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感而发 □李晓栋（郑州市）

1
你的力量

也许是在等待下一场春雨
但根要往深处扎

2
知识的力量

在你埋头的每一刻积淀
书里，也要书外

3
一匹黑马

不知从何时
原野已被踩在脚下

4
不懈怠

每一缕春光
因为它都历经冬天

期末评语：
我也尝试一下“三行诗”

每学期期末，忙碌的是复习，而
最让人头疼的是为学生们写评语。
我们会发现，当班主任的时间越长，
期末评语越不知道该怎么写，学生的
行为、习惯、特点等大同小异，我们的
评语也成了“换汤不换药”，毫无新
意。我曾经为学生们写过诗、赋过
词，引用过名言警句，也从每个人的

“名字”入过手，更用过直接抒情等表
达方式，但三番五次使用，还是感觉
有点落俗。正当我发愁的时候，看到
了《教育时报》公众号的推文，上面介
绍有老师用“三行诗”的形式写评语，
简短又含义丰富，我为何不尝试一下
呢？于是，左思右想，依旧从学生身
上找故事、抓特点、寄期望。当然，这
是小试牛刀，很不成熟，也可能词不
达意。（后附“三行诗”4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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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节风铃

牧野小城的腊月天，能寻得的往
往是蜡梅。蜡梅的花香气好闻，暗暗
记下几处蜡梅开放时间，挨个儿探花，
不论晴雨霜雪。

我住的小区就有几株蜡梅，数九
寒天，忽一股冷香扑面，当即把人拦
下。站定深嗅，循香判断源头，并非真
要一探究竟，只是愉悦感袭上心头，确
认蜡梅放蕾，便觉一股力量温暖周
身。蜡梅是寒冬里的好朋友。

严格说来，蜡梅不是梅，传统意义
上的梅是蔷薇科，多生江南地。蜡梅
有自己的科属种，即蜡梅科、蜡梅属。

《本草纲目》记：“此物非梅类，因其与
梅同时，香又相近，色似蜜蜡，故得此
名。”蜡梅腊月绽放，称作“腊梅”亦通。

蜡梅，在苏东坡时代才被正式命
名，之前就是秦岭南坡、大巴山以及汉
水两岸的普通杂木，花很香，仍挡不住
人们砍下当柴烧。当然，也有文人墨
客喜欢它的花，入诗文多以寒梅、黄梅
呼之。

蜡梅的蜡，让我想到古代的一种
祭祀活动“蠟祭”，后写作“蜡（读zhà）
祭”。蜡祭是古人年终祭祀活动，腊月
举行，蜡祭时须身着黄衣黄冠的草
服。孔子曾在参加蜡祭后说出“大道
之行也，天下为公”的经典话语。腊
月，蜡祭，穿黄衣服，北宋文坛命名蜡
梅时，也许想到蜡祭这事也未可知。

“蜜蜂采花作黄蜡，取蜡为花亦其
物。”这是苏东坡笔下的蜡梅花。“疏影
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林逋
这句梅花诗，写的应是蔷薇科的梅。

“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未”说的“寒

梅”是蜡梅还是宫粉梅？很多时候我
们已然分不清楚诗文对应的梅花种
类。

“林下虽无倾国艳，枝头疑有返魂
香。新妆未肯随时改，犹是当年汉额
黄。”宋人陈棣这首，咏叹的确是蜡梅
的花色、香味和故事。

跑很远的路来到和谐公园，只为
看看心中的蜡梅。园区东南开辟有腊
梅小园，荤心梅、素心梅间隔着栽植，
正好方便我比对二者的形态和香气。
其实我都喜欢。能凌寒怒放，散发清

澈香气，就是冬天的勇士。
蜡梅与传统梅花相比，少一些虬

曲俊逸之态，率直的枝条自由伸展，倒
也天真可爱。喜欢一句话：“山家除夕
无他事，插了梅花便过年。”插的是梅
还是蜡梅，已不必计较。

蜡梅花开很不起眼，香味隐秘而
悄然远播，与万物闪耀的意义之光迥
异，它在路人匆忙的脚步声中缓缓流
逝，缥缈、虚空而笃定。

只我一个人，反复周旋于蜡梅与
蜡梅之间。走着走着，春天就来了。

蜡梅不是梅
□芭蕉雨声（新乡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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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国众 摄月之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