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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晓锁

红肥绿瘦是老街

君若来洛阳，不走进老街，不算了解洛
阳；到了老街却未领略它夜晚的纷杂与喧闹，
那则是一种无法弥补的遗憾；晚间来到老街
不品尝满街的小吃，则放大了遗憾的倍数。

落日余晖下的青石板路，熙熙攘攘挤满了
人，华灯初上，人们在街中肆意晃荡，似乎有一
种力量影响了众人，用悠闲来形容这条街上众
人的神态，的确再恰当不过了。

斜阳放慢了下坠的速度，迷茫的光线顽强
地挂在丽景门凹凸有致的城墙垛子上，青砖墙
上洞开的大门外，一个两个三个……鬓角上淌
着汗水的背包客，带来了异乡陌生又不陌生的
味道。

落日余晖与满街灯火交融令老街成为一
条流动起伏的彩带，人们踏进这五彩河流，变
成一条条、一群群流动的彩鱼。满街飘动的
幌子夹在灯红酒绿中，描绘出武侠小说里的
情景。

人们挡不住各种香味争先恐后扑鼻而来，
目光被依次摆开的街边美食吸引，竟然挪不动
脚步了。

一碗碗汤端上来，葱花、韭菜、紫菜、虾皮
飘了起来，金黄色的豆腐丝、丸子当仁不让，鸡
蛋皮薄得如蝉衣漂在碗中……不翻汤、丸子
汤、豆腐汤酸辣带香，碗中泡上两面焦黄的油
旋儿，男人女人汗珠子流下来也顾不上擦，一
个个唇上的红油如热闹的花儿。

老街与许多小巷相连，一样的青砖灰瓦木
扇门，一样的槐香桃红窈窕女，小巷里有另一番
风情，少了商户带来的喧闹，多了笼中鸟不时的
惆怅。不论晴天雨天，花伞下云鬓轻挽的女子
提着的饭煲，转入一扇木门不见，哐的一声切断
了游人的视线。那饭煲里盛着满满的情意。云
鬓轻挽的女子，你又是谁家的美娘？

我更喜欢在雨后黄昏一个人走入老街，挽
起裤腿儿，斜挎着单反相机。青石板路经过雨
水冲刷，湿漉漉的油光发亮，房檐儿下滴滴答
答轻声慢语的雨珠，恰如私语。一场雨洗去了
灰尘，同时驱走了往日喧闹。

我要了四两卤肉，揣着一小瓶酒，转弯找
一家馆子，在木制长几前坐下，撸起袖子，端来
一碗红肥绿瘦香气四溢的汤，一口酒，一口肉，
一口汤，何等惬意！

不知何时，我身旁坐着两位素面女子，竟
也是一瓶小酒、一碗汤，汤酒相加，不一会儿就
素面添红，如描了淡妆。

红肥绿瘦是老街……

道学的发祥地在洛阳，道学的代表人物老子
与洛阳渊源极深。作为老子自然和人生哲学思想
的代表作《道德经》便著成于洛阳，传播至天下，先
后被翻译成 130 多种外文，译本数量仅次于《圣
经》。《道德经》虽仅5000言，但其思想内容非常丰
富，不仅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也是世界文明史
上的璀璨明珠，至今仍散发着夺目的光彩。

本报即日起与洛阳老君砚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联合举办“道学与河洛文化”征文活动，旨在通
过征文活动，向读者普及博大精深的道学和河洛
文化及其对我们现实生活的深远影响。具体要
求如下：

一、题材和体裁
本次征文比赛体裁为随笔（不超过800字），

主要围绕道学与河洛文化的渊源展开，题材包括：
老子与洛阳、老子与百姓生活、老子故事、老子的
传说与典故、老君的传说、《道德经》赋予我们的现

代启示、道学与河洛文化以及其他道学研究成
果。要求文章通俗易懂，具有一定文采。

二、奖项设置
本次大赛设一等奖1名，奖金1000元，另赠老

君砚一方；二等奖3名，奖金各800元，另各赠老君
砚一方；三等奖5名，奖金各500元，另各赠老君砚
一方。

三、投稿方式
1.三彩风投稿邮箱：zhout9461@163.com。
2.洛阳网投稿系统（请注明“老君砚杯征文”

字样）。
四、注意事项：
1.因工作量大等原因，本次征文活动只接收

电子稿件。
2.请留下真实姓名和详细地址，以便寄稿费

和颁奖。
3.请勿抄袭，若涉及侵权问题，文责自负。

早晨上班路过公园，我不经意中看到有海棠
花含苞待放。春天就这样如期而至，空气里都是
清新的香气，让人满心欢喜。

我忍不住走近细细观赏。这些还未开放的海
棠花饱满得似乎马上要破裂，看起来就像一个个
粉红色的桃子。一阵风吹来，花儿散发着沁人心
脾的芳香，使人心旷神怡。

自古海棠就深得文人墨客的喜爱。“高低临曲
槛，红白间柔条。润比攒温玉，繁如簇绛绡。”这首
诗生动地描写了海棠的娇柔之美。元好问曾写
道：“枝间新绿一重重，小蕾深藏数点红。爱惜芳
心莫轻吐，且教桃李闹春风。”似乎腊梅谢了没多
久，一不留神儿就看到海棠绽放出星星点点的娇
俏小红花。海棠是最好的报春花。

苏东坡酷爱海棠是举世公认的。他在《海棠》

一诗中吟道：“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
妆。”爱花能爱到如此程度，恐怕是前无古人，后无
来者了。李清照也是个喜好海棠的主儿，她在“昨
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的当口儿，还“试问卷
帘人，却道海棠依旧”。这时她马上纠正侍女（卷
帘人）：“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红楼梦》里也有描写海棠的诗句，林黛玉曾
写道：“半卷湘帘半掩门，碾冰为土玉为盆。偷来
梨蕊三分白，借得梅花一缕魂。月窟仙人缝缟袂，
秋闺怨女拭啼痕。娇羞默默同谁诉？倦倚西风夜
已昏。”

我最喜欢的诗句是：“偷得梨蕊三分白，借得
梅花一缕魂。”简简单单的两句诗，把海棠的洁静
娇羞、柔美可人写得深入人心。

三月，海棠花开，芬芳了一个季节。

绿肥红瘦是绿肥红瘦是海棠海棠

□田间

□马亚伟

父亲的父亲的春分春分

老君砚杯“道学与河洛文化”征文启事

我一直觉得，父亲对节气特别敏感，他甚至
比那些草木鸟兽更懂得聆听节气的召唤。早早
的，父亲就开始念叨：“到了春分，咱那块麦地要
浇水喽！”

妹妹好奇地问：“春分是什么？为什么要等
春分浇水？”父亲呵呵地笑着，不厌其烦地解释：

“春分是个节气，把春天分成了两半。人们都说
‘春分麦起身，肥水要紧跟’，到了春分，就该给麦
子浇水了……”

春分，把春天分成两半。我对父亲的这句话
印象特别深刻。是啊，北方的春天，总有一个漫长
的前奏。刚刚立春时，春风暖暖的笑脸就来了个
惊鸿一瞥。可就在人们以为从此要柳暗花明的时
候，春又在不经意间转身，留下一个料峭的背影，
迟迟不肯一展笑颜。

直到春分，春之曲才算徐徐奏响。广袤的大
平原上，小麦连成一片片绿毯，壮阔无比。父亲常
常置身于麦田中，遥望着远方，无限感慨地说：“望
不到边啊！”千里沃野，绿油油的麦田是底色。返

青的麦苗绿得惹眼，那种鲜嫩嫩的绿色，是经过一
个冬天的休养生息孕育出来的，向人们昭示着无
限生机。几乎就在一夜之间，杨柳依依，桃花盛
开，草长莺飞，春天的色彩开始缤纷。春分是一个
响亮的鼓点，春天就是这样绚丽起来的。

父亲伴着第一声春雷走上田头，拿着铁锹在
麦田里穿行着，游刃有余。看着井水汩汩地流向
麦田，他愉快地哼起了歌。那时候的父亲真像个
诗人，用他特有的语调，吟哦着一首关于麦田的抒
情诗。

浇水、施肥，父亲的春分忙得不亦乐乎，可是他
还不忘回家给我们姐妹做一个“竖蛋”的游戏。“春
分到，蛋儿俏”，父亲说，春分这天的鸡蛋最容易竖
起来。他向母亲要了一个新鲜鸡蛋，小心翼翼地把
它放到桌子上竖起来。试了几次，鸡蛋竟然真的竖
起来了！我和妹妹兴奋地欢呼起来。

一年中，父亲追随着24个节气，把农事和生活
打点得井井有条。父亲用他的言行告诉我们，再
简朴的生活也可以过得充满诗意和温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