秋

晨露润桑麻，
重返蒸乡路影斜。
碑前黯立思无尽，
悲嗟！
宿梦犹牵那旧家。

年少喜涂鸦，
父母叮嘱满耳丫。
而今问月千秋过，
谁罚？
雁阵廻峰近晚霞。

2025年4月3日于衡阳

一剪梅·谢长沙同学
■颜冬秋

不夜星城聚四方。
忆起翻墙，榨菜食堂。
门廊飘过一红妆，
荷尔蒙强，刺股悬梁。

岳麓书生名远扬，
守若金汤，讨必擒王。
当年青涩少年郎，
半辈沧桑，何日还乡？

2025年4月1日于长沙

没有哪一片落叶
不饱经风霜
（外一首）

■左拾遗

将名词转化成动词
没有哪一种力比地震更让你不

可抗拒

头重脚轻的动植物
最先，感知大地的动向
贴地飞行的影子
把人类的伤口
再抚摸一遍

更多的地震，像打开的文件夹
里面藏有火山、海啸
灾难。科学地提前预警
延时和摊开人间的美好

——没有哪一片落叶，不饱经风
霜

雄起岩
雄起岩是火山地震
留下深耕细作，最后的誓词

到皖西大裂谷去
做一个绝情的人
手撕大地

雄起岩的海拔
一笔带过，九十里山水画廊

父亲的墓碑
立在我的精神高原

■俞评

清明的雨滴
打湿了
人字的坟茔
那是父亲劳累一生的背脊

父亲的背脊
曾经那么有力
父亲是全家的纤夫
负重千里
拉出了柴米油盐
拉出了岁月滋味
拉出了
儿孙的成长轨迹

采茶的民谣
听醉了
抽芽的老树
那是
父亲挺拔不倨的身姿

父亲的身姿
总是那么善意
父亲是我们的油纸伞
宽大无比
挡住了斜风细雨
挡住了料峭春寒
挡住了
马蜂的无情攻击

父亲的墓碑上
没有显赫的事迹
却立在我的精神高原
永不倾圮
他留下的五线谱
等着我去谱写新的曲集

他在里面
我在外面
一束野百合
残忍地把我和他隔离
多想和他痛饮一杯醇醇的酒
分享我的收获
酒却无情洒了一地
很想给他写封长长的信
寄托我的思念
信却不知寄往哪里

那么，就让我化作候鸟
把一季过成一生
像父亲一般诚实地活
忠厚地过
飞得再远
也惦记着远方的家
不离不弃
我们约定
来生还做父子
生死相依

清明深海追思
■黄昭龙

清明节这天，小海龟安安决定去
深海寻找传说中的“记忆珊瑚”。它游
过五彩斑斓的珊瑚礁，穿过一群群嬉
戏的海豚，终于来到了一片幽静的海
域。安安的心跳得很快。它从未见过
如此深邃的海水，四周一片漆黑，只有
微弱的光芒在远处闪烁。

一只巨大的章鱼出现在安安面
前。“你是来参加深海追思会的吗？”
章鱼温和地问。安安点点头，跟着章
鱼游向一片发光的海草林。

在 那 里 ，各 种 海 洋 生 物 齐 聚 一
堂。优雅的海马排成整齐的队伍，闪
闪发光的灯笼鱼点亮了会场，威武的
鲨鱼也放下了平日的威严。就连平时
害羞的鱼也来了，它们紧紧贴在鲸
鱼身上。安安还看到了一只巨大的螃
蟹。螃蟹的钳子上挂着闪闪发亮的贝
壳，像是一串串风铃。

追思会开始了。海豚们唱起了悠
扬的挽歌 ，水母们跳起了优雅的舞
蹈。章鱼用触手编织出逝去亲友的模
样，让它们在水中重现。安安看着这
些影像，想起了自己的祖母，眼泪不知
不觉流了下来。

一只巨大的海鳗缓缓游了过来。
它的身体闪烁着银色的光芒，像一条流
动的银河。“让我来为你们增添一些光
彩吧。”海鳗说着，身体开始发出更加耀
眼的光芒。接着，一只鱿鱼也加入了进
来。它的触手在空中舞动，喷出一串串
发光的墨水，像烟花一样绚烂。

就在这时，周围的珊瑚发出了柔
和的光芒。原来，这就是传说中的“记
忆珊瑚”，它能保存所有海洋生物的记
忆。安安轻轻触碰珊瑚，看到了祖母
慈祥的笑容，还看到了一只巨大的海
龟，那是它的曾祖父，曾经在海洋中遨
游的传奇。

追思会结束时，所有生物一起释
放出彩色的泡泡。泡泡升向海面，像
是对逝去亲友的思念，也像是对生命
的祝福。安安知道，虽然亲友离开了，
但它们的爱永远留在“记忆珊瑚”中，
也永远留在每个海洋生物的心中。

从那以后，每年的清明，安安都会
回到深海，与章鱼、海豚、水母、鲨鱼们
一起，举行盛大的深海追思会。它们用
光芒点亮深海，用歌声和舞蹈表达对逝
去亲友的思念，让海洋都充满了爱。

冬至。火红的枫叶，隔不断千山
之外的惦念。期待的雪花从遥远的
苍穹摇落，梦已深了三尺。

轻拾岁月，细数流年。如梦，如
烟。几许温暖，几许馨香，弥漫着。

于是，搜集岁月的馨香，遥寄一份
岁月静美，浅念一段最美的童年回忆。

儿时，父亲为了让我们家的生活
更好些，在村的北边溪坡清理出一块
空地，种上一些农作物，比如豆子、地
瓜、南瓜等。我和大弟帮忙施肥、培
土、浇水。

那时虽然很辛苦，但我毫无怨言。
倒是大弟闹点脾气，不愿意浇水。父
亲说：“要学骆驼，沉得住气。看看骆
驼，从不着急，从不畏惧，慢慢地走，慢
慢地嚼；总会走到的，总会吃饱的。”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到了秋天，收
获满满的，还可以满足舌尖上的盛宴。

记得每到冬至的时候，母亲就把
地里收来的黑豆子晒干，去皮，然后
放在锅里煮熟，放凉。把泡水大约几
个小时的糯米和黑豆搅拌在一起，然
后加一点盐，放到土蒸锅里，生火蒸
起来。火烧得旺，没多久，一股清香
甜的美味，满院子飘散而来。到了饭
点，就可以吃到香喷喷的黑豆饭了。
里边有黑豆和盐，我们吃得又甜又
香，不要配菜都吃得很香。此时觉得
很幸福。虽然缺吃少穿的，可我们很
开心快乐。阳光依旧温暖人心。

远 处 悠 扬 悦 耳 的 歌 曲《故 乡 的
云》，像 深 冬 浸 润 着 明 月 的 江 南 水
乡。灯火阑珊处，又有笛声响起。心
中抹不掉的是童年的回忆。这些温
暖瞬间，值得留藏心底。

当记忆如冬至一般重逢，翩然眼前
的是时光清浅。岁月留香，风光旖旎。

冬至·童年
■曾洁

日月交辉，风雨际会，光阴在指尖
川流不息。故乡整体搬迁早已夹稳在
岁月泛黄的书页深处，却不时暗香浮
动，拨动着我那根敏感的乡情心弦。立
秋过后，借着一缕季夏的尾风，携着一
份执着的夙愿，我耗时两天重走故乡
路，完成了一段缠绵悱恻的心灵之旅。

晨 曦 初 露 ，背 上 行 囊 ，全 副 武
装，开始踏上路途。沿途风景依旧，
清澄的溪水毫无吝惜地分享着潋滟
的心湖；陡峭的绝壁悄无声息地流
露出傲然的风骨；俏皮的云朵乐不
可支地诠释着高洁的品行。恰逢此
时，丝丝清风划过鼻尖，夹杂着谷物
清香，沁人心脾。这幅细腻点染的
工笔山水画卷在我心中却是叶黄草
白，荒僻萧索。

登到高处，远眺群山，山色空蒙，
青黛含翠。白云缭绕深处，偶见茅
舍，那便是我魂牵梦萦的故乡。唱着
曾经的曲调，行至故乡脚下的丛林深
处。山雾迷离，一切景物皆不可见，
唯有自己忧思缠绵的曲声在林间传
扬，一阵风吹过，连曲子的余音都听
不见，留有风声在林隙间呼啸。愁思
茫茫，稍做歇息，继续前行。

傍晚时分，到达故地。视野中的
故乡没有恼人的喧嚣，田间地头杂草
丛生，乡径野道苔痕斑斑；没有黄昏
落日下的牧童晚归，亦无左邻右舍见
我时的嘘寒问暖。

这一切，都在无言地诉说着历史
的沧桑巨变。我就在自家未拆除的茅
草屋里摆好干粮，独自享受美味的晚
餐。屋外，淫雨霏霏，雨打芭蕉。晦
暗的天色模糊了天与地的边界，野鸡
不停地鸣叫，深深缠绕着我的心绪。
朦胧的雨帘之中，正有一个憔悴消瘦
的男子在隔窗而望，希望在路的尽头
瞥见一个个熟悉的身影。

是夜，心潮澎湃，五味杂陈，毫无睡
意。戌时一刻，雨过天晴，遂披上棉服。

独步于月色如水的村中小径，抬
头仰望静谧的苍穹，看到浩渺的星河
光华璀璨，俨然一纸童年星空的泼墨
写意。远处草房冒出几许轻烟，似是
一位回来从事生产的老乡在烤火取
暖。一弯清凉的山泉蜿蜒着从村口潺
潺流过，仿佛人的九曲愁肠。

深山腹地传来阵阵山歌声，淡远缥
缈，空灵通透，使我听到了自己久违的内
心独白，更添乡情浓度，令人愁肠百结。

翌日辰时，清风徐徐，暖阳熠熠。
我赶到父亲坟前，四周花草繁盛，树
木葱茏，一派欣欣向荣景象，仿佛静
静守护着坟里的主人。或许是生性使
然，总是多愁善感，触景生情，见物思
亲。眼前一幕，诱使我深埋在心底的
天伦之情井喷而出。

四年来的思念，染白了双鬓，憔悴
了容颜，可这一切在亲情面前都显得
苍白无力。多时，很想深入云山密
林，去采撷忘忧草和含笑花，来求得
人生的潇洒快意。

返回至故乡垭口，一阵凉风迎面
扑来，透身而过。我不禁连打数个寒
战，驻足，回眸。故乡宛如一位妙龄
少女倚门含羞，娇嗔地在跟我挥手道
别，温软的言语间尽是痴痴绵绵的离
思。我心头一热，百感交集，泪水涟
漪。良久，转身跨步，梦在前方。

公路沿岸，栋栋高楼；峡谷江畔，
片片新区。这些功能设施齐全、环境
幽雅美丽、服务周到优质的理想归处，
便是易地搬迁群众的新家园。泱泱中
华，方兴未艾；千年母亲，以民为本。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乡亲们很快就能
在新家园里安于自己的美好生活。

一抹绽放的嫣红永远在我心中随
风摇曳！

刘建东的小说《无法完成的画像》
获第八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小
说中，那幅承载着无尽情感与故事的
画像，虽历经波折未能完整呈现，却
永远留在了读者的心中。

一、画像未完成之因的深度剖析
小说中，小卿妈妈的画像两次都未

能完成，背后有着复杂而深刻的原因。
第一次画像。“我师傅只画到鼻子

和嘴巴。但即便如此，当那秀气挺拔
的鼻子和有些倔强的嘴巴，以黑白灰
的搭配变得立体，呼之欲出时，也足
以令在场的小卿舅妈不住地赞叹：

‘真像，真像！’小卿则牢牢地盯着那
鼻子和嘴巴，眼睛瞪得很大，睫毛不
住地闪动。”

这段描写，生动地展现出画师技
艺的精湛。尽管画像只完成了一部
分，但是依然能让人感受到小卿妈妈
的独特气质。小卿舅妈对画像的赞
叹，从侧面反映出画师对人物特征把
握得很精准。而小卿的反应，则体现
了她对母亲画像的专注与期待，她瞪
大眼睛、睫毛闪动，内心的渴望和紧
张不言而喻。

随后，画像在小卿家消失。小卿成
为最大的嫌疑人，尽管她一开始否认见
过画像。她对母亲画像既充满渴望又
带有一种矛盾心理，这种复杂性在画像
消失事件中得以凸显。她可能既希望
看到母亲的画像，又害怕面对母亲可能
已经去世的现实。这种矛盾心理，深刻
地体现了她对母亲的深深眷恋。

第二次画像。“小卿和舅妈并排站
在桌子旁，她们已经忘记了我们的存
在。她们被那幅画像吸引了，静静地
观看着基本成形的画像。一向爱说的
舅 妈 ，也 变 得 沉 默 了 ，她 盯 着 那 幅
画。我在她脸上看到了一丝羞愧；小
卿看了一会儿，突然间趴在桌子上，
放声痛哭。”

这段描写极具感染力。基本成形
的画像具有强大的吸引力，让小卿和
舅妈沉浸其中。舅妈的沉默和脸上的
羞愧，或许是因为她看到画像中展现
出的小卿妈妈的美好，意识到自己之
前对小姑子的不满是不恰当的。小卿
的放声痛哭，一方面是因为画像触动
了她内心深处对母亲的思念，另一方
面可能是因为她感受到了母亲的伟
大。这个场景进一步加深了读者对小
卿妈妈的印象，也让读者更加理解小
卿的情感世界。

但画像最终未能完成，是因为师
傅在即将完工时烧掉了画像。师傅的
行为，超出了常人的理解。这背后，是
师傅对战争的复杂性以及保护战友和
革命事业的深思熟虑。他对自我的否
定、对小卿的关爱，都在这一行为中得
到深刻体现。其实，小卿妈妈是师傅
的战友。师傅在照片模糊的前提下坚
持画，是对战友满怀敬意，对战友有着
特殊情感；画像第一次失踪后坚持再
画，体现了他对战友的怀念和对小卿
的关爱；而烧掉画像，或许是师傅考虑

到战争的复杂性和保护战友的需要。
二、小卿妈妈在不同人心中的独

特形象
画像虽然没有完成，但妈妈在小

卿心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位置。正如
文中，她的一句“在这里”，指指自己
的心脏，生动地展现了小卿对母亲的
思念从未因时间和命运的波折而减
少。画像是小卿对母亲具象化的渴
望，这种渴望在画像的波折中愈发强
烈。同时，小卿妈妈在小卿家人心中
也极为特殊。舅妈虽对小姑子有不
满，但寻找小卿妈妈照片的过程体现
了家人的牵挂。

在 师 傅 心 中 ，小 卿 妈 妈 同 样 重
要。师傅以认真的态度对待每一个细
节，努力还原小卿妈妈的模样。他对
小卿妈妈满怀敬意，对战友有着特殊
情感，使得这幅画像不仅仅是一幅作
品，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对革命岁
月的缅怀。师傅心中的小卿妈妈，不
仅仅是一个画像的对象，更是战争年
代无数勇敢女性的代表。

三、师傅在“我”心中的画像
除了小卿妈妈的画像外，师傅在

“我”心中也有一幅画像，从画像的开始
到结束，“我”见证了师傅的每一个决定
和行动。他的敬业精神在细节中得以
体现，面对清晰度大打折扣的照片仍勉
为其难地作画。他不仅教会了“我”画
像的技艺，更让“我”明白了在战争年
代如何坚守信念和责任。当“我”知道
师傅真实身份时，潸然泪下。师傅的
奉献精神和坚定的信念深深触动了

“我”，让“我”对他充满了崇敬之情。
四、小卿妈妈和师傅的崇高形象
小卿妈妈和师傅作为革命前辈，

他们为了国家和人民，勇敢投身革命
事业，不惜牺牲生命和家庭。

“烈士陵园刚刚落成，有很多单位
组织参观瞻仰。黄姨领着‘我’和小
卿来到一座烈士墓前，告诉我们这里
面埋着师傅的一顶帽子。”这一幕，展
现了革命烈士的奉献精神和他们在人
们心中的地位。

小卿得知母亲真实身份后，脸上
既有哀伤又有自豪。于小卿而言，画
像不仅是对母亲的纪念，更是对革命
烈士精神的传承。

五、无法完成的画像意义深刻
画像的神秘消失、师傅的烧画行

为以及小卿的再次要求画像，这些情
节不断深化小说主题，让我们看到了
战争年代的不确定性和残酷性，也让
我们感受到了人性的复杂与美好。画
像虽未能完整留存，但它在人们心中
的印记永远无法磨灭。它象征着人们
对亲情的渴望、对希望的坚守、对革
命烈士的敬仰以及对和平的向往。

小说《无法完成的画像》通过独特
视角，展现了战争年代人们的情感、挣
扎与坚守。画像永远在人们心中，它
不仅是一幅未完成的作品，更是一段
历史的见证、一种人性的光辉、一份对
和平的珍视。

画像，在心中绽放永恒光辉
■苗红军

元宵侍母闲作
■杨少华

一抹绽放的嫣红
■殷洪南

《家住南山云烟中》梁增权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