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何尝不可！
动议这个展览的时候，正是春意萌动；展览举行

的现在，春气始阳，蛰虫彷徨。逝去的春天已经那么
多，但每一个新春的到来，还是那样的催人奋进，还
是那样的让人充满向往。

2015年的春天，有你我在此约会，有商业与艺术
在此约会，有现实与梦想在此约会。

看——所有的约会都沐浴在醉人的春风里。

尘仆仆，但当疲惫的身体一头扎进故乡的怀抱，听到
那亲切的乡音，看到那熟悉的风景，闻到那久违的饭
菜香，我会如小时候那样急切地喊道：“妈，我回来
了！”回家当晚，我总算可以把腿脚伸直，躺在妈妈缝
制的绵绸被里舒舒服服地睡上一觉了！回家的感觉
真好，一切的辛苦都是值得的！

次年春节我因备战考博，不能回家，就把头年那
张回家的票根当作书签，小心翼翼地夹进考博的书
页里，让它见证着我奋斗的历程，想家时就把它拿出
来看看，好想手里握着的是一张能马上回家的车票，
心里暗暗发誓：我一定要实现理想，荣归故里！于是
浑身充满了前行的力量，又开始埋头苦读起来！

后来春运购票开通了电话订票、网上购票，不用
再去火车站通宵排队了，但往往为了抢到珍贵的一
票，也需要整天整夜地守候在电话和电脑旁。再后来
工作了，经济条件好一点了，老家小城也通航了，我
便会在春节前，早早地盘算着归家的日期，提前在网
上订直飞老家的机票。但不管是曾经回家的火车票，
还是飞机票，我都把每一张票根珍藏起来，上面镌刻
着每次回家的日期和座位号，当时回家路上的心情
和每次回到家的感觉都历历在目！

又逢一年春节归家时，让那一张张回家的票根
铺成一条条漫漫回家路，载着游子们的切切归乡心，
奔向故乡的怀抱，踏进春天的大门！

先睹为快
永乐影城特别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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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的票根
“曾经以为我的家，是一张张的票根，撕开后展

开旅程，投入另外一个陌生，这样飘荡多少天，这样孤
独多少年，终点又回到起点，到现在我才发觉……”每
当听到姜育恒这首老歌《驿动的心》，让那略带沙哑和
感伤的歌声穿透漂泊的苦旅、沧桑的流年，在思乡的梦
里流淌、回荡，那些回家的票根曾承载着多少复杂的情
愫，成为每次归乡的书签，夹在每一页回家温情的记
忆，铭刻在岁月深处，牵动着游子思乡的情思！

是啊，乡愁是一张张回家的票根，我在这头，故
乡在那头！

记得十年前的春节，我在上海求学，为了买一张
回家的火车票，在寒冬腊月，连续两天去火车站通宵
排队，成千上万辛苦排队的游子，有学生、农民工等
等，他们似箭的归心筑成了长龙般执着的队伍，如蜗
牛般缓慢前行，大家翘首张望着，焦急等候着，眼巴
巴地凝望着售票窗口，虽又冷又困又累，但回家的强
烈愿望抵消了排队的一切辛苦！当那张一票难求的
火车票总算到了手里，如获至宝，欣喜若狂，马上打
电话给父母报喜，让双亲盼儿归的心也安稳了许多！
记得当年为了回家，买不到卧铺车票，坐了四十几个
小时的硬座，拥挤的车厢里连过道上都堆满了人，卖
饭的餐车都很难通过，要起身去上卫生间或接开水
都非常困难，连卫生间都堆满了行李和旅客，在漫长
而痛苦的旅程中，不时地掏出车票看看，看到那家乡
熟悉的地名，就仿佛看到了母亲慈祥的脸庞，就会让
我充满了无穷力量去克服一切困难！虽日夜兼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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盼望着，盼望着，雪花来了，新
年的脚步近了。一切都是焕然一新
的样子，姿态优雅，整装待发。新年
到处都张灯结彩，喜气洋洋。最引人
注目的是各家大门口处张贴的一副
副对联，烫金的大红纸上攀岩着立
体的大金黄字或大黑笔字，间或配
有漂亮的图案，相应成趣，把整个门
口渲染得蓬荜增辉，气派威武。每每
看到这些买来的现成的对联，我的
记忆深处便清晰地闪现出手写春联
的情景，那更是别有一番趣味。

腊月过半，村里的张爷爷家便
喧闹起来。前来写对联的人络绎不
绝，把张爷爷家巴掌大的院子挤得
满满的，真是门庭若市，热闹非凡。
当然了，还有一帮小屁孩子和我们
这些寒假归家的学子们也跟着凑热
闹。还记着那天，阳光独好，暖意融

融。春姑娘好像已经等不及了似的，赶紧把严寒的冬
大哥挤跑，自己忙着出来赶趟。张爷爷索性把桌子搬
到院子里，摆上笔墨纸砚。“张群儿，你的春联写什
么？”“一年四季春常在，万紫千红花永开。”只见张大
爷手执毛笔，刚劲有力，手略一顿，一副气宇轩昂的毛
笔字就在大红纸上龙飞凤舞了。墨迹未干的毛笔字筋
骨内含，潇洒飘逸，活灵活现。“真好看呐！”众人啧啧
赞叹。“张六，你的呢？”只见张六抓耳挠腮，不好意思
地笑着说：“爷爷，你也知道，就我肚里那点墨水早就
饭菜吃喝了，哪还知道什么对联呀，呵呵，您老就看着
写吧。”张爷爷略一沉思，大笔一挥，一幅苍劲有力，雄
厚气派的毛笔字就出来了。就这样一个人挨一个人，
张爷爷的对联是写了一副又一副。

虽然张爷爷要求大家自备春联内容，可村里的大
多数人都没怎么上过学，即便绞尽脑汁，搜肠刮肚，可
却苦于脑里没货，肚里没墨，于是就把这艰巨的春联
内容的任务交给了张爷爷。张爷爷也很尽心，认真地
搜集了几十条春联内容，可全村200多户人家，这哪
够用的呀。大家又不愿用相同的内容，于是搜集更多
的春联内容便成了张爷爷的当务之急。

张爷爷摇头晃脑地读着桌子上的春联，不经意地
略一转头，从那已架到了鼻子上的厚眼睛片里瞅到了
我。“就你了，小丫。爷爷交给你一个任务啊，你回家去
给我搜集春联，把你们上学学过的，还有你自学的，还
有你知道的对联，统一给我找到，写到一个本子上，给
我拿过来。”面对爷爷这突然下达的命令，我还没回过
神来，张爷爷已笑着冲我摆手说：“去吧，去吧。对联不
够用了，大家都还等着呢。另外，拿着这个，别搜集重
了。”说着张爷爷把一张写满对联的纸塞到我的手里。

我拔了腿，没命似的往家里跑。到了家，顾不得气
喘吁吁，翻开书本就找。我使出吃奶的劲儿，翻遍了所
有的书和资料，还有我的笔记本，最后整理了和张爷
爷不同的一百多条春联内容。张爷爷看着我写的对联
内容，和蔼可亲地摸着我的头，慈祥地说：“后生可畏
呀，后生可畏呀！”人群里立即爆发出热烈的掌声。“这
个丫头是好样的，”“嗯，以后肯定能成事儿。”听着大
家的赞誉，我心里乐开了花。我尝到了快乐，为人民服
务的快乐。

回到学校后，我对一向不感冒的书法课重视起
来，学习态度有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连书法老师
都瞪着好奇的大眼睛看我，仿佛在问：“这个丫头，哪来
的这股劲呢？”我苦练三笔字，尤其是毛笔字，我练得如
痴如醉，一张又一张，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终于又
到了一个新年。大家依然是在张爷爷家的院子里排着
队。在张爷爷写得累得喘气的当儿，我拿起毛笔，一挥
而就。全场的人都惊呆了。赞叹叫好声不绝于耳。张爷
爷高兴地说：“后继有人了，后继有人了！”

后来的六七年中，每个新年的对联都是由我和张
爷爷共同创作的。时光荏苒，转眼十几载。在日新月
异，科技突飞猛进的今天，人们物质生活不断提高，手
写毛笔字春联也已成为“稀有产物”。然而那散着清香
的浓墨重笔的情韵却永远温暖滋润着大家的心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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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甜苦辣
皆年味

马上就要过年了，同事、朋友、同学相见，谈得最
多的话题就是年味。过年到底是什么味？各人有各人
的看法，大家众说纷纭……

同学潇湘家住在农村，谈起年味他非常乐观。他
说年味就是为儿女置办一身新衣服，准备过年所需
的菜、肉食品，糖果、水果，鞭炮等等，让年货先回家，
来年就有盼头了。年味就是看到孩子们的笑脸，心中
的那份甘甜。年味就是合家团聚，合家平安。

朋友关爵是商人，说起年味，他一脸的酸楚。他
说年味就是年前忙碌着为客户们送礼品的那份奔
忙；年味就是年三十和家人在一起吃年夜饭的那短
暂的温馨；年味也就是年夜饭还未吃完，业务电话就
不合时宜地打来；年味就是亲戚、同学、合作伙伴等
一场跟着一场聚会，天天酒啊肉啊的，胃受不了的那
份苦。他叹口气说：“我现在都有春节恐惧症了，年味
就是大家敬酒时那一次次心惊胆战。”

同事秦劳是建筑工人，过年还得坚守岗位。他说
年味就是不能和家人团聚的无奈。每次过年都得忙碌
在工地上，或留在工地上值班，每次值班就会想起小时
候：那时因为物资匮乏，不到过年大家都盼望着穿新
衣、放鞭炮、拿压岁钱，新年里小伙伴们还会聚在一起，
比谁的鞭炮多，谁的衣服好看，真是简单而快乐。

而我，作为公司里的文艺骨干，年味就是每年年
前为排练节目而努力的那份辛苦，然后就是年三十
公司迎春晚会上的认真表演，在得到同事们的认可
后的那份欢欣。

……
有人说，还是小时候过年有意思；也有人说，现

在的年越来越没有年味了；也有人说现在的年没有
变，而是我们的人情在变。记忆中，儿时过年有多少
有趣的事儿，而现在呢？

现在，年味越来越淡了，除了接连不断鞭炮的轰
鸣声，除了家家户户门前的对联门画，悬挂的红灯
笼，就是堵车，就是聚会，就是喝酒……

年味，一万个人有一万种说法。但是，不管年味
是浓烈与平淡，酸甜苦辣它都是年味。

家有留守爹娘
新年的脚步一步步逼近，每每一想起留守在老家

的父母亲，心里就一阵无奈。父母亲含辛茹苦一辈子
将我们兄妹三人拉扯大，一辈子住在破旧的二间小房
子里。冬天透着风，雨天外面下着大雨，里面下着小
雨。上次回去做清明，正好遇上一场大雨，好不容易到
了家，却走不进家门。家里年久失修的屋顶破绽百出，
家里也挂起水帘洞，地上摆着十几个大小的水桶、脸
盆，连盛水用的水瓢都派上用场了。我不禁对还躺在
床上的父亲大发雷霆，责怪他为何不早点告诉我找人
修缮一下。还是母亲道出了原委：庄稼人上半年几乎
没有收成，再加上前几天天气骤变，父母都患上了重

感冒，花了不少的钱。
我只有叹息了，自己在离家百里的小城，整天忙

着自己的事业，陪着老婆和孩子，却淡忘了留守在隔
着江隔着水的老家的父母亲。工作忙时更是一星期连
个电话都忘记打。父母也从不打电话过来的，怕让我
工作分心。我打回去就抢着接，大半也是报喜不报忧，
多像读大学时的我呀。人家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其
实现在这句话真该反过来讲了。

因为常不在一起，我总找些理由让他们来城里住
住。可每次来他们都住不了几天，就惦念起家里养的鸡
鸭没人照应，地里庄稼草又盖住了秧苗。我知道是他们
不习惯街上闭门索居的生活，连个池塘都难得一见，还
是喜欢乡下宁静安逸的生活，还有新鲜的空气，也不用
一天爬几趟六层的高楼。我只好给家里买了台电视机，
有时想象着爱看电视的父母吃完饭后，坐在电视机前
有说有笑其乐融融的样子，心里就开心起来。

离老家相距遥远，真的感谢电话线架起了亲情的
桥梁，每次儿子都会抢去话筒，在电话里和爷爷奶奶
亲热一下，总是责怪他们总不来和他玩呢。可这样也
不能解我的乡愁。记得有一次一连往家里打了许多电
话，那边就是无人接听。第二天就带着孩子赶回家去
了，看到父母惊讶的表情，我就搪塞说是孩子想爷爷
奶奶了。他们争相抱着孙子，开心得喜笑颜开，像个小
孩一样。我偷偷的去看那部电话，原来是声音开关可
能无意中被关上了。想起远在天边的妹妹也常让我回
家看看，心中一阵酸楚。

想起身体一向硬朗的父亲年近花甲了，背也开始
驼了，白发在染黑了头发的母亲的两鬓又开始顽强地
冒出来。他们年轻时好不容易走到一起，后来拥有了我
们兄妹三人，再苦再累的岁月也已挺过来了，如今儿女
们却扑腾着翅膀全部飞远了。远嫁山东的妹妹一年难
得回来一次，弟弟也在不固定的某一个城市打拼着，只
有我离家近一点，但却隔着整个城市与乡村的距离。总
记得有一年春晚，主持人朱军的一句台词：“城里有我
们温暖的家，可乡下却住着我们的爹和娘呀！”我们大
多数是在乡村里长大的，又离开了生我们养我们的村
庄；在父母身边长大成人，却将他们独自滞留在乡村留
守，守望着故乡永远魂牵梦绕着的不变的风景。

春天的约会
《春天的约会》是我个展的名字，现正在南通文峰

大世界举行。
缘起

启东版画院朱建辉院长有一女学生名顾今，在文
峰集团旗下广告公司任职，文峰大世界委托她策划一
文化活动，顾询之于朱，朱推荐了我。我爽快答应的原
因有三：一是朱的信任；二是对文峰感觉不错；三是趁
机索回一部分久借不还的字画。

逗号
顾今很能干也很细腻，我乐得做甩手掌柜。布展

那天，她指着展标“杨谔书画篆展”五个字后面的一个
“逗号”说：“这是我突发奇想加上去的，希望后面还有
合作。”我即理解为：艺无止境，还须努力。

被人踩踏你怕吗
一日，顾今问我：“想设计一个‘指引’，用你的字

画，当然还有名字，铺于店堂地上，长长的，你怕吗？”
“我不怕。”我说。

布展后的第二天清晨，苏州方建勋在微信上看到
了布展的图片，言老兄你这个“红地毯”很别致啊，你
是愿做“铺路石”吗？我说还有一层意思：愿意接地气。

把两次问答告之于大世界顾总，顾总说：“换一种
思考，境界顿生。”

留足不住
女作家王春鸣知道展览消息后发来一短信：“金

圣叹有一回评苏辙《六国论》说：‘看得透，写得快，笔
如骏马下坡，云腾风卷而下，只为留足不住故也。’哈
哈大笑想起你的书法……”王春鸣行文若“山鬼”，气
质不似南通人，一问，果然。

相会春风里
万事俱备之后，顾今说：“再写个前言吧！”怎么

写？一时没主意。领命后的当晚洗菜时，突然来了灵
感，于是一挥而就，题为《相会春风里》，文曰：

如果把人比作大楼，那么文化就是窗户；如果把
人比作动车，那么文化就是车轮；如果把人比作苍鹰，
那么文化就是翅膀。没有窗户便看不到花的绽放，没
有车轮便去不了神秘的远方，没有翅膀又怎能在蓝天
上翱翔？

如果把一个企业比作一个人，那么文化就是它的
灵魂。灵魂离开“肉体”无以栖身，“肉体”没有美好灵
魂的寄寓便不足以为人。古人云：“质而无文，其行不
远。文而无质，其行不久。”如今，把“质”换成“商”字又

闻名赌坛的“魔
术手”石一坚（周润发
饰）在参加好友龙叔
（姜大卫 饰）的海上生
日派对时，突遭来路
不明的女杀手伏击，
后得知她们受旧敌D.
O.A组织派来灭口，而
她们的目标不仅是杀
死石一坚，更要捉拿
携组织一百五十亿美
元资金潜逃的会计小
马（张家辉 饰）……

澳门风云2

天将雄师
《天将雄师》讲述的

是西汉大都护霍安遭奸
人陷害，沦为奴役；罗马
将军卢魁斯勇救王子逃
命至东方，双雄在西域戈
壁相遇，从而展开的一段
惊心动魄的故事。

当一个人心中有你的时候，当一个人的琐
事都和你有关的时候，那些巧克力、花、首饰，或
者其它，便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很笃定地知
道，他是爱着自己的，再没有什么，比这样的爱
更动人，更美好。

火红火红中国年
于永海

挂起火红的灯笼
贴上火红的春联

在这个喜气洋洋的日子
天底下最炽热的颜色
将眼睛映得火红火红

放一挂火红的鞭炮
敲一通火红的锣鼓

在这个热热闹闹的日子
天底下最欢乐的颜色
将耳朵映得火红火红

吃一串火红的糖葫芦
喝一杯火红的葡萄酒

在这个甜甜蜜蜜的日子
天底下最幸福的颜色
将舌尖映得火红火红

一个个火红的福字
一张张火红的笑脸
火红火红的中国年
是所有炎黄子孙

心里永远不变的眷恋

天天都是情人节
那天在公交车上，两个女人在聊天，说的是她们

的同事。说那个同事老公特别浪漫，结婚纪念日、生
日、情人节什么的都会送礼物和鲜花。其中的一个感
慨地说，另外一个却叹口气道：“要这些有什么用，你
不知道吧，他们的关系紧张着呢。”于是，那些鲜花和
礼物似乎都成了一个讽刺。

我不免想起我和老公，那天我们闲聊的时候，掰
着手指一算，我们竟然结婚十年了。可接着却又发
现，十年的婚姻使我们的很多事情成了理所当然，关
心和爱都是意料之中的事情，所以没有激动和期待，
也没有特别的日子和庆祝方式。

下了公交车，路过超市，看到上面的游走字幕打
着巧克力特价促销的信息，我想都没想便走了过去。
付款的时候，收银员忽然笑着对我说：“像您这个年
纪，给爱人买巧克力的可不多。”我一愣，也笑了，原
来因为今天是情人节，所以她也把我当成了给爱人
送礼物的人。其实这款巧克力我经常买，因为老公喜
欢吃，仅此而已。

回到家，老公却已经先回来了，正在阳台上忙着。
“快来看我买的花。”老公得意洋洋地招呼着我

过去，一副邀功的模样。阳台的一角放着一盆百合，
洁白的花瓣竟是一副羞答答的模样。“我在小区门口
买的，老板说今天是情人节，都买玫瑰去了，所以这
盆栽的花他就特价卖，喜欢吗？”老公笑逐颜开地问
我，我当然点头，百合一直是我喜欢的花。同时，我也
把巧克力递给了他，他便美滋滋地坐在沙发上，品味
着巧克力带来的蜜甜和丝滑。

情人节这一天，我和老公都送给彼此花和巧克
力，却没有人道一声“情人节快乐”，因为这是我们常
做的事情。这些年来，老公会给我买花，买书，买我看
上的任何一样物品，而我也会关注到他的需求，也会
很自然地买回来。我们从来没想过“礼物”这两个字，
只是因为彼此喜欢，所以便让对方拥有，这是自然而
然的事情。

想到这里，忽然心里暖暖的，我们天天都在过情
人节呢。如果说幸福，这就是幸福吧，当一个人心中
有你的时候，当一个人的琐事都和你有关的时候，那
些巧克力、花、首饰，或者其它，便不那么重要，重要
的是很笃定地知道，他是爱着自己的，再没有什么，
比这样的爱更动人，更美好。

蔡源霞
●

情感热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