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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词采撷

□季节风铃 □薛宏新（原阳县）

绿潭飞虹

□张海平 摄于牧野广场

华灯初上

端午寄思
□张彦东（辉县市）

儿时的端午，
是清晨奶奶插在门口带着露

珠的艾草，
伴着艾草的芳香，
我从睡梦中醒来，
揉揉惺忪的眼睛，
手腕上不知道何时被系上了

五色的线条，
吃个粽子，是对生命的祈祷。

长大后，才知道，
端午不仅是含着露珠的艾

草，
五色的线条，
飘香的粽子，
而是对爱国诗人屈原的哀

悼。
满腔热血，
报国无门，
五月五的汨罗江，
留下的是千古传奇。

远去的是历史，
传来的是一位老人在吟唱着

《离骚》。
路漫漫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求索。
你看，
端午的赛龙舟上，
擂响的战鼓，
是催我奋进的号角！

□张海平 摄于辉县市八里沟

田间少闲月，五月人倍忙。童年时，
麦收季节，抢收抢种，不舍昼夜，男女老
少，无人偷闲，麦场上人头攒动，热闹非
凡。麦场上最吸人眼球的要数堆放在麦
场中间的麦秸堆，小伙伴们在麦秸堆上
打滚，捉迷藏，站在干透黄亮的麦秸堆上
一蹦大高，将麦秸堆当做现在的蹦蹦床，
有时头朝下像条蛇滑下去，要多刺激有
多刺激！孩子们咯咯的欢笑声与打麦碾
场声重叠，大人们打麦挥洒的汗水与浓
浓的麦香交织，那分激情，那分乐观，清
晰依旧、感人至深。

芒种，一头连着收，一头连着种；一
头辞旧，一头迎新。一收一种，一辞一
迎，道出了芒种微妙的内涵，道出了人生
最美的真谛——有种，才有收；种好，才
能收好！

芒种，一头收获幸福，一头播种希
望。小桥流水，流出了点点芳菲，送走了
浅夏清欢，迎来了仲夏热烈。火热的太
阳，像极了怒放的生命，催人奋进，砥砺
前行！

芒种，是农民收获的季节。一分耕
耘，一分收获。粮食需要耕耘，才得丰
收；爱情需要耕耘，才得幸福；梦想需要
耕耘，才得起航；人生需要耕耘，才得圆
满。

在虫鸣鸟叫声中，芒种节气来了。
田野上的各种小虫子，唱响了夏天，各种
各样的声音汇集在一起，把夏天弄得热
闹非凡。春有花草，夏有鸟鸣。

芒种，正午的热浪袭人。人们忙着

收割，忙着播种。芒种，农田里一片繁
忙。收割机在阳光下，展现着自己的威
风。成熟的麦子，麦粒饱满，粒粒入仓。
我给孩子们讲小时候挥汗割麦、弯腰插
秧的经历，讲“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的古诗，把勤俭节约的民风，传承给子
孙。

芒种时节，不仅有着田间地头的忙
碌，也有着如诗般的情怀。芒种，是带着
土地醇香的时节，树荫、蝉鸣、竹影，生活
的模样不是相同的，而是由我们雕刻出
不同的形态。

挽起裤脚插秧，卷起袖子泡茶，都是
生活。池塘蛙鸣、孩童戏水，由着自己的
快乐流淌。凉风入窗，心事渐浓，亦是这
个时节的美好。

我不再纠结于任何事物，而是接纳
并包容着。放下昨天的一切，今天的脚
步就会轻盈。我想要的生活，就是能在
田间地头打麦插秧，也能在庭前案几，泡
茶读书写作。

老辈人说五黄六月为苦夏，所谓的
苦，也是生活的苦。一个人不吃点生活
的苦，是体会不到生命的价值的。

一个人如果不再羡慕任何事物时，
那才真正活在了属于自己的生活里。

芒种时节，有句古话“杏子黄，麦上
场”，果子们忙着把自己最成熟的一面呈
现给世人，人们在打麦插秧时，抽空吃一
口新鲜的杏儿桃儿，便是汗水流淌，也是
满脸笑意融融。

中国古代将芒种分为三候：“一候螳

螂生；二候鹏始鸣；三候反舌无声。”在这
一节气中，螳螂在上一年深秋产的卵因
感受到阴气初生，所以小螳螂破壳而出；
喜阴的伯劳鸟开始在枝头出现，并且感
阴而鸣；与此相反，能够学习其他鸟鸣叫
的反舌鸟，却因感应到了阴气的出现而
停止了鸣叫。

芒种，过去还说是谢花神的节气。
其实，这个时候的花也还是比较多的。
大丽花、蜀葵、绣球，都是在这个季节开
得最盛，凌霄花也在这时来凑热闹。当
然，也有烦心事，就是蚊蝇多。蚊子是吸
植物汁液的，当然更爱喝血。夜晚，即使
你不停走动，仍有蚊子发动群体性攻击，
围着你嗡嗡叫，直扑你裸露的大腿、脸
部、颈部等。甚至隔着衣服，把它的细长
的针穿过纤维，刺到你的肉体去吸血。
一巴掌下去，拍在手上的全是自己的血。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
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
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想当年，陶渊明老先生不为五斗米
折腰，一气之下辞官回乡。看来，今天的
退休人员比陶老先生幸福得多，不用担
心衣食无着问题。种一点菜，养几只鸡
鸭，那都是别样的收获。

芒种，芒种，忙着播种。种瓜得瓜，
种豆得豆。上天从不欺人，你今天收获
的果，都是你当年种下的因。人生如种
田，种人品，收人缘；种能力，收事业；种
修养，收品质。种好才能收好，有几分耕
耘，就有几分收获！

芒种：田间少闲月，五月人倍忙


